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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樟巢螟（Ｏｒｔｈａｇａａｃｈａｔｉｎａ）是危害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植物的主要害虫。文章依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Ｆｏｏｄ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ＡＯ）规定的有害生物风险性分析方法，对樟巢螟在中国和广东省
的分布、潜在危害性、受害寄主的经济重要性、传播扩散的可能性及危险性管理难度５个方面进行了定性、
定量分析，并对樟巢螟在中国和广东省的危险性作出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樟巢螟在中国的综合风险值 Ｒ
为１５９，属于中度危险的林业有害生物；在广东省的综合风险值 Ｒ为 １４５，属于低度危险的林业有害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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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樟巢螟（Ｏｒｔｈａｇａａｃｈａｔｉｎａ）又名樟丛螟、樟叶瘤
丛螟、栗叶瘤丛螟，隶属鳞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螟蛾
科（Ｐｙｒａｌｉｄａｅ）巢螟属，主要在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植物

上发生危害。该虫主要以幼虫将新梢枝叶缀结在一

起，连同丝、粪粘成一团，似鸟巢状，并取食叶片

造成危害。虫害发生严重时可将樟树的叶片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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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影响樟树的生长［１］。该虫在日本、印度、朝鲜

及马来西亚等国家均有分布，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广

东、广西、湖北、江西、浙江、江苏、上海和福建

等省市［２］。

樟树（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ｍｐｈｏｒａ）是我国南方广泛
种植的珍贵用材和经济树种，是我国亚热带地区常

绿阔叶林的重要组成树种之一［３４］。樟树广泛分布

于我国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浙江、云南、

贵州省等地，据相关研究报道，种植樟树的地方绝

大部分发现有樟巢螟的危害［３］。项目组在广东省内

实地调查发现，樟巢螟在韶关市、肇庆市以及潮州

市等多个地区造成严重危害，不仅影响樟树的正常

生长，破坏生态环境，而且严重制约了樟树相关产

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目前，对于樟巢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物学特

性和防治方面。樊敏等［５］研究报道０３％印楝素ＥＣ
和５５％快绿扬 ＥＣ对樟巢螟幼虫具有一定的防效。
童 应 华 等［６］ 研 究 表 明 绿 僵 菌 （Ｍｅｔａｒｈｉｚｉｕｍ
ａｎｉｓｏｐｌｉａｅ）粗毒素能够引起樟巢螟幼虫取食强烈的
免疫反应，破坏幼虫的血细胞。刘世晶等［７］研究表

明樟树挥发物芳樟醇能够引起樟巢螟雌雄虫触角强

烈的电生理反应；王焱等［８］鉴定了樟巢螟的２个性
信息素成分 ２１１１６：Ａｃ和 １６：Ａ；这些研究将为樟
巢螟的综合防治提供重要依据。

关于樟巢螟在中国及广东省的风险性分析未见

报道，本文在深入了解樟巢螟的分布状况、潜在危

害性、寄主植物经济重要性、传播扩散的可能性及

危险性管理难度等方面的基础上，参照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 （Ｆｏｏｄ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ＡＯ）规定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Ｐｅｓｔｒｉｓ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Ａ）方法［９］，分别对樟巢螟在中国和广东省的风

险性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为预防和控制该虫的扩

散蔓延以及制定相关的防治检疫政策提供依据。

１　危害分析与评价指标

１１　国内外分布状况（Ｐ１）
樟巢螟在国外主要分布在日本、印度、朝鲜及

马来西亚等国家，在国内主要分布于广东、广西、

江西、湖北、浙江、江苏和福建等省，在广东省韶

关市、肇庆市和潮州市等多个地区造成严重危害。

１２　潜在的经济危害性（Ｐ２）
樟巢螟主要以幼虫食叶和吐丝缀叶形成鸟巢状

虫苞危害樟科植物，影响寄主植物的正常生长和景

观效果。

１３　受害寄主植物的经济重要性（Ｐ３）
樟树为亚热带地区重要的材用和特种经济树

种，根、木材、枝、叶均可提取樟脑油，其主要成

分为樟脑、松油二环烃、樟脑烯、柠檬烃、丁香油

酚等，可作为医药、塑料、炸药、防腐剂及香精的

原料。樟树木材质地优良，抗虫害、耐水湿，可用

于建筑、造船、家具、板料、雕刻等材料；可作绿

化行道树及防风林，为优秀的园林绿化林木。

１４　传播扩散的可能性（Ｐ４）
樟巢螟成虫可通过短距离飞翔进行近距离传播，

各虫态也可以随寄主植物的调运进行远距离传播。

１５　危险性管理难度（Ｐ５）
樟巢螟在我国１年发生２代，第一代整齐，第

二代有少数出现世代重叠现象，７、８月份幼虫和
成虫同时出现。９月中旬，幼虫老熟后在被害香樟
的树冠下的松土层内结茧越冬。在防治方面，可在

幼虫活动期（７月上旬至９月中上旬）傍晚喷施氯虫
苯甲酰胺８００倍液或灭蛾灵（Ｂｔ）５００至８００倍液。
对于幼苗及低矮树，可进行人工摘除虫巢，集中烧

毁。保护和利用寄生性天敌：卵期有赤眼蜂

（Ｔｒｉｃｈｏｇｒａｍｍａｓｐ．），蛹期有甲腹茧蜂（Ｃｈｅｌｏｎｕｓ
ｓｐ．）等。同时可利用成虫趋光性用黑光灯诱杀成
虫。该虫一旦大规模定居繁殖，防治较为困难，因

此要做到早发现、早防治。

２　定量分析
参照林业有害生物风险性分析评估方法，结合

樟树分布等情况，对樟巢螟在中国和广东省的风险

性进行定量分析，各分析指标赋分值见表１。参照
我国有害生物的危险性综合评价标准［９］，将危险性

程度分为 ４级：其中 Ｒ值 ２５～３０为特别危险，
２０～２４为高度危险，１５～１９为中度危险，
１０～１４为低度危险。

按照有害生物危险性评价的定量计算公式，计

算各项评判指标（Ｐｉ）和总指标 Ｒ值，其计算公式
如下：

Ｐ２＝０６Ｐ２１＋０２Ｐ２２＋０２Ｐ２３
Ｐ３＝ｍａｘ（Ｐ３１，Ｐ３２，Ｐ３３）

Ｐ４＝
５Ｐ４１Ｐ４２Ｐ４３Ｐ４４Ｐ槡 ４５

Ｐ５＝（Ｐ５１＋Ｐ５２＋Ｐ５３）／３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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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５Ｐ１Ｐ２Ｐ３Ｐ４Ｐ槡 ５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各项指标值和风险值结果

见表２。樟巢螟在中国的综合风险值Ｒ为１５９，属

于中度危险的林业有害生物；在广东省的综合风险

值Ｒ为１４５，属于低度危险的林业有害生物。

表１　樟巢螟在中国和广东省的风险性分析评判指标赋分

序号 评判指标 评判标准
赋分值

中国 广东省
赋分理由

１
国（省）内分

布情况（Ｐ１）

国（省）内无分布，Ｐ１＝３；０＜国（省）内分布面
积≤２０％，Ｐ１＝２；２０％＜国（省）内分布面积占
≤５０％，Ｐ１＝１；国（省）内分布面积 ＞５０％，Ｐ１
＝０。

２ １

国内分布在广东、广西、湖

北、江西、浙江、江苏和福

建等省；广东省部分地区

分布

２１
潜在经济危

害性（Ｐ２１）

产量损失 ＞２０％，和（或）严重降低产品质量，
Ｐ２１＝３；５％＜产量损失≤２０％，和（或）有较大
质量损失，Ｐ２１＝２；１％ ＜产量损失≤５％，和
（或）有较小质量损失，Ｐ２１ ＝１；产量损失≤
１％，且对质量无影响，Ｐ２１＝０。

２ ２ ５％＜预测产量损失≤２０％

２２

是否为其它

检疫性有害

生物的传播

媒介（Ｐ２２）

传带３种及以上检疫性有害生物，Ｐ２２＝３；传带
２种，Ｐ２２＝２；传带１种，Ｐ２２＝１；不传带任何
检疫性有害生物，Ｐ２２＝０。

０ ０ 不传带任何检疫性有害生物

２３
国外重视程

度（Ｐ２３）
被２０个及以上国家列为检疫对象，Ｐ２３＝３；１０～１９
个，Ｐ２３＝２；１～９个，Ｐ２３＝１；０个，Ｐ２３＝０。

０ ０ 无任何国家将其列为检疫

对象

３１
受害栽培寄

主的种类

（Ｐ３１）

受害的栽培寄主达１０个及以上，Ｐ３１＝３；５～９
种，Ｐ３１＝２；１～４种，Ｐ３１＝１；无，Ｐ３１＝０。

１ １ 寄主植物１～４种

３２
受害寄主的

分布面积

（Ｐ３２）

受害栽培寄主的总面积达３５０万 ｈｍ２以上，Ｐ３２
＝３；１５０万ｈｍ２＜总面积≤３５０万ｈｍ２，Ｐ３２＝２；
总面积≤１５０万ｈｍ２，Ｐ３２＝１；无，Ｐ３２＝０。

１ １ 寄主面积小于１５０万ｈｍ２

３３
受害栽培寄

主的特殊经

济价值（Ｐ３３）

根据其应用价值、出口创汇等方面，由专家进

行评判定级，Ｐ３３＝３，２，１，０。
２ ２ 重要经济林和绿化林

４１
被截获频次

（Ｐ４１）

有害生物经常被截获，Ｐ４１＝３；偶尔被截获，
Ｐ４１＝２；从未截获或历史上只截获过少数几次，
Ｐ４１＝１。

１ １ 从未截获

４２
运输中有害

生物的存活

率（Ｐ４２）

运输中有害生物的存活率在４０％以上，Ｐ４２＝３；
１０％＜存活率≤４０％，Ｐ４２＝２；０＜存活率≤
１０％，Ｐ４２＝１；存活率为０，Ｐ４２＝０。

３ ３ 存活率为４０％以上

４３
国（省）外分

布广泛否

（Ｐ４３）

在５０％以上的其它国（省）有分布，Ｐ４３ ＝３；
２５％＜分布国家≤５０％，Ｐ４３＝２；０＜分布国家
≤２５％，Ｐ４３＝１；无分布，Ｐ４３＝０。

１ ２

国外分布于日本、印度、朝

鲜及马来西亚；国内主要分

布于广东、广西、江西、湖

北、浙江、江苏和福建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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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评判指标 评判标准
赋分值

中国 广东省
赋分理由

４４

国（省）内的

适生范围

（Ｐ４４）

在国（省）内 ５０％以上地区能够适生，Ｐ４４＝３；

在２５％＜适生区≤５０％，Ｐ４４＝２；０＜适生区≤

２５％，Ｐ４４＝１；适生范围为０，Ｐ４４＝０。

２ ３
２５％＜国内适生范围≤５０％；
广东省内均能适生

４５ 传播力（Ｐ４５）

气传有害生物，Ｐ４５＝３；由活动力很强的介体传

播，Ｐ４５＝２；土传及传播力很弱，Ｐ４５＝１；该项

不设０级。

２ ２ 随寄主植物调运传播为主

５１
检疫鉴定的

难度（Ｐ５１）

现有检疫方法的可靠性低，花费时间很长，Ｐ５１
＝３；检疫鉴定方法非常可靠且简便快速，Ｐ５１＝

０；介于两者之间，Ｐ５１＝２，１。

０ ０ 现有检疫方法可准确鉴定

５２
除害处理的

难度（Ｐ５２）

现有的除害处理方法几乎完全不能杀死有害生

物，Ｐ５２＝３；除害率≤５０％，Ｐ５２＝２；５０％ ＜除

害率＜１００％，Ｐ５２＝１；除害率１００％，Ｐ５２＝０。
２ ２ ５０％＜现有方法除害率＜１００％

５３
根除的难度

（Ｐ５３）

田间防治效果差、成本高、难度大，Ｐ５３＝３；田

间防治效果显著，成本较低，简便，Ｐ５３＝０；介

于两者之间，Ｐ５３＝２，１。

２ ２ 田间防效尚可

表２　樟巢螟在中国和广东省危险性分析指标值和风险等级

区域 Ｐ１ Ｐ２ Ｐ３ Ｐ４ Ｐ５ Ｒ 风险等级

中国 ２ １２ ２ １６４ １３３ １５９ 中度危险

广东省 １ １２ ２ ２０４ １３３ １４５ 低度危险

３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樟巢螟发生危险性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表明樟巢螟在中国的综合风险值 Ｒ为１５９，属于
中度危险的林业有害生物；在广东省的综合风险值

Ｒ为１４５，属于低度危险的林业有害生物。樟巢螟
在广东省的适生区域相当广阔，对广东省的樟树产

业构成严重威胁。

根据樟巢螟在我国的发生规律和危害特征，对

该害虫的防治应贯彻“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

针。需建立生命表研究樟巢螟在林间的种群变动与

消长变化规律，结合历年樟巢螟灾害发生资料，利

用灰色系统模型、马尔可夫链模型、多元回归模型

等构建樟巢螟短期、中期和长期灾害预测预报模

型。进一步把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ＧＩＳ）、

全球定位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紧密结合起来，使

樟巢螟预测预报更加标准化和规范化，为制定樟巢

螟防治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在防治樟巢螟过程中，应以生物防治为主，减

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充分利用捕食和寄生性天敌、

病原微生物、性信息素进行害虫防治，以达到综合

治理的目的。樟巢螟的 ２个主要性信息素组份
２１１１６：Ａｃ和１６：Ａ，有望用于林间樟巢螟的监测
和防治。同时营造人工混交林，形成复杂的生态系

统和自然隔离屏障，降低樟巢螟扩散蔓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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