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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油茶象甲 (Curculio chinensis) 是油茶 (Camellia oleifera) 果实的重要钻蛀性害虫，在我国油茶产

区对油茶果实的产量和质量造成严重危害。文章依据 FAO 规定的有害生物风险性分析方法，从油茶象甲

在中国的分布情况、潜在经济危害性、受害寄主的经济价值、传播扩散的可能性及危险性管理难度 5 个

方面的风险性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并作出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油茶象甲在中国的综合风险值 R 为

1.98，属于中度危险的林业有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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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culio chinensis was an important fruit-eating pest on Camellia oleifera, which had the 
serious harm to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C. oleifera fruit in China. The potential risk level of the pest in China 
was analyzed and assessed according to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pest risk analysis methods, which were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potential damaging degree, economical value of 
host plants, spreading possibility and risk management difficul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isk value (R) of C. 
chinensis in China was 1.98, belonging to moderate risk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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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茶 象 甲 (Curculio chinensis) 又 名 山 茶 象、

茶 籽 象 甲， 属 于 鞘 翅 目 (Coleoptera)、 象 甲 总 科

(Curculionoidea)、象甲科 (Curculionidae)，是一种

严重危害油茶等茶科植物的重要害虫 [1]。油茶象

甲成虫取食油茶幼果的汁液，被成虫取食过的幼

果内部腐烂，不能发育成正常果实 [2]；成虫产卵

在幼果内，卵孵化为幼虫后，幼虫蛀食果仁，果

仁被食一空，导致油茶果实不能成熟 [3-4]。油茶象

甲灾害发生严重的地区，可导致油茶大面积落果，

大幅度降低油茶产量。该虫在我国江苏、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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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

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区均有分布，对我国油茶

产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5]。

油茶是重要的木本油料作物，在我国南方大

面积种植。在所有油茶病虫害中，以油茶象甲对

油茶产量和品质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 [6]。为防止

油茶象甲在中国境内进一步扩散蔓延，使今后油

茶绿化和茶油产业发展不受影响，本文在深入了

解油茶象甲的分布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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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的基础上，参照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
nization) 规定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Pest risk anal-
ysis, PRA) 方法 [7]，对油茶象甲在中国的风险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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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依据。

1　危害分析与评价指标

1.1　油茶象甲在国内外分布状况（P1）

油茶象甲主要分布于国内江苏、安徽、浙江、

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四川、

云南、贵州等省区，对我国油茶产业的健康发展

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广东省韶关市、高州市

等地发生较为严重。

1.2　潜在的经济危害性（P2）

成虫和幼虫均能对油茶造成危害（图 1）。成

虫将头管插入果实中蛀食，造成落果，并且伤口

容易引起油茶炭疽病的发生。幼虫在果实内蛀食，

使茶果掉落或成空壳，造成油茶果失收。

1.3　受害寄主植物的经济重要性（P3）

油茶与油棕 (Elaeis guineensis)、油橄榄 (Olea 
europaea) 和椰子 (Cocos nucifera) 并称为世界四大

木本食用油料植物。与菜油、花生油和豆油相比，

茶油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和特定

生理活性物质山茶甙等，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油茶的茶籽粕中含有茶皂素、茶籽多糖、茶籽蛋

白等，为化工、轻工、食品、饲料工业产品等的

原料。油茶是优良的冬季蜜粉源植物，花期正值

少花季节，在 10 月上旬至 12 月，油茶蜜粉极其

丰富。此外，油茶具有极强的抗污染（二氧化硫、

氟等）和吸氯能力，在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

节气候方面生态效益显著。近年来，在国家农林

业精准扶贫政策的带动下，各地山区因地制宜发

展规模化油茶种植，经济效益正日益凸现。

1.4　传播扩散的可能性（P4）

成虫多在白天活动，飞翔能力弱。在自然条

件下，油茶象甲成虫在取食和产卵过程中可通过

短距离飞行进行近距离扩散传播。

1.5　危险性管理难度（P5）

油茶象甲在湖南等省区 2 a 发生 1 代，在广东

省 1 a 发生 1 代，以幼虫和新羽化成虫在土室内

越冬。在广东省省内，油茶象甲第 1 年以滞育的

老熟幼虫越冬，第 2 年以新羽化的成虫越冬。越

　

注：（a）油茶象甲卵；（b）油茶象甲幼虫及危害茶果状；（c）油茶象甲成虫及危害状；（d）油茶象甲羽化孔。 

图 1　油茶象甲生活史及危害油茶果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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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成虫于第 3 年 4—6 月出土，在树稍取食幼果补

充营养。成虫危害期长，约 120 d，雌雄均可多次

交尾 , 首次交尾后约 10 d，产卵于种仁内，产卵

盛期在 6 月中旬至 7 月上旬，7 月中旬以后油茶

种壳变硬，卵多产于种壳上，少数产于果皮中 [8]。

在化学防治方面，可在成虫大量飞出期往树冠喷

洒 20% 杀灭菊酯乳油或 20% 氰戊菊酯乳油 2 000~ 
3 000 倍药液，喷施 2~3 次。

2　定量分析

参照林业有害生物风险性分析评估指标和相

关文献 [9-10]，结合油茶分布等情况，对油茶象甲在

中国的风险性进行定量分析，各分析指标赋分值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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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 = P11

P2=
P3 = 0.4P31+0.4P32+0.2P33

P4= max(P41, P42, P43)
P5 = (P51 + P52 + P53)/3

R =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各项指标值和风险值结

果见表 2。参照我国有害生物的危险性综合评价

标准，将危险性程度分为 4 级：其中 2.5 ≤ R<3
为特别危险，2.0 ≤ R<2.5 为高度危险，1.5 ≤ R< 

表 1　油茶象甲风险性评估指标及赋分

目标层 准则层 Pi 指标层 Pij 评判指标 赋分区间 赋值 赋分理由

有害生
物风险
综合评
价值 R

国内分布
情况 P1

国内分布
情况 P11

有害生物分布面积占其寄主（包括潜在的寄主）面积
的百分率 <5% 2.01~3.00

2

5% ≤有害生
物分布面积占
其寄主（包括
潜在的寄主）

面积的百分率
<20%

5% ≤有害生物分布面积占其寄主（包括潜在的寄主）
面积的百分率 <20% 1.01~2.00

20% ≤有害生物分布面积占其寄主（包括潜在的寄主）
面积的百分率 <50% 0.01~1.00

有害生物分布面积占其寄主（包括潜在的寄主）面积
的百分率≥ 50% 0

传入、定
殖和扩散
的可能性

P2

有害生物
被截获的

可能性
P21

寄主植物、产品调运的可能性和携带有害生物的可能
性都大

2.01~3.00

3

寄主植物、产
品调运的可能
性和携带有害
生物的可能性

都大

寄主植物、产品调运可能性大，携带有害生物的可能
性小或寄主植物、产品调运可能性小，携带有害生物
的可能性大

1.01~2.00

寄主植物、产品调运可能性和携带有害生物的可能性
都小

0.01~1.00

运输过程
中有害生
物存活率

P22

存活率≥ 40% 2.01~3.00

3 存活率≥ 40%10% ≤存活率 <40% 1.01~2.00

存活率 <10% 0~1.00

有害生物
的适生性

P23

繁殖能力和抗逆性都强 2.01~3.00

1.5
抗逆性强，繁
殖能力相对较

弱
繁殖能力强，抗逆性弱或繁殖能力弱，抗逆性强 1.01~2.00

繁殖能力和抗逆性都弱 0.01~1.00

自然扩散
能力 P24

随介体携带扩散能力或自身扩散能力强 2.01~3.00

1.5 自身短距离飞
翔进行传播

随介体携带扩散能力或自身扩散能力一般 1.01~2.00

随介体携带扩散能力或自身扩散能力弱 0.01~1.00

国内适生
范围 P25

≥ 50% 的地区能够适生 2.01~3.00

2
25% ≤国内能
够适生的地区

<50%
25% ≤能够适生的地区 <50% 1.01~2.00

<25% 的地区能够适生 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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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 准则层 Pi 指标层 Pij 评判指标 赋分区间 赋值 赋分理由

有害生
物风险
综合评
价值 R

潜在危害
性 P3

潜在经济
危害性

P31

如传入可造成的树木死亡率或产量损失≥ 20% 2.01~3.00

3

预测产量损失
达 20% 以上，
且严重降低茶

油的质量

5% ≤如传入可造成的树木死亡率或产量损失 <20% 1.01~2.00

1% ≤如传入可造成的树木死亡率或产量损失 <5% 0.01~1.00

如传入可造成的树木死亡率或产量损失 <1% 0

非经济方
面的潜在

危害性
P32

潜在环境、生态、社会影响大 2.01~3.00

2.5
潜在环境、生
态、社会影响

较大
潜在环境、生态、社会影响中等 1.01~2.00

潜在环境、生态、社会影响小 0.01~1.00

官方重视
程度 P33

曾被列入我国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 2.01~3.00

0
未被官方列入
检疫性有害生

物名单

曾被列入省（区、市）补充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 1.01~2.00

曾被列入我国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名单 0.01~1.00

从未列入以上名单 0

受害寄主
经济重要

性 P4

受害寄主
的种类

P41

10 种以上 2.01~3.00

1 寄主植物 1~4
种

5~9 种 1.01~2.00

1~4 种 0.01~1.00

受害寄主
的分布面
积或产量

P42

分布面积广或产量大 2.01~3.00

2

分布面积中
等，大多分布
在我国南方地

区

分布面积中等或产量中等 1.01~2.00

分布面积小或产量有限 0.01~1.00

受害寄主
的特殊经

济价值
P43

经济价值高，社会影响大 2.01~3.00

1.5
具有一定经济
价值和社会影

响
经济价值和社会影响都一般 1.01~2.00

经济价值低，社会影响小 0.01~1.00

危险性管
理难度

P5

检疫识别
的难度

P51

当场识别可靠性低、费时，由专家才能识别确定 2.01~3.00

0.5

当场识别非常
可靠，简便快
速，一般技术
人员就可掌握

当场识别可靠性一般，由经过专门培训的技术人员才
能识别

1.01~2.00

当场识别非常可靠，简便快速，一般技术人员就可掌
握

0~1.00

除害处理
的难度

P52

常规方法不能杀死有害生物 2.01~3.00

1.5 常规方法的除
害效率较低

常规方法的除害效率 <50% 1.01~2.00

50% ≤常规方法的除害效率≤ 100% 0~1.00

根除的难
度 P53

效果差，成本高，难度大 2.01~3.00

3
根除效果差、

成本高、难度
大

效果好，成本低，简便易行 0~1.00

介于二者之间 1.01~2.00

2.0 为中度危险，0 ≤ R<1.5 为低度危险。油茶象

甲中国的危险性 R 值为 1.98，属于中度危险的林

业有害生物。
表 2　油茶象甲在中国危险性分析各项指标和风险等级

区域 P1 P2 P3 P4 P5 R 风险等级

中国 2.00 2.10 2.20 2.00 1.67 1.98 中度危险

3　结论

通过对油茶象甲在中国发生危险性的定性和

定量分析，表明油茶象甲在中国属于中度危险的

林业有害生物。油茶象甲对我国油茶产业的健康

稳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应根据油茶象甲的发生规律和危害特征 , 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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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防止该害虫在我

国南方及其它地区进一步扩散蔓延。宜根据油茶

象甲在油茶林间的种群动态发展和变化规律构建

油茶象甲灾害预警模型，为制定油茶象甲防治决

策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确保老百姓舌尖上

的安全，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更加重视粮油产品

的安全生产，对油茶食品的安全性检测也更趋严

格。因此，在防治油茶象甲的过程中，应着力减

少有毒化学农药的使用，更加注重生物防治方法，

充分利用捕食和寄生性天敌、病原微生物、性信

息素等对害虫进行综合防治，保障油茶食品的安

全绿色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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