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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地区星天牛风险分析*

黄咏槐　　钱明惠　　黄华毅　　黄焕华
( 广东省森林培育与保护利用重点实验室 /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520)

摘要�　星天牛（Anoplophora chinensis）是广东地区重要的蛀干害虫，主要危害木麻黄（Casuarina 
equisetifolia）和柑橘属（Citrus）植物。采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方法（PRA），从分布和寄主、潜在的危害

性和经济影响、定殖扩散风险、危险性管理难度等方面对星天牛的危害风险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结

果显示星天牛在广东地区的风险值 R=1.77，属于中度危险性有害生物，建议加强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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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oplophora chinensis, is an important stem-borer in Guangdong area, its main hosts are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and species of Citrus. The Pest Risk Analysis (PRA) of A. chinensis in Guangdong area 
was evaluated by us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cluding distribution and host of A. chinensis, 
potential hazard and economic impact, risk of colonization and spreading, and difficulty of risk management.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risk assessment value (R) was 1.77, thus A. chinensis was a moderately dangerous pest in 
Guangdong area and risk manage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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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est Risk Analysis，简称

PRA）是制定实施植物检疫措施的基础，其核心包

括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两部分。PRA 在国家防止

外来有害生物传入和应对农产品外贸工作中都发挥

着重要作用 [1]。我国于 1995 年便成立了 PRA 工作

组 [2]，从此 PRA 研究步入快速发展阶段。目前所涉

及对象主要是蛀干类害虫，已对多种天牛进行了过

PRA 分析 [3-6]，但缺少对星天牛的 PRA 分析报告。

星天牛属鞘翅目（Coleoptera）、天牛科（Cer-
ambycidae），是我国分布广泛、寄主种类多样的一

种重要林木蛀干害虫，以幼虫对木质部蛀食危害，

主要危害木麻黄（Casuarina equisetifolia）和柑橘

属（Citrus）植物，曾在广东沿海木麻黄防护林造

成严重危害 [7]，当前仍时有发生。为确定星天牛

在广东地区的危害性，本研究依据有害生物危险

性分析方法，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对星天牛在

广东地区的危险性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风险管

理对策，为星天牛防控工作提供指导依据。

1　定性分析

1.1　分布与寄主

星天牛在国内分布广泛，据统计，包括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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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山东、江苏、浙江、山西、陕西、甘肃、

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福建、广东、海南、

广西、云南、江西、吉林、辽宁、台湾、黑龙江

等 22 个省（市、自治区）和 1 个特区（香港）都

有危害记录 [8]。星天牛是多食性害虫，寄主范围

广，全世界范围内的寄主植物超过 100 种 [9]，国

内记录的寄主植物多达 19 科 29 属 48 种 [10]。在

广东地区，星天牛主要寄主植物包括木麻黄，以

及林果植物荔枝（Litchi chinensis）、枇杷（Erio-
botrya japonica）、化州柚（Citrus grandis）、砂糖

橘（Citrus reticulata）、 柠 檬（Citrus limon） 等，

此外还有西南桦（Betula alnoides）[11]、无瓣海桑

（Sonneratia apetala）[12] 等多种林木，估计不低于 
30 种。

1.2　潜在的危害性和经济影响

星天牛在我国南方地区多 1 年发生 1 代，北

方地区 2~3 年 1 代 [10]，以幼虫在木质部蛀食为害，

影响水分和营养输导，严重时导致植株枯死或风

折。在广东地区，大面积发生且受害较重的是沿

海木麻黄防护林。木麻黄抗风性强，耐干旱、贫

瘠，抗盐渍，是广东沿海地区不可替代的防护林

树种，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固碳制氧和土壤

保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和经济效益。笔者

调查发现，星天牛在湛江市和茂名市的沿海木麻

黄防护林普遍发生，虽然多属轻度危害，但大范

围虫源的存在已经对防护林构成了潜在威胁，一

旦爆发势必造成巨大的生态灾害和经济损失。星

天牛在荔枝园和柑桔园时有发生，管护到位的果

园受害较轻，而荒弃的果园多受害严重。广东是

重要的热带水果荔枝、龙眼生产基地，柑桔种植

面积和产量历年居全国前列 [13]，星天牛对林果产

业潜在的经济影响也非常大。

1.3　定殖和扩散风险

星天牛成虫活跃，有一定的飞行能力，成虫

性成熟前需要补充营养，寻找寄主植物的过程形

成自然扩散，但距离有限。星天牛远距离传播主

要通过人为传播来实现，由于幼虫阶段生活在木

质部内很难被发现，在未检疫或检疫不力的情况

下很容易随寄主植物材料传播。星天牛在我国的

适生范围广，从东北到西南，从华北到华南的广

大区域都能生存，而且寄主植物种类多，因此一

旦传入新地区，很容易完成定殖。国际上，目前

星天牛已随盆景植物传入欧洲奥地利、意大利、

英国、法国、克罗地亚、德国等多个国家 [14-16]，

并已成功在槭树属（Acer）、榛属（Corylus）等植

物上完成定殖。广东地区是星天牛的适生区，目

前虫源主要集中在沿海木麻黄防护林和柑橘属植

物种植区，扩散到新的地点并定殖其它属林木的

可能性非常大，前面提到的西南桦和无瓣海桑就

是新近记录的受害寄主。

1.4　危险性管理难度

星天牛的生物学特性决定了防控的难度。星

天牛属于典型的“K”对策昆虫，生命力强，生活

史的绝大部分时间是以幼虫和蛹虫态生活在树干

内，幼虫蛀道在木质部内弯曲延伸，并有虫粪堵

塞，天敌很难进入，化学防治很难凑效。利用星

天牛的行为学特性如刻槽产卵，产卵部位多集中

在蛀干下部等特点，可以进行人工锤杀虫卵、勾

除幼虫等，但效率很低，难以大面积应用。成虫

期可以利用苦楝饵木集中诱杀星天牛，喷药毒杀

成虫等措施进行防控，但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很

难大面积使用，自然条件下星天牛羽化进度不一，

无法根除彻底。

2　定量分析

依据林业有害生物危险性评价的定量分析方

法 [17-18]，同时参考其他天牛类蛀干害虫风险分析

评判标准 [3-6], 将广东地区星天牛上述定性指标作

为评判指标赋分，如下表 1。按有害生物风险性定

量分析计算公式，各项评判指标计算如下：

P1 = 2
P2 = 0.7P21 +0.2 P22 + 0.1P23 = 0.9
P3 = 0.5P31 + 0.5P32 = 2
P4 = 0.2 P41 + 0.2P42 + 0.2 P43 + 0.2P44 + 0.2P45 = 

2.4
P5 = 0.4P51 + 0.3P52 + 0.3P53 = 2
将 P 值代入有害生物风险性定量分析计算公

式，求出星天牛的风险性 R 值为：

R = 5
1 2 3 4 5* * * *P P P P P  = 1.77

按照分级标准：2.50 ≤ R ＜ 3.00 为特别危险，

2.00 ≤ R ＜ 2.50 为高度危险，1.50 ≤ R ＜ 2.00 为
中度危险，0 ≤ R ＜ 1.50 为低度危险，可知，广

东地区星天牛属于中度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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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险管理

对广东地区星天牛风险性分析结果表明，广

东属于星天牛的适生区，星天牛在该地区寄主植

物种类多样，已对沿海防护林木麻黄和柑橘属植

物构成一定威胁，多种林木也有潜在受害的风险。

定量分析确定广东地区星天牛风险性 R 值为 1.77，
属于中度危险性有害生物。星天牛虽然目前在广

东地区总体上属于轻度发生，但不容忽视，当环

境条件适宜时势必爆发，必须采取必要措施进行

风险管理，防止未来给沿海防护林和林果产业造

成巨大经济损失。

为此，必须加强检疫和监测，防止星天牛扩

散传播。星天牛发生区植物材料外调时必须实行

严格的检疫制度，防止疫情扩散到非发生地；对

已伐除的被害木尽可能进行集中销毁，杜绝外流，

若要利用，务必事先进行灭疫处理；同时，在发

生区周边建立固定监测点，及时发现虫情动态，

及早进行除治。另外，尽可能采用无公害措施进

行防治，广东地区除沿海防护林木麻黄外，受星

表 1�广东地区星天牛风险分析评判指标和赋分

Table1��Pest�Risk�Analysis�and�marks�for�Anoplophora chinensis in�Guangdong�area

评判内容
Evaluation 
contents

评判指标
Evaluation indicators

权重
Weight

赋分标准
Assign a value standavol

赋分
Score

分布情况 P1 国内分布情况 P11 等权
国内无分布，P11=3；国内分布面积占 0%~20%，P11=2；占
20%~50%，P11=1；占 50% 以上，P11=0 2

潜在危害性
P2

潜在的经济危害性 P21 0.7

造成产品产量损失达 20% 以上，严重降低产品质量，P21 = 
3；产量损失 20%~5%，质量受较大影响，P21 =2；产量损失
5%~1%，质量受较小影响 P21 =1；产量损失小于 1%，质量
受影响，P21 =0

1

是否为其它检疫性有
害生物的传播媒介 P22

0.2 可传带 3 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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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 =0 0

国外重视程度 P23 0.1 有 20 个以上国家将其作为检疫对象，P23 =3；19~10 个国
家，P23=2；9~1 个国家，P23=1；无国家，P23=0 2

受害寄主的重
要性 P3

受害寄主种类 P31 等权
寄 主 植 物 10 种 以 上，P31=3；9~5 种，P31 =2；1~4 种，
P31=1；无寄主植物，P31=0 3

广东地区受害寄主种
植面积 P32

等权
受害寄主的总面积达 350 万 hm2 以上，P32=3；350~150 万
hm2，P32=2；小于 150 万 hm2，P32=1；无寄主，P32=0 1

定殖和扩散的
可能性 P4

截获难易 P41 等权
经常被截获，P41=3；偶尔被截获 P41= 2；从未被截获，
P41=1；因现有检验技术原因，本项不设 0 级

2

运输过程中有害生物
的存活率 P42

等权
运输过程中存活率在 40% 以上，P42=3；在 40%~10% 之间，
P42=2；在 10%~0 之间，P42= l；存活率为 0，P42 = 0 3

国外分布 P43 等权
在世界 50% 以上的国家有分布，P43=3；在 50%~25% 之间，
P43= 2；在 25%~0 之间，P43= l；无分布，P43 = 0 1

广东地区适生范围 P44 等权
50% 以上的地区能够适生，P44= 3；在 50%~25% 之间，P44= 
2；在 25%~0 之间，P44= l；适生范围为 0，P44= 0 3

传播能力 P45 等权
由空气传播或自然传播，P45=3；由活动力很强的媒介传播，
P45=2；土传等较弱传播，P45= l；该项不设 0 级

3

危险性管理难
度 P5

检疫鉴定的难度 P51 0.4
现有检验鉴定方法可靠性很低，花费的时间很长，P51= 3；
检验鉴定方法非常可靠且简便快速，P51= 0；介于二者之间，
P51= 2、1

2

除害处理的难度 P52 0.3
现有的除害处理方法完全不能杀死有害生物，P52=3；除害
率在 50% 以下，P52= 2: 除害率在 50%~100% 之间，P52= l；
除害率为 100%，P52= 0

1

防控难度 P53 0.3 防控效果差，成本高，难度大，P53=3；效果显著，成本低
廉，P53=0；介于之间，P53=2、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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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牛危害较多的是荔枝、柑桔等林果类植物，过

多地使用农药难免会造成水果农药残留超标。其

实，多种类型的生物防治材料，如球孢白僵菌

（Beauveria bassiana）、 斯 氏 线 虫（Steinernema 
sp）、川硬皮肿腿蜂（Scleroderma sichuanensis）、
花绒寄甲等对星天牛都有一定的控制效果，综合

利用，合理配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取代农药，

达到持续控制星天牛危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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