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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长斑蚜发生特点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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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是广泛栽培的重要园林景观植物, 紫薇长斑蚜 Tinocallis kahawaluokala-
ni 危害较为严重。 通过室内饲养、 田间监测和综合防治, 明确了紫薇长斑蚜的发生特点, 比较了几种措施的

防治效果。 结果显示: (1) 紫薇长斑蚜每头成虫平均产若蚜 (23. 7 ± 2. 4) 头, 世代平均历期 (7. 3 ± 0. 5)
d, 成虫平均寿命 (6. 7 ±0. 5) d; (2) 紫薇长斑蚜全年均可发生, 春末夏初是盛发期, 种群数量在 4 月中下

旬和 5 月上中旬达到高峰, 危害部位是叶片; (3) 六斑月瓢虫 Menochilus sexmaculata、 农用植物油和吡虫啉

能够较好控制紫薇长斑蚜, 但六斑月瓢虫起效时间滞后, 至第 3 周达最好的防效 88. 22% 。 农用植物油和吡

虫啉见效快, 第 1 周的防效分别为 80. 69%和 91. 60% , 之后逐渐下降, 有效防控时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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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 of Tinocallis kahawaluokalani
(Hemiptera: Drepanosiph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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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gerstroemia indica is an important landscape plant widely cultivated in Guangzhou. Tinocallis
kahawaluokalani is a very serious pest on L. indica. The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were defined, and the control
effects of several measures were evaluated by breeding, wild survey, and control research. (1) Each adult pro-
duced 23. 7 ± 2. 4 nymphs on average. The generation period was 7. 3 ± 0. 5 days, and the lifetime of adults was
6. 7 ± 0. 5 days. (2) The T. kahawaluokalani occurs throughout the year, especially in late spring and early
summer, and reaches its peak of population in mid-late April and early May. The leaf of L. indica was the main
target of the pests. (3) Menochilus sexmaculata, agricultural plant oil, and imidacloprid could effectively con-
trol the T. kahawaluokalani. However, the onset time of ladybird was delayed, and the highest control rate of
3rd week was 88. 22% . The effective control time of the other was fast but short. The control rate of agricultural
plant oil and imidacloprid in the first week was 80. 69% and 91. 60% , respectively.

Key words　 Lagerstroemia indica; Tinocallis kahawaluokalani; characteristic; population; control

731
林 业 与 环 境 科 学

2023 年 12 月第 39 卷第 6 期 Forestr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又称小叶紫薇, 原

产于中国, 后引种至亚洲其他国家和欧美国家,
目前已经培育出几十个品种[1]。 紫薇是重要的园

林景观植物, 具有耐热、 耐旱、 花色丰富、 花形

优美和花期长等优点, 其花期因不同的品种从夏

季延续到秋季, 俗称 “百日红” [2-3]。
紫薇长斑蚜 Tinocallis kahawaluokalani 属半翅

目 Hemiptera 斑蚜科 Drepanosiphidae 刺吸式害虫,
发源于东亚地区, 目前已遍布世界各地, 包括南

美洲、 北美洲和欧洲[4-5]。 紫薇长斑蚜为孤雌生

殖, 兼具胎生和卵生两种生殖方式[4,6]; 成虫都是

有翅型, 可帮助其向四周扩散[7]; 夏季的平均世

代历期仅为 5 天, 以胎生的方式实现快速增殖,
但种群增长速度同时受到天敌和寄主状况的制

约[1,7]。 紫薇是紫薇长斑蚜唯一的寄主, 被危害的

植株出现叶片发黄、 诱发煤污病, 导致叶片提早

脱落, 降低景观效果[1,3,8-9]。
紫薇在广州广泛种植, 成为公园、 湿地、 社

区和道路绿化的重要树种。 调查发现, 紫薇长斑

蚜是发生和分布比例最大的紫薇有害生物, 但其

发生特点和有效的防治措施仍不清楚。 因此, 本

文采用室内饲养、 定点监测和综合防治的方法,
研究了紫薇长斑蚜的生物学特征和发生规律, 评

价了几种措施的防治效果, 旨在为紫薇的栽培管

理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地概况

广州地处华南中心地带,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据 《2021 年广州市气象公报》 [10] 报道, 2021 年广

州市年平均气温 24. 0 ℃, 平均日照时数 1 879. 0
h, 年均雨量 1 435. 5 mm, 降雨集中在 5—9 月份,
台风影响利大于弊。 广州常年温暖湿润、 雨水充

沛, 适合多种植物生长, 紫薇便是广泛栽培的园

林绿化植物之一。
流花湖公园、 越秀公园和广州动物园位于广

州市中心城区, 为综合性开放公园。 公园植被丰

富, 乔木、 灌木、 草本和花卉植物繁多; 景观类

型多样, 包含水体、 山坡、 平地等; 布局设计丰

富, 有观花植物区、 观叶植物区、 水体景观区、
休憩区等。 紫薇是流花湖公园、 越秀公园和广州

动物园重要的景观植物, 夏季开花时期吸引众多

游客参观。

1. 2　 研究方法

1. 2. 1　 生物学特性　 2021 年 9—10 月, 将干净无

病虫害的带叶紫薇枝条扦插在湿润的花泥上, 同

时接种 10 头紫薇长斑蚜成虫, 将枝条和花泥放入

网罩 (长 ×宽 × 高 = 60 cm × 60 cm × 70 cm) 中,
期间保持花泥湿润。 环境温度和湿度分别为 (26
± 1) ℃和 (75 ± 5)% , 光照 LD = 148。 每天

观察 2 次, 直至第一代成虫死亡。 记录紫薇长斑

蚜繁殖情况、 若虫发育历期和成虫寿命。 实验重

复 3 次。
1. 2. 2　 发生规律 　 2021 年 1—12 月, 在流花湖

公园紫薇园内随机选取 15 株、 越秀公园韩国园

和广州动物园东汉墓绿地分别随机选取 5 株长势

相当的紫薇, 每株悬挂直径约 15 cm 的粘虫黄板

一块, 每周定期更换粘虫黄板用于统计有翅蚜

虫。 在更换粘虫黄板的同时观察叶片统计植株上

的蚜虫, 方法是: 每株东、 西、 南和北 4 个方向

随机选取一个枝条, 每个枝条从顶端往下选取 20
片完全舒展的叶片, 统计这些叶片的全部蚜虫数

量, 观察记录紫薇长斑蚜生活习性和危害特征。
1. 2. 3　 防治措施 　 农业防治: 2021 年 1—12 月,
在流花湖公园随机选择 5 株经人工修剪枝条的紫

薇作为处理组, 另随机选择 5 株高度和冠幅相当

的未经修剪的紫薇作为对照组。 每周统计植株叶

片上蚜虫数量, 统计方法同 1. 2. 2。
生物化学防治: 2021 年 4—5 月, 将流花湖公

园的紫薇划分为 4 个面积在 1 ~ 2 hm2之间的区域,
每个区域相隔 20 m。 4 个区域分别为瓢虫释放区

(T1), 每株紫薇以卵卡的形式投放 100 粒六斑月

瓢虫卵; 农用植物油喷雾区 (T2), 植物油来自广

东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成份为植物源甘油酯, 稀

释 200 倍液喷雾; 吡虫啉喷雾区 (T3), 70%蚍虫

啉水分散粒剂购自陕西恒润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稀释 10 000 倍液喷雾; 空白对照区 (CK)。 各区

随机选择 5 株紫薇用于统计叶片上的蚜虫, 统计

方法同 1. 2. 2。
1. 3　 数据统计

紫薇长斑蚜若虫发育历期、 繁殖情况和成虫

寿命采用室内饲养重复处理的平均值。 紫薇长斑

蚜发生规律采用流花湖公园、 越秀公园和广州动

物园调查的数据。 采用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率评

价防治效果。 数据处理方式参照葛银银[11]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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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口减退率 =
处理组初始虫口数 - 处理组调查时间点虫口数

处理组初始虫口数

× 100%
防治效率 =

1 - 处理组调查时间点虫口数 × 对照组初始虫口数
处理组初始虫口数 × 对照组调查时间点虫口数

× 100%

2　 结果与分析
2. 1　 紫薇长斑蚜形态特征

紫薇长斑蚜形态特征见图 1。 紫薇长斑蚜若虫

身体为黄绿色, 大体呈椭圆形, 1 对复眼为紫红

色, 触角 7 节, 触角顶端及鞭节黑色, 腹部背面

有两排黑色斑点 (图 1a); 成虫均为有翅型, 身体

黄绿色, 体长约 2 mm, 体宽约 1 mm, 复眼紫红

色, 头部和前胸背板有黑褐色斑纹, 前翅翅基、
前缘和外缘有明显的黑色斑块, 腹部背面较多斑

纹, 腹部第 2 节处有一对左右排列的较大斑纹和

一对明显黑色凸起 (图 1b)。

注: a, 若虫; b, 成虫。
Note: a: nymph; b adult.

图 1　 紫薇长斑蚜
Fig. 1　 T. kahawaluokalani

2. 2　 紫薇长斑蚜的繁殖和生长特性

根据田间观察和室内实验, 紫薇长斑蚜为孤

雌胎生, 未见卵。 3 月下旬, 伴随紫薇发出新叶,
紫薇长斑蚜开始产生危害。 紫薇长斑蚜成虫羽化

后当天或第二天即可产若虫, 通常将若虫产在茎

尖附近的幼嫩叶片背面, 平均每头成虫产若虫

(23. 7 ± 2. 4) 头。 在温度 (25 ± 1) ℃、 湿度 (75
± 5)%室内条件下, 紫薇长斑蚜平均世代历期为

(7. 3 ± 0. 5) d, 成虫平均寿命 (6. 7 ± 0. 5) d。
2. 3　 紫薇长斑蚜的生活习性及危害特征

紫薇长斑蚜危害症状见图 2。 紫薇长斑蚜若虫

活动较少, 通常固定在一个位点吸食汁液直至成虫。
有翅成虫相对活跃, 但不善飞行。 紫薇长斑蚜仅危

害紫薇的叶片, 通常聚集在叶片背面吸食汁液, 导

致叶片失绿、 卷曲, 叶片产生黄色斑点, 甚至脱落

(图 2a)。 此外, 紫薇长斑蚜分泌的蜜露诱发煤污

病, 覆盖叶片, 影响美观, 削弱光照 (图 2b)。
2. 4　 紫薇长斑蚜的发生动态

通过对流花湖公园、 越秀公园和广州动物园

的紫薇长斑蚜长期监测, 结果见图 3。 3 个地方的

紫薇长斑蚜发生动态趋势类似。 紫薇长斑蚜在 3
月中下旬开始以若虫的形态出现, 4 月中下旬至 5
月上旬种群密度达到高峰, 最严重的叶片虫口数

量可达 300 头。 第一个高峰期之后紫薇长斑蚜种群

数量逐渐下降, 变化幅度相对较小, 维持在较为

稳定的水平, 但在 7 月上旬再次出现一个小高峰。
监测过程中, 同步使用观测叶片和粘虫黄板两种

方式, 在发生趋势方面, 两种方式的结果相似。
2. 5　 不同防治措施实施效果

从图 4 可知, 在 3—5 月份, 未修剪枝条植株

的紫薇长斑蚜密度远高于修剪枝条的植株, 且在

4—5 月份蚜虫密度达到全年高峰, 但下半年两种

处理方式的蚜虫密度很接近。
从表 1 可知, 六斑月瓢虫的防治起效时间晚于

农用植物油和吡虫啉, 在第 3 周防治效果最为明显,
防治效率达 88. 22% 。 农用植物油和吡虫啉的防治

起效时间较快, 在第 1 周达最好防治效果, 防效效

率分别为 80. 69%和 91. 60% , 但吡虫啉的持续防效

能力高于农用植物油。 在实施防治处理的前 2 周,
吡虫啉的防治效果最好, 农用植物油次之, 但在第

3、 4 周, 六斑月瓢虫的防治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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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 叶片失绿; b, 煤污病。
Note: a, The leaf of Lagerstroemia indica with yellow patches; b, Sooty mold.

图 2　 紫薇长斑蚜危害症状
Fig. 2　 The symptom of T. kahawaluokalani

图 3　 流花湖公园、 越秀公园和广州动物园紫薇长斑蚜发生动态
Fig. 3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 kahawaluokalani in Liuhuahu Park, Yuexiu Park and Guangzhou Zoo

图 4　 修剪枝条处理下紫薇长斑蚜种群动态变化
Fig. 4　 The effect of pruning on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 kahawaluokalani

3　 结论与讨论

3. 1　 紫薇长斑蚜为紫薇的高发性害虫, 危害紫薇

的叶片, 分泌的蜜露诱发煤污病, 影响植物生长

和景观效果。 在 (26 ± 1) ℃条件下, 紫薇长斑蚜

繁殖速度较快, 世代历期和成虫寿命较短, 均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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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左右。 紫薇长斑蚜始发期在 3 月中下旬, 发生

盛期在 4 月中下旬和 5 月上中旬, 7 月上旬和 10
月份各出现一次小高峰, 其他时间段维持在较低

密度水平。 在紫薇长斑蚜发生严重时, 修剪枝条

可作为辅助性的防控措施。 六斑月瓢虫、 农用植

物油和吡虫啉能够较好控制蚜虫, 农用植物油和

吡虫啉见效快速, 但农用植物油防效持续时间很

短, 吡虫啉在 3 周内能够维持 80%以上防控效果。
六斑月瓢虫的防控起效时间缓慢, 在第 3 周达到

最好的防控效果, 防治效率为 88. 22% 。
3. 2　 一定温度范围内, 紫薇长斑蚜世代历期随温

度升高而缩短, 繁殖速率加快。 当温度超过 32 ℃
时, 紫薇长斑蚜就会死亡[12-13]。 本文对紫薇长斑

蚜发育历期的研究在 (26 ± 1) ℃条件下进行, 得

出的平均世代历期与 Parsons 等[12]研究一致。 高湿

度将会减慢紫薇长斑蚜的生长速率[13]。 田间监测

发现, 紫薇长斑蚜总体发生密度在持续雨天比连

续晴天时要小很多。 因此, 应在晴天时候加强对

紫薇的日常巡查监测, 及时采取相关防治措施。
3. 3　 本文采用观测叶片和粘虫黄板两种方式调查

统计紫薇长斑蚜发生情况, 观测叶片是统计植株 4
个方向的各 1 个枝条自上而下 20 片树叶的全部蚜

虫, 粘虫黄板只统计有翅蚜虫。 两种统计方式所

得的蚜虫发生趋势类似, 但统计过程耗时较长,
效率低下。 Vassiliou 等[14] 通过随机选取植株的 6
个枝条, 每个枝条自上向下 12. 7 cm 作为统计区

间, 对比分析了统计区间内所有叶片的蚜虫、 区

间内随机 5 片叶片的蚜虫和区间内危害最严重的 3
片叶片的蚜虫数量, 发现第一种和第三种方式能

够较好反应蚜虫危害情况, 但第三种最为高效,
用时最短。 今后将根据实际情况改进蚜虫调查统

计方法, 提高研究效率。
3. 4　 紫薇分枝能力很强, 在配合冬季清园的同

时, 可适当进行修剪枝条, 并集中处理, 一方面

可增加植株生长空间, 另一方面可去除虫害[17-18]。
本实验进一步得出, 通过修剪枝条可降低蚜虫虫

口基数, 为上半年的植株生长减轻危害。 修剪枝

条可能影响紫薇植株整体树形, 但若蚜虫危害严

重, 修剪细枝弱枝可作为辅助性的农业防治方法。
3. 5　 紫薇长斑蚜的天敌中未发现寄生蜂, 异色瓢

虫 Harmonia axyridish 和七星瓢虫 Coccinella sep-
tempunctata 是其重要天敌昆虫[8,15-16,19-20]。 经调查,
六斑月瓢虫为岭南地区蚜虫优势天敌昆虫, 作为

试验中紫薇长斑蚜的生物防治因子, 在第 3 周达

到最高的防治效率, 与 All[21]和 Bugti 等[22]使用玫

烟色棒束孢 Isaria fumosorosea 防治紫薇长斑蚜的

防治效率很接近。 试验表明六斑月瓢虫能够较好

防治紫薇长斑蚜, 但防治起效时间较慢, 可能与

释放的虫态为瓢虫卵有关。 在今后的使用中, 可

提早释放瓢虫, 例如蚜虫发生初期。 此外, 为快

速见效, 可释放瓢虫成虫或高龄幼虫。
3. 6　 Vassiliou 等[2]发现百里香油、 丁香油和芝麻

油混合物对紫薇长斑蚜致死率可达 99. 3% , 印楝素

对紫薇长斑蚜致死率为 91. 8% 。 高德良等[23]在田间

评价了苦参碱对紫薇长斑蚜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
闫建全等[24]田间评价了以植物源甘油酯为主要成份

的植物油能够短时间内防控黄曲条跳甲 Phyllotreta
striolata, 防治效率达 89. 80% 。 龚碧涯等[25]评价了

植物源甘油酯对柑桔红蜘蛛 Panonychus citri 具有良

好的防治效果。 本试验得出以植物源甘油酯为主要

成份的农用植物油对紫薇长斑蚜的田间防效可达

82. 29% , 但有效防控时间很短, 意味着在实际应用

中需要在短时间内频繁使用农用植物油。
3. 7　 黄学文等[26] 研究发现, 70% 吡虫啉 10 000
倍液、 3% 啶虫脒 2 000 倍液、 48% 毒死蜱乳油

1 500 倍液和 20%甲氰菊酯乳油 2 000 倍液均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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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处理方法的紫薇长斑蚜防治效果 %
Table 1　 The control effect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of T. kahawaluokalani

处理
Treatment

第 1 周
1st week

第 2 周
2nd week

第 3 周
3rd week

第 4 周
4th week

虫口减退率
The decline rate

防治效率
Control rate

虫口减退率
The decline rate

防治效率
Control rate

虫口减退率
The decline rate

防治效率
Control rate

虫口减退率
The decline rate

防治效率
Control rate

T1 19. 47 43. 94 56. 67 76. 31 72. 74 88. 22 67. 30 83. 30
T2 72. 26 80. 69 67. 60 82. 29 43. 87 75. 75 17. 97 58. 11
T3 87. 93 91. 60 84. 48 91. 52 63. 58 84. 27 48. 20 73. 58
CK - 43. 66 - 82. 92 - 131. 45 - 95. 81



好防治紫薇长斑蚜[24]。 本实验使用 70%吡虫啉水

分散剂 2 000 倍液喷雾使用, 第 1 周可达最高防

效, 为 91. 60% , 此后连续 2 周的防控效果可达

80%以上, 相比较释放瓢虫, 吡虫啉能够快速起

效, 防控时间持久, 为较优的紫薇长斑蚜防治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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