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纪录害虫菊方翅网蝽在上海的分布与危害

朱 瑾１，２ 　 （１．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上海 ２０００２０；２．上海城市树木生态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 ２０００２０）

摘要　 菊方翅网蝽［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 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ａ（Ｕｈｌｅｒ，１８７８）］是我国的新纪录有害生物，对菊科和番薯植物危害严重。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通过
对上海的公园、绿地等样地开展系统调查，记述了菊方翅网蝽目前在上海地区的分布及危害情况。 结果表明，菊方翅网蝽已对荷兰菊
（Ａｓｔｅｒ ｎｏｖｉ－ｂｅｌｇｉｉ）、金木菊（Ｅｕｒｙｏｐｓ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ｕｓ）、千叶蓍草（Ｅｕｒｙｏｐｓ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ｕｓ）、菊芋（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ｔｕｂｅｒｏｓｕｓ）、勋章菊（Ｇａｚａｎｉａ ｒｉｇｅｎｓ）等菊科
植物呈现出严重危害；菊方翅网蝽以成虫形式在寄主植物基部或附近场所越冬，并且正在迅速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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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方翅网蝽隶属于半翅目网蝽科方翅网蝽属。 该虫原

产北美，后传播至欧洲，２０００ 年以后扩散到日本、韩国及中

国［１－３］。 菊方翅网蝽主要为害各种菊科植物，国外已报道的

寄主植物有加拿大一枝黄花（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魁蒿（Ａｒｔｅ⁃
ｍｉｓｉａ ｐｒｉｎｃｅｐｓ）、豚草（Ａｍｂｒｏｓｉａ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ｅｆｏｌｉａ）、 加拿大苍耳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ｅ）、 鬼针草（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苏门白酒菊

（Ｃｏｎｙｚａ ｓｕｍａｔｒｅｎｓｉｓ）、甘薯（ Ｉｐｏｍｏｅａ ｂａｔａｔａｓ）、菊花（Ｄｅｎｄｒａｎ⁃
ｔｈｅｍａ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等［２］。 菊科植物在我国分布广泛，种类繁

多，其中很多种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农业经济价值［３］。 据

２０１４ 年首次记述，该虫在上海分布于 ４ 个区，可为害紫菀属

（Ａｓｔｅｒ ｓｐ．）、向日葵属（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菊科植物、野塘蒿（Ｅ⁃
ｒｉｇｅｒｏｎ ｌｉｎｉｆｏｌｉｕｓ）、女菀 （ Ｔｕｒｃｚａｎｉｎｏｗｉａ ｆａｓｔｉｆｉａｔａ）、 小蓬草

（Ｃｏｎｙｚａ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紫菀 （ Ａｓｔｅｒ ｓｐ．）、向日葵 （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 一枝黄花（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ｓｐ．）、 勋章菊（Ｇａｚａｎｉａ ｒｉｇｅｎｓ）等

植物［４］。
为进一步明确菊方翅网蝽在上海地区的分布与危害情

况，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开展了菊方翅网蝽分布情况和越冬场所的专项调查。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以上海 １６ 个区的公园、绿地、校园等绿地及

其周边绿地为调查范围，对其中的菊科栽培植物、菊科杂草

和旋花科番薯进行菊方翅网蝽分布与危害调查。
１．２　 调查方法　 对调查区域的栽培菊科植物等和菊科杂草，
以人工踏查的形式进行详细记录，包括调查时间、地点、寄主

植物、危害程度、环境条件等情况。 对调查区域的菊科植物

和园艺番薯，发现其叶片有失绿斑或生长不良的情况时，翻
看植株叶片的正反面是否有菊方翅网蝽成虫或若虫危害。
对调查时未见成虫或若虫，疑似有虫卵或低龄若虫的叶片，
采集带回实验室做进一步镜检；对有虫卵的叶片进行室内初

步饲养直至获得成虫进行进一步核对。 在调查到有菊方翅

网蝽危害的地点，于 １０—１２ 月进行菊方翅网蝽越冬场所的

调查，记录其越冬虫态和场所。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形态特征　 成虫体长约 ２．８１ ｍｍ，宽约 １．５７ ｍｍ。 雌成

虫体型略大于雄成虫。 成虫头兜、中纵脊、侧背板及前翅的

网室室脉上密布直立小刺，侧背板外缘和前翅前缘具排列整

齐的刺列。 头顶及体腹面黑褐色，足和触角浅黄色，腹部褐

色。 头兜、纵脊、侧背板及前翅网室乳白色、半透明或不透

明，多具网状褐斑。 头、胸部两侧及腹面密被白色粉被。 头

顶光滑，无头刺；触角细长。 前胸背板盘域稍向上隆起，具稀

疏刻点；头兜盔状，高耸，前端向前覆盖头部并超过头前端；
中纵脊紧接头兜之后，具 ２ 列网室；侧背板最宽处具 ５ 列网

室，后端变窄，具 ２～３ 列网室，表面波曲。 前翅近长方形，前
缘基部强烈上卷，近直立；前缘域宽大，基部和端部具 ２～３ 列

网室，中部最宽处具 ３～４ 列网室，亚前缘域几直立，最宽处具

３ 列网室，近前缘为 １ 列极小网室。
若虫共有 ５ 龄，各龄若虫均具光泽。 １ 龄体长 ０．４０ ｍｍ，

体宽 ０．２１ ｍｍ；２ 龄体长 ０．６０ ｍｍ，体宽 ０．２８ ｍｍ；３ 龄体长

０．８０ ｍｍ，体宽 ０．４０ ｍｍ；４ 龄体长 ０．９０ ｍｍ，体宽 ０．５５ ｍｍ；５ 龄

体长 １．５７ ｍｍ，体宽 ０．８６ ｍｍ。 ５ 龄若虫体背部有刺簇状突

起，刺簇状突起呈长刺状 ３～７ 分叉，且具 １ 黑色细长刚毛，长
刺状突起端部具黑色细小短硬刺。
２．２　 危害特征　 菊方翅网蝽的成、若虫刺吸植物汁液，受害

植物叶片陆续出现不规则边缘的失绿斑，发生严重时使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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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变小，植株节间缩短、头状花序畸形甚至成片植株枯焦

或枯死等状况。 成虫羽化后分散活动，寄主植物的叶面和叶

背均可见，一般 １～５ 头占据 １ 叶。 各龄若虫多群集在寄主植

物叶背刺吸为害，偶见若虫群集在植株中下部的叶面取食直

至羽化为成虫。
菊方翅网蝽主要为害菊科植物。 在多年生菊科植物上，

菊方翅网蝽可连年为害。 成虫早春多见于在寄主植株的基

部叶片，在叶背或叶面刺吸取食并产卵。 晚春至初秋，群体

随植株生长逐渐向上移动，多见于在植株的中上层叶片活

动，秋末随气温逐渐下降而向寄主植物下部转移，并在寄主

植物基部越冬或附近荫蔽场所越冬。
２．３　 发生和分布　 在上海 １６ 个区 ４０ 个调查点中，有 ８ 个

区 、２２个点上发现菊方翅网蝽（表１）。在各发生地点中，中
心城区占６２％，非中心城区占３８％；中心城区显著高于非中

表 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菊方翅网蝽在上海的分布与危害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ｏｆ 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 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ａ ｉ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序号
Ｎｏ．

区名
Ａｒｅａ
ｎａｍｅ

地点
Ｓｉｔｅ

寄主植物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寄主性质 Ｈｏｓｔ’ｓ ｎａｔｕｒｅ
栽培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野生
Ｗｉｌｄ

状态 Ｓｔａｔｅ
成虫
Ａｄｕｌｔ

若虫
Ｎｙｍｐｈａｌ

卵
Ｅｇｇ

危害程度
Ｄａｍａｇ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１ 黄浦 南园滨江绿地 勋章菊 √ √ √ √ ＋＋＋＋
荷兰菊 √ √ √ √ ＋＋＋＋
金木菊 √ √ √ √ ＋＋＋
千叶蓍 √ √ √ √ ＋＋＋＋
黑心菊 √ √ √ ＋
亚菊 √ √ √ √ ＋＋＋
加拿大一枝黄花 √ √ √ √ ＋＋＋＋
钻叶紫菀 √ √ √ √ ＋＋＋
小蓬草 √ √ √ √ ＋＋＋

人民路－丽水路绿地 一年蓬 √ √ ＋
加拿大一枝黄花 √ √ ＋＋

大桥 Ａ 绿地 加拿大一枝黄花 √ √ √ ＋＋
２ 浦东 东方体育中心 加拿大一枝黄花 √ √ √ √ ＋＋＋＋

一年蓬 √ √ ＋
世博园区 加拿大一枝黄花 √ √ ＋＋＋

春飞蓬 √ √ √ ＋＋
小蓬草 √ √ √ √ ＋＋
向日葵 √ √ √ √ ＋＋＋

３ 闵行 体育公园 向日葵 √ √ √ ＋＋＋
交大七宝校区 野塘蒿 √ √ √ ＋＋

一年蓬 √ √ √ ＋＋
４ 徐汇 宜山路－钦州路绿地 苍耳 √ √ √ √ ＋＋＋

田林东路绿地 金木菊 √ √ √ √ ＋＋＋
菊花 √ √ √ √ ＋＋＋
黑心菊 √ √ ＋
一年蓬 √ √ √ √ ＋＋＋
春飞蓬 √ √ √ ＋＋

上海植物园 菊芋 √ √ √ √ ＋＋＋
向日葵 √ √ √ √ ＋＋＋
金木菊 √ √ √ √ ＋＋＋
一年蓬 √ √ √ √ ＋＋
加拿大一枝黄花 √ √ √ √ ＋＋＋＋
春飞蓬 √ √ √ √ ＋＋
天名精 √ √ √ √ ＋＋＋＋

５ 杨浦 创智农园 菊花 √ √ √ ＋＋
菊芋 √ √ √ √ ＋＋＋

杨浦公园 加拿大一枝黄花 √ √ √ √ ＋＋
军工路－殷行路绿地 黑心菊 √ √ ＋
共青森林公园 一年蓬 √ √ √ √ ＋＋
市光路 ８ 号线地铁站绿地 金木菊 √ √ √ √ ＋＋＋
黄兴公园 金木菊 √ √ ＋＋
上海城市管理学院 春飞蓬 √ √ √ √ ＋＋＋

荷兰菊 √ √ √ √ ＋＋＋＋
６ 静安 华山路绿地 金叶番薯 √ √ ＋

（含闸北） 大宁灵石公园 春飞蓬 √ √ √ ＋＋
汶水路绿地 黄鹌菜 √ √ ＋

７ 崇明 南门绿地 金叶番薯 √ √ √ ＋＋
８ 金山 金山大道 加拿大一枝黄花 √ √ ＋＋
　 注：“＋＋＋＋”表示寄主植物植株整体发黄或枯死；“＋＋＋”表示植株大部分叶片泛黄；“＋＋”表示植株叶片失绿，“＋”表示植株叶片零星失绿
　 Ｎｏｔ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ｗａｓ ｙｅｌｌｏｗ ｏｒ ｄｅａ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ｍｏｓｔ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ｗｅｒ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ｐｌａｎｔ ｌｅａｖｅｓ

ｌｏｓｔ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ｐｌａｎｔ ｌｅａｖ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ｐｏｒａｄｉｃａｌｌｙ ｇｒｅ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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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城区（图 １）。 该次调查中，在 １９ 种植物上发现有菊方翅网

蝽的成虫、若虫或卵；其中栽培植物 １１ 种，占受害植物总类

别的 ５８％，菊科杂草 ８ 种，占植物种类别的 ４２％（图 ２）。 从

调查到的菊方翅网蝽寄主植物出现频次来看，菊方翅网蝽对

加拿大一枝黄花、一年蓬、春飞蓬、金木菊、向日葵、黑心菊、
菊芋、菊花等植物表现出较强烈的趋性（图 ３）。

图 １　 菊方翅网蝽分布区分析

Ｆｉｇ．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 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ａ

图 ２　 菊方翅网蝽在上海危害的植物性质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 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ａ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４　 越冬场所 　 根据调查到的菊方翅网蝽分布结果，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０—１２ 月对上述地区的菊科多年生植物进

行了菊方翅网蝽越冬场所调查。 菊方翅网蝽越冬地主要为

寄主植物的叶柄基部、叶背，或植株附近的其他植物落叶层

下蛰伏越冬（表 ２）。 菊方翅网蝽对多年生的菊科植物可持

续为害。

图 ３　 菊方翅网蝽发生植物种类频次占比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ｆｉ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 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ａ

表 ２　 菊方翅网蝽在上海的越冬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 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ａ

序号
Ｎｏ．

区名
Ａｒｅａ
ｎａｍｅ

地点
Ｓｉｔｅ

寄主植物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寄主植物性质 Ｈｏｓｔ’ｓ ｎａｔｕｒｅ
一年生
Ａｎｎｕａｌ

二年生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多年生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越冬状态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成虫
Ａｄｕｌｔ

若虫
Ｎｙｍｐｈａｌ

卵
Ｅｇｇ

越冬场所
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ｓｉｔｅ
１ 黄浦 南园滨江绿地 勋章菊∗ √ —

荷兰菊 √ 植株基部
金木菊 √ √ 植丛基部土块缝隙
千叶蓍 √ 植株基部叶柄丛
黑心菊 √ —
亚菊 √ —
加拿大一枝黄花 √ 叶背
钻叶紫菀 √ —
小蓬草 √ —

人民路－丽水路绿地 一年蓬 √ √ 叶背
加拿大一枝黄花 √ —

大桥 Ａ 绿地 加拿大一枝黄花 √ √ 植株基部叶背
２ 浦东 东方体育中心 加拿大一枝黄花 √ √ 植株基部

一年蓬 √ √ 基部叶背
世博园区 加拿大一枝黄花 √ —

春飞蓬 √ √ 叶背
小蓬草 √ √ 叶背
向日葵 √ —

３ 闵行 体育公园 向日葵 √ —
交大七宝校区 野塘蒿 √ —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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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序号
Ｎｏ．

区名
Ａｒｅａ
ｎａｍｅ

地点
Ｓｉｔｅ

寄主植物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寄主植物性质 Ｈｏｓｔ’ｓ ｎａｔｕｒｅ
一年生
Ａｎｎｕａｌ

二年生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多年生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越冬状态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成虫
Ａｄｕｌｔ

若虫
Ｎｙｍｐｈａｌ

卵
Ｅｇｇ

越冬场所
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ｓｉｔｅ
一年蓬 √ —

４ 徐汇 宜山路－钦州路绿地 苍耳 √ —
田林东路绿地 金木菊 √ √ 附近植物落叶下

菊花 √ √ 植株基部
黑心菊 √ —
一年蓬 √ —
春飞蓬 √ √ 叶背

上海植物园 菊芋 √ √ 植株基部落叶下
向日葵 √ —
金木菊 √ —
一年蓬 √ √ 叶背
加拿大一枝黄花 √ √ 植株基部
春飞蓬 √ √ 叶背
天名精 √ √ 植株基部石砾覆盖下

５ 杨浦 创智农园 菊花 √ —
菊芋 √ —

杨浦公园 加拿大一枝黄花 √ √ 植株基部
军工路－殷行路绿地 黑心菊 √ —
共青森林公园 一年蓬 —
市光路８号线地铁站绿地 金木菊 √ √ 附近植物的落叶下
黄兴公园 金木菊 √ —
上海城市管理学院 春飞蓬 √ —

荷兰菊 √ 植株基部
６ 静安 华山路绿地 金叶番薯 √ —

（含闸北） 大宁灵石公园 春飞蓬 √ 叶背
汶水路绿地 黄鹌菜 √ —

７ 崇明 南门绿地 金叶番薯 —
８ 金山 金山大道 加拿大一枝黄花 √ —
　 注：“∗”表示勋章菊受菊方翅网蝽为害后出现枯死，未到秋末即更换了植物；“—”为在秋末冬初的菊方翅网蝽越冬调查中，未在寄主植物基部发现

成虫、若虫或卵
　 Ｎｏｔ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Ｇａｚａｎｉａ ｒｉｇｅｎｓ Ｍｏｅｎｃｈ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ｂｙ 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 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ａ ｄｉｅｄ，ａｎｄ ｗ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ｎ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ｕｔｕｍｎ ｅｎｄｅｄ；‘—’ ｉｎｄｉ⁃

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ａｄｕｌｔ，ｎｙｍｐｈａｌ ａｎｄ ｅｇｇ ｏｆ Ｃｏｒｙｔｈｕｃｈａ 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ａ ｔｏ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ｏｔ ｏｆ ｈｏｓｔ ｐｌａｎｔ ｗｈｅｎ ａｕｔｕｍ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ｎｔｏ ｗｉｎｔｅｒ

３　 结论与讨论

方翅网蝽属的昆虫入侵性极强，其属下的悬铃木方翅网

蝽在我国扩张迅速，分布地最北已达北京，并对悬铃木造成

严重危害［５］。 同属的菊方翅网蝽目前亦从 ２０１４ 年首次来记

录时的分布于上海的 ４ 个区扩散到 ８ 个区，中心城区中菊方

翅网蝽的发生频率较郊区高，这与上述区域人员、货物流动

性强，苗木调运频繁或有显著关系。 在 ２ 年的调查中，菊方

翅网蝽的寄主植物种类也由首次记述时的 ８ 种增加到 １９
种，部分发生点的菊方翅网蝽对栽培的菊科植物危害较重，
使植株出现全株发黄、成片枯死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植物生

长和景观面貌。 有入侵性菊科杂草的地点，区域内栽培的金

木菊、向日葵、黑心菊、菊芋、菊花等具观赏价值、经济价值的

菊科植物亦受菊方翅网蝽危害较重。 菊方翅网蝽对上海的

栽培菊科植物的危害正呈逐年上升趋势。
入侵性杂草加拿大一枝黄花原产北美，在安徽、江苏、上

海和浙江等省、市是常见杂草［６］。 一年蓬属的一年蓬在我国

分布极广［７］，其属下的春飞蓬在上海绿地的草坪上较为常

见，在安徽、浙江、江苏等地区亦广泛分布［８］。 从调查结果来

看，菊方翅网蝽对这 ２ 类入侵性杂草趋性显著，长三角地区

的菊科栽培植物的种植地周边，需要适时开展菊方翅网蝽虫

情监测；积极清除菊科经济作物、农作物、观赏植物种植地的

菊科杂草，阻止菊方翅网蝽的进一步扩散与危害。 目前，菊
方翅网蝽尚处于入侵初期阶段，需要尽快对其开展生物学特

性研究，摸清其发生规律，从而指导防控工作，进一步维护农

林生产安全和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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