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昆虫学报 2022，44 ( 2) : 305 － 315 http: ∥hjkcxb. alljournals. ne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tomology doi: 10. 3969 / j. issn. 1674 － 0858. 2022. 02. 6

乔艳艳 ，肖兴，魏洪义． 粉蚧化学生态学研究进展 ［J］． 环境昆虫学报，2022，44 ( 2) : 305 － 315．

粉蚧化学生态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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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粉蚧是农林经济作物的一类重要害虫，由于体表覆盖一层蜡粉，化学防治常需要大剂量反复用药该虫才能

得以控制，易造成环境污染及害虫再猖獗。本文从昆虫化学生态学的角度综述了粉蚧类害虫的寄主植物范围、天

敌应用以及三重营养关系研究进展，归纳已鉴定粉蚧性信息素化学结构特点及其在综合防治中应用概况，探讨粉

蚧类害虫化学生态学未来研究方向，为其绿色防控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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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progress on the chemical ecology of mealyb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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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Nanchang 330045，China; 2. Jiangxi Cotton Ｒesearch Institute，Jiujiang 332100，Ji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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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alybugs are important pests in agriculture crops and forestry plants. Large amounts of
chemical pesticides need to be applied to control mealybugs which are covered with a powdery wax.
However，dependence on insecticides has ultimately resulted i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increased
incidence of pest resu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ect chemical ecology，it was reviewed the progress
on the host plant range，application of natural enemies and the triple nutrition relationship of mealybugs in
this paper. Meanwhile，the chem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of identified sex pheromones
in mealybugs were summarized，an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chemical ecology in mealybugs was
discussed，which woul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green control of mealybugs．
Key words: Mealybug; host plant; natural enemy insect; chemical ecology; sex pheromone

粉蚧 ( 半翅目: 粉蚧科) 是一类小型植食性

昆虫，也是破坏农林经济作物的重要害虫。根据

Ben-Dov ( 1994) 编制的系统分类学法，粉蚧科包

括约 290 属 1 900 多个物种，起源于热带及亚热带

地区，在 中、南 美 洲 分 布 了 49 属、282 种 粉 蚧

( Williams and de Willink，1992 ) ，158 种粉蚧对美

国农业造成威胁 ( Miller et al. ，2002 ) 。植物材料

的国际间运输和气候条件的变化加快了粉蚧的扩

散传播。嗜桔粉蚧 Pseudococcus calceolariae 已经从

它的原生栖息地入侵到世界各地 ( El-Sayed et al. ，

2010) ; 地中海地区危害柑橘的 6 种粉蚧，均是来

自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外来物种 ( Franco et al. ，

2004) ; 木槿曼粉蚧 Maconellicoccus hyrsutus 原产于

亚洲部分地区 ( Williams，1996 ) ，1994 年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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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2001 年已经蔓延到加勒比海盆地的 25 个

地区，从南部的圭亚那和委内瑞拉到北部的巴哈

马、西 部 的 伯 利 兹 和 加 利 福 尼 亚 ( Kairo et al. ，

2000) 都有分布。近年来，在中国边境口岸相继

报道了多种入侵性粉蚧，如云南境内发现马缨丹

绵粉 蚧 Phenacoccus parvus ( 王 戌 勃 和 武 三 安，

2014) 、热带拂粉蚧 Ferrisia malvastra ( 张江涛和武

三安，2016; 吴福中等，2016) ，广州境内报道了扶

桑绵粉蚧 Phenacoccus solenopsis ( 武三安和张润志，

2009) 、杰克贝尔氏粉蚧 Pseudococcus jackbeardsleyi
( 王 玉 生 等，2018 ) 、南 洋 臀 纹 粉 蚧 Planococcus
lilacius ( 马骏等，2019) 等。

粉蚧类具有体表覆盖蜡粉、聚集分布、虫体

小而隐秘等特点，为其防治带来挑战。昆虫的化

学生态学是一门包括性信息素的利用、天敌保护、
植物抗虫机理研究与应用、生物农药开发等研究

的基础理论学科 ( 闫凤鸣等，2013 ) ，是害虫绿色

防控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从粉蚧 － 植物 － 天敌

间相互关系、粉蚧性信息素等方面概述该类害虫

化学生态学研究概况，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为

其科学防治提供理论指导。

1 粉蚧 －植物 －天敌相互关系

1. 1 寄主植物

粉蚧是一类多食性害虫，当粉蚧在适合寄主

植物上繁殖后，随风吹落到周边其他植物上，能

够定殖并产生危害症状，但并不适合发育和繁殖，

这些植物也被定为寄主 ( Kairo et al. ，2000 ) 。这

些寄主植物非常广泛，包括农田作物、蔬菜、观

赏植物、果树、杂草，几乎每种粉蚧都有多种寄

主。无花 果 臀 纹 粉 蚧 Planococcus ficus 寄 主 包 括

16 属 19 种植物，从亚热带植物葡萄 Vitis vinifera、
柑橘 Citrus reticulata 等，到热带植物无花果 Ficus
carica、芒果 Mangifera indica 以及观赏植物夹竹桃

Nerium oleander、悬 铃 木 等 均 可 取 食 ( Walton，

2003; Walton and Pringle，2004) 。木槿曼粉蚧在埃

及危害合欢 Albizia julibrissin、桑树 Morus alba 和木

槿属 Hibiscus，锦葵科 Malvaceae 受影响最严重; 在

印度，最初危害黄麻 Corchorus capsularis 等纤维作

物，后成为葡萄的主要害虫; 在加勒比海爆发高

峰期，果树、林木、观赏灌木、一年生作物和杂

草等 170 多 种植物遭到攻击 ( McComie，1996 ) 。
寄主植物适应性是该类害虫种群繁衍及易扩散传

播的重要因素之一。
1. 2 天敌

天敌是调节和控制害虫种群数量最重要的生

态因子。粉蚧在自然界中被各种天敌攻击，包括

寄生蜂、捕食者和昆虫病原真菌及线虫，其中病

原真菌与线虫的研究报道较少，寄生蜂和捕食性

瓢虫是粉蚧常见的天敌。天敌群落的组成在不同

栖息地间差异很大，资源非常丰富，一种粉蚧可

有多种天敌，一种天敌可以捕食或寄生多种粉蚧。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17 年，中国报道的粉蚧寄

生蜂有 5 科 45 种 ( 何衍彪等，2017) 。木槿曼粉蚧

的天敌包括 16 种 寄 生 蜂 和 30 多 种 捕 食 性 天 敌

( Mani，1989; Kairo et al. ，2000 ) ，扶桑绵粉蚧天

敌至少 53 种 ( Fand and Sachin，2015 ) ，Anagyrus
pseudococci 可寄生柑橘臀纹粉蚧 Planococcus citri 和

无花果臀纹粉蚧 ( Franco et al. ，2011) ，孟氏隐唇

瓢虫 Cryptolaemus montrouzieri 是应用最多的捕食性

天敌 ( Kairo et al. ，2000; Maes et al. ，2014) 。
多数粉蚧天敌的自然寄生率或捕食率较高，

引进或释放天敌、人为的加以保护，就能维持较

高的控制效能。寄生蜂 Anagyrus kamali 对木槿曼

粉蚧的寄生率为 66% ～ 100%，孟氏隐唇瓢虫每天

捕食 800 ～ 1 500 头木槿曼粉蚧若虫，加勒比海地

区引进 A. kamali 和孟氏隐唇瓢虫成功控制该粉蚧

的种群增长 ( Mani，1989; Kairo et al. ，2000) 。在

非洲，为防治木薯绵粉蚧 Phenacoccus manihoti，寄

生蜂 Apoanagyrus lopezi 成功在 26 个非洲国家建立

种 群， 将 害 虫 密 度 降 低 到 可 接 受 范 围 内

( Neuenschwander，2001) 。帕劳从波多黎各引进并

投放 3 种拟寄生蜂 Anagyrus loecki、Pseudleptomastix
mexicana、Acerophagus papayae， 防 治 木 瓜 粉 蚧

Paracoccus marginatus，6 个月内该粉蚧种群密度降

低到可检测水平以下，成为粉蚧天敌防治的经典

案例 ( Muniappan et al. ，2006) 。
1. 3 植物挥发物对粉蚧及其天敌行为的影响

植物挥发物主要有两类，植物在自然条件下

释放的有机化合物 (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和 在 虫 害 诱 导 情 况 下 释 放 的 挥 发 物

( Herbivore-induced plant volatiles，HIPVs ) ，VOCs
在害虫对寄主植物定位、取食、产卵、栖息等二

级营养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HIPVs 通常由绿叶

挥发物、萜类、脂肪族和芳香族化合物组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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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虫 － 寄主植物 － 天敌三级营养关系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化学通讯功能。植物 VOCs 对粉蚧行为的影

响研究报道很少，相比而言，HIPVs 对粉蚧天敌行

为的影响研究较多。
植食性害虫的天敌能够识别受害植株和健康

植株的气味，造成这种差异的挥发性物质来自被

侵害的植株，并非害虫本身。在利马豆 Phaseolus
lunatus － 二斑叶螨 Tetranychus urticae － 智利小植绥

螨 Phytoseiulus persimilis 三级营养系统中，利马豆

被二斑叶螨为害后，释放的 HIPVs 能引诱智利小

植绥螨 ( Dick et al. ，1990) ，充分证明了 HIPVs 在

天敌寄主定位中的作用。在其后 30 多年里，通过

气相色谱 － 质谱 ( GC-MS) 分析，HIPVs 的作用

在各种三级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研究，大量害虫尤

其是鳞翅目害虫诱导的 HIPVs 成分已经通过气相

色谱 － 触角电位检测 ( GC-EAD) 和单细胞感受器

记录 ( SSＲ) 进行了生理学筛选，在实验室用Y 型

嗅觉仪测定和风洞试验以及在野外诱饵试验研究

了诱导气味剂对食草动物和捕食者 /寄生者行为的

影响。
Ph. manihoti 是非洲木薯上的重要害虫，跳小

蜂 Epidinocars lopezi、Apoanagyrus lopezi 作为其主要

寄生天敌，雌蜂能够被寄主为害的木薯吸引，但

不能 被 单 独 的 寄 主 气 味 或 健 康 木 薯 Manihot
esculenta 植 株 吸 引 ( Nadel and Alphen， 1987;

Souissi et al. ，1998) ，P. manihoti 危害诱导木薯系

统释放的 挥 发 物 也 是 吸 引 捕 食 性 天 敌 雌 性 瓢 虫

Exochomus avientri 向其定位的主要气味源，双重选

择试验表明，单独的粉蚧和粉蚧危害的植物相比，

后者更受欢迎，受害植物未受损的叶子也吸引该

雌性瓢虫; 更有趣的是，E. avientri 甚至可以通过

嗅觉判断同种雌瓢虫的存在，并且能避免捕食已

被寄生的粉蚧种群 ( Ｒü and Makosso，2001) 。
Phenacoccus herreni 是南美木薯上的主要害虫，

3 种 跳 小 蜂 Acerophagus coccois、Aenasius vexans、
Apoanagy rusdiversicornis 可以寄生该粉蚧，该粉蚧

为害 木 薯 释 放 的 气 味 至 少 对 A. vexans 和 A.
diversicornis 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受害的木薯叶片对

A. diversicornis 的吸引力强于健康叶片 ( Bertschy
et al. ，1997; Bertschy et al. ，2001) 。

扶桑绵粉蚧取食为害显著提高了棉花 α 蒎烯，

β 蒎烯及 A-柏木烯的释放量，并且新增加雪松烯

与长叶烯的释放 ( 黄俊等，2016 ) ; 通过固相微萃

取 ( solid-phase microextraction，SPME) 和 GC-MS

对取食 24 h 棉花、机械损伤 24 h 以及健康棉花的

挥发物测定发现，取食 24 h 后棉花挥发物中存在

酚类化合物水杨酸甲酯 ( 赵奕曼，2014 ) ，而该成

分在三级营养关系中已被证明是一种由食草动物

诱发的植物挥发物，至少在 10 种 HIPVs 混合物中

鉴定出来，使用含此物质的受控释放分配器可显

著增加葡萄园中食蚜蝇、瓢虫和膜翅目寄生蜂补

充和滞留 ( James，2003; James and Price，2004;

James，2005) ; 两种草蛉 Chrysoperla sp. 和 Mallada
desjardinsi 雌雄成虫均能感受到棉花植株释放的挥

发物，且 对 受 绵 粉 蚧 为 害 的 棉 叶 反 应 相 对 强 烈

( Gautam et al. ，2010) 。孟氏隐唇瓢虫可以利用柑

橘臀纹粉蚧释放的化学物质定位气味源，并且对

其存 在 的 植 物 有 较 强 的 嗅 觉 反 应 ( Kotika and
Sengonca，1999 ) 。花椒绵粉蚧 Phenacoccus azaleae
危害花椒树的新鲜枝梢及水浴蒸馏馏分对主要天

敌异色瓢虫 Harmonia axyridis 引诱率高于未受害新

鲜枝梢，前者的馏分中 15 种组分含量增加，新增

9 种组分，且引诱力随着受害枝梢量的增加而增

强，可持续约 2 个月 ( 谢映平等，2004) 。
总的来说，粉蚧 － 植物 － 天敌相互作用研究

不多，还处于在实验室条件下对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吸引粉蚧寄生物或捕食者潜力进行评估的初期

阶段，从系统性、深入性和延续性需增强。

2 粉蚧性信息素

2. 1 粉蚧生殖行为

害虫的生殖方式是评估信息素诱捕的可行性

和交配干扰作用的重要因子。粉蚧的生殖方式包

括有性生殖、孤雌生殖及兼性生殖。其中，有性

生殖和兼性生殖是使用性信息素控制种群繁衍的

先决条件。
粉蚧类昆虫生殖可能存在两种遗传系统，多

数粉蚧通过一种不寻常的遗传系统进行有性繁殖。
在该系统中，雌雄都是二倍体，但雄性在遗传学

上是功能性单倍型的 ( Brown and Nur，1964 ) ，单

倍体的父染色体组在雄性中是异质化的，在精子

发生时被消除，精子只携带母染色体，雄性只将

从母亲那里遗传的染色体传递给后代，即父系基

因 组 消 除 /父 系 染 色 体 失 活 ( Paternal Genome
Elimination，PGE) ( Nur，1980; Ｒoss et al. ，2010) 。
理论上，有 PGE 系统的粉蚧类昆虫，雄性比雌性

更偏向于雌性后代，因为雄性只与雌性后代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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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 ( Ｒoss et al. ，2010) 。考虑到种群中雌性的优

越性，其可能被迫强化信 息素信号来吸引雄性，

从而促进性信息素通讯的进化。另一个遗传系统

是单性生殖，没有雄性，即孤雌生殖，具体又包

括只产雄孤雌生殖，只产雌孤雌生殖，以及产两

性孤雌生殖 ( Franco et al. ，2009) 。
除 Antonina bambusae，Phenacoccus solani 和

Trionymus spp 雌性只产生由未受精的卵子发育而

来的雌性后代外 ( Nur，1971 ) ，大多数粉蚧必须

有性 生 殖 才 能 产 生 后 代。暗 色 粉 蚧 Pseudococcus
viburni、嗜桔粉蚧，部分雌虫形成卵囊，甚至产生

不育的卵，柑橘臀纹粉蚧雌虫没有产生卵囊和卵;

通过将雌粉蚧暴露给雄粉蚧，大多数雌粉蚧则是

继续可育的，证明 3 种粉蚧必须经过交配才能产

生 后 代 ( Da Silva et al. ， 2010 ) ; 长 尾 粉 蚧
Pseudococcus longispinus 和无花果臀纹粉蚧也必须

有性生殖繁殖后代 ( Waterworth et al. ，2011 ) ，无

花果臀纹粉蚧未交配的大部分雌性产生卵囊或卵，

但均 为 畸 形，加 利 福 尼 亚 葡 萄 粉 蚧 Pseudococcus
maritimus 种群笼养实验表明，雌性也不能单性生

殖 ( Waterworth and Millar，2012) 。
兼性生殖的物种是粉蚧繁殖方式中比较有争

议的内容。在玫瑰茄 Hibiscus sabdariffa 上饲养木槿

曼粉蚧的后代性别比为 1 ∶ 1，仅有性繁殖 ( Ghose，

1972) ，而在印度 Mesta ( 木槿属的一种) 上繁殖

则只进行孤雌生殖 ( Singh and Ghosh，1970 ) ，也

有研究发 现 该 粉 蚧 可 进 行 有 性 生 殖 和 孤 雌 生 殖
( Sahito et al. ，2012 ) 。菠 萝 洁 粉 蚧 Dysmicoccus
brevipes ( Beardsley，1965 ) ，双 条 拂 粉 蚧 Ferrisia
virgata ( Lapis， 1970 ) 、 Planococcoides njalensis
( Padi，1997) 等也进行兼性生殖。近年发现的扶

桑绵粉 蚧 生 殖 方 式 也 存 在 这 样 的 争 议，对 棉 花
Gossypium spp. 上该粉蚧生态学观察认为其生殖方

式是孤雌生殖 ( Vennila et al. ，2010 ) ，广州种群

雌虫不与雄虫交配的情况下，既不能产生卵囊，

也无法产卵 ( 关鑫等，2011 ) ，生殖解剖学观察未

交配雌性的卵巢后期凋萎，即便产生卵也无法正

常发育，认定该粉蚧以有性生殖繁殖后代 ( 朱艺

勇，2012; 赵瑞英，2016) ，但印度的一个种群则进

行孤雌生殖 ( Tong et al. ，2019) ，该模式似乎与地

理范围有关。近期通过多组学技术整合，完成扶

桑绵粉蚧染色体水平基因组分析，证实其不存在

性染色体，成为迄今为止发布的第一个粉蚧昆虫

高质量基因组，对揭示 PGE 的表观遗传机制具有

重要的推动作用 ( Li et al. ，2020) 。

2. 2 粉蚧性信息素

性信息素具有种间专化的生物活性，不伤害

天敌种群，也不会像化学杀虫剂引起环境污染及

抗药性，以适量性信息素为诱饵，在田间条件下

对相应害虫至少保持几个月的吸引力 ( 乐俊明等，

2019; 封传红等，2020 ) ，在害虫的综合防治中占

有重要的位置。截至目前，至少 19 种粉蚧 22 种性

信息素成分被成功分离和鉴定出来，其中包括粉

蚧属 Pseudococcus 6 种、臀 纹 粉 蚧 属 Planococcus
4 种、灰 粉 蚧 属 Dysmicoccus 3 种、绵 粉 蚧 属
Phenacoccus 2 种、曼 粉 蚧 属 Maconellicoccus 1 种、
拂粉蚧属 Ferrisia 1 种、皑粉蚧属 Crisicoccus 1 种、
Delottococcus 1 种。
2. 3. 1 粉蚧性信息素结构特点

粉蚧性信息素有别于鳞翅目昆虫信息素，后

者大多数是具有偶数碳链的脂肪酸及其衍生物、
物种间可能用相同化合物的不同比例达到种间隔

离，粉蚧类性信息素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①大多

由单一化合物组成，具有严格的种间专化性，除

香蕉灰粉蚧 Dysmicoccus grassii ( 2 种) 、美地绵粉

蚧 Phenacoccus madeirensis ( 2 种 ) 、木 槿 曼 粉 蚧
( 2 种) ; ②所有粉蚧性信息素都是萜烯类化合物，

大多是由 2 个异戊二烯单元通过不规则的方式连

接而成的单萜，且含有独特的萜类骨架的萜烯醇

羧酸酯，除核桃皑粉蚧 Crisicoccus matsumotoi 的性

信息素 3-甲基-3-丁烯基-5-甲基己酸酯为半萜类化

合物，菠萝洁粉蚧的性信息素 ( 2 ) -( 抗-1，2-二甲

基-3-亚乙基环戊二烯基) 乙醛，它是一种具有不

规则异戊二烯单元连接的单萜醛。
除上述 2 种较特殊的性信息素化学结构外，

其余 20 种含有独特萜类骨架的萜烯醇羧酸酯可以

分为以下几类: 与薰衣草醇相关性的信息素结构，

如无花果臀纹粉蚧 ( 图 1 ) 、香蕉灰粉蚧、大洋臀

纹 粉 蚧 Planococcus minor、日 本 臀 纹 粉 蚧
Planococcus kraunhiae、康 氏 粉 蚧 Pseudococcus
comstocki、新菠萝灰粉蚧 Dysmicoccus neobrevipes 的

性信息素，美地绵粉蚧和木槿曼粉蚧信息素成分

中的一种; 与菊花醇相关的性信息素结构，如嗜

桔粉蚧、双条拂粉蚧，以及美地绵粉蚧的另外一

种成分; 与环丁烷结构相关的信息素结构，如柑

橘臀纹粉蚧、柑橘粉蚧 Pseudococcus cryptus、扶桑

绵粉蚧以及木槿曼粉蚧性信息素的一种; 与环戊

烷结构相关的信息素结构，如葡萄粉蚧、长尾粉

蚧 ( 图 2 ) 、暗 色 粉 蚧、 Delottococcus aberiae
(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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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无花果臀纹粉蚧性信息素结构式

Fig. 1 Sex pheromone structure of Planococcus ficus

图 2 长尾粉蚧性信息素结构式

Fig. 2 Sex pheromone structure of Pseudococcus longispinus

表 1 19 种粉蚧性信息素化学成分

Table 1 Pheromone component of 19 mealybugs

属

Genus
种

Species
性信息素结构

Pheromone component
参考文献

Ｒeferences

灰粉蚧属

Dysmicoccus

菠萝洁粉蚧

Dysmicoccus breviepes
( 1S，2S) － ( 1，2-二甲基-3-亚甲基环戊基) 乙醛

( 1S，2S) － ( 1，2-dimethyl-3-methylenecyclopentyl) acetaladehyde
Tabata et al. ，2017

香蕉灰粉蚧

Dysmicoccus grassii
( Ｒ) -丙酸薰衣草酯 ( Ｒ) -lavandulyl propionate
( Ｒ) -乙酸薰衣草酯( Ｒ) -lavandulyl acetate

De Alfonso et al. ，

2012

新菠萝灰粉蚧

Dysmicoccus neobrevipes
( E) -2-异丙基-5-六甲基-3，5-二烯基乙酸酯

( E) -2-isopropyl-5-methylhexa-3，5-dienyl acetate

Tabata and
Ichiki，2015a
Tabata and
Ohno，2015b

臀纹粉蚧属

Planococcus

无花果臀纹粉蚧

Planococcus ficus
( S) -( + ) -薰衣草烯酸脂

( S) -( + ) -lavandulyl senecioate
Diane et al. ，2001

柑橘臀纹粉蚧

Planococcus citri
( 1Ｒ，3Ｒ) -3-异丙烯基-2，2-二甲基环丁基甲基乙酸酯

( 1Ｒ，3Ｒ) -3-isopropenyl-2，2-dimethylcyclobutylmethyl acetate
Bierl-Leonhardt
et al. ，1981

日本臀纹粉蚧

Planococcus kraunhiae
2-异丙基-5-甲基-4-己烯-1-丁酸酯

isopropyliden-5-methyl-4-hexen-1-yl butyrate
Sugie et al. ，2008

大洋臀纹粉蚧

Planococcus minor
( E) -2-异丙基-5-甲基-2，4-己二烯乙酸酯

( E) -2-isopropyl-5-methyl-2，4-hexadienyl acetate
Ho et al. ，2007

绵粉蚧属

Phenacoccus

美地绵粉蚧

Phenacoccus madeirensis

( 1Ｒ，3Ｒ) -菊花醇( Ｒ) -2-甲基丁酸酯

( 1Ｒ，3Ｒ) -chrysanthemyl( Ｒ) -2-methylbutanoate
( Ｒ) -薰衣草醇( Ｒ) -2-甲基丁酸酯

( Ｒ) -lavandulyl( Ｒ) -2-methybutanoate

Ho et al. ，2009

扶桑绵粉蚧

Phenacoccus solenopsis

( 2，2-二甲基-3-异丙二环丁基) 甲基( 马康尼基) 酯

( 2，2-dimethyl-3-isopropylidenecyclobutyl ) methyl 3-methylbut-
2-enoate

Tabata and Ichiki，
2016

粉蚧属

Pseudococcus

康氏粉蚧

Pseudococcus comstocki
2，6-dimethyl-3-acetoxy-1，5-heptaiene
2，6-二甲基-3-乙酰氧基-1，5-庚烯

Bierl-Leonhardt
et al. ，1980

嗜桔粉蚧

Pseudococcus calceolariae
( 1Ｒ，3Ｒ) -菊花醇-2-乙酰氧基-3-甲基丁酸酯

( 1Ｒ，3Ｒ) -chrysanthemyl-2-acetoxy-3-methylbutanoate
El-Sayed et al.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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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Continued table 1

属

Genus
种

Species
性信息素结构

Pheromone component
参考文献

Ｒeference

粉蚧属

Pseudococcus

柑橘粉蚧

Pseudococcus cryptus

( 1Ｒ，3Ｒ) -3-异丙烯基-2，2-二甲基环丁基甲基-3-甲基-3-丁
烯酸酯

( 1Ｒ，3Ｒ) 3-isopropenyl-2，2-dimethylcyclobutylmethyl 3-methyl-
3-butenoate

Arai et al. ，2003

长尾粉蚧

Pseudococcus longispinus
2-( 1，5，5-trimethylcyclopent-2-en-1-yl) ethyl acetate
2-( 1，5，5-三甲基环戊基-2-烯-1-基) 乙酸乙酯

Millar et al. ，2009

葡萄粉蚧

Pseudococcus maritimus
反式-( 3，4，5，5) -四甲基-2-环戊烯基

trans-( 3，4，5，5) -tetramethyl-2-cyclopentenyl
Figadère et al. ，

2007

暗色粉蚧

Pseudococcus viburni
( 2，3，4，4-四甲基环戊基) 薄荷基乙酰胺

( 2，3，4，4-tetramethylcyclopentyl) menthyl acetata
Millar et al. ，2005

拂粉蚧属

Ferrisia
双条拂粉蚧

Ferrisia virgate
( 1S，3Ｒ) -顺式-菊花酯

( 1S，3Ｒ) -cis-chrysanthemyl tiglate
Tabata and Ichiki，

2017 a

曼粉蚧属

Maconellicoccus
木槿曼粉蚧

Maconellicoccus hirsutus

( Ｒ) -薰衣草-2-甲基丁酸酯

( Ｒ) -lavandulyl( S) -2-methylbutanoate
( Ｒ) -马科内利( S) -2-甲基丁酸酯

( Ｒ) -maconelliyl( S) -2-methylbutanoat

Zhang et al. ，2004

皑粉蚧属

Crisicoccus
核桃皑粉蚧

Crisicoccus matsumotoi
3-甲基-3-丁烯基 5-甲基己酸酯

3-methyl-3-butenyl 5-methylhexanoate
Tabata et al. ，2012

Delottococcus Delottococcus aberiae
( 4，5，5-三甲基-3-亚甲基环戊-1-烯-1-基) 乙酸甲酯

( 4，5，5-trimethyl-3-methylenecyclopent-1-en-1-yl) methyl
acetate

Vacas et al. ，2019

2. 3. 2 粉蚧性信息素的应用

性信息素可以通过干扰交配、诱捕、诱杀及

作为利它素吸引天敌 4 种方式来控制相应害虫种

群 ( Zou and Millar，2015 ) ，截止目前应用到大田

实践的粉蚧性信息素非常有限，主要由于大部分

粉蚧性信息素结构复杂，难以在工业规模上合成。
一种相对简单的合成薰衣草醇相关结构方法的发

明，使部分与该种结构相关的粉蚧性信息素研究

更深 入，甚 至 可 以 在 实 践 中 得 以 应 用 ( Tabata
et al. ，2017 b) ，如日本臀纹粉蚧和无花果臀纹粉

蚧两种粉蚧的性信息素。
日本臀纹粉蚧对日本果园的破坏性特别大，

连续使 用 杀 虫 剂 造 成 害 虫 再 猖 獗，其 性 信 息 素

γ-lavandulyl butyrate 可以通过双键迁移的异构化反

应从薰衣草醇中简单衍生和合成，这使得日本臀

纹粉蚧的信息素得到深入研究与应用。在日本柿

子园，连续 3 年利用日本臀纹粉蚧性信息素设置

陷阱捕获粉蚧，季节性波动表明，该粉蚧在一年

产生 3 ～ 4 代，并证实以信息素捕捉峰为基点，结

合有效积温，可以用来预测第一代粉蚧若虫发生

时间，利 于 开 展 防 治 ( Sawamura et al. ，2015 ) 。
放置浸有性信息素的橡胶隔膜制成的分配器小区，

无论是雄性还是交配待产的雌性粉蚧数量都远远

低于对照 ( Teshiba et al. ，2009 ) ，表明可通过性

信息 素 干 扰 交 配 控 制 日 本 臀 纹 粉 蚧 种 群 繁 衍。
γ-lavandulyl butyrate 还可吸引日本臀纹粉蚧的主要

寄生蜂 Anagyrus fuiikona ( Tsueda，2014 ) ，其合成

过程中的环化副产物 cyclolavandulyl butyrate，是另

外两 种 粉 蚧 寄 生 蜂 Anagyrus sawada、Anagyrus
subalbipes 的引诱剂 ( Tabata et al. ，2011) ，这两种

蜂在自然条件下的柿子园可寄生日本臀纹粉蚧，

田间应用 cyclolavandulyl butyrate 可以成功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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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粉蚧种群增长 ( Teshiba and Tabata，2017) 。
无花果臀纹粉蚧是世界上许多葡萄种植区的

主要害虫 ( Ben-Dov，1994; Walton et al. ，2004 ) ，

其 性 信 息 素 为 薰 衣 草 烯 内 酯 ( S ) - ( + ) -
lavandulyl senecioate，因该成分可以大规模、低成

本生产，被成功的进行商业开发，并成为粉蚧类

使用信息素作为诱饵进行陷阱监测 ( Millar et al. ，

2002) 、交 配 中 断 应 用 最 成 功 的 案 例 ( Walton
et al. ，2006) 。在加州，每年数千英亩葡萄园都会

使用性信息素防治无花果臀纹粉蚧; 该成分也是

天敌引诱剂，田间试验观察到含有无花果臀纹粉

蚧信息素分配器的小区，捕获寄生蜂 Anagyrus sp.
near pseudococci 和出现被寄生粉蚧的平均数量分别

是对 照 诱 捕 器 的 3. 5 ～ 9. 0 倍 和 2. 2 ～ 9. 4 倍

( Franco et al. ，2011 ) ，可作为交配干扰防治的补

充应用。
除上述两种粉蚧的性信息素，在日本柑橘园

测试了柑橘粉蚧性信息素对成年雄性和天敌的吸

引力，性信息素可以诱捕雄性粉蚧，而不能诱捕

天敌 ( Tomonori，2002 ) 。从成年未交配雌性扶桑

绵粉蚧释放的挥发物中，分离出其信息素 ( 2，2-
二甲基 3-异亚丙基氯丁基) 3-甲基丁-2-烯酸甲酯，

化学合成后陷阱生物测定对雄性粉蚧显示吸引力

71. 8% ～99. 8% ( Tabata and Ichiki，2016 ) 。但大

多数粉蚧的性信息素研究还停留在实验室分离、
鉴定、生测及田间小试阶段，更无相关性信息素

合成途径及机制相关报道。

3 展望

3. 1 与蚂蚁的互惠共生

半翅目蜜源昆虫与蚂蚁互作是物种间重要关

系之一，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功能，能够促进产蜜

昆虫的种群数量。在记录蚂蚁与半翅目昆虫相互

作用对植物影响的 30 项研究中，大多数 ( 73% )

表明 植 物 实 际 上 间 接 受 益 于 这 些 相 互 作 用

( Styrsky and Eubanks，2007; Cheng et al. ，2015 ) 。
诱杀蚂蚁可以控制葡萄粉蚧和菠萝洁粉蚧的种群

数量 ( Phillips and Sherk，1991) ，红火蚁 Solenopsis
invicta Buren 与扶桑绵粉蚧的共生显著减少了寄主

植 物 上 粉 蚧 重 要 寄 生 蜂 班 氏 跳 小 蜂 Aenasius
bambawalei 的种群数量，提高了寄主植物上粉蚧存

活率，有利于其种群的扩增和繁殖，也显著降低

扶桑上 粉 蚧 的 竞 争 性 昆 虫 美 棘 蓟 马 Echinothrips

americanus 成虫和幼虫的数量，使粉蚧可以占有更

多的寄主植物，为粉蚧种群的繁殖提供了更好的

条件 ( 程寿杰等，2013 ) 。可见，引入共生蚂蚁，

研究蚁类在田间粉蚧 － 寄主植物 － 天敌之间的具

体作用，也是发挥粉蚧化学生态防治作用与成效

的重要方向之一。
3. 2 植物挥发物的开发与利用

在粉蚧 － 寄主植物 － 天敌的三重营养关系中，

植物挥发物对粉蚧和天敌昆虫寻找寄主植物所起

的作用目前缺少系统的研究，很多研究的结果是

初步的，只在小空间尺度上得到很好的描述，但

在更大的空间如田间应用上的研究却很少，主要

原因是受田间多种因素的影响，野外条件下确定

挥发物的合成制剂功效评估、引发天敌反应最佳

浓度和剂量、有效释放诱饵或分配系统的类型等

尚少有报道，植物的 VOCs 和 HIVs 在寄主定位中

的作用及机制研究系统性和深度研究还远远不够。
3. 3 性信息素的开发与利用

随着 EAG、气谱、质朴、核磁共振等仪器及

联用技术在昆虫化学生态学上的应用，昆虫的性

信息素分离与鉴定已非难题，但截至目前粉蚧的

性信息素的利用却相对局限，并不像鳞翅目害虫

性信息素开发与应用的那样广泛，主要原因是大

部分粉蚧信息素化合物的成分及其构相复杂，不

利于人工合成; 即便克服合成难题，其成本也很

高，限制了其开发与应用。但未来随着科技的进

步，使化学合成更简单，成本更低廉，促使更多

害虫的性信息素走上应用的道路，为粉蚧的绿色

防控提供更有力的技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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