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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红树林是典型海洋自然生态系统之一，是陆地过渡到海洋的特殊森
林，是海岸湿地十分重要的生态系统，是调节海岸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
也是我国重点拯救和保护的三大生态系统之一。红树林湿地系统的功能
和作用正日益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然而，2004 年广西北部
湾和全国沿海白骨壤红树林遭受严重的虫灾，造成白骨壤成片枯黄，部
分林子死亡，当年种子几乎绝收，严重地威胁红树林生存。在此关键时
刻，广西科学院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的范航清、刘文爱等学者承担了红
树林害虫的系统研究工作。他们从红树林害虫的种类、寄主、为害程度、
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发生规律、天敌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入手，通过
成因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防治技术和管理措施。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经作者数易寒暑的努力，现把部分重要研究
成果撰写成《广西红树林主要害虫及其天敌》一书。
《广西红树林主要害虫及其天敌》 介绍了广西红树林主要害虫 15 种、

次要害虫 12 种及它们的天敌。全书结构合理、内容新颖、论述透彻、图
文并茂。书中所载许多难得的红树林害虫及其天敌的生态照片，不仅是
珍贵的学术资料，也可为生产上的应用和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有益的借
鉴，为世界红树林害虫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本书是相关研究、教
学和生产工作者难得的参考书。今当此书行将付梓之际，在此致以衷心
祝贺，并乐为之序。

陈顺立
2009年金秋于福建农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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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广西是我国红树林的主要分布区之一，红树林面积占全国红树林总
面积的 38％，平均每千米海岸线拥有红树林的面积高达 5.3 公顷。广西
的红树林生长在北海市、钦州市和防城港市的沿海滩涂上，庇护了 《广
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 中的大部分重要海湾和临海工业区，如防城
港国际航运枢纽、钦州港工业区、企沙工业区和铁山港工业区。因此，
红树林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海上绿色屏障，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海洋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也是向国内外展示广西北部湾可持续
发展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温家宝总理 2008 年 10 月在考察广西沿海时
就明确指出了保护红树林的重大意义。

广西山口国家级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 （以下简称“山口保护区”）、
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以下简称“北仑河口保护区”） 是我国
的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它们的主要保护对象是红树林及其海洋环境。
2004 年以来，这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树林发生了严重的虫害，引
起了国务院有关领导、部门和社会的共同关注。作为这两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地方行政主管部门，我们高度重视红树林虫害的防治工作，多
次派出海洋环境保护管理业务人员深入自然保护区检查和指导虫害防治
工作，邀请植物保护专家和红树林专家召开研讨会共商对策。

认识到红树林虫害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科学研究是防治的基
础，我厅在 2006 年底委托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会同山口保护区和北仑河
口保护区开展了广西红树林虫害防治专项研究。项目实施期间，多次召
开了广西红树林虫害防治工作会议，举办了红树林虫害监测与防治培训
班，开展了一系列的虫害防治实试验，形成了由行政主管部门、保护区、
科研单位、周边社区组成的广西红树林虫害群策群防网络框架，为进一
步管理好广西红树林海洋生态系统和深入进行科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经过近三年的研究，基本上摸清了广西红树林主要害虫的种类、发
生的基本规律和防治的途径。本书在前言中提出红树林虫害与滨海植被
及海岸景观要素、陆源和海上污染、全球气候变化、红树林群落结构有
关的观点，为我们进一步管理好广西沿海土地和近海海域提供了一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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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科学启示。
科学发展、绿色经济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也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为

振兴中华民族而制定的一个重大历史决策。我坚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
们一定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广西国土资源厅厅长
广西海洋局局长

2009年 10月 24日于广西南宁

-3-



2004 年 5 月下旬至 7 月，广西北部湾和全国沿海的白骨壤红树林发
生了无论在面积上还是受害程度上有记载以来罕见的虫灾，几乎造成当
年白骨壤种子的绝收。此后，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害虫袭击了不同的红
树植物。2008 年初，我国南部沿海百年罕见的异常持续低温也没能减缓
红树林的虫害。生长在海岸潮间带上的红树植物富含单宁，单宁苦涩，
具有广谱抗菌和可食性差的特点，因此红树植物具有较强的抗病抗虫的
能力；此外，涨潮时红树林的水淹环境长期以来被认为不适合昆虫的生
存。正是因为以上两个特征，红树林极少发生严重的虫灾，国内外的相
关研究也很少。新世纪伊始，我国红树林暴发如此严重的虫灾，不仅惊
动了国家有关领导和部门，也为我国东南沿海的生态环境保护敲响了警
钟！

昆虫学并不是我的专业，但生态学知识和长期的红树林研究经验给
我这样的直觉：一是广西北部湾白骨壤害虫一旦大暴发，就不排除今后
周期性暴发的可能性；二是红树林虫灾极可能是海陆生态过渡带结构和
功能从退化到恶化的临界表征，后面隐藏的可能是人类干扰、环境污染，
甚至涉及全球气候变化。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往往会降低植物蛋
白的营养水平，昆虫为了维持种群的生存和繁衍不得不消耗更多的植物
生物量。直觉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冲动：是否可将红树林害虫作为一个容
易观测并相对敏感的指标来研究和阐明海陆生态过程及其科学意义？这
些想法反映在我于 2004 年发表的 《中国北部湾白骨壤红树林的虫害与研
究对策》 一文中，并呈报了政府相关部门。不幸的是，第一点担忧如今
已得到证实，第二点假设正在被零零星星的事件勾画出朦胧的轮廓。例
如，我们发现有些害虫原来是在桉树林中出现的，而现在它们也出现在
红树林中。由于开阔的海洋无昆虫天敌补充，再加上海岸天然植被大规
模退化和天敌通道的狭窄化或缺乏，一旦红树林出现新害虫则更容易成
灾。“背水一战”是否也成了自然界无奈的选择？

广西国土资源厅 （广西海洋局） 非常重视红树林虫害的防治工作，
2006 年底给我和山口保护区、北仑河口保护区这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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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了“广西红树林虫害防治专项研究”的任务。这对我而言是喜忧参
半，喜的是政府相关部门重视专业人员的建议，体现了决策的科学性；
忧的是尽管大学时修过普通动物学，但昆虫学毕竟不是我的专业。多年
来主持联合国项目的经历提醒我要注重事物后面的根本原因和工作的可
持续性，它在一个项目中往往表现为项目结束后能否给当地留下学科骨
干、科学认识、合作机制与研究条件。我曾一度为达到上述目标而辗转
反侧。所幸的是，福建农林大学森林保护昆虫方向硕士刘文爱先生愿意
为共同的梦想，加入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极其一般的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
团队，使得滨海湿地生态—虫害—海洋环境—信息系统的研究人员架构
得以成形，并迅速投入到大规模的全广西沿海红树林害虫调查与防治实
践工作中。

蒋国芳博士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广西开启了我国红树林昆虫研
究的大门。由于当时没有发生红树林虫灾，他的兴趣集中在红树林昆虫
物种多样性上，极少涉及害虫防治研究。我国东南沿海部分植保专家在
红树林害虫及其防治方面也开展了一些工作，但公开报道的不多。鉴于
国内外在红树林害虫方面资料的缺乏，本专项研究不得不起步于害虫的
种类、寄主、生活史、时空规律、为害程度、天敌等方面的基础调查研
究，而后才开展成因、防治和管理等第二阶段工作。本书正是项目第一
阶段部分研究成果的总结，确切地讲是红树林害虫情况的写真。本书的
部分资料在成稿之前已成为联合国环境署全球环境基金（UNEP/GEF）“扭
转南中国海和泰国湾环境退化趋势”中国红树林专题、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全球环境基金（UNDP/GEF）“中国南部沿海生物多样性管理”项目的培
训教材。

本书的全部照片均为笔者所拍。为了给将来的深入研究和培训提供
尽可能清晰的图片，许多照片是将目标置于 1 毫米方格背景上用数码体
视显微镜拍摄得到的。由于水平有限、项目研究时间的限制和资料的缺
乏，本书中的部分害虫只能鉴定到大类，未敢定种，更不可能穷尽书中
所有昆虫的生活史、生态特性、防治等系统问题。我们曾希望在摸清所
有问题之后才著书，可严峻的防治形势和实际需求已不给我们圆梦的时
间。好在科学研究总是循序渐进的，阶段性的总结是发展不可逾越的环
节。尽管我们在学术上小心翼翼、慎之又慎地对待这本我国第一部有关
红树林害虫的专著，可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故而恳请读者在
使用中批评指正。本书中的“主要害虫”和“次要害虫”是在过去 3 年
调查的基础上，根据虫害发生面积和为害程度而做出的一个大体判断，
并不表明将来一成不变。随着滨海植被及海岸景观要素、陆源和海上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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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全球气候变化、红树林群落结构的演化，现在的次要害虫也可能会
在不久的将来变为主要害虫。

广西植保界老一辈科学家奚福生教授对害虫形态照片的肯定、联合
国项目多国专家就海岸植被破碎可能殃及红树林和海草床的共同观点鼓
舞了我们出版本书的信心。奚福生教授在百忙之中审阅了全书的图片和
描述，不厌其烦地指出不足与错误之处，对部分疑难种进行了定名，并
亲自提笔对稿件进行了认真的修改。福建农林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陈顺立
教授就完善本书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并为本书作序。广西昆虫学会
的有关专家也给予了很多建议和指导。如果没有他们的不吝赐教和厚爱，
本书是不可能付印出版的。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的相关业务骨干及以常
明山和郑琼兰为代表的广西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的 20 多位研究生和本科
生阶段性参加了野外与内业工作。山口保护区和北仑河口保护区在野外
与海上工作、防治示范中提供了大力支持。他们的智慧、汗水和无私的
支持为本书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在此特别感谢广西国土资源厅 （广西海洋局） 的资助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人为干扰下广西白骨壤红树林湿地衰退的机理与管理对策”
（4067050） 项目的部分资助。感谢广西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处的领导在
基础研究与防治实践、基层培训与管理应用相统一问题上的宏观把握与
组织协调。

最后，希望本书能成为广西北部湾乃至我国滨海环境演化与生态响
应的一个历史佐证，为海陆相互作用机理研究和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提
供有价值的信息，为我国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监测与评价提供
一个切入点，也为红树林害虫的进一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主任
广西海洋环境与滨海湿地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湿地科学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
范航清 博士

于 2009年 9月 21日南风转北风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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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红树林虫害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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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红树林主要害虫及其天敌

一、红树林虫害揭示的生态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初，深圳福田国家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第一次调查时，红树林害

虫天敌有 37 种，7 年后仅能偶尔发现 6~7 种，其重要原因是因为陆地植被的消失，
昆虫无法在陆地上完成其生活史，以致离开了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针对深圳湾
的红树林，有学者指出目前红树林还存在三大威胁。一是红树林周边的房地产无度
开发影响鸟类的活动。深圳湾冬季越冬鸟多是群飞的鸟类，它们需要 800～3 000 米
的盘旋半径，林立的高楼大厦挤占了鸟类的空间。二是城市建设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红树林周边城市建设毁掉了原有的树林和草地，导致食虫鸟类、昆虫天敌的种类和
个体数大大减少，使红树林虫害日趋严重，其中主要树种如白骨壤、秋茄、桐花树
等受害最深。每年 4～6 月，白骨壤的叶子几乎被害虫吃光，大片植株枯死。三是许
多河流的污水不断流入近岸海域，而水质对红树林和泥滩上的多种底栖生物的生存
至关重要。在城市化进程中，红树林的原始生态环境也遭到人类活动的破坏，如穿
越保护区中心的河岸硬质化及水体污染、保护区内野生红树林与人工养殖场杂乱共
存、边防巡逻道贯穿保护区等。这些都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阻隔和环境污染，使保护
区内红树林各类害虫天敌品种逐渐减少，虫灾频发，外来物种入侵。
近年来，国外学者指出，红树林生态系是气候变化影响的最早指标。二氧化

碳浓度升高、温度增加、海平面上升及盐分浓度的增加等气候变化因素对全球红
树林分布和区域性的影响已成为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及环保团体所重视的课题。大
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后，植物的光合作用更容易进行，不需要分配太多的蛋
白质到树叶上面，树叶养分下降，昆虫则需要吃更多的树叶才能满足生存和繁衍
的需求。5 580 万年前地球也曾遭遇过一次明显的气候变暖现象，当时靠食用树叶为

生的害虫对植
物造成的损害
及其涉及的植
物种类都大大
增加。研究表
明 ， 在 古 新
纪—始新世极
热时期，全球
气温升高 5℃
导致大气中的
二氧化碳含量
增加了 2 倍，
致使害虫数量
急剧增加。从
树叶化石中可
以观察到，植
物也受到了很
大 程 度 的 毁
坏，这导致了
当时生物食物
的短缺。

摄于 2004年 6 月山口永安村，图为白骨壤遭受广州小斑螟虫灾后
叶片全部枯黄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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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07 年 8 月东兴市竹山，
图为桐花树群落遭受袋蛾严重为害
而大面积枯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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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红树林主要害虫及其天敌

二、红树林虫害研究的重要性
几乎在所有的森林生态系中，植食性昆虫对树木成活、生长、成形、开花、结

果和森林生态都具有重要作用。在热带稀树草原，植食性昆虫被一致认为作用大于
植食性哺乳动物；在非洲热带草原，植食性昆虫与植食性脊椎动物同样重要；在澳
大利亚草原更是如此。有科学家研究得出，在热带树林，仅鳞翅目幼虫取食的树叶
就多于所有其他动物取食树叶的总和。有研究已经证实，昆虫也能够影响高达百米
以上大树的生长。这些影响通常是跟某一种类植食性昆虫虫害的大暴发相联系的，
但即使是轻度的为害，长时间也能影响高大桉树的正常生长。尽管植食性昆虫在其
他森林生态系统中有重要作用，但红树林植食性昆虫的作用一直受到怀疑。红树林
研究人员在谈及红树林生态系统时经常强调海洋性的一面而忽视陆地性的一面，因
而对植食性昆虫的潜在作用认识不足，认为植食性昆虫在红树林生态系统中不那么
重要，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认为红树林中植食性昆虫的物种多样性指数远低于其
他森林生态系统。但是，目前并没有研究证实红树林及其滨海植被植食性昆虫的相
对多样性。
由于缺乏对红树林昆虫的具体研究，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认为红树林是

滋生蚊蝇的沼泽，而少有植食性昆虫。关于森林生态系统的图书和资料，一般都有
专门章节或著作来讨论植食性昆虫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于红树林的
书籍对植食性昆虫的内容涉及很少或基本没有。目前国内关于红树林生态系统的书
籍涉及植食性昆虫的内容不超过一页，并且里面很少提及植食性昆虫的生态作用和
功能，仅有的内容主要是蚊子、蜻蜓和蚂蚁等非植食性种类。这反映了目前我们对
红树林中植食性昆虫的作用的相关研究资料较少。通常认为，红树林植物叶片含大
量的抗虫性物质 （如单宁等），可食性差，虫害少。叶片的泌盐机制和叶片营养含量

摄于 2007年 11月防城港石角，图为秋茄遭受盾蚧为害后叶片变黄、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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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 2008年 9月钦州康熙岭，图为无瓣海桑遭受钩蛾为害后树冠
明显变稀疏

低也同样被认
为限制了红树
林植食性昆虫
多 样 性 和 特
化。有些学者
认为红树林不
具备形成单独
的昆虫区系的
条件，并指出
目前在红树林
中发现的很多
昆虫都是来源
于与其相邻的
陆地植被上。
不仅仅是红树
林生态系统一
直被认为是植
食性昆虫作用

小的植物类群，其他的植物类群诸如蕨类和盐沼植物之前也被认为具有抗虫性，虫
害少。早期的研究者认为蕨类的进化时间较昆虫早，大多数的昆虫是与被子植物协
同进化的，因而蕨类上的昆虫区系要少得多。有论证认为，蕨类的营养利用价值相
对较低，确实是不利于昆虫的利用，不过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蕨类的结构简单，不
利于形成昆虫生存的小生境等。

摄于 2008 年 6 月山口禾塘村，图中枯黄部分为害虫为害严重的白骨壤，绿色部分为不受害虫为
害的其他树种

第一章 广西红树林虫害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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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红树林主要害虫及其天敌

摄于 2008年 5月山口英罗村，图为白骨壤遭受广州小斑螟严重为害，80%的叶片枯黄

三、近年广西北部湾红树林虫害概况
2004 年 5 月，广西山口国家级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发生了历史上首次严重的

广州小斑螟虫灾，40 公顷白骨壤一周之内迅速变黄、变枯，并且受害面积扩大至
106 公顷。据政府有关部门统计，这次广州小斑螟虫害造成广西沿海受害白骨壤林面
积累计达到 700 公顷，其中北海市 200 公顷，钦州市 300 公顷，防城港市 200 公顷。

2006 年，钦州市沿海一带的红树林，特别是钦州茅尾海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
的无瓣海桑遭受白囊袋蛾虫害，为害平均密度超过 100 条 / 株，当地林业部门组织
人工采摘的红树林袋蛾达 206 千克。

2008 年初，广西沿海遭遇了百年罕见的持续低温，部分白骨壤出现了冻害。广
州小斑螟不仅度过了低温，而且再次大暴发，害虫几乎波及广西所有的白骨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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