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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ＳＮ／Ｔ１１４７—２００２《植物检疫　椰心叶甲检疫鉴定方法》，与ＳＮ／Ｔ１１４７—２００２相比，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近似种区别及相关检索表；

———增加了形态特征图；

———增加了椰心叶甲生物学特性、分布与危害等其他相关信息。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深圳市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拱

北海关。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伟锋、林 伟、余道坚、徐 浪、卢小雨、郑 耘。

本标准所代表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ＳＮ／Ｔ１１４７—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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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心叶甲检疫鉴定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植物检疫中椰心叶甲的检疫和鉴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植物及其产品中携带椰心叶甲的检疫和鉴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ＳＮ／Ｔ２１２２　进出境植物及植物产品检疫抽样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后口式　狅狆犻狊狋犺狅犵狀犪狋犺狅狌狊

昆虫头型之一，口器在头下后方伸出，头的纵轴和体躯纵轴成一锐角。

３．２　

全开式　狌狀犳狅犾犱犲犱犮犾犪狑

指两爪平开，两者基部所组成的角度很大，一般超过１２０°或甚至接近１８０°。

３．３　

内寄生　犲狀犱狅狆犪狉犪狊犻狋犲

幼虫的习性之一，寄生于未开放的叶片之内，潜食叶片或芽。

３．４　

角间突　犮犲狆犺犪犾犻犮狆狉狅犮犲狊狊

头顶在眼间区凸出呈角状的小坑。

３．５　

刻点　狆狌狀犮狋狌狉犲

分布在鞘翅表面上粗细稀密不一的凹刻。

４　 椰心叶甲基本信息

学名：犅狉狅狀狋犻狊狆犪犾狅狀犵犻狊狊犻犿犪（Ｇｅｓｔｒｏ）

异名：犗狓狔犮犲狆犺犪犾犪犾狅狀犵犻狆犲狀狀犻狊Ｇｅｓｔｒｏ，犅狉狅狀狋犻狊狆犪犼犪狏犪狀犪 Ｗｅｉｓｅ，犅狉狅狀狋犻狊狆犪狊犲犾犲犫犲狀狊犻狊Ｇｅｓｔｒｏ等。

分类地位：鞘翅目（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叶甲总科（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ｏｉｄｅａ），铁甲科（Ｈｉｓｐｉｄａ），潜甲亚科（Ａｎｉｓｏ

ｄｅｒｉｎａｅ），平胸族（Ｃｒｙｐｔｏｎｙｃｈｉｎｉ），犅狉狅狀狋犻狊狆犪属。

犅狉狅狀狋犻狊狆犪属共有２２个种，其中有１７种危害棕榈科植物，形态上与椰心叶甲相似的有１１种。水椰

八角铁甲（犗犮狋狅犱狅狀狋犪狀犻狆犪犲）与椰心叶甲形态也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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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心叶甲随寄主植物远距离传播，也可自行短距离飞行扩散。

椰心叶甲的其他信息参见附录Ａ和附录Ｂ。

５　方法原理

在椰心叶甲的生物学特性和成虫有群集为害的习性基础上，以成虫形态学特征作为该虫的主要鉴

定依据。

６　器材和试剂

６．１　器材

放大镜、体视显微镜、显微镜、解剖针、镊子、小毛笔、指形管、标签、剪刀、白瓷盘、养虫盒（规格为

２４ｃｍ ×１６ｃｍ ×９ｃｍ）。

６．２　试剂

７５％乙醇、丙三醇、保存液（７５％乙醇：丙三醇＝１０!１）、蒸馏水。

７　现场检疫

在检疫现场用随机法抽查寄主植物，见ＳＮ／Ｔ２１２２。

８　实验室检测

８．１　取样

用放大镜对出入境棕榈科植物种苗或植株仔细查找，根据椰心叶甲的生物学特性，先观察植株外围

老叶是否有椰心叶甲取食形成的褐色条状“灼伤”为害状，如有可疑，应重点检查未展开的心叶，用手紧

压心叶，将接合缝打开，顺势掰开心叶，检查有无取食为害状，成虫、幼虫和蛹往往藏匿于未展开的心叶

片内，成虫有群集为害的习性，１个叶片上可能发现多对椰心叶甲为害和取食；卵则常常粘附在成虫和

幼虫取食过的叶片取食痕排泄物中，单个散产居多，也有多个（２个～６个）连接沿叶脉纵向排列；根据

该虫的为害习性，重点加强对３年～４年生的棕榈科植物的检疫。同时亦要注意对集装箱、外包装纸箱

等装载容器进行检查，对检查发现的各种虫态害虫用镊子或毛笔收集，以指形管保存（幼虫亦可用７５％

酒精保存液浸泡），加贴标签，带回实验室饲养和鉴定。

８．２　幼虫饲养

将１龄～３龄幼虫、４龄～５龄幼虫分开饲养。更换寄主叶片时，要用毛笔挑取幼虫，减少用手去

接触，同时及时挑掉带霉菌的死虫。每隔２天～３天换一次寄主叶片。饲养室温度２５℃±１℃，相对

湿度７５％±５％，光照１２ｈ。

８．３　显微镜观察

在实验室内借助解剖镜观察对疑似椰心叶甲的虫样进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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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鉴定特征

９．１　铁甲科鉴定特征

———头后口式，口器在腹面可见。

———触角多为１１节，一般丝状，两触角着生处极近，有时近乎连接。

———前胸背板形状多样，有方形、半圆形等，还有的两侧及背面具枝刺。

９．２　潜甲亚科鉴定特征

———体一般长形，背面无刺，鞘翅有时具脊线。

———头部插入胸腔较浅，口器全部外露，口缘近乎圆形，长宽相等或宽大于长。

———前唇基明显，后足腿节伸出于鞘翅侧缘之外。

———爪全开式，无卵鞘。

———幼虫内寄生，末腹节具骨化盘。

９．３　犅狉狅狀狋犻狊狆犪属鉴定特征

———头有角间突且端部不上弯，长度超过触角柄节长度的一半。

———前胸前侧角圆且略向外伸展，后侧角简单或有１小齿～２小齿或尖角，背面有在的刻点。

———鞘翅有一短的刻点盾列。

９．４　椰心叶甲形态特征

９．４．１　成虫

体细长、扁平，长７ｍｍ～１０ｍｍ，鞘翅宽约２ｍｍ；触角鞭状，１１节，黄褐色至黑色，顶端４节色深，

有绒毛，柄节长２倍于宽；头较前胸背板显著窄，头顶前方有角间突，雌雄二性角间突长超过触角柄节的

二分之一，由基部向端渐尖，不平截；沿角间突向后有浅褐色纵沟；头中间部分宽过于长；前胸背板红黄

色，长约等于宽，有粗而不规则的刻点１００多粒；鞘翅蓝黑色，少数个体鞘翅基部约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为红黄色，刻点纵向排列，刻点大小窄于刻点横向间距，刻点区除两侧和末梢外平坦；足黄色，短、粗壮而

略扁（参见附录Ｃ中的图Ｃ．１ａ）。

９．４．２　卵

椭圆形，褐色，扁平，长１．５ｍｍ，宽１．０ｍｍ；镜检可以发现卵上表皮有蜂窝状扁平突起（形态参见附

录Ｃ中的图Ｃ．１ｂ），粘附在寄主叶片的下表皮光滑无突起。

９．４．３　幼虫

成熟幼虫体扁平，乳白色至淡黄色；头部隆起，两侧圆；前胸和各腹节两侧有１对刺状侧突，腹部９

节，第８节和第９节合并，在末端形成１对内弯的钳状尾突，两尾突外侧在基部近乎平行，尾突逐渐尖细

（形态参见附录Ｃ中的图Ｃ．１ｃ、图Ｃ．１ｄ、图Ｃ．１ｆ）。

９．４．４　蛹

形态与幼虫相似，但体色较深，个体较粗，有翅芽和足，腹末仍保留１对卡钳状突起，但基部的气门

开口消失（形态参见附录Ｃ中的图Ｃ．１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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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结果判定

以成虫形态特征为依据，对照９．１至９．４特征逐级鉴定，符合９．４．１描述的形态特征可以确定为椰

心叶甲犅狉狅狀狋犻狊狆犪犾狅狀犵犻狊狊犻犿犪。卵、幼虫、蛹的形态特征为参考。

１１　标本保存

采集到的标本应妥善保存。害虫标本可保存在内盛７５％乙醇的标本瓶中或制作成针插标本．为害

状标本经除虫处理后保存，保存时间不少于６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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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椰心叶甲其他信息

犃．１　分布

国内分布主要在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江门市，东莞市，中山市，湛江市，茂名市，

汕头市，揭阳市，汕尾市，阳江市，清远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南省海口市，三亚市，文昌市、琼海

市、万宁市、五指山市、儋州市、东方市、定安县、屯昌县、澄迈县、临高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

国外分布主要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马尔代夫、澳大利亚、瑙鲁、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瓦

努阿图、所罗门群岛、新喀里多尼亚、新赫布里底群岛、西萨摩亚、密克罗尼西亚、法属波利尼西亚、俾斯

麦群岛、关岛（美）

犃．２　寄主及危害

椰心叶甲主要危害棕榈科植物，包括椰树犆狅犮狅狊狀狌犮犻犳犲狉犪、大王椰子犚狅狔狊狋狅狀犲犪狉犲犵犻犪、克利椰子犛狔

犪犵狉狌狊狊犮犺犻狕狅狆犺狔犾犾犪、蒲葵犔犻狏犻狊狋狅狀犪犮犺犻狀犲狀狊犻狊、华盛顿椰子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犻犪犳犻犾犻犳犲狉犪、光叶加州蒲葵犠犪狊犺

犻狀犵狋狅狀犻犪狉狅犫狌狊狋犪、孔雀椰子犆犪狉狔狅狋犪狌狉犲狀狊、鱼尾葵属犆犪狉狔狅狋犪狊狆．、红棕榈犔犪狋犪狀犻犪犾狅狀狋犪狉狅犻犱犲犪、椰枣

犘犺狅犲狀犻狓犱犪犮犾狔犾犻犳犲狉犪、西谷椰子犕犲狋狉狅狓狔犾狅狀狊犪犵狌狊、桄榔犃狉犲狀犵犪狆犻狀狀犪犾犪、油棕犈犾犪犲犻狊犵狌犻狀犲犲狀狊犻狊、糖棕

犅狅狉犪狊狊狌狊犳犾犪犫犲犾犾犻犳狅狉犿犻狊、贝叶棕属的犆狅狉狔狆犺犪犵犲犫犪狀犵犪、海枣犘犺狅犲狀犻狓犱犪犮狋狔犾犻犳犲狉犪、刺葵犘犺狅犲狀犻狓狊狆．、

假槟榔犃狉犮犺狅狀狋狅狆犺狅犲狀犻狓犪犾犲狓犪狀犱狉犪犲、山葵犃狉犲犮犪狊狋狉狌犿狉狅犿犪狀狕狅犳犳犻犪狀狌犿、散尾葵犆犺狉狔狊犪犾犻犱狅犮犪狉狆狌狊犾狌

狋犲狊犮犲狀狊、酒瓶椰子 犎狔狅狆犺狅狉犫犲犾犪犵犲狀犻犮犪狌犾犻狊、槟榔犃狉犲犮犪犮犪狋犲犮犺狌、巴拉卡棕属犅犪犾犪犽犪狊狆．、肖斑棕属

犅犲狀狋犻狀犮犽犻狅狆狊犻狊狊狆．、省藤属犆犪犾犪犿狌狊狊狆．等。

犃．３　生物学特性

椰心叶甲食性单一，主要以幼虫和成虫为害棕榈科植物心叶。雌虫钻入心叶产卵，羽化约３个星期

后开始产卵，每雌虫可产卵１００粒以上。卵期约５天；幼虫３龄～６龄，发育历期约３０天～４０天；蛹期

５天～６天；成虫寿命３月～６月；平均世代周期约１２０天，每年３代～６代，世代重叠现象明显。成虫

平均寿命１５６天，最长达２３５天，雌雄性比为１∶１；成虫羽化后即可交配，雌雄虫一生可交配多次。成

虫喜聚集在未展开的心叶基部活动。成虫具有一定的飞翔能力及假死现象，可近距离飞行扩散。远距

离传播借助于寄主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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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椰心叶甲及其近似种的检索表

１触角中段锯齿状 犅狉狅狀狋犻狊狆犪狊犲狉狉犻犮狅狉狀犻狊………………………………………………………………

触角非锯齿状 ２…………………………………………………………………………………………

２前胸背板４个角向外突出，每个角具一凹陷并形成２个齿 犗犮狋狅犱狅狀狋犪狀犻狆犪犲……………………

前胸背板４个角并非都形成２个齿 ３…………………………………………………………………

３前胸背板前侧角突出不明显 ４…………………………………………………………………………

前胸背板前侧角明显突出 ５……………………………………………………………………………

４前胸背板红色，刻点多小于刻点间距；鞘翅整体黑亮 犅．犲狏犲狉狊犻………………………………………

前胸背板橙色，刻点多大于刻点间距；鞘翅基部具橙色条纹 犅．狊犻犿狅狀狋犺狅犿犪狊犻……………………

５雄性个体头部角间突到达触角第３节末端 犅．犮犪犾犪犿犻………………………………………………

雄性个体头部角间突不超过触角第２节 ６……………………………………………………………

６头顶板块长大于宽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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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椰心叶甲及其近似种的形态特征图

ａ———椰心叶甲成虫

ｂ———椰心叶甲卵

ｃ———椰心叶甲１龄幼虫

ｄ———椰心叶甲末龄幼虫尾突

ｅ———椰心叶甲老熟幼虫

ｆ———椰心叶甲蛹

图犆．１　椰心叶甲

　　注：图Ｃ．１ａ仿Ｇｒｅｓｓｉｔｔ１９６０，图Ｃ．１ｂ至图Ｃ．１ｆ仿 Ｍａｕｌｉｋ１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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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２　犗犮狋狅犱狅狀狋犪狀犻狆犪犲前胸背板和角间突
　　　　

犆．３　犅狉狅狀狋犻狊狆犪犾狅狀犵犻狊狊犻犿犪 前胸背板和角间突

引自：ｗｗｗ．ｐａｄｉｌ．ｇｏｖ．ａｕ

　　

犆．４　犅狉狅狀狋犻狊狆犪犾犻狀犲犪狉犻狊前胸背板和角间突

引自：ｗｗｗ．ｉｎｓｅｃｔｉｍａｇｅｓ．ｏｒｇ
　　　　　　

犆．５　犅狉狅狀狋犻狊狆犪犮犪犾犪犿犻前胸背板和角间突

仿Ｊ．ＬｉｎｓｌｅｙＧｒｅｓｓｉ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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