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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研究分析了在2017年5月-2019年12月期间广州市儿童公园植物病虫害发生情况，每

月详细记录了公园主要园林植物病虫害的种类、发生时间、危害部位和危害程度等。结果

表明，近3年公园内共发现虫害38种，其中刺吸式害虫22种、食叶害虫14种、蛀干害虫

2种；病害9种，其中真菌病害8种，病毒病1种。通过分析广州市儿童公园病虫害发生特

点，归纳绿色综合防控措施效果，以提升专类儿童公园体系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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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occurrence of insect pests and diseases of plants in Guangzhou Children’s Park from 

May 2017 to December 2019, which investigating every month, recording species，occurrence time, harm 

position, and degre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38 pests and 9 diseases were found in the park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including 14 leaf-eating pests, 25 sucking pests, 2 borer pests, 8 fungal infections, and 1 virus disease. 

By analyzing the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Guangzhou Children’s Park, the effect 

of green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is summarizing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and social 

bene� ts of the special children’s park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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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广州市的“12+1”即1个市级、12个区级共13个儿童公园全面开园，

总面积达173 hm2，广州市儿童专类公园体系为少年儿童提供具有良好绿化环境

和完善服务设施的公益性游乐、科普及实践活动场所，建设规模创造了全国之

最。在该专类儿童公园规划设计之初，基本没有将生态安全纳入公园建设基本

要素 [1]。广州市专类儿童公园除了合理规划的园林景观、完善的儿童游乐设施和

成熟的运营管理之外，生态环境安全也是十分重要的环节 [2]。安全的生态环境

是为少年儿童提供安全、自然和健康实践活动场所的基础保障。绿色环境是安

全生态建设的基本要素，维护公园绿色环境的基本举措就是开展植物病虫害综

合绿色防控，掌握公园植物病虫发生规律是综合绿色防控的前提和科学依据。

广州市儿童专类公园体系的运营管理中，仍采用以化学为主的植物病虫害

防治，综合绿色防控处于空白区。广州市儿童公园是该专类儿童公园中唯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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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病虫害危害程度标准表

病虫害类型 轻度+ 中度++ 重度+++

虫害
食叶和枝梢害虫 叶片受害率或枝梢被害率≤30% 30%<叶片受害率或枝梢被害率≤75% 叶片受害率或枝梢被害率>75%

蛀干害虫 有虫株率≤30% 30%<有虫株率≤75% 有虫株率>75%

病害 病害发生率在≤5% 5%<发生率≤30% 发生率>30%

所市级儿童公园 [3]，其生态环境、公众服务和运营管理等工作

对该专类公园体系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本文以广州

市儿童公园植物病虫害为研究对象，在2017-2019年期间开展

主要园林植物病虫害调查和危害情况评估，获取预警防控数

据，为今后广州市专类儿童公园体系开展绿色防控技术提供科

学依据，填补该区域的空白，提升专类儿童公园体系的生态

效益和社会效益。

1 材料与方法

1.1 概况

广州市儿童公园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绿化面积约为11 hm2，

约占全园总面积的50%，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温暖多雨，

光照充足，温差较小，夏长冬短 [3]。公园以2 hm2开放性草坪为

主中轴线景观，围绕中轴线景区在东区和西区分别建设“花林

草浪”、凤凰木林、宫粉紫荆林、黄花风铃木林等不同的四季

花景，全园乔木和灌木总数约3万株。

1.2 调查方法

2017年5月-2019年12月期间，在广州市儿童公园设立6个

监测点，每月开展植物病虫害调查，根据植物病虫害发生期

设置调查频率，4-10月植物病虫害发生高峰期，每隔15 d调查

1次，每月调查2次，其余月份每月调查1次 [4]。调查方式以地

面线路踏查为主，结合定点监测结果，记录园区内植物病虫害

的发生时间、危害寄主、危害部位、危害程度，并拍摄图片，

采集样本分类，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或请专家鉴定病虫害种类。

参照《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及成灾标准》[5]和《森林病虫害预测预

报管理办法》[6]，病虫为害程度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 [7-9]，分

别以+、++、+++符号表示（表1）。

2 结果与分析

2.1 主要病虫害种类

调查结果显示：公园内虫害发生共38种，按取食方式分

类 [4]：刺吸式害虫22种、食叶害虫14种和蛀干害虫2种（表2）；

病害发生共9种，按病原物分类：真菌病害8种和病毒病1种

（表3）。

2.2 病虫害危害特点

2.2.1 病虫害危害种类

经过近3a的系统调查，广州市儿童公园植物虫害种类38

种，病害种类9种，虫害和病害种类比例见图1：刺吸性害虫

占总数的46.8%，危害最普遍；食叶性害虫，占总数的29.8%；

蛀干性害虫占总数的4.3%；真菌病害占总数的17%；病毒病危

害占总数的2.1%。

2.2.2病虫害危害程度

结果表明（图2），广州市儿童公园害虫危害以轻度和中

度为主，所占比例分别为39.2%和37.3%，重度危害所占比例

为3.9%，其中重度危害的有鸭脚树星室木虱（Pseudophacopteron 

alstonium）和烟粉虱（Bemisia tabaci）。病害以轻度危害为主，所

占比例为62.5%，中度和重度危害所占比例小，分别是25%和

12.5%，其中重度危害的有锈病（Uromyces sp.），可危害多种植物

1

1. 广州市儿童公园病虫害危害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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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广州市儿童公园主要虫害及危害程度

害虫类型 害虫名称 受害植物 危害部位 危害程度

食

叶

害

虫

斜纹夜蛾

兰引三号

大叶油草

台湾草

叶 ++

绿翅绢野螟 糖胶树 叶 ++
红脚绿丽金龟 兰引三号

宫粉羊蹄甲

使君子

叶/根 ++
铜绿异丽金龟 叶/根 +
黑绒鳃金龟 叶/根 +
樟巢螟 香樟 叶 +

曲纹紫灰蝶 苏铁 叶 +
棉卷叶野螟 朱槿 叶 +
椰心叶甲 银海枣 心/叶 +
榕透翅毒蛾 榕属植物 叶 +
棉古毒蛾 紫薇 叶 +
迁粉蝶 腊肠树 叶 +
油桐尺蛾 火焰木 叶 +
卷叶蛾 宫粉羊蹄甲 叶 +

刺

吸

害

虫

烟粉虱 朱槿 叶 +++
鸭脚树星室木虱 糖胶树 叶 +++
灰同缘小叶蝉 秋枫 叶 ++
紫薇长斑蚜 紫薇 叶 ++
棉叶蝉 朱槿 叶 ++
黑刺粉虱 鸡冠刺桐 叶 ++
榕管蓟马 雅榕 叶 ++
小绿叶蝉 海桐 叶 ++

叶螨
腊肠树 叶 ++
鸡蛋花 叶 ++

埃及吹绵蚧
含笑 叶 ++
白兰 叶 ++

杜鹃冠网蝽 锦绣杜鹃 叶 ++
堆蜡粉蚧 琴叶珊瑚 叶/枝梢 ++
广翅蜡蝉 黄槐 叶 ++
乔木虱 木棉 叶 ++

考氏白盾蚧 九里香 叶 ++
台湾蚜 白兰 叶 ++

桃一点斑叶婵 碧桃 叶 +
棉叶蝉 木棉 叶 +
棉蚜 朱槿 叶 +

蒲桃个木虱 蒲桃 叶 +
粉蚧 南洋楹 叶 +

矢尖盾蚧
木芙蓉 叶 +
茶梅 叶 +

蛀干

害虫

黑翅土白蚁 香樟  枝干 +
家白蚁 木棉  枝干 +

表3  广州市儿童公园主要病害及危害程度

病害类型  病害名称       受害植物                                      危害部位               危害程度                              

真菌类病害

锈病                 

狗牙花                 叶 +++

九里香 叶 +

炮仗花 叶 +

兰引三号 叶 +

白萼赪桐                叶 +

白粉病           

紫薇 叶 +++

九里香 叶 ++

含笑 叶 ++

黄槐 叶 ++

黄花风铃木                 叶 +

褐斑病  
锦绣杜鹃                 叶 +++

水鬼蕉  叶 ++

炭疽病 
碧桃 叶 ++

木棉 叶 ++

煤污病 

茶梅 叶 +

大花紫薇            叶 +

琴叶珊瑚                     叶 +

朱槿 叶 +

叶斑病             

南洋楹 叶 +

白萼赪桐                叶 +

龙船花 叶 +

立枯病              火焰木  叶 +

灰斑病 
羊蹄甲 叶 +

红花羊蹄甲           叶 +

病毒病 曲叶病毒病          朱槿 叶 +

如白萼赪（Clerodendrum thomsonae）、狗牙花（Tabernaemontana divaricata）

和九里香（Murraya exotica）[10]等，其次是白粉病（Oidium sp.）和褐

斑病（Pestalotiopsis sp.）。相对于其他公园，广州市儿童公园的病

虫害危害程度较轻，虫害以刺吸性害虫为主，病害以观花植物

的锈病为主，分析主要原因是广州市冬季时间短、温度偏高，

多种刺吸式害虫周年危害 [4]。

2.2.3 害虫危害特点

调查结果表明，虫害以刺吸性害虫种类最多，危害最普

遍，主要危害植物的新梢和嫩叶，发生类型包括木虱、粉虱、

蚜虫、叶蝉、蓟马等。此类害虫个体小、繁殖快、危害时间

长，寄主范围广，危害初期不易发现，以若虫和成虫刺吸植物

汁液，使叶片褪色变皱缩小，部分形成虫瘿，其分泌的蜜露

诱发煤污病，导致植物长势不良。

2.2.4 病害危害特点

（1）乔木的下层灌木病害发生严重。调查发现，病害种类

中，锈病和白粉病危害最严重。由于春季气温回暖和梅雨天气

的影响，高大乔木的下层植物形成高温高湿环境，有利于病菌

分生孢子的传播和侵染。广州市儿童公园的鸡蛋花、腊肠树、

大花紫薇等乔木下层的狗牙花锈病、紫薇白粉病、锦绣杜鹃褐

斑病危害最严重，碧桃和木棉的炭疽病为中度危害。

（2）单一病原危害多种植物。在公园多处小园圃景观中，

以多个灌木和小乔木品种打造园林小景，为可以寄生多种寄主

的病害提供了繁殖环境。在园区白萼赪桐种植在紫薇地被层，

周边有九里香球和含笑球为点缀，一旦其中紫薇发生白粉病，

其他品种的植物也被危害。在公园香花植物区，九里香、含

笑、狗牙花、鸡蛋花点种在同一区域内，当狗牙花发生锈病，

其他品种同时发生锈病。

3  结论与讨论

3.1 公园规划设计分析

儿童公园在园林规划等方面有异于其他公园，不仅要满足

少年儿童色彩强烈、健康生态环境、造型多样的建筑群体等

欣赏性和生态型需求，更要充分满足儿童心理上需要日光充

足，空气清新、自由奔放的需求。但是在专类儿童公园运营管

理中，往往忽略了植物病虫害的发生和防治 [1]。如广州儿童公

园全园有约4 hm2开放性草坪，其中在园区中央铺设了2 hm2中

央大草坪，大面积的草坪引起斜纹叶蛾、蛴螬、锈病等多种

植物病虫害；在公园南门种植约400 m2的矮脚大红花，每年春

季开始受烟粉虱危害，容易造成叶片发黄、花蕾凋零等爆发

性危害；公园西区的行道树大量种植糖胶树，容易造成鸭脚

树星室木虱的成片危害；面对病虫害发生时，过度使用杀虫剂，

杀死生物天敌并引起害虫的抗药性 [11]。

3.2 绿色综合防控措施

在2017-2019年近3年期间，广州市儿童公园在充分掌握

了公园病虫害的种类和发生规律的基础上，针对广州市儿童公

园植物病虫害发生特点，以维护公园的生态安全为目的，陆续

开展绿色综合防控措施，将植物病虫害监测、推广生物天敌防

治、绿化修剪养护等防控技术集成一体化，提高了全园绿化遮

荫率，游客量逐年增加至500多万人次，进一步提升儿童公园

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具体措施包括：

（1）物理防治。针对较大面积的单一品种植物发生程度

比较严重的病虫害，如2 hm2中央大草坪的斜纹夜蛾、金龟子

等虫害，400 m2矮脚大红花的烟粉虱和行道树、糖胶树、鸭

脚树的星室木虱，开展物理防治。利用灯光和颜色诱杀害虫，

具有成本低、效率高、无污染等优点。在中央大草坪、车模

乐园等开阔的草地安装诱虫灯，监测和防治金龟子，也能有

效控制蛴螬的发生 [12]，近3年儿童公园内诱虫灯共诱集害虫2

万多头。在公园的大红花种植区和糖胶树种植区挂放黄色粘

虫板，提高烟粉虱和鸭脚树星室虱的防治效果，而且极大降

低了药物使用量。

（2）生物防治。针对全园主要观花灌木——小叶紫薇发

生中度严重的紫薇长斑蚜、煤污病和白粉病开展生物防治。

广州市儿童公园利用龟纹瓢虫对紫薇长斑蚜的捕食性，通过

释放龟纹瓢虫卵卡控制紫薇长斑蚜的发生数量，紫薇植株未

出现害虫爆发及害虫诱发的煤污病，同时也控制了白粉病的

发生。

（3）降低化学药剂用量。随着绿色防控研究项目的开展，

广州市儿童公园在引入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后，局部地区实现

少用甚至不用化学药剂。同时，掌握病虫害发生特性，在病虫

害发生前开展植物病虫害预防工作，如鸡蛋花锈病发生期为

9-10月，公园在8月份时使用2.5%粉锈宁400～500倍喷洒进

行预防，每周一次，连续三次以减少鸡蛋花锈病的发生程度。

近3a的防治结果表明，生物和物理防治措施很大程度上减少化

2

2. 广州市儿童公园病虫害危害程度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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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广州市儿童公园主要虫害及危害程度

害虫类型 害虫名称 受害植物 危害部位 危害程度

食

叶

害

虫

斜纹夜蛾

兰引三号

大叶油草

台湾草

叶 ++

绿翅绢野螟 糖胶树 叶 ++
红脚绿丽金龟 兰引三号

宫粉羊蹄甲

使君子

叶/根 ++
铜绿异丽金龟 叶/根 +
黑绒鳃金龟 叶/根 +
樟巢螟 香樟 叶 +

曲纹紫灰蝶 苏铁 叶 +
棉卷叶野螟 朱槿 叶 +
椰心叶甲 银海枣 心/叶 +
榕透翅毒蛾 榕属植物 叶 +
棉古毒蛾 紫薇 叶 +
迁粉蝶 腊肠树 叶 +
油桐尺蛾 火焰木 叶 +
卷叶蛾 宫粉羊蹄甲 叶 +

刺

吸

害

虫

烟粉虱 朱槿 叶 +++
鸭脚树星室木虱 糖胶树 叶 +++
灰同缘小叶蝉 秋枫 叶 ++
紫薇长斑蚜 紫薇 叶 ++
棉叶蝉 朱槿 叶 ++
黑刺粉虱 鸡冠刺桐 叶 ++
榕管蓟马 雅榕 叶 ++
小绿叶蝉 海桐 叶 ++

叶螨
腊肠树 叶 ++
鸡蛋花 叶 ++

埃及吹绵蚧
含笑 叶 ++
白兰 叶 ++

杜鹃冠网蝽 锦绣杜鹃 叶 ++
堆蜡粉蚧 琴叶珊瑚 叶/枝梢 ++
广翅蜡蝉 黄槐 叶 ++
乔木虱 木棉 叶 ++

考氏白盾蚧 九里香 叶 ++
台湾蚜 白兰 叶 ++

桃一点斑叶婵 碧桃 叶 +
棉叶蝉 木棉 叶 +
棉蚜 朱槿 叶 +

蒲桃个木虱 蒲桃 叶 +
粉蚧 南洋楹 叶 +

矢尖盾蚧
木芙蓉 叶 +
茶梅 叶 +

蛀干

害虫

黑翅土白蚁 香樟  枝干 +
家白蚁 木棉  枝干 +

表3  广州市儿童公园主要病害及危害程度

病害类型  病害名称       受害植物                                      危害部位               危害程度                              

真菌类病害

锈病                 

狗牙花                 叶 +++

九里香 叶 +

炮仗花 叶 +

兰引三号 叶 +

白萼赪桐                叶 +

白粉病           

紫薇 叶 +++

九里香 叶 ++

含笑 叶 ++

黄槐 叶 ++

黄花风铃木                 叶 +

褐斑病  
锦绣杜鹃                 叶 +++

水鬼蕉  叶 ++

炭疽病 
碧桃 叶 ++

木棉 叶 ++

煤污病 

茶梅 叶 +

大花紫薇            叶 +

琴叶珊瑚                     叶 +

朱槿 叶 +

叶斑病             

南洋楹 叶 +

白萼赪桐                叶 +

龙船花 叶 +

立枯病              火焰木  叶 +

灰斑病 
羊蹄甲 叶 +

红花羊蹄甲           叶 +

病毒病 曲叶病毒病          朱槿 叶 +

如白萼赪（Clerodendrum thomsonae）、狗牙花（Tabernaemontana divaricata）

和九里香（Murraya exotica）[10]等，其次是白粉病（Oidium sp.）和褐

斑病（Pestalotiopsis sp.）。相对于其他公园，广州市儿童公园的病

虫害危害程度较轻，虫害以刺吸性害虫为主，病害以观花植物

的锈病为主，分析主要原因是广州市冬季时间短、温度偏高，

多种刺吸式害虫周年危害 [4]。

2.2.3 害虫危害特点

调查结果表明，虫害以刺吸性害虫种类最多，危害最普

遍，主要危害植物的新梢和嫩叶，发生类型包括木虱、粉虱、

蚜虫、叶蝉、蓟马等。此类害虫个体小、繁殖快、危害时间

长，寄主范围广，危害初期不易发现，以若虫和成虫刺吸植物

汁液，使叶片褪色变皱缩小，部分形成虫瘿，其分泌的蜜露

诱发煤污病，导致植物长势不良。

2.2.4 病害危害特点

（1）乔木的下层灌木病害发生严重。调查发现，病害种类

中，锈病和白粉病危害最严重。由于春季气温回暖和梅雨天气

的影响，高大乔木的下层植物形成高温高湿环境，有利于病菌

分生孢子的传播和侵染。广州市儿童公园的鸡蛋花、腊肠树、

大花紫薇等乔木下层的狗牙花锈病、紫薇白粉病、锦绣杜鹃褐

斑病危害最严重，碧桃和木棉的炭疽病为中度危害。

（2）单一病原危害多种植物。在公园多处小园圃景观中，

以多个灌木和小乔木品种打造园林小景，为可以寄生多种寄主

的病害提供了繁殖环境。在园区白萼赪桐种植在紫薇地被层，

周边有九里香球和含笑球为点缀，一旦其中紫薇发生白粉病，

其他品种的植物也被危害。在公园香花植物区，九里香、含

笑、狗牙花、鸡蛋花点种在同一区域内，当狗牙花发生锈病，

其他品种同时发生锈病。

3  结论与讨论

3.1 公园规划设计分析

儿童公园在园林规划等方面有异于其他公园，不仅要满足

少年儿童色彩强烈、健康生态环境、造型多样的建筑群体等

欣赏性和生态型需求，更要充分满足儿童心理上需要日光充

足，空气清新、自由奔放的需求。但是在专类儿童公园运营管

理中，往往忽略了植物病虫害的发生和防治 [1]。如广州儿童公

园全园有约4 hm2开放性草坪，其中在园区中央铺设了2 hm2中

央大草坪，大面积的草坪引起斜纹叶蛾、蛴螬、锈病等多种

植物病虫害；在公园南门种植约400 m2的矮脚大红花，每年春

季开始受烟粉虱危害，容易造成叶片发黄、花蕾凋零等爆发

性危害；公园西区的行道树大量种植糖胶树，容易造成鸭脚

树星室木虱的成片危害；面对病虫害发生时，过度使用杀虫剂，

杀死生物天敌并引起害虫的抗药性 [11]。

3.2 绿色综合防控措施

在2017-2019年近3年期间，广州市儿童公园在充分掌握

了公园病虫害的种类和发生规律的基础上，针对广州市儿童公

园植物病虫害发生特点，以维护公园的生态安全为目的，陆续

开展绿色综合防控措施，将植物病虫害监测、推广生物天敌防

治、绿化修剪养护等防控技术集成一体化，提高了全园绿化遮

荫率，游客量逐年增加至500多万人次，进一步提升儿童公园

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具体措施包括：

（1）物理防治。针对较大面积的单一品种植物发生程度

比较严重的病虫害，如2 hm2中央大草坪的斜纹夜蛾、金龟子

等虫害，400 m2矮脚大红花的烟粉虱和行道树、糖胶树、鸭

脚树的星室木虱，开展物理防治。利用灯光和颜色诱杀害虫，

具有成本低、效率高、无污染等优点。在中央大草坪、车模

乐园等开阔的草地安装诱虫灯，监测和防治金龟子，也能有

效控制蛴螬的发生 [12]，近3年儿童公园内诱虫灯共诱集害虫2

万多头。在公园的大红花种植区和糖胶树种植区挂放黄色粘

虫板，提高烟粉虱和鸭脚树星室虱的防治效果，而且极大降

低了药物使用量。

（2）生物防治。针对全园主要观花灌木——小叶紫薇发

生中度严重的紫薇长斑蚜、煤污病和白粉病开展生物防治。

广州市儿童公园利用龟纹瓢虫对紫薇长斑蚜的捕食性，通过

释放龟纹瓢虫卵卡控制紫薇长斑蚜的发生数量，紫薇植株未

出现害虫爆发及害虫诱发的煤污病，同时也控制了白粉病的

发生。

（3）降低化学药剂用量。随着绿色防控研究项目的开展，

广州市儿童公园在引入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后，局部地区实现

少用甚至不用化学药剂。同时，掌握病虫害发生特性，在病虫

害发生前开展植物病虫害预防工作，如鸡蛋花锈病发生期为

9-10月，公园在8月份时使用2.5%粉锈宁400～500倍喷洒进

行预防，每周一次，连续三次以减少鸡蛋花锈病的发生程度。

近3a的防治结果表明，生物和物理防治措施很大程度上减少化

2

2. 广州市儿童公园病虫害危害程度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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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药剂的使用量，2019年用药量较2017-2018年年平均用药量减

少三分之一，药物品种更丰富、更有针对性，减少了传统的广

谱性杀虫剂和杀菌剂的使用，也增加了预防型药剂的使用。

（4）改造公园景观。广州市儿童公园针对部分园林小景进

行逐步改造，如在公园香花植物区，九里香、含笑、狗牙花、

鸡蛋花中种植病虫害少的金露花或者假连翘绿篱隔离带，阻

隔病害传播。如将鸡蛋花下的狗牙花更换成大叶蚌花，既增

加乔木下层的通风度，也减少鸡蛋花锈病病害的传播。

（5）绿化养护。在春季，主要采取及时梳枝、清理枯枝

残叶，增加通风性，减少病虫孳生地等措施。同时，在叶面和

树干多淋水，尤其是植物的新梢和嫩叶，及时冲洗掉树叶叶面

的覆盖物、粉尘等，减少木虱、粉虱、蚜虫、叶蝉、蓟马等病

虫害发生。

3.3 绿色综合防控效果分析

目前，在植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中已经商品化的有诱集

剂、生物天敌、诱集板、诱集灯等。广州市儿童公园绿色综合

防控试验结果表明，一系列的绿色防控措施是行之有效并值

得推广的，具有较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

考虑到成本和实际情况，要综合分析其优缺点，选择合适的

模式。在儿童公园使用生物天敌防治成品的优点是保持园林

景观和促进生态多样性和安全性，缺点是成本较高和不稳定；

使用诱集板的优点是成本低，较为稳定，缺点是造型在植物

景观中比较明显影响景观，也容易吸引儿童遭到破坏，同时，

靶心害虫防治成效低，还会粘到鸟类、壁虎或儿童玩具，影

响游客游玩和生态多样性；诱集灯的使用优点是有效杀灭和

监测公园病虫害的发生趋势，缺点是设置环境要求较高，尤

其在夜间，受公园周边光源较强或者公园路灯光源影响导致

诱集不到害虫。

儿童公园在选择产品时，要先从长远目标、近期目标和生

态文明建设角度考虑，确定公园开展生物防治的初衷和目标。

广州市儿童公园总结各种生物防治措施使用情况，目前采纳生

物天敌龟纹瓢虫防治紫薇常见害虫长斑蚜为主要的生物防治措

施，并制定一套适合纳入日常绿化养护单位的生物防控操作

技术要点，如采用黄板诱集防治朱瑾的烟粉虱为主要的物理

防治措施。同时，为了增加捕食性天敌龟纹瓢虫的定殖数量，

未来可以在示范地点增加瓢虫补充营养的蜜源植物，主要选择

园区里花期长的植物，如四季桂等。

4 结语

近年来，随着亲子自然教育的重视，国内兴起了儿童公园

建设的新浪潮。针对儿童公园的研究普遍集中在景观设计规

划、科普自然教育、游乐空间设计与心理需求、活动体验设计

等方面，涉及儿童公园植物病虫害防治及生态建设等方面讨

论不多，甚至为空白区。植物病虫害发生是多种因素结合引起

的，如植物本体、立地环境、气候环境以及人为等多种因素。

做好预测预警工作是病虫害防治工作的基础，也与我国植物

保护工作中长期以来贯彻的“预防为主，科学治理”方针相一

致 [13]。因此，专类儿童公园植物病虫害的预警防控工作是推行

科学化、规范化绿色综合防控措施的数据支撑。推广符合儿

童公园特色的绿色综合防控技术，建设安全生态环境，使儿

童的游玩环境变得更绿色更健康，并有助于开发少年儿童的智

力，推动儿童公园生态安全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华蜜蜂对四种园艺花卉的访花行为研究     郭江莉  冷寒冰  奉树成APPLICATION RESEARCH 应用研究

摘要

中华蜜蜂（Apis cerana Fabricius，1973）是园林植物的主要访花昆虫，尤其是园艺花卉为访花

昆虫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文章选取了4种常用灌草类园艺花卉种类：杜鹃（Rhododendron 

simsii）、天竺葵（Pelargonium hortorum）、角堇（Viola cornuta）、矮牵牛（Petunia hybrida），分别配

以3种花卉色彩（白色、红色、紫色），施以不同游客访问频率（0次 /min、1次 /min、5次 /

min和10次 /min），研究花卉种类和色彩以及人为干扰对中华蜜蜂访花行为的影响，探讨中

华蜜蜂访花行为的影响因素，从而筛选出有效的蜜源园艺花卉。结果显示中华蜜蜂的访

花时间、访花间隔时间、单位时间的访花蜂量和访花频率等访花行为受花卉种类影响显著

（p<0.05），而受花卉颜色影响不显著（p>0.05）。此外，正常游客量并不会对中华蜜蜂访花

行为产生显著影响（p>0.05）。4类花卉种类中，杜鹃花和矮牵牛花冠大且筒深，粉蜜量丰

富，是中华蜜蜂的首选优质蜜源植物，可为后期生物保护和园艺植物配置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中华蜜蜂；传粉昆虫；访花行为；园艺花卉；生物保护

Abstract

Chinese honeybee (Apis cerana Fabricius, 1793) is the main � ower-visiting insect of garden plants. Especially 

horticultural flowers provide an essential food source for flower-visiting insects. This paper selected four 

horticultural � ower species such as Rhododendron simsii, Pelargonium hortorum, Viola cornuta, Petunia hybrida, 

with three � ower colors (white, red, purple) and different visiting frequency of visitors (0 time/min, one time/min, 

� ve times/min, ten times/min), and observed the in� uences of � ower species and colors and human disturbance 

on Chinese honeybees’ visiting behaviors to explo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visiting behaviors of Chinese 

honeybees and screen effective honey horticultural � ow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ower-visiting behaviors of 

Chinese honeybees, including � ower-visiting time, � ower-visiting interval, the number, and frequency of visiting 

bees per unit time were in� uenced signi� cantly by � ower species (p<0.05), but not by � ower colors (p>0.05). 

There was no signi� cant in� uence of the average tourist volume on Chinese honeybees' � ower-visiting behavior 

(p>0.05). Among four � ower species, Rhododendron simsii and Petunia hybrida with the broad and deep corolla 

tube and abundant pollen and nectar are the prior and superior honey plants for Chinese honeybee, which could 

provide a reference to bi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orticultural plant con� guration. 

Key Words

Apis cerana; pollinating insects; foraging behavior; horticulture � ower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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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与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协同

进化，分别演化出传粉昆虫和虫媒花，两者互利互惠，植物依赖传粉昆虫传

授花粉，传粉昆虫从植物获取花粉和花蜜作为食物 [1]。据估计，全世界被子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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