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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虫瘿作为自然界一种奇特的生物现象 o主要是由致瘿昆虫通过产卵 !取食或分泌化学物质刺激

植物体而形成的 ∀该文对虫瘿的致瘿原因和成瘿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 o讨论了它与人类和植物的关系 o

并就其中富含脂肪 !蛋白质等化学物质展望了未来人类在医疗 !工业 !园林等行业对虫瘿的开发和利用 ∀
关键词  虫瘿  寄主植物  致瘿昆虫

收稿日期 }ussw2st2ty o修回日期 }ussw2su2uz

  在自然界一些植物的叶片和枝茎上 o常生

有许多类似果实的东西 o其颜色缤纷 o形态各

异 ∀事实上它们既不是花也不是果实 o人们通

常称之为/虫瘿0 ∀

1  何谓瘿 !虫瘿

瘿或植瘿kª¤̄ l̄在日语中称为/ ψ 0 o俄

语中叫作/ #¼¦0 o这些均来自拉丁语的/ ª¤̄ ¤̄0 ~

5不列颠百科全书6中将其定义为 }/由植物体上

寄生性生物所引起的一种不正常瘤状物或突

起0≈t ou 
~它实际上是由植物组织过度或不正常

生长而产生的瘤肿 ∀

引起植物长瘿的生物kª¤̄¯ ³µ²§∏¦̈µl很多 o

可以分为动物和微生物 u类 ∀常见的致瘿微生

物有细菌 !真菌和病毒等 o它们在植物上形成的

瘿 o一般属于植物的病害 o但根瘤菌在豆科植物

上形成的瘿 ) ) ) 根瘤 o对植物却是有益的 ~常见

的致瘿动物主要有昆虫 !蛇 !线虫等 ∀其中昆虫

是最主要的致瘿生物≈v  ∀据统计 o世界上已知

usss多种致瘿生物 o仅在北美就大约有 t wws

种属于昆虫和螨类≈w  ∀

大部分植物上的瘿是由昆虫引起的 o所以

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上将/瘿0称为/虫瘿0 ~但

严格的说 o只有由昆虫k有时也包括了螨类l引

起的瘿 o才叫虫瘿k¬±¶̈¦·ª¤̄ l̄ ∀虫瘿在狭义上

是指仅由昆虫取食或产卵刺激而造成植物组织

的增生 !畸形 ~广义上是指由各种生物的活动及

分泌物的刺激使植物组织形成的畸形≈t ow  ∀另

外 o有些昆虫k如介壳虫l本身的结构k如介壳虫

的介壳l就很像植物上的瘿 o所以称之为似瘿

kª¤̄ p̄̄¬®̈ l o要注意二者的区别 ∀

本文主要讨论由昆虫导致的虫瘿 ∀

2  虫瘿的形态与结构

虫瘿形态各异 o按形状可分为球状 !囊状 !

疱状 !袋状 !子弹状 !花状 !根状等多种类型 ∀不

同昆虫在植物体的不同部位所形成的虫瘿也各

有特点 o如叶部的虫瘿多为叶片上表皮或下表

皮呈卷曲状 !疱状突起 !乳状突起或生有毛状

物 ~枝干上的虫瘿或是枝干略呈肿胀 o或是形成

大的节瘤 ~花 !芽上的虫瘿是由花 !芽结构发生

变化而引起 o所以大小和形状变化都很大≈z  ∀

不同的虫瘿不仅形态不同 o结构也不同 ∀

有的虫瘿结构比较简单 o没有任何特殊构造 o仅

是叶片的卷曲 !疱状突起 o或是由茎间的延长 !

不生长造成的畸形 o或是花瓣颜色变绿等等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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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结构较为复杂 o由瘿蜂形成的虫瘿的外壁

可分为 v层 }最外层是表皮层 o中层为保护层 o

最里面是髓 o被这 v层所包围的内腔经常被昆

虫的幼虫所占据k见封 w图版 µ }图 t
≈ws 

l ∀该

种幼虫靠取食髓部中营养丰富的薄壁细胞来维

持生长发育 o这种髓细胞的分裂能力很强 o在很

短时间内的分裂生长就可以补偿上被食用的细

胞 ∀与其他普通细胞相比而言 o虫瘿细胞个体

较大 o胞内染色质减少 o其中的多核巨型细胞的

染色体常多倍化≈{  ∀

经研究发现 o虫瘿的形态结构取决于致瘿

昆虫kª¤̄ p̄°¤®̈µl和寄主植物≈|  ∀多数致瘿昆虫

都有其特定的寄主植物k种或属l o而且所形成

的虫瘿各有特定的部位与形状≈ts  ∀我们只需

通过寄主植物及虫瘿的形态 !颜色 !结构就可以

判定出致瘿昆虫的种类 o如梨款冬圆尾蚜

Ανυραπηισφαρφαραε在梨树叶上形成的虫瘿为畸

形或扇状 o且叶脉变红 ~杏圆尾蚜 Βραχηψχαυδυσ

ηελιχηρψσι则在杏树叶片上形成呈红色 !肥厚状

的虫瘿≈tt otu  ∀

3  生瘿植物与生瘿部位

虫瘿可发生在各种植物k如种子植物 !蕨

类 !苔藓 !地衣及藻类等l上 o但主要发生在被子

植物 o特别是双子叶植物k如各种草本植物 !藤

本植物 !灌木和乔木l上≈x  ∀据研究 o致瘿昆虫

对寄主植物具有选择性 ∀在瘿蜂kª¤̄¯ º¤¶³l所

形成的虫瘿中 o寄生壳斗科栎属k Θυερχυσl植物

的占 {y h o寄生蔷薇科蔷薇属k Ροσεl的占 z h o

寄生菊科k Χοµποσιταεl的占 z h
≈y 

k见封 w图版

µ }图 v
≈wu 

l ∀

至于在植物体上的生瘿部位 o可以是外表

皮 o也可以是组织内部 o即几乎植物体的每个部

位如叶片 !芽 !嫩枝和主干 !花 !果实 !种子 !以及

根等都可发生虫瘿 o只不过有些很不明显 o难以

辨识k见封 w图版 µ }图 u
≈wt 

l ∀不同种类的坚

硬程度各不相同 o从极软到极硬 o甚至有木质状

的 ~且大多数表面呈平滑状或疙瘩状 o具有明亮

的色彩 ∀

4  虫瘿的形成

411  致瘿昆虫

昆虫是形成瘿的最主要的生物类群 o致瘿

种类主要隶属于昆虫纲中的同翅目 !缨翅目 !鞘

翅目 !鳞翅目 !双翅目和膜翅目等 y个目约 us

个科中 o绝大多数集中在瘿蜂科 ≤¼±¬³¬§¤̈ !瘿蚊

科 ≤ ¦̈¬§²°¼¬¬§¤̈ 和瘿绵蚜科 °̈ °³«¬ª¬±¤̈ 中 ∀

现已发现 o在美洲植物上的 t yss种多种虫瘿

中 o约 {ss种是受膜翅目 �¼°̈ ±²³·̈µ¤的瘿蜂刺

激产生的 o并且绝大多数发生在壳斗科植物上 ~

约 zss 种是由双翅目 ⁄¬³·̈µ¤ 的瘿蚊 kª¤̄¯

°¬§ª̈¶l导致的≈tv  ∀其它常见的致瘿昆虫还有

球蚜 !象甲 !叶蜂 !广肩小蜂 !卷叶蛾等≈tv ∗ tx  ∀

412  虫瘿的形成

迄今为止 o虫瘿的形成原因仍不是很清楚 o

我们只知道致瘿昆虫在产卵 !取食时形成的机

械刺激或各种分泌物均会导致虫瘿的产生 ∀有

些致瘿昆虫的分泌物k如唾液l中所含的甲酸及

某些氨基酸 o可能会使植物体内局部的生长激

素异常增多 o从而使细胞数量增多 !生长加快 o

最终产生了癌肿≈ty otz  ∀所以虫瘿大多发生在芽

和新叶等生长活跃的分生组织上 o停止生长的

枝叶是难以形成的 ∀在雌性瘿蜂把卵产入寄主

植物组织中后 o植物体并无变化 ~只有当幼虫孵

化以后 o虫瘿才开始发育 o这本质上是寄主植物

对瘿蜂幼虫分泌物的一种反应≈t{  ∀还有些虫

瘿是靠机械刺激产生的 o像瘿绵蚜的取食会刺

激植物组织 o引起组织卷曲并包裹虫体 ∀

致瘿昆虫在虫瘿的形成过程中仅仅是起启

动作用≈z ot|  ∀虫瘿的发育一旦开始 o即使致瘿

昆虫离开或被其它天敌寄生 !捕食后 o虫瘿仍会

继续长大 o因此虫瘿的真正形成者其实是植物

自身 ∀

下面以栗瘿蜂 ∆ρψοχοµυσ κεριπηιλυσ为例介

绍一下虫瘿的形成过程 }栗瘿蜂是板栗生产中

的重要害虫之一 o主要危害栗树的花芽 !叶芽 ∀

它以幼虫在芽原基中形成的虫室中越冬 o翌年

栗芽即将萌动时 o幼虫开始在虫室中取食植物

细胞 o这种取食活动和幼虫分泌物刺激栗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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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后形成小瘿瘤 o瘿瘤随着叶片的伸展逐渐长

大 o并木质化 ~x月下旬进入蛹期 ous §左右后

成虫羽化 o羽化后的成虫继续停留在虫瘿中 o完

成卵巢发育 o待破瘿而出后即可产卵 ~成虫在找

到合适的产卵部位后 o成虫将卵的气室插入栗

芽组织中 o芽组织受到机械刺激后形成水肿状

的柔嫩增生组织 o此组织逐渐膨大把卵包围形

成了保护幼虫越冬的虫室 ~当卵孵化成幼虫后

新一代的生活史就开始了 ∀在这一过程中 o栗

瘿蜂的发育和瘿的形成是同步的 ∀

5  虫瘿与致瘿昆虫 !寄主植物的关系

多数致瘿昆虫的幼虫是在虫瘿中发育长大

的 o虫瘿为它们提供了食物和生活场所 ∀这些

昆虫幼虫从虫瘿的内壁组织吸取营养 o同时又

可躲避外界杀虫剂的毒害 !天敌的捕食和恶劣

气候的不良影响 ∀当昆虫完成发育穿破瘿壁而

去之后 o留下的虫瘿又可以为后来的其它昆虫

提供庇护 ∀有时 o一个虫瘿中不仅生活着一种

致瘿昆虫 o同时还有 u到 v种不同的寄生者 ∀

所以从虫瘿中育出的昆虫数量很多 o种类也十

分复杂 ∀

在虫瘿形成过程中 o致瘿昆虫的幼虫以植

物细胞的汁液为食 o并造成周围部分细胞和组

织的异常生长 o这或多或少会阻碍寄主植物生

长或造成损伤 ∀但寄主植物通过虫瘿的形成 o

又可以限制致瘿昆虫危害的进一步扩大 o以此

来保护自己 ∀所以 o一般情况下生有虫瘿的叶

片或枝条可以继续生长 o并不变色或枯萎脱落 o

寄主植物也不会死亡 ∀

因此 o虫瘿是由致瘿昆虫和寄主植物在漫

长的生物进化历史中 o相互作用 !相互适应而达

到的一种平衡 ∀

6  虫瘿与人类的关系及其经济意义

611  虫瘿的危害与防治

大部分虫瘿对植物的危害不大 o自然界中的

天敌能对虫瘿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 ∀据报道 o致

瘿昆虫的寄生蜂有金小蜂科 !跳小蜂科 !长尾小

蜂 !光肩小蜂科 !广腹细蜂科等多个科属≈us  ∀常

见致瘿昆虫的捕食性天敌是蚁类 o它是虫瘿的入

侵者 o在瘿内营巢 o并取食各种瘿栖昆虫k包括致

瘿昆虫及其寄生昆虫等l ∀因此 o在生产中虫瘿

一般不需要防治 ∀

但某些虫瘿也能对果树生产产生严重危害 ∀

比如 }葡萄根瘤蚜 ςιτευσϖιτιφολιιkƒ¬·¦«l o是一种重

要的检疫害虫 o原产于美国 o在我国的山东 !辽宁

等地有分布 ∀它在葡萄上繁殖为害 o多在根部

k有时也可在叶片上l形成虫瘿 o这些虫瘿在须根

上为一串串的小根瘤 o在侧根上则长成大的肿

瘤 o瘿瘤不久就变色 !腐烂 o严重影响到葡萄对养

分和水分的吸收 ∀最终导致树势衰弱 o结果率降

低 o甚至由于根系被破坏而整株枯死≈|  ∀在这种

情况下 o就需要采取人工防治措施 ∀

由于在虫瘿形成后化学药剂很难渗入其内

部 o所以要想对致瘿昆虫进行有效的化学防治

就显得较为困难 ∀影响防治效果的关键是能否

对施药的时间把握准确 o即 }在早春植物展叶期

和害虫产卵期k虫瘿没有形成之前l进行喷药 ∀

亦可利用害虫越冬的习性 o于早春害虫活动前

在寄主植物体上涂上毒药环进行防治 ∀此外 o

人工摘除生有虫瘿的叶片或枝条 o也可以减轻

其危害 ∀

412  虫瘿的利用

虫瘿是因植物局部组织中生长激素异常而

形成的 o内部所含的脂肪 !蛋白质 !淀粉 !微量元

素和单宁酸等化学物质远远高于植物的正常部

位 o早在公元前人们就发现并开始利用了 o现在

它们仍是医疗 !化工 !印染 !皮革等行业的重要

原料 ∀

其中以五倍子的用途最为广泛 o它主要产

于亚洲东部和北美洲 o以中国的利用历史最为

悠久 o拥有种类最多 o质量也最好 ∀我国利用五

倍子的历史 o可以追溯到 usss年以前 }古书5山

海经6中就有/多构木0的记载 ~晋代5山海经注6

中记载有 }/今蜀中有构木 o其八月中吐穗 o穗诚

如有盐粉著状 o可以酢羹0≈ut ouu  ∀五倍子 o人又

称之为/文蛤0 !/百虫仓0 !/木附子0 o它是由不

同的瘿绵蚜科 °̈ ±³«¬ª¬§¤̈ 的一些角倍蚜或倍蛋

蚜在其寄主植物漆树科的盐肤木 k Ρηυσ

#xsy#ussw wtkyl 昆虫知识  ∞�×�� �����≤����� • �∞⁄�∞  



¦«¬±̈ ±¶¬¶�¬̄̄l !青麸杨k Ρηυσ ποχανινιι �¤¬¬°l或

红麸杨k Ρηυσπυνϕοβενσισ ϖαρ σινιχα � «̈§q̈·• ¬̄¶l

等寄主植物的小叶上吸吮汁液 o刺激组织细胞

增生形成的囊状虫瘿≈uv  ∀因其中富含可溶性

生物单宁等物质 o在医药 !纺织印染 !矿冶 !化

工 !机械 !国防 !轻工业 !塑料 !食品 !农业等多种

行业上的用途十分广泛 ∀在医学上 o从五倍子

中提炼出的单宁酸k丹宁酸 !鞣酸l及其再加工

产品倍酸k没食子酸l和焦倍酸k焦性没食子

酸l o具有敛肺降火 !涩肠止泻 !固精止遗 !敛汗

止血 !收湿敛疮等功效 o目前已用于制造 vs多

种合成药物 o常见的有疗效很高的抗菌药/复方

新诺明0k单宁酸小磺胺甲基异恶唑l !用于治疗

冠心病 !心绞痛的/克冠卓0等 ∀另外 o在我国传

统医学 ) ) ) 中医中 o五倍子为主组成的五倍子

汤内服治疗慢性胃炎 !消化性溃疡 !急慢性胃

炎 !十二指肠球炎 !糜烂性胃炎等病症 o效果明

显 ~在制革工业中 o用单宁酸鞣透所得的皮革质

量好 !色泽浅 o可染成鲜艳的颜色革 o并缩短鞣

制时间 ~在食品工业上 o倍酸 !单宁酸可制造用

于油脂 !肉类 !乳品长期保存的油脂抗氧化剂和

鲜果 !蔬菜的保鲜剂 !酒类沉清剂 !啤酒以及食

用单宁系列产品 ~在农林业上 o单宁酸和倍酸可

用来抑制植物细菌 !病毒病对农林作物的感染

和用做木材防腐剂≈uv ∗ v|  ∀

目前除了继续在工业 !医药等行业的开发

利用虫瘿外 o一些杂草专家也对虫瘿发生兴趣 o

他们试图利用产生虫瘿来降低杂草的光合作

用 o或减少对杂草的营养供应 o来阻止杂草的生

长 o最终达到防止杂草的目的 ∀另外 o对于园林

植物而言 o在一般情况下k不是过于严重时l o在

绿叶上点缀几颗红珠 o小枝上长几个毛球 o这无

疑给单调的风景又加上了一丝奇特的点缀 ∀若

能制成盆景观赏 o其与众不同的价值更是不言

而喻了 ∀

随着科技的发展 o我们相信虫瘿的利用和

开发会有更好的前景 o同时希望大家在认识 !开

发大自然的同时 o能更好地利用和保护好这些

宝贵的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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