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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确定水果的实蝇（Tephritidae）寄主地位的现有信息评价标准 

1. 引言 

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在实施已通过的与有害生物风险分析、非疫区、进出口计划

设计、根除、监视、有害生物记录等相关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时，使用与水果的

实蝇寄主地位相关的各种可用信息（例如，科学文献、国家植物保护机构报告、有

害生物记录等）。  

虽然已发表文献中使用了多种术语说明水果的实蝇寄主地位（包括“潜在寄主”、

“人工寄主”、“条件性非寄主”、“首选寄主”、“一般寄主”、“野生寄主”

和“替代寄主”），但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应仅使用本标准定义部分中所述的寄主地

位类别：自然寄主、条件寄主和非寄主。  

然而，对现有信息的解释缺乏一致性，并且此类信息中描述寄主的术语往往与

本标准核心文本中定义的术语不一致，这可能导致贸易中断。本附件概述了在评价

确定实蝇（Tephritidae）寄主地位的现有信息时应使用的标准，促进保持一致性。

还为国家植物保护机构提供指导，评估据此确定寄主地位产生的不确定性，以及如

何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等活动中运用寄主地位确定方法。 

本附件仅就未受损水果提供指导。  

2. 现有信息的评价标准 

2.1 一般性标准 

在确定寄主地位时，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应评估现有信息质量（即完整性、可靠性

和相关性），考虑其能否提供以下信息：  

− 准确识别植物物种（学名和权威名称），以及栽培品种或品种名称，并附支持

证据（例如，用于鉴定植物物种（包括栽培品种或品种）的已出版关键出版物和

分类方面的出版物、分类学专家对植物材料的验证、分子鉴定、凭证标本）； 

−  采样地区说明（例如，在该地区实施的有害生物防治措施或植物检疫措施，

是否存在其他自然寄主或条件寄主），详细位置信息（例如地理坐标、生长

区域、海拔、气候）以及采样日期的详细信息（例如，早季或晚季、多个年

份等）； 

− 在采样之前和采样期间，存在证据表明采样区域存在目标实蝇或其他实蝇物种

或两者皆有（如诱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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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采样条件详细信息（例如商业或非商业环境，从植物中或落地后采集）； 

− 水果处理程序说明（例如，收获程序、收获后加工和处理、运输程序）； 

− 水果采样方法说明（例如，采样植物数量和分布、每株植物的采样果实数量或

样品重量）； 

− 外壳或外皮特征详细信息（如厚度）； 

− 确认水果是否受损；  

− 水果成熟阶段的详细信息（或其他成熟度指标，例如干物质含量、颜色、糖含

量、标准化成熟度量表） 

− 说明使用的水果切分方法（例如，为检测虫卵或幼虫而削皮或切开水果）； 

− 说明水果保存方法（例如果实成熟度、温度、湿度、昼长、化蛹基质，包括土

壤湿度），以便确定侵染情况 

− 如果出现侵染，说明实蝇发育至成虫的饲养方法（考虑到虫卵和幼虫不应从受

侵染水果转移到人工饲料中）；  

− 如果出现侵染，明确说明实蝇饲养结果，说明每个水果或每单位重量水果饲养

的实蝇成虫数量以及水果样品中的水果总数或水果样品在适当条件下的重量； 

− 准确鉴定从水果中培育的实蝇种类（学名和权威名称），并附支持证据（例如，

用于鉴定实蝇物种的已出版关键出版物和分类方面出版物、经分类学专家验证

的实蝇种类、照片、分子鉴定、凭证标本）； 

− 如果出现侵染，明确说明实蝇饲养结果（例如，无虫卵或幼虫，无化蛹，在适

当条件下未能从水果中培育出可存活的实蝇成虫）。 

除这些一般评价标准外，还需进一步提供本附件第 2.2 至 2.4 节所述的各类寄主地

位信息。  

2.2 自然寄主 

确定自然寄主地位的信息应包含自然条件下存活成虫的侵染和发育证据。  

除本附件第 2.1节所列各项外，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应考虑现有信息是否还提供了

关于新生成虫体型、飞行能力、寿命和繁殖力等生存能力方面的详细信息。  

2.3 条件寄主 

确定条件寄主地位的信息应包含本标准第 2 节所述在半自然条件田间试验中的

存活成虫侵染和发育的证据，并公布详细方法和结果。 



2018-011  第 37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附件草案：确定水果的实蝇 (Tephritidae) 寄主地位的现有信息评价标准 

 

第4页，共6页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除本附件第 2.1节所列各项外，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应考虑现有信息是否还提供了

新生成虫在体型、飞行能力、寿命和繁殖力等生存能力方面的详细信息。  

2.4 非寄主 

确定非寄主地位的信息应包含未侵染证据，或如本标准第 2 节所述在自然条件

下或在半自然田间试验条件下未完全发育成存活成虫的证据，并公布详细方法和结

果。如无法获得此类信息，可使用实验室的实验数据。 

如果非寄主地位相关信息来自水果采样后进行的田间监视，除本附件第 2.1节所

列各项外，国家植物保护机构还应考虑现有信息是否提供了采样前和采样期间目标

实蝇物种繁殖为成熟成虫的证据（例如诱捕记录）。 

如果非寄主地位相关信息来自半自然条件下进行的田间试验，则除了本附件第

2.1 节所列的一般评价标准外，无其他评价标准。 

如果非寄主地位相关信息来自实验室实验，除本附件第 2.1节所列各项外，国家

植物保护机构还应考虑现有信息能否提供以下内容： 

− 实蝇群落起源详细信息（例如，采样日期和亲本系天然寄主位置，实验初始

饲养代数（最好不超过五代，除非在菌落维护期间添加野生型），虫卵收集

基质（最好是水果基质））； 

− 说明维持群落的实蝇饲养方法（例如，幼虫所用的天然或人工饲料；饲养室

的条件，如温度、湿度、光周期）； 

− 实验所用实蝇群落的详细质量信息，包括生理状况（即发育和存活率、交配

期、产卵期、雌性繁殖力、交配状态、年龄等详细信息（考虑到所用成年雌

性实蝇应交配并处于繁殖力顶峰））； 

− 确认所用植物材料不含农药和其他可能对所用雌性实蝇产卵行为产生负面影

响的产品； 

− 说明实验室侵染所用方法（例如，所用笼子、暴露时间、笼中的食物和水、

每个笼子使用的雌虫和雄虫数量和年龄、在单独笼中使用天然寄主作为对照

组观察正常产卵行为、实验期间的实验室条件、使用不同实蝇群的重复实验

次数等）。  

3. 评估确定寄主地位的不确定性 

实蝇植物物种、栽培品种或品种寄主地位相关现有信息质量（即完整性、可靠

性和相关性）不稳定，因而对于寄主地位的确定也存在不确定性。关于信息质量的

进一步指导可参见第 6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监视）和第 8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

施标准（某一地区有害生物状况的确定）。 

应根据为确定寄主地位类别制定的方法（例如样本量、重复次数）、结果确凿

性和呈现方式以及提供方的专业知识，评估信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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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本标准一般要求部分所列标准和本附件第 2 节所列评价标准评估信息完

整性。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应考虑用于确定寄主地位的关键要素是：经生物分类学专

家鉴定的植物物种、栽培品种或品种以及实蝇种类，保存的植物和实蝇种类的凭证

标本，以及详细的水果来源和状况信息。 

信息来源质量将决定确定寄主地位的不确定性程度：信息质量越高，不确定性

越低。根据独立来源的多份报告（尤其是可靠性较高的报告）确定寄主地位，不确

定性较低。 

例如，在以下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完整或质量较低，确定寄主地位可能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 新的拦截记录缺乏相关信息或所含信息未经证实（例如未提及生命阶段、实

蝇与水果的关联不明确、未提及水果质量）。  

− 将新的植物物种、栽培品种或品种引入存在实蝇物种的地区，或将实蝇在存

在新植物物种的新地区定殖。 

− 新培育的杂交种或栽培品种的一个或两个亲本物种是已知的自然或条件寄主

（在此情况下，杂交种或栽培品种的寄主地位应被视为潜在自然寄主或条件

寄主，直至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确认）。 

− 植物或实蝇物种在分类方面出现变化。如果某个实蝇物种的分类发生变化，

分成两个或多个物种，则每个有效物种的寄主范围可能不同。如果目前存在

两个或多个实蝇物种为同物异名，则单个新物种的寄主范围可能更广。因此，

在评价寄主记录时，应特别注意分类变化。 

寄主地位确定结果应同时评估相关不确定性的程度和性质。如果不确定性程度

太高，并且国家植物保护机构无法确定寄主地位，则应通过水果采样进行适当的田

间监视，或在半自然条件下进行田间试验，从而确定寄主地位（参见本标准中一般

要求部分的步骤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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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果实蝇寄主地位在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中的应用 

在对水果商品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时，适用以下要求： 

− 应考虑以下方面的水果实蝇寄主地位（包括相关不确定性的程度和性质）：  

• 在初始阶段； 

• 在评价引入和传播的可能性以及评估影响方面；  

• 在评价和选择有害生物风险管理方案（如检验、植物检疫处理）方面；  

• 在有害生物风险沟通方面（例如咨询和信息共享）。 

− 在对归为特定实蝇物种非寄主的植物物种、栽培品种或品种的果实进行有害

生物风险分析时，应在初始阶段或有害生物分类阶段将该实蝇物种剔除，不

作进一步考虑。 

− 在对归为条件寄主的植物物种、栽培品种或品种的果实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

析时，应认为条件寄主造成的有害生物风险低于自然寄主（当被同一种类的

实蝇侵染时）。植物检疫措施应与有害生物风险相一致。这些措施应说明条

件寄主的特征，这些特征可用于将其与自然寄主区分开来。 

− 即使植物物种、栽培品种或品种被归为自然寄主，也可能不会构成同等的有

害生物风险。因此，在对归为特定实蝇物种自然寄主的植物物种、栽培品种

或品种的果实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时，应详细说明确定自然寄主地位的证

据，以便根据有害生物风险程度，选择适当的植物检疫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