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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广西白蚁的专著，共分十三章，内容包
括：概论，广西的自然地理概况，广西白蚁的生态地理分布，白蚁的形
态特征，白蚁的生物学特性，白蚁的行为，白蚁的生态学特性，广西白
蚁的分类，房屋建筑白蚁的预防技术，房屋建筑白蚁的监控技术，房
屋建筑白蚁的防治，水库、水坝白蚁的危害及防治，农林白蚁的危害
及防治。全书记述了广西白蚁４科２５属１３０种，并提供分种检索表，
附有各种白蚁的形态特征及生态图２００多幅；同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经
验与新技术的紧密结合，着重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运用于建筑物、园
林绿化树木及江河堤坝等方面的最新白蚁防治技术。本书既可供从事
白蚁防治与研究、农林植物保护和仓储管理的技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
有关专业的师生参考或作为培训教材使用，也可供建筑、水利、通信、
交通等部门的有关人员参考。



序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我国正南方，北部与贵州、湖南为邻，西部
连接云南，并与越南接壤，东与广东相接，南则面向北部湾。地形以丘
陵山地为主，北部几座大山构成向南弯曲的弧形山脉。整个地貌略成
盆地状，稍向南倾斜。西北方向由于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隆起，阻
挡了寒冷、干旱气流的袭击，南面直接承受北部湾海洋气流的吹拂。
北回归线由东部梧州开始，沿着浔江一直往西，横贯广西中部，最后
穿过那坡县进入云南。广西气候温热，降水充沛，温暖潮湿适宜生物
的繁衍生息。

白蚁的类群十分复杂，种类极其多样。过去虽然其他学者做过一
些考察，也描述过一些种类，但工作仍十分有限，所记载种类缺乏系
统性和全面性，很难全面反映广西壮族自治区白蚁区系的真实状况。
为此，南宁市白蚁防治所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韦戈等同志为
首的专家团队组织了多次考察，进行了持续性的课题研究。团队既深
入广西各个山地进行长期的实地考察，系统地收集广西各地的白蚁标
本，又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最后编写完成专著 《广西白蚁》。该书共
描述了广西白蚁４科２５属１３０种，全面勾勒出广西白蚁区系总面貌。
特别对于危害房屋和堤坝的白蚁种类做了深入的描述，这将直接推动
广西白蚁的治理。

《广西白蚁》的出版不仅丰富了我国等翅目昆虫生物学特性和区系
演替的研究，而且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开展白蚁综合治理也将发挥积极
作用。作为科学文献的积累，本书的创作出版将为我国等翅目昆虫分
类学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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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白蚁属节肢动物门昆虫纲等翅目，是古老的社会性昆虫。它虽然
形态较为原始、变态简单，但在进化史上却形成了极其独特的行为习
性，使得这一古老类群得以生存、繁衍、发展及进化。白蚁喜温好湿，
广泛分布在南北回归线之间低海拔的各个地区，尤以近赤道两旁的陆
地和岛屿上更为密集，种类更多样，巢群更为庞大复杂。现已知，全球
白蚁种类约３　０００种，我国记载有４７６种，约占全球总种数的１５．８％。
因气候、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分布于我国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白蚁种类多寡各不相同，其中广西最多，达１３０种，云南次之，有
１２５种，广东有６９种，海南有６５种，福建有７０种，四川有６１种，贵
州有４８种。

白蚁是世界五大重要害虫之一，全球５０％的陆地面积有其踪迹，
中国４０％的陆地面积有其分布。然而，白蚁虽然种类多，但能造成经
济损失的种类仅占总种数的１／２０。由于白蚁的危害具有隐蔽性、普遍
性和严重性的特点，通常不易察觉，而一旦发现其危害，则已造成了
不可挽回的损失，往往在灾难发生之后，人们才意识到白蚁危害的严
重性。白蚁的危害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和人民衣食行住的各个方
面。如广布于长江以南各省区的台湾乳白蚁 （家白蚁），不仅危害房舍、
仓库、储存物资、图书资料、实验室设备及材料、体育馆、船只、火车
厢、地下电缆，还为害果树、林木、农作物，甚至会危害军事设施和枪
支弹药等。又如黑翅土白蚁，在江河横堤、水库土坝内筑巢，造成空
洞，每当洪水泛滥时，造成堤塌坝垮，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威
胁。早在２　２００多年前，我国韩非子就已在 《喻老篇》上记载有 “千里
之堤，以蝼蚁之穴溃”。近年来，广西甘蔗、板栗、速生桉等重要地方
支柱产业遭受白蚁严重为害的报道屡见不鲜。

《广西白蚁》除着重介绍广西白蚁的种类、生态地理分布之外，还
结合有关白蚁问题，介绍白蚁的经济价值、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行
为、生态特征、分类鉴别，并介绍一些主要为害种类的综合治理的新
方法、新技术和新药剂，总结以往对白蚁的防治经验和教训，寻找一
些安全、有效、简单易行的治理方法，以便有效除治蚁害或更好地开
发利用白蚁。

《广西白蚁》能编写成著离不开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尤其儆研究
员、林日钊先生，广西大学农学院胡少波教授、冯远斌教授，广西生态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原广西林业技术学校）蒋家文教授，柳州市白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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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所黄熙盛高级工程师等多位专家学者大量的前期工作基础，我国
白蚁分类专家尤其伟教授、陈世骧教授、蔡邦华教授、夏凯龄研究员、
李桂祥研究员等对广西白蚁进行的多次系统调查，丰富了广西的白蚁
种类及分布资料，在此特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南宁市科技局、南宁市住房保障和
房产管理局、广西大学等有关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广西大学农学
院张永强教授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深表
感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南宁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的科技经
费资助 （本项目编号：２０１００２０４０Ｂ），特此致谢。

由于编写时间短促，加上作者学识有限，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
免，恳切希望各位专家和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编者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目　录

００１　　　　

第一章　概　论 ００１…………………………………………………………………………………………

一、白蚁的分类地位及其与蚂蚁的区别 ００１……………………………………………………………
（一）白蚁的分类地位 ００１…………………………………………………………………………
（二）白蚁与蚂蚁的区别 ００１………………………………………………………………………

二、我国近代白蚁的研究概况 ００２………………………………………………………………………
（一）分类学 ００２……………………………………………………………………………………
（二）生物学特性 ００３………………………………………………………………………………
（三）探巢技术 ００４…………………………………………………………………………………
（四）防治 ００５………………………………………………………………………………………
（五）白蚁资源利用 ００６……………………………………………………………………………

三、广西白蚁的发生及研究概况 ００７……………………………………………………………………
（一）广西历代白蚁发生情况 ００７…………………………………………………………………
（二）广西近代白蚁发生情况 ００８…………………………………………………………………
（三）广西白蚁的研究概况 ００８……………………………………………………………………

四、白蚁的经济意义 ０１０…………………………………………………………………………………
（一）危害 ０１０………………………………………………………………………………………
（二）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０１０………………………………………………………………
（三）食用和药用价值 ０１１…………………………………………………………………………

本章参考文献 ０１１…………………………………………………………………………………………

第二章　广西的自然地理概况 ０１７………………………………………………………………………

一、地形地貌 ０１７…………………………………………………………………………………………

二、气候 ０１７………………………………………………………………………………………………
三、植被 ０１７………………………………………………………………………………………………

四、地质和土壤 ０１８………………………………………………………………………………………

本章参考文献 ０１８…………………………………………………………………………………………

第三章　广西白蚁的生态地理分布 ０１９…………………………………………………………………

一、广西白蚁的种类及区系组成 ０１９……………………………………………………………………
（一）种类组成 ０１９…………………………………………………………………………………
（二）区系组成 ０２９…………………………………………………………………………………

二、广西白蚁的垂直分布 ０３１……………………………………………………………………………
（一）弄岗自然保护区 ０３２…………………………………………………………………………



广西白蚁

００２　　　　

（二）大明山自然保护区 ０３２………………………………………………………………………
（三）大瑶山自然保护区 ０３３………………………………………………………………………
（四）花坪自然保护区 ０３３…………………………………………………………………………

三、广西不同生境的白蚁种类及其分布特点 ０４０………………………………………………………
（一）天然林 ０４０……………………………………………………………………………………
（二）人工林 ０４１……………………………………………………………………………………
（三）城市园林 ０４３…………………………………………………………………………………

四、广西白蚁的经济地理区划 ０４４………………………………………………………………………
（一）桂西南低丘台地区 ０４４………………………………………………………………………
（二）桂中和桂东南低丘台地区 ０４５………………………………………………………………
（三）桂北低山丘陵区 ０４５…………………………………………………………………………
（四）桂东丘陵山地区 ０４５…………………………………………………………………………

本章参考文献 ０４５…………………………………………………………………………………………

第四章　白蚁的形态特征 ０４７……………………………………………………………………………

一、白蚁外部形态特征 ０４７………………………………………………………………………………
（一）头部 ０４７………………………………………………………………………………………
（二）胸部 ０４９………………………………………………………………………………………
（三）腹部 ０５０………………………………………………………………………………………

二、白蚁内部器官的形态特征 ０５０………………………………………………………………………
（一）消化器官 ０５０…………………………………………………………………………………
（二）排泄器官 ０５２…………………………………………………………………………………
（三）呼吸器官 ０５３…………………………………………………………………………………
（四）循环系统 ０５３…………………………………………………………………………………
（五）神经系统 ０５４…………………………………………………………………………………
（六）生殖系统 ０５４…………………………………………………………………………………

本章参考文献 ０５８…………………………………………………………………………………………

第五章　白蚁的生物学特性 ０６０…………………………………………………………………………

一、白蚁的生活史 ０６０……………………………………………………………………………………

二、白蚁群体的建立 ０６０…………………………………………………………………………………

三、白蚁的繁殖 ０６１………………………………………………………………………………………

四、白蚁的栖性 ０６２………………………………………………………………………………………
（一）木栖性 ０６２……………………………………………………………………………………
（二）土木栖性 ０６２…………………………………………………………………………………
（三）土栖性 ０６２……………………………………………………………………………………

五、白蚁的品级 ０６３………………………………………………………………………………………
（一）生殖品级 ０６３…………………………………………………………………………………
（二）非生殖品级 ０６４………………………………………………………………………………

六、白蚁蚁巢的结构及作用 ０６７…………………………………………………………………………
（一）蚁巢的结构 ０６７………………………………………………………………………………
（二）蚁巢的作用 ０７０………………………………………………………………………………



目　录

００３　　　　

七、我国主要白蚁及广西特色白蚁种类的主要生物学特性 ０７０………………………………………
（一）截头堆砂白蚁Ｃｒｙｐｔｏｔｅｒｍｅ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ｕｓ　Ｈａｖｉｌａｎｄ　 ０７０……………………………………
（二）黄胸散白蚁Ｒｅｔｉｃｕｌｉｔｅｒｍｅｓ　ｆｌａｖｉｃｅｐｓ　Ｏｓｈｉｍａ　 ０７１…………………………………………
（三）台湾乳白蚁Ｃｏｐｔｏｔｅｒｍｅ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ｕｓ　Ｓｈｉｒａｋｉ　 ０７２…………………………………………
（四）黑翅土白蚁Ｏｄｏｎｔｏｔｅｒｍｅ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ｕｓ　Ｓｈｉｒａｋｉ　 ０７４………………………………………
（五）黄翅大白蚁Ｍａｃｒｏｔｅｒｍｅｓ　ｂａｒｎｅｙｉ　Ｌｉｇｈｔ　 ０７６………………………………………………
（六）小头钩白蚁Ａｎｃｉｓｔｒｏｔｅｒｍｅｓ　ｄｉｍｏｒｐｈｕｓ　Ｔｓａｉ　ｅｔ　Ｃｈｅｎ　 ０７７………………………………

本章参考文献 ０８５…………………………………………………………………………………………

第六章　白蚁的行为 ０８９……………………………………………………………………………………

一、串联追逐行为 ０８９……………………………………………………………………………………

二、筑巢行为 ０９０…………………………………………………………………………………………
（一）有翅成虫 ０９０…………………………………………………………………………………
（二）工蚁 ０９０………………………………………………………………………………………

三、追踪和觅食行为 ０９１…………………………………………………………………………………

四、抚育行为 ０９３…………………………………………………………………………………………
（一）护卵行为 ０９３…………………………………………………………………………………
（二）交哺行为 ０９４…………………………………………………………………………………
（三）舐吮行为 ０９４…………………………………………………………………………………

五、同类相嗜行为 ０９４……………………………………………………………………………………
（一）补充营养 ０９４…………………………………………………………………………………
（二）控制补充型生殖蚁数量 ０９４…………………………………………………………………

六、报警和聚集行为 ０９５…………………………………………………………………………………

七、防御行为 ０９５…………………………………………………………………………………………
（一）对捕食性天敌的防御行为及机制 ０９６………………………………………………………
（二）对寄生性天敌的防御行为及机制 １０３………………………………………………………
（三）展望 １０４………………………………………………………………………………………

八、撤退和护主行为 １０５…………………………………………………………………………………

九、分群行为 １０５…………………………………………………………………………………………
（一）修筑分群孔道 １０５……………………………………………………………………………
（二）分飞 １０６………………………………………………………………………………………

本章参考文献 １０６…………………………………………………………………………………………

第七章　白蚁的生态学特性 １１３…………………………………………………………………………

一、温度 １１３………………………………………………………………………………………………

二、水分 １１５………………………………………………………………………………………………

三、气体 １１６………………………………………………………………………………………………

四、光 １１７…………………………………………………………………………………………………

五、土壤 １１７………………………………………………………………………………………………

六、食物 １１８………………………………………………………………………………………………

（一）白蚁对植物的选择性 １１８……………………………………………………………………

（二）白蚁对植物选择性的利用 １１９………………………………………………………………



广西白蚁

００４　　　　

七、天敌 １２１………………………………………………………………………………………………

（一）捕食性天敌 １２１………………………………………………………………………………

（二）病原微生物 １２２………………………………………………………………………………

八、螱客 １２３………………………………………………………………………………………………

（一）与动物的共生关系 １２３………………………………………………………………………

（二）与微生物的共生关系 １３３……………………………………………………………………

（三）展望 １３６………………………………………………………………………………………

本章参考文献 １３７…………………………………………………………………………………………

第八章　广西白蚁的分类 １４４……………………………………………………………………………

一、草白蚁科 Ｈｏｄｏｔｅｒｍｉｔｉｄａｅ　 １４４………………………………………………………………………

（一）原白蚁属Ｈｏｄｏｔｅｒｍｏｐｓｉｓ　Ｈｏｌｍｇｒｅｎ，１９１１　 １４４……………………………………………

二、木白蚁科 Ｋａｌｏｔｅｒｍｉｔｉｄａｅ　 １４５………………………………………………………………………

（二）堆砂白蚁属Ｃｒｙｐｔｏｔｅｒｍｅｓ　Ｂａｎｋｓ，１９０６　 １４５………………………………………………

（三）树白蚁属Ｇｌｙｐｔｏｔｅｒｍｅｓ　Ｆｒｏｇｇａｔｔ，１８９６　 １４９………………………………………………

（四）新白蚁属Ｎｅｏｔｅｒｍｅｓ　Ｈｏｌｍｇｒｅｎ，１９１１　 １５３…………………………………………………

三、鼻白蚁科Ｒｈｉｎｏｔｅｒｍｉｔｉｄａｅ　 １５８……………………………………………………………………

（五）长鼻白蚁属Ｓｃｈｅｄｏｒｈｉｎｏｔｅｒｍｅｓ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１９０９　 １５８………………………………………

（六）乳白蚁属Ｃｏｐｔｏｔｅｒｍｅｓ　Ｗａｓｍａｎｎ，１８９６　 １６０………………………………………………

（七）散白蚁属Ｒｅｔｉｃｕｌｉｔｅｒｍｅｓ　Ｈｏｌｍｇｒｅｎ，１９１２　 １６５……………………………………………

（八）蔡白蚁属Ｔｓａｉｔｅｒｍｅｓ　Ｌｉ　ｅｔ　Ｐｉｎｇ，１９８３　 ２０８………………………………………………

（九）杆白蚁属Ｓｔｙｌｏｔｅｒｍｅｓ　Ｈｏｌｍｇｒｅｎ　ｅｔ　Ｈｏｌｍｇｒｅｎ，１９１７　 ２１２………………………………

四、白蚁科Ｔｅｒｍｉｔｉｄａｅ　 ２１８………………………………………………………………………………

（十）锯白蚁属Ｍｉｃｒｏｃｅｒｏｔｅｒｍｅｓ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１９０１　 ２１８……………………………………………

（十一）土白蚁属Ｏｄｏｎｔｏｔｅｒｍｅｓ　Ｈｏｌｍｇｒｅｎ，１９１２　 ２２０…………………………………………

（十二）壤白蚁属Ｐａｒａｈｙｐｏｔｅｒｍｅｓ　Ｚｈｕ　ｅｔ　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０　 ２３０…………………………………

（十三）大白蚁属Ｍａｃｒｏｔｅｒｍｅｓ　Ｈｏｌｍｇｒｅｎ，１９１２　 ２３１……………………………………………

（十四）亮白蚁属Ｅｕｈａｍｉｔｅｒｍｅｓ　Ｈｏｌｍｇｒｅｎ，１９１２　 ２４８…………………………………………

（十五）印白蚁属Ｉｎｄｏｔｅｒｍｅｓ　Ｒｏｏｎｗａｌ　＆Ｓｅｎ－Ｓａｒｍａ，１９６０　 ２５３………………………………

（十六）钩白蚁属Ａｎｃｉｓｔｒｏｔｅｒｍｅｓ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１９００　 ２５４……………………………………………

（十七）马扭白蚁属Ｍａｌａｙｓｉｏｃａｐｒｉｔｅｒｍｅｓ　Ａｈｍａｄ　ｅｔ　Ａｋｈｔａｒ，１９８１　 ２５６………………………

（十八）华扭白蚁属Ｓｉｎｏｃａｐｒｉｔｅｒｍｅｓ　Ｐｉｎｇ　ｅｔ　Ｘｕ，１９８６　 ２５７……………………………………

（十九）近扭白蚁属Ｐｅｒｉｃａｐｒｉｔｅｒｍｅｓ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１９１４　 ２６６………………………………………

（二十）钩扭白蚁属Ｐｓｅｕｄｏｃａｐｒｉｔｅｒｍｅｓ　Ｋｅｍｎｅｒ，１９３４　 ２７３……………………………………

（二十一）葫白蚁属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ｅｒｍｅｓ　Ｌｉ　ｅｔ　Ｐｉｎｇ，１９８５　 ２７７………………………………………

（二十二）歧颚白蚁属Ｈａｖｉｌａｎｄｉｔｅｒｍｅｓ　Ｌｉｇｈｔ，１９３０　 ２７８………………………………………

（二十三）象白蚁属Ｎａｓｕｔｉｔｅｒｍｅｓ　Ｄｕｄｌｅｙ，１８９０　 ２８１……………………………………………

（二十四）华象白蚁属Ｓｉｎｏｎａｓｕｔｉｔｅｒｍｅｓ　Ｌｉ，１９８６　 ２９１…………………………………………

（二十五）钝颚白蚁属Ａｈｍａｄｉｔｅｒｍｅｓ　Ａｋｈｔａｒ，１９７５　 ２９７………………………………………

本章参考文献 ３０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００５　　　　

第九章　房屋建筑白蚁的预防技术 ３０４…………………………………………………………………

一、房屋建筑白蚁的来源 ３０４……………………………………………………………………………

二、现代房屋建筑的特点及其与白蚁发生的关系 ３０４…………………………………………………
（一）框架结构的钢混柱梁与白蚁建巢的关系 ３０４………………………………………………
（二）房屋建筑中给排水设施与白蚁侵害的关系 ３０５……………………………………………
（三）室内装饰与白蚁危害的关系 ３０５……………………………………………………………
（四）现代小区／庭院园林布局与白蚁危害的关系 ３０５……………………………………………

三、房屋建筑白蚁预防的必要性 ３０６……………………………………………………………………
（一）保护房屋建筑和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建立阻蚁 “双保险”机制 ３０６……………………
（二）减少潜在的经济损失 ３０６……………………………………………………………………
（三）防止房屋建筑白蚁 “卷土重来” ３０６………………………………………………………

四、房屋建筑白蚁的预防技术 ３０７………………………………………………………………………
（一）新建房屋建筑地基及墙体白蚁隐患的清理及预防 ３０７……………………………………
（二）建筑设计与施工 ３０８…………………………………………………………………………
（三）灯光诱杀有翅繁殖蚁 ３０８……………………………………………………………………
（四）创造物理屏障不利于白蚁入室 ３０８…………………………………………………………
（五）小区／庭院周围栽种白蚁厌食的树种 ３０９……………………………………………………
（六）居室木制品的预防 ３０９………………………………………………………………………

本章参考文献 ３１０…………………………………………………………………………………………

第十章　房屋建筑白蚁的监控技术 ３１２…………………………………………………………………

一、房屋建筑白蚁监测的必要性 ３１２……………………………………………………………………
（一）房屋建筑白蚁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 ３１２……………………………………………………
（二）房屋建筑白蚁危害多种类型的住宅 ３１３……………………………………………………
（三）房屋建筑白蚁危害的隐蔽性 ３１４……………………………………………………………

二、房屋建筑白蚁的监测／控 （抽样）技术 ３１４………………………………………………………
（一）国外白蚁监测产品 ３１５………………………………………………………………………
（二）国内白蚁监测产品 ３１９………………………………………………………………………

本章参考文献 ３２２…………………………………………………………………………………………

第十一章　房屋建筑白蚁的防治 ３２５……………………………………………………………………

一、挖巢法 ３２５……………………………………………………………………………………………

二、化学防治 ３２６…………………………………………………………………………………………
（一）毒饵诱杀 ３２６…………………………………………………………………………………
（二）粉剂毒杀 ３２６…………………………………………………………………………………
（三）液剂药杀 ３２７…………………………………………………………………………………
（四）熏蒸法 ３２８……………………………………………………………………………………

三、生物防治 ３２８…………………………………………………………………………………………
（一）昆虫生长调节剂 ３２８…………………………………………………………………………
（二）病原微生物 ３２９………………………………………………………………………………

四、物理防治 ３２９…………………………………………………………………………………………
（一）高温灭蚁法 ３２９………………………………………………………………………………



广西白蚁

００６　　　　

（二）水浸法 ３２９……………………………………………………………………………………
（三）屏障法 ３２９……………………………………………………………………………………

五、综合治理 ３２９…………………………………………………………………………………………

本章参考文献 ３３０…………………………………………………………………………………………

第十二章　水库、水坝白蚁的危害及防治 ３３３………………………………………………………

一、堤坝白蚁的产生 ３３３…………………………………………………………………………………
（一）兴建堤坝时的遗留问题 ３３３…………………………………………………………………
（二）本地扩散 ３３３…………………………………………………………………………………
（三）异地侵入 ３３３…………………………………………………………………………………
（四）管理不善 ３３４…………………………………………………………………………………

二、堤坝白蚁的主要种类 ３３４……………………………………………………………………………
（一）黑翅土白蚁 ３３４………………………………………………………………………………
（二）黄翅大白蚁 ３３４………………………………………………………………………………

三、堤坝白蚁危害的现状、损失和特点 ３３４……………………………………………………………
（一）堤坝白蚁危害的现状 ３３４……………………………………………………………………
（二）堤坝白蚁危害造成的损失 ３３５………………………………………………………………
（三）堤坝白蚁危害的特点 ３３６……………………………………………………………………

四、堤坝白蚁的防治 ３３７…………………………………………………………………………………
（一）堤坝白蚁的预防措施 ３３７……………………………………………………………………
（二）堤坝白蚁的治理 ３３８…………………………………………………………………………

五、堤坝白蚁治理过程中特殊问题的应急处理 ３４２……………………………………………………
（一）裂缝处理 ３４２…………………………………………………………………………………
（二）冒浆处理 ３４３…………………………………………………………………………………
（三）串浆处理 ３４３…………………………………………………………………………………
（四）吃浆量大处理 ３４３……………………………………………………………………………

本章参考文献 ３４３…………………………………………………………………………………………

第十三章　农林白蚁的为害及防治 ３４６…………………………………………………………………

一、农作物白蚁的为害现状 ３４６…………………………………………………………………………
（一）甘蔗 ３４６………………………………………………………………………………………
（二）水稻 ３４８………………………………………………………………………………………
（三）玉米 ３４８………………………………………………………………………………………

二、果树白蚁的为害现状 ３４８……………………………………………………………………………
（一）板栗 ３４８………………………………………………………………………………………
（二）龙眼 ３５１………………………………………………………………………………………
（三）罗汉果 ３５１……………………………………………………………………………………

三、林木白蚁的为害现状 ３５２……………………………………………………………………………
（一）经济林和用材林白蚁的为害现状 ３５２………………………………………………………
（二）园林绿化树木白蚁的为害现状 ３５４…………………………………………………………

四、农林白蚁的预防 ３６４…………………………………………………………………………………
（一）农作物白蚁的预防措施 ３６４…………………………………………………………………



目　录

００７　　　　

（二）果树白蚁的预防措施 ３６４……………………………………………………………………
（三）林木白蚁的预防措施 ３６４……………………………………………………………………

五、农林白蚁的综合治理 ３６４……………………………………………………………………………
（一）农业防治 ３６５…………………………………………………………………………………
（二）物理防治 ３６５…………………………………………………………………………………
（三）生物防治 ３６５…………………………………………………………………………………
（四）化学防治 ３６７…………………………………………………………………………………

本章参考文献 ３６８…………………………………………………………………………………………

附录 ３７４…………………………………………………………………………………………………………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 ３７４………………………………………………………………………



第一章　概 论

００１　　　　

第一章　概 论

一、白蚁的分类地位及其与蚂蚁的区别

（一）白蚁的分类地位

白蚁是动物界昆虫纲中的一个类群，属等翅目 （Ｉｓｏｐｔｅｒａ）。由于其形态酷似膜翅目 （Ｈｙｍｅ－
ｎｏｐｔｅｒａ）的真蚁 （Ｆｏｒｍｉｃｉｄａｅ），而体色为白色或乳白色，故此得名 （又称 “螱”）。国外文献中
通常称 “ｗｈｉｔｅ　ａｎｔ”或 “ｔｅｒｍｉｔｅｓ”。

白蚁的分类工作始于１７５８年。据记载，当时分类学家Ｃ．Ｌｉｎｎａｅｕｓ在野外考察发现了工蚁和
兵蚁 （未发现有翅成虫个体），并将其归至无翅目 （Ａｐｔｅｒａ）的Ｔｅｒｍｅｓ属中。１７８１年，Ｊ．Ｃ．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认为白蚁应归入脉翅目 （Ｎｅｕｒｏｐｔｅｒａ）。１８９５年，Ｊ．Ｈ．Ｃｏｍｓｔｏｃｋ和 Ａ．Ｂ．Ｃｏｍｓｔｏｃｋ
根据其研究结果，修正了白蚁的分类地位，将白蚁单独列为一个目 （即现在使用的等翅目）。目
前，白蚁隶属等翅目仍是世界昆虫学家广泛接纳和采用的分类地位。

关于等翅目的分科问题，Ｈ．Ｈａｇｅｎ （１８５５～１８６０）、Ｎ．Ｈｏｌｍｇｒｅｎ （１９１１～１９１３）、Ｎ．Ｂａｎｋｓ
（１９２０）、Ｓ．Ｆ．Ｌｉｇｈｔ （１９２１）、Ｙ．Ｓｊｏｓｔｅｄｔ （１９２６）、Ｎ．Ａ．Ｋｅｍｎｅｒ （１９３５）、Ｐ．Ｐ．Ｇｒａｓｓｅ
（１９４９）、Ｔ．Ｅ．Ｓｎｙｄｅｒ（１９４９）、Ｍ．Ａｈｍａｄ （１９５０）和Ａ．Ｅ．Ｅｍｅｒｓｏｎ （１９５５，１９６５）等人对白
蚁的分科命名做了反复修订。目前，大多数白蚁分类学家比较认同等翅目分为７个科，分别是：

（１）澳白蚁科 Ｍａｓｔｏｔｅｒｍｉｔｉｄａｅ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１９０９；
（２）草白蚁科 Ｈｏｄｏｔｅｒｍｉｔｉｄａｅ　Ｓｎｙｄｅｒ，１９２５；
（３）木白蚁科Ｋａｌｏｔｅｒｍｉｔｉｄａｅ　Ｅｎｄｅｒｌｅｉｎ，１９０９；
（４）原白蚁科Ｔｅｒｍｏｐｓｉｄａｅ　Ｇｒａｓｓ，１９４９；
（５）齿白蚁科Ｓｅｒｒｉｔｅｒｍｉｔｉｄａｅ　Ｅｍｅｒｓｏｎ，１９６５；
（６）鼻白蚁科Ｒｈｉｎｏｔｅｒｍｉｔｉｄａｅ　Ｌｉｇｈｔ，１９２１；
（７）白蚁科Ｔｅｒｍｉｔｉｄａｅ　Ｗｅｓｔｗｏｏｄ，１８４０。

全球现已知等翅目共有３　０００余种 （黄复生等，２０００），以其中对建筑物危害最严重的台湾乳
白蚁为例，其分类地位是：

动物界Ａｎｉｍａｌｉａ
节肢动物门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
昆虫纲Ｉｎｓｅｃｔａ
有翅亚纲Ｐｔｅｒｙｇｏｔａ
等翅目Ｉｓｏｐｔｅｒａ
鼻白蚁科Ｒｈｉｎｏｔｅｒｍｉｔｉｄａｅ
乳白蚁亚科Ｃｏｐｔｏｔｅｒｍｉｔｉｎａｅ
乳白蚁属Ｃｏｐｔｏｔｅｒｍｅｓ
台湾乳白蚁Ｃｏｐｔｏｔｅｒｍｅ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ｕｓ　Ｓｈｉｒａｋｉ，１９０９

（二）白蚁与蚂蚁的区别

白蚁与蚂蚁同属昆虫纲有翅亚纲昆虫，由于两者均属社会性巢居昆虫，个体大小、形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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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行为、生活环境和营巢位置也十分相似，且两者名称均含 “蚁”字，所以人们常将白蚁和蚂
蚁混为一谈。直到现在，这种情况仍不时发生，给白蚁或蚂蚁的治理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对于
白蚁与蚂蚁的区别，不能简单地用体表颜色作为鉴别依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区别 （王孝
兵，２００９）：

（１）白蚁属等翅目，在进化系统上比较原始，白蚁有翅成虫的前后翅几乎等长，翅长远远超
过身体长度；触角呈念珠状；腹部各节粗细相近。蚂蚁属比较高等的昆虫，与蜜蜂和胡蜂等同属
膜翅目，有翅成蚁的前翅明显大于后翅；触角呈膝状；腹部基部收缩呈细腰状，且有１～２个结
节。

（２）白蚁分飞后落至地面，脱翅后寻找配偶且营巢，雌雄配对成功后长期居住在一起，经常
交配。而蚂蚁在分飞过程中交配，且交配后不久雄虫便会死亡。

（３）白蚁属不完全变态昆虫，由卵至成虫历经幼蚁或若蚁期，无蛹期。而蚂蚁属完全变态昆
虫，由卵至成虫经过幼虫期和蛹期。

（４）白蚁的工蚁和兵蚁畏光，大多数种类复眼退化，活动和取食时有蚁路或泥做掩护。而蚂
蚁不畏光，露天活动，除少数种类外，活动时一般不筑路。

（５）白蚁的食料主要是木材、杂草等含纤维素的物质，除极少数种类外，一般不贮粮。而蚂
蚁食性广，以淀粉、脂肪、糖类、蛋白质为食，有肉食性和杂食性之分，具贮粮习性。

二、我国近代白蚁的研究概况

我国近代白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分类学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我国在白蚁分类学领域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这段时期有关我国白蚁
种类的报道主要是由国外昆虫分类学家在我国采集并鉴定的一些种类。最早由日本昆虫学家Ｓ．
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于１９０４年报道了采自台湾的一种白蚁，并鉴定为Ｔｅｒｍｅｓ　ｓｐ．（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１９０４），
随后该学者于１９０７年正式将其定名为赤树白蚁Ｇｌｙｐｔｏｔｅｒｍｅｓ　ｓａｔｓｕｍｅｓｉｓ；１９０９～１９１４年，Ｍ．
Ｏｓｈｉｍａ分别发表了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ｅｒｍｉｔｅｓ，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ｅｒ－
ｍｉｔｅｓ，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ｅｒｍｉｔｅｓ和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ｅｒｍｉｔｅｓ四本白
蚁专著，其中命名了我国的台湾木白蚁Ｋａｌｏｔｅｒｍｅｓ　ｉｎａｍｕｒａｅ、黑树白蚁Ｃｌｙｐｔｏｔｅｒｍｅｓ　ｆｕｓｃｕｓ、黄
胸散白蚁Ｒｅｔｉｃｕｌｉｔｅｒｍｅｓ　ｓｐｅｒａｔｕｓ和台华歪白蚁Ｓｉｎｏｃａｐｒｉｔｅｒｍｅｓ　ｍｕｓｈａｅ等种类 （Ｏｓｈｉｍａ，１９０９，

１９１１，１９１２，１９１４）；１９０９年，Ｔ．Ｓｈｉｒａｋｉ命名了台湾乳白蚁Ｃｏｐｔｏｔｅｒｍｅ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ｕｓ和黑翅土白
蚁Ｏｄｏｎｔｏｔｅｒｍｅｓ　ｆｏｒｍｏｓｃｉｉｕｓ （Ｓｈｉｒａｋｉ，１９０９）；１９１２年，Ｎ．Ｈｏｌｍｇｒｅｎ鉴定了台湾原鼻白蚁Ｐｒｏ－
ｒｈｉｎｏｔｅｒｍｅｓ　ｊａｐｏｎｊｃｕｓ （Ｈｏｌｍｇｒｅｎ，１９１２）；１９１５年，Ｓ．Ｈｏｚａｗａ在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ｅｒｍｉｔｅｓ一书中，把我国台湾１５种白蚁列入了日本白蚁修订范围 （Ｈｏｚａｗａ，１９１５）；１９２３年，

Ｔ．Ｅ．Ｓｎｙｄｅｒ发表了在四川宜宾采集的黑胸散白蚁Ｒｅｔｉｃｕｌｉｔｅｒｍｅ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ｎｙｄｅｒ，１９２６）；

１９２４年，Ｓ．Ｆ．Ｌｉｇｈｔ发表了中国产白蚁的６个新种 （Ｌｉｇｈｔ，１９２９）；１９２５年，Ｎ．Ａ．Ｋｅｍｎｅｒ鉴
定了江苏的囱土白蚁Ｏｄｏｎｔｏｔｅｒｍｅｓ　ｆｏｎｔａｎｅｌｌｕｓ和扬子江近歪白蚁Ｐｅｒｉｃａｐｒｉｔｅｒｍｅｓ　ｊａｎｇｔｓｅｋｉａｎ－
ｇｅｎｓｉｓ （Ｋｅｍｎｅｒ，１９２５）；１９４８年，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鉴定了云南的土垅大白蚁 Ｍａｃｒｏｔｅｒｍｅｓ　ａｎｎａｎｄａｌｅｉ；

１９４９年，Ｔ．Ｅ．Ｓｎｙｄｅｒ发表的Ｃａｔａｌｏ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ｉｔｅｓ（Ｉｓｏｐｔｅｒａ）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中记载我国白蚁
仅４科１３属２６种 （Ｓｎｙｄｅｒ，１９４９）。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白蚁分类研究工作开始起步，蔡邦华、陈世骧、尤其伟、陈宁生、平正
明和高道蓉等白蚁研究专家，对我国的白蚁进行了多次的专题调查。１９５２年，蔡邦华开始整理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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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的有关资料，编写 《昆虫分类学》上册的等翅目昆虫；１９５３年，尤其伟开始对两广 （广东、广
西）垦区进行白蚁调查，随后陈世骧、蔡邦华、夏凯龄在海南、广西进行白蚁考察；陈宁生、宋
士美多次到我国南方进行白蚁的调查和采集。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尤其伟和平正明发表 《白蚁调查研
究报告》和 《中国南部 （两广和云南）白蚁区系划分的初步意见》。１９６３年，蔡邦华和陈宁生发
表了 《中国南部的白蚁２１新种》，并于１９６４年出版了专著 《中国经济昆虫志》（第八册·等翅目
·白蚁），描述了我国白蚁４科２４属６２种，为我国白蚁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
后，韩美贞、贺锦州、何秀松、李桂祥、平正明、徐月莉、高道蓉、朱世模、李参和黄复生等进
一步开展白蚁分类系统研究。１９８０年，蔡邦华在 《中国白蚁》一书中记录了４科３０属９５种；

１９８６年，平正明等在 《贵州的等翅目》中附记我国白蚁３７属３４２种；１９８９年，李桂祥等在 《中
国白蚁与防治方法》中报道有４科４３属３２３种；１９９０年，林树青等在 《中国等翅目及其主要为
害种的治理》中记载４科３９属３５１种；１９９４年，李参在 《白蚁分类学》中记述我国白蚁４科４４
属４２６种；２０００年，黄复生等在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十七卷·等翅目）中记录４科４４属

４７４种；２００２年，戴自荣和陈振耀将华白蚁属与印白蚁属合并，壤白蚁属与地白蚁属合并，保留
扭白蚁属；２００９年，何银竹等发现我国原白蚁科１个新记录属———古白蚁属Ａｒｃｈｏｔｅｒｍｏｐｓｉｓ　Ｄｅｓ－
ｎｅｕｘ及１个新记录种———罗夫顿古白蚁Ａｒｃｈｏｔｅｒｍｏｐｓｉｓ　ｗｒｏｕｇｈｔｏｎｉ　Ｄｅｓｎｅｕｘ；２００９年，谭速进等
发现木白蚁科新白蚁属１个新种———屏山新白蚁Ｎｅｏｔｅｒｍｅｓ　ｐｉ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２０１３年，谭速进等发
现白蚁科近歪白蚁属１个新种———宜宾近歪白蚁Ｐｅｒｉｃａｐｒｉｔｅｒｍｅｓ　ｙｉｂｉｎｅｎｓｉｓ；２０１２年，Ｌｉ　ｅｔ　ａｌ．
通过对乳白蚁属的订正，发现原贵州乳白蚁Ｃｏｐｔｏｔｅｒｍｅｓ　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是台湾乳白蚁Ｃ．ｆｏｒｍｏｓａ－
ｎｕｓ的同物异名。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发现等翅目昆虫４科４３属４７６种。

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白蚁分类的研究从最初的形态分类阶段进入到分子鉴定阶段，为
其鉴定的准确性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张贞华和唐奇峰 （１９８５）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对
浙江５种白蚁进行分析比对，从分子角度寻找其区别；张方耀等 （１９９２）用垂直平板聚丙烯酰胺
凝胶电泳的方法，对浙江９种白蚁的酯酶同工酶进行了比较研究，阐明不同种类之间在酶带数目
及迁移率上都有明显的差异，而工蚁和兵蚁的酶带活性强弱有差异，指出属于同一科种类的酶带
分布区较接近；张卫东等 （２０１０）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测定了口岸常截获的东南亚６种乳白蚁的
线粒体１６ＳｒＲＮＡ基因部分序列，结合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的１１种乳白蚁的同源序列，构建了乳白蚁属

Ｃｏｐｔｏｔｅｒｍｅｓ　Ｗａｓｍａｎｎ的分子系统树，探讨了其系统发育的关系；徐晓国等 （２００４）以 《中国动
物志》（昆虫纲·第十七卷·等翅目）一书为基础，开发出基于 Ｗｅｂ的等翅目昆虫分类系统，包
括显示子系统、白蚁分类资料检索子系统、后台数据库在线管理子系统和白蚁种类鉴定子系统４
个功能模块，用户可通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实现白蚁分类资料的查询与未知种类的鉴定。该系统的开
发应用，为我国白蚁种类的识别和相关信息的共享提供了快捷、高效的网络平台。这些成果为我
国白蚁分类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二）生物学特性

白蚁属社会性昆虫，长期隐蔽在巢中而无法观察其取食和繁殖等生物学特性，所以该领域也
一直是昆虫学家非常感兴趣和关注的课题。蔡邦华等 （１９６５）首先对黑翅土白蚁的蚁巢结构和发
展进行了研究，分析巢内不同品级的地位和作用；黄亮文和张翰文 （１９８０）及黄亮文和陈丽玲
（１９８１）开展了温度、湿度和食物等因子对台湾乳白蚁初建群体影响的研究；刘源智等 （１９８１）对
黑翅土白蚁初期单腔巢群的建立进行了系统观察；黄亮文和陈丽玲 （１９８３ａ，１９８３ｂ，１９８４）对台
湾乳白蚁 （见图１－１）的群体发育进行长期观察，发现蚁群从有翅成虫分飞配对开始，到蚁群发
育成熟并开始产生新一代有翅成虫分飞出来，需要８年时间；潘演征等 （１９９０）研究发现，黑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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