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瓢虫是一类非常重要的经济昆虫。大多数瓢虫是捕食性的，以捕食其他小型节

肢动物(如蚜虫、蚧虫、木虱、粉虱、螨类等)为生，在农林害虫的自然控制上起

着重要的作用。现代生物防治开始于1888年美国引入澳洲瓢虫并成功地防治了柑

橘上的吹绵蚧。此后每当有蚜虫、蚧虫等同翅目昆虫入侵为害时，人们就会想到

从原产地引入天敌瓢虫。约有1／5的瓢虫是植食性的，个别种类如马铃薯瓢虫、茄

二十八星瓢虫等取食马铃薯、茄子等茄科植物，有时会造成严重的危害。还有一少

部分瓢虫取食白粉病的菌丝和孢子，对农林植物有益。大多数瓢虫对人类有益，如

何保护和发挥瓢虫的作用，便显得十分重要。

瓢虫的分类和识别是保护利用的基础。瓢虫科现分为7亚科，个体较大、漂亮

而又常见的种类，如七星瓢虫、异色瓢虫、龟纹瓢虫等，均属于瓢虫亚科。由于鞘

翅斑纹多变，斑纹完全不相同的个体可能属同一个种，而有时斑纹相近的个体却是

不同的种。对于变幻莫测的瓢虫，如何正确识别常常令人头痛。我国于1963年和

1979年出版了两本《中国经济昆虫志——鞘翅目瓢虫科》，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瓢

虫分类和保护利用的研究。庞雄飞先生等所著的《中国经济昆虫志——鞘翅目瓢虫

科》第二册，没有涉及瓢虫亚科的种类；刘崇乐先生所著的《中国经济昆虫志——

鞘翅目瓢虫科》涉及瓢虫亚科，共有62种属于瓢虫亚科。由于分类系统的变更、已

知种类的增加，加之此书早已绝版售罄，对于常见瓢虫的辨识会有许多困难和不便。

一些地方性的瓢虫图书，如陕西(魏建华等，1985)、云南(曹诚一等，1992)和

台湾(虞国跃等，1999)的，由于地区性的限制及市面上不易购得，同样难以满足

当前的需求。

瓢虫幼期的识别在生产中也相当重要。由于幼虫与成虫具有完全不同的外形，

常常把有益瓢虫的幼虫当作害虫，甚至喷药灭杀。国内对于幼期的研究相对薄弱，

幼虫的识别更加困难。有时幼虫的形态研究，反过来可以帮助瓢虫成虫的正确分类。

对于种类的识别，图片一目了然，常常胜于文字的描述，彩色标本照、生态照

更加直观明白。作者自己在工作中常常被仅有的文字描述所困惑，甚至出错。有时

活体标本与馆藏标本在色彩上完全不一样，生态照可以再现瓢虫的本来面目。出版

这样的昆虫志应是一种趋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瓢虫亚科系统分类

研究”(30570216)项目，催生了本书的撰写和出版。

本书全面研究了我国的瓢虫亚科，列入所有已知的种类，共计4族37属165

种，包括11个新记录种，10个新异名和6个新组合。每种列出相关的研究文献、外

部形态特征、分布，并对其鉴别特征、生物学等进行注释，除12种未有标本图外，

其他均提供标本彩色图，其中93种具成虫生态图，46种具幼期图。本书可供相关科

研单位、农林生产人员和昆虫爱好者参考。

由于作者知识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错误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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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瓢虫及其经济重要性

111瓢虫的定义

瓢虫通常短卵形至圆形，体长1 0～

16 0mm，身体背面强烈拱起，腹面通常扁

平。从背面看，前胸背板和鞘翅基部常紧

密相连，通常宽度相近。头常嵌^前胸中，

有时完全被前胸背板盖住。前胸背板和鞘

翅背面光滑．或长有或稀或密的细小短毛。

大多数瓢虫具以下3个特征(图1—1)，

即下颚须端节斧形，跗节隐4节式和第1腹

板具后基线，这些特征可与其他近缘科相

区分。然而，这3个特征并非瓢虫科所持

有，也不是所有瓢虫同时具有这3个特衙。

小艳瓢虫亚科和小毛瓢虫亚科中的许多种

图1-1瓤虫科的3个主要特征

。，尊瀚：錾g掣．≮蒜熊2““”⋯””J
类，它们的下颚须端节是圆锥形或两侧平行．许多类群的跗节是3节，即

缺少短小的第3节。如果从1个甲虫中可找到2个或3个上述特征，我们

可以认定它是瓢虫。一些属如展唇瓢虫属仅具后基线1个特征。伊这样的

种类并不常见，至今采到的标本数量并不多。

如果其他昆虫身体是半球形，而且在硬化的前翅上有明显的斑点的话，

可能会跟瓢虫相混淆。有些属于半翅目、同翅目的昆虫和许多甲虫在外形

上像瓢虫。如有些半翅目的盾蝽，它们的小盾片很大．覆盖了整个腹部，

伯蝽类的口嚣是刺吸式的，也没有后基线。有些甲虫，特别是叶甲科的，

很像瓢虫，甚至把它们描述为瓢虫。如中国、朝鲜和越南常见的十星瓢萤

叶甲曾被描述为食植性瓢虫的一个新种。但叶甲的触角较长，跗节是5节

或4节，不会是隐4节f图1—2一图1—5)。

图1．2北京的边圃步甲 8巍富荔凝s赴hoe黼nei4 圈14北京的+星瓤萤叶甲

Oides decempunc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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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3个特征外，瓢虫体卵形兰半球形、足及触角较短(通常不明

显)、鞘翅背面无明显的刻点列等特征也有助于与其他近似科相区别。但有

些瓢虫的体长形，长于体宽2倍以上，如图1—6所示北美产的大斑长足瓢

虫(Coleomegilla maculata k

图1-5云南景东的多变圆龟蝇

coptosoma vanegat8

图1-6美国麻省的大斑长足瓢
虫Celeomegillamaculata

11 2瓢虫的经济意义

与害虫生物防治相关的捕食性天敌，首推瓢虫。人们对于瓢虫有益性

的认识和利用，有着悠久的历史。瓢虫中的大多数是蚜虫、蚧虫、粉虱和

螨类等害虫的重要天敌，在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中，对于保持害虫与植物

之间的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用蚂蚁防治椿象、贮藏害

虫和柑橘害虫。但现代的生物防治始于188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从澳大

利亚引^澳洲瓢虫成功地防治了柑橘上的欧绵蚧，它曾一度毁灭加州的柑

橘业。从那时起，飘虫成为害虫生物防治的“英雄“。当一种同翅目害虫侵

^新区并危害严重时，经常想到引入瓢虫。有关国内瓢虫的输出及引八可

参见<瓢虫瓢虫>(虞国跃，2008 l。但引进的负面作用亦府充分考虑。

食植瓢虫亚科已知1051种【Jadwiszczak＆Wegrzynowicz，2003)，

约占瓢虫科种类的1／5，可以认为它们是甲虫中最重要的类群之一。多取食

茄科和葫芦科的植物，也取食其他科的植物，特别是豆科和萄科。由于许

多栽培植物像马铃薯、番茄、南瓜和豆类属于这些科，时常遭受食植瓢虫

的危害。但多数种类并不造成经济损失，有些甚至取食农业杂草。如木通

食植瓢虫(Epilachna clematicila)专食毛茛科植物小木通，爪哇食植瓢虫

E册deensis)取食菊科恶性杂草紫茎泽兰，可作为防治杂草的天敌昆
虫。有些作者记录，某些食植性瓢虫如茄二十八星瓢虫有时捕食蚜虫。

少数是菌食性的，取食真菌孢子(食菌瓢虫族l，特别是白粉菌。因此

这些瓢虫在白粉病的防治上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白粉菌难以人工培养，

从而对这类瓢虫的研究并不深^，也谈不上利用。

瓢虫的有益性有时与所处的环境有关。有些食虫性的瓢虫在某些情况

下被认为是害虫，如七星瓢虫、稻红瓢虫等取食某些植物如苎麻和枣的花，

造成经济损失，某些食蚧瓢虫如盔唇瓢虫由于取食资源昆虫如紫胶虫和白

蜡虫而需要防治。有些瓢虫成为病毒和螨类的传媒。

收集和饲养并出售瓢虫也是一种产业，不少天敌公司出售捕食性瓢虫。



此外．瓢虫常作为其他生命科学如进化生物学、种群生态学、遗传学、细胞学、生物地理学及物种问题等的实验材料。——
1．2瓢虫的一生

1 21生活史

疆虫是全变态昆虫，即幼期的形态与咸虫完全不

一样。一生要经历4个虫期：卵、幼虫、蛹和成虫。

[卵]卵通常是卵形或纺锤形的，颜色从浅黄色到

红黄色，币同飘虫种类中，卵的长度0 25～2 00mm

不等。雌虫产卵时，卵通过雌虫的精子贮存器f受精

囊)开口时才受精，这时精子通过卵一端的许多小孔

卵孔)进^卵内f图1—7)。
圉1’名霈翳蛩恐艚愁鬻螂8

『幼虫]卵孵化后，爬出来的小幼虫会停存卵壳上，通常几个小时，至

多待1天．等待体表、口器等器官的硬化。随后小幼虫分散觅食。通常有3

次蜕皮而把幼虫分为4个龄期。瓢虫幼虫的体型通常有以下4种(图1—8)

①体纺锤形．行动活跃，明显可见3对足，体背r有毛片和瘤突(或少量

的枝刺)'身体表面常常有鲜艳的颜色．如七星瓢虫、龟纹瓢虫、红环瓢虫

等，名体形与上一粪相近，或稍胖，但身体表面具很发达的分枝的剌(枝

刺)，如在食植瓢虫族和盔唇瓢虫属．、曾身体柔软，毛片和瘤突退化，身

体表面覆盖着白色的棉絮状蜡丝，如小毛瓢虫类誊体扁卵形，足短，看

上去像一个薄片，如四斑广盾瓢虫。不同的形态是长期进化的结果，道常

与生活的环境特别是捕食性天敢有很大的关系，如有白色蜡她的小毛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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