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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具有学术性和应用价值的科技图志。内容包

括：粮食作物害虫9种，蔬菜害虫9种，枸杞、甘草害虫21

种，果树害虫8种，防护林害虫43种，牧草及草原害虫22

种，草原拟步甲35种，草原蝗虫及螽斯23种，花卉害虫10

种，家室害虫5种、益虫10种，涉及节肢动物中的5纲，17

目，64科，1 95种。各虫附有各期虫态和为害状原色彩图91

幅，文中附有分类特征黑白插图21幅。文字部分，按学名、

分布、寄主、形态、生活习性和防治方法6项加以记述，文

图并重，适合不同读者查阅。本书以林木、枸杞、甘草、草

原等害虫占主要篇幅，生态资料多为本研究所得，内容较

新，适合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各级农、林、草原的植

保植检、技术推广、专业院校的科技人员和师生应用，也适

合广大农村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阅读。对国内其他省、

自治区农林科技部门、专业院校均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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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的撰写内容属于1986一198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委重点研究课题，给予经费的支

持。在4年的研究中，通过调查采集、种类鉴定和实验室饲养观察记载，取得大量第一手

资料，选择其中成灾性和发生势态较强的农业昆虫和其它害虫种类，作为本书的重点内容。

书中收纳的1 90余种害虫和益虫中，林木、枸杞、甘草和草原害虫，占有较大的篇幅。这

些种类和虫态及为害状的成套彩图，多为本书首次发表，体现出宁夏和中国西北地区农业

昆虫区系特点，也是本书独具的特色。

在昆虫有关种类鉴定方面，承蒙张广学，杨集昆、刘友樵、谭娟杰、李鸿兴、陈一心、

汤枋德、范滋德、郑乐怡、郑哲民、匡海源、韩运发、张维球、李法圣、袁锋、杨忠岐、

任国栋，张晓春等各科分类专家．教授的帮助，在多年调查研究中，得到宁夏回族自治区

及各县有关专业同志的支持和协助，均在此深致谢忱!

本书脱稿后，由于经费所限，难以付梓。1 998年，承蒙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出版基金

的资助，还得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区政协多位委员，区财政厅，区科委和我院党政领

导的多方关怀鼓励和支持，使本书得以出版问世，值此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

谨以此献礼，并向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暨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领导和部门致以崇高敬意!

本书撰写中，宁夏农学院田畴教授参加协作，本院植保所杨彩霞、查先芳、高立原、

赵晓明、马成俊等同志参加了调查、采集、饲养、记载、标本制作等系列研究工作。

本书涉及昆虫种类较多，有不少是新见或少见种类，还涉及到其它节肢动物，研究难

度较大，加之作者水平所限，定有不少错误和不足，诚祈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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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作物害虫

冰草麦蚜

学名Diuraphis agropyronophaga Zhang。蚜科Aphididae。

分布宁夏(引黄灌区)，甘肃(河西)。
为害植物小麦、大麦、赖草．披碱草。

形态描述有翅蚜体长1．75mm，宽0．6ram，黄绿色至灰绿色，体形瘦长，覆白色蜡
粉。触角6节，长及胸部后缘，黑褐色，第三节淡色，有感觉孔4～7个，排成l行，第四

节感觉孔2个，第五节1个。复眼黑色，头部暗褐色，前胸黄褐色，中胸背板和腹板黑褐

色，小盾板黑色。腹部长圆形，黄绿色或灰绿色，有深色缘斑3个，第七、八节各有1条

黑褐色横斑，腹管极短， 长宽略相等，色略暗。尾片长圆，黑色，上生弯毛6—8根。足

黄褐色，后腿节端，各胫节端及跗爪黑褐色。前翅长2．2mm，宽0．8ram，较窄长，略呈黄

色，中脉第二次分岔较短。无翅蚜体长2．1mm，宽0．8ram，体形窄长，黄色至灰绿色，覆

有自粉。触角较短，长约0．Tram，约达中胸后缘，第二、三节淡色，余为深色。头部灰褐

色，中额突出，额瘤明显，复眼黑色。腹端第七、八节背面有黑色横斑，腹管极短，肉眼

不可辨，尾片深色，上生弯毛6—8根。各足黄褐色，后腿节色深，各跗节黑色。卵长0．68mm，

宽0．34mm，初产黄绿后变黑色。散产于赖草于叶鞘中。若蚜黄白至黄绿色，体型瘦长，薄

覆蜡粉。雄蚜长1．2mm，无翅，黄绿色，头部和腹端色深，体型扁，腹端下弯，触角散布

次生感觉圈，第三节14—20个，第四节7—8个，第五至六节各有2个与原生感觉圈相连。

雌蚜长2．8mm，淡绿色，薄覆蜡粉，后足腿节较粗，散生伪感觉圈数十个，其中有2—3个

相连一起。

生活习性一年多代，以卵在赖草上部干的叶鞘中越冬。约在3月中下旬孵化为干母，
繁殖1代，产生有翅蚜，于5月间飞迁到春小麦心叶上为害，但大部分蚜群仍留在赖草上

为害蔓延。此蚜好湿背光，为害赖草和小麦等的心叶，使心叶纵卷，颇为紧实。叶卷呈现

黄白色条纹，穗多不能抽出。蚜体群集卷叶中为害繁殖，一个叶卷中的群蚜就是一个家族，

一般有蚜百余头至数百头，内中充满皮蜕、蜡粉和排泄物。10月上旬产生性蚜，11月上旬

交配产卵越冬。每雌可产卵8一13粒。

80年代，有一种“俄罗斯双尾蚜”【D．noxia(Mord．)】传入新疆，使小麦受害较重，
引起国家重视，由张广学、钟铁森先生对此进行了专题考察，曾估计宁夏等地也有可能传

入，1990年6月两位先生由农业厅徐文忠同志协同对宁夏进行了考察，发现在宁夏引黄灌

区分布较为普遍的却是另一种，与美国分布的小麦双尾蚜(D．tritici)近似，此蚜是美国小麦

重要害虫，发生严重的田，可造成绝产。张广学先生把宁夏春麦上发现的定为新种。此蚜

在宁夏分布虽较普遍，但害情尚属轻微，具有潜在的危险，应警惕监视其发展。甘肃农业

大学陈秀蓉等同志1990年对此蚜的寄主范围作了测定，证明人工接蚜，能使黑麦、莜麦、

谷子、玉米、高梁、长芒草等禾本科植物形成不同程度的被害状，但在自然条件下，并未
见其为害。



第1图

冰草麦蚜1—2．有翅蚜及触角、尾片，援管3—4．无翅蚜及其尾片、嗥端，触角、中胸腹岔
5．性蚜触角及后足腔节6．麦穗被害状



直纹稻苞虫

学名Parnara guttata(Bremer et Grey)。别名：一字稻苞虫。弄蝶科

Hesperiidae。

分布在中国分布较广，南起广东，北至黑龙江、内蒙古，东至台湾，西迄甘肃，

且在南方为害颇重，宁夏仅在贺兰、银川等县市偶然见到为害。

为害植物水稻、稗草、芦草、三棱草，亦害玉米、高梁，大麦等。

形态描述成虫体长17—20ram，翅展36～40ram，黑褐色，触角球杆形，上面黑褐

色，下面黄色，末端有细钩。头胸比腹部宽大，腹面灰黄色。前翅中室端周围有大小不同

的8个白斑，排成半环形；后翅中室端斑很小或不明显，中域有4个白斑成一字形横列，故

名。卵半球形，卵径0．6—0．8ram，卵顶花冠具8—12瓣，卵面具5～6角形网纹。初产灰

绿色，近孵化时紫褐色。幼虫体长27～38mm，绿色，头大，胸细，腹粗，尾瘦。头部黄

褐色，两颊有l条黑纹。前胸盾板有1黑色横纹，背线深绿色，体表密布微粒，各节后半

部有4—5条横皱，老熟时在第四至七节腹侧各有1椭圆形白色蜡腺，分泌白色蜡粉。蛹长

20—24mm，初化蛹时嫩绿色，后变黄褐至黑褐色，背面色深，腹面色淡，头平宽，复眼

外突，翅芽达腹部第四节后缘，喙长达第六节，第五至六节腹面各有1“八”字形黑纹，臀

棘上有l丛刺钩，体表密布白粉。

生活习性在我国南方各省发生猖獗。幼虫缀连稻叶成苞，潜伏为害，造成水稻减产。

以幼虫在再生稻或杂草叶苞中越冬。每年发生6—8代，是水稻重要害虫。宁夏稻区仅在

1975年9月发现1头幼虫，以后各年也零星有所发现。90年代，晚秋时的花卉上采食花蜜

的成虫较多，但稻田幼虫的为害仍极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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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图

直纹稻苞虫1，成虫2．幼虫及其头部正面和侧面3．蛹及其臀赫4-稻叶皱害状



稻 蓟 马

学名Stenchaetothrips biforrnis(BagnaH)。蓟马科Thripidae。

分布宁夏及江淮流域各省，分布较广。

为害植物水稻、稗草、芦苇、荻草、荩草等禾本科植物。

形态描述雌成虫体长0．9一1．1mm，暗褐色。触角7节，第三、四节淡色，各有1叉

状感觉锥，余各节为褐色。头部两颊稍向外弯，头顶基部有横皱。单眼间鬃短于前鬃， 位

于两单眼连线之外，复眼后鬃约7对。前胸前角各有1短鬃，后角各有2长鬃。中胸背面

前盾板有横皱，后盾板有较密的纵皱。腹部较瘦长，第一节背板及各节两侧有稀横皱，第

五至八节两侧各有1弯梳，第八节后缘有缘梳。前翅灰褐色，近基部有1淡色晕斑，前缘

鬃22—24根，前脉鬃7+3根，后脉鬃11～13根。后足胫节内缘有9根刺。雄成虫与雌同

色而略小，腹面第三至七节各有l狭长圆形腺域。卵长圆形，近于无色，产在寄主皮下。若

虫黄色，无翅。

生活习性 1年5—7代，以成虫在宿根性禾本科植物的根茬中越冬。稗子、水稻等干

茬中也可见少量越冬成虫。4月中下旬活动，为害新萌发叶片，5月中旬产卵繁殖，6月中

旬第一代成虫出现，向稻田迁飞，下旬为迁飞盛期，在稻苗心叶中为害并产卵繁殖第二代，

此代若虫喜在叶端为害，使叶端正卷，潜藏其中化蛹，羽化，后继续繁殖为害。世代交错，

至水稻孕穗期，成虫从穗苞口处钻入为害幼穗，抽穗后成虫活动于颖壳内为害花器，形成

空秕。灌浆始期又陆续迁向稗草、荩草等上为害，11月上旬越冬。此种是中国南方各省水

稻重要害虫，在宁夏水稻上也是主要种类，百株虫量最高200头左右，远少于南方(1 000多

头)各省。在宁夏常与稻简管蓟马、禾蓟马、花蓟马混生，造成水稻空壳和秕粒，一般年份

约减产5％。由于它虫体微小，为害隐蔽，常不被人们注意。

防治方法在中国南方以秧田期和始穗期为防治适期，在北方应在旗叶期前，喷药防

治压低虫口，始穗期可再补喷1次。使用药剂一般可用2．5％敌杀死乳油或50％混灭威乳

油1000倍液或50％辛硫磷乳油1000倍液喷治。

花 蓟 马

学名Frankliniella intonsa(Trybom)。蓟马科Thripidae。

分布全国各地；亚洲、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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