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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前言

本书是1966年初版的。

十年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在全国农村‘深入开

展，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为了适应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为普及大寨县贡

献力量，我们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力量，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以来

广大群众创造的新经验，吸取了国内外科学研究的新成果，结合实际，

着重对本书中的昆虫名称、生活习性、防治方法及部分图版等方面，进

行了修订和补充，作为再版发行，以供农业生产、科学实验、植物检疫、科

学普及和教学等部门参考应用。

限于我们的水平低，实践经验不足，所掌握资料不全，错误和缺陷

实属难免，希望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农业技术工作者提出宝贵的批评意

见。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1976年6月



内 容 简 解

一、根据宁夏农业生产特点，本书分为麦类害虫(8种)、水稻害虫

(9种)、旱粮害虫(6种)、豆类害虫(11种)、棉花害虫(5种)、麻类害虫

(6种)、甜菜害虫(9种)、蔬菜害虫(19种)、构杞害虫(7种)、果树害虫

(26种)、林木害虫(21种)、地下害虫和杂食性害虫(21种)、蝗虫类(13

种)、贮粮害虫(13种)、其他害虫(12种)和益虫类(14种)等16部分。计有

彩图156幅，列虫200种。

二、本书所列各虫彩色图版，系根据实物标本结合有关资料绘制

的，所用标本，是现场采集和通过室内饲养得来的，尽可能显示各期虫

态和害状的原色特点。

三、每一彩图有相应的文字说明。说明部分包括学名、分布、为害

植物(或经济意义)、形态描述、生活习性和防治方法等六项。后两项

尽可能采用本区群众经验和研究资料，并结合全国各地群众生产实践中

行之有效的防治经验收集编入。

四、为了便于准确地鉴别昆虫种类，以确定相应的防治(或利用)

措施，在部分图版中加入了一些种的特征黑白图，并在各虫态旁边按实

物大小附一黑色标线。

五、昆虫名称，尽量采用中国科学院编订的“昆虫名称"或群众惯

用的名称；有的在国内过去未有记载的昆虫，我们暂给了一个适当名

称。为了避免名称上的混淆，在每种昆虫学名项内，都附有拉丁语学名、

中文别名和分类地位，便于读者查阅有关资料。

六、书后附有昆虫身体各部位名称图解，供读者查阅本书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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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红吸浆虫

学名Sitodiplosis mosellana(G6hin) 别名：红虫、麦蛆、黄疸虫。瘿蚊

科Ceeidomyiidae

分布宁夏(主要发生于银川、永宁、吴忠、青铜峡、灵武、中宁、中卫、

贺兰等县市，固原、隆德、西吉，泾源等县市也有发生)、甘肃、陕西、青海、四

川等省(区)及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国外：苏联、英国、法国、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日本、捷克斯洛伐克、荷兰、丹麦、瑞

典、美国、加拿大。

为害植物主要为害小麦，也为害大麦、青稞、燕麦、黑麦、鹅冠草等。

形态描述成虫：雌虫体长2—2．5毫米，翅展5毫米，雄虫体略小。全体桔

红色，密被细毛。雌虫触角细长，14节，基部两节橙黄色，鞭节灰色，雄虫触角

更长，26节，每节的膨大部分着生半环状丝一圈。翅一对，质薄而透明，被以疏

毛，有紫色闪光，翅上仅有4条脉纹。足细长，灰黄色，有细毛，跗节5节。卵：

长卵形，淡红色。幼虫：初化时淡黄色，半透明，老熟变桔黄色，纺锤形，无足，体

表有鱼鳞状突起，头部尖而小，胸骨片淡褐色，前端“Y"状部色深，成锐角深

陷，单眼缺。气f-j 9对，其中1对在前胸，其余在腹部1—8节。腹部末端有2对骨

化小突起。蛹。长约2毫米，红褐色，前胸有呼吸管1对，头部有l对小毛很短。

生活习性每年发生一代(部分幼虫有隔年或多年休眠习性)，以幼虫在土中

结茧越冬，深度约7厘米。来年5月中、下旬，越冬幼虫破茧上升至离土面。2厘

米处，结成长茧化蛹，蛹期8—12天。成虫于5月下旬小麦始穗前开始羽化，此

时如遇下雨即有一批成虫羽化出来，6月上旬为羽化盛期。每一雌虫产卵50—60

粒，分散产于刚抽穗的穗轴与小穗柄间及外颖的背面者较多。卵期5—7天。幼

虫孵化后钻入颖内为害子房或整个发育灌浆的麦粒，使麦粒不能发育形成皱缩瘦

小秕粒。每当下一次雨后，即有大批老熟幼虫爬出穗外，落入土中结茧越夏、越

冬。银川地区过去为害甚烈，经用六六六土壤施药、飞机喷药防治和更换品种后，

已不见为害。

防治方法

(1)用6％y六六六粉剂每亩8斤或20％7六六六粉1斤，结合春播整地将

药粉均匀施于土面，随即翻入土中。此法可兼治其他地下害虫，效果良好。也可

在5月下旬灌二水前撤药，撒后灌水，效果也很好。

(2)发现成虫，应立即使用1％y六六六粉加细土1份，均匀喷撒，每亩

3—4斤，效果良好。如用飞机撒药，每亩用1．5％y六六六粉1．3斤便可。

(8)种植抗虫品种。一般抗虫品种具有早熟，口紧、芒长、颖壳有蜡质、

护颖脊锐利等特点。

(4)对原发生地区，应经常检查，注意虫情回升。

一2一



图l麦毫【暖浆虫

1．雌成虫爰触角节}2雄威虫及触角节I 3卵牡放大；4幼虫：5．蛹·

6休眠体I 7幼虫为害盘垃状，8雄戚虫产卵状I 9．产卵部位；10．鲁期

虫古在土内情况。



麦黄吸浆虫

学名Confarinia trifiei(Kirby)别名：麦蛆、黄疸虫。瘿蚊科Cecidomy一

分布宁夏(主要发生于固原、隆德、海源、西吉、泾源等靠六盘山的阴湿

地区)、甘肃、青海、陕西、四川、河南、湖北。国外：．苏联、英国、法国、丹麦、

瑞典。

为害植物小麦、大麦、青稞、燕麦、赖草。

形态描述与麦红吸浆虫颇相似，惟体黄略带黑色，雌虫产卵管比红吸浆虫

长，伸出时可长于全身，雄虫触角每节膨大部分着生半环状丝两圈。卵：末端有

透明的柄状附属物，长约等于卵长。幼虫s体黄绿色，入土后呈鲜黄色，体表光

滑。胸骨前端“Y弦状部弧形或浅凹。腹部末端有2对突起，在外侧的1对突起

较小，非骨化，上生1毛。蛹：鲜黄色，头部1对毛较长，前胸有呼吸管1对。

生活习性与红吸浆虫大致相同，以幼虫在土内越冬。来年6月初，越冬幼

虫破茧上升，至离土表2厘米处化蛹，蛹期约12—15天。成虫于6月中旬羽化，

6月底达羽化高峰，直至8月20日仍有成虫出现，成虫期连续达65天。卵产于

内颖外颖之间较多。幼虫较红吸浆虫活泼，常十余个或更多集居一颗麦粒上为害，

此与麦红吸浆虫每一麦粒一般只有1虫或2、8虫者不同。被害麦粒变为秕粒与

红吸浆虫的为害状相同。

防治方法

(1)培育、种植适于阴湿地区的抗虫小麦品种。

(2)5月下旬在麦茬蚕豆地内，雨前每亩撒入6％y六六六毒土50斤(6％'，

六六六粉一5斤与45斤细土掺匀)}麦茬马铃薯地内，每亩撒入敌百虫毒土50斤

(敌百虫半斤加水5斤稀释，浇于45斤细土内拌匀)，使药随雨水渗入土内，杀死

土内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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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麦黄政浆虫

1雌成虫，2摧成虫I 3卵往放大，4轴虫I 5幼虫膀骨片}6．蛹}7．幼

虫集中为害麦}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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