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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粉蚧科(Pseudococcidae)，虽然与其它昆虫类群相比是一个较小的类群，但是它们为害

多种栽培作物、果树、观赏植物和森林树种。其中有些种类几乎每年大量发生，给农业、

民树、园林和森林经济带来一定的损失，因此它们在蚧总科(Coccoidea)中占有重要位

呈。
‘ ¨ 。

．
．

粉蚧科形态变化多端，异名众多，属的界限在有些类群中彼此重叠交错，迄今尚无一

、比较好的、容易被多数人接受的分类系统可以遵循，o自从近代昆虫学工作者在我国沿

手地区和少数边疆地区开展一些工作以后，对于该类群虽做了一定程度的记载，但大部分

示本都散失国外，甚至有时依靠外国蚧虫分类工作填补我国这一空白；分类工作基础十

}薄弱。例如，在胡经甫的《中国昆虫目录》(1933--1934)中共记载我国粉蚧只有23_种．

属。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科研、生产和教学上识别种类、介绍分类系统的迫切需要，

j祖国的“四化”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现整饰残缺，以砖引玉，将经济价值比较重要和比

适常见的，并照顾到地区性的代表种类，先汇成此志，共包括1 00种43属，以供参考。

由于我国疆土辽阔，地跨寒温热三带，河流、湖泊交错，山川雄秀，植物多样并丛生遮

l，粉蚧科的种类自然会十分丰富。因此目前对该类群的区系研究尚不完善，补充与厘订

二作，仍是今后重要课题之一。 、

粉蚧科的分类工作，对作者来说，尚系初次尝试，虽历经曲折迂迥，旧稿数易，但由于

(平所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请各方贤达予以匡正。 ．‘

。 本志成稿之后，又承杨平澜先生指正和帮助，作者在此谨申谢意o
王 子 清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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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 -o’‘：(一)、粉蚧科在分类和系统发生中韵地位 ． ‘，··．

．_ t：一．．·．，f．． √’ ¨。，．．’：、 ·r。．J 一． 一·．一～．．‘一
’ ‘’

．． ．： ．‘÷：

．|粉娇科雇手介壳虫奚的一个科0介尧虫廷在植物上营寄生生活的、形态特往稂特化．
|，J、型昆虫。介壳虫和头喙亚目(Afichehorhyncha)以及木虱总科(Psyllo．idea)f、1．粉虱总．

·．．(Aleurodoidea)和蚜虫鹧科-(Ap'hidoideaJ．--4-．起组成同翅目．(Homoptera)。J比介壳宴类
．虫具有以下特征与上述其它类群相区别：。 j 、1

．．1)该类群的雌和雄成虫之形态差异十分明显。雄成虫除少数无翅型外，大多数种类’

『具有_对前翅，而后翅退化为平衡棍。口器退化，无喙及口针。雌成虫完全无翅，而口

坝Ⅱ十分强劲。’。．．‘一，：· ．，二
。．：

。．．·’7

，2)．在其生命史的各个虫期，除少数种类外，其足均具一节跗节，爪只一个。

。3)：雌虫属渐变态，无蛹期1。而雄虫在从幼虫到成虫的发育过程中，经过蛹期阶段。．‘

⋯具有上述三条特征的昆虫；曲费列斯(Ferris，1937)建立蚧总科(Coccoidea)6目前

．知蚧总科内可细分成18’个科，粉蚧科是其中的一科。这18个科是：’，-‘一，‘·’”{

1．硕蚧科Margaiodidae Morr．1927．．． j’
‘．“．‘+‘

～‘ ”

2．旌蚧科40rtheziidae．Ferris．’1937‘ ?：‘．

3．纽蚧科Phenacoleachiidae Balach：1927 ·，

．4．粉蚧科．Pseudococcidae'Ferris．1937

5j非蚧科Stictococcidae Balach：．1942，，-．，‘。

6．胭蚧科Dactylopiidae Mask．-’1'895 ；．．··’

7．’瘿蚧科·Apiomorphidke Balach．。1．9身2一‘．二 “

8．绒蚧科。Eriococcidae Balach．+19420．．q‘

．，‘9．：荭蚧科Ker．moi：'dc：idae Borfhsl‘‘‘195．0．’j，一，‘．．!．’

。i击链蚧科A。ter01+≤矗i：id矗Ferros‘：!f菇∥⋯
。·i‘一

．11．盘蚧科’Lecan9diaspididae’Borchs．．1959．

12．蜡蚧科Coccidae Stelnwedea．’1929’+

13．仁蚧科Aclerdidae‘Ferris．1937． ．．。+．。

j。：1’辱．胶蚧科Lacciferidae Ckll．1924 t⋯⋯⋯．．．

15：蜂蚧科Beesoaiidae Ferris一1950’√。．

．．1 6j、壳蚧科Coachaspidae—Ferris．1：93 7～．、：¨-。⋯·：·：

‘1 7．．战蚧科Phoeni芒ococcidae Borchs：’1958，．，。。
．、

．-．：·-?，’

·一18：’盾蚧科Di,Gpid!dae Ferris．·‘1937’’．。．⋯¨‘。。‘⋯．．⋯“’一’，’·⋯，j
．4裕蚧科乌其它客科的术’向?；我们可以用下列检索表加以简单说明■’’f‘：‘i ．．

( 一．。’“·．：‘¨．⋯·j¨·‘■∥·-一．．．．． ，， 、-‘。 ·_，。一+．、|．



、

科 检 索‘ 表

1．雌成虫有腹气门；如无，则前足变为挖掘式；雄成虫有复眼⋯⋯⋯⋯⋯⋯⋯⋯⋯⋯⋯⋯⋯⋯⋯⋯⋯2

雌成虫无腹气门；雄成虫除少数者例外均无复眼⋯⋯⋯⋯⋯⋯⋯⋯⋯⋯⋯⋯⋯⋯⋯⋯⋯⋯⋯⋯⋯3

2．雌成虫无肛环⋯⋯．．．⋯⋯⋯⋯⋯⋯⋯⋯⋯⋯⋯⋯⋯⋯⋯⋯⋯⋯⋯⋯⋯⋯⋯⋯硕蚧科Margarodidae’

雌成虫肛环发达，肛环具孔和肛环刺⋯．．⋯⋯⋯⋯⋯⋯⋯⋯⋯⋯⋯·：⋯⋯．⋯⋯⋯”旌蚧科Ortheziidae、

3．雌成虫触角11节；雄威虫有复眼，仅记载于新西兰⋯⋯⋯⋯⋯·．．．．Ott·O Q⋯纽蚧科Phenacoleachiidae

雌成虫触角最多9节，雄成虫无复眼⋯⋯⋯⋯⋯⋯⋯⋯⋯⋯⋯⋯⋯⋯⋯⋯⋯⋯⋯⋯⋯⋯⋯⋯⋯⋯4

4．雌成虫之两对胸气门均位于虫体之末端⋯⋯⋯⋯⋯⋯⋯⋯⋯⋯⋯一⋯：⋯⋯⋯一蜂蚧科。Beesoniidae

雌成虫之两对胸气门或至少有一对胸气门位于胸部正常位置⋯⋯⋯⋯⋯⋯⋯⋯⋯⋯⋯⋯⋯⋯⋯⋯5

5．雌成虫常有臀板及外被蜡壳；如无，则管状腺为双筒式a
OI g·O．．．．．．⋯⋯⋯⋯⋯⋯⋯⋯⋯⋯⋯⋯⋯⋯6

雌成虫无臀板及蜡壳；管状腺非双筒式⋯⋯⋯⋯⋯⋯⋯⋯⋯⋯⋯⋯⋯⋯⋯⋯⋯-⋯⋯．．．··：⋯⋯⋯8

6．雌成虫有发达的臀板及蜡壳⋯⋯⋯⋯⋯⋯⋯⋯⋯⋯⋯⋯⋯⋯⋯⋯⋯⋯⋯⋯⋯⋯⋯⋯．．．⋯⋯⋯⋯⋯·7

无上述特征，专寄生在战捷木上为害⋯⋯⋯⋯⋯⋯⋯⋯⋯⋯⋯⋯⋯⋯⋯⋯战蚧科．Phoenicococcidae

7．蜡壳上无壳点，足与触角发达⋯⋯⋯⋯⋯⋯⋯⋯⋯⋯⋯⋯⋯⋯⋯⋯⋯⋯⋯⋯⋯壳蚧科Conchaspidae

蜡壳上有壳点，足与触角退化⋯⋯⋯⋯⋯⋯⋯⋯⋯⋯⋯⋯⋯⋯⋯⋯⋯⋯⋯⋯⋯⋯盾蚧科Diaspididae

8 7雌成虫县有特殊．的尾瘤和背针⋯⋯⋯⋯⋯⋯⋯⋯⋯“⋯⋯⋯⋯⋯⋯⋯⋯⋯⋯⋯·胶蚧科Lacciferidae

无上述特征?⋯⋯⋯⋯⋯⋯⋯⋯⋯⋯⋯⋯：⋯⋯⋯⋯．-．⋯⋯⋯⋯⋯．．．⋯⋯⋯⋯⋯⋯⋯⋯⋯⋯⋯⋯⋯·9

9．雌成虫腹末端有臀裂及肛板；无8字腺⋯⋯⋯⋯⋯⋯⋯⋯⋯⋯⋯⋯⋯⋯⋯⋯⋯⋯⋯⋯⋯⋯⋯⋯⋯lQ．

雌成虫腹末端无臀裂及豇板；如有则具有8字腺⋯⋯⋯⋯⋯⋯⋯⋯⋯⋯⋯⋯⋯⋯⋯⋯．．．⋯⋯⋯⋯11’

10．臀裂发达，肛板二块，也有极少数无肛板者⋯⋯⋯⋯⋯一!⋯⋯⋯⋯⋯⋯⋯⋯⋯⋯蜡蚧科Coceidae

臀裂不发达，肛板一块⋯⋯⋯⋯⋯⋯⋯⋯⋯．．．⋯⋯⋯⋯⋯⋯⋯⋯⋯⋯⋯⋯⋯⋯⋯仁蚧科Aclerdidae

11．肛环无，体刺截圆锥形⋯⋯⋯⋯⋯⋯⋯⋯⋯⋯⋯⋯⋯⋯⋯⋯⋯⋯⋯⋯⋯⋯⋯’⋯⋯⋯⋯⋯⋯⋯⋯12

肛环有，如无则体刺非截圆锥形⋯⋯⋯⋯⋯⋯⋯⋯⋯⋯⋯：⋯”o⋯⋯⋯⋯⋯⋯⋯⋯⋯⋯⋯⋯⋯⋯··13

12．多孔腺成群分布，群中有一瓶状腺，体刺全面分布，原产中美⋯⋯⋯⋯⋯⋯⋯胭蚧科Dactylopiidae

无上述特征，体刺只在腹部边缘分布，原产非洲⋯⋯⋯⋯⋯⋯⋯⋯⋯⋯⋯⋯⋯非蚧科Stictococcidae

13．无管状腺，虫体呈陀螺形，腹部特长，腹末有·对细长尾瓣，分布于大洋洲⋯⋯⋯⋯⋯⋯⋯⋯⋯⋯⋯

⋯⋯⋯⋯⋯⋯⋯⋯⋯⋯⋯⋯⋯⋯⋯．．．⋯⋯⋯⋯一⋯⋯一．．⋯⋯．⋯⋯⋯⋯⋯瘿蚧科Apiomorphidae

有管状腺，体型非上述⋯⋯⋯⋯⋯⋯⋯⋯⋯⋯⋯⋯··：．．．⋯⋯⋯⋯⋯⋯⋯⋯⋯⋯⋯⋯⋯⋯⋯⋯⋯一r 14

14．肛环无毛，虫体常硬化为球形，全部种类寄生在麻标植物上⋯⋯⋯⋯⋯：“⋯红蚧科Kermoeoccidae

肛环有毛，虫体常柔软非球形⋯⋯一．⋯⋯．-．·：⋯⋯⋯⋯⋯⋯⋯⋯⋯⋯⋯一：⋯⋯⋯⋯⋯⋯⋯⋯⋯⋯一15

15．雌成虫具8字腺⋯⋯⋯⋯：．⋯⋯⋯⋯⋯⋯⋯⋯⋯⋯⋯⋯⋯⋯⋯⋯⋯⋯⋯⋯⋯⋯⋯⋯⋯⋯⋯⋯⋯·16，．

⋯雌成虫无8字腺⋯⋯⋯⋯：⋯⋯⋯．．．⋯⋯⋯⋯⋯⋯⋯⋯⋯⋯⋯⋯⋯⋯⋯⋯⋯⋯⋯⋯⋯⋯⋯⋯⋯一17

16．肛板二块，弧形肛板一块，肛环常位于肛板和弧形肛板所围成的圈内，并且多数种类具“U”’字形角

质化8字腺⋯⋯⋯⋯⋯⋯⋯⋯⋯⋯⋯⋯⋯一．⋯⋯⋯⋯⋯⋯⋯⋯⋯⋯⋯·盘蚧科Leeamodiaspididae

无肛板和弧形肛板，肛环常位于肛筒内，常无“U”形角质化8字腺；典型的8-字腺常沿体缘分布

⋯⋯⋯⋯⋯⋯⋯⋯⋯⋯⋯⋯⋯⋯⋯⋯⋯⋯⋯⋯⋯⋯⋯⋯⋯⋯⋯⋯⋯⋯·j·链蚧科Asterolecaniidae．

t7．雌成虫常有三孔腺，腹裂、背裂、刺孔群及臀瓣，管状腺通常细而非瓶状。．体刺如有则很小而细

⋯⋯⋯⋯⋯⋯⋯⋯⋯⋯⋯⋯⋯⋯⋯⋯⋯⋯⋯⋯⋯⋯⋯一：⋯⋯⋯⋯⋯⋯⋯粉蚧科Pseudococcidae

雌成虫常无--：j：L腺、腹裂、背裂、刺孔群，管状腺为粗瓶状。体刺发达，多为圆锥形，体刺密布虫体

背面，或沿着虫体体缘排列，臀瓣发达，甚至有不同程度的硬化⋯⋯⋯⋯⋯⋯绒蚧科。Eriococcidae

从上述检索表中，可以看出，虽然粉蚧科和绒蚧科有一定的不同，但是它们仍然是处



在一个分支上的不同类型，血缘较近。因此有些蚧虫分类学工作者多把绒蚧科作为粉蚧

科中的一个亚科来处理，’即把粉蚧科划分为二个亚科∥粉蚧亚科(Pseudococcinaj)和绒蚧

亚科(Eriococcinae．)。而绒蚧亚科(或绒蚧科)比较重要，并且包括种类经Hoy．J．M．1963

年归并为’254余种的大属即绒粉蚧属‘(Eriococcus)，该属在成虫形态特征及’生物学等方

面都更与粉蚧科的种类相接近，所以我们暂把绒蚧属归于粉蚧科，称为绒粉蚧属；在此做
_‘

一简单说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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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蚧科的发生发展是和蚧总科内各兄弟科壬起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在不断地占领

和适应各种不同的生存条件中形成的，它们之间的进化和系统发生谱系关系，可用下列一

象征性的进化谱系图来说明：‘，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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蚧总科象征性进化谱系图．| ．‘．。． ⋯

从图里可以看出，。蚧总科可以分成=大类：即古蚧类或称古蚧首科．(Paleococcoidea)

和新蚧类或称新蚧首科．(N￡6coccoidea)。 古蚧类包括目前已知的三个比较原始的蚧虫类

群，它们各自形成三个独立的分支向前发展着，这就是：．旌蚧科,(Orth鼍iidae)，纽蚧科

(Phenacoleachiidae)和硕蚧科(Margarodidae)o _=． ?

。

新蚧类可能以七个大分支向前发展着。．粉蚧科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昆虫。、新蚧类最

初的三个分支可能起源于中生代三叠纪以后；包括三个科，+即非蚧科．‘(Sfictococcidae)，

胭蚧科(Dactyloph'dae)和瘿蚧科(Apiomorphidae)。我们可以从它们的形态学和生物学．

如产卵特性等方面判断出它们是新蚧类中最古老的类型。第四个分支是由三个比较近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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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组成，它们是粉蚧科1(Pseudococ．cidae)；绒蚧科(Eriococcidae)和红蚧科(Kermocod乏i·

da：e‘)；．第五个分支以四个科为主体：。1即链蚧科(Asterolecafiiidae)，。。蜡蚧科‘(．Coccidhe)；盘

．蚧科．(Lecanodiaspidida；)‘和仁蚧科．(Aclerdidae)8’男外；蜂蚧科+(Beesoniidae')‘也可能是由

这广分支来源的∥第六分支是一支起源于石炭纪的独立分支j．这就是胶蚧科'(Laccifcri一

’dae)。’·第七分支是一个形态特征更特化的类群，即是壳蚧科(Cqnchaspidae)，．．战蚧科

(Phoenicococcidae)．和盾蚧科(Diaspididae)o ．
。√ 。r

i
； 。粉蚧科最早可能起源并分化于吉生代的石炭绍；到了中生代的三叠纪开始有了发展。．

’一它们在形态学方面的进化方向；也和兄弟科一样，雌虫体结构变化主要表现在肛环向着简

’单化的方向发展；触角和娃的节数逐渐退化，甚至足完全消失；用来分泌蜡质物覆盖虫体

．和卵的泌蜡腺体其结构莉机能的变化。而雄虫之虫体结椅的钕变，．也是适应着生命史缩
短和不取食等重要生物学特征的变化而变化的≯在生物学方面的进化方向，主要表现在

从杂食性到寡食性，直至出现单食．性类群，．如竹粉蚧属一(．A,nbnina)t等等。

、■。当然上述的系统发生关系以及划分出古蚧类和新蚧类的系统，主要是根据今天生存

·着的类型之形态特征而假设判定的0．：如古蚧类雄成虫具复眼和单眼，雌成虫具腹气门和

．特殊的圆盘状泌蜡腺。‘．而新蚧类则以雄成虫无复眼‘和雌成虫无腹气门，在多数情况下均

具有管状腺做为与前者的区别’。’又由于古昆虫材料卡分缺乏：加之各蚧虫分类学工作者

所持观点不同等原因，．上述系统发生的象征性说明和分类系统的安排，。只做一参考性介
·‘ 绍，并非固定不变。I相信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人和蚧虫分类学的不断发展．’

进而会不断丰富或订正上述概念。的。 一． 一 1- ⋯ ’一?一一’一_．．·．L．．’
‘‘r i‘ ·． ’r

’。

：．一 ”?： o．’：i；．jo+√。．1‘．一～．·．： ∥～． ：．t～‘

’、，。一‘?。o‘．．．■；{、j’(二)-形态．特“征+·．’t．一’：。．{‘．．．’。，
一．．-～o，：■’，一■∥-”：，』：：：：o；√’．：。1：1．i。‘{．．，，-．

雌成虫(图1，．2)：虫体卵圆形或长形，而常有两侧几乎平行的种类，少数呈圆形或球

‘。形，如粒粉蚧属(g∞瞄，．毒)、．和根瘤粉蚧属’(Chnaurococbu；r))等，：有的类群其虫体有时不对’‘

称。体背面常微微突起；腹面平坦而柔软。√+ t一．． 。：- ．。。： ：．．．：

．． 虫体大小变化很大：较小的约r．3i1．5‘毫米，而大酌种类体长达约，12．毫米1，如扁粉蚧
属(c五删of。弼“)，．通常虫体长在3,'--5毫米之阔6+种类不同或同二-种在不同寄主土的个．
体以及雌虫不同的发育阶段，’：其虫体长度、触角和足的大小都有很大的变化；例如雌虫在

生殖产卵期体积显著增．犬0 一’一、： ’．， ，。．⋯．．．。． ： ：一． ：+．

，．雌体在不同程度上均可分为三个部分：头。胸和腹。．’可是头和胸部常愈合，二者的分
． 界限不甚明显，头部在虫体腹面嵌入胸部，：因此口喙。’几乎位于二前胸气门的水平线上，而

·前胸背板和头部的分界限通常是在前背裂之前经过．占·前胸和中胸的分界限较为明显，腹

。+j部全部背板均有明显区分；同时后胸占据第’l腹节腹板，因此夕卜观上的第一腹板实际上为

、第2．’腹节之腹板，所以腹节外观由8节组成，第‘9：、+10、1117腹节通常很难区分。’÷．j．．+
’

一．．触角长丝状或细索状，与虫体长度相比短而细弱，着生荏头部顶端腹面两侧边缘，由

．“5．-79节构成：’触角第1节常短粗。第2．节、第3节和顶端节可能是整个触角最长的节o，
，有时触角的某1．节常有关节；随着个体的不同而从关节处断为明显的2节。+有的种类触

．?角则退化。7触角每节常生有数根细毛，在第2’市上通常具有÷个明显的圆盘状小孔，在端

’节上常生有数根感觉刺毛；有时这些感觉刺毛则生于端节之前。一 ，-



’． ·‘眼较发达，t着生在触角基部附近，也有的种类芜眼。眼常呈圆形或球形，有的种类具．．

发达的眼座，眼座常为圆锥形且高度硬化0．．
．． ．．

’，’ ．。·。：．·
一

··，．．

+．．口器正常发育由基片j喙和凸钎三部分组成。噬圆锥形常分为I÷；节，募顶端生有j．．．
细毛数根；整个喙都较硬化。：．'岛钲常4条‘，细长而硬，．。卷曲地藏于申，jj后胸间的．特殊口袋．：
中：‘嚎二般位于二前足或二前胸气门之间。一‘ 。”～·+ o、。．‘．’·+．．-o·- 。．o

，”胸足真有正常节数0’胸足之太小与虫体相比是很小的．，也有退化或缺如者。．4胸足常·

．由基节、转节、股节、：胫带、-跗节和爪6部分组成。基节t节l通常为不规则的截面圆锥
体‘，生有数根细毛，有时还有大膏亩逸明的孑L，在很硬化的节面上有孙而圆的瑟亮的“斑点，，
一这就是细管状蜡腺的开l口处，或是网孔，统称透明网孔．，这是比前者大而比较没有明显界

一限的蜡腺的开白j t转节近三角形；有时则为长形；常有2个或数个成对的圆盘、状孔，少数 ’。

甚至有格眼。．股节常粗壮。胫节大多细长，顶端常生有很硬化而粗的二根距。跗节顶端

：生有细长的二根毛，称为跗冠毛o|：爪稍弯曲，’在卞侧常生有一齿状突起，在爪的基．部下面7，．．-

+具有’2根长毛称为爪冠毛，其爪冠毛顶端有的尖锐：也有的呈球形膨大盏 ．：

·胸气f-j--对，常为喇叭状。在气门附近常分布有圆盘状胞参 。·

‘，。‘大多数粉蚧均有背裂：值也有的种类背裂缺：．’背裂是生茬虫体背面的旦横裂茹嘴唐
’

‘。

·

，·‘
·‘，1．j 。 ?：， ⋯： L． E-’，弓{：，V ?-l ，，，f．1·，， ．⋯吖、，’ ¨

‘状的构造；’数目常为二对；少数只具二对。．‘背裂可按其着鲜位置的不同分为前背裂静辱
j

背裂。前背裂在前胸背板上，后背裂则生在第7腹节背板上≯海∑背裂部是撼裂孔{开‘白：
．

。
· p． ～-·．1，M‘甜．j¨J’o■o—荆o

．于体腔中，当蚧虫受惊扰或受天敌攻击时，这些背裂就向外分泌出带有颜色兼在空气密很

快就会癌硬的液体，对虫体有二是的保护作用。。一、．．?‘’
．1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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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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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粉蚧 ’：．，．、．．
1．2．触角：3．喙：4：5．6：足和爪：7．胸气门：’8．．9．背裂：10．11．12．腹裂：．’13．14．肛环：

15．16．17．18．多孔腺：19二五孔腺：20．21j三孔腺：，22．23．24．管状腺j 25．蕈状腺：．、．2tj27．放射刺营腺

．’
．．

-： ；．．、 ：-．．， ．．

腹裂位于虫体腹部腹面，常以局部地角质化的狭窄的硬化框作为界限，其数目和大小

在不同的种类中变化很大。也有的种类无腹裂。具有腹裂的种类，．其腹裂常裂口很大而

明显。如贝具一个腹裂，该腹裂常位于第三和第四腹板之间，如有数个腹裂则沿体中线一

个接一个地排列着。j，． ·．

．．·

_。

肛门位于腹部最后一节上，常在肛门的周围包着一个扁平的硬化环叫肛环。：该肛环
．

．

L’
、、

，

·6·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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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常生有6_8根肛环刺，少数生有4根或多至’10根以上。肛环表面还具圆盘状孔，圆盘

状孔常沿肛环外缘形成1或2列；而沿内缘则有数列。少数种类肛环孔呈带状分布或均

匀分布在肛环中。有时肛环无孔0肛环位于腹部末节表面，或少数稍埋人末节内；在这种

情况下形成的皱褶称为肛板；·或肛环位于肛筒中。第8腹节的腹板在肛环的水平缉上常

生有二对毛；称为肛位毛，．肛位毛分成前和后=对，在绒粉蚧属中分布于肛环侧面的成对

毛也同样被称做肛位毛：．在肛环两侧第9腹节多少向外突出，因而形成所谓的臀瓣。．在

臀瓣顶端或近于顶端的腹面常生有一根长刺毛，称为臀瓣刺毛。臀瓣在本科范围内和多 ．

’数属中发达程度远非一致。阴门位于第8和第9腹节腹板之间。

泌蜡腺分布在虫体背和腹两面，硬化角质的泌蜡腺数量很多且样式复杂。但可分为

二个基本类型：圆盘状腺和圆柱状腺。圆盘状腺中常有多孔腺——不同直径的圆形或卵圆

形硬化孔，在中央常有彳个小孔和一圈边缘孔；五孔腺和六孔腺；就是中央有，1个圆形孔

眼，边缘有5或6’个孔眼；、三孔腺是各种大小的略呈三角形或圆形的硬化结构，其中部有

3个长形的孔眼。·圆柱状腺又可分为：④管状腺·—一有不同的直径和长度，管筒的两边近

于平行；在开口处有一圈狭的硬化框包围着。有时管状腺很短，几乎成为圆盘状；③蕈状

腺_与管状腺相似，所不同者在于管筒的腺日周围有弋圈突出的角质状的、成半球形的
突起，。很像蘑菇；，因此称为蕈状腺；③瓶状腺—_管筒内端膨大，开口的周围无显著硬化

框；④放射刺管腺—二具有长的；常是粗的，，．少数则呈丝状的圆柱状管筒，管．口具硬化的

截面圆锥突起盘j盘上生有卜_5根小刺，少数则为毛‘，小刺顶端尖锐或钝圆；或呈须枝状b

．·体毛长度和粗度变化很大，分布在虫体背和腹两面或仅分布在虫体腹面。

?’粉蚧科中的许多种类都具有特殊的泌蜡构造，称为刺孔群。刺孔群着生在虫体背面

．边缘，少数种类背面中部也有分布。刺孔群是由二个，’少数_个或数个圆锥状刺和聚集在

刺附近的三孔腺或少数五孔腺。，并常有一些毛共同组成。有时所有刺孔群或．一个刺孔群位 ，

于硬化片上。‘刺孔群的数量不同种类亦不同，常治背部边缘对称地分布着’18对。根据分

‘布的位置。，刺孔群可区分为头胸部十对和腹部八对j本书为简单方便，对以后描述和检索

表中的刺孔群以字母C表示，并注明相应顺序的位置。．例如，头胸部第_对刺孔群为C。，+

’头胸部第二对刺孔群为C：，头胸部第十对刺孔群为C。o，腹部第一对刺孔群为cn，’腹部·

第七对刺孔群为Ct，，腹部第八对刺孔群，即最末一对生长在臀瓣上的刺孔群为c·so 许

．多种类的刺孔群常少于18对。。例如只有17对，即存在C。，Ca—c。s。在这种情况下缺少

第：对刺孔群。也有的类群只具有三对刺孔群，生在腹部末端，即C，。一c。8b在这种情况、、

下缺少全部头胸部和腹部前5对刺孔群。更有的种类沿虫体两侧边缘分布的刺孔群多于一

·18对：，在这种情况下，多’出的一对常用所在体节的数字为标志，并在其右下方附加字母’

“a”。-例如多出的刺孔群位于第一1腹节，就用C。。。来表示j有时除位于虫体边缘的刺孔群

外，个别的刺孔群或一列或数列分布于虫体的其余表面；甚至着生在背部中央。

⋯．j刺和小刺杂乱地分布在虫体背面或成带状分布或沿虫体背面边缘成群或成横列分

．布，但也常见除具组成刺孔群的刺之外无小体刺。‘：．- ．，’

雌成虫的体外蜡质覆盖物有各种形式，常为白粉状，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在腹部末端·，

少数则在整个虫体周围具有不同长度和粗度的蜡线或蜡突起。有时在各面均有突出的玻
’

璃辣细丝，少数则呈蜡片状。‘．常有毛毡状的卵袋，‘卵袋完全盖没虫体，还有少数卵袋呈绒．．

茸状b．凡虫体外披蜡质覆盖的种类，在其产卵期间常分泌白色棉絮状的卵袋，局部或全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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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住虫体。．很少数种类的雌虫体外完全无有蜡被。 ’‘‘|·

．·-。’’1‘ ·‘ “．．

’。j雄成虫：?虫体细长，朗显分为头、‘胸、腹三部分j体长约在o．6÷3毫米之间。。触角．．．
3-10节。单眼数目+4—6个。复酿缺。太多具发达的前翅0平衡棍有各种方式曹有时和．

翅÷样缺如。足细长，少数种类足强壮且运动力较强b-腹部向‘后端变狭；．末端第2节有夸

个圆柱状腺，活的个体由此伸出2条雪白琶的细长的蜡丝d交配器短：基部宽。雄若虫的
茧白色而柔密，长形，两侧几乎平行√在茧的表面上常有单独的粗丝j如粉蚧屑‘(黔i“d仉’

COCCf,“)或茧卵圆形，毛毡状，如绒粉蚧属(Eriococcus)o。 -，．．．一 ?’．．：：+ 一．‘，二：1

．．
。． ．二．‘．．

‘

．+．1

’? ：1 一1 (三)种类与’分布’．j．．_‘·。·i 。，一t·．

?
’‘

·．

’·’‘

．‘7 ．’。-． ，．．?。’：．-。：一‘ ．：，：。
．_

一

粉蚧科目前全世界已知约一千余种，分属于102个属’j由于对蚧虫区系研究的不足；’’

所指出的关于这个丰富类群的种j属还不能给予我们以更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

．．·，早期对蚧虫种类和分布进行研究的是考科列尔(Cockerell，1895)；,在他的著作中对粉’．

蚧科的种类和分布做了初步说明，只指出分布在东洋区的粉蚧有。’1属3种。·‘以后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对粉蚧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旧北区。+例如帕拉少夫斯基‘(Balachowsky，‘1932)

分析了地中海沿岸西部的粉蚧区系。}伯顿凯米尔(Bode6fiei岛her；1935、)耐旧北区东南部的：
粉蚧区系进行了研究0哥里钦榉(K邮'n,te／tifo，。'1936)‘对苏联蚧虫区系和地理分布做了分’

析；但是其中所涉及的粉蚧科的种类和分布是很简单的。后来阿尔海盖尔斯卡娅(Kpxaff-』．’
Fe．IIbCKllil，1937)对中亚细亚以及旧北区南部粉蚧的分布作了一定的士作0-j。·。4：-一·

粉蚧科是全世界分布的i但对其分布的极北和极南界限至今仍．未定论，曾记载过北方

蜡瘤粉蚧‘(Macrobe；ofOfC'US bore’alis Borchs)栖居在喀拉海岸(北纬68．ol，、)，．这可算目前已。

知分布在最北方的粉蚧二而分布在最南方的粉蚧至今还不清楚矗现在依据世界陆地动物

地理区域的划分，将分布在以下九个犬区内的常见粉蚧数量作一不完全统计；以作种类和

分布的参考，；列表如下j ‘·。 ‘·。’． ．一
· ：j一‘

’．，≥．。：。：‘。．

，●

，。动物地萼学域名称’：，， ．．：‘’包．+筘7．屠．{攀7． 包，括j·种l 7．．觏：．．：j

‘．- ’旧北区一¨ ．‘J’1 }’． ‘58
：， ，．’·： ，’”_、’i‘．4≯，．‘．i”0、j1

√∥‘}。i90■、：’二’：j■’．．’．·薪，北。区 ”· ’· 2Z： ’．：．⋯

． ‘新热带区，．、．．、?’ 卜．··：．．“’17．，√‘。“一 一‘“；j’—86⋯，。??，。j．r’；：

‘．”·．t埃塞俄＆l亚区：。i-：“i： ．：’．1+："18√‘： ’。’t ：一：■I』’西0曩’h’心<
’ 十

’

印度马桌皿区：’r、j r．一j．．：，’23+一．u·‘一‘． 。l?：。 98，：．jt·‰∥，：

‘。’．。涣{；I{’区+ ，一·．、 ’．．’⋯23一·．·’t·i’ 。+．'‘．一?，l办 ：’．、“、一11

_～ 二 ‘· 、，

．：、i；应指出．，。：：粉蚧属÷+(Pseudor叱绷j>，’‘绵粉蚧属，．(p^确口而∞“)．．和绒粉蚧属．-．(E打D∞施j)

是全世界分布的。另外旧北区、新热带区和印度马寒亚区分布着1一些共同的属，-、它们是’；
’跏^o砌i口；?背粗管粉蚧属：．(Paroudablis)；砖倒00ch、erm‘es‘；．峰粉．蚧．属‘：‘(H；薪of赫j玉)和
G淼如口一口苦‘j新北区和埃塞俄比亚区共有的属是：’荒粉蚧属-(‰fo∞‘j)占+‘印度马来亚区
和新热带区共有的属是．．’K，i'waninao：、印度马来亚区和澳洲区共有的属是．’(Rhiz6cFc苫us‘‘和

扁粉-蚧属，(c五赫ofo咖j)’oI·+印度马来亚区+、．新北区和澳洲区共有的属是j阳腺-刺粉“蚧属



(Heliococcus)。新北区、埃塞俄比亚区和印度马来亚区共有的属是：Ceroputo。新北区、新

热带区和印度马来亚区共有的属是：竹粉蚧属(彳五f泖珈五)。．新北区、埃塞俄比亚区、印度

马来亚区和澳洲区共有的属是、Rhizoecus。新热带区：．埃塞俄比亚区和印度马来亚区共有

的属是瑞粉蚧属(Rip”．sia)"o这就不难看出粉蚧科在世界动物区的分布；往往通过某些．

属而彼此联系起来，这也是粉蚧科分布的一个特点。

‘．．旧北区粉蚧种类多样，．亦发现于北方和南方的草原和半沙漠地带。’新北区种类也

很丰富，仅次于旧北区，在常见的27个属中，其中有7个属是该区的代表属，它们是：．

Atriplicia；Cryptoripersia；CuccuUococcu$；Hypogeococcus；Paludicoccus；‘Porococcus；Xerococ—

t'fd$。新热带区的特点是绒粉蚧属的种类贫乏。：，在常见的．1 71个属中有以下7个属可以认

为是该区的代表j它们是：鳞粉蚧属·(．Nipaecoccus)；Lachnodiella；‘Macrocepicoccus；Mel,ze-

ria；Pseudorhizoecus；Pseudotectococcws,Tectococcuso埃塞俄比亚区的区系特点与新热带区较’．；

为相近，就是绒粉蚧属的_二些类群至今发现很少，本区的代表属有以下5属：An'nulococcus；

Grewiacoccus；Natdensia；白粉蚧属(Parapu'to)和P'erdococcuso．印度马来亚区系是很丰

富多彩的，其代表属有以下8属：Erioides；福粉蚧属(Eormicococcus)；Kermicus；Le／royia；·+

Mizococcus；Pedroniopsis；Pilococcusj和垒粉蚧属．(Synac7anthococcus)o澳洲区的特点是绒粉．

蚧属较为丰富，除此而外的本区代表属，’通常认为有以下7属：‘Casuarinaloma；Epicoccus；

Neosimmondsia；Nesococcus；Phyllococcus；Pseudoripersia和Laingicoccus。 一
粉蚧科在旧北区和新北区的类群较为复杂，例如在旧北区的二些属如’Meiadenopus；

Polystombphora和Mirococc目ts．等，它们的形态特征、生活方式和栖居特点都很特化，与古“

老的且多生活在植物枝条上的属，如粉蚧属j(Pseudococd'“)。和绵粉蚧属．(Pheuacoccui)相

此，在系统发生上确表班得比较年青，而上述一些古老的类群在热带地区的种类比旧北区

和新北区表现得更为复杂：所以有人认为粉蚧科的进化中心可能在热带地区。因此，进÷

步对热带地区粉蚧区系的研究。；对认识粉蚧科的进化系统是有·定意义的j， 一。o’：

我国粉蚧科区系是世界陆生动物区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疆域辽阔，地跨温带’：亚

热带和地形复杂多变j；植物种类繁多，与这些有关的粉蚧种类宓定十分繁杂j·般的说我

国华北和东北区系基本上属于旧北区类型，主要有粉蚧属(PJeudococcus)；绒粉蚧属(Erio-

f∞&s)；粒粉蚧属(cw砌妇)，和背粗管粉蚧属(Par．oudablis)等。长江流域j东南沿海及

华中地带间混有旧北区与印度马来亚区的种类，如住粉蚧属(由f彻妇口)的广泛分布以及

鳞粉蚧属(Nipaecocbus)的某些种类在这一地带的分布也可看出这一地区与新：lglX有某些

联系o：西南及南部沿海诸省，。气候温暖、地形多样，．．而自然植被和经济作物随地形。气候

的变化而变化颇大，粉蚧种类和数量较其他地区更显得纷繁夺目，有些种类如糖粉蚧属

(S'accharicoccus)、平刺粉蚧属(R．a4trqc9ccus)．和榄粉蚧属。(Pedronia)等显然具有印度马
来亚区系特点。关于粉蚧科的区系研究目前也还是刚刚开始，这方面的知识还很片断，对

我国全部粉蚧区系的研究还须进产步．努力。．1一j ．’．．√ ·．|．·+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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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物学：特性 ，一-．_一．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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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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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物学的涵义广泛，又因为粉蚧种类繁多；所以在此只选择粉蚧科生物学的特点．

加以概括介绍。粉蚧科同蚧怠科的各类昆虫一样都属于不完全变态的类型。雄虫的变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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