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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图志收录 1983 - 20 1 4年，贵州大学昆虫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建立并发表的头嗦类昆虫新种模式标本

709件，包括叶蝉科、飞虱科、广翅蜡蝉科、菱蜡蝉科、象蜡蝉科、颖蜡蝉科、扁蜡蝉科、瓢蜡蝉科、

短翅蜡蝉科、璐9!苦蝉科。 每个种包括整体、侧面、颜面和原始标签彩色照片 ， 匹配模式标本产地和原始

文献。 附录列出已出版的昆虫区系分类研究学术专著 L9部，已发表的头嗦类昆虫区系分类研究论文题录

452篇。 《贵州大学馆藏昆虫(头嗦类)模式标本图志》 用图文形式载现头l库类昆虫新种模式标本，实现

模式标本数字化永久保存，为模式标本核对提供方便，为物种鉴定提供依据。 对昆虫分类学、昆虫生态

学、昆虫生物地理学以及生物物种多样性研究的科技工作者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学术意义深远 ， 实用

价值高。



目。 首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依附实体，是物种可供查证的依据，是新物种描述的依托，是动物学家第一

次用于描述和记载新种时所用的标本 . 它的特点独一无二，对该种特征划分判别特别重要。 ~ 同际动物

命名法则 》 明确规定，动物学家在确定及发表某一类m生物的学名时，必须指明模式标本产地、采集时

间、采集地点、采集人，并明确标明模式标木的保存单位。 还规定一个动物学家在命名新物种时，尽可

能与模式标本核对，模式标本保存单位有义务提供核对模式标本的方便。

、ν前同际、同内均发现有昆虫模式标本丢失、损坏的现象噜加之一些单位管理条件差，标本室不具

备控温、控湿的条件，导致愤式标本发霉、虫!监损坏，已失去模式标本应有的价值。 为实现动物模式标

本规范化保存，寸I同科学院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已指定贵州大学为我同动物模式标本保存单位之-。

贵州大学昆虫研究所开展昆虫区系分类研究已有40余年经验积累，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贵州省

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 《贵州动物志》 编辑委员会，卫:巾 rl=!贵州大学(原贵州农学院)郭振中教授负责贵

州农林昆虫区系调查与 《贵州农林昆虫志 》 的编写 ; 20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由贵州大学李子忠教

授牵头并邀请同内同行专家对贵州省7个同家级自然保护仄和 l个省级自然保护区昆虫资源本底j进行系统

调查研究，并编辑出版了相应的"景观昆虫"系列专著，诸如 《茂兰景观昆虫 》 、 《梵净山景观昆虫 》

等，极大丰富了昆虫区系分类研究内容

贵州农林昆虫资源、调查和贵州| 省同家级1' 1 然保护区昆虫资源本底调查项日，培养造就了贵州大学昆

虫研究所从事昆虫区系分类研究的一批专门人才，为址:一步开展昆虫学科相关类群的系统分类研究打下

了坚实基础，有的研究人员已成为同内、外相关类群分类研究的领军人物。 经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贵州

大学昆虫标本馆已收藏在同内28个省(区)采集和同内外同行专家馈赠的昆虫标本 1 5万余件，其中头嗦

类 1 0万余件，包含己鉴定并发表的新种模式标本

为预防因自然和人为 |王|素影响，导致模式标本的损毁，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在加强昆虫榄式标木

规范化管理的同时，编辑出版 《贵州大学馆藏昆虫(头l垛类)模式标本阁志 ~ (以下简称 《阁志 ~ ) , 

实现模式标本数字化永久保存U

该 《 阁志 》 收录 1 983-20 1 4年7月已发表的709件头 n象类昆虫新种模式标本，含叶蝉科、飞虱科、广

翅蜡蝉科、菱蜡蝉科、象蜡蝉科、颖蜡蝉科、扁蜡蝉科、瓢蜡蝉科、短翅1!告蝉科、 T路1t肯蝉科。 每个种包

括整体、侧面、颜面和l原始标签彩色照片，同配模式标本产地和原始文献 附录列什l 已出版的昆虫区系



分类研究学术专著 19部，发表的头 I!象类昆虫区系分类研究学术论文题录452篇，培养的头嗦类昆虫区系

分类的研究生42名(硕士研究生30名，博士研究生 12名)和获资助的头嗦类昆虫区系分类科研项目 38项

(罔家级22项，省部级16项 ) 。 凡在头l库类昆虫分类研究做出成绩，并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新分

类阶(单)元的贵州大学昆虫研究所的教师和研究生，均为本 《 图志 》 的编辑委员 。 该 《 图志 》 的编著

，LI-\版是贵州大学昆虫研究所几代人从事昆虫区系分类研究的阶段总结 ， 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宝贵财富，是

提供查证和鉴定物种的可靠依据。 实现模式标本数字化永久保存，是履行国际义务的具体表现 ， 具有极

其深远的学术意义和重大实用价值。

在 《 图志 》 编辑出版过程中 ， 承蒙贵州大学各级领导的鼓励，贵州|大学昆虫研究所杨茂发教授、陈

祥盛教授、部军锐教授、陈文龙教授及昆虫研究所全体教师的鼎力支持，动物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专业历届研究生积极参与，苏州大学蔡平博士提供部分原色昆虫照片，中山大学刘振华同志提供封面设

计用昆虫照片，部分模式标本分别为杨集昆 、 李法圣、葛钟麟、张雅林 、 任罔栋 、 石福明 、 林乃佳 、 林

毓鉴、田明义、周善义、王文凯等教授， 黄坤炜、曹魏、王保海等研究员， Vojlec Novolny、 Michale D. Wehh 

等博士馈赠、交换、借用，已在论文发表时给予注明。 对支持本项研究和 《图志》 编著出版的同内外同

行专家教授一并表示深情谢意，特别感谢贵州大学副校长金道超教授对本书的编著出版给以的极大关注

与支持。

由于时间匆忙，加上水平有限，错误与不妥之处希望得到同内外专家批评指正，以期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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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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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啡刽 Cit 'ad川 I id:1I' 

、叶埠科Cicadellidae

体罔筒形或扁平，体长3 - 15mm o 体多为褐色、橙色、黄色 、 红色和向色，一般色彩单一，但不少

种具有条纹和斑点。 头冠宽阔，单眼2枚或缺，触角刚毛状 ， 后足基节横宽，伸达腹板侧缘，后足月圣节上

有棱脊，棱脊上着生3-4列刺状刚毛。

目前全世界已记述2340属22300余种，中同已知 1400余种。

本 《阁志 》 收录 19亚科169属632种。

1. 大叶蝉亚科Cicadellinae

体圆筒形，体长4 - 15mm。 体多为绿色、褐色，具黄色、红色、黑色等斑纹。 头冠宽阔突出，元脊

无凹 . 单11良位于头冠部，着生在额缝末端，额唇基隆起平坦，前翅翅脉完全 ， 端片狭长。

本 《罔志 ~ tl1t录 12属86种 。

( 1 ) 且又条斑大叶生手

Anαlkina bislrialαYang & Li 

榄式标本产地:贵州荔波茂兰。

原始文献:杨茂发，李子忠. 200 1. 贵

州斑大叶蝉属工三新种 (同翅目:大叶蝉科).

动物分类学报. 26( 1 ) : 48. 



贵州火营馆战庭企 ( 茬'在桌 ) 钱式标毒面志

( 2 ) 钓交斑大叶缚

Anαtkinα hαrpαgαYang & Li 

模式标本产地:云南临沧。

原始文献:杨茂发，李子忠. 1 999 云

南斑大叶蝉属一新种(同翅目:大叶蝉科).

山地农业生物学报. 18( 1): 15. 

( 3 ) 尖哗斑大叶样

Anatkinajiα1Yengαna Yang & Li 

模式标本产地: 海南尖峰岭。

原始文献:杨茂发，杜艳丽 ， 卒子忠

200 1 . 中国斑大叶蝉属芝革开种一新记录

(同翅 ~I: u十蝉科. 大u 1-蝉亚科)动物学研

究， 22(2) : 143. 

( 4 ) 蓝斑大叶佯

Anαtkinα livimαculαYang & Li 

模式标本产地:贵州荔波、紫云

原始文献:杨茂发， 李子忠. 200 1. 贵

州斑大日十蝉属三新种(同翅目:大叶蝉科).

功物分类学报， 26( 1 ): 46. 

-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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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黑政斑大叶蝉

Anαlkinα nigrivenlris Li 

模式标本产地:贵州|榕江。

原始文献.李子忠. 1992. 贵州斑大叶

蝉属一新种(同翅目:大叶蝉科).昆虫学

报. 35(2): 215. 

叶童非科 Cil'udl斗 lidiW

------------------------………----…-..-------------帽- --

( 6 ) 红起斑大叶生手

Anαlkina rubipennis Yang & Li 

榄式标本产地:贵州|荔波茂兰。

原始文献: 杨茂发，李子忠.200 1 贵

州斑大叶蝉属三新种(同翅目:大叶蝉科).

动物分类学报， 26( 1 ): 47. 

( 7 ) 红会斑大叶生手

Anal kina rufistrialαYang & Li 

榄式标本产地:海南尖峰岭、黎呵-山。

原始文献:杨茂发. 李子忠. 1 998. 海

南大叶蝉科三新种(同翅目:叶蝉总科).

动物学研究. 19(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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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火 ，苦馆战是全 { 茬'牟桑 ) 钱式标夺目B 忠

( 8) 五峰斑大叶弹

Anal kina wufengαna Yang & Du 

模式标本产地湖北五峰。

原始文献:杨茂发，中t陆丽，李子忠.

200 1 . 中罔斑大叶蝉属 -主rr利I一新记录

(同翅曰: JJ-I才哗科:大ui 蝉ill!.科)动物学研

究， 22(2): 142. 

( 9) 盈饵斑大叶生手

Anatkina yingjiαngαnαYang& Li 

模式标本产地:云南盈江。

原始文献:杨茂发，李子忠. 2005. 斑

大叶蝉属一新种(半翅曰:叶蝉和1. : 大叶蝉

亚科)昆虫分类学报， 27( 1 ): 14. 

( 10 ) 周民斑大叶样

Anαtkinα zhoui Yang & Li 

模式标本产地:广西大青山 。

原始文献:杨茂发，杜艳丽，李子忠.

200 l. Lþ 同斑大叶蝉属 二:新种一新记录

(同姐目:口 1-蝉科: 大叶蝉亚科).动物学研

究， 22(2):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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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台斑条大叶生学
AlkinsoniellααLbimaculαYang 
&Li 

愤式标本产地.云南片马。

原始文献:杨茂发‘李子忠 2002 .

云南条大叶蝉届气新一种(同翅目叶蝉

科 · 大n十蝉亚科).动物分类学报， 27(3):

556. 

叶缚斜t.i('"dl.t t id,lt' 

--…-------------------------田---------------------------

( 12 ) 战缘条大叶生学
ALkinsoniella biμnduLαIαMeng， 

Yang & Ni 

模式标本产地:云南贡LLJ 、腾冲。

原始文献: Meng Z-H , Yang M-F, Ni 

J-Q. 20 I O. Thrf'f' I1P. W spp.cies of Alkinδoniellα 

[rom China (Hemiple ra: Cicacl f' lI icl a f': 

Cicanf'ILini). Zoolaxa, 2654: 42. 

( 13 ) 黄绿条大叶弹

Atkinson.ielLα chloriua Yang & Li 

模式标本产地:云南丽江。

原始文献:杨茂发，李子忠 2∞2. 云南

条大叶蝉属气新种(同翅问:叶蝉科:大叶

蝉亚科).动物分类学报， 27(3):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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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叫J:..嗲仿战昆虫 ( 茬，

( 14 ) 箭在条大叶佯

!I 1kinsoniellα cuspidalU Menι 

ang & Ni 

模式标本产地:云南高黎贡山

原始文献 M f'ng Z-H, Yang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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