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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蚧虫在地球上生存的历史是很悠久的，这可以从化石记录得以说明。昆虫的化石记

录极为片断，因为全世界目前已知的昆虫化石发现地大约只有13处。最古老的真正昆虫

化石是在古生代泥盆纪的沉积层中发现的。根据这些化石证据，许多昆虫学家可将昆虫

的起源时间推到大约三亿五千万到四亿年以前。蚧虫化石最早可见于古生代石炭纪晚期。

从已知的泥盆纪古老昆虫化石到石炭纪蚧虫化石之间，所经过五千万到八千万年内，蚧虫

的祖先是如何进化的就只能产生各种推测了。本经济志所述的蜡蚧科、链蚧科、盘蚧科、壶

蚧科和仁蚧科的祖先类群起源于石炭纪，虽然它们历经地球表面环境发生的剧烈变化，但

仍幸存至今，可是残存的种类已经很少了。目前已知全世界这五科的种类，只有177属约

1 062种。因此．它们是蚧总科中系统发育相近的5个小科。

我国土地辽阔，地理位置独特，属大陆性季风气候与多样性的气候类型。地势复杂，

有起伏微缓的平原，也有大片完整的高地，既有周围山岭环峙的盆地，又有散漫的丘陵和

绵亘高峻的山川，并且从第三纪末期起发生遍及北方陆地普遍变冷，以及后来在这一区

域的第四纪冰川作用造成大面积动植物绝灭的死气沉沉现象没有抵达这里，在这优良条

件下，生长着多种植被，构成了一幅绚烂壮观的植被图，同时养育了异常奇妙的这5科

蚧虫。我国已知正式记录的这，科种类共有50属约144种。 本经济志检索表部分包含

63属186种，然后选经济意义较明显或在分类地位上有代表性的种类，描述44属131

种。描述的种类多为近20年来不同程度危害农、林、果树、园艺和经济作物的害虫，其中

有些种类已经在局部地区猖獗发生，在我国防治害虫工作中已成为重要防治对象的种类。

因此，对这5个类群的分类区系研究，已引起世界蚧虫学工作者的注目。可是对这些类群

的分类研究，我国十分薄弱。已知种类的鉴定工作，绝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外国蚧虫分类学

家完成的，其标本和资料散落于国外许多国家，这对我国蚧虫分类工作来说，确实是一困

难o 10年前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国经济昆虫志粉蚧科的同时，就完成了上述5个小科的文

献资料收集、系统整理和主要省份标本的采集及鉴定工作，便整饰残缺，形成初稿，此后继

续增订旧稿，断断续续辑为此书。由于这5个小科的区系分类研究，经常会有新的发现，

所以此书不仅是为了暂时总结这方面的材料和反映世界目前蚧虫分类研究的新进展，更

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未来，抛砖引玉。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朱弘复先生1】赵养昌I先生、寥定熹先生、张

广学先生、钟铁森先生、虞佩玉先生、陈太鲁先生，上海昆虫研究所杨平澜先生，西南林学

院王海林先生，四川农科院I陈方洁I先生；美国农业部D．R．Miller先生，美国弗吉尼亚

理工学院和综合技术研究所M．Kosztarab先生，大英博物馆D．J．Williams先生，原

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E．M．Danzig先生，匈牙利植物保护研究所F．Kozar先生，意

大利昆虫研究所G．Viggiani先生，以色列耶鲁撒冷希伯来大学农学院Y．Ben—Dov先

生，日本北海道大学农学院S．Takagi先生，印度穆斯林大学R．K．Av∞thi先生惠赠

i”k

’声～k■广



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修正补充，使旧稿数易。张晓菊同志

协助完成蚧虫玻片标本制作、绘制书中附图，拙作才得以完成，在此一并致谢。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对于上述5科的分类系统研究尚不完善，因此补充与厘订工作仍

是今后重要课题之一。此外，虽然作者和有关所内同志直接远程野外采集，足迹遍26省’

(市)自治区，但国内许多地区的考察采集工作仍是空白，拙作自然不能反映出这些类群

客观存在的种类多样性，还有一些种类曾有过记载而至今还未采到标本，所以犹待今后进

一步采集补充。

由于蚧虫分类在国际上不同蚧虫学工作者之间意见出入颇多，一般持求同存异态度。

但无论系统安排或学名仍难统一。 在国内特别是蚧虫的中文命名和蚧虫分类研究一样，

缺乏系统性，所以情形很是多样。为了逐渐建立易被大家接受的我国蚧虫中名系统，必须：

考虑到中名命名的系统化问题，倾向于中文种名要反映科、属的中文学名。因此，在拙作

中除有些个别种类仍保留历史习惯用的中名外，一般都作了必要的修正，以供将来订正啦

名时参考。

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全国许多单位的许多同志，在野外调查和资料整理等方面，给

了我们有力的支持。在此再次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并希望继续给与帮助，予以充实、指

正，以期进一步提高·

＼ ·H·

王子清

[992年8月于北京

．一，]_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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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蚧总科的分类系统和系统发育

每当我们注视着群山、河谷上的森林，硕果累累的果园，广阔的农田，一望无际的草

原，多姿艳丽的观赏植物时，都可以发现，在这些美丽富饶、植物丛生遮覆的地方，会有各

种体型微小、形态变化多端的蚧虫寄生在不同的植物上。人们面对着这些结构精细、变异

复杂的蚧虫，从古至今许多昆虫分类学家用尽毕生精力加以整理，分成为易于认识的类

群，找出识别种类的性状，确认物种以及精确的描述物种，区别和排列出较高级分类阶元，

然后排列成序，安排较低级和较高级分类阶元的自然系统进行物种间的进化研究。

蚧虫分类学家的目的之一是建立一个由单元类群组成的分类系统，如1758年林奈在

Coccus属中记载17种蚧虫；1868年Signoret把蚧虫分为4大群：1)Coccides，2)Le．

canides，3)Brachyscelides，4)Diaspides。首创了蚧虫的分类系统o 1894年Maskell

在Signoret蚧虫分类系统的基础上草创的分类系统是将蚧虫归纳为7个亚科，在有的亚

科下又分为部(section)；亚科和部的名称都规定了一定的字尾，亚科的字尾为-inae，部

的字尾是-idae，这是现代科名的字尾，其分类系统是，1)Diaspidinae，2)Lecaninae，

后者又包括a．Lecaniodiaspidae，b．Lecanidae，C．Lecanococcidae 3个部，3)He．

micoccinae只包括一个部，为Kermitidae，4)Coccinae亚科包括二个部a．Acanthoco-

ccidae和b．Dactylopidae，5)Monophlebinae，6)Brachyscelinae和7)Idiococcinaeo

这7个亚科的分类系统后人很少有人遵循。到了1921年MacGillivray的蚧虫分类系统

有很大的进步，主要是把已知种类通过相似特征归纳，将属级单元较特化类群提升为亚

科，细分成17个亚科的分类系统，这17个亚科是1)Monophlebinae，2)Kuwaniinae，

3)Xylococcinae，4)Margarodinae，5)Callapappinae，6)Coccinae，7)Ortheziinae，

8)Phenacoleachiinae，9)Eriococcinae，10)Tachardiinae，11)Lecaniinae，12)Ker．

mesiinae，13)Asterolecaniinae，14)Apiomorphinae，15)Cylindroc06cinae，16)Con．

chaspinae，17)Diaspinae。这17个亚科的分类系统奠定了蚧虫分类的基础。

20世纪蚧虫分类学的特点与其他分类学科一样受新系统学(Huxley，1940)的影响

将1 9世纪发展起来的分类学方法和概念继续加以提高，纯形态学的物种定义已为生物学

的物种定义所取代，后者将生态学的、地理学的、遗传学的以及其他因素一并考虑在内，以

足够的标本为代表的种群，也就是博物馆工作者的“系列的标本”作为核定分类系统的主

体，命名的问题在有条件从事研究分类系统的蚧虫学工作者中仅占附带地位，因此开始了

注重结合蚧虫系统发育的研究，使初期的分类系统拟定工作转向系统发育的探讨。

早期的蚧虫分类系统很大部分建立在特殊的适应性状的基础上，以形态特征的相似

性为依据，而系统发育系统是建立在物种间相互关系的程度基础上，分析分类性状，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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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那些出自共同祖先(同源)，那些是假的相似(同功)。但是要想建立一个分类系统反

映系统发育的谱系，往往不是容易的事。在系统发育还不清楚的情况下，除了采用一个显

见的实用分类系统外，其他做法只能导致一些紊乱而已。因此，自1937年由Ferris建立

蚧总科Coccoidea以来，蚧虫分类发展很快，1942年出现了Balachowsky的蚧虫分类系

统，他把蚧虫共分为三个总科14科6亚科的系统，一方面反映系统发育的亲缘关系，另一

方面照顾到实用分类的应用，其分类系统介绍如下：

(一)Margarodidea (6)Micrococcinae

1．Margarodidae 6．Lacciferidae

2．Orthe ziidae 7．Stictococci dae

(二)Lecanoidea

3．Phenacoleachidae

4．Eriococcidae

(1)Pseudococcinae

(2)Eriococcinae

(3)Kermesinae
。

5．Lecaniidae

(4)Lecaniinae

(5)Aclerdinae

8．Asterolecaniidae

9．Dactylopiidae

撩 1 0．Apiomorphidae

1 1．Cvlindrococcidae

l 2．Conchaspidae

(三)Biaspidoidea

l 3．Phoenicococc idae

1 4．Diaspididae

上述的分类系统没有充分的考虑到蚧虫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的新生特征也就是衍

缸(apomorphic characters)和祖先传下来的祖征(plesiomorpha characters)的相互关

系。从古昆虫资料可以推断出蚧虫类早在二叠纪初期就和蚜虫类向着不同的方向进化了。

大约在海西运动后，石炭纪初期蚧虫的进化趋势，以雌成虫的研究表明，这类昆虫的跛气

门趋于消失，只有少数类群腹部仍保留有一般昆虫腹部所具有的腹气门。运动器官如翅

和足随着运动和迁移的减弱而逐渐的退化或消失，特别是足的退化很是显著，在高等的蚧

虫类则完全消失，低等的蚧虫类足变得十分纤细，足上的毛也由多变少。触角的节数也逐

渐减少，在有些类群中其衍征是足和触角完全消失或仅留痕迹。肛环刺在进化中相应的

也由多变少，甚至进化衍征表现为无肛环刺或肛环也消失。雄成虫由具有复眼的祖征类

群趋于具有衍征复眼消失的类群进化。后翅消失而演变为平衡棒，平衡棒上的翅钩数也

随着进化而由多变少。蚧虫的精子呈丝状，由8—64个精子结成一束，组成精子束的精子

数随着进化也由多变少，越是高等类群精子束内所含精子数也越少。蚧虫精子本身也在

演变，向着没有中心体、线粒体、鞭毛和9+2式的微管排方向进化。雄成虫之虫体结构的

改变也是适应着其生命史暂短和不取食，只进行交尾繁殖功能等生物学进化方向而发展

着。根据上述蚧虫衍征和祖征的相互关系，1 958年Borchsenius提出了蚧虫的系统发育

系统。他认为蚧虫的系统发育可分为二大方向，一枝方向是古蚧类或称古蚧首科Paleo．

coccoidea或Archaeococcoidea，它包括目前已知的3个比较原始的蚧虫类群，它们各自

形成3个独立的分枝向前发展着，这就是1)旌蚧科Ortheziidae，2)纽蚧科Phenaco—

leachiidae，3)硕蚧科Margarodidaeo这一大枝的共同特征为雄成虫常具有复眼和单

眼，雌成虫有腹气门和特殊的圆盘状泌蜡腺。另一枝方向是新蚧类或称新蚧首科Neoco．

ccoidea．它包括目前已知的14个科比较进化的蚧虫类群，这一大类群蚧虫可能又以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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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分枝向不同方向发展进化。新蚧类最初的3个分枝可能起源于中生代三叠纪以后，3个

分枝也就是3个科，第一分枝即非蚧科Stictococcidae，第二分枝即胭蚧科Dactylopiidae

和第三分枝即瘿蚧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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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类群。第四个分枝是由3个比较近代的科组成，

它们是粉蚧科Pseudococcidae，绒蚧科Eriococcidae和红蚧科Kermococcidaeo 第五

个分枝以4个科为主体，即链蚧科Asterolecaniidae，盘蚧科Lecanodiaspididae，仁蚧

科Aclerdidae和蜡蚧科Coccidaeo另外，蜂蚧科Beesoniidae也可能是由这一分枝来

源的。第六个分枝可能是起源于石炭纪的独立分枝，这就是胶蚧科Lacciteridae-----Ker一

工iidae。第七个分枝是一类形态特征更特化的类群，这一分枝包括3个科，它们是壳蚧科

Conchaspidae，战蚧科Phoenicococcidae和盾蚧科Diaspididaeo新蚧类7个分枝14个

科有许多共同的形态特征，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雄成虫无腹眼和雌成虫无腹气门。同

样，这些科在泌蜡腺构造上也大体一致，其中通常都具有管状腺。

上述的蚧虫系统发育系统是将蚧虫共分成二大枝古蚧类和新蚧类。古蚧类有3个分

枝和新蚧类有7个分枝共10个分枝17个科的系统。我们把每一分枝又称为科群(family—

group)，它表示相近科形成的群体。 鉴于对蚧虫系统发育的分析，Borchsenius 1958年

总结出相应的蚧虫分类系统是：

蚧总科Coccoidea

古蚧类Archaeococcoidea

1．旌蚧科Ortheziidae

2．纽蚧科Phenacoleachiidae

3．硕蚧科Margarodidae

新蚧类Neococcoidea

．．．非蚧科Stictococcidae

． 5．胭蚧科Dactylopiidae ．

6．瘿蚧科Apiomorphidae

7．粉蚧科Pseudococcidae ，

8．绒蚧科Eriococcidae

9．红蚧科Kermococcidae ，

10．链蚧科Asterolecaniida·

1 1．蜡蚧科Coccidae

12．仁蚧科Aclerdidae

1 3．蜂蚧科Beesonidae

14．胶蚧科Lacciferidae

1 5．壳蚧科Conchaspididae

l 6．战蚧科Phoenicococcidae

17．盾蚧科Diaspididae
1 959年Borchseniu$研究在我国云南省采集的蚧虫标本后，又建立了一个新科——

盘蚧科Lecaniodiaspididae，此科也归人新蚧类，因此成为18个科的分类系统。 后来

Koteja(1974)根据蚧虫口器的形态学研究，认为喙之节数越多越表示为低等类群就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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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蚜虫之祖先，并从喙之结构确认蚧虫与蚜虫为姊妹群，同时从链蚧科Asterolecaniidae"

内分出壶蚧科Cerococcidaeo从此蚧虫分为19个科o 1979年Miller和Kosztarab建

立了20个科的分类系统，该系统在新蚧类中去掉瘿蚧科Apiomorphidae，又增加了棕蚧

科Halimococcidae和隐蚧科Cryptococcidae两个科。所以目前蚧总科至少包括20个

科的分类系统。在蚧虫研究历史上出现的一些小科级单元，如Brachyscelides(1868)，．

Hemicoccinae(1 894)，Callapappinae(1921)等，或因其大部分种类归人另外的科级单．

元，或因其所包含的种类仅知寥寥几种，又局限于分布范围窄狭，而且从形态学上与其他

相近科的区别微小而看不出有何关连，因此常被忽略，甚至因建立一些小科的模式属与种

为另外科的模式属与种的同物异名而被取消，也有的作为疑难类群而暂被放置一旁没纨

入蚧虫的分类系统之中。

在此应当指明，分类学或称系统学是一门研究有机体分类的科学。 分类学Taxo．

nomy)由de Candolle(1813)为植物分类的学说首先创用。而系统学(Systematics)’

则早已应用于博物学家们所提出的关于分类的系统，其中最著名的如林奈(Linnaeus)的

《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1735)o现代这两个术语已经在植物和动物分类上几乎

是通用的。分类学的研究最终就意味着要为一切植物和动物等生命类型命名、描述和分

类，并将大量纷乱复杂的物种组成一个分类系统。由于现代分类系统公认的目的是要体

现或反映系统发育。所以从一般的逻辑发生来说，人们可能以为在清楚而不含糊地了解

系统发育以前，分类工作就无法进行。实际上并非如此，许多现有的分类系统实际上是符

合实用的，依据相似性的程度进行归纳，在确立的物种之基础上，建立种上是属(Genus)，

属上是科(Family)，科上是目(Order)，目上是纲(Class)，纲上是I飞(Phylum)，门上

是界(Kingdom)的分类系统。 也就是说属(Genus)是一群相关的种(Species)，科

(Family)是一群相关的属，目(Order)是一群相关的科等等，每一个较高级类群是由下

一级较低级的阶元组成，这些阶元共同具有一系列生物学和结构上的性状，使其有别于其．

他类群的成员，特别是就科与目这两个阶元而言，一般至少具有一个共同的适应型。虽然．

如此，类群的界限和等级排列往往是主观的，种以上的较高级阶元就其本身而言在不同的

分类学家分类系统中，有不同的安排，带有很浓的主观色彩。这是因为有以下3个主要原

因：1)历史原因。属、科或其他分类阶元在分类学上的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评价o．

如在多数情况下，许多林奈所订的动物属已被提高到科或更高的等级。1868年Signoret

时期的盾蚧群Diaspides经过亚科的提升等变化，到了1 958年其分类系统演变上升为盾

蚧科Diaspididaeo 2)人为原因。不同作者对每一种上阶元的理解、认识、概念范围以及

看法也不相同。有人把蚧虫类分为7个亚科，有人则分成十多个科，有人认为是蚧总科，

有人认为是蚧虫目，就这样同一类群的高级阶元不断地被主观的提升。3)类群差异的原

因以及这些差异引起的种上分类阶元的看法不相同。 如盾蚧科内属间的差异有时很小，

粉蚧科内属间的差异有时很大。又如现今的鸟类根据不同的作者可分为20一50个目，这

些目间的差异较近代确认的昆虫的目间差异为小，显然种上阶元的安排除不同的作者对

目级阶元的意义和范畴认识很不相同外，类群间的差异也使种上阶元带有主观性。这三

方面的例证说明种以上的分类学类群的等级划分有时纯粹是主观的。所以说分类学早在

生物学家接受进化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即使在目前，还可以不顾种系发育或系统发育而

从事分类工作，建立分类系统。这一情况的存在，是因为多数的昆虫分类著作中，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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