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瓢虫科昆虫在保持生态平衡和农林业生产中，作为害虫，害孀的天敌，已日益为人

们所重视，国内外出版的有关专著和研究报告已经很多。云南是举世瞩目的生物资源宝

库，建国前因科学工作不被重视，昆虫资源常为外籍人士掠夺。溯自本世纪初，即有

Mader，L．及Weise，J．等人报道云南的瓢虫种类，本世纪四十年代后期Dieke，G．H．

也曾报道了云南食植瓢虫的一些种类。我国昆虫学家刘崇乐先生于四十年代初，即对云

南的一些瓢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薪中国建立以后，于1956年组织中苏联合考察，收集

了部分云南昆虫标本，国内各有关研究机构也相继组织综合考察，收集了不少类群的昆

虫标本。1963年，刘崇乐先生整理出版了《中国经济昆虫志》第五册(瓢虫科)。1979

年，庞雄飞，毛金龙先生整理出版了《中国经济昆虫志》第十四册[瓢虫科)(二)。

1978年以来，在林业部统一领导和在云南省林业厅的主持下，在全省范围130个

县、市进行了广泛的森林病虫害普查，收集了大量昆虫标本。在瓢虫科中，加上作者长

期积累的一些标本，通过1982—1983年西南林学院与省林业厅协作，整理鉴定出瓢虫科

昆虫168种。八十年代后期，又经省内有关单位如勐海茶科所，昆明生态地植物研究所，

临沧、海口等地林场，以及西南林学院森保系各级学生采集提供的瓢虫科昆虫标本，迄

今共记载在云南分布的瓢虫科7个亚科、48属、191种。 ，

目前全世界已知瓢虫科昆虫4200种，我国已正式报道的326种，以我国生物资源之丰

富，应远不止此数。本书的编撰本意，也是在科学研究的长期工作中，作一阶段性的总

结。相信今后有志于此的科学工作者，继续发现，深入研究，发掘云南丰富的生物资源

宝藏，是会对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的。

本书的出版，得习了中央林业部，云南省科委及西南林学院院领导和科研处的支持

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谢意。

曹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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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88)

(89)

(90)

(90’

(92)

(92)

(92)

(93)

(94)

(95)

(95)

(96)

(97>

<97>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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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八斑红瓢

72．、烟色红瓢

73．红环瓢虫

74．红缘瓢虫

75．大红瓢虫

76．小红瓢虫

‘．小艳瓢虫

i ‘；， 刀角

77．刀角瓢虫

。。， 。．环艳

78．t黄环艳瓢

79．，月斑环艳

30．四斑环艳

， ，小毛瓢虫

j．。 食螨瓢

一 ．食螭

81一盈江食螨

82．．宾川食螨

83．拟小食螨

84．．东川食螨

85t，云南食螨瓢虫 Sfgf^D，．“s(P口rosfPf^o，-“s)y“，l，lⅡ打P疗sis Pang et Mao：：。 ：

⋯．．， ”⋯·”，⋯·”，·"”⋯-”””·”一·一一⋯⋯⋯”¨“⋯⋯：⋯j‘，···?⋯”·，·⋯·⋯⋯⋯(115)

86t印度食螨瓢虫．Sf口f^o，．“s(上’9，．口If口f^Dr“s)f行dfra Kapur·”⋯·”⋯⋯·⋯·?(116)

≤ ，} 小毛瓢虫族，Scy如nini⋯⋯⋯⋯⋯⋯⋯⋯⋯⋯⋯⋯⋯⋯⋯⋯m⋯．．．⋯⋯⋯(117)

87．黑方突毛瓢虫 尸se“doscym以“s矗砧ro^fmP(Miyatake)j⋯⋯⋯⋯⋯⋯⋯“．(118)

88．四斑小毛瓢虫 Scj，优门材s(&y册，“s)，，．D疗，口，抽Fab．．．⋯⋯⋯⋯·’．，．⋯⋯．．．(119)

89．黑襟毛瓢虫 Scy优，l“s(ⅣFop“Z，“s)^D，，，，l彻tlf Weise⋯⋯⋯⋯t．．．⋯·⋯·(120)

90．黑背毛瓢虫 Scymn“s(Ⅳ∞p“，，“s)606af-Sasaji⋯⋯：⋯⋯-j⋯⋯一⋯⋯(122)
91．后斑小瓢虫 Scym，l“s(P“，，“s)·poit沱口，fs Sicard．．．⋯⋯⋯也·⋯⋯⋯⋯”(122)

92．．长管小瓢虫．Scy研疗”s(P“，，“s)‘，o托9f订多矗6n“，“s Ca0硅Xiao⋯⋯；⋯”n23)

93．钩管小瓢虫 Scym"“s(P“f“s)o而cosfp^o靠Ds Cao乱Xiao⋯⋯⋯p⋯⋯·n24>

94．{黑背小瓢虫 Scymn“s(P甜，，“s)矗。叫am”r矗i‘(Ohta)j·⋯⋯⋯·”⋯·j一⋯⋯(125)

95．L．日本小瓢虫 Scym"“s(尸“，“s>扣p鲫fc“F Weis．e⋯”Ⅲ：⋯⋯·j⋯⋯·÷⋯·(_125)

。j、刻眼瓢虫族Ortaliin厶·⋯·⋯⋯⋯⋯⋯⋯⋯⋯⋯⋯⋯j⋯⋯⋯⋯t：⋯j⋯”p”(126)

96．：黄褐刻眼瓢虫 0rf口，泌p口cfora“s Weise⋯⋯⋯⋯⋯jj⋯⋯⋯⋯“一⋯⋯⋯(126)

97．景洪刻眼瓢虫．0rfo“口J『f，19厅伽g沱ns括Pang et Mao．_．．．．it．．．⋯⋯”-．．．⋯．．I·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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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钆-黑腹刻眼瓢虫 O，．fGf沱打匆ropPc，D心，妇Pang et Mao m⋯⋯⋯⋯⋯⋯⋯·(128)

．99．．+勐仑亥i眼瓢虫+0，-fo，fa 6，．≈疗Pfd"口，，I台张9，“，tP”“i Pang et Mao·”⋯··’．⋯(129)

100．云南刻眼瓢虫 0，．fa，f口y“疗，；口，i口行s妇’Pang et Mao⋯m·j：二⋯⋯⋯⋯⋯j⋯一(130)

，， 隐胫瓢虫亚科ASPIDIMERINAE’·；j⋯⋯．．．；⋯⋯⋯⋯·j·：：⋯⋯⋯⋯⋯⋯⋯(131)

，隐胫瓢虫族 Aspidimerini⋯⋯·⋯⋯⋯⋯⋯：⋯⋯⋯⋯⋯⋯⋯⋯⋯⋯⋯”(131)
一，，隐胫瓢虫属么s户fdfmPr“s⋯⋯⋯函⋯·”⋯⋯⋯⋯·：··：⋯⋯⋯⋯⋯⋯⋯·(131)

101．双斑隐胫瓢虫么s∥dfmPr“s卅ofs“m“，．af Sasaji⋯⋯⋯⋯Ⅲ⋯⋯⋯⋯⋯⋯(131)

102．六斑隐胫瓢虫 么spfdimP，．“s s口男缈oc“胁f材s Pang et Mao；⋯⋯⋯⋯⋯⋯”<133)

103．红褐隐胫瓢虫彳spfdi加口，．“s尹“∥c，．“s Gorham⋯⋯⋯⋯·：⋯⋯⋯⋯⋯：⋯”(134)
104．十斑隐胫瓢虫 彳spf讲舢口r“s dPc口mm口c“，of“F Pang‘et Mao⋯⋯⋯⋯⋯⋯(134)

隐势瓢虫属 CrypfDgo押“s⋯⋯⋯⋯·j⋯⋯⋯·⋯⋯⋯⋯⋯⋯⋯⋯⋯⋯．．．(135)

105．叉端隐势瓢虫C’rypf叼。以“s f，．f扣rcof“s Pa丑g et Mao⋯⋯⋯⋯⋯⋯⋯⋯(136)

106。黑背隐势瓢虫 Cr)，pfogo珂“s耐∥if“s Pang et Mao⋯⋯⋯⋯⋯⋯⋯⋯⋯⋯(138)

10 7r．矢端隐势瓢虫 CrypfogD以“s so∥fff，o，．mfs Pang et Mao⋯⋯⋯i⋯⋯⋯“(138)

108．铗叶隐势瓢虫 Crypf叼D以“s Jfor，沱“，“s Cao et Xiao⋯⋯⋯⋯·⋯⋯⋯．．．一(139)+

109．变斑隐势瓢虫。Crypfogo门酗s or6fc“，“s’(Gylle曲a1)⋯⋯⋯⋯⋯⋯⋯⋯⋯(i41)

110．丽江隐势瓢虫。Cry夕f090珂“s，玎f伽gg外s曲Pang et Mao⋯⋯”j··i·：⋯⋯⋯·(141)

111．四斑隐势瓢虫 Crypf叼。盯“s q“口办幻“≠缸≠“s(Weise)⋯⋯”：⋯⋯⋯“?⋯(143)

112．八斑隐势瓢虫+C，．ypf凹。珂“s ocfog“ffof“s．Mader⋯··：⋯⋯⋯．．．⋯⋯⋯⋯(143)

113．复合隐势瓢直Crypfogo舢：s cDmp，口x“s Kapur⋯⋯⋯⋯⋯⋯⋯⋯⋯⋯⋯(144)

114．喜马拉雅隐势瓢虫C，．ypf叼。拧“s^咖n7ay口，l“s Kapur⋯一⋯⋯⋯⋯⋯⋯(144)r

115．二斑隐势瓢虫 CrypfDgD，l“s 6fm乜c“，of“s K■pur⋯⋯叫’·”’⋯．．．⋯⋯⋯⋯⋯(145)’

116．云南隐势瓢虫 Crypfog伽“s y“托打册绷酊s．Cao et Xia6⋯’⋯⋯⋯⋯⋯⋯⋯(145)

117．七斑隐势瓢虫 Cr)，pf09伽“s∞^r口f酗Mamr⋯⋯⋯⋯⋯⋯⋯．．．⋯⋯⋯⋯(146)

118．尼泊尔隐势瓢虫 Crj，pzDgo舢}s ngpⅡ弛玎sfs Bielawski⋯⋯⋯⋯⋯⋯⋯⋯⋯(147)

119．射鹄隐势瓢虫 Crj，pfogo托“s frf06，ff”∥(Gorham)．．⋯b⋯⋯··j·⋯⋯⋯⋯(147)

，盔唇瓢虫亚科HILOCO砒NAE⋯⋯·．．⋯一⋯一·?⋯·j⋯⋯“⋯⋯⋯⋯⋯⋯⋯(149>

、盔唇瓢虫族Chilocorini“．．．⋯··一⋯⋯～j⋯··；⋯⋯⋯”j⋯⋯⋯⋯⋯⋯⋯”(149)

120．海南纵条瓢虫 Br“m萌d口s．jlof，l佣口，z酊s Miyatake．．⋯⋯⋯⋯⋯⋯⋯⋯·?”．．．(150)

121．黑缘光瓢虫 Exoc厅。优“s扎园romarg胁口f“s Miyatake⋯⋯·_⋯⋯．．．·．．¨·r”(152)

122．细须唇瓢虫，，尸^oe加c^fj“s州8fasfPr竹offs。Miyat如e⋯⋯⋯⋯⋯⋯⋯一⋯■(152)
123．红褐唇瓢虫，C^i，o∞r“s po，ff”$Mulsant⋯．．．·；⋯一，：⋯⋯⋯⋯·_⋯巾?⋯”(153)

124．黑缘红瓢虫 C^i，o∞r“s r”6堪甜s Hope⋯⋯⋯⋯·⋯⋯．-一⋯⋯．．．⋯⋯“．．．(154)

125．宽缘唇瓢虫。．C^f，o∞r“s r“，疗ors“s MotschulSlcy⋯·：⋯·j“⋯⋯?⋯．．．一：．．．”(155)

126．中华唇瓢虫 C^f，o∞，．“s c^f"e疗酊5 Miyatake⋯⋯⋯·j⋯⋯·j⋯··：·!⋯⋯!⋯”(156)

127．闪蓝唇瓢虫。CJIlf，o∞r“s五a“s口以Weise⋯·一．．．⋯⋯⋯⋯⋯j⋯一：；：·：j⋯⋯“(156)’一

128．细缘唇瓢虫，C五ffoco，．材s cf，-c“m如f“s(Gyllenhal)．．．⋯·00．．．·o·o·“?⋯；j(158)

129．黑背唇瓢虫C．}l订o∞，：鲇J，夕rPssi掰：Mi”ta敞j”，·7．．．_．．．···；．．．⋯⋯j．．．叩⋯⋯·<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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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云龙唇瓢虫 C^f，ocor材s y“打，伽夕绷酊s Cao et Xiao一⋯⋯⋯·一⋯mm⋯m(159)

131．红点唇瓢虫C^f，∞o，．“s五“zl，册口口Sil丫est“⋯⋯⋯·一⋯⋯⋯⋯一·”．．．·”．“<160)

132．阿里山唇瓢虫C^f，Dco，．"s n，is^删∞s S酗aji⋯⋯⋯⋯⋯⋯m⋯⋯一⋯一·一(162)

133．二双斑唇瓢虫 C^f，oco，-材s 6玎叼”s Mulsant⋯⋯．．．⋯”⋯⋯··”⋯·”⋯⋯·一(162)

广盾瓢虫族Platyn舔pini·一⋯．．．⋯⋯⋯⋯⋯⋯·-⋯⋯⋯⋯⋯⋯⋯⋯⋯．．．(163)

134．斧斑广盾瓢虫 P，口沙行口s户fs口叼“Zfm口c甜，口缸Mader．．⋯⋯⋯一一⋯⋯⋯⋯⋯(164)

135．双斑广盾瓢虫 尸，口fy行asp如6f打船f”，口缸Pang et Mao⋯⋯⋯⋯：⋯⋯⋯”(165)

136．扭叶广盾瓢虫 尸，口fj，以osp泌∥口ss疗Ⅳ(Miyatake)⋯⋯⋯⋯⋯⋯⋯⋯⋯．一(166)

137．六斑广盾瓢虫 P，口砂打口sp话sPxm口c“，of口Cao et Xiao⋯⋯⋯⋯⋯⋯．一⋯(166)

138．黄斑广盾瓢虫 P，口fy打口s∥s^“口"9e口Ca0 et Xiao⋯．．．．．．⋯⋯⋯⋯⋯⋯⋯(168)

139．眼斑广盾瓢虫 P，afy疗口spfs ocP，，f优ac“，口f口Pang et Mao⋯⋯⋯⋯⋯⋯⋯(169)

140．艳色广盾瓢虫 P缸fy门口spis，口硼fs“Crotch⋯⋯⋯⋯⋯⋯⋯⋯⋯⋯⋯⋯⋯(169)

141．八斑广盾瓢虫 P，afy押aspfs Dcf凹“f幻fa(Miyatake)⋯⋯⋯⋯⋯⋯⋯⋯⋯(170)

寡节瓢虫族Telsimiini⋯⋯⋯．．．⋯⋯⋯⋯⋯⋯⋯⋯⋯⋯⋯⋯⋯⋯一⋯⋯．(171)

“2．中原寡节瓢虫 丁口，simf口以匆，．口c口刀fr口，妇Pang et Mao⋯⋯⋯⋯⋯⋯．．．⋯(171)

143．金阳寡节瓢虫 丁gfsf耐d乒nyo叼fen西s Pang et Mao⋯⋯⋯⋯⋯⋯⋯⋯⋯(172)

食植瓢虫亚科 EPILACHNINAE⋯m⋯⋯⋯⋯⋯⋯⋯⋯⋯⋯⋯⋯⋯⋯⋯(174)

食植瓢虫族Epilachnini．．⋯⋯⋯⋯⋯⋯⋯⋯⋯⋯⋯⋯⋯⋯⋯⋯⋯⋯⋯⋯．(1 74)

食植瓢虫属 E∥kc．Il竹D⋯⋯⋯⋯⋯⋯⋯⋯⋯⋯⋯⋯⋯⋯⋯⋯⋯⋯m⋯(174)

144．菱斑食植瓢虫Epf如c^一口砌s冶”门Gorham⋯⋯⋯⋯⋯一一⋯⋯⋯⋯⋯⋯·(177)

145．横带食植瓢虫Epf，口c^疗口夕口r口f玎暑匆疗“Pang et Mao⋯⋯⋯⋯⋯·一⋯⋯⋯(179)

‘146．十斑食植瓢虫 E∥如c^玎口打幻c“Z口一s Mtllsant～⋯⋯⋯⋯⋯⋯⋯⋯⋯⋯⋯(180)

147．勐遮食植瓢虫 Ep玎oc^打口夕口r口川口9疗口Pang et Mao⋯⋯⋯⋯·一⋯⋯·一⋯(182)

148．瓜茄瓢虫 Epi，oc^加口af打订r口6fⅣs Crotch·一⋯⋯⋯⋯⋯⋯⋯⋯⋯⋯⋯··?⋯<183)

149．茜草食植瓢虫 E户f『dc^打口r“酗ads Cao et Xiao⋯⋯⋯⋯⋯⋯⋯⋯⋯⋯⋯<184)

150．木通食植瓢虫．Epf，ac^疗口c，口mdf沁o，口Cao et Xiao⋯·⋯⋯⋯一⋯⋯⋯·一(186)

151．永善食植瓢虫“E夕f，oc^疗口yo凹s^仰明矗s Cao et Xia0⋯·”—～⋯一⋯”(187)
152．剑川食植瓢虫 Epf缸c^竹口，fa仃c|Il∞打明酊s Cao et Xia0⋯⋯⋯⋯·一⋯⋯⋯(188)

153．爪哇食植瓢虫Epf如c|Ii打口9eJ卯"sfs(Dieke)⋯．．．⋯⋯⋯⋯⋯⋯⋯⋯⋯⋯(189)

154．钩管食植瓢虫E∥，口c^拧a 9，oc^砌os口Pang et Mao⋯⋯⋯⋯⋯⋯⋯⋯一⋯(190)

155．旋管食植瓢虫 E∥，口c^"口spf，．o，d如s C∞et Xiao⋯⋯⋯⋯⋯⋯·一⋯⋯(191)

156．连斑食植瓢虫E∥，口c矗竹a^伽sBrf Mader．．．⋯⋯．．．．．．⋯⋯一⋯·一⋯⋯⋯⋯(192)

157．安徽食植瓢虫E∥，口c^na彻^zl，Pf口打口(Dieke)⋯⋯⋯⋯一⋯··一⋯⋯⋯⋯⋯(193)

158．屏边食植瓢虫 E户f，口c．Il疗a户f螂6f删口以s沽Pang et Mao⋯⋯⋯⋯”·一·一⋯(194)

159．福贡食植瓢虫F∥，ac^，la，“90t199仃“s C的et Xiao一⋯⋯⋯⋯·一·一⋯⋯(196)

160．福州食植瓢虫 Fpf，口c^"a m口g疗口(Djeke)一⋯⋯⋯⋯·”⋯⋯··一⋯·”⋯⋯⋯(197)

161．直叶食植瓢虫 Epf，口c^门口6，．如f硝(Bielawski et Fursch)⋯-“⋯．．．⋯·一⋯(198)

162．叶突食植瓢虫E剪，ac^na，o“，口，口Pang et Maom·”⋯⋯·一⋯·”⋯⋯一⋯·‘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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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200)

一⋯⋯··(201)

···⋯⋯(202)

·⋯·····(203)

···⋯···(204)

···⋯···(205)

·········(207)

·⋯⋯··(209)

···⋯⋯(209)

······⋯(210)

···⋯⋯(211)

174．六斑裂臀瓢虫 日P疗osP夕ffoc^，；o sPxf口(Dieke)⋯⋯⋯⋯⋯⋯⋯⋯⋯⋯⋯(213)

175．齿叶裂臀瓢虫 日P竹os口∥，oc五以o procgss口(Weise)一⋯⋯⋯⋯⋯⋯⋯⋯⋯·(214)

176．锯叶裂臀瓢虫日口珂DsP∥缸c五加p“sf，托nimo(Mulsant)⋯⋯⋯⋯⋯⋯⋯⋯(214)

177．毛突裂臀瓢虫 H绷osB∥Zac^以。口口，-ric“，口fd Pang et Mao⋯⋯⋯⋯⋯⋯⋯(215)

178．齿突裂臀瓢虫日P，losg∥，oc矗打a“垅60以afo Pang et Mao⋯⋯⋯⋯⋯⋯⋯⋯(216)

179．刀叶裂臀瓢虫HP"os口夕f，口c五力o f以d幻口(Mulsant)⋯⋯⋯⋯⋯⋯⋯·一⋯⋯(217)

180．奇斑裂臀瓢虫 H口nDsP夕f缸c五咒口，拍口，．a(Dieke)⋯⋯⋯⋯⋯⋯⋯⋯⋯⋯⋯(217)

崎齿瓢虫属么，fd口打fo⋯⋯⋯⋯·一⋯⋯⋯⋯⋯⋯⋯⋯⋯⋯⋯⋯⋯⋯⋯⋯(218)

181．大豆瓢虫．么∥d口打f口misP，．口(Weise>⋯⋯⋯⋯⋯⋯⋯⋯⋯⋯⋯⋯⋯⋯⋯⋯(219)

182．十四星崎齿瓢虫 爿，fd口拧fa s沱mP行sb(Dieke)⋯⋯⋯⋯⋯⋯⋯⋯．．，⋯⋯⋯(220)

长崎齿瓢虫属么，fss材，口⋯⋯⋯⋯⋯⋯⋯⋯⋯⋯⋯⋯⋯⋯⋯⋯⋯⋯⋯⋯(221)

183．环管崎齿瓢虫么∥ss"，a壳口优6口ffo，l口(Bielawski)⋯⋯⋯⋯⋯⋯⋯⋯⋯⋯(222)

184．球端崎齿瓢虫 么∥ss“，a纵pa行s口(Dieke)⋯⋯⋯⋯⋯⋯⋯⋯⋯⋯⋯⋯⋯(223)

185．匙管崎齿瓢虫 彳∥ss“缸spaf“，ofo Cao et Xiao⋯⋯⋯⋯⋯⋯⋯⋯⋯⋯⋯(224)

186．云南长崎齿瓢虫 4，fss“，o y“以”o行ic口Cao et Wang⋯⋯⋯⋯⋯⋯⋯⋯⋯(225)

小崎齿瓢虫属彳，f如以f“如⋯⋯⋯⋯⋯⋯⋯⋯⋯⋯⋯⋯⋯⋯⋯⋯⋯⋯⋯(226)

18 7r．双四星崎齿瓢虫 彳^d口nf“，o 6is口”dd，．i户“，lcf口f口(Gyllenhal)⋯⋯⋯⋯⋯(227)

188．十斑小崎齿瓢虫 么，id口”f“，口dPd优oc“沱fo Cao et Wang⋯⋯⋯⋯⋯⋯⋯(228)

189．小崎齿瓢虫 么，id台行f“，a，"a，zd口rsf，口r珂口P(Mulsant)”·⋯⋯⋯⋯⋯·⋯···“(230)

190·十五斑崎齿瓢虫 么，fdP打f“，o g“f门口“口d口cg，r够“ffaf口(Dieke)·⋯··”··⋯··(231)
龟瓢虫族Epfz，8r玎以f．．⋯⋯⋯⋯⋯⋯⋯⋯⋯⋯⋯⋯⋯⋯⋯⋯⋯⋯⋯⋯⋯·(231)

191．龟瓢虫Ep而P，-圮c五P，o门沱(Mader)⋯⋯⋯⋯⋯⋯⋯⋯⋯⋯⋯⋯⋯⋯⋯⋯(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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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I， 一，’瓢虫的经济意义1 一·
，-

。 ，j} ，i

瓢虫科昆虫是鞘翅目中常见的昆虫，在农田，林地，菜圃、果园，1花圈等处，以至

于杂草上，都是习见的昆虫。它们捕食小型的、危害植物的昆虫；如蚜虫，介壳虫，粉

虱和有害动物叶螨，或者取食叶卿类的卵粒，对农林生产是有益的，这些就是瓢虫科昆虫

中的捕食性种类，7占这个类群的大部分，即包括瓢虫科中的多数亚科如瓢虫亚科，盔唇

瓢虫亚科、隐胫瓢虫亚科、红瓢虫亚科，小毛瓢虫亚科，小艳瓢虫亚科和四节瓢虫亚

科。瓢虫科中有一部分属于食植瓢虫亚科，是取食于各种植物的，其中的大多数取食茄

科，葫芦科、菊科等植物，也取食豆科、禾本科，葡萄科，毛茛科，荨麻科、-茜草科，

马鞭草科、八仙花科、五味子科等植物，还有少数取食蕨类植物，如海金砂科。不同种

类对食物有一定的专一性。取食于茄科，葫芦科和豆科的一些种是农业上的害虫，而取

食菊科和毛茛科杂草的种类则是有害杂草的天敌。还有瓢虫亚科中的食菌瓢虫族，是专

取食真菌中的白粉菌菌丝和孢子的瓢虫，起到抑制植物病害的效果。瓢虫亚科中的兼食

瓢虫一类，则是主要以蚜虫和小型节肢动物为食，还兼食植物的花粉，花药，甚至植物

的幼嫩部分。 ．7‘。
。．

．．
、

●

瓢虫不同类群的食性(从庞雄飞等，1979)

’

●

真
节 肢 动 物一，，

瓢虫类群， 植物 菌 其 蚜虫， 介壳虫 粉 叶
他 绵蚜 绵蚧 虱 螨

小艳瓢虫亚科 国翟幽舅．。__ Bg日翻 豫
●

小毛瓢虫亚科 圈豳率嘲豳s嬲
隐胫瓢虫亚科

日。圈，：．

盔唇瓢虫亚科 _

红瓢虫亚科 ‘． 墨 _’

瓢虫亚科． ■甚翻一一——

食植瓢虫亚科 H翟_ 一一

四节瓢虫亚科 ■爨 ：。。

：t瓢虫科昆虫与农林生产关系密切。在应用方面，众所周知的是澳洲瓢虫引进成功，

在世界植物保护史上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我国从本世纪初至五十年代，三次引入澳洲瓢

． j

I



虫，有效地防治了柑桔，相思树和木麻黄上的吹绵

10个省区，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它的防治效果。又如

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年来，各地区在人工繁殖放养和

虫，黑缘红瓢虫，红点唇瓢虫、奇变瓢虫、食螨瓢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基础理论方面，对瓢虫科昆

学、生理学，毒理学等领域，我国许多学者也做了

我国是开展生物防治最早的国家，在新中国成

用，但瓢虫的输引移殖，人工繁放和保护利用的研

治，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有快速的进展。．’
，‘ 我国的瓢虫资源十分丰富，正式报道的已有32

国种类的58％。并且，。按庞雄飞等(1979)瓢虫科分类系统，瓢虫科分8’个亚科，除四。， ．．

节瓢虫亚科外，其中7个亚科在云南都有分布。。近年来，对瓢虫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

．进一步的提高，例如瓢虫新种的不断发现，人工饲料，区系调查、幼虫分类、功能．反

应、数学模拟、fs生态位和空间分布型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可喜的开端和进展。

’可以预期，今后将有大量的新种被发现和描述，并加以开发利用，，使之转化为生产

力。’ ’，’|一 ，

·‘

j． ’一，■： ．。一
．，， ，．，

’

： 关于瓢虫的饲养繁放，在我国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不少成功的事

例受到国内外生物防治工作者的高度重视，瓢虫生产系列化、工厂化的研究已经提到议 ：

事日程上来。基于这些条件，云南瓢虫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前途是十分广阔的。

；，，．．：一j。t?。。．--：。．I ．：，．1+ ，．：、t-。．j：≯。二o jj氇，

i ’二，发挥云南瓢虫资源的优势’ √．’、．。∥：??：。
，

‘

， ，

‘

云南生物资源极为丰富，其富饶程度是我国各省区之冠，它既是我国的宝贵财富，

也是全世界拥有的物种基因库。就因为有着特殊富饶而十分瑰丽的生物资源，在近百余

年来，遭到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盗窃和劫掠。现今欧美的一些博物馆中，都有我

国的动物、植物和昆虫的模式标本，其中，昆虫就是绝大部分来自云南。而我们自己，还 ，

没有彻底弄清家底，昆虫资源至今仍是任其自生自灭，实在可惜。今天，在振兴中华的、 ‘，

大好形势下，应该加速开发资源和利用资源，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

云南位于祖国的西南边疆，位于东经97。39 7·106。127，．北纬21。9 7—29。157·

之闻，北回归线贯穿于境内南部，全省面积39．4万平方公里，是多山的高原省份。东与，

贵州，广西相连，北与四川为邻，西北接西藏，西部、南部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 j

壤。在西北，地势高峻，有南北走向的高黎贡山，怒山，云岭等山脉遥接喜马拉雅山，

高度通常在海拔3000米以上，最高为梅里雪山主峰，海拔6740米。其闯贯穿南北走向的

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割切的深谷，谷底海拔1200—2000米左右，相对高差可达4500 ．’

一5500米。向东南地势逐渐降低，其问丘陵起伏，平坝纵横，海拔1000米上下，而屏边大

围山、文山老君山等，海拔2600一3000米左右。最低在河口县红河与南溪河交汇处，海：

拨76．4采。由于云南省地形、地势的错综复杂与海拔高差悬殊，形成了突出的“立体

气候劳。。，又由于云南绝大部分地区受印度洋西南季风和南太平洋东南季风与中亚大陆千



暖气流的交替影响，又形成千季、湿季分明的气候。从11月至次年4月为旱季，特点是

晴天多而西南风大’=降雨量极少，从5月至10月为雨季，全年80％的雨水集中在雨季。

在高山峡谷，气候垂直分布明显，随着海拔升高，温度相对递减，即每升高100米，气

温平均下降o．5℃左右，面相对湿度反而增高。-一般来说，在海拔1000—1500米的河谷

地区，一年分四季而冬季较短，过渡到海拔2000一3000米的山地温凉气候，再上为海拔

3000一4000米的潮湿低温气候，5000米以上则终年冰雪覆盖，而南部河谷平坝地区，则

为亚热带至热带半湿润气候，夏季长而无冬季，但仍有明显的旱季。j ，．‘。

在错综复杂的生态条件下，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昆虫区系也极其复杂。云南省内瓢

虫的种类和分布，与全球动物区系的划分及云南的自然条件和植被密切相关。由于南北

走向的横断山脉和与之平行的大江，便于南北种类的迁移交汇。因而出现了古北区系与

东洋区系类群的混杂相处，还有许多广布的类群参与区系组成，特别是东洋区系印度马

来亚区系种类，在云南南部的分布，成为云南省与全国其它省区不同的独特现象。再就

是小地形，小环境和小气候的复杂变化，加深了物种的隔离和导致新种的形成。因而云

南有些瓢虫种类分布范围狭隘，成为某一地区的特有种。一 i⋯ ．． _

j有的生物学家认为，我国的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可能是古老生物的衍生地和物．

种再分化的策源地；即是说云南的自然环境，不仅使一些古老的热带，亚热带生物属种

被保存下来，并不断适应新的生态环境变化，分化出一系列新种，使云南的生物区系成

分复杂，成为我国生物属种最多，最集中的地区。 ：一 ’，』-·：i ：： ∥

云南省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有着最丰富的生物资源宝库，然而，千百年来，只能任

其自生自灭，这是多么可惜。如何合理利用这些资源呢?首先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摸清

家底，最大限度地掌握资源分布情况，随着开展有关区系学，生物学，生态学等的科学

研究。这就要培养技术人员，增加投资，增加新技术设备，多方面的提高科技水平。其

次是建立专门的标本馆，这既是普及又是提高的需要。发挥资源优势最根本的问题，是

种质基因的保护。随着云南省工农业生产发展，人口猛增，各地森林遭到不同程度的破

坏，加上连年不同程度的森林火灾等等原因，许多植物随着森林破坏而损失或减少。植

物如此，依存于植物的昆虫，包括瓢虫也不能幸免，i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常见

的种类，现在已不易采得。物种的绝灭，乃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我们要吁请政府订

立保护条例，并责成有关部门严加执行。各方面的工作配合，才能发挥云南省的资源优

势，从科学理论基础到生产实践应用，作出应有的贡献。 ．．．

，。 。、· 一．．：‘：‘ ’’，：’ z 。。 ．，

一．

+㈠’：。-∥’ 三、瓢虫的主要特征 一“·：
! ： 、 ． ‘ 。‘

’’
-。

瓢虫科在昆虫分类系统中隶属于鞘翅目、多食亚耳(Polyphga)，扁甲总科

(Cucujoidea)·该科区别于鞘翅目其它各科的主要特征是l‘’r：1；．‘0+：：．f：．。

(1)跗节隐四节式。跗节的第二节宽大，第三节特别细小，第四节特别细长，第‘

三、四节连接成跗爪端节，自第二节的下陷或分裂中伸出，有些种类第三节退化或与第

四节愈合，因而跗爪端节仅有1节。但在四节瓢虫亚科(Tetrabrachin神=Lithophilinae)·

中，跗节的第2节宽大，第三节不特别细小，第四节亦不特别细长，因而属于四节式·’．



(2)可见第一腹板上有后基线，这是瓢虫科区别于其它近缘科的重要特征．但瓢

虫亚科的长足瓢虫属(Hippodamia)的一些种和食植瓢虫亚科的龟瓢虫属(Epiverta)缺此

特征。．’；。’+．p
’

．．，

．t’ ．。 。“。 ，： 7一：‘ ，·

。

(3)下颚须末节斧状，两铡向末端扩大，或两侧相互平行，如两侧向末端收窄，则前
。

端减薄而平截。但小艳瓢虫亚科的下颚须末节锥形、长锥形、卵形或圆筒形而向末端缩小。

．，瓢虫的大多数种同时具备上述的3个特征，仅少数只有其中的两个特征。因而上述

特征可作为鉴别瓢虫科的依据。t
、

．

“：7

r‘ 一 、； ，^
一 t，

． ， ： 。 1， ．。， !．一
n

， ： ，。 ￡

沁 一 一

。2’ 四，瓢虫的生物学特性 、’ i
! 。’

，+

‘
“

“瓢虫科可分为植食性和捕食性两大类群。食植瓢虫亚科已知食性的种类全为植食

性，大多数取食茄科，葫芦科，菊科等，也有取食豆科、禾本科，葡萄科、八仙花科， ．．

毛茛科，荨麻科，五味子科、马鞭草科、茜草科等，少数取食蕨类的海金砂科。取食茄．r

科，葫芦科，豆科的一些种是农作物的重要害虫。瓢虫亚科的食菌瓢虫族以真菌(白粉

病的菌丝及孢子)为食。除此以外，其余的大多数为捕食性。本书记载云南省191种瓢
’。

虫中，植食性瓢虫约25％，捕食性瓢虫包括食菌和兼食的种类约75％。捕食性的瓢虫以 ，‘

，’蚜虫、介壳虫．粉虱，叶螨及其它节肢动物为食，是农业上不少害虫的重要天敌。．一9

捕食性的瓢虫也有不同程度的食性专化性。瓢虫亚科的大多数捕食蚜虫，常兼食其

它昆虫或其它节肢动物，也常兼食花粉，。花药及取食真菌，或偶尔咬食植物的其他部’

分，盔唇瓢虫亚科主要捕食有蜡质覆盖物的介壳虫如盾蚧，蜡蚧等；红瓢虫亚科专食绵

蚧或粉蚧，：四节瓢虫亚科也有捕食绵蚧和粉蚧的，小毛瓢虫亚科和小艳瓢虫亚科包括捕

食蚜虫，介壳虫，粉虱和叶螨的种类，其中食螨瓢虫族专食叶孀，7是叶螨的重要天敌。

捕食大型介壳虫的小型瓢虫，一些种的幼虫钻入介壳内取食，在1个介壳内完成发育◆

这种取食方式近于寄生性。 ：‘’1 一，?‘，
’7

’。一

：··H一：c”．j 。一∥?：? j，。|1 ：‘．，-
7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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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瓢虫的形态’ o‘1 。。

．，； r．
。’’，

i 。?+， ·，- 一j ‘ 、

-·1．卵‘』 ：，。
’，‘：

7； 一‘ ；：4 ‘；

瓢虫的卵常为长卵形，两端较尖。瓢虫亚科产卵于捕食物的寄主所在的植物上，卵

常多个成堆竖立在一起；盔唇瓢虫亚科常产卵于介壳虫的附近或介壳上，亦或产于蚧体

下，卵单个，红瓢虫亚科亦产卵于绵蚧或粉蚧的卵囊上，或产卵子咬破的卵囊内，卵单
。‘

个，其它捕食性的瓢虫产卵于捕食物附近，卵常为单产。

：，2．幼虫、i ：r

：

’7

，’⋯：

瓢虫幼虫的食性与成虫相似，幼虫与成虫取食同样食料，‘取食方式也与成虫相似，

但幼小的幼虫或小型种的幼虫常在咬破寄主后只取其体液而将其他部分抛弃。
+* 瓢虫幼虫在体形上差异很大。一般头部口器向下，有3对发达的胸足，腹部末端形

成l足突，在行动及化蛹时起着固定躯体的作用。根据瓢虫的体态可大致区别为下面几

个类型·， ’一’，”j‘‘
’’

一
。



(1)体纺锤形而背面有刺疣或毛疣。例如瓢虫亚科的幼虫属于这个类型．一般有

发达的胸足。行动活泼，常为捕食蚜虫的种类(图1．A)。

(2)背面拱突而有枝刺。例如盔唇瓢虫亚科的一部分(盔唇瓢虫族)和食植瓢虫

亚科的幼虫。 (图1．E，．H) ．”、
一

(3)背面拱突而有毛疣。红瓢虫亚科的幼虫属于这个类型(图1．B，G)

(4)体扁平而背面无枝蒯亦无毛疣。隐胫瓢虫及广盾瓢虫属于这个类型。 (图1．

C、F)
，。．- ．一

。∥，： _。

，(5)背面有蜡质物覆盖。例如寡节瓢虫及部分小毛瓢虫。‘外观与粉蚧相似，以粉

蚧为食(图1．D)

瓢虫的大多数幼虫经历四个龄期，甚少数经历3个龄期或5个龄期。‘

，5·蛹
、 ．

：
。。 。、。!

。，瓢虫的蟠为裸蛹，化蛹前，腹部末端的足突固定其躯体。其化蛹时残留的蜕皮壳

(最后一龄幼虫的表皮)或蜕于蛹体的尾端。或背面开裂而包围蛹体。根据蜕皮壳的特
，

j 5



征而可将蛹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图2)
’

-

、 ，

·7 囝2 曩虫的蛹。
。 ．_．

’
、 A·瓢虫属 B·盔唇瓢虫属 ’．

。

‘ ’

·属于前者的有瓢虫亚科及小艳瓢虫亚科的一些种类I属于后者的有盔唇瓢虫亚科，

红瓢虫亚科，小毛瓢虫亚科等。 、 ：

一些瓢虫如黑缘红瓢虫、细缘唇瓢虫等，其老熟幼虫常群集在一起化蛹，在树干上’

常发现数十个以至成千个蛹及蛹壳。又如异色瓢虫，在越冬之前往往迁移至南向山坡上

的岩洞或岩缝内，群集在一起越冬，至翌年天气回暖才爬出分散到各地去。

4．成虫 ．

‘

．

瓢虫分类主要依据成虫的形态，因此在这里着重介绍成虫的形态特征。

(1)体形，大小，刻点及斑纹。瓢虫给人的印象是瓢形的甲虫。虫体周缘近于卵

圆形，半球形拱起(图3)。这是大多数种类的体形特征。但在瓢虫科内，体形还有各，

种变异。主要有3个类型(图4)。
’

．j，，圈5一虫臂面形态
，

’●‘
。

：～ a：前胸背板 b．小盾片7f‘
⋯7
’■’。c’．鞘翅， d．肩胛突起

。名

⑦．①
F

，圈4■虫的体形特征，，。h·，
。

A—c·背面(示体形)“D—F·横切面‘)f示拱起的
程度) A，D．突肩塑 B、E．瓢型7’‘℃：F．长足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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