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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省多年来的调查资料与防治经验的基础上，‘作者结合长期研究的成果编写了

《陕西省经济昆虫志贮粮昆虫》一书。此书完成后，曾荣获陕西省人民政府一九七九年

度科研成果二等奖。
‘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一、概述：论述了害虫的生物学特性与生活环境的关系。二、

各论：选贮藏产品中常见的昆虫90个种，隶属4个目，31个科。虫种选择以种群数量

大，危害严重的作为描述对象。按纲，目、科、属、种的分类方法进行描述，目下有科

，的检索表和描述，科下有种的检索表和描述。种为独立的描述单元，内容包括中名、学

名，俗名，以成虫特征(外部特征、口器、生殖器等)为主，并对幼虫特征、害虫的生

括习性，危害、分布等也作了较为详细地叙述，有的种下对防治方法作了简介。昆虫特

征的描述，均系对着标本和解剖后制出的玻片标本，按在显微镜下观察的结果形成文字

和虫图，有全虫图90余个和特征匿t300余个，所有昆虫的图均系作者原图。三，防治方

法：系统地介绍了检疫、．清洁卫生、物理机械和化学防治方法。另外，还在附录部分叙

述了常见的贮粮螨类，螨类的虫图均根据赫士(1948年)的原图。

书中有的虫种曾在陕西采蓟标本，因标本不完整而本书未作描述，这里仅保存其学

名，以供参考。例如：

衣鱼Terolepism villosa(F．)属于缨尾目Thysanura J，a．trelle(1976)衣鱼‘科Lepism

atidae Latrelle。

湿薪甲Enicnomus minutus(L．)属于鞘翅目Coleoptera Linne 1758薪甲科Lathrid

iidae Thomson 1859。
、

锈赤扁谷盗Cryptoletes ferrugineus(Steph．)属于鞘翅目Coleoptera Linne 1758扁

甲科Cucujidae ganglbauer 1 899。
、

红鳞圆皮蠹Anthrenus picturatus hintoni Mroczk．属于鞘翅目Coleoptera Linne

1758皮蠹科Dermestidae Gyllenhal 1808

毕氏粉盗Palorus tbeesoni B1．、长头谷盗Latheticusoryzae wateh、黄粉虫Tenebr

to molito：(L．)、大点拟粉甲Neatus picipes Host var subeaqualis Reitt属于鞘翅目

Coleoptera Linne 1758拟步甲科Tenebrionidae Leach 1817。

本书主要是供给我国粮食．农业，外贸、药材，食品和农村社队从事仓贮工作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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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参考使用，也可供昆虫．植检和粮农院校师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参考。

本书是在陕西省科委、省粮食局、省粮油科学研究所的领导下进行的。并承蒙西北

农学院周尧教授的热情指导，路进生老师曾多次对本书文稿进行审核，省昆虫志编委会朱

象三，袁锋、罗时有等负责同志对此书的编写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我省粮校和各地、

市、县粮食局从事保管工作的同志，在害虫调查工作中参与采集标本，在本书编写过程

中提出修改意见，给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研究工作尚欠深入，错误和缺点恐难避免，诚希读者批评指

正。

编 者

一九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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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 贮粮害虫的起源．‘ ．．
．

’’ ．一 、I。⋯‘
’

'·

．．粮食在贮藏中，受着许多昆虫和螨类的危害，有的种类直接吃食贮粮，有的种类污

染贮粮和贮粮环境，．．造成经济上的，质量上的损失是巨大的。’． ．．．· ．'

贮粮害虫这个体系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当人类出现以

前，自然界就有了以植物果实为食的昆虫、螨类，这些植物果实包括后来为人类所发现

的野生粮食作物的种籽i当种籽被鸟类采集堆积于鸟巢中，或者被鼠类采集堆积予鼠洞

中，·。这就是地球上最原始的植物种籽贮藏形式。。_批危害植物种籽的昆虫和螨类，进入

·．了种籽贮藏期危害。这就获得了害虫能在种籽贮藏期危害的生物学特性。现在还可见到

有几种害虫获得这种生物学特性的过渡类型：如：豌豆象、蚕豆象除了有在种籽贮藏期

危害的生活阶段外，还必须到田间植株上完成交配产卵；。孵化成为幼虫而钻入豆粒内危

害的生物学特性。玉米象i一绿豆象、麦蛾等害虫保存了在‘田间作物或野外植物种籽危害

，的能力，却不_定非要到．田间作物或野外植物种籽上生活不可，却完全可以在粮食贮藏

。期危害和繁殖后代。而另外_些害虫却发展成为仅能在粮食贮藏期危害和繁殖的种类。

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后，由打猎、捕鱼、采集果实种籽，到以后种．植粮食作物、贮

藏粮食j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粮食贮藏量的增多，，+人类与贮粮害虫就有了关系。’害虫要危

害贮粮，．人类要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向贮粮害虫进行斗争。，。人类对害虫的认识也逐步

’深化，防治手段也日益增多，日·益发展。。不断地了解和掌握它们的活动规律，：：采取积极

t地预防措施；控制害虫发生、’发展，‘甚至消灭它们，确保贮粮少受损失的目的是_一定能

_够逐步达到的。j，； ．．． 2．．，r’¨ -‘．_：．j√1：：”’j：：一1

， ‘t’-～ ●l●

． ．贮粮害虫危害、的严重性．．．¨一 ‘‘f ．r、 』0’、：．～：” ，’·· ·-
．·

．：i在旧社会，我国1因贮粮害虫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九三八年估计全国．仅稻谷’乙

-’项，。’由于贮粮害虫的危害；，。损失达780余万银元|又仅上海阜丰面粉厂该年损失．达60万

银元。由此可见捌国}1日社会贮粮害虫危害的严重性：浮”：‘-+tj 。j≮．■¨，，’．÷’． ：‘：

．j．■i勰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鲥粮食职工‘和广犬农村社员共同努力，‘创造了

”、“四无奠．粮仓(I无虫j’．无霉：j无鼠雀i，’无事故，)：经验，t-使粮食贮藏的损失极少，贮粮害

虫危害的程度也逐年降低。’．．．+j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贮粮 昆虫

贮粮害虫在我省的分布

我省地处西北之东部，大巴山之北，黄河以西，内毛乌素沙漠之南。一个南北长，

东西窄的地区。秦岭横贯其中，龋关中平原与陕南山地、盆地分开，陕北黄土高塬又与

关中平原分开。在地理上有三个截然不同的气候地区——怏南、关中、陕北，在害虫分

布上各不相同。在陕南个别粮站可以采到亚热带地区普遍发生的黄胸客甲，关中和陕北

就不能采到这样的虫种。豌豆象由南向北危害减轻，分布于延安以南的黄土高塬、关中

平原，陕南山I区、盆地。。．蚕豆象分布陕南，危害严重，．在关中地区仅在个别县可采到标

本，陕北地区根本无蚕豆象的分布。陕南、关中地区以玉米象、麦蛾危害最烈，在陕北

’危害比较轻微。 ．

，
．

+j r‘

-‘贮粮害虫的生物学特性．， ．．

贮粮害虫的．_些生物学特性的获得，。是长期演变进化的结果。知道它们一般的生物

学特性，为提供有效的防治方法，’合理的使用防治手段，达到“安全、．经济、有效刀原

则的要求是完全必要的。 、’ ．

仓库环境使’贮粮害虫生活安定。它们受自然界的气候条件的影响较野外为小，食源

非常充沛。仓库环境条件尽管因地区而不同，但基本条件是相似的，害虫随粮食的转运

常迁移到别地；。可以在另一新地区的仓库环境下生活。贮粮害虫中成为世界性的种类远

较其它害虫为多，因为不太需要__个适应的过程，往往就可以在新的地区定居下来，“成

_为新地区的害虫种类。． ．，。
．

．’
-’

’

．， 体型扁平和小型化。生活在贮粮中的害虫；有的种类，如锯谷盗、长角谷盗等害虫

，适于在粮粒间爬行和侵入，‘身体小而扁平。蛾类幼虫因体型关系，仅能在粮·堆表。面危

。害。有的害虫种类’，如玉米象’、‘豆象、麦蛾幼虫身体不扁平却小型化，钻入粮-粒内危

，害，并在其中生活至成虫阶段才爬出粮粒。体型较大的种类也有；：．其数量甚少。如琵琶

甲的体型较大，却不能在粮堆内危害，多在仓板底下，空仓或仓外的墙基处生活，以霉

菌为食，偶尔也吃食潮湿的粮粒。 ．．

食谱广。贮粮害虫不仅是以贮粮为生；还可危害木材、药材、丝、麻、布匹、纸

张、千鱼、·熏肉j；动植物标本、皮毛、羽毛、r。霉菌等；·例如；’谷斑皮蠹食性杂；·而且贪，

食，世界各国都把它列入检疫对象6．食谱广j+使贮粮害虫的生活资源来得容易，不会因

食物来源缺乏而饿死，这种习性有利于贮粮害虫的分布，’谴成防治上的困难。。 、．

耐干旱能力强。．粮食本来就很干燥，．我省小麦收获于夏季’，。粮：食含水‘量低，为

r12％，有的还在‘8—1l％的范围内，．。．贮粮害虫依然1能够危害j据文献所载，地中海粉螟

能生活于几乎没有水的食物中，谷斑皮蠹能生活予含水量为．2％韵食物中。．i，．-：’



一、概 述 3

7 耐冷、耐热能力强。贮粮害虫这个群类分布极为广泛，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可找到

它们的踪迹，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都有贮粮害虫的种在居住。对温度的变化适应

能力强，不同的种类对温度的高低要求各异。耐热能力最高能忍受52℃，害虫在这种温

．度下可以活上几分钟，甚至几小时。·耐冷的能力因种的不同而各异，甚至同一种在不

同地区．不同虫期、不同龄期也都有差别。锯谷盗是能耐寒的种类，、在一15℃，成虫需

240zb时，幼虫需24小时才能全部死亡。·皮蠹科的害虫耐寒能力也较强。然而黑菌虫、

脊胸露尾、米象．谷象、赤拟谷盗是不太耐寒的种类。

一九五八年一月，我们在渭南i，西安、宜君、礼泉进行了冷冻贮粮害虫的生产性试
● ●●

一， ’

验(表1—1)。

表l一1 低温冷冻杀虫试验(1956年1月14—15日)

艘 数 堆 搅
。‘．．温(℃)‘度

’

’一 ．害虫死亡．情况

动
7-小时啬取样 14小时后取样时 试验前 7小时后 14小时后

里， ．高一 间 ．虫种
气 粮 气 蔽温 气 粮温 致死 溆死

种 t公斤) (寸) (小时) 上； 下 ，上i下
头数

死亡 死亡

温 温 温 温‘
头数

率 头数
头数

塞

(％) (％)
层 层 层l层

J玉米象 86 46 53．9 124 77 62．1

O‘ 26 13 50．O
800 3 3 -6．5 +6 二10 一10 -2 —11 —10一5

1谷蠹 18

●，

—
、

√j、
● ·I

f玉米象 8l ’60 74．5 78 65’ 80．7
800 3 I -6．5 +6 一11 -4 —10-2．5

1谷蠹 9 3 33．3 10 4 40．0／

，1——

58．2．j玉米象 71 36 50．7 122
750 1—1．2 3 ‘-6．5 +6 一驴 -3 ·8,--2．5

’谷蠹 王2’ 2 16．6 ●一

一麦

，

750 1．5—2．0 1 -6．5 +6 -9．5 -4 ——8}．．5 』玉米象 30 25 83．3 50 12 6．2

1谷 蠹 8 1 12．5 1l 3 27．2

耐饥能力强。贮粮害虫不会碰不到食物，耐饥能力强弱在它们的生活中似乎不太重

：要。在特殊的环境下缺乏食物，它们的耐饥能力，可以帮助渡过难关，如大谷盗可耐饥

两年，谷斑皮蠹可耐饥八年。

有休眠能力。在贮粮中生活的害虫，当粮温适宜时，它们并不休眠而可常年危害，

只有当环境不适宜时，出现休眠阶段，能使它们平安地渡过困难时期——-高温、低温，

干旱．缺乏食物，有毒空气等等，造成彻底消灭它们的困难。 、

繁殖能力强。贮粮害虫一般繁殖后代的能力是很惊人的。玉米象每头雌虫一生平均

髓产卵百余粒，最多可达两百余粒，每对玉米象一年能繁殖两千多头后代。谷蠹每头雌

虫能产卵300一400粒。谷斑皮蠹在适宜条件下，在粮堆表层的幼虫往往可多于粮粒的数

扫。

喜黑暗。贮粮害虫常在仓库中生活，对光有负趋光性，喜欢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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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飞翔能力；

翅，不能飞。·K：+

贮粮害虫大多有翅却不善飞，‘有的竟失去飞翔能力，如谷象缺后

危害贮粮的方式

贮粮害虫多为咀嚼式口器；蛾类成虫为虹吸式，但幼虫还是咀嚼式。这种口器决定

了它们直接吃食粮粒或粉末，取食方式可分为四种。

蛀入性危害：贮粮害虫的幼虫蛀入粮粒内，’在粮粒内吃食生长，甚至在其中化蛹，

变为成虫后才从粮粒内爬出，如玉米象、米象、谷象、豌豆象、绿豆象、蚕豆象、麦蛾

的危害方式。 。，

破坏性危害：谷斑皮蠹的幼虫对整粒粮食可以咬碎，破坏能力很强。

剥皮性危害：害虫无能力咬碎整粒粮食，仅危害粮粒外层，危害状似剥去一层皮一

样，‘蛾类幼虫危害就是如此。
‘

粉食性危害：这类害虫无能力破碎整粒粮食，仅能危害以机械损坏的粮粒或粉类，
’

以及由其它害虫咬破粮粒之后，再由这类害虫取食。如锯谷盗、长角谷盗、赤拟谷．盗

等。 ·

上述材料说明，贮粮害虫对环境条件有很大的适应能力。人是可以改变粮食的贮藏

条件的，可以控制贮藏条件，利用害虫的生物学特性的某些弱点而达到防治的目的。这

些均在本志的后面要涉及到。在害虫的各论中，介绍害虫的生活习性，指出其可利用的

习性，在害虫防治的章节中，提供有关的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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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蜚： 蠊 目 ‘，，+·，·，，

Blattodea’Brunner ，

，

中型或大型昆虫，有翅或无翅，体扁平而宽。前胸背板大，盖住头部。口器咀嚼
r

式，触角长、丝状、多节。前翅皮质，后翅膜质，臀区很大。步行足，基节大，善疾
，

，

走，跗节5节。尾短，分节明显：有臭腺分泌臭液。卵产于卵囊内，每个卵囊内有卵16

介，每头雌虫÷生能产3乙’4’：个卵囊。．若虫很象成虫，、无翅，．渐变态，，寿命长!’生活于

家庭、仓库，危害食品、纸张、皮毛、布匹等。．白天潜伏、夜间活动。
_- ．，

‘

’·‘：

中型或大型昆虫∥色暗≯有眼，j后足腿节腹面有利。雄虫第lo背板略呈方形，后方

曲入；难虽的第’7’腹板后方分为两瓣，·盖住其2腹板。后遗如有，则臀区大，“爹纵褶。

蜚蠊Blatta sp． ?·‘ 1～， 二1：’ 。

’

?j。 在我咎：1003仓库审采到标本，危吾不大。图2一．1。．4 1

图2—1。璧 蠊 ；．。，图2—2大‘．蠊

℃
～

。，
‘科y吨K臻未n．．“．一甜。，琴9由，

．

，

、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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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所家属宿舍内采到标本。图2—2。

虫齿 虫 目

Psocoptera Shiply 1904

体微小，柔软。头大，头壳缝明显，复眼左右远离，单眼3个或没有。触角丝状。口

器咀嚼式，上唇发达，下颚须4节，下属须1—2节。足细长，。善于步行，跗节2—3

节，爪1对。，腹部10—ll节，无尾毛。常居于土块下或树皮下，有的也居于粮堆内靠墙

处，危害书籍和贮藏食物。

， 书 ，啮 科
’ ●

·
，’J Atropidae Kolbe．1884．’

无翅，前胸大于中胸，中胸常与后胸愈合。常见种有书虱Troctes divinatorius

图2—3书虱

Muller。 、

’

．

书虱Troctes divinatorius Moller

成虫体长1毫米，扁平柔软。若虫初乳白色，

以后逐渐变为灰白色或草黄色，略有光泽。渐变

态。口器咀嚼式。触角丝状，．19节。无翅。腹部肥

大多节。‘后足腿节扁平膨大，·胫节有两个外端刺，

跗节3节。图2—3。

I 每年发生3一．4代，‘以成虫、卵越冬。成虫和

若虫均行动迅速，喜高温。

危害：粮食、粉类、书籍、衣服、尘芥、碎屑

等。

分布：全省。
J

鳞 翅 目

Lepidoptera[Anne 1758．

，
，：

体小型至大型昆虫。体和翅密披有颜色的鳞片；7故名鳞翅目a
成，虫口器为吸收式，上颚退化或缺，下瘕帚变成口吻，明显伸长，卷于头下，使用

时苒伸出。：：复眼大，单眼两个或没有。前胸小，中晌大，有翅两对j前翅较后翅大。足
、 ’

3对，彼此相似，跗节5节。对于成虫的鉴别常以翅上鳞片的斑纹、．翅脉、生殖器为依



二、．各 论 ～7

据o ．’· ，．一

、
．

翅脉：鳞翅目昆虫的翅脉往往是定种的特征之一。只要用稀酒精浸润干净毛笔，刷

去翅上的鳞片，就可看到翅脉。翅大体上可认为是三角形的，靠胸部的角，为基角，．‘在

翅的顶部的为顶角，在翅的下部的角为臀角，又称为后角。由基角到顶角的边称为前

缘，由顶角．至臀角的边称为外缘，由臀角至基角的边称为内缘或称后缘。翅脉由基角向

顶角或臀角分支的为纵脉，纵脉之间有横脉相联，鳞翅目昆虫的翅横脉极少，作为分类

特征，以翅的纵脉分支的状况来定：
’

、· 一 ，

翅脉分前缘脉(C)，亚前缘脉(Sc)，径脉(R)，常有分支称为径分脉(Rs)，

一般有5个分支．．(R。r、R。、R。、R。、R。)，有的蛾类成虫缺一部分径分脉，在翅上不

出现5个分支，中脉．(M)．，．一般有2—4个分支(M。、M：t、．M。，、M。)I肘脉

(Cu)，二般有两个分支◆(Cutl、Cu：)；臀脉-(A)．，一般有3个分支(如、A：、A。)；

翅脉的缺或愈合因种而异’， 、

．

生殖器：是鉴别种的极其准确的特征i在分类学上往往是利用它来作为鉴别种的标

准之一。雄虫生殖器常有抱握器、钩形突、颚形突和阳茎等所组成。雌虫生殖器由肛门

突、产卵管、前生殖突骨片、后生殖突骨片和交尾囊等所组成，有的种交尾囊内还有骨片。

雄虫腹末为裂孔，，雌虫腹末为圆孔。 ． ，j．·，?

幼虫蠕虫形，咀嚼口器。有丝腺，常可在粮堆表面或粮包外面吐丝结茧。幼虫危害

粮食及其粮食加工产品，成虫不危害粮食及其产品。寿命极短，仅完成繁殖任务后死去。

．
．‘·

：
。

r。。
·

．

：． 科的检索表
’ -+一

‘
，

L‘
、

‘

、

1．后翅缘毛短于后翅的一半⋯。：⋯⋯⋯⋯⋯⋯⋯⋯⋯⋯⋯⋯⋯⋯⋯⋯⋯⋯⋯⋯⋯⋯⋯⋯”2
‘ ’ ～

’

后翅缘毛长于后翅的一半⋯⋯⋯⋯⋯⋯⋯⋯⋯⋯⋯”一⋯⋯⋯⋯⋯；·麦蛾科Geleehiidae
’‘

2．后翅的亚前缘脉(sc)‘单独伸向翅缘，前翅的第1径脉(RI)与中室等长或较长⋯⋯

i．．“⋯⋯_⋯⋯⋯．：jj：⋯：⋯⋯．：；j。-．：⋯⋯⋯⋯。’⋯⋯j．：⋯⋯⋯⋯⋯螟蛾奔pyralididae

后翅的亚前缘脉(Si)与径脉(．R)部分合并⋯⋯．：．⋯⋯⋯⋯⋯⋯⋯⋯⋯⋯⋯⋯．．．⋯8
”

3．前翅径分脉(R5，缺⋯⋯·：．．．⋯⋯⋯⋯⋯⋯⋯．．f．⋯⋯⋯⋯：⋯⋯⋯⋯卷螟科phy?itida。

前翅径分脉(R 3一·一5)共柄”’⋯⋯·?-．．、■．．．_一：·：⋯⋯⋯⋯．：⋯．．．．·：蜡螟科q孕llerjdae． ．

麦 蛾 科。◆’．．．．．．： ．．

··IGe洁矗iid如st a：int'onI 1854．J ’。：。： ‘，～：

， ．_

，’． 1>’· ；

小型昆虫，黄色。头小，触角丝状能活动，口吻中等长，下颚须痕迹，：下唇须细长，
末端尖，上方弯曲。后足胫节具有粗毛，翅的第1臀脉(A-)缺，前翅通常比后翅窄，

第5径分脉(R；)在前缘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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