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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开始从事种植业以来．农业害虫就不断威胁着人类的农业

生产。新疆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属温带干旱区，为典型的内陆性气候。全

年目照长，温差大，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新疆昆虫纯属旧北区冢这个区

域的种类，害虫种类大部分和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和西伯利亚西部种类

相同。与长江以南差异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农作物害虫的种类和发生分

布有其自己独有的特点。

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行新疆农业害虫的系统研究、教学、

推广工作。历经30年，所研究的内容涉及小麦、玉米、水稻、棉花、油’料、蔬

菜、果树等作物上的多种害虫。在近些年研究项目中，为配合多媒体教学

实地拍摄大量主要害虫原色图片。《新疆农业昆虫图志》分为地下、小麦、

水稻、玉米、棉花、甜菜、苜蓿、油料、蔬菜、果树害虫和近几年新入侵害

虫，内容包括新疆农业生产中重要害虫141种，700多幅原色彩图。并对每

种害虫均有分类特征、寄主植物种类、地理分布、生物学特性及防治的描

述，大多数种配有为害状图，在编写中广泛吸收国内外最新资料和先进

技术，突出新疆特色，图文并茂。

在此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自治区攻关项目(200831103)、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30660032)、国家“十一五”支撑项目(2007BAD36802)和自治

区教育厅项目(XJEDU2007117)的资助。同时编写中陈卫民、张建平、何

笙、郭铁群、王惠卿、张黎、张仁福和孙新华等同志提供了大力帮助，在书

中参考了许多作者的教材、专著和论文资料及图片。谨此，表示衷心的

感谢!

最后，恳切希望读者和同行专家给予批评指正，以期修订和完善。

编 者

2010年于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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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地老虎

黄地老虎Agrotis segetum(Schiffernmller)删U．夜蛾科。义名切根虫J地盘等，
分布与危害

分布r．新疆各地均存发牛。食什广．寄主种类多，达15科100多种．主要为害小

点、玉米，高粱，棉花、瓜、菜、峙铃薯、甜荣、酋精等怍物．亦常为害果园的实牛茼、移植

茁和牧草．以存播作物受害较重，其状为秋播的大白菜：地老虎主要食害作物幼晰，切

断幼苗近地而的茎部．使祭株死亡．轻的造成缺m断生．严蓖的甚至毁种重播。

形态特征

成虫：长15．18 him翅展35～45 TTlltl．前翅灰黄、肌褐甚至版黑色横纹水叫显．但

肾状纹、环状纹和楔状纹叫屁。

卵：船圆形．高0．5 nltll．宽0 7 mm为乳白一黄褐+灰黑色．中部有纵脊38～41根=

幼虫：40—50 ml¨从褐色．体袁光滑．有分如均匀的微小颗札+呈不规则的多角形。

腹部1—7节第四毛片比气孔大1一l 5倍蛹：16㈣19 红褐色腹背4竹中央有稀少刻点，5—7节各柏缘密被!}l|小刻点9一

lO排腹部未端稍延长．着生臀棘刺1对

生活史与习性

在南疆每年发乍3～4代．北疆发牛2—3代．以老熟幼虫在土内越冬越冬深度多数在7州10 ，一般2侧15 越冬场所主要在甲捕的冬崖地、柴地、马铃薯地眦及苜蓿、

一，竺．⋯一⋯一⋯
∞自



地下害虫

绿肥地．其次是玉米、棉花地。春季，黄他苦豆子刚出头，门粉蝶初见．老熟幼虫即爬到

离地表3．5 cm的土层中儆一土室化蛹。从物候来看化蛹盛期在蝓钱盛开，梨花盛丌．

杏抱败谢之时：而剁化盛期则在洋槐花盛开，马兰花盛丌时。

成虫羽化后取食屿兰、大葱渺枣、洋槐花蜜．以后各代常喜欢向H萎花蜜。成虫对
糖醋有正趋性，趋光性强．对杨柳枝把亦有为性产卵前期3-4 d．产卵期5-10 d，每★

雌虫产卵1 000粒左右。卵一般散产在湿润的土表、土块、枯茬、枯须根l-以及植物的幼

苗、叶片上。产卵的植物种类很多．尤以苘麻上最多，其他如废藜、旋化、n菜、萝b、玉

米、小麦、酋蓿、棉花、苋菜等。幼虫一般6个龄期幼虫老熟后在士中做土宰化蛹，蛹期

一般15—25 d．

防治方法

1农业防治①早春铲除地头、地边、田埂路旁的杂草，能消灭卵或幼虫。②秋耕冬

灌：破坏黄地老虎越冬场所，减少越冬基数。③适时播种：春播作物适期早播，秋播作物

适期晚播

2物理机械防治①川糖醋液、黑光tr、杨枝把诱杀战虫。②捕捉幼虫：对高龄幼虫

可在每天早晨到刚削．扒开新被害植株的周围或畦边田埂阳坡袅土，捕捉幼虫杀死。，

3药刺防治①药剂处理种子或使用种衣剂：40％基异柳磷乳油，每100 kg种子

用I一2 kE琦，据作物种类不同．川药量不同疗法是先将药川少量水稀释，然后均匀拌

和在作物种子上，堆闷6-12 h，晾于待用。亦可用种衣荆。②撒施毒饵，毒t：用药种类

盟剂量为：2 5％演氰菊酯乳油25 mL、50％辛硫磷乳油或40％甲基异柳磷乳油500 mL

加水适量．喷拌细土50 h配成毒上，顺垄撒施丁幼苗根标附近。撒施毒饵多在幼虫3

龄以后使用 每公顷朋90％晶体敌百虫3．5 kg或40％氧化乐果乳油750 ml，加永17 5-

35 kE、喷拌在铡碎的鲜草(200—225 kg)上，或拌人碾碎的炒香棉籽饼或油渣350 kg q-1制

戚毒饵，卜傍晚在受害作物田每隔一定娅离堆施，或在作物苗际附近围施。③喷洒药

剂，每公顷用50％辛硫磷乳油500～750 mL，2 5％滨氰菊酯乳油，10％毓氰菊酯乳油

300～450 mL喷雾。喷洒药剂的适期应在幼虫3龄盛发前。

∞女*ji*# ∞{镕＆#叶、#，0自

⋯⋯～xwCHONGrtmtt、竺三，



其他几种地老虎

其他几种地老虎主要有警纹地老虎AgrotLs exclamationLs Linnaeus．显纹地老

虎A cotupicua HI]bner．冬麦地老虎Rhy∞ia auguroides Rothschild．八字地老虎^maLhe5

C—nigrum L属鳞翅日．夜蛾科。

分布与危害

警纹、八字地老虎分布广，寄主种类多．常和黄地老虎混合发生。冬麦、显纹地老虎

国内只分布于新疆。冬麦地老虎主要为害冬麦．幼虫蚕食小麦叶片和嫩茎．使麦苗仅残

存一根枯黄而光秃的短茎．严重者．最后枯死。显纹地老虎主要为害胡麻、玉米、打瓜、

甜菜等眷摇作物。幼虫咬种子、幼苗、根茎，造成缺苗。

形态特征

■纹、显纹、冬麦√L字地老虎的形态识别

m卷

悻K 16⋯目目 *K16⋯20 目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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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Ⅸ线镕☆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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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害虫

生活史与习性

譬鼓地老虎

1年发生2代．以老熟幼虫在地下越

冬。一般以5Ⅷ7 范围内密度最大越冬

代化蛹羽化投第1代发g-时间，大致与黄

地老虎相同。警纹地老虎寄主范围较黄地

老虎窄。第1代幼虫一般生活十苜精地和

藜科杂草之下，第2代幼虫主要集tf·在菖

蓿、甜菜和马铃薯上为害。

显纹地老虎

1年发生1代．以卵在朵草下、十表或

J．缝中越冬。越冬卵于翌年4月上旬孵化；

l一2龄幼虫先取食杂草．4月F句3-4龄幼

虫侵人农田．为害胡麻、玉水、打瓜，甜菜等

春播作物。幼虫期平均47 d，5月巾句老熟

幼虫入t化蛹．6月卜甸田间婧见成虫，中

旬达羽化盛期．成虫羽化后不立即产卵，多

集中在灰藜等杂草下蛰伏越夏。9月中旬

成虫升始活动．补充营养。lO月初成虫交

尾产卵．以卵越冬．

冬麦地老虎

1年发生I代，以初龄幼虫在冬麦地

越冬。来年冬焘返青，幼虫即开始蚕食叶片

和嫩茎．使麦苗仅残存一根枯黄而光秃的

短莲，严重者．最后枯死。老熟幼虫于4月

下旬大量集中在田埂上化蛹，5月下旬羽

化．经过夏伏于秋季产卵．幼虫孵化后即越

冬。

八字地老虎

1年发牛2代．以幼虫在地下越冬。一

般发生数量少．

防治方法见黄地老虎

⋯⋯⋯⋯'I'OZUl竺：，



华北蝼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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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蝼蛄Gryllotalp㈨ispina
sausgtlrg属A翅日，蝼蛄科。又名拉

拉蛄，拉蛄、土狗子．

分布与危害

分布于新疆、宁夏、甘肃、内荣

古等省隧及华北、东北地区。蝼蛄的

成虫、若虫用口器和开捆足进行危

害。成虫和若虫均在土中咬食刚播

下的种子，也咬食幼根和嫩茎．把差

秆咬断或造成乱麻状．使幼苗萎蔫

而死，造成作物缺苗断垄。特别是蝼

蛄在表上层善爬行，来往乱窜．造成

纵横隧道，使幼苗和土壤分离．导致

幼苗因失水十枯『『if死．，“不怕蝼蛄

咬，就怕蝼蛄跑”就是这个道理。麦

苗最怕蝼蛄窜．一窜就是一大片，损

失{F常严重。

形巷特征

成虫：体粗壮肥大．后足胫节背

面内侧有刺0-2根。腹部术端近圃

简形。

卵：椭圆形．初产时．乳白或黄

白色，有光泽．以后变黄褐色．孵化

前呈暗灰色．．

若虫：初孵化的若虫．头胸特别

细，腹部很肥大．行动迟缓。全身n

色．复跟谈红色．以后每蜕一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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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害虫

颜色就加深一些。5-6龄以后与成虫体色基本相似。若虫共分13龄。

生活史与习性

3年才能完成1代，以成、若虫在土中越冬。越冬成虫于6月上、中旬开始产卵，7

月初孵化。初孵幼虫有聚集性，3龄后分散为害，到秋季达8-9龄，深入土中越冬。

昼伏夜出，晚9～11时为活动取食高峰。其主要习性是：群集性，初孵若虫有群集

性，怕光、怕风、怕水。有趋光性、趋化性，对香、甜物质气味有趋性，特别嗜食煮至半熟

的谷子、棉籽、炒香的豆饼和麦麸等，可用此类食料配成毒饵诱杀。有趋粪性，对马粪、

粪土等有机粪肥有趋性。趋湿性，喜栖息于河岸渠旁、菜园地及轻度盐碱潮湿地。群众

有“蝼蛄跑湿不跑干”说法，可见土壤湿度与蝼蛄的活动为害有密切关系。

防治方法

1j毒饵诱杀同黄地老虎。

2．马粪诱杀蝼蛄为害，可用马粪诱集或加毒饵诱杀。在田间每隔1 m定1行，在

行中每隔17～18．m挖一个坑，使坑在田间交错排列，坑长30～40 cm，宽20 cm左右，深

6 cm左右。先将适量马粪放入坑内，与湿土拌匀摊平后，在上面撒--11,把毒饵，每公顷

用毒饵3 kg左右。

3．挖窝灭虫 一是春季挖窝灭虫，于3月底4月初蝼蛄开始上升到浅土尚未外出

迁移时，结合平整土地挖窝灭虫，一般挖15 cm左右深即可挖到；二是夏季挖窝毁卵，

于5月下旬至7月中旬结合锄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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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鳃金龟

塔里木鳃金龟Melolontha tarimens如Semenov属鞘翅

目．金龟甲科：

分布与危害

分布于新疆塔里术盆地边缘各县．除为害棉花外．尚为

害小麦、玉米、马竹薯、蔬菜及各种果树幼苗、成年果树根部。

形态特征

成虫：体长19．5～25 5 mill．宽10—13 mm．，鞘翅淡黄褐

色。头、前胸背板及小盾片略有紫色闪光。触角10节，鳃状部

雄虫由7大片组成．向外侧弯曲．雌虫由6小片组成。莉翘4条纵肋纹明显。

卵：初产时长椭嘲形．白色略带绿色光泽，发育后期呈圆形．洁白色，有光泽。

幼虫：初孵化的幼虫体长约3mm．老熟幼虫外曲线达45 mm。头部棕黄色．胸部和

腹部乳黄色而带褐色刚毛。触角5节，腹部末端在肛门两侧各有一排纵行的肛毛列21—

25撤。

蛹：为裸蛹。

生活史与习性

3年完成I代．以成虫和一年t及二年十幼虫在地下越冬，深度Ⅱ丁达85 cnl。越冬成

虫于4月初开始m土．4门巾、F旬盛发，每u下午5点开始至7点之间出土最多。成虫

基本不取食．仅偶见墩食少量胡桃及榆树叶片。

雌虫在地下约20㈣深处产卵．卵期8-9 d．腐殖质较多X比较潮湿的地方产卵丝

特别多：幼虫生K发育报缓慢，町分一年生、二年H：及一年乍，不同年份的幼虫均随季

仃的变化住地r傲垂直移动。

防治方法

1农业防治 耕翻能使地下害虫遭受机械损伤．采川合理的耕作制度，调整茬口af

减轻为害。如前作为大豆或与大豆间套作的地块为害重。采取施用腐熟厩肥、改良盐碱

地等措施．可减轻为害，电有利于作物，#长，

2人工捕杀。

3种衣剂或拌种方法见黄地老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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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害虫

马铃薯鳃金龟

马铃■鳃金龟Amphimallon solstltial_!_s L属鞘翅目．金龟甲科。

分布与危害

在新疆分布于天山北部．除为害马铃薯外．尚为害小麦、油菜、胡麻、甜菜、畦类．草

场及苗木也常有发生。将植物幼苗根茎咬断，使幼苗枯死。

形态特征

成虫：体长14．2～17 4 him．宽7．2～9 5 mm。体中型，较狭长：头、胸、膜部腹面深粟褐

色：鞘翅淡黄褐色，全体密被较长的黄色绒毛。触角9节．鳃状弃lI由3节组成：雄虫扁阔

长大．雌虫短小。足较纤弱．中、后足腿节后部有粗强刺毛；前足胫节外缘3齿．内缘距

发达：爪纤长．爪下部有一小齿。雄什外生殖器阳基侧突略呈管状．末端扁．

卵：乳n色，椭圆形．长1 9-2 I mm，宽径1．4删1 6 m。

幼虫：长24—27 mm．乳白色，肛门}L_三射裂状；臀节较尖，其腹面钩状毛：角形分

布．刺毛列排列E窄下宽．每侧9～12根。

蛹：长20～23 mm．淡黄色或黄色。

生活史与习性

在新疆伊犁2-3年完成l代．以幼虫在土壤巾越冬。成虫5』j下旬开始羽化．5月

底阳间可见到成虫活动．6月中旬为羽化盛期．7月上旬为羽化末期．7月底成虫绝迹。

前后持续2个月。6月r旬成虫开始产卵，下旬为产卵盛期，7月上句幼虫开始孵化，中

旬为孵化高峰。有些幼虫在当年8、9月蜕皮为2龄，有些要到第2年5、6、7月蜕皮为2

龄．2龄幼虫都经1年在理年6、7月变为3龄．3龄幼虫经1年于5月初开始化蛹．5月

底为化鲥盛期。

防治方法

同塔里木鳃金龟。

＆自 幼m*gB镕I# 幼虫自害状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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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金针虫

成女 妨女 幼虫腹部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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阑金针虫&h删w艋m L

属鞘翅目，叩头甲科．，幼虫称为金针

虫。别名：钢丝虫、土蚰蜒。常见的还

有锥尾类金针虫Ag肿k5 spp和三

齿类金针虫Mel—fus spp。

分布与危害

全国分布广．新疆主要分椰于

伊犁河粹吐善托盆地、玛纳斯河流

域。

主要以幼虫为害各种农作物、

蔬菜、花卉及林木的地下部分．咬食

刚发芽的种子或幼苗的细根和嫩

茎，使小苗枯死。幼虫也常钻人地下

根茎、大粒种子和薯类等地下抉根、

块苎内部取食为害．同时传播病原

菌致使作物腐烂。

形态特征

成虫：长9～13I mRI．全体黑

色。体粗短宽厚。前胸背板横宽，其

宽度几乎大于其长的4情．侧缘具

翻卷的边饰。

卵：圆形，乳白色。

幼虫：长25 him，黄褐色。腹部

末端背面平复．末端双分叉，其问距

离宽．每个分叉上有2枚相对的尖

齿，在齿下方．有一太的揭色突起。

蛹：裸蛹．



地下害虫

生活史与习性

3～4年完成l代。以成、幼虫在地下越冬。在北疆越冬成虫于4月上旬始见，成虫出

现。2～3周开始产卵，5月上、中旬为产卵盛期。卵产于有较高湿度的土壤表层。幼虫孵化

后，生长很慢，1年只能增长3个龄期左右。

成虫昼伏夜出，多数个体黄昏后开始活动，通常前半夜交配行为较多，午夜后以取

食为主j雌、雄成虫取食葫芦、黄瓜等植物的花瓣和花蕊，也咬食小麦、玉米、马铃薯、白

菜等作物及灰藜等杂草的嫩叶，被害叶片残留表皮和叶脉。因取食量很少，故对作物无

明显危害。卵散产于背风向阳、靠近水渠、杂草多、施有机肥料较多的田间土中0。7 em

处。产卵期延续9～29 d，平均21 d，单雌产卵量多数为30～40粒。成虫对禾本科杂草及

作物枯枝落叶等腐烂发酵气味有趋性，并有群集在烂草堆下和土块下的习性。具有较

／、强的假死性和微弱的趋光性。

幼虫分11龄，末龄幼虫一般于7月在地下5～20 cm处化蛹，蛹期2～3周，新羽化

的成虫大部分停留在蛹室中越冬。 、

防治方法

同塔里木鳃金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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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翅孤雌胎生若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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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害虫

麦二叉蚜

麦=叉蚜Sehizaphis grotnittum

(Rond)届同翅目，蚜科。又称高巢

蚜、蜜虫、腻虫、甜l虫、早虫。

分布与危害

广泛分布于1}}弹各地．在中阔

则分布j：各产麦区。寄主为小麦、高

粱、人麦、黑麦、燕麦、水稻等禾谷类

作物和杂草．常常集中住小麦叶片

正反面技叶鞘内为害．使叶片产生

黄褐色斑点。为害盛期在拔节孕撼

期．，f_能传染小麦黄矮病。

形态特征

有翅胎生雌蚜：体长1 5一I 8

film，头部灰黑色．触角比体长稍短。

胸部灰黑色．前翅中脉分为二支．所

以叫“二叉蚜”。腹部淡绿色，背面中

央有深绿色纵线．侧斑灰褐色。

无翅胎牛雌蚜：体长约1 7

mm．淡黄绿剑绿色．头部额瘤小显

著．触角比伴长短．腹背中央有深绿

色纵线。

卵．椭圆形，妊约0 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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