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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一)J予 吾 l一)

叶甲科是鞘翅目昆虫中的一个大科，全世界已知约16000余种，大多数是植食性的叶部害虫，

寄主植物范围很广，主要包括双子叶植物及单子叶植物当中的多种农作物、林木、中药材、牧草等。

本科的成虫、幼虫均取食植物，成虫全部露生，主要食叶、食花；幼虫除大部分裸生食叶外，还有潜

叶、食根及蛀根、蛀茎、蛀果等，无论成虫或幼虫都能造成植株大量落叶、落花、落果，损伤根、茎、叶

或心叶，导致植物水分及营养的不能正常供应，影响生长发育，以至死亡，或造成枯心苗，致植物凋

萎、枝茎折断或损坏部腐烂。

我省曾先后对危害严重的几种叶甲进行了生物学、生态学及防治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一些基

本的资料。然而我省叶甲科系统分类工作却起步较晚，基础薄弱，长期以来尚未出版一本教完整的

叶甲科的中文鉴定资料。近年来，在生产、科研、教学，尤其是在昆虫资源普查和有害生物普查工作

中所得的叶甲科标本难以鉴定出正确的学名，种类混淆，益害不分，甚至有些最常见的经济种类长

期以来使用错误的学名或过时异名，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到生产和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以及昆

虫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害虫的有效治理。因此，在我省急需开展叶甲科的系统分类鉴定研究。

叶甲科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类群，大多是植食性的叶部害虫，也有一些益虫，与农林关系十分

密切。叶甲科在我省究竟有多少种类，它们是如何分布的，为什么具有这样一种分布格局，以及它

们的寄主范围、亲缘关系等方面，过去很少开展系统研究，使得如此重要的一个经济类群长期以来

在我省基本上处于一个空白状态，家底不明，资源不清，影响了这项工作的普遍开展。因此，作者

在”甘肃省跨实际学术技术带头人和创新人才工程“科研经费的资助下，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杨星科教授的指导下，在专门从事我省叶甲科系统分类研究工作多年的基础上，多以常见种为对

象，编写了(-H-肃省叶甲科昆虫志》。该书是目前省内第一部叶甲科分类鉴定的专著，是鉴定我省叶

甲科常见的工具书，具有较广泛的应用价值。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我省的空白，丰富了我国昆虫资

源宝库，为各地研究昆虫区系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基础资料。

王洪建研究员等编著的这本专著的出版，实在可喜可贺。愿这本专著在今后进一步研究、开发

甘肃的昆虫资源，促进甘肃经济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甘!嚣长扣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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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二)

甘肃省位于我国腹地，境内有长江、黄河和内陆河三大水系，居黄土高原、蒙新高原和青藏高

原的交汇处，地跨世界动物地理的古北区和东洋区，生态环境复杂，叶甲科害虫发生历史悠久，种

类较多，危害严重。如白杨叶甲、杨梢叶甲、榆叶甲、核桃扁叶甲、花椒橘潜跳甲、同色花椒跳甲、漆

树叶甲等在我省各地均有发生．发生面积约20万公顷，发生密度每平方米有叶甲20—103头。近年

来，我省进行了大面积的防治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甘肃叶甲调查研究工作，起步很晚，主要是1982年开始的至今全省四次森林病虫害普查采集

了大量的标本。这是举行研究的基础，但主要研究资料还是保存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甘肃

标本。

为了进一步搞清甘肃叶甲科的种类和分布，研究种群变化，总结提高防治技术，为生产服务，

1992年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自水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共同协作，处理了甘肃地区昆虫调查

协作组，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

现在。由王洪建等编著的《甘肃省叶甲科昆虫志》即将出版，这是他们多年来艰苦努力工作的

结晶。该书比较系统地从叶甲科的形态学、生物学、系统学、区系组成及其特点等几个方面，介绍了

甘肃目前已知的叶甲科3亚科、96属、267种。还从外形特征、分布地点和生态习性对每种作了详

细的描述以及配有形态图和一定数量的彩色图，诚然，这是一本具有参考和使用价值的图书。

在此。我还需提及的是，该书汇集的叶甲科种类，除上述价值外，应该说对整个甘肃昆虫资源的利

用以及综合防治研究、生物区系的起源、演化、迁徙规律和生态系统等提供了叶甲科昆虫方面的重

要科学依据．甚至对于国土整治、制定经济区划以及生物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弋意锴拣蛎员妖色舞芝
2Q06年6月



I‘

刖
_．-jL—

E习

甘肃省位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及内蒙古高原之间，地理上属于特殊的过渡地带，因此造成复

杂的气候类型，由南到北，隶属亚热带湿润区、甘南高寒湿润区、暖温带湿润区、温带半湿润区、温

带半干旱区、温带干旱区、暖温带干旱区及祁连山高寒半干旱区。在这种条件下，生物多样性、各类

生物区系组成、分布格局等都表现出明显的丰富性和特殊性。所以，本课题组以叶甲科为对象，通

过研究本地区叶甲科昆虫区系组成，目的是进一步探讨在地理过渡区，如何形成交汇地带以及交

汇带内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试图阐明三大高原之间生物之间的交流、扩散等规律，总结过

渡地区生物区系组成的特殊性，为进一步研究大自然中的生命现象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我俄课题组由白水江国家自然保护区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共同组成，课题主持人由动物

研究所杨星科研究员和白水江自然保护区王洪建研究员共同主持，1998-2002年，主要进行野外工

作．2003～2005年主要进行分类鉴定和室内总结，前后经过近7年的时间，最终形成本书《甘肃省叶

．甲科昆虫志》，作为我们的研究成果。在此期间，我们还发表了3篇研究论文，共发现3个新种，丰

富了本地区叶甲科区系。

野外工作主要由王洪建研究员负责，参加人员有杨星科、王书永、李文柱；室内总结主要由杨

星科负责，参加人员有王洪建及动物研究所鞘翅目研究组叶甲小组的成员。具体编写分工为：第，

一章，概述：王洪建、王长政；第二章，叶甲科形态学：张丽杰、葛斯琴、杨星科；第三章，叶甲的生物

学：张丽杰、王书永、杨星科、王长政；第四章，叶甲科的地理分布：张丽杰、杨星科、王长政；第五章，

叶甲科的分类系统：杨星科；第六章，叶甲亚科：葛斯琴、崔俊芝、王书永；第七章，萤叶甲亚科，张丽

杰、王洪建、杨星科；第八章，跳甲亚科：王书永、张勇、崔俊芝；参考文献：张丽杰、张勇、葛斯琴、崔

俊芝；目录：张丽杰；索引：崔俊芝、白明；彩图及部分插图：李文柱。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白水江国家自然保护区领导及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领导的关心和支

持。得到动物研究所进化与系统学研究中心及昆虫标本馆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使我们的工作得以

顺利完成，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出版得到甘肃省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和创新人才

工程经费的赞助。甘肃省科学技术出版社在出版过程中给予各方面的方便和支持，我们一并表示

深切的谢意!

由于编写者水平所限，书中错误及缺陷再所难免，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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