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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河北省动物学会发起，组织本省的动物学工作者，并邀请京、津两市及其他省市有关

专家共同编著《河北动物志》，这一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我认为是一件大好事。

众所周知，我国被称为是“巨大多样性”的国家。物种多样性的编目任务重大，绝非

短时期内所能完成。以全国动物志的编纂为例，尽管近20多年来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迄今

已完成50余卷的编写，记述物种多达13 000种，但照目前的速度，离全部完成或许尚需时

200年之久。这不仅由于我国尚有许多空白门类无人涉足，更因我国疆域辽阔，即使对某一

类群已具备充足的文献和经过良好专业训练的分类人才，要把全部陆海疆域的有关种类调查

清楚也绝非一件易事。但是就一个省的范围而言，此项工作相对来说较容易完成。地方动物

志不仅便于当地的有关人员参阅，而且可为全国动物志的完成创造必要的条件。由此可见，

地方动物志的编写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常必要的。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国已有不少省份编写地方动物志。河北动物志编委会计划在数年

内完成10卷志的编研，其内容涵盖全部脊椎动物和若干重要的无脊椎动物(包括昆虫)的

类群。更为可贵的是，《河北动物志》参照《中国动物志》的编写规格，因而具有较高的学

术价值。据我所知，这在地方动物志中尚不多见。

我相信，如果全国各省区的动物学工作者都在当地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开展本地区动物志

的编写工作，必将大大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编目工作，使我国在物种多样性研究方面取得巨

大进展。这不但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是一项重大贡献，也将造福我们子孙后代。在此，我预

祝河北动物学工作者圆满完成此项编研工作。

⋯⋯士删



曲=警
日日 舌

异翅亚目(Hetemptra)昆虫属昆虫纲(Insecta)半翅目(Hemiptera)，一般称蝽类。昆虫

纲在动物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种类非常丰富，分布广泛，与人类关系密切。异翅亚目是

昆虫纲的一个比较大的类群，包括了许多害虫和益虫，其中有为害农作物、果树、林木等昆

虫，有些亦是非常重要的卫生昆虫或疾病媒介昆虫，常给人类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

中国本类昆虫目前记载超过3 000种，河北地区尚缺详细的报道。河北地处我国的华北

地区，地理位置位于北纬36003”～42040”，东经113。27’k 1 19050”。属古北界华北区。该区

域地貌类型多样，有冀北高原，燕山及太行山山地丘陵，华北平原。海河水系等五大支流横

贯该地，还拥有630千米海岸线。气候地处温带与暖温带地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该

区域四季分明，气温变化较大，年均温度在一0．--．13．9℃，南北温度相差较大，如坝上与

坝下，山区与平原。该区域植被种类丰富，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灌丛、草

原、盐生草甸、沼泽及水生植被等，约有高等植物2 800种。如此丰富的植物资源、复杂的

地貌、多变的气温为昆虫的生存和栖息提供了所需的场所。

本书的编著是在南开大学昆虫学研究所半翅目研究室过去的工作基础上进行的。2001—

2005年多次组织考查人员在不同的时间赴河北不同地区不同的地点考察，将收集的标本进

行整理、研究。本书按分类系统编排，各单元尽可能引证原始文献，对所列出种的形态特

征、量度、观察标本、分布、生物学等尽可能给予记述。在描述中引用了同行的部分资料，

虽在文中已有注明，但我们在此还是要向他们表示衷心地感谢。编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帮助

科技工作者正确鉴别半翅目异翅亚目种类。

本书主要包括总论和各论两部分。在总论中简要介绍了该类群在国内外的研究简况、形

态特征、生物学等内容。各论中记述了河北地区目前已知375种，4l科，其中包括l新种、

l新组合、2个河北新记录属、5个新记录种。文中附有科、属、种检索表。提供插图233

幅，图版8幅，共120张照片。为了读者查阅方便，提供了中英文名称索引。

在此项工作中．感谢河北大学任国栋教授提供的各项帮助，感谢河北农业大学董建臻教

授、小五台山自然保护管理区在考查中给予极大的方便。南开大学岳慧琴老师帮助拍摄了部

分成虫图片，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标本收集不尽齐全，难免有所挂漏，加之水平亦有限，工作中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

错误，敬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刘国卿

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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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hcern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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