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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虱是飞虱科昆虫的统称，广布于世界各地，也是半翅目 He

míptera 蜡蝉总科 Fulgoroidea 中种类最多的一个类群，据初步统计，

全世界记述有近400 属 2000 多种，我国迄今记录有 5 亚科 160 多属

380 多种，其中约有1/4 的种类是为害农林植物的害虫，如为害水

稻的两种迁飞性害虫褐飞虱 Nilαpαmαtα lugen.s (St剖)和白背飞虱

Soglαtella furcifer，α(Ho凹áth)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已跃升为我国及

亚洲其他国家稻区的重要害虫，其为害方式不仅刺吸植物汁液，有

些种类如灰飞虱还能作为媒介传播水稻条纹叶枯病、水稻黑条接缩

病和玉米粗缩病，近几年来，在一些地区流行亦十分严重。 飞虱除

为害禾谷类作物外，还能为害竹子、甘蕉、支白、芦苇和获等。 由

此可见，开展飞虱种类的研究，不仅是摸清我国生物类群的重要基

础工作，而且对有害飞虱名称的科学鉴定，是研究其生物学特性和

探讨防治策略的首要前提，因此，也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我国飞虱科系统分类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起步

虽晚，但研究的进展很快，迄今已有多部专著问世，其中有关飞虱

地方区系种类，研究出版的有: < 台湾飞虱( 1 n (杨正泽、杨仲
图， 1986) ，共记述 10 属、 3 亚属、 32 种，其中有 2 新亚属、 11 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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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三年后又出版了 《 台湾飞虱( n )} (杨仲图， 1989) ，共记述

64 属、 130 种，其中包括 16 新属 、 34 新种;而后大陆也有两本地

方区系研究成果问世，一本是 《 东北飞虱志} (丁锦华 、 张富满

等， 1994) ，记述有 37 品 、 57 种和 30 种若虫，其中有 1 新属 、 5 新

种;另一本是 《甘肃飞虱} (王金川、丁锦华等， 1996) ，记述有

药品、 51 种，其中包括 3 新种。

关于江苏飞虱有记录的最早文献，见于 1925 年邹钟琳教授的

《江苏省水稻害虫录} ，记录 2 种，俗名称之为"喋虫"，至 1926 年

在他发表 《江苏省水稻之花飞虱》 论文时，才启用飞虱之名 。 当时

记录的飞虱，一种为花飞虱，即白背飞虱，另一种为黄飞虱，即椅

飞虱，学名为美国飞虱分类学者 Muir 鉴定。 其后的近半个世纪，

飞虱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直至 1974 年，由南京农业大学黄其林

教授主持"飞虱分类研究"课题后，才开始打破这种局面，并从

1979 年起，陆续发表了一些新属、新种和中国新记录。 有关江苏飞

虱的种类， 1983 年丁锦华等发表的 《飞虱若虫分类的初步研究》

论文中记录有 21 种;葛钟麟等编著的 《 中国经济昆虫志(第 27

册) :同翅目飞虱科》 中记录有 28 种; 1997 年席庆奎等发表的

《江苏飞虱科昆虫区系分析》 一文，及 2∞6 年丁锦华编著的 《 中国

动物志第 45 卷:同翅目飞虱科》 中的记录为 48 种。 近年来，我们

在对江苏飞虱区系种类，在 30 多年标本积累和补点采集的基础上，

进行系统分类研究，鉴定的种类增至 59 种，分隶于 2 亚科、 46 属，

其中包括 2 新属、 4 新种 、 3 新记录属和 2 新记录种。 现将其研究

结果汇编成册出版，希望能为在我国全面开展飞虱地方区系、系统

演化和生物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江苏飞虱志》 的编研，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列为"飞虱分

类研究"课题的主要内容之一，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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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承蒙 Asche [德国]、 Anufriev [俄罗斯]、 Kown [韩国]、 Mo

chida [日本]等，及台湾中兴大学杨仲图和杨正泽惠赠自己的研

究论文和著作;张权中(美国夏威夷糖料作物试验站)、洪晓月、

宋从风、许志刚、王全生(南京农业大学)帮助收集和复印有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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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杨莲芳、沈建明、武瓶文、赵诗扬等曾一度参与本项目的研

究工作。 均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志编写虽尽了我们的努力，但由于掌握的知识有限，书中难

免会出现一些错误和疏漏，尚祈同行专家和读者斧正。

编著者

2013 年 10 月

于南京农业大学

3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CONTENTS 

5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rl 

研究材料和方法………………………………………………… 3

(一)标本采集与保存.. .. .. .. .. .. .. .. . .. .. .. .. .. .. 

(二)雄生殖节解剖………………………………………………… 4

(三)图片的拍摄……..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分类特征.. . .. .. .. .. .. ..…·……………………………………………… 5 

(一)头部…………………………………………………………… 5

头顶 .5 

2 额 .5 

3 颊 .6 

4 唇基 .6 

5 触角 .7 

(二)胸部…………………………………………………………… 7

前胸背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l 



江苏飞虱志 >>> 

2 中胸背板

3 胸足

4 翅

( 三) 腹部……............................................................. 10 

1 雄外生殖器………………………………………………… 10

2 雌性外生殖器…. . 

四分类记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2 

属检索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一)长突飞虱亚科 Stenocraninae Wagner , 1963 ... ... . .………. 19 

1.长头飞虱属 Terauchiαna Matsumura , 1915 ………. . . . .. . .. 20 

(1)浅色长头飞虱 Terauch归na singulαris Matsumura , 

1915 …………………………………………………… 21 

(2) 深色长头飞虱 Terauchiαna nigripennis Kato , 1933 …… 23 

2. 长鞠飞虱属 PreterkelisiαYang ， 1989 ……………………… 25 

(3 )大刺长鞠飞虱 Preterkelisia magn臼pimsω( Kuoh , 

1981) …………………………………………………… 25 

3. 短鞠飞虱属，新属 BrachythecαHu et Ding , gen. nov. …… 27 

(4) 粗刺短勒飞虱，新种 Brachythecα robustispinαHu et 

Ding , sp. nov. ………………………………………… 28 

4. 长突飞虱属 Stenocranus Fieber , 1866 …………………… 29 

(5) 芦苇长突飞虱 Stenocranω matsumurai Metcalf , 

1943 …………………………………………………… 30 

(6) 浅带长突飞虱 Stenocranω qiandainωKuoh ， 1980 …… 33 

(7) 江浦长突飞虱 StenocranωjLangpMM臼 Ding ， 2∞6 …… 35 

(二)飞虱亚科 Delphacinae Leach , 1815 ……. . . . . . . . . . . . . . . . .…. 37 



<<<目录

长飞虱族 Saccharosydnini Vilbaste , 1968 ………………. .. .. .. .. 4 … 37 

5. 长飞虱属 Sacchαrosydne Kirkaldy , 1907 ………………… 38 

(8) 长绿飞虱 Sacchαrosydne procerus ( Matsumura , 1910) … 39 

凹距飞虱族 Tropidocephalini Muir , 1915 ……. . . . . .. . . . . . . . .……. 41 

6. 竹飞虱属 Bαmbω句ohαgαHuang et Ding , 1979 …………… 41 

(9) 带纹竹飞虱 Bαmhωψhngα卢scia Huang et Tian , 1980 … 42 

(10) 乳黄竹飞虱 Bαmbωψhαgαlαct比olorata Huang et 

Ding , 1979 …………………………………………… 44 

7. 短头飞虱属 Epeurysa Matsumura , 1900 ........….. .. . .. .. .. .. .. ..…. 46 

(1 1 )短头飞虱 Epeurysa naωαii Matsumura , 1900 ………… 47 

8. 偏角飞虱属 Neobelocera Ding et Yang , 1986 …….. .. .. . .. .. .. ..…. 49 

(12) 浙江偏角飞虱 Neobelocera zhejiangensis ( Zhu , 

1988) ……………………………….. . .. . .. .. .. ..……………. 50 

9. 匙顶飞虱属 TropidocephαlαSt挝， 1853 …………………… 51 

(13 )二刺匙顶飞虱 Tropidocephαla bruT叫:pennis Signoret , 

1860 ………………………………………. . . .. ..………. 54 

(14 )额斑匙顶飞虱 Tropidocephαla festiva ( Distant , 

1906) …………………………………………………… 56 

飞虱族 Delphacini Leach , 1815 ………………………………… 58 

10. 小盾飞虱属 Hirozuunka Matsumura et Ishihara , 1945 …… 58 

(15) 日本小盾飞虱 Hirozuunkα japonica Matsumura et 

Ishihara , 1945 ………………………………………… 59 

1 1.纹翅飞虱属 CemωFennah , 1964 ….. .. . .. . .. . ..……………. 62 

(1 6) 黑斑纹翅飞虱 Cemus nigropunctαtus ( Matsumura , 

1940) …………………………….. . .. .. .. .. .. .………. . . . . .…. 62 

12. 刺突飞虱属 Spinaprocessus Ding , 2006 ………………… 65 

3 



江苏飞虱志 >>> 

4 

( 17) 三刺刺突飞虱 Spinαrprocessus triacanthus Ding , 

2006 …………………………………………………… 66 

13 . 单突飞虱属 Morwspirwdelphax Ding , 2006 ……………… 68 

(1 8) 单交飞虱 Morwspirwde如haxdαn阳r( Kuoh , 1980) …… 68 

14. 苏飞虱属，新属 Sudelp归x Hu et Ding , gen. nov. ……… 71 

(19 )卫岗苏飞虱，新种 Sudelphax ωeigangensis Hu et 

Ding , sp. nov. ………………………………………… 72 

15. 叉飞虱属 Gαragαh曲iev ， 1977 ………………………… 73 

(20) 叉飞虱 Gαragα nagαrag，α阴阳( Matsumma , 1900) …… 74 

(21)获叉飞虱 Gαrag，αmzJcαnthi Ding et al , 1994 ........… .77 

16. 滇飞虱属 Dian旧 Ding ， 2006 江苏新纪录……………… 79

(22) 新滇飞虱，新种 Dian山附ψ山 Ding et Sun , 

sp. nov. ……………………………………………… 79 

17. 斑飞虱属 Euides Fieber , 1866 …………………………… 81 

(23 )大斑飞虱 Euides speciosα( Boheman , 1845) ………… 82 

18. 大叉飞虱属 Ecde年hax Yang , 1989 江苏新纪录………… 84

(24) 齿突大叉飞虱 Ecdelphax dentωαYang ， 1989 江苏

新记录………………………………………………… m

19. 长角飞虱属 Toyoides Matsumura , 1935 ………………… 87 

(25) 绿长角飞虱 Toyoides albipennis Matsumura , 1935 …… 87 

20. 小褐飞虱属 Muelleriαnella Wagner , 1963 ……………… m 
(26) 拟小褐飞虱 Muelleriαnellα extrusα( Scott , 1871) …… 90 

21.瓶额飞虱属 NumatαMatsumura ， 1935 江苏新纪录 …… 92 

(27)瓶额飞虱 Numαω muiri ( Kirkaldy , 1907) 江苏

新记录………………………………………………… 93

22. 褐飞虱属 NilαpαrvαωDistant ， 1906 ……………………… 9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28) 祸飞虱 Nilαpαroata lugens ( St剖， 1854) ……………… 96 

(29) 拟褐飞虱 Nilαpαmωαbαkeπ(Mu让， 1917) …………… 98 

(30)伪椅飞虱 Nilaparoα阳 muiri China , 1925 …………… 100 

23. 茅飞虱属 MωsoglαtαDing ， 2006 ……………………… 103 

(31) 筒轴茅飞虱 MωIsoglα的 rottboelliae Ding , 2∞6 …… 103 

24. 长唇基飞虱属 SogαtαDistant ， 1906 …………………… 105 

(32) 黑额长唇基飞虱 Sogata nign升ons( Muir , 1917) …… 106 

25. 凹颊飞虱属 KartaliαKocak ， 1981 ……………………… 109 

(33 )支白飞虱 Kαrtal归 nLpponicα( Matsumura et Ishihara , 

1945) ………………………………………………… 110 

26. 中带飞虱属 Tagosodes Asche et Wilson , 1990 ………… 112 

(34) 白中带飞虱 Tαgosodes baina (Ding et Kuoh , 1981) … 113 

27. 带背飞虱属 HimeunkαMatsumura et Ishihara , 1945 …… 115 

(35 )带背飞虱 Himeunkαωteyamaella ( Matsumura , 

193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6 

28. 镰飞虱属 Fαlcotoya F ennah , 1969 ……………………… 119 

(36) 琴镰飞虱 Falcotoyα lyr吨fonnis ( Matsumura , 

1900) ……………………………….. . .. . .……………. 120 

29. 宽头飞虱属 /shiharodelphax K won , 1982 ……………… 122 

(37) 小宽头飞虱 lshiharodelphax m仙uyαmens臼

( Ishihara , 1952) …………………………………… 123 

30. 淡肩飞虱属 HαI1nalia F ennah , 1969 …………………… 125 

(38) 寥飞虱 Harmalia gayasana ( K won , 1982) …. .. ~ .. . .… 126 

31.绿飞虱属 Chloriona Fieber , 1866 ……………………… 128 

(39) 芦苇绿飞虱 Chloriona tateyαmana Matsumura , 

1935 ………………………………………………… 129 

5 



江苏飞虱志 >>> 

6 

(40) 凹颊绿飞虱 Chloriona αlaicαDubovsky ， 1970 ……… 131 

32. 白背飞虱属 SogatellαFennah ， 1956 …………………… 133 

(41) 白背飞虱 Sogatella卢rcifer，α(Ho凹6由， 1899) ……… 134 

(42)祥飞虱 Sogαtellα vibix ( Haupt , 1927) . . . . . . . .………. 137 

(43 )烟翅白背飞虱 Sogatellα kolophon ( Kirkaldy , 1907) … 139 

33. 皱茎飞虱属 OpiconsivαDistant ， 1917 ·H·H·-…………. 142 

(44 )高丽皱茎飞虱 Opiconsivα koreacola( Kwon , 1982) … 143 

34. 灰飞虱属 Laodelphax F ennah , 1963 …………………… 145 

(45 )灰飞虱 μodelphω striαtell旧 (Fallén ， 1826) ………… 146 

35. 白脊飞虱属 Unkαnodes Fennah , 1956 ………………… 149 

(46) 白脊飞虱 Unkαnodes sapporona ( Matsumura , 1935) … 149 

36. 瘤突飞虱属 Unkanodella Vilbaste , 1968 ……………… 152 

( 47) 乌苏里瘤突飞虱 Unkanodellαωsuriensis Vilbaste , 

1968 ………………………………………………… 153 

37. 类节飞虱属 Laoterthrona Ding et Huang , 1980 ………… 155 

(48 )黑颊类节飞虱 Laoterthrona nigπ:gena (Matsumura et 

Ishihara , 1945) …. . . . .………………………………. 156 

( 49) 黄祸类节飞虱 Laoterthrona testacea Ding et Tian , 

1980 ………………………………………………… 158 

(50) 黑缘类节飞虱，新种 Laoterthrona nigrimaginatα 

Hu et Ding , sp. nov. ………………………………… 159 

38. 奇洛飞虱属 Chilodelphax Vilbaste , 1968 ……….. . . . . . ., 161 

(51) 白带奇洛飞虱 Chilodelphωαlb扩ωcia( Matsumura , 

19∞)…………………………………. . . . . . . .………. 161 

39. 金陵飞虱属 Jinlinz必 Ding ， 2∞6 ……………………… 164 

(52) 白脊金陵飞虱 Jinlinz必 αlbocarinatus Ding , 2006 …… 165 



<<<目录

40. 柯拉飞虱属 Cor，αcodelp归x Vilbaste , 1968 ……………… 167 

(53 )暗黑柯拉飞虱 Coracodelphαx obscurus Vilhaste , 

1968 ………………………………………………… 167 

41.白条飞虱属 Terthron Fennah , 1965 …………………… 169 

(54) 白条飞虱 Terthron albcrvittαtum(Matsumura ， 19∞) … 170 

42. 托亚飞虱属 Toya Distant , 1906 ………………………… 173 

(55) 黑面托亚飞虱 Toya terryi( Muir , 1917) …………… 173 

43. 梅塔飞虱属 MetadelphωWagner ， 1963 ……………… 176 

(56) 黑边梅塔飞虱 Metadelphax propinqua ( Fieber , 1866) … 177 

44. 派罗飞虱属 Paradelphacodes Wagn时， 1963 …………… 179 

(57) 沼泽派罗飞虱 Pαrαdelphacodes paludosa ( Flor , 

1861) ………………………………………………… 180 

45. 大褐飞虱属 Changeondelphαx Kwon , 1982 …………… 182 

(58) 大褐飞虱 Changeondelphax velitchkm础yi ( Melichar , 

1913 )………………………………………………… 183 

46. 东洋飞虱属 O巾nωyαChen et Ding , 2001 …. . ~ . . . . .…. 186 

(59) 东洋飞虱 Orientoyα orientalis Chen et Ding , 2001 … 186 

参考文献…………………………………………………………… 189

英文摘要(Abstract ) .…….…….……….川…….……….川…….. …… .. …….……….川…….……….……….. …….川…….……….. …….川…….……….. …….……….川……..…….……….……….……….川…….. …….……….…….……….川……..…….……….川…….. …… .. …….川…….. …….……….……… .. …….川…….川…….. …….……….川…….川…….川…….. …….川…….. …… .. ….川. 19归3 

彩色图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 

7 



一引言

江苏省地处我国东部沿海，位于北纬30。45~35。20: 东经 116。

18' -121 057'之间，居长江、淮河下游，东临黄海，西连安徽，北

与山东接壤，南与浙江和上海毗邻。 地形呈南北高中间低，并自西

向东呈倾斜格局。 全省地形可分为沂沐丘陵平原区、徐淮黄泛平原

区、里下河浅洼平原区、苏北滨海平原区、长江三角洲平原区、太

湖水网平原区、宁镇扬丘陵岗地区。

全省面积 10. 26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1. 05% ，其中

平原占 68.9% ，水域占 16.8% ，低山丘陵及岗地占 14.3% 。 境内

无高山，位于连云港市郊的云台山玉女峰为江苏最高峰，海拔 624

米。 江苏水网密布，全省江河 2900 条，大小湖泊 300 多处，水库

1000 余座。

江苏省气温与降水总量的分布趋势自北向南递增，植被组成与

类型相应地由简单而渐趋复杂，呈现出纬度地带性分布很显著，经

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分布不十分明显的特点。 江苏省植被区域可

分为灌溉总渠以北的暖温带典型落叶阔叶林区域，及灌溉总渠以南

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

禾本科是飞虱的主要寄主植物，也是江苏省野生种子植物巾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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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科，共 103 属、 217 种 。 经统计，江苏飞虱的禾本科寄主植物

共 55 种，其中除 12 种仅苏南有分布外，其余均分布于江苏全省。

以辣寥草为寄主植物的飞虱江苏仅 1 种 。 禾本科寄主植物的多样性

为飞虱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有利于其发生。

在动物地理区划上，江苏地跨东洋与古北两大动物地理区，但

因江苏以平原为主，水网密布，缺乏明显的地理屏障，不同学者对

古北与东洋区的划分存在较大的争议。 江苏飞虱区系种类代表我国

中部沿海地区的情况，因此，其研究对我国飞虱区系成分、 生物地

理学以及讨论古北和东洋区在我国东部平原地区的分界等问题，均

具有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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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材料和方法

(一)标本采集与保存

研究所用的飞虱标本，采自全省 13 个市的 64 个县(包括县级

市以及县改成的区) ，部分为江苏各地测报站送检及赠送的标本。

采集时间跨度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2013 年。

采集方式有灯诱、捕虫网扫捕或用捕虫罩(使用 40cm x40cm 

x40cm 的框架，在框架的四周围以纱布或尼龙纱)套捕，亦可根

据飞虱的习性采用击落法，如采集高杆植物竹子飞虱时，用棍棒拍

打枝叶，下用捕虫网盛接。 在野外采集的标本经用 KCN 毒管毒死

后，由于体内水分含量较高，需及时加以暂时的干燥处理，方法可

用晾晒或放在灯光下烘烤，然后带回实验室，放在 50吨的烘箱内

烘干后，连同采集标签放在管底装有荼粉或干燥剂的小指形管内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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