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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飞虱科是昆虫纲同翅目中的一个较大类群，也是蜡蝉总科中种类最多的一个科。截至

1985年，全世界已记载的飞虱种类为283属1845种。我国对本科昆虫的分类研究起步较

晚，早期的种类均为日本的Matsumura、美国的Muir、英国的Fennah等人所研究，直至70

年代初期，在南京农业大学租安徽农学院的主持下，才开始进行了系统的分类研究，并于

1984’年出版了《中国经济昆虫志(第27册)：同翅目飞虱科》。该书共计记有47属123种，

再加上以后几年陆续发表的新种和新记录种，目前我国有记载的种类约为180余种，这个

数字还不到世界种类的十分之一。我国国土辽阔，包括东洋、古北两大动物地理分布区，从

南到北气候差异很大，植被又非常复杂，所以，我国的种类应远远超过此致。地处古北区的

我国东北地区飞虱种类记载更少，在1984年出版的飞虱科经济昆虫志中，仅记载11种，

所以对本区的飞虱种类进行系统调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本科的昆虫均为植食性，对入类有害无益，其中许多种类还是水稻、小麦、玉米、谷子、

茭白、竹子以及芦苇等经济作物的重要害虫。这些种类有的直接取食为害，有的传播多种

植物病毒病，直接影响经济作物的产量和质量，给人类造成灾难。如水稻褐飞虱与白背飞

虱，由于水稻耕作制度的改革’、栽培条件的改善，密植、施肥和水稻矮秆品种的推广，导致

了连年猖獗发生，现在已成为世界性重要水稻害虫，在我国每年都有较大面积的发生，造

成很大损失。．

由于飞虱科昆虫数量较多，体型微小，色彩也不很艳丽，所以往往不被人们重视，加之

种类间对经济作物的为害程度差异很大，而在形态上的差异微小，彼此极易混淆。因此，调

查当地的飞虱种类和分布区系，掌握种间鉴别特征，对于准确预测主要种类的发生，及编

好地方昆虫志，都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自1979年开始，对东北地区的飞虱种类进行

了调查采集。调查地区包括吉林、辽宁、黑龙江省的60余个市县，以及内蒙古的呼伦贝尔

盟、兴安盟、哲里木盟及赤峰市。共采得飞虱标本千余号，鉴定出37属57种，其中包括1

新属、5新种和10中国新记录种，并描述了30种5龄若虫。

本项目是在通化市农业局、通化市农科所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吉林省科委酌资助

下完成的。工作中曾得到．Dr．A．Emeljanov，’Dr．J．Vilbaste，Dr．M．Asche，Dr．Y．J．

Kwon，Dr．I．D．Mitjaev以及台湾国立中兴大学杨仲图教授惠赠的宝贵资料；又蒙江西

农业大学章士美教授、吉林省农科院植保所陈瑞鹿研究员、吉林省师范大学张风岭教授、

吉林农业大学许英民、崔德文副教授、通化市农科所刘增义先生、杨银阁、王万成同志的支

持和协助．标本采集曾得到长白山自然保护局科研所张彦成同志、柳河县农业中心崔润

志、邰喜民同志的帮助；通化市农科所王风香、孙桂梅、南京农业大学王海扣同志曾参与部

分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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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概貌

我国的东北地区由辽宁、吉林i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兴安盟．哲里，

木盟及赤峰市构成，共包括184个市县。本区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中国大陆的东北部。

地处东经，115。30'～135"20t，北纬38。43’～53。30，之间，南北长达1600公里，东西宽约

14001公里。全区陆地总面积为12：4．1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12．9％。本区的

北部和东部隔黑龙江、乌苏里江与原苏联相望，西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西南与河北
省交界，东南隔鸭绿江、图门江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邻。 ．

全区总耕地面积为28，528万亩’(1985年)，占全区土地面积的15．3％。它的周围为

山地与丘陵所围绕，面积为62．．64万平方公里。l有两列主要山地j西和西北面是大、小兴

安岭山地，东边是由几条中、低山地和丘陵所组成的长白山地，往南为辽东半岛丘陵。长白

山地平均海拔500—1000米，最高峰白头山海拔2744米。两组山地之问，有辽阔的南北

延伸1000多公里，宽400公里，总面积为44．04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大平原。平原区的海

拔为50～150米，相对高度5～10米，总面积占全国平原总面积的近三分之一，主要作物

为玉米、水稻、小麦、大豆、马铃薯、高粱j甜菜等。主要为一．年一熟制，南部地区还可复种j

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全区年降水量约在400,-．．-1000毫米之间，年平均气温在3c--10度

之间，无霜期100山180天，各地区间气温高低有一定差异。

东北地区有广阔的宜农平原，宜林山地，宜牧草原，宜渔海洋及内陆水面。本区有效灌

溉面积占全国的4．s％，占耕地面积的11．82％。全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11．57％，其中

水稻播种面积占全国水稻总面积的2．89％，产量占全国的3．18％，平均亩产为374．2§公

斤；小麦播种面积占全国的8．16％，产量占全国的5．95％，亩产平均139．25公斤；玉米播

种面积占全国的24．66％，产量占全国的30．78％．，平均亩产309．04公斤；油料播种面积

占全国的7．27％，产量占全国的9．77％，平均亩产111．43公斤；糖料播种面积占全国的

25．39％；产量占全国的15．45％，品种为甜菜，产量占全国的56％，亩产1034．24公斤；而

大豆产量占全国的45％。苹果产量占全国的25％，出口量居全国首位。

本区气候条件比较复杂，一般可分为六个气候区。位于最北部的兴安气候区是我国最

寒冷的地方，冬季寒冷而漫长，可达8个月之久，夏季很短；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夏季，冬

季最低平均气温在一25"C以下，植物生长期平均为120～150天，无霜期约为100天左右，

年降水量为400---500毫米j本气候区属寒温带季风气候，生长的林木以兴安落叶松为主j

松嫩平原气候区冬季约为7个月，夏季40天左右，无霜期120"---160天，植物生长期170

天左右，7月份的平均气温为24℃，最高气温可达39℃，年降水量约为"400---,600毫米。本

气候区冬季湿润，春、秋干燥，夏季多雨丽湿度大，属温带季风气候，这一气候区的面积比

较大，比较高的地方生长着早或中早生的植物种类i低洼潮湿的盐碱地上则形成了茂盛的

草旬草原，其优势杂草群落为碱草。三江平原气候区的夏季气温比较高，7月份的平均气
’7

温为22"C，积温为230,0"C左右，无霜期与松嫩平原气候区相近，年降水量一般在50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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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毫米之间；春、夏比较干燥，早春一般没有干旱的现象。该气候区的地势比较低洼，境

内沼泽比较多，土壤为草甸白浆土和部分黑土，植物群落以喜湿的草甸和沼泽植物为主，
在较高的丘陵上则主要生长着灌木和落叶阔叶林。长白山气候区的地形比较复杂，气候条

件因地形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夏温低暖，积温常在2500℃以下，山地在2000"C之内，降

水量在600,'；--1000毫米之间，其中大部分降水集中在夏季，并以8月份降水为最多。本气

候区的森林比较稠密，以针叶和阔叶混交林为主。这里的水力资源很丰富，但日照时效少，

云雾多，全年日照仅为2000-。2500小时左右，为东北地区日照时效最小的气候区。河谷

地带温度较好，适于种植水稻等作物，地势较高的地带，天然植被是以沙松、冷杉等为主的

针阔混交林，丘陵地带主要生长着落叶阔叶林。辽河平原气候区的冬季为6个月左右，夏

季积雪不到1个月，无霜期为5个月左右。植物生长期在6个月以上，年降水量为600"--

900毫米之间，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春季十分干燥；气候状况与华北相似，夏季气温高，利

于各种植物生长，本气候区无原始植被。辽东半岛气候区为海洋性气候，是东北地区最湿

润的气候区；夏季为两个半月，冬季只有五个半月，植物的生长期为200天左右，积温在

3300～3500℃之间。年降水量为600～750毫米左右，以8月份降水为最多；本气候区属于

暖温带季风性气候，日照充足，雨量充沛，这里的主要植被为阔叶落叶林，并以栎树为主要

树种。 ，

。

东北地区的生物资源非常车富，自然条件优越，并拥有三个国家重点自然保护区。被

誉为世界生物资源宝库的长白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吉林省东部第二松花江、中朝界河鸭绿

江、图门江三大河流的上游地区，横跨安图；抚松、长白三县境内，东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接壤。全区以天池为中心，东、西：北三坡均为原始森林区。长白山从上到下，随

着海拔高度的降低，土壤、气候、生物等自然条件有明显的变化，形成了四个垂直景观带。

海拔2000米以上气温很低，全年生长季约为2个月，年降水量超过1500毫米，相对湿度

大；风力强，这．一地段全年的大部分时闯被积雪覆盖，有的地方积雪簦年不化，在这里生长

着的植物群落非常矮小，是一些小灌木与多年生草本、地衣、苔藓等组成状似地毯的广阔

苔原；海拔1800米至2000米的地段，地势陡峭，由各种火山喷出物组成地表岩，该地段地

形变化比较大，有平坦的台地，陡峭的山崖及河谷两侧的狭窄阶地。这里的植物群落结构

比较简单、清晰，可分为乔木层、小灌木、草本层。这里的岳桦生长矮小、稀疏，草本植物发

育不良，仅小灌木生长良好。海拔1000--,1800米地带，地形呈缓坡山地，年降水量在1000

毫米以下，这·地带云雾多，相对湿度比较大，因而构成寒湿针叶林带。这一地带的林相比

较整齐，林木高大，丽随着海拔高度的辫高，林木逐渐稀疏并矮小，林内的阔叶树非常稀

少，灌木生长势比较弱，多呈散生状态，所生长着的草本植物都是耐阴湿的种类，另外，林

内的苔藓层也比较发达，常常形成10厘米左右厚的藓层。以苔藓世界著称，而且在林下阴

湿、苔藓层发达的地方蕨类生长也很好，和苔藓争相比美。海拔720～1000米是红松阔叶

林带，这是长白山区的主要森林类型。该地带地势比较平缓，气候也较温和，水量充足，有

利于森林生物的繁衍和生长，形成了万木参天的长白林海。林内有高大的乔木、成片的灌

木丛和种类繁多的草本植物，群落结构较复杂，层次明显。综上所述j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是

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都比较完整的自然综合体，是开展自然保护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丰林自然保护区位子黑龙_江省伊春市五营镇附近，该保护区三面环水，一面依山，居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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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岭腹地，地处小兴安岭南坡中段北缘，东西长度为，20公里，南北宽约16公里左右，总

面积为18400公顷，该保护区的气候特点是夏季湿润而多雨，冬季严寒且少雪，全年的降

水量约为640毫米，无霜期在100天上下，该自然保护区的植被以红松为主，且有一些其

它树种，杂草种类也比较复杂；生物群落多种多样，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扎龙自然保护区
是我国第一个大型水禽综合自然保护区，该区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东南方，面积为

42000公顷．国内著名的五大连池风景区，位于黑龙江省德都县西北讷谟尔河支流白河区

波状起伏的平原上，地处小兴安岭北段西侧：五大连池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十四座火山所组

成的火山区，面积达600多平方公里。这里的自然资源极其车富：有独特的火山地质．有

各种有利用价值的矿泉，有类型各异的由．500多种植物构成的植被。，另外，东北地区境内

还有千山、松花湖、镜泊湖、地下森林、鸟岛、蛇岛等别具特色的自然环境及名胜，因而深受

国内外科学工作者的重视。将东北地区视为．自然科学的宝库。东北有大量的自然奥秘，等

待着人们去开发、去探索、去揭示I
c。 。t：．一 ：二．。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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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虱科的分类特征
、

●
，

飞虱属于同翅耳·Homoptera、头喙亚目Auchenorrhyncha．．、蜡蝉总科F、llgoroidea、飞虱

科Velpha磷dae；，同蜡蝉总科中其它科的主要区别是本科种类在后足胫节末端有一个能活

动的大距；该距的后缘有数目不等的微齿或无。+ _、7’． 一 。：‘

．飞虱科下的分类阶元有亚科、族、属和种。各分类阶元所应用的主要分类特征如下。
h～

．．、
．i．．t， j：t|．．

‘。 ·。，’，‘ 一

。‘ ．．，i‘¨o．一1．；(_．)．亚科和族‘、．‘一’． -t． j．

’

： j ．、

’
‘

‘

．

‘

二 ●
‘

距是识掰飞虱的依据，也是分亚科和族的重要依据，这主要是根据其厚、薄程度、形状

以及后缘齿的有无等．
．

．
．

本志按Muir(1915)的分类系统，将飞虱科分为锥飞虱亚科Asiracinae和飞虱亚科(片

飞虱亚科)Delphacinae。两亚科的主要区别如下： 。

，

后足胫距尖锥形，横切面呈圆形或角状，后缘无齿⋯⋯⋯⋯”⋯⋯·。锥飞虱亚科
‘

后足胫距不呈尖锥状i厚，剪刀片状，或薄，多数为屋顶形，后缘无齿或有齿⋯⋯

⋯⋯⋯⋯⋯⋯⋯⋯⋯⋯⋯⋯⋯⋯小⋯⋯⋯⋯⋯⋯⋯⋯⋯一⋯‰⋯飞虱亚科
’ 锥飞虱亚科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渊、夏威夷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海

岛上，寄主为一些灌木和藤本及蕨类植物。这一亚科中，我国有记载的仅有五脊飞虱属的

两个种，分布于台湾省和海南省．．’

在飞虱科中，又根据距的特征下分30--个族，其区别为： ·

．1(4)距厚，剪刀片状，两面拱凸或向内的一面凹陷，后缘有齿或无齿．一 ⋯

2(3)距两面拱凸，后缘有齿．⋯_⋯⋯⋯⋯⋯⋯⋯⋯⋯⋯⋯⋯”i凸距族Alohini’

3(2)距向内的一面凹陷，后缘无齿⋯：⋯·：⋯”⋯⋯j⋯⋯凹距族Tropidocep姚i
4(1)距薄。片状或屋顶状，后缘有齿⋯⋯⋯⋯⋯⋯飞虱族(片飞虱族)Delphacilli

飞虱亚科中的凸距族至目前为止我国尚无分布记录，凹距族的种类也不多，主要分布
、

．在我国南方，但长江流域以北及西藏也有少数种类，已发现的寄主有竹子、大芒和自茅等；

飞虱族分布广泛，我国飞虱绝大多数种类包括本文记述的种类均属于此族，禾本科植物是

这类飞虱的主要寄主，但在莎草科等植物上也发现有一些种类。
‘。

．
．

+-+

：．
、

‘

’

‘’．
‘、 ．(二)属 。．

飞虱身体各部构造富有变化，如形状的变化、量度的大小!某些特征的有无等组成的

一定类型’。构成了属的特征，属与属之问在形态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表明类群之间的演

化关系，同扁的种类，也应该是由亲缘关系相近的种类所组成。因此，飞虱同其它昆虫一
●

样，属的概念或特征应当是明确的一，j’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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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形态特征外，体色也往往是组成属的特征之·，如绿飞虱属伽or／ma所有的种类都
是绿色或带有绿色，白条飞虱属‘嘶踟眦体背有一条淡色背中线，自背飞虱属印卿姚’中
胸背板中域颜色均较两俩色浅等。应用体色特征区别近似属时，往往比用形态特征区别明

确而易于掌握，但要注意其适用范围。因为构成属征之一的体色特征，也往往是其它属的

一个种征，在这各情况下，鉴别时要注意结合其它的形态特征。一般来说，鉴定属还应依据

其虫体的构造特征． ．

’

(三)种 ．．

通常鉴别飞虱种类主要依赖于虫体的颜色和斑纹．因为飞虱的形态特征在屉的一定

特征类型的变幅范围内，仅显示出程度上的差异，在差异明显时可以应用．差异不显著时，

在应用时往往难以把握，而用体色和斑纹鉴别则比较容易。例如在鉴别扁角飞虱属P豺kia-

幽阮种类时，就可根据额和唇基色泽和前翅斑纹的不同而明确区别其种类。在具体应用体

色作为种的鉴别特征时，有时会感到困难，因为飞虱体色单调，一般为褐色、黄褐色、黄色、

暗褐色和黑褐色，少数为绿色、桔黄色、桔红色，一种飞虱大多具备上述l---2’种基本颜色，

变化不是很大，因此，不同属的种类如单凭体色就不免容易引起混淆。如果注意结合形态

特征上的差异，那就一目了然了。 +．

在以体色和斑纹用作区别同属种类时，还应注意掌握以下几个要点： ．

’

．1．体色和斑纹的变异情况 ． ：．

飞虱的体色大致可以分为稳定的和有变化的二种情况+。例如长绿飞虱＆吲岍啦
嗍t，和白背飞虱岛卿e地知c归d有的个体，在前翅端区会出现暗褐色条纹和烟褐色．
晕；灰飞虱厶础咖阮砌溅雄虫中胸背板全黑色是很重要的特征，但也有极少数个体中
胸背板的中域不黑。翅斑的有无有时是用作区别的一个种征，但在有翅斑的种类中，也有

不明显的，或者雄虫有雌虫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应避免使用这类特征。总之，只要掌握了

每一个种的稳定的体色特征并注意其变化情况，就不至在鉴定时犹豫不决或者错定为两
个种了． 一

‘

T．。
： ．‘

j‘“
·

2．深浅色型的变化 。

、

，

由于发生季节、地理分布或海拔高度的不同，同种飞虱出现深浅两种类型的情况也是
屡见不鲜的。一般变化的规律是深色个体是在浅色型个体相应部位的体色加深。其变化最

大的部分莫过于腹部的颜色，一般浅色型的腹部为黄褐色，而深色型的则变化成暗褐甚至

黑褐色。但是，无论深浅色型，作为一个种的稳定的体色特征是没有变化的。例如，白背飞

虱深浅两种色型体背部均具有明显的淡色背中线。 ·

●

3．长、短翅型的不同
●

飞虱的许多种类具有长、短两种翅型。一般短翅型的种粪体色{寺}征同于长翅型，但在
长翅型前翅具有条斑或纹饰的种类中，其短翅型的前翅就不存在舞纹或纹饰了。例如叉纹



■角飞虱知岫眦峋m翩长趸墨前翅靖区第2和第6螬窒具夏状暗榀条纹，而在短翅
曩中仅前燕靖馨有暗福疆．遗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另外的一些种类中．

飞虱的种类有绷长蟹和粗壮丑之分．体长有大蛋种和小型种之剐t但大多数种类体连

曩长在3～6毫米之同．一般同■种类的大小大致相似，但也有明显玻小的种类t饲如韬

飞最■M姊*劬的伪褐飞虱Ⅳ．-_‘和囊角飞虱■的卫纹囊角飞虱．体噩和大小可以作
为识别种类的辅助特征．

在同■的种类中，体色斑坟特征完全相同的情况是及步见的，即使在纹翅飞氨■o一

榭中也并非完全需要依赣于雄虫外生殖嚣的构造来鉴别．傍如拟悬点纹姐飞虱c·
州和燕斑纹翅飞虱c．畸唧—撕也还是可以根据体色探浅和前翅基部颗粒状突起
分布情况而加以区尉．

自从车世纪一十年代以来．在飞虱辩分类中应用雄虫外生殖嚣作为种的鉴剐特征后·

这棘差免了因种类十体阃的徽小盏异而造成的浪乱局面．从速十意义上来说·堆虫外生殖

嚣墨鉴定种类的一十可靠的依据，但由于雌虫外生殖嚣的变化比较小，目前还投有广臣应

用于种类的鉴剐中．

1．成虫

(四)形态特征

飞虱辩种类均为小丑种．口嚣刺嗳式．着生在头部的后靖l复壤比较发达；单跟2个·

缺中单曩．照角着生在复眼下毫凹陷处，3节t第2节(梗节)具有感觉孔．前脯短，中鞠量

田l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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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j小盾片三角形，具肩板I前翅爪片上两根翅脉呈。丫”形，．中足基节长，左右分开甚广l后

足基节不能动，后足胫节端部有大而可以活动的距。雌虫有产卵器，雄虫阳茎和阳基侧突

明显．成虫形态如图1所示． ：’ 、

， -‘

’
’

‘
、+

～

(1)头部． ’．
’

’‘
， ’

本科种类的头部用于分类的主要特征为头顶、额、屠基和触角，有时也用到颊、复眼和

单眼。头顶是指头部背面观所见到的两复眼问的部分，多为方形或长方形，突出于复眼前

方，具有基缘脊和侧缘脊．．头顶的基半部中央多有一个分叉韵脊，这个脊的形状很象英文

的大写字母。Y”，所以叫作Y形脊，该脊的基干部称为主干，分叉部分称为两臂。中俩脊在

中端部两侧区j两中侧脊大多起自、侧缘脊的中部或偏基部，此脊在头顶端缘折转处，因隆

起而明显地突出于端缘。在头顶的基半部由基缘脊、侧缘脊、中侧脊的基部与Y形脊的两

臂等各脊围成一室，叫做基隔室，此室的最长处为中侧脊与Y形脊相遇处刭基缘的长度’、

Y形脊的主干长度为其中长，基缘宽则是头顶基部的宽度(图2、3)。头顶的形状和长度在

不同种类问存在着一定变化，因而成为区别属和种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除用具体形态描

述外，常用的数据是长度和宽度的比例．。 一

一

’
●

． ．‘图2飞虱头胸背面(左)和头部腹面(右) ．‘

A．中倜脊·R头顶基隔室·c前胸背板·D．前胸背板侧脊·E翅摹片·F．中胸背板-o?中胸背扳中脊I，
．

： I'LShL顿饵脊l、J．瓴中脊I■复眼IL触角·眈颊·强后唇基10．前唇基·P．芋眼 -，、

’

～

头部腹面观所见到的颜面，即称为额．额的俩缘具缘脊，基缘绝大多数无脊，与头顶衔

接处没有界限，中央一般有纵脊，这条脊被称为颤中脊，其基端与头顶的中侧脊相连接。多

效种类额的中部膨大，也有的种类不膨大乃至形态上有些变化。’因而，额的形状是分属和

种的主要特征之一；描述时用中央长度与最宽处宽度比来表示。‘中脊一般一条，也有的种

类二条或消失i中脊条数、分叉与否及分叉的位置等，均是属的分类特征’。额区两侧复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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