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植物虫害

■ 昆虫的形态结构
■ 昆虫的生物学特性
■ 植食昆虫及其危害

■ 农业害螨及其危害
■ 软体动物及其危害

植物虫害是指害虫危害植物造成的伤害和灾害。害虫则泛指那些可以通过取食、产卵

活动传播或引发病害，危害植物的昆虫、螨类和蜗牛等小型节肢动物和软体动物。害虫种类

繁多，文献记载不同作物的害虫种类大都在几十种到数百种之间。但应该指出的是，并非所

有的昆虫、螨类和软体动物都是害虫，它们中有的是天敌，可以控制害虫；有的是益虫，可以

帮助植物传粉、分解植物残体和维护生态健康等；有的是资源生物，可以产丝、泌蜡，提供轻

工和医药原料等。植物保护工作者要正确认识这些生物，协调害虫与益虫的关系，有效控制

害虫的危害，保障农作物高产优质，必须深入了解它们的形态特征、分类系统、生物学特点及

危害习性。

第一节　昆虫的形态结构

昆虫由于长期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形成了许多外部形态和生理功能差异较大的类群，

即使是同种昆虫，因为发育阶段、性别、地理分布及发生季节等不同，外形上也常有显著的差

异。研究昆虫的外部形态、构造及其生理功能，对于识别昆虫，掌握昆虫的习性，了解其对生

态环境的适应，以及选择害虫防治措施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植保工作者需要掌

握的最基本的知识。

一、昆虫的形态特征

昆虫是体躯分为头、胸、腹三段，生有６足４翅的节肢动物。
昆虫的体躯是由许多连续的体节组成的，两体节之间由节间膜相连。这些体节分别集

中，形成了头、胸、腹三个功能明显不同的体段（图３－１）。
头部各体节紧密地愈合在一起，只有在胚胎时期才可见到分节的痕迹。头部着生有 １

个口器、１对触角、１对复眼和１～３个单眼，因此，头部是昆虫取食和感觉的中心。
胸部由３个体节组成，即前胸、中胸和后胸。每个胸节各着生 １对足，中胸和后胸通常

还各有１对翅，因此胸部是昆虫运动的中心。
腹部一般由１０个体节和１个尾节组成，但在大部分昆虫中只能看到９～１０节，腹部第１

节至第８节两侧各有１对气门，末端有外生殖器及尾须，各种内脏器官大部分位于腹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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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　昆虫体躯的一般构造（以蝗虫为例）
ａ头部；ｂ胸部；ｃ腹部；ｄ前胸；ｅ中胸；ｆ后胸

１触角；２单眼；３复眼；４口器；５前足；６中足；７前翅；

８后翅；９后足；１０听器；１１气门；１２尾须

以腹部是昆虫新陈代谢和生殖的中心。

只要掌握了昆虫的上述特征，就能把它与其他近缘的节肢动物区别开来。如蛛形纲的

蜘蛛，体躯分为头胸部和腹部两个体段，有４对足，无翅，无触角。甲壳纲的虾、蟹，体躯分为
头胸部和腹部，５对足，无翅。唇足纲的蜈蚣和多足纲的马陆，体躯分为头部和胴部，即胸部
和腹部同形，而且无翅，前者身体各节着生 １对足，后者身体各节着生 ２对足。由于这些近
缘动物都不符合昆虫的特征，所以都不是昆虫（图３－２）。

图 ３－２　节肢动物门中昆虫纲的近缘纲动物
Ａ蛛形纲（蜘蛛）；Ｂ甲壳纲（虾）；Ｃ唇足纲（蜈蚣）；Ｄ多足纲（马陆）

二、昆虫的形态结构与功能

（一）昆虫的头部

头部（ｈｅａｄ）是昆虫体躯最前面的一个体段，一般认为由 ４个或 ６个体节愈合而成。它
的外壁结构紧密而坚硬，称为头壳。头壳通常呈圆形或椭圆形，内部包含着脑和消化管的前

端以及头部附肢的肌肉；外面有各种感觉器官，如口器、触角、复眼和单眼等。头壳有 ２个
孔，一个是口孔，其周围着生由３对附肢组成的口器；另一个是后头孔，为内部器官进入胸腹
部的通道（图３－３）。

１昆虫的头式　头式（ｈｅａｄｔｙｐｅ）是根据昆虫口器的不同朝向而划分的头型。头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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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３　蝗虫头部的构造
Ａ正面观；Ｂ侧面观；Ｃ后面观

１蜕裂线；２触角；３单眼；４额；５上颚；６上唇；７复眼；８头顶；

９唇基；１０后头；１１颊；１２后头孔；１３下颚；１４下唇

图 ３－４　昆虫的 ３种头式
Ａ下口式（螽斯）；Ｂ前口式（步行虫）；

Ｃ后口式（蝉）

以反映昆虫的取食方式和生活习性，利用头式可区分昆虫

的大致类别。一般根据头的纵轴与身体纵轴的夹角不同，

分为下口式、前口式和后口式三种头式（图３－４）。
（１）下口式（ｈｙｐｏｇｎａｔｈｏｕｓ）　口器着生在头部的下

方，与身体的纵轴垂直，这种头式适于咀嚼植物性食料，是

比较原始的头式类型。如蝗虫、螽斯和鳞翅目的幼虫等。

（２）前口式（ｐｒｏｇｎａｔｈｏｕｓ）　口器着生于头部的前方，
与身体的纵轴成钝角或几乎平行，这种头式适用于捕食动

物或其他昆虫。如虎甲、步行虫、草蛉等。

（３）后口式（ｏｐｉｓｔｈｏｇｎａｔｈｏｕｓ）　口器向后倾斜，与身
体的纵轴成锐角，不用时贴在身体的腹面，这种口器适于刺

吸植物或动物的汁液。如椿象、蚜虫、蝉、叶蝉等。

２昆虫的触角　触角（ａｎｔｅｎｎａ）是昆虫头部的一对分
节外长物，一般位于头部的前方。它的基部着生在膜质的

触角窝内，可以自由转动。触角一般分为３部分（图３－５），即柄节、梗节和鞭节。柄节是触
角基部的第１节，一般比较粗大。梗节是触角的第２节，一般比较短小。梗节以下各节统称
为鞭节，此节变化最大，往往分成许多亚节。

图 ３－５　触角的基本构造（蜜蜂）
１柄节；２梗节；３鞭节

不同类型的触角其形状、长短、节数和着生

位置不同，在种类或性别间变化很大，是昆虫分

类鉴定或区别雌雄的重要依据。触角的主要类

型如图３－６所示。
触角的主要功能是嗅觉和触觉，有的也有听

觉作用。在触角上着生有许多嗅觉器，使得昆虫

能够嗅到从远方散发出来的化学气味，借以觅

食、聚集、求偶、选择产卵场所和逃避敌害等。许

多昆虫的雌成虫在性成熟后，能分泌性信息素吸

引同种雄虫前来交配，所以，雄虫的嗅觉器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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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发达，可在几百米以外嗅到雌虫分泌的性信息素。一些昆虫表现出明显的趋化性，也与

其特殊的嗅觉器有关，如甘蓝夜蛾和小地老虎成虫对糖醋液的趋性，菜粉蝶对芥子苷的趋

性。所以，利用昆虫触角对某些化学物质的敏感嗅觉功能，可以对其进行诱集和趋避，以了

解虫情和开展害虫防治。

此外，昆虫的触角还具有其他一些功能。例如，雄蚊的触角具有听觉作用，雄性芫菁的触

角在交配时可以抱握雌体；一种幽蚊幼虫的触角能够捕捉食物；水龟虫成虫的触角能够吸取空

气；仰泳蝽的触角则可以平衡身体。

３昆虫的眼　昆虫的眼包括复眼（图３－７）和单眼两种视觉感受器。

图 ３－６　昆虫触角的类型
Ａ刚毛状；Ｂ丝状；Ｃ串珠状；Ｄ锯齿状；Ｅ球杆状；

Ｆ锤状；Ｇ具芒状；Ｈ羽毛状；Ｉ鳃叶状；Ｊ环毛状

图 ３－７　昆虫复眼的模式构造
１小眼面；２角膜镜；３晶体；４色素细胞；

５视觉细胞；６视杆；７脑

昆虫的成虫期和不完全变态昆虫的若虫期都有 １对复眼。复眼（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ｅｙｅ）着生在
头部前上方，多为圆形或卵圆形，也有呈肾形或每个复眼又分为两部分的。善于飞翔的昆

虫，复眼往往发达；低等昆虫、穴居昆虫和寄生性昆虫，复眼则常常退化或消失。

复眼由许多小眼集合而成。小眼的形状、大小及数目在各种昆虫中差异极大，一般复眼

越大，小眼数越多，视觉也越清晰。例如，蜻蜓的复眼由１００００～２８０００个小眼组成，甘薯天
蛾则为２７０００个；最少的是一种蚂蚁的工蚁，只有一个小眼。在双翅目昆虫中，雄性的复眼
较大，两复眼在背面相接，称为接眼；雌性的复眼较小，且两复眼离开，称为离眼。缨翅目昆

虫的小眼表面凸出呈圆形，并且互相聚集在一起，称为聚眼。

复眼是昆虫主要的视觉器官，它对光的反应比较敏感。如对光的强度、波长、颜色等都

有较强的分辨能力。而且还能看到人类所不能看到的短波光，特别对 ３００～４００ｎｍ的紫外
线有很强的趋光性。许多害虫都有趋绿性，蚜虫则有趋黄反应。此外，昆虫的复眼还能分辨

近处物体，特别是运动物体的影像。视觉的清晰程度则与小眼的数目、大小及构造有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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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数目多而小的，光点非常密集，因而成像也就比较清晰。

单眼（ｏｃｅｌｌｕｓ）是另一种类型的视觉感受器。成虫和若虫的单眼位于头部的背面或前上
方，称为背单眼；完全变态类幼虫的单眼位于头部两侧，称为侧单眼。背单眼一般有 ３个，有
些昆虫中间一个单眼部分缺失或完全消失。侧单眼一般具有１～７对。单眼的有无、数目以
及着生的位置常作为分类的依据。

４昆虫的口器　口器（ｍｏｕｔｈｐａｒｔ）是昆虫的取食器官，位于头部的下方或前端，由于各
种昆虫的食性和取食方式不同，口器的构造变化也很大，但基本上可以分为咀嚼式和吸收式

两大类，后者又因其吸取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刺吸式、锉吸式、虹吸式和舔吸式等。

（１）咀嚼式口器（ｃｈｅｗｉｎｇｍｏｕｔｈｐａｒｔ）　咀嚼式口器的特点是具有坚硬的上颚，能够取
食固体食物。其构造是较原始的标准类型，其他各种类型都是在此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如

蝗虫的口器，主要由上唇、上颚、下颚、下唇和舌五部分组成（图３－８）。

图 ３－８　蝗虫的咀嚼式口器
Ａ上唇；Ｂ上唇反面；Ｃ左右上颚；Ｄ左右下颚；Ｅ下唇；Ｆ舌的腹面；Ｇ舌的侧面

１臼齿页；２切齿页；３轴节；４茎节；５内颚页；６下颚须；

７外颚页；８后颏；９前颏；１０中唇舌；１１侧唇舌；１２下唇须

（２）刺吸式口器（ｐｉｅｒｃｉｎｇｓｕｃｋｉｎｇｍｏｕｔｈｐａｒｔ）　刺吸式口器的构造特点是上、下颚均延
长成针状，称为口针；下唇特化成喙；食窦演化为抽吸液体食物的筒状构造，称为食窦唧筒。

口针共２对，外面的１对是上颚口针，上颚口针末端有倒刺，是刺破植物的主要部分；内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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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是下颚口针，两下颚口针里面各有２个沟槽，并且互相嵌合形成食物道和唾液道，用以吸
入植物汁液和输送唾液。下唇呈分节的长管状，称为喙，其背面有 １纵沟，称为下唇槽，２对
口针不用时即藏于槽内。上唇呈狭小的三角形，覆盖在喙的基部（图３－９）。

图 ３－９　蚱蝉的刺吸式口器
Ａ头部正面观；Ｂ头部纵切面

１额；２唇基；３上唇；４喙；５上颚口针；６下颚口针；７咽喉；８食窦；９舌；１０下唇

（３）锉吸式口器（ｒａｓｐｉｎｇｓｕｃｋｉｎｇｍｏｕｔｈｐａｒｔ）　这种口器为蓟马类昆虫所特有。其特点
是上颚不对称，右上颚高度退化或消失，口针则由左上颚和 ２个下颚特化而成，食管由 ２个
下颚形成，唾液管由舌与下唇的中唇舌形成。取食时先以左上颚锉破植物表皮，然后以头部

向下突出的短喙吸吮汁液。

（４）虹吸式口器（ｓｉｐｈｏｎｉｎｇｍｏｕｔｈｐａｒｔ）　这种口器为鳞翅目成虫所特有。其特点是 ２
个下颚的外颚叶分别延长，并且互相嵌合成一个管状的喙。喙在不用时蜷曲在头部的下面，

如钟表的发条，取食时可伸到花中吸食花蜜或吸收外露的果汁及其他液体。除部分夜蛾能

危害果实外，这类口器的昆虫一般不造成危害。

（５）舔吸式口器（ｓｐｏｎｇｉｎｇｍｏｕｔｈｐａｒｔ）　这类口器为双翅目蝇类所特有。其特点是下唇
特别发达，末端为２个半圆形的唇瓣，唇瓣上有许多环沟，与食管相通，取食时唇瓣伸展如盘
状，贴在食物上，借抽吸作用将液体或半流体食物吸入食管内。

（６）幼虫的口器　由于取食方式和生活环境与成虫不同，昆虫幼虫口器的构造也发生
了变化。如鳞翅目和膜翅目叶蜂类幼虫的口器为变异的咀嚼式口器，唇和上颚不变，但下

颚、下唇和舌愈合成一个复合体，鳞翅目幼虫在复合体的顶端还有吐丝器。蝇类幼虫的口器

则为刮吸式，头部退化缩入前胸，口器退化仅剩１对口沟，用于刺破食物，然后吸食汁液及固
体碎屑。脉翅目幼虫的口器为捕吸式，上颚、下颚左右嵌合形成刺吸构造，捕食时刺入猎物

体内，并将消化液注入，经体外消化后将猎物举起，使消化好的食物流入口腔。

（二）昆虫的胸部

胸部（ｔｈｏｒａｘ）是昆虫体躯的第二个体段，前面以颈膜与头部相连，后面与腹部相接。胸
部由３个体节组成，即前胸、中胸和后胸。每个胸节有 １对胸足，多数昆虫在中胸和后胸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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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１对翅。足和翅是昆虫的主要运动器官，所以胸部是昆虫的运动中心。
１胸节的基本构造　无翅亚纲和其他昆虫的幼虫期，胸节构造比较简单，３个胸节基本

相似。但有翅亚纲昆虫的成虫期，为了适应足和翅的运动，胸节需要承受强大的肌肉牵引

力，因此，胸节高度硬化形成骨板，并且骨板内陷成许多内脊或内突，以便着生肌肉，外面则

可见到很多沟和缝。每个胸节的骨板按上、下、左、右分别称为背板、腹板和侧板，各骨板又

可分为若干小骨片。

（１）前胸　昆虫的前胸无翅，构造比较简单，但在各类昆虫中也有很大变化，其发达程
度常与前足是否发达相适应。例如，蝼蛄的前足用于掘土，所以前胸比较粗壮；螳螂的前足

用于捕捉，所以前胸非常细长。而鳞翅目、膜翅目和双翅目等昆虫的前足和中、后足的功用

基本相同，而前胸又不着生翅，因此，前胸比中、后胸小得多。

（２）中胸和后胸　中胸和后胸因为有翅，所以在构造上常与前胸不同，特称为具翅胸节
（ｐｔｅｒｏｔｈｏｒａｘ）。其特点是背板、侧板和腹板都很发达，彼此紧密连接，结构比较坚强，以适应翅的飞
行。具翅胸节的背板一般分为端背片、前盾片、盾片和小盾片，且常被前胸背板或翅所覆盖。

２昆虫的足　足（ｌｅｇ）是昆虫体躯上最典型的附肢，位于体节的侧腹面，着生于胸部的
统称为胸足，着生于腹部的统称腹足。成虫期一般有３对胸足，分别称为前足、中足和后足。

（１）足的基本构造　成虫的胸足一般由基节、转节、腿节、胫节、跗节和前跗节６节组成
（图３－１０），节与节之间由膜质相连，并有１～２个关节相连接，因此，各节均可活动。

图 ３－１０　足的类型及基本构造
Ａ步行足（步甲）；Ｂ跳跃足（蝗虫）；Ｃ捕捉足（螳螂）；Ｄ开掘足（蝼蛄）；

Ｅ游泳足（仰泳蝽）；Ｆ抱握足（龙虱）；Ｇ携粉足（蜜蜂）；Ｈ幼虫的前足（鳞翅目）

１基节；２转节；３腿节；４胫节；５跗节；６前跗节

（２）足的类型与功能　昆虫的足原是运动器官，一般用于行走，但由于生活环境和生活
习性不同，很多昆虫足的形态构造和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形成不同的类型。如步行

虫、瓢虫、叶甲和蝽象的足适于行走，为步行足；蝗虫、蟋蟀、跳甲的后足是跳跃足；蝼蛄、金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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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前足是开掘足；螳螂、猎蝽的前足是捕捉足；雄性龙虱的前足是抱握足；虱子的足是攀缘

足等（图３－１０）。足的类型常被作为分类的重要特征。
３昆虫的翅　昆虫的翅（ｗｉｎｇ）不是附肢，与鸟类的翅不同，它是由背板向两侧扩展而

来。成虫期的昆虫一般有两对翅，其中着生在中胸的称前翅，着生在后胸的称后翅。少数种

类只有一对翅，或完全无翅。不完全变态昆虫的若虫期，翅在体外发育；完全变态昆虫的幼

虫期，翅在体内发育。

（１）翅的基本构造　昆虫的翅多呈三角形，在展开时，朝向前面的边缘称为前缘；朝向
后面的边缘称为内缘或后缘；朝向外面的边缘称为外缘。与身体相连的角称为肩角；前缘与

外缘形成的角称为顶角；外缘与内缘形成的角称为臀角。多数昆虫的翅为膜质薄片，由于翅

的折叠在翅面上可见一些褶线，据此可将翅面划分为腋区、臀前区和臀区三部分。有的昆虫

在臀区的后面还有一个区，称为轭区（图３－１１）。

图 ３－１１　翅的分区和各部位的名称
ａ腋区；ｂ臀前区；ｃ轭区；ｄ臀区

１肩角；２前缘；３顶角；４内缘；５臀角；６外缘

（２）模式脉相　多数昆虫的翅面上有很多凸起或凹陷的线条，称为翅脉（ｖｅｉｎ），对翅膜
起着支架的作用。其中从翅基到边缘的翅脉称为纵脉；连接两纵脉之间的短脉称为横脉。

翅脉在翅面上的分布形式则称为脉序或脉相（ｖｅｎａｔｉｏｎ），脉序在不同种类间变化很大，但也
有一定的规律性，在同科、同属内有比较固定的形式。昆虫学家通过研究多种昆虫翅的发生

学，抽象出一幅模式脉相图（图 ３－１２），并用固定的中文名和英文名命名每条翅脉，通常用
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表示。

图 ３－１２　模式脉相图
Ｃ前缘脉；Ｓｃ亚前缘脉；Ｒ径脉；Ｒ１第１径脉；Ｒｓ径分脉；Ｍ中脉；Ｃｕ肘脉；Ａ臀脉；

Ｊ轭脉；ｈ肩横脉；ｒ径横脉；ｓ分横脉；ｒ－ｍ径中横脉；ｍ中横脉；ｍ－Ｃｕ中肘横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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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翅的连锁　同翅目、鳞翅目和膜翅目等昆虫的成虫，以前翅为主要的飞行器官，后
翅一般不太发达，飞行时必须通过特殊的构造将后翅挂在前翅上，才能保持前后翅行动一

致。这种将昆虫的前后翅连为一体的特殊构造，称为翅的连锁器（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ｅｎｄａｇｅ）。
常见的连锁方式有翅轭连锁、翅缰连锁、翅钩连锁等（图３－１３）。

图 ３－１３　翅的连锁器
Ａ翅轭；Ｂ翅缰和翅缰钩；Ｃ前后翅的卷褶和翅钩；Ｄ前后翅的卷褶和短褶

（４）翅的类型　翅的主要功能是飞行，但不同昆虫由于适应特殊的生活环境，翅的形态
和功能发生了一些变异，翅的质地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形成不同的类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

下几种：

膜翅　翅膜质，透明，翅脉明显。如蚜虫、蜂类、蝇类的翅。
鳞翅　翅膜质，在翅面上覆盖有鳞片。如蝶类、蛾类的翅。
毛翅　翅膜质，在翅面上密生细毛。如石蛾的翅。
缨翅　翅膜质，翅脉退化，翅狭长，边缘着生很多细长的缨毛。如蓟马的翅。
复翅　翅革质，质地坚硬似皮革，半透明，翅脉仍然保留，兼有飞翔和保护作用。如蝗

虫、蝼蛄、蟋蟀的前翅。

鞘翅　翅革质，角质化程度高，翅脉消失，具有保护身体的作用。如金龟甲、叶甲、天牛
等的前翅。

半鞘翅　翅的基部为革质，端部为膜质。如蝽象的前翅。
平衡棒　翅退化成很小的棍棒状，飞翔时用以平衡身体。如蚊、蝇、介壳虫雄性的后翅

和燃翅虫的前翅。

（三）昆虫的腹部

腹部（ａｂｄｏｍｅｎ）是昆虫的第三个体段，前面与胸部紧密相连，末端有尾须及外生殖器，两
侧有气门，内脏器官大部分位于腹腔内，因此，腹部是昆虫新陈代谢和生殖的中心。

１腹部的基本构造　昆虫的腹部最多有 １２个体节，如原尾目昆虫；较低等的昆虫常保
留１１节，如蝗虫等；但弹尾目昆虫只有６节；较高等的昆虫一般为 ９～１０节，甚至更少，如膜
翅目青蜂科的腹部只有３～５节。腹节的构造比较简单，每个腹节只有背板和腹板，而没有
侧板；背板与腹板之间是柔软的薄膜；节与节之间也由薄膜相连，称为节间膜，由于腹节前后

两侧都是膜质，所以腹部有较大的伸缩能力。

腹部第１至第７节（雌性）或第１至第８节（雄性）称为内脏节，各节构造简单且相似，在
有翅亚纲昆虫的成虫期无任何附肢，１～８腹节两侧各有 １对气门。腹部第 ８节（雌性）或第
９节（雄性），因为着生有产卵器或交配器，构造有些不同，特称为生殖节。生殖节以后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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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统称为生殖后节，除原尾目的成虫外，最多有两节，即第 １０节和第 １１节；第 １１节比较退
化，有１对尾须，因为肛门位于此节的末端，所以它的背板称为肛上板，两侧称为肛侧板。

２外生殖器　昆虫外生殖器（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ａ）是生殖系统的体外部分，是交配、授精、产卵器
官的通称，主要由腹部第８至第９节的附肢特化而成。由于种间隔离，不同种类外生殖器的
形态显著不同，特别是雄性外生殖器，常作为鉴定种的重要依据。

雌性外生殖器又称产卵器（ｏｖｉｐｏｓｉｔｏｒ），位于腹部第 ８至第 ９节的腹面。产卵器的构造
比较简单，主要由３对产卵瓣组成，在背面的称为背产卵瓣，在腹面的称为腹产卵瓣，在背、
腹产卵瓣中间的称为内产卵瓣（图３－１４）。产卵器的形状因种类不同而不同。

图 ３－１４　雌性外生殖器的基本构造
１背板；２肛上片；３尾须；４腹板；５背产卵瓣；６内产卵瓣；７腹产卵瓣

雄性外生殖器又称交尾器或交配器（ｃｏｐｕｌａｔｏｒｙｏｒｇａｎ），位于第 ９腹节的腹面，构造比较
复杂，主要包括阳具和１对抱握雌体的抱握器（图３－１５）。阳具由阳茎及其附属构造组成，
着生在第９腹节腹板后的节间膜上，此膜内陷成生殖腔；阳具就隐藏在生殖腔内；阳具一般
呈锥状或管状，射精管开口于其顶端；交配时借助血液的压力和肌肉活动，插入雌虫的交配

囊内，将精子排入。抱握器（ｈａｒｐａｇｏｎｅｓ）的大小、形状变化很大，有叶状、钩状、钳状等，交配
时用于抱握雌体。蜉蝣目、脉翅目、长翅目、半翅目、鳞翅目和双翅目等昆虫多有抱握器，在

有些种类中则消失。

图 ３－１５　雄性外生殖器的基本构造
Ａ侧面观（部分体壁已去掉）；Ｂ后面观

１尾须；２肛门；３抱握器；４射精孔；５阳茎；６阳茎侧叶；７阳茎基；８射精管；９生殖腔

（四）昆虫的体壁

体壁（ｉｎｔｅｇｕｍｅｎｔ）是昆虫体躯最外层的组织，由外胚层部分细胞形成，这层细胞的分泌
物常堆积在体表，而且比较坚硬，所以又称为外骨骼。外骨骼有多种功用，如保持昆虫固定



５４　　　 第三章　植物虫害

的体形、内陷供肌肉着生、保护内脏器官免受机械损伤、防止体内水分过度蒸发和外来有害

物质的侵入等；体壁上还有各种感觉器官，使昆虫与外界环境保持联系。因此，昆虫体壁兼

具高等动物骨骼和皮肤的作用。

１体壁的构造与特性　昆虫的体壁由内向外依次由底膜、皮细胞层和表皮层组成。其
中皮细胞层是活的组织，表皮层和底膜都是它的分泌物（图３－１６）。

图 ３－１６　昆虫体壁的构造及其衍生物
Ａ表皮结构；Ｂ体壁结构

１上表皮；２外表皮；３内表皮；４皮细胞层；５底膜；６沟；７突起；

８微毛；９毛；１０腺孔；１１刺；１２距；１３内骨；１４毛细胞；１５腺细胞；

１６护蜡层；１７蜡层；１８多元酚层；１９角质精层；２０孔道

（１）底膜　底膜位于体壁的最里层，是紧贴在皮细胞层下的一层薄膜，直接与血腔中的
血淋巴接触，常有各种血细胞黏附在上面，也有神经和微气管穿过至皮细胞层。一般认为它

是血细胞分泌的非细胞物质，主要成分为中性粘多糖。

（２）皮细胞层　又称真皮层，是体壁中唯一活的组织，位于底膜之上，由单层细胞组成。
在成虫期，这一层细胞很薄而且退化；但在幼虫期，尤其是在新表皮形成时，皮细胞层特别发

达，细胞多呈柱形，细胞质也比较浓厚。皮细胞层的主要生理功能包括控制昆虫的脱皮作

用、分泌表皮层形成虫体的外骨骼，在脱皮过程中分泌蜕皮液，消化和吸收旧的内表皮并合

成新表皮物质，修补伤口等。皮细胞中常有一些细胞特化成刚毛、鳞片和各种形状的感觉器

及各种特殊的腺体。

（３）表皮层　表皮层是昆虫体壁的最外一层，结构比较复杂，而且各种昆虫的表皮分层
情况也不完全相同，自内向外一般可分为内表皮、外表皮和上表皮３层。

内表皮是表皮中最厚的一层，在皮细胞层之上，由许多重叠的薄片形成，一般柔软无色，

主要成分是几丁质和蛋白质，具有一定的亲水能力。

外表皮由内表皮转化而来，主要成分也是几丁质和蛋白质，但其蛋白质已被多元酚氧化

酶鞣化为骨蛋白而失去亲水性。外表皮质地坚硬而颜色较深，许多甲虫的体壁坚硬如盔甲，

就是由于外表皮特别发达的缘故。软体昆虫及昆虫幼虫期或节间膜处的外表皮不发达。

上表皮是表皮最外的一层，也是最薄的一层，一般 １μｍ左右，但它的构造和性质很复
杂，是最重要的通透性屏障。上表皮中没有几丁质，主要成分是脂类和蛋白质。上表皮一般

可分为３层，从内向外依次为角质精层、蜡层和护蜡层。有些昆虫则在角质精层和蜡层之间
还有一层多元酚层。

２体壁的衍生物　昆虫体壁的衍生物是指由皮细胞和表皮特化而成的体壁附属物，共
有两大类，一类是发生在体壁外方的各种外长物，另一类是由于体壁内陷在体壁下方形成的

内骨骼和各种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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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体壁外长物　昆虫的体壁表面很少是光滑的，常常具有刻点、脊纹、棘和小疣以及
刚毛、毒毛、鳞片、刺和距等。按其构造特点可以分为非细胞性和细胞性两类。

非细胞性突起均由表皮向外突出形成，没有皮细胞的参与，如刻点、脊纹、小疣、小棘、微

毛等。

细胞性突起由皮细胞向外突出形成，又分为单细胞和多细胞两类。单细胞突起由一个

皮细胞特化而成，如刚毛、毒毛、感觉毛和鳞片等。多细胞突起是由体壁向外突出而形成的

中空刺状物，内壁含有１层皮细胞，这类突起分为 ２种，一种是基部固着在表皮上，不能活
动，称为刺（ｓｐｉｎｅ），如蝗虫、叶蝉后足胫节上着生的刺；另一种是突起的基部以膜质与体壁
相连，能够活动，称为距（ｓｐｕｒ），常着生在昆虫胫节的顶端，如飞虱后足胫节末端着生的距。

（２）体壁内陷物　为了增加体壁的强度和肌肉的着生面积，体壁常内陷形成各种内脊、
内突和内骨。一般陷入较浅的称内脊，陷入较深的称内突；陷入更深而且形成一定骨架的称

内骨。表面所留的陷门通常称为缝或沟。

（３）皮细胞腺　所有的皮细胞都具有分泌功能，如底膜和表皮层就是由皮细胞分泌形
成的。有一些皮细胞则特化成各种特殊的腺体，这些腺体有的仍与皮细胞层相连，有的则完

全脱离皮细胞层而陷入体腔内。腺体的种类很多，按其结构可分为单细胞腺和多细胞腺；按

其功能可分为唾腺、丝腺、蜡腺、胶腺、臭腺、毒腺、交哺腺、防御腺、蜕皮腺和性引诱腺等。

３体壁的色彩　昆虫的体壁除少数种类无色透明外，一般都具有颜色，有时各种颜色
互相配合，构成各种不同的花纹，这是外界的光波与昆虫体壁相互作用的结果。根据体色的

性质可分为色素色、结构色和混合色３种。
色素色（ｐｉｇ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ｏｌｏｒ）又称化学色，是存在于体壁中或皮下组织内的某种色素所产生

的颜色。这种色素大部分是新陈代谢的副产物，往往受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根据色素存在的位置又可分为表皮色、真皮色和皮下色。

结构色（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ｏｌｏｒ）又称物理色，是由体表的特殊结构对光的反射或干涉而产生的
色彩，一般具有金属闪光，因为这类色彩是物理作用的结果，所以不会因煮沸或化学药品的

处理而消失，如一些甲虫和鳞翅目成虫翅上常有的闪光色泽。

混合色（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ｏｒ），是综合上述２种色泽而成，昆虫的体色大都属于此类，例如
蝶类的翅，既有色素色，又有能产生色彩的脊纹。蓝的结构色与黄的色素色结合，可以形成

光亮的绿色，紫的结构色与红的色素色可形成洋红色，金属色则是由黑色素作为吸收体而与

结构色混合而形成的。

昆虫的体色常受外界环境因子的影响而改变，例如在高温下体色浅而发亮，低温下则体

色深而暗；潮湿能使昆虫的体色变深，干燥则使体色变浅。光线对昆虫的变色也起重要作

用，例如菜粉蝶在绿叶上化的蛹呈绿色，在灰色物体上化的蛹则呈灰色；较短的光波使蝗虫

体呈灰色，较长的光波则使蝗虫变为暗褐色；竹节虫的体色白天鲜明，晚上变暗。

４体壁与化学防治的关系　由于体壁的特殊构造和理化性能，使它对虫体具有良好的
保护作用，尤其是体壁上的刚毛、鳞片、蜡粉等被覆物和上表皮的蜡层及护蜡层，对杀虫剂的

浸入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在应用药剂防治害虫时，应考虑到体壁这个因素。

不同种类的昆虫以及不同的发育期，其体壁的厚薄、软硬和被覆物多少也不一致，例如

甲虫的体壁比较坚硬；鳞翅目幼虫的体壁比较柔软；粉虱、蚜虫和介壳虫体壁常被蜡粉；灯蛾

和毒蛾幼虫体壁上有很多长毛等。凡是体壁厚、蜡质多和体毛较密的种类，药剂不容易通

过。同种昆虫幼龄期比老龄期体壁薄，尤其在刚蜕皮时，由于外表皮尚未形成，药剂就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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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透入体内。昆虫体躯不同部位体壁的厚度也不一样，一般节间膜、侧膜和足的跗节处体

壁较薄，而感觉器则是最薄弱的地方，且感觉器下面直接与神经相连，触杀剂很容易透入感

觉器使昆虫中毒。此外，表皮上的孔道也是药剂浸入的主要门户。

三、昆虫的内部器官与功能

昆虫内部器官按其功能主要分为消化、排泄、呼吸、循环、生殖、神经和激素调控系统。

（一）昆虫的消化系统

昆虫的消化系统（ａｌｉｍｅｎｔｒａｙｓｙｓｔｅｍ）由消化管和消化腺组成，其功能是消化食物和吸收
营养。不同昆虫取食消化的方式不同，因而消化管也有较大差异。一般取食固体食物的咀

嚼式口器昆虫，消化管比较粗短；以液体为食的刺吸式口器昆虫，消化管比较细长，而且口腔

和咽喉部分往往形成有力的抽吸汁液结构。

昆虫消化食物主要依赖消化液中各种消化酶的作用，将糖、脂肪、蛋白质等水解为适当

的分子形式后，才能被肠壁吸收。这种分解消化作用，必须在稳定的酸碱度下才能进行；不

同昆虫中肠的酸碱度有较大差异，如蝶蛾类幼虫多在 ｐＨ８５～９９之间，蝗虫为 ｐＨ５８～
６９，甲虫为 ｐＨ６０～６５，蜜蜂为 ｐＨ５６～６３。同时昆虫肠液还有很强的缓冲作用，不因
食物中的酸或碱而改变肠液中的酸碱度。肠道中的 ｐＨ影响胃毒剂在肠内的溶解和吸收，直
接关系到这些胃毒剂对不同昆虫的杀虫效果。

（二）昆虫的排泄系统

昆虫的排泄系统（ｅｘｃｒｅ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主要是马氏管。马氏管（Ｍａｌｐｉｇｈｉａｎｔｕｂｅ）是一些浸浴
在血液里的细长盲管，开口在消化管中肠与后肠交界处，与肠管相通，其功用相当于高等动

物的肾，能从血液中吸收新陈代谢排出的各种含氮废物，如尿酸、尿囊酸、尿素等。马氏管的

形状和数目随昆虫种类不同而不同，少的只有 ２条，如介壳虫等，多的有 １５０条以上，如蜜
蜂、飞蝗等。

（三）昆虫的呼吸系统

昆虫的呼吸系统（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由许多富有弹性和一定排列方式的气管（ｔｒａｃｈｅａ）
组成，由气门开口于身体两侧。气管的主干纵贯体内两侧，主干间有横向气管相连接。主干

再分支，愈分愈细，最后分成微气管，分布到各组织的细胞间，能把氧气直接送到身体的各部

分。气门（ｓｐｉｒａｃｌｅ）是体壁内陷而成的开口，一般多为１０对，即中、后胸各１对，腹部１～８节
各１对，但由于昆虫生活环境不同，气门数目和位置常常发生变化。昆虫的呼吸作用主要是
靠空气的扩散和虫体呼吸运动的通风作用，使空气由气门进入气管、支气管和微气管，最后

到达各组织。当空气中含有有毒物质时，毒物也就随着空气进入虫体，使其中毒致死，这就

是熏蒸杀虫的基本原理。当温度高或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较高时，昆虫的气门开放时间长，

施用熏蒸剂的杀虫效果也好。另外，气门属疏水性，故矿物油易进入，通过堵塞窒息可起到

杀虫作用。

（四）昆虫的循环系统

昆虫的循环系统（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属开放式循环系统，即血液不是封闭在血管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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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充满在整个体腔内，内部器官则浸浴在血液中。循环器官的主体是背血管，位于身体背面

的下方，前端开口，后端封闭。背血管前段伸入头部，称大动脉，后段由一连串的心室组成，

称为心脏。心脏伸至腹部，心室又有心门与体腔相通，血液通过心门进入心脏，由于心脏的

收缩，使血液向前流动，由大动脉的开口喷出，流入头部及体腔内部。由于昆虫的血液中没

有血红素，所以不能担负携带氧气的任务，氧气的供应和二氧化碳的排除则主要由呼吸系统

进行。

（五）昆虫的神经系统

昆虫通过身体表面的不同感觉器官，感受外界的各种刺激，经过神经系统（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
ｔｅｍ）的协调，支配各器官作出适当的反应，进行取食、交配、趋性、迁移等各种生命活动。昆
虫的神经系统由中枢神经系统、交感神经系统和周缘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

咽喉下神经节和纵贯于腹血窦中的腹神经索，交感神经系统主要指额神经和与其相连接的

神经索，周缘神经分布在感觉器和肌肉、腺体等效应器上，其功能是把外来刺激所产生的冲

动传至中枢神经系统，再把中枢神经系统的指令信号传递给效应器。

昆虫靠许多感觉器来接受各种刺激，如在体表附肢上的感触器，分布在口器上的味觉

器，分布在触角上的嗅觉器，在腹侧、胫节或触角等位置的鼓膜听器和单眼、复眼等视觉器。

由感觉器接受到的刺激，通过周缘神经系统传入中枢神经系统，经信息加工后发出相应的行

为指令。了解神经系统有助于对害虫进行防治，如目前使用的有机磷杀虫剂属于神经毒剂，

它的杀虫机理就是破坏乙酰胆碱酯酶的分解作用，当昆虫受刺激时，在神经末梢突触处产生

的乙酰胆碱不能分解，使神经传导一直处于过度兴奋和紊乱状态，最终导致昆虫麻痹衰竭而

死。此外，还可利用害虫神经系统引起的习性反应，如假死性、迁移性、趋光性、趋化性等，进

行害虫防治。

（六）昆虫的生殖系统

昆虫的雌性生殖系统（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由１对卵巢和与其相连的输卵管、受精囊、生
殖腔和附腺组成。雄性生殖系统由 １对睾丸和与其相连的输精管、贮精囊、射精管、阳茎和
生殖附腺所组成。昆虫性成熟后，雌雄经过交配，雄虫的精子从卵的受精孔进入卵内，这个

过程称为受精。一般受精卵能孵化为幼虫，未受精卵则不能孵化。因此，利用射线照射、化

学药剂处理等不育技术也是防治害虫的一个途径。此外，利用遗传工程培育一些杂交不育

后代，或生理上有缺陷的品系，释放到田间，使其与正常的防治对象杂交，也可造成害虫自然

种群的灭亡。

（七）昆虫的激素调控系统

昆虫激素是虫体内腺体分泌的一种微量化学物质，它对昆虫的生长发育和行为活动起

着重要的支配作用。激素可分为内激素（ｈｏｒｍｏｎｅ）和外激素（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两类，其作用范围
也不相同。内激素分泌于体内，包括脑神经细胞分泌的脑激素、前胸腺分泌的蜕皮激素和咽

侧体分泌的保幼激素３类。脑激素可以激活前胸腺分泌蜕皮激素，促使昆虫脱皮；又可以激
活咽侧体分泌保幼激素，使虫体保持幼龄状态。昆虫生长发育和变态的调节和控制就是通

过激素间的协调作用进行的。

外激素分泌物排于体外，在种内个体间起着传递信息的作用，故又称信息激素。外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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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很多，有性外激素、示踪外激素、警戒外激素和群集外激素等。性外激素是昆虫在性成

熟后分泌的激素，用于引诱同种异性个体前来交配。

利用激素的作用机制可以开发杀虫剂防治害虫，如保幼激素及其类似物、性外激素等。

第二节　昆虫的生物学特性

昆虫种类繁多，在进化过程中，由于长期适应其生活环境，逐渐形成了各自相对稳定的

生长发育特点、繁殖方式和行为习性，即种性。掌握昆虫的这些生物学特性，不仅是研究昆

虫分类和进化的基础，而且对于害虫的防治和益虫的利用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昆虫的生殖方式

昆虫的生殖方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以下几个类型：

（一）两性生殖

两性生殖（ｓｅｘｕ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是昆虫繁殖后代最普遍的方式。绝大多数昆虫为雌雄异
体，两性交配后，精子与卵子结合，雌性产下受精卵，每粒卵发育成 １个子代个体，这样的生
殖方式，称为两性生殖。

（二）孤雌生殖

卵不经过受精而发育成新个体的生殖方式称为孤雌生殖（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又称单性生
殖。通常有３种情况：有些昆虫没有雄虫或雄虫极少，完全或基本上以孤雌生殖进行繁殖，
称为经常性孤雌生殖，常见于一些蓟马、介壳虫、粉虱等昆虫中；另一些昆虫则两性生殖和孤

雌生殖交替，进行１次或多次孤雌生殖后，再进行 １次两性生殖，称为周期性孤雌生殖或异
态交替（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ｙ），如许多蚜虫从春季到秋季，连续 １０多代都是孤雌生殖，一般不产生性
蚜，而当冬季来临前才产生性蚜，雌雄交配后产下受精卵越冬；在正常进行两性生殖的昆虫

中，偶尔也出现未受精卵发育成新个体的现象，称为偶发性孤雌生殖，如家蚕、飞蝗等。蜜蜂

雌雄交配后，产下的卵并不是全部受精，因为卵在通过阴道时，部分卵不能从贮精囊中获得

精子，凡受精卵皆发育为雌蜂，未受精卵孵出的皆为雄蜂。

（三）卵胎生和幼体生殖

卵胎生（ｏｖｏｖｉｖｉｐａｒｉｔｙ）是指卵在母体内成熟后，并不排出体外，而是停留在母体内进行胚
胎发育，直到孵化后直接产下幼虫，如蚜虫的孤雌生殖，卵胎生对卵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另外，有些昆虫母体尚未达到成虫阶段，还处于幼虫时期就能进行生殖，称为幼体生殖

（ｐａｅｄｏｇｅｎｅｓｉｓ），如一些瘿蚊等。凡进行幼体生殖的，产下的不是卵，而是幼虫，因此，可以把
幼体生殖看成是一种胎生形式。

（四）多胚生殖

多胚生殖（ｐｏｌｙｅｍｂｒｙｏｎｙ）是指１个卵发育成２个或更多的胚胎，每个胚胎发育成 １个正
常新个体的生殖方式。常见于一些寄生蜂，如小蜂科、小茧蜂科、姬蜂科等的一些种类，最多

的１个卵可孵出３０００头幼虫。多胚生殖是对活体寄生的适应，可以充分利用寄主繁殖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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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后代个体。

二、昆虫的变态发育

昆虫的个体发育过程，可划分为胚胎发育和胚后发育 ２个阶段。胚胎发育（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是指卵内合子开始卵裂到发育成为幼虫或若虫的发育阶段，又称卵内发育。胚
后发育（ｐｏｓｔ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是从卵孵化后开始至成虫性成熟的整个发育期。

（一）昆虫的变态及其类型

昆虫在胚后发育过程中，从幼期转变为成虫过程中形态发生变化的现象，称为变态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ｉｓ）。昆虫种类繁多，变态多样，通常可归纳为增节变态、表变态、原变态、不完
全变态和完全变态５个基本类型，常见的有不完全变态和完全变态。

１不完全变态　昆虫的一生只经过卵、幼虫和成虫３个阶段，没有蛹期。其中一类幼虫
和成虫在形态、食性等方面相似，亦称渐变态，其幼虫称为若虫（ｎｙｍｐｈ），如蝗虫、盲蝽等；另
一类幼虫和成虫的形态和习性有所差别，如蜻蜓等，这类变态的幼虫多为寡足型，有翅芽和

复眼，成虫期不再蜕皮。

２完全变态　昆虫一生经过卵、幼虫、蛹和成虫 ４个阶段。幼虫和成虫在外部形态、内
部器官、生活习性等方面有显著差别，如在形态方面，幼虫往往具有成虫期没有的临时性器

官，同时隐藏有成虫期的复眼和翅芽，经过蛹期的剧烈改造，才变为成虫。

（二）昆虫的个体发育阶段

图 ３－１７　昆虫卵的基本构造
１精孔；２卵壳；３细胞核；４卵黄膜；

５原生质；６周质；７卵黄

完全变态的昆虫个体发育过程包括卵期、幼虫期、

蛹期和成虫期４个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形态特征和
发育特点。

１卵期　卵自产下后到孵出幼虫或若虫所经历的
时间称卵期。这是昆虫胚胎发育的时期，也是个体发育

的第１阶段。通常把卵作为昆虫生命活动的开始。卵
期的长短因昆虫种类、季节或环境不同而异，短的只有

１～２天，长的可达数月之久。
昆虫的卵（ｏｖｕｍ，ｅｇｇ）可看成是 １个大型细胞（图

３－１７），最外面包着 １层坚硬的卵壳，表面常有特殊的
刻纹。卵壳下为１层薄膜，称卵黄膜，里面包着原生质、
卵黄和细胞核。卵的顶端有 １个或几个小孔，称卵孔，
是受精时精子通过的地方，故又称精孔。

昆虫的卵一般较小，最小的直径仅有 ００２ｍｍ，最长的有 ７ｍｍ。卵的形状因种类而异
（图３－１８），一般为卵圆形（如豆芫菁）或肾形（如东亚飞蝗），但也有半球形（棉铃虫）、圆球
形（甘薯天蛾）、桶形（稻绿蝽）等。

在卵内完成胚胎发育后，幼虫破壳而出的过程，称为孵化（ｈａｔｃｈｉｎｇ）。一批卵或卵块从
开始孵化到全部孵化结束，称为孵化期。幼虫孵化时用上颚或特殊的破卵器突破卵壳，有些

种类的幼虫孵化后还有取食卵壳的习性。对农业害虫来说，卵孵化为幼虫后就进入为害期，

所以，消灭卵是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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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８　昆虫卵的形状
Ａ草蛉；Ｂ蜉蝣；Ｃ头虱；Ｄ瘿蚊；Ｅ飞蝗；Ｆ玉米螟；

Ｇ米象；Ｈ天幕毛虫；Ｉ螳螂；Ｊ菜蝽；Ｋ灰飞虱；Ｌ蜚蠊

２幼虫期　昆虫幼虫（ｌａｒｖａ）或若虫从卵内孵出，发育到蛹（完全变态昆虫）或成虫（不
完全变态昆虫）之前的整个发育阶段，称为幼虫期或若虫期。幼虫或若虫期一般为 １５～２０
天，长的可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北美一种蝉的若虫在土中生活长达 １７年之久。幼虫期的显
著特征是大量取食，迅速生长，增大体积，积累营养，完成胚后发育。

初孵幼虫，随着虫体的增长，经过一定时间，要重新形成新表皮，并将旧表皮脱去，这种

　图 ３－１９　昆虫幼虫的类型
　Ａ－Ｃ多足型；Ｄ寡足型；Ｅ无足型

现象称为蜕皮（ｍｏｕｌｔｉｎｇ），脱下来的皮称蜕。每
蜕皮 １次，幼虫体重和体积显著增大，食量增
加，抗逆力也增加。

从卵孵化到第１次蜕皮前的幼虫或若虫称
为１龄幼虫或若虫，以后每蜕皮 １次，幼虫增加
１龄。两次蜕皮之间所经历的时间称为龄期
（ｓｔａｄｉｕｍ）。

完全变态昆虫种类多，幼虫形态差异显著，

根据其胚胎发育的程度和胚后发育的适应与变

化，可将其分为原足型（ｐｒｏｔｏｐｏｄ）、多足型（ｐｏｌ
ｙｐｏｄ）、寡足型（ｏｌｉｇｏｐｏｄ）和无足型（ａｐｏｄｏｕｓ）
４种类型，最常见的是后３种类型（图３－１９）。

３蛹期　是指一些昆虫从幼虫转变为成
虫的过渡时期。末龄幼虫（常称为老熟幼虫）

蜕最后１次皮变为蛹（ｐｕｐａ）的过程，称为化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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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ｐａｔｉｏｎ）。从化蛹至羽化出成虫所经历的时间为蛹期。昆虫蛹期一般７～１４天，但越冬蛹
可长达数月之久。

图 ３－２０　昆虫蛹的类型
Ａ被蛹；Ｂ离蛹；Ｃ围蛹；Ｄ围蛹的透视

根据蛹的翅、触角、足等附肢是否紧贴于蛹体和

能否活动等特征，可将蛹分为离蛹（ｅｘａｒａｔｅｐｕｐａ，又称
裸蛹）、被蛹（ｏｂｔｅｃｔｐｕｐａ）和围蛹（ｃｏａｒｃｔａｔｅｐｕｐａ）３类
（图３－２０）。由于蛹是不活动的虫期，一般缺乏逃避
敌害的能力，内部又进行着剧烈的旧组织解离和新组

织发生过程，易受不良环境的影响，是我们在防治中

可利用的环节。

４成虫期　是指成虫从出现到死亡所经历的时
间。成虫期是昆虫生命的最后阶段，成虫的主要任务

是交配、产卵以繁衍其种群，所以，成虫期也是昆虫的

生殖时期。由于成虫期形态已经固定，种的特征已经显示，因而成虫形态是昆虫分类的主要

依据。

成虫从它的前一个虫态蜕皮而出的过程，称为羽化（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羽化即完全变态类成
虫蜕去蛹皮，或不完全变态类若虫最后 １次蜕皮的过程。初羽化的成虫，身体柔软而色浅，
翅短而厚。不久成虫通过吸入空气，并借助肌肉收缩使血液流入翅内，靠血液的压力使翅伸

展，待翅和体壁硬化后便能飞翔。

有些昆虫羽化时，生殖腺已发育成熟，不取食便可交配产卵，它们产卵后不久即死去。

但也有很多昆虫羽化后，其生殖腺尚未成熟，还需要取食以获得卵巢发育所需的营养，这种

取食称为补充营养（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有些具有补充营养习性的农业害虫，在成虫期
因取食造成的危害很大，如猿叶虫、黄条跳甲等；也有一些昆虫在成虫期虽然取食，但主要取

食花蜜，对植物无直接危害，如菜粉蝶、小地老虎、棉铃虫等。具有补充营养习性的昆虫，成

虫的营养状况直接影响生殖力的大小，如以花蜜为食的成虫在蜜源植物丰富的地区或年份，

产卵量会显著增加。了解成虫的补充营养特性，可用于虫情调查，进行预测预报，还可以在

其喜食的植物上喷洒药剂或设置诱集器进行诱杀。

成虫性成熟后便开始交配产卵。昆虫的产卵量随种类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有的１
头雌虫只能产１粒卵，如苹果绵蚜、葡萄根瘤蚜等；黏虫可产卵几百粒，多至１８００余粒；甘蓝
夜蛾可产卵２５００余粒。昆虫对产卵场所也有一定的选择性，一般选择对幼虫取食有利的地
方，如寄生蜂或寄生蝇把卵产在寄主的体表或体内；捕食性昆虫把卵产在离捕食对象较近的

地方；植食性昆虫则按其习性分别把卵产在植物的叶片、花、果、茎、根或接近植物的土中。

三、昆虫的世代

昆虫的卵或若虫，从离开母体发育到成虫性成熟并能产生后代为止的个体发育史，称为

一个世代（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简称 １代或 １化。完成一个世代所需要的时间，称为世代历期。因
此，一个世代通常包括卵、幼虫、蛹及成虫等虫态，习惯上以卵或幼体离开母体为世代的

起点。

昆虫１年发生的代数多受种的遗传特性所决定。１年发生 １代的昆虫，称为一化性
（ｕｎｉｖｏｌｔｉｎｅ）昆虫，如大地老虎、大豆食心虫、天幕毛虫、梨茎蜂、舞毒蛾等。１年发生 ２代及
其以上者，称为多化性（ｐｏｌｙｖｏｌｔｉｎｅ）昆虫，如东亚飞蝗、二化螟 １年发生 ２代，棉蚜 １年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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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１０～３０代。
多化性昆虫一年发生代数的多少，还与环境因素，特别是温度有关，所以同种昆虫在不

同地区１年发生的代数也有不同。如亚洲玉米螟在黑龙江一年发生 １代，在山东一年发
生２～３代，在江西一年发生４代，在广东一年发生 ５～６代；菜缢管蚜在东北一年发生 １０～
２０代，在华北一年发生３１代，在华中一年发生３４代；黏虫在我国不同地区可发生２～８代。

多化性昆虫常由于成虫产卵期长，或越冬虫态出蛰期不集中，而造成前一世代与后一世

代同一虫态同时出现的现象，称为世代重叠。也有一些昆虫出现局部世代的现象，如棉铃虫

在山东、河北、河南一年发生４代，以蛹越冬，但有少部分第 ４代蛹当年羽化为成虫，并产卵
发育为幼虫，因气温较低而死亡，形成不完整的第 ５代。多化性昆虫越冬的一代，特称为越
冬代，如亚洲玉米螟在河南、山东一年发生３代，以第３代老熟幼虫越冬，常称其为越冬代幼
虫，其蛹和成虫分别称为越冬代蛹和越冬代成虫。

四、昆虫的生活史

昆虫的生活史又称生活周期，通常是指一年中昆虫个体发育的全过程，也称为年生活史或

生活年史（ｌｉｆｅｈｉｓｔｏｒｙ）。农业上习惯将昆虫年生活史定义为从越冬虫态越冬后复苏开始，到翌
年越冬复苏前的全过程。研究害虫的年生活史，目的在于摸清害虫在一年内的发生规律、活动

和危害情况，针对害虫生活史中的薄弱环节，确定有利防治时机，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昆虫的年生活史，可以用文字来记载，也可以用各种图解的方式绘成生活史图或发生

历，如将害虫的发生危害期与寄主植物的生育期结合绘制成图，更可一目了然（图３－２１）。

图 ３－２１　粟灰螟的生活史图解
ａ谷子幼苗期；ｂ谷子穗期；ｃ越冬期

·卵； ～幼虫；θ蛹；↑成虫

五、昆虫的生物学习性

（一）休眠

昆虫在其年生活史的某一阶段，由于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常引起生长发育停止，不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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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环境条件一旦转变为适宜条件，则生长发育迅速恢复正常状态，这种现象称为休眠（ｄｏｒ
ｍａｎｃｙ）。因此，休眠是昆虫在个体发育过程中对不良环境条件的一种暂时的适应。在温带
及寒带地区，每年冬季严寒来临之前，随着气温下降，食物减少，各种昆虫都寻找适宜场所进

行休眠，称为休眠越冬或冬眠。在干旱或热带地区，或在干旱高温季节，有些昆虫也会暂时

停止活动，进入休眠状态，称为休眠越夏或夏眠。

具有休眠特性的害虫较多，如小地老虎、黏虫、斜纹夜蛾、甜菜夜蛾、稻纵卷叶螟、东亚飞

蝗等都有冬眠的习性，它们在休眠越冬期间，抗寒力的大小，死亡率的高低，因越冬场所和越

冬虫态或虫龄的不同而异。

（二）滞育

某些昆虫在一定的季节、一定的发育阶段，不论环境条件适宜与否，而出现生长发育停

止，不食不动的现象，称为滞育（ｄｉａｐａｕｓｅ）。从滞育开始到终止的时间，称为滞育期。滞育是
昆虫在系统发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比较稳定的遗传特性。

滞育的诱导因素有多种，其中一年中光周期的变化，是诱导滞育的主要因素。自然界的

光周期变化有２个方向，冬至到夏至日照由短到长，夏至到冬至则由长到短，滞育昆虫通过
感受光周期变化来决定开始滞育的时间。感受光周期信号的虫期叫感受虫期，一般在滞育

虫期之前，如玉米螟感受虫期为 ３～４龄幼虫，而滞育虫期为 ５龄幼虫。引起昆虫种群中
５０％个体进入滞育的光周期界限称为临界光周期（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ｏｔｏｐｅｒｉｏｄ）。为适应自然界的光
周期变化，昆虫有２种滞育类型，一是短日照滞育型，即在短于临界光周期的条件下产生滞
育，以滞育虫态越冬，如玉米螟、棉铃虫、二化螟等；二是长日照滞育型，即在长于临界光周期

的条件下产生滞育，以滞育虫态越夏，如大地老虎、麦红吸浆虫等。少数昆虫属于中间型，即

光照时间过短或过长均可引起滞育，如桃蛀果蛾等。此外，温度、湿度、食料等生态因子对滞

育也有影响，例如对短日照滞育型的昆虫，高温能抑制其滞育。

（三）假死性

一些昆虫受到某种刺激或震动时，身体蜷曲，停止不动，或从停留处跌落下来呈假死

状态，稍停片刻即恢复正常的现象，称为假死性。这是昆虫逃避敌害的一种自卫适应反

应，有的昆虫成虫具有假死性，如猿叶虫、金龟子、象鼻虫等；有的幼虫具有假死性，如小地

老虎、斜纹夜蛾等。人们可以利用这种假死性，采集昆虫标本，设计震落捕虫机具进行器

械防治。

（四）趋性

趋性（ｔａｘｉｓ）是指昆虫对外界刺激所产生的趋向或背向行为活动，其中趋向活动又称正
趋性，背向活动称为负趋性。昆虫的趋性是较高级的神经活动，但仍属于非条件反射。能引

起昆虫表现趋性的刺激物较多，常见的有光、化学物质、温度、湿度等，因此，趋性又分为趋光

性、趋化性、趋温性、趋湿性等。趋光性是昆虫对光的刺激产生的趋向或背向活动，趋向光源

的反应称为正趋光性，背向光源的反应称为负趋光性；不同种类甚至不同性别和虫态的昆虫

趋光性不同，多数夜间活动的昆虫对灯光，特别是黑光灯趋性较强。趋化性是昆虫对一些化

学物质的刺激所表现出的反应，其正、负趋化性通常与觅食、求偶、躲避敌害和寻找产卵场所

等有关。趋温性、趋湿性是昆虫对温度或湿度刺激所表现出的定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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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虫防治中常利用害虫的趋光性和趋化性，如灯光诱杀是以正趋光性为依据的；食饵诱

杀是以正趋化性为依据的，忌避剂是以负趋化性为依据的。

（五）多型现象

有些昆虫除成虫期有性二型现象外，同一性别还分化成不同的形态，具有不同的生活习

性，这种现象称为多型现象（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如蚜虫在食料充足时，产生无翅胎生雌蚜，继续
繁殖，食料不足或居住空间拥挤时，则产生有翅胎生雌蚜，迁飞到其他地方；飞虱的雌、雄成

虫也各有短翅和长翅型之分。了解害虫多型现象的产生原因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可以为害

虫数量预测提供重要依据。

（六）食性

昆虫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取食大量的有机物质，以获得生命活动所需的营

养。但昆虫种类繁多，由于自然选择的结果，每种昆虫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取食范围，这种对

食物的选择性称为食性（ｆｅｅｄｉｎｇｈａｂｉｔ）。通常按照取食的食物类别把食性分为植食性、肉食
性、腐食性和杂食性４类。

以活体植物为食的昆虫称为植食性昆虫（ｐｈｙｔｏｐｈａｇｏｕｓｉｎｓｅｃｔｓ），这些昆虫多数是经济植
物的害虫。按取食范围的广狭可进一步分为单食性、寡食性和多食性 ３种。单食性昆虫只
取食一种植物，如三化螟只取食水稻，豌豆象只取食豌豆；寡食性昆虫一般只取食一个科或

近缘几个科的若干种植物，如菜粉蝶只危害十字花科植物和与其近缘的植物；多食性昆虫能

取食不同科的许多植物，如玉米螟和棉铃虫可取食多科多属多种植物。

以小动物或其他昆虫活体为食的昆虫称为肉食性昆虫（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ｏｕｓｉｎｓｅｃｔｓ），它们多为
益虫。按其取食和生活方式又分为捕食性和寄生性 ２种。捕食性昆虫是靠捕食其他昆虫
或小动物为食的一类昆虫，一般身体大于捕食对象，如螳螂、瓢虫、步甲、草蛉、食蚜蝇等。

寄生性昆虫是寄生在其他昆虫或动物体内外取得营养物质的一类昆虫，如寄生蜂类、寄生

蝇类等。

以动物尸体、粪便或腐败植物为食的昆虫称为腐食性昆虫（ｓａｐｒｏｐｈａｇｏｕｓｉｎｓｅｃｔｓ），在生
态循环中有重要作用。如埋葬虫、果蝇等。

既取食植物性食料又取食动物性食料的昆虫称为杂食性昆虫（ｏｍｎｉｖｏｒｏｕｓｉｎｓｅｃｔｓ）。如
蟋蟀、蚂蚁、蜚蠊等。

（七）群集性

同种昆虫的个体大量聚集在一起生活的习性，称为群集性（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各种昆虫群
集的方式不同，可分为临时性群集和永久性群集。临时性群集是指昆虫仅在某一虫态或

一段时间内群聚生活在一起，以后就散开，如很多昆虫的低龄幼虫群集生活，高龄后分散

生活；多数瓢虫越冬时聚集在石块缝中、建筑物的隐蔽处或落叶层下，到春天就分散活动。

永久性群集往往出现在昆虫个体的整个生育期，一旦形成群集后则很久不会分散，趋向于

群居生活，如飞蝗有群居型和散居型之分，如果发生密度较大，卵孵化出蝗蝻（若虫）后，

蝗蝻可集聚成群，集体行动或迁移，变为成虫后仍不分散，成群远距离迁飞为害。但是，这

种群居性也是相对的，如果经过防治，留下少数个体，它们不能经常从其他个体得到习惯

的刺激，就失去群居的习性而变为散居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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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迁移性

迁移是指某种昆虫成群地从一个发生地转移到另一个发生地的现象，由于这种转移要

靠飞翔来完成，所以又称为迁飞（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不少农业害虫具有远距离迁飞的习性，这是物
种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适应环境形成的遗传特性。如东亚飞蝗、黏虫、小地老虎、稻纵卷叶螟、

稻褐飞虱、草地螟、白背飞虱等都属远距离迁飞性害虫，这些昆虫成虫开始迁飞时，雌虫的卵

巢还没有发育，大多数没有交尾产卵，通过迁飞到降落地后才性成熟。

许多昆虫有近距离迁移的习性，又称扩散（ｄｉｓｐｅｒｓｅ）。如一些瓢虫、叶甲和蝽象等，可作
季节性的迁移，在秋末从田间大批迁至灌木林、谷地、草丛等越冬场所越冬，次年春季又迁回

田间；甘蓝夜蛾幼虫有成群向邻田迁移取食的习性。了解害虫的迁移特性，查明它们的来龙

去脉及扩散、转移的时期，对害虫的测报与防治均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节　植食昆虫及其危害

一、昆虫的主要类群

昆虫分类学家通常把昆虫分为２个亚纲３４个目，无翅亚纲包括原尾目、弹尾目、双尾目
和缨尾目４个目；有翅亚纲进一步分为 ３个变态类，原变态类只有蜉蝣目 １个目；不完全变
态类包括蜻蜓目、蜚蠊目、螳螂目、等翅目、缺翅目、 翅目、竹节虫目、蛩蠊目、直翅目、纺足

目、重舌目、革翅目、同翅目、半翅目、啮虫目、食毛目、虱目和缨翅目 １８个目；完全变态类包
括鞘翅目、捻翅目、广翅目、脉翅目、蛇蛉目、长翅目、毛翅目、鳞翅目、双翅目、蚤目和膜翅目

１１个目。在这３４目昆虫中，有８个目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其中植食性的多为害虫，而捕食
性和寄生性的多为天敌。

（一）直翅目（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

直翅目包括许多常见的植物害虫，如蝗虫、蟋蟀、蝼蛄等。全世界已知有２３０００余种，中
国已知有７００余种。

１形态特征及习性　体中到大型；咀嚼式口器，复眼发达，触角多为丝状；前胸发达，多
数具翅，少数无翅；具翅者有单眼 ２～３个，无翅者无单眼；前翅狭长，为复翅；后翅膜质、宽
大，静止时似扇状折叠于前翅之下；后足发达为跳跃足，或前足为开掘足；腹部末端具尾须 １
对，雌虫腹部末端多具产卵器（图３－２２）。

不完全变态，若虫的形态、生活环境和取食习性与其成虫相似。１年发生 １代，少数 ２～
３代，多数以卵越冬。一般生活在地上部，亦有生活在土中的，如蝼蛄等。成虫多产卵在土
中，如蝗虫、蝼蛄、蟋蟀等；或产卵在植物组织内，如螽斯等。多数为植食性，少数肉食性。很

多种类是农业害虫。

２主要科及其形态特点
（１）蝗科（Ｌｏｃｕｓｔｉｄａｅ）　俗称蚂蚱或蚱蜢。一般大型；头圆形或圆柱形，颜面垂直或向

后倾斜，头部略缩入前胸内；触角显著比身体短，一般８～３０节，多数为丝状；前胸背板发达，
呈马鞍状；前翅狭长，后翅臀区大；足的跗节为 ３节；听器位于腹部第 １节的两侧；产卵器粗
短，呈凿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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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２２　直翅目主要科的代表
Ａ蝗科（东亚飞蝗）；Ｂ蟋蟀科（油葫芦）；Ｃ蝼蛄科（华北蝼蛄）

蝗科为典型的植食性昆虫，能取食不同科的植物，非常贪食；多数 １年 １代，卵通常
聚产于土中，若虫一般５龄。本科中重要农业害虫很多，包括东亚飞蝗（Ｌｏｃｕｓｔａ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ａ
ｍａｎｉｌｅｎｓｉｓ）、大 垫 尖 翅 蝗 （Ｅｐａｃｒｏｍｉｕｓｃｏｅｒｕｌｉｐｅｓ）、中 华 稻 蝗 （Ｏｘｙ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小 稻 蝗
（Ｏｉｎｔｒｉｃａｔａ）、黄胫小车蝗（Ｏｅｄａｌｅｕｓｉｎｆｅｒｎａｌｉｓ）、短星翅蝗（Ｃａｌｌｉｐｔａｍｕｓ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ｕｓ）、长额负蝗
（Ａｔｒａｃｔｏｍｏｒｐｈａｌａｔａ）等。

（２）蝼蛄科（Ｇｒｙｌｌｏｔａｌｐｉｄａｅ）　俗称拉拉蛄。触角显著比身体短；前足粗壮，为典型的开
掘足，后足腿节不甚发达，不能跳跃；前翅短，后翅长，伸出腹部末端，呈尾状；无听器；尾须

长，无外露的产卵器。

为主要地下害虫，喜欢栖息在温暖潮湿、腐殖质多的壤土或砂壤土内；生活史长，一般

１～３年完成 １代，以成虫或若虫在土壤深处越冬。主要农业害虫有华北蝼蛄（Ｇｒｙｌｌｏｔａｌｐａ
ｕｎｉｓｐｉｎａ）、东方蝼蛄（Ｇ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等。

（３）蟋蟀科（Ｇｒｙｌｌｉｄａｅ）　俗称蟋蟀。身体粗壮，色暗；头为下口式；触角比身体长，端部
尖细；听器２个，位于前足胫节的两侧，外侧的比内侧的大；足的跗节为 ３节；产卵器呈长
针状。

多数为穴居种类；也有的白天躲在砖石、枯草或其他隐蔽物下，夜间活动；少数在树上生

活。部分蟋蟀危害农作物，如中华蟋蟀（Ｇｒｙｌｌ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和油葫芦（Ｇｔｅｓｔａｃｅｕｓ）等。

（二）半翅目（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半翅目昆虫统称蝽象，简称蝽，俗称臭板虫。全世界已知有 ３００００余种，中国已知有
３０００余种。

１形态特征及习性　体小型至中型，略扁；刺吸式口器，下唇分节，称喙，其基部着生
在头部下前方；触角 ３～５节；复眼显著，单眼有或无；前胸背板甚大，中胸小盾片发达；跗
节一般为 ３节，多数具 ４翅，前翅为半鞘翅，后翅膜质；前翅基半部硬化部分往往还可分成
革片、爪片、缘片和楔片 ４部分；膜质部分亦称膜片，常具翅脉；静止时翅平放于身体背面，
末端部分交叉重叠，陆生种类身体腹面常有臭腺开口，能发出恶臭（图 ３－２３）。

不完全变态；卵单粒或成块，产于寄主体表、组织内或土中；若虫一般 ５龄，体色变化
较大。多数种类 １年发生 １代，以成虫越冬，少数种类 １年发生多代，以卵越冬。多为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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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２３　半翅目虫体的模式构造
Ａ整体背面观；Ｂ体前段腹面观；Ｃ后足端部

１喙；２上唇；３臭腺；４气门；５爪；６假爪垫；７单眼；８复眼；９前胸背板；

１０小盾片；１１前翅；１２领片；１３胝；１４爪区；１５革区；１６膜区；１７后翅；１８腹部

食性，以刺吸式口器刺吸植物的幼枝、嫩茎、嫩叶和果实；少数为捕食性，是多种害虫的天

敌（图 ３－２４）。

图 ３－２４　半翅目主要科的代表
Ａ蝽科（斑须蝽）；Ｂ网蝽科（梨冠网蝽）；

Ｃ缘蝽科（粟小缘蝽）；Ｄ盲蝽科（三点盲蝽）

２主要科及其形态特点
（１）蝽科（Ｐｅｎｔａｔｏｍｉｄａｅ）　体小至大型；头小，

三角形；触角 ５节，极少数 ４节；单眼 ２个，少数缺
失；喙４节；小盾片小，三角形，超过爪片的长度；前
翅分革片、爪片和膜片３部分，膜片上有多条纵脉，
均发自于基部一横脉上；足跗节３节。

大多数为植食性，刺吸危害蔬菜、水稻、大豆和

花生等农作物。如，云南菜蝽（Ｅｕｒｙｄｅｍａｐｕｌｃｈｒａ）
主要危害十字花科蔬菜；稻绿蝽（Ｎｅｚａｒａｖｉｒｉｄｕｌａ）和
斑须蝽（Ｄｏｌｙｃｏｒｉｓｂａｃｃａｒｕｍ）的寄主十分广泛，对水
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花生、烟草、蔬菜等多种

农作物以及苹果、梨等果树均可造成危害；少数种

类捕食鳞翅目、叶蜂、叶甲的幼虫。

（２）网蝽科（Ｔｉｎｇｉｄａｅ）　体小而扁，头顶、前
胸背板及前翅具网状花纹；触角 ４节，以第 ３节最
长；喙４节；无单眼；前胸背板常向上突出形成钟罩
状结构，向前遮盖头部，向后覆盖中胸小盾片，向两

侧扩展成侧背板；前翅质地均匀，不分成革质和膜

质２部分；跗节２节，无中垫。
植食性，多在叶片背面或幼嫩枝条上群集为害，排泄褐色污物，并在被害组织产卵；若虫

暗黑色，体侧有刺突，与成虫形态差别大。常见的梨冠网蝽（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ｔｉｓｎａｓｈｉ）主要危害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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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果树。

（３）缘蝽科（Ｃｏｒｅｉｄａｅ）　体中到大型，宽扁或狭长，两侧缘略平行，多为褐色或绿色；触
角４节，由头部侧上方伸出；喙４节，有单眼；前胸背板及足上常有叶状突起或尖角；中胸小
盾片小，短于前翅爪片；前翅分革片、爪片及膜片 ３部分，膜片上有多条分叉的纵脉，均出自
基部一横脉上；足较长，有些种类后足腿节粗大，跗节３节。

植食性，一些种类刺吸危害水稻、粟类、豆类等农作物。如粟小缘蝽（Ｌｉｏｒｈｙｓｓｕｓｈｙａｌｉｎｕｓ）
和大稻缘蝽（Ｌｅｐｔｏｃｏｒｉｓａａｃｕｔａ）除危害禾本科作物外，对豆类、蔬菜、烟草和仁果类果树也能
造成危害。

（４）盲蝽科（Ｍｉｒｉｄａｅ）　体小至中型；触角 ４节，第 ２节最长；喙 ４节，无单眼；前翅分革
片、爪片、楔片及膜片 ４部分，膜片基部常有 １～２个翅室；跗节 ３节或 ２节；产卵器发达，呈
镰刀状，产卵于植物组织。

以成虫越冬，多数为植食性，如绿盲蝽（Ｌｙｇｕｓｌｕｃｏｒｕｍ）、三点盲蝽（Ａｄｅｌｐｈｏｃｏｒｉｓｆａｃｉａｔｉｃｏｌ
ｌｉｓ）和苜蓿盲蝽（Ａｌｉｎｅｏｌａｔｕｓ），是棉花的主要害虫，在其他作物田也比较常见；少数种类为肉
食性，捕食飞虱、叶蝉的卵。

（三）同翅目（Ｈｏｍｏｐｔｅｒａ）

同翅目包括常见的蚜虫、粉虱、介壳虫、飞虱、叶蝉等。全世界已知有 ４５０００余种，中国
已知有３５００余种。目前，分类学家从系统进化的角度，已经将同翅目划归半翅目。

１特征及习性　多数为小型昆虫；刺吸式口器；具复眼，单眼有或无；体壁光滑无毛，翅
２对，静止时呈屋脊状，前翅质地相同，膜质或革质，不形成半鞘翅；亦有很多无翅的；少数种
类仅具前翅，后翅变成平衡棒；跗节１～３节（图３－２５～图３－２７）。

不完全变态；多数种类年发生代数较多；生殖方式多样，有两性生殖、孤雌生殖、有性与

无性交替生殖等。雌虫产卵部位因种类而异，蝉、叶蝉、飞虱等能用其产卵器切裂植物的枝、

叶，把卵产在植物组织中，造成产卵危害；蚜虫、蚧等只能将卵产在植物的表面。本目昆虫全

部为植食性，以刺吸口器刺吸植物汁液，其中有很多种类还能传播植物病毒，有些种类的排

泄物中因含有大量糖分，称为蜜露，可引起煤污病，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

图 ３－２５　同翅目主要科的代表（一）
Ａ蝉科（蚱蝉）；Ｂ叶蝉科（大青叶蝉）；Ｃ飞虱科（１灰飞虱短翅型；２长翅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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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２６　同翅目主要科的代表（二）
Ａ蚜科；Ｂ瘤蚜科；Ｃ粉虱科（柑橘粉虱）

１有翅雌蚜；２无翅雌蚜；３叶瘿型雌蚜；４根疣型雌蚜；５成虫；６蛹壳

图 ３－２７　同翅目主要科的代表（三）
Ａ盾蚧科（桑白盾蚧）；Ｂ蜡蚧科（朝鲜球坚蚧）；Ｃ硕蚧科（吹绵蚧）

１雄成虫；２雌成虫

２主要科及其形态特点
（１）蝉科（Ｃｉｃａｄｉｄａｅ）　体中至大型；复眼大，单眼３个，呈三角形排列于头部中央；触角

着生于复眼之间的前方；胸部宽阔，翅宽大，膜质；前足腿节膨大，下缘具刺，跗节 ３节；雄虫
腹部第１节腹面有发音器，雌虫具听器。

若虫生活在地下，取食植物根部的汁液。发育历期较长，一般需 ２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完
成一代。常见的蚱蝉（Ｃｒｙｐｔｏｔｙｍｐａｎａｐｕｓｔｕｌａｔａ）产卵危害多种林木和果树的枝条。

（２）叶蝉科（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ｉｄａｅ）　体小型，一般细长；触角甚短，刚毛状；单眼 ２个，位于头顶
边缘或头顶与额之间，少数无单眼；后足基节有１～２列短刺；产卵器锯齿状。

多食性，寄主一般较多，不同季节常危害不同植物。１年发生多代，多以卵或成虫越冬。
成虫行动活泼，能跳跃和飞翔，有趋光性，卵多产在叶脉或一定粗细的枝条上。常见的黑尾

叶蝉（Ｎｅｐｈｏｔｅｔｔｉｘｃｉｎｃｔｉｃｅｐｓ）、二点黑尾叶蝉（Ｎｉｍｐｉｃｔｉｃｅｐｓ）、白翅叶蝉（Ｅｍｐｏａｓｃａｓｕｂｒｕｆａ）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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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的主要害虫；大青叶蝉（Ｔｅｔｔｉｇｅｌｌａｖｉｒｉｄｉｓ）在北方作物田比较常见；桃一点斑叶蝉（Ｅｒｙｔｈ
ｒｏｎｅｕｒａｓｕｄｒａ）、葡萄斑叶蝉（Ｅａｐｉｃａｌｉｓ）分别对桃和葡萄危害很大。

（３）飞虱科（Ｄｅｌｐｈａｃｉｄａｅ）　体小型，善跳跃；后足胫节末端有一个大型可活动的距，是
本科最显著的鉴别特征；雌虫有发达的产卵瓣，产卵于植物组织内；多数种类有多型现象，分

长翅型和短翅型。

绝大多数危害禾本科植物，１年发生３～８代，以卵或成虫越冬；卵产在叶鞘或叶脉内，若
虫喜群集为害。如稻褐飞虱（Ｎｉｌａｐａｒｖａｔａｌｕｇｅｎｓ）、白背飞虱（Ｓｏｇａｔｅｌｌａｆｕｒｃｉｆｅｒａ）、灰飞虱（Ｌａｏ
ｄｅｌｐｈａｘｓｔｒｉａｔｅｌｌａ）等是主要的水稻害虫，在其他禾本科作物田中也比较常见。

（４）蚜科（Ａｐｈｉｄｉｄａｅ）　体小型至微小型，柔软，有翅或无翅，体裸露或被蜡质分泌物；
触角通常６节，末节中部明显变细，分成基部与鞭部，第 ３～６节上生有圆形或椭圆形感觉
孔，为分类的重要特征；喙３～４节；跗节２节，少数１节或缺失；腹部 ８～９节，多数种类在第
６或第７节两侧前方生有１对管状突起，称为腹管；腹末生有一个圆锥形或乳头状突起，称为
尾片。

蚜虫的生活史极为复杂，一般有单性及两性生殖交替及寄主转移等现象，年发生代数

多，有的多达３０代，寄主范围因种类而异。主要害虫较多，如危害棉花、瓜类等作物的棉蚜
（Ａｐｈｉｓｇｏｓｓｙｐｉｉ），主要危害豆科作物的豆蚜（Ａｃｒａｃｃｉｖｏｒａ），危害苹果、梨等仁果类果树的苹果
蚜（Ａｐｏｍｉ），危害麦类作物的荻草谷网蚜（Ｍａｃｒｏｓｉｐｈｕｍ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ｉ）、麦二叉蚜（Ｓｃｈｉｚａｐｈｉｓ
ｇｒａｍｉｎｕｍ）、禾谷缢管蚜（Ｒｈｏｐａｌｏｓｉｐｈｕｍｐａｄｉ）和麦无网长管蚜（Ｍｅｔｏｐｏｌｏｐｈｉｕｍｄｉｒｈｏｄｕｍ），危
害烟草、蔬菜等作物和桃、杏等果树的桃蚜（Ｍｙｚｕｓｐｅｒｓｉｃａｅ），危害十字花科蔬菜的萝卜蚜（Ｌｉ
ｐａｐｈｉｓｅｒｙｓｉｍｉ）、甘蓝蚜（Ｂｒｅｖｉｃｏｒｙｎｅ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ｅ）等。

（５）粉虱科（Ａｌｅｙｒｏｄｉｄａｅ）　体小型，虫体及翅上皆被白色蜡粉；复眼肾形，有的则分为
两部分，犹如２对复眼；触角７节；雌雄均具４翅，翅脉简单，前翅最多 ３条翅脉，后翅只有翅
脉１条；跗节２节，末端除具爪外，尚有爪间鬃；若虫、蛹及成虫腹部末端均有一个管状孔。

寄主通常广泛，１年发生代数较多，以各种虫态越冬，成虫不善飞翔，有高度的群集性。
主要种类有严重危害保护地蔬菜的温室粉虱（Ｔｒｉａｌｅｕｒｏｄｅｓｖａｐｏｒａｒｉｏｒｕｍ），危害柑橘等果树的
黑刺粉虱（Ａｌｅｕｒｏｃａｎｔｈｕｓｓｐｉｎｉｆｅｒｕｓ）和柑橘粉虱（Ｄｉａｌｅｕｒｏｄｅｓｃｉｔｒｉ）等。

（６）盾蚧科（Ｄｉａｓｐｉｄｉｄａｅ）　体微小或小型。雌虫圆盘状或长形，体节不明显；头与前胸
愈合，无复眼，触角和足退化，中后胸与腹部分节明显，腹部第 ２至第 ８节常愈合成 １块骨
板。雄虫触角发达，小眼３对；喙短，口针细长，有翅或无翅。

刺吸危害多种林木和果树，造成树势衰弱。主要害虫有危害柑橘的矢尖蚧（Ｕｎａｓｐｉｓ
ｙａｎｏｎｅｎｓｉｓ）、糠片盾蚧（Ｐａｒｌａｔｏｒｉａｐｅｒｇａｎｄｉｉ）、黑片盾蚧（Ｐｚｉｚｙｐｈｕｓ）、黑褐圆盾蚧（Ｃｈｒｙ
ｓｏｍｐｈａｌｕｓｆｉｃｕｓ），危害仁果和核果类果树的梨圆蚧（Ｃｏｍｓｔｏｃｋａｓｐｉｓｐｅｒｎｉｃｉｏｓｕｓ）、桑白盾蚧
（Ｐｓｅｕｄａｕｌａｃａｓｐｉｓ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ａ）等。

（７）蜡蚧科（Ｃｏｃｃｉｄａｅ）　体小型。雌虫体卵圆形或长卵形，扁平或隆起呈半球形或圆
球形；体壁坚硬，裸露或被有蜡质；虫体背面分节不明显；触角小；喙短，构造简单；足短小或

退化；腹部无气门，腹部末端有肛裂，肛门上盖有两块三角形的肛板。雄虫有翅或无翅，口针

短而钝。

多数种类为林木、果树的主要害虫，如朝鲜球坚蚧（Ｄｉｄｅｓｍｏｃｏｃｃｕｓｋｏｒｅａｎｕｓ）、日本蜡蚧
（Ｃｅｒｏｐｌａｓｔｅ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等。

（８）硕蚧科（Ｍａｒｇａｒｏｄｉｄａｅ）　雌虫体椭圆形，肥大，常被有蜡粉；体分节明显；触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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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节；复眼退化，单眼２个；足通常发达，跗节１～２节；腹部气门２～８对。雄虫体红色，翅黑
色；有复眼及 ２个单眼；触角羽毛状，１０节；后翅退化为平衡棒，上生有 ４～６条弯曲的端刚
毛；腹末有成对的突起。

危害各种果树和林木，常见的有吹绵蚧（Ｉｃｅｒｙａｐｕｒｃｈａｓｉ）和草履蚧（Ｗａｒａｊｉｃｏｃｃｕｓｃｏｒｐｕ
ｌｅｎｔａ）等。

（四）缨翅目（Ｔｈｙｓａｎｏｐｔｅｒａ）

通称为蓟马，全世界已知约３０００种，中国已知约３００种。

图 ３－２８　缨翅目主要科的代表
Ａ蓟马科（烟蓟马）；Ｂ管蓟马科（稻管单蓟马）

１形态特征及习性　体微小，体长 ０５～
２ｍｍ，很少超过７ｍｍ；黑色、褐色或黄色；头略呈后
口式，口器锉吸式，能锉破植物表皮，吮吸汁液；触

角６～９节，线状，略呈念珠状，一些节上有感觉器；
翅狭长，边缘有长而整齐的缘毛，脉纹最多有 ２条
纵脉；足的末端有泡状的中垫，爪退化；雌性腹部末

端圆锥形，腹面有锯齿状产卵器，或呈圆柱形，无产

卵器（图３－２８）。
不完全变态；１年发生 １～１０代；一般两性生

殖，很多种类无雄虫，进行孤雌生殖；卵很小，有的

产在植物组织内，产卵处表面略为隆起，有的产在植物表面或缝隙中；若虫 ４龄，３龄时出现
翅芽，到末龄时不食不动，触角向后放在头上，似完全变态的裸蛹；多为植食性，少数肉食性，

捕食其他小型昆虫，在花上比较常见。

２主要科及其形态特点
（１）蓟马科（Ｔｈｒｉｐｉｄａｅ）　体略扁平；触角６～８节，第３、４节上有叉状或锥状感觉器，末

端１～２节形成端刺；翅缺或有，具翅者前翅狭而尖，翅脉少，无横脉；产卵器锯齿状，端部向
下弯曲。

多数为植食性，农业害虫较多，如危害烟草、小麦、棉花、马铃薯等农作物和苹果、梨等果

树的烟蓟马（Ｔｈｒｉｐｓｔａｂａｃｉ），危害水稻、小麦等禾本科作物的稻蓟马（Ｃｈｌｏｅｔｈｒｉｐｓｏｒｙｚａｅ）等。
少数为捕食性，捕食叶螨和微小昆虫。

（２）管蓟马科（Ｐｈｌａｅｏｔｈｒｉｐｉｄａｅ）　多数种类体暗色或黑色；触角 ８节，少数 ７节，具锥状
感觉器；翅面光滑无毛；腹部第９节宽大于长，比末节短，腹部末节管状，生有较长的刺毛，无
产卵器。

包括植食性和捕食性２类。植食性种类主要危害水稻、小麦等禾本科作物，如稻管单蓟
马（Ｈａｐｌｏｔｈｒｉｐｓａｃｕｌｅａｔｕｓ），捕食性种类可捕食粉虱、介壳虫、螨类等。

（五）鞘翅目（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通称甲虫。是昆虫纲乃至动物界中种类最多、分布最广的第一大目。全世界已知３３００００余
种，中国已知７０００余种。

１形态特征及习性　体小型至大型，体壁坚硬。成虫和幼虫均为咀嚼式口器。成虫复
眼显著，一般无单眼；触角１０～１１节，有多种类型；前胸发达，能活动，前胸背板自成一骨片；
前翅质地坚硬，角质化，形成鞘翅，静止时在背中央相遇成一直线；后翅膜质，通常纵横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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鞘翅下；腹部节数较少，腹面可见 ５～７节，背面 ７～９节，无尾须；跗节 ４或 ５节。幼虫为寡
足型，少数为无足型；头部发达，坚硬，胸部３节，腹部１０节；头部每侧有单眼１～６个，触角３
节（图３－２９～图３－３２）。

完全变态类，部分种类幼虫各龄出现多种不同形态。成虫和幼虫的食性复杂，大多数植

食性，也有捕食性、寄生性、腐食性、粪食性、尸食性等。很多成虫具有假死性。雌成虫产卵

于土表、土下、洞隙中、水中或植物上，产在植物上的卵常包围在卵鞘内，产在水中的卵多包

于袋状的茧内。幼虫３龄或４龄。在土中化蛹者多藏于土室内，在植物上化蛹的一般有茧。
２主要科及其形态特点　鞘翅目通常分为肉食亚目（Ａｄｅｐｈａｇａ）、多食亚目（Ｐｏｌｙｐｈａｇａ）

和管头亚目（Ｒｈｉｐｈａｇａ）３个亚目（图３－２９）。肉食亚目绝大多数肉食性，成虫第 １腹节腹板
被后足基节窝所分割。多食亚目食性复杂，多为植食性或肉食性，成虫第 １腹节腹板不被后
足基节窝所分割。管头亚目为植食性，成虫头部延伸成喙状，外咽缝愈合成 １条或消失；前
胸背侧缝和腹侧缝消失；后足基节固定在腹板上，基节窝也不将第１节腹板完全分开。

（１）叩头甲科（Ｅｌａｔｅｒｉｄａｅ）　通称叩头虫。成虫体小至中型，长形，体色多暗淡；触角
１１～１２节，锯齿状或栉齿状；前胸背板后缘角突出呈锐刺，前胸背板后方中央有突出物，嵌在
中胸腹板前方凹陷内，使头部能够进行有力的叩头活动；足较短，跗节５节；腹部可见５节。幼

图 ３－２９　鞘翅目 ３个亚目的特征
Ａ肉食亚目（步甲）成虫腹面观；Ｂ多食亚目（金龟甲）成虫腹面观；

Ｃ管头亚目（象甲）头部

图 ３－３０　鞘翅目主要科的代表（一）
Ａ叩头甲科（细胸金针虫）；Ｂ拟步甲科（砂潜）；Ｃ吉丁甲科（柑橘小吉丁）

１成虫；２幼虫



第三节　植食昆虫及其危害 ７３　　　

图 ３－３１　鞘翅目主要科的代表（二）
Ａ鳃金龟科（华北大黑鳃角金龟）；Ｂ丽金龟科（铜绿丽金

龟）；Ｃ芫菁科（锯角豆芫菁）；Ｄ叶甲科（黄曲条跳甲）

１．成虫；２．幼虫

图 ３－３２　鞘翅目主要科的代表（三）
Ａ天牛科（星天牛）；Ｂ豆象科（豌豆象）；

Ｃ象甲科（玉米象）；Ｄ瓢甲科（马铃薯瓢虫）

１成虫；２幼虫

虫又称金针虫，体略扁，细而长，多呈金黄色或棕红色，坚硬、光滑；无上唇；３对胸足大小接
近；腹部气门各有２个裂孔。

幼虫常栖息于地下食害植物的根部、块茎及种子，是主要的地下害虫。生活史长，２～５
年完成１代。主要的农业害虫有细胸叩头虫（Ａｇｒｉｏｔｅｓｆｕｓｉｃｏｌｌｉｓ）、沟叩头虫（Ｐｌｅｎｏｍｕｓｃａｎａｌｉｃ
ｕｌａｔｕｓ）等。

（２）拟步甲科（Ｔｅｎｅｂｒｉｏｎｉｄａｅ）　成虫体扁平，小至大型；体表坚硬，一般为灰色或暗色；
头部较小，与前胸连接紧密；触角短，１１节，生于头部前侧缘下方，丝状或棍棒状；前胸背板
两侧有脊起；前足基节球形，基节窝闭式；跗节式为‘５－５－４式’（即前足 ５节，中足 ５节，后
足４节）；鞘翅一般盖住整个腹部，很多种类鞘翅中后部愈合；多数种类无后翅；腹部腹面可
见５节，前３节腹板愈合。幼虫圆筒状，体壁坚硬，呈黄、褐、白等色；具上唇，有胸足 ３对，第
１对足常较大；尾端有２钩棘。

大多以植物为食，常以枯死腐败的植物、粪便、种子、谷类及其制品、蕈类等为食。往往大

面积群栖于干燥荒芜地带，在新开垦地区常大量危害农作物，如砂潜（Ｏｐａｔｒｕｍｓｕｂａｒａｔｕｍ）等；
不少种类是主要的仓库害虫，如赤拟谷盗（Ｔｒｉｂｏｌｉｕｍ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ｕｍ）、黄粉虫（Ｔｅｎｅｂｒｉｏｍｏｌｉｔｏｒ）等。

（３）吉丁甲科（Ｂｕｐｒｅｓｔｉｄａｅ）　成虫体形与叩头甲科相似，体上常有鲜艳的金属光泽；前
胸后侧角无刺，前胸与鞘翅相接处不凹入，前胸腹板宽扁平状，嵌入中胸腹板，不能活动；触

角锯齿状；腹部第 ｌ、２节腹板愈合。幼虫俗称串皮虫，体细长，前胸常扁平而膨大，无足，腹
部９节，柔软。

成虫喜欢阳光，白天活动；幼虫钻蛀危害果树、林木的形成层，形成曲折的虫道，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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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内充满虫粪。主要有钻蛀果树、林木枝干的苹果小吉丁（Ａｇｒｉｌｕｓｍａｌｉ）、柑橘小吉丁
（Ａａｕｒｉｖｅｎｔｒｉｓ）、红缘吉丁（Ｂｕｐｒｅｓｔｉｓｆａｉｒｍａｉｒｅｉ）等。

（４）鳃金龟（甲）科（Ｍｅｌｏｌｏｎｔｈｉｄａｅ）　成虫体小至大型，体色多黯淡；触角 ８～１０节，鳃
叶状，发达，由３～７节组成；上唇外露骨化；各足上的１对爪通常大小相等，至少后足上的相
似；腹部气门位于腹板侧上方。幼虫通称蛴螬，上唇心圆形，肛门三裂状。

生活史长，１～２年完成１代，幼虫植食性，在地下咬断植物幼苗的根茎，使植株枯死，是主要
的地下害虫，在水浇地和低湿地发生较多。常见的有大黑鳃角金龟（Ｈｏｌｏｔｒｉｃｈｉａｓｐｐ）、暗褐鳃
角金龟（Ｈ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ａ）、毛黄脊头鳃角金龟（Ｈｔｒｉｃｈｏｐｈｏｒａ）、黑玛绒金龟（Ｍａｌａｄｅｒ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等。

（５）丽金龟（甲）科（Ｒｕｔｅｌｉｄａｅ）　成虫中到大型，多数种类体色艳丽，具蓝、绿、黄等金
属光泽；触角９或１０节，鳃叶部３节；各足上的１对爪通常大小不对称，大爪端部常分裂，尤
以前、中足明显；腹部前３对气门位于侧膜上，后３对气门位于腹板上。幼虫亦称蛴螬，肛门
多为横裂状。

成虫取食危害林木、果树的叶片，幼虫在地下咬断植物幼苗的根茎，为主要的地下害虫，

常见的种类有铜绿丽金龟（Ａｎｏｍａｌａｃｏｒｐｕｌｅｎｔａ）等。
（６）芫菁科（Ｍｅｌｏｉｄａｅ）　成虫体中型或长型，体壁及鞘翅柔软；头部与体轴垂直，在复眼

后方急剧缢缩，呈颈状；触角１１节，丝状、念珠状或锯齿状；两鞘翅末端分开，不在中缝相遇；爪
裂开，跗节为‘５－５－４式’；腹部可见６节腹板。幼虫形态变化较大，１龄幼虫为衣鱼型，行动
活泼；２～４龄为蛴螬型；５龄幼虫足退化，不活动；６龄时又恢复为蛴螬型，故特称为复变态。

幼虫为寄生性或捕食性，在地下捕食蝗虫卵或寄生于蜂巢内；成虫植食性，以豆科植物

为食料。有的是农业害虫，如危害大豆的锯角豆芫菁（Ｅｐｉｃａｕｔａｇｏｒｈａｍｉ）等。
（７）叶甲科（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通称金花虫。成虫体小至中型，椭圆、圆形或圆柱形，常

具金属光泽与花纹；触角短，一般 １１节，丝状或近似念珠状；复眼圆形，着生位置接近前胸；
跗节隐５节；腹部可见５节腹板。幼虫肥壮，３对胸足发达，体背常具有枝刺、瘤突等附属物。

成虫和幼虫均为植食性，食叶危害为主，有些种类蛀茎或咬食植物根部，是多种农、林、

果、蔬菜等作物的害虫，如危害蔬菜的黄条跳甲类（Ｐｈｙｌｌｏｔｒｅｔａｓｐｐ）、黄守瓜（Ａｕｌａｃｏｐｈｏｒａ
ｆｅｍｏｒａｌｉｓ），危害薯类作物的甘薯叶甲（Ｃｏｌａｓｐｏｓｏｍａｄａｕｒｉｃｕｍ）等。

（８）天牛科（Ｃｅｒａｍｂｙｃｉｄａｅ）　成虫体中至大型，少数小型，身体长形；触角甚长，往往超
过体长，生活时向身体后方伸出；触角基部被复眼包围；复眼肾形；跗节隐 ５节；腹部可见 ５
节或６节。幼虫身体长圆柱形，略扁；前胸背板很大，扁平；胸、腹节的背、腹面均有骨化区或
突起，胸足退化，但留有遗痕。

成虫白天活动，产卵于树缝或植物表皮下，幼虫钻蛀危害，对林木、果树枝干危害极大，

少数种类可钻入草本植物茎内危害。主要害虫有桑天牛（Ａｐｒｉｏｎａｇｅｒｍａｒｉ）、光肩星天牛（Ａｎ
ｏｐｌｏｐｈｏｒａｇｌａｂｒｉｐｅｎｎｉｓ）、星天牛（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梨眼天牛（Ｂａｃｃｈｉｓａｆｏｒｔｕｎｅｉ）、橘褐天牛（Ｎａｄｅｚｈ
ｄｉｅｌｌａｃａｎｔｏｒｉ）等。

（９）豆象科（Ｂｒｕｃｈｉｄａｅ）　成虫体小，卵圆形，体被鳞片；头下口式，额延伸成短喙状；复
眼大，前缘凹入，包围触角基部；触角常为锯齿状或栉齿状，着生在复眼前方；前胸背板略呈

三角形，鞘翅短，呈钝形；腹部末端１～３节外露，跗节隐５节；腹部可见６节。幼虫为复变态，
１龄幼虫似步甲幼虫，有长的足及具齿的胸板，适于穿入光滑而坚硬的种子；２龄后幼虫足部
分或全部消失，柔软肥胖，呈蠕虫形，体白色。

成虫主要在幼嫩豆荚上产卵，幼虫孵化后蛀入豆粒内为害，并随收获进入仓库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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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害，多 为主要的贮粮害虫，如蛀食不同豆粒的豌豆象 （Ｂｒｕｃｈｕｓｐｉｓｏｒｕｍ）、蚕豆象
（Ｂｒｕｆｉｍａｎｕｓ）等。

（１０）象甲科（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通称象鼻虫。成虫体小至大型，头部延长如象鼻状，特称
为“喙”；口器位于喙的端部，喙的两侧各有一相接的触角沟，称触角窝；触角多为膝状，少数呈

棒状，１０～１２节，棒状部由３节组成；跗节多为隐５节；腹部腹板５节。幼虫体软，肥胖而弯曲；
头部发达；无足；体表平滑或有皱纹，有突起；气门２孔式。

成虫、幼虫均为植食性，食叶、蛀茎、蛀根或种子，农业害虫较多。主要害虫有危害棉花

的棉尖象（Ｐｈｙｔｏｓｃａｐｈｕｓｇｏｓｓｙｐｉｉ）、大灰象（Ｓｙｍｐｉｅｚｏｍｉａｓｖｅｌａｔｕｓ）；蛀食各种谷物的米象（Ｓｉｔｏ
ｐｈｉｌｕｓｏｒｙｚａｅ）、玉米象（Ｓｚｅａｍａｉｓ）等。

（１１）瓢甲科（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ｉｄａｅ）　成虫体小至中型，卵圆形，腹部平坦，背面弧形或半球形拱
起；多为红、褐、黄、白、黑色等，常具鲜艳色斑；头小，后部嵌入前胸；触角一般１１节，锤状；跗节
隐４节；腹部可见５或６节腹板。幼虫体直长，有深或鲜艳的颜色，行动活泼，体上生有很多带
剌毛的突起或分枝的毛状棘，有的附有白色蜡粉。

分肉食性和植食性 ２类，肉食性瓢虫成虫体背面有光泽。以成虫和幼虫捕食蚜虫、介壳
虫、粉虱、螨类等，是主要的天敌昆虫。植食性瓢虫成虫无光泽，以成虫和幼虫取食植物叶片，

常见的害虫有马铃薯瓢虫（Ｈｅｎｏｓｅｐｉｌａｃｈｎａｖｉｇｉｎｔｉｏｃｔ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ａ）等，危害马铃薯、茄子等作物。

（六）鳞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鳞翅目包括所有的蝶类和蛾类，是昆虫纲中仅次于鞘翅目的第二大目，分布范围极广。

全世界已知２０００００余种，中国已知８０００余种。
１形态特征及习性　体小至大型。成虫翅、体及附肢上布满鳞片，口器虹吸式或退化；

复眼１对，单眼通常２个，但常被毛及鳞片盖住；触角有丝状、球杆状及羽毛状等；一般具翅１
对，翅面上常有很多花纹，翅脉变化大，前翅纵脉 １３～１４条，最多 １５条，后翅最多只有 １０
条，翅上的花纹和翅脉是分类的重要特征（图 ３－３３）。幼虫体圆锥形，柔软，身体上常有很

图 ３－３３　鳞翅目成虫翅的脉相和斑纹（小地老虎）
Ａ脉序　Ｂ斑纹

１中室；２翅僵；３基横线；４内横线；５中横线；６外横线；７亚缘线；

８缘线；９楔形纹；１０环形纹；１１肾形纹；１２剑形纹；１３新月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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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纵行线纹，称体线；有的密布分散的刚毛或毛瘤、毛簇、枝刺等；头部坚硬，每侧一般有 ６个
单眼；唇基三角形，额很狭，呈“人”字形；咀嚼式口器；多足型，胸足 ３对，腹足 ２～５对，多数
５对；腹足末端常有钩毛，称为趾钩；少数钻蛀性生活的幼虫足常退化；体线和趾钩是鉴别幼
虫种类的重要依据（图３－３４，图３－３５）。

图 ３－３４　鳞翅目幼虫的体线（黏虫）
１背线；２亚背线；３气门上线；４气门线；５气门下线；６基线；７侧腹线；８腹线

图 ３－３５　鳞翅目幼虫的腹足趾钩及排列方式
Ａ单序；Ｂ２序；Ｃ３序；Ｄ中带式；Ｅ横带式；Ｆ缺环式；Ｇ环式

完全变态类。生活习性复杂，１年发生１代或数代，亦有少数２～３年完成１代。多数以
幼虫或蛹越冬，少数以卵或成虫越冬。成虫一般不危害植物，仅取食一些花蜜，只有极少数

吸果蛾类口器坚硬，能刺入苹果、柑橘等果实吸取汁液，有些成虫口器退化，不取食；蝶类成

虫多白昼活动，而蛾类多在夜间活动，很多蛾类有趋光性和趋化性，可利用此特性进行测报

和诱杀防治；有些成虫还有季节性远距离迁飞的习性。幼虫绝大多数为植食性，是农林作

物、果树、茶叶、蔬菜、花卉等作物的主要害虫，危害方式多种多样，有的直接取食植物的叶、

花、果实及枝，有的则蛀入植物组织内为害，也有些种类是仓库中粮食、种子、食品、药材、衣

物等的大害虫，在土中生活的幼虫则咬食植物根部，成为主要的地下害虫。

２主要科及其形态特点　通常根据成虫触角的类型和翅的连锁方式、脉序等将鳞翅目
分为锤角亚目（Ｒｈｏｐａｌｏｃｅｒａ）、同脉亚目（Ｈｏｍｏｎｅｕｒａ）和异脉亚目（Ｈｅｔｅｒｏｎｅｕｒａ）３个亚目。其
中锤角亚日通称蝶类，触角端部膨大，球杆状；前后翅没有特殊的连锁器，飞翔时前后翅贴合

式连接；前后翅脉序不同（图３－３６，图 ３－３７）。同脉亚目前后翅脉序相同，即前后翅的 Ｓｃ
与 Ｒ１均分离，Ｒｓ分４支；飞行时前后翅靠翅轭连锁，故又称轭翅亚目（Ｊｕｇａｔａｅ），本目多为低
等的蛾类。异脉亚目触角多为线状、栉齿状或羽毛状，极少呈棒状；前后翅脉序不同，中室内

Ｍ主干多退化或消失，后翅 Ｓｃ与 Ｒ１合并为１条，Ｒｓ不分支；飞行时前后翅靠翅僵连锁，故又
称缰翅亚目（Ｆｒｅｎａｔａｅ）（图３－３８～图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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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３６　鳞翅目蝶类主要科的代表（一）
Ａ粉蝶科（菜粉蝶）；Ｂ凤蝶科（黄凤蝶）；Ｃ弄蝶科（稻弄蝶）

１成虫；２幼虫

图 ３－３７　鳞翅目蝶类主要科的代表（二）
Ａ蛱蝶科（印度赤蛱蝶）；Ｂ眼蝶科（中华眉眼蝶）

１成虫；２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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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３８　鳞翅目蛾类主要科的代表（一）
Ａ麦蛾科（红铃麦蛾）；Ｂ菜蛾科（菜蛾）；Ｃ透翅蛾科（苹果透翅蛾）；Ｄ蓑蛾科（大蓑蛾）

１成虫；２幼虫

图 ３－３９　鳞翅目蛾类主要科的代表（二）
Ａ卷蛾科（黄斑长翅卷蛾）；Ｂ小卷蛾科（梨小食心虫）；Ｃ蛀果蛾科（桃蛀果蛾）；Ｄ刺蛾科（黄刺蛾）

１成虫；２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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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４０　鳞翅目蛾类主要科的代表（三）
Ａ斑蛾科（梨叶斑蛾）；Ｂ螟蛾科（亚洲玉米螟）；Ｃ尺蛾科（茶埃尺蠖）；Ｄ枯叶蛾科（黄褐天幕毛虫）

１成虫；２幼虫

图 ３－４１　鳞翅目蛾类主要科的代表（四）
Ａ天蛾科（豆天蛾）；Ｂ夜蛾科（棉铃虫）；Ｃ夜蛾科（黏虫）

１成虫；２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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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４２　鳞翅目蛾类主要科的代表（五）
Ａ舟蛾科（苹果舟蛾）；Ｂ毒蛾科（舞毒蛾）

１成虫；２幼虫

（１）粉蝶科（Ｐｉｅｒｉｄａｅ）　成虫体中型，白色或黄色，有黑色或红色斑点；前翅三角形，后
翅卵圆形，前翅 Ａ脉１条，后翅２条。幼虫圆柱形，细长，表面有很多小突起和次生毛；绿色
或黄色，有的有纵线；头大，每个体节分成４～６个小环，趾钩中带式，２序或３序。

以幼虫危害十字花科、豆科、蔷薇科等植物。常见的蔬菜害虫有小菜粉蝶（Ｐｉｅｒｉｓｒａ
ｐａｅ）、大菜粉蝶（Ｐ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ｅ）、花粉蝶（Ｐｏｎｔｉａｄａｐｌｉｄｉｃｅ）等。

（２）凤蝶科（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成虫体中或大型，颜色鲜艳，多为黄色或黑色，有红、绿或蓝
等色斑。触角棒状；翅三角形；前翅 Ｃｕ与 Ａ脉间有１基横脉，后翅 Ｓｃ与 Ｒ１在基部形成 １亚
前缘室，上面有１肩脉，Ａ脉只有１条。幼虫身体多数光滑，前胸背中央有“臭角”，遇惊时翻
出体外，呈“Ｙ”状；趾钩中带式，２或３序。

以幼虫取食危害芸香科、樟科、伞形花科等植物的叶片，常见的有危害果树的黄凤蝶

（Ｐａｐｉｌｉｏｍａｃｈａｏｎ）、花椒凤蝶（Ｐｘｕｔｈｕｓ）等。
（３）弄蝶科（Ｈｅｓｐｅｒｉｉｄａｅ）　成虫体小或中型，粗壮，色深暗，翅面上有白斑或黄斑；触角

端部尖出，弯成小钩；前后翅的翅脉各自分离无共柄现象，由翅基部或中室分出。幼虫头大，

身体纺锤形，前胸细瘦呈颈状，腹足趾钩３序或２序，环式；腹部末端有臀栉。
成虫多在早晚活动，幼虫常吐丝缀联数片叶作苞，在苞内取食叶片，主要危害禾本科植

物，主要害虫有危害水稻的稻弄蝶（Ｐａｒｎａｒａｇｕｔｔａｔａ）、隐纹谷弄蝶（Ｐｅｌｏｐｉｄａｓｍａｔｈｉａｓ）等。
（４）蛱蝶科（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成虫体中或大型，翅面上有各种鲜艳的色斑和闪光，显得

格外美丽，触角端部特别膨大；前翅的中室为闭式，Ｒ脉分 ５支，Ａ脉 １条；后翅中室为开式，
Ａ脉２条；前足很退化。幼虫体色较深，头部常有突起，身体上常有成对的棘剌；腹足趾钩中
带式，３序，很少２序。

幼虫取食野生和栽培植物的叶片，常见的害虫有印度赤蛱蝶（Ｖａｎｅｓｓａｉｎｄｉｃａ）等。
（５）眼蝶科（Ｓａｔｙｒｉｄａｅ）　成虫体小或中型，颜色多不鲜艳，翅面上常有眼状斑纹；前翅

ＳｃＣｕ、２Ａ脉基部特别膨大；前足退化。幼虫体纺锤形，前胸和末端消瘦而中部肥大；头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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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大，分为２瓣或有２个角状突起；肛板呈叉状；体节分环；腹足趾钩中带式，单序、２序或
３序。

幼虫主要危害禾本科植物，如中华眉眼蝶（Ｍｙｃａｌｅｓｉｓｇｏｔａｍａ）主要危害水稻。
（６）麦蛾科（Ｇｅｌｅｃｈｉｄａｅ）　成虫体小型，色暗淡；触角第１节上有刺毛排列呈梳状；下唇

须向上弯曲伸过头顶，末节尖细；前翅狭长，端部尖；后翅外缘凹入或倾斜，顶角突出，后缘有

长毛。幼虫圆柱形，白色或红色，腹足趾钩环式或２横带式，２序。
幼虫取食方式多样，有的卷叶或缀叶，如危害薯类的马铃薯麦蛾（Ｐｈｔｈｏｒｉｍａｅａｏｐｅｒｃｕｌｅｌ

ｌａ）和甘薯暖地麦蛾（Ｂｒａｃｈｍｉａ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ａ）；有的危害贮藏期的谷物，如麦蛾（Ｓｉｔｏｔｒｏｇａｃｅｒｅ
ａｌｅｌｌａ）；红铃虫（Ｐｅｃｔｉｎｏｐｈｏｒａｇｏｓｓｙｐｉｅｌｌａ）是南方棉区主要的棉花害虫，危害棉花的蕾、花、铃
和种子。

（７）菜蛾科（Ｐｌｕｔｅｌｌｉｄａｅ）　成虫体小型，细狭，色暗，停息时触角伸向前方；下唇须短，向
前突出；翅狭，前翅披针状；后翅菜刀形，Ｍ１与 Ｍ２常共柄。幼虫行动活泼，体细长，通常绿色；
腹足细长，趾钩单序或２序，环式。

幼虫食叶为害，常取食叶肉，使被害叶片呈网状，如严重危害十字花科蔬菜的小菜蛾

（Ｐｌｕｔｅｌｌａｍａｃｕｌｉｐｅｎｎｉｓ）等。
（８）蓑蛾科（Ｐｓｙｃｈｉｄａｅ）　雌雄异型。雄成虫有翅及复眼，触角羽毛状，喙退化；翅略透

明，前后翅中室内保留 Ｍ脉主干，前翅 Ａ脉基部 ３条，至端部合并为 １条，后翅 Ｓｃ＋Ｒ１与中
室分离。雌虫无翅，幼虫形，终生在幼虫缀成的巢内生活。幼虫体肥胖，胸足发达；腹足趾钩

单序，椭圆形排列。

以幼虫取食危害果树和林木的叶片，幼虫能吐丝缀叶成袋状的巢，背负行走，常见的有

大蓑蛾（Ｃｌａｎｉａｕａｒｉｅｇａｔａ）等。
（９）透翅蛾科（Ａｅｇｅｒｉｉｄａｅ）　成虫体中型，狭长，似蜂状；触角棍棒状，末端有毛；单眼发

达；喙明显，下唇须上弯，第３节短小，末端尖锐；翅狭长，除边缘和翅脉外，大部分透明，无鳞
片；后翅 Ｓｃ＋Ｒ１脉藏在前缘褶内；后足胫节第 １对距在中间或近端部。幼虫钻蛀为害，腹足
趾钩单序，２横带式。

以幼虫在木本植物的枝条或茎内钻蛀，危害果树、林木等，常见的有苹果透翅蛾

（Ｃｏｎｏｐｉａｈｅｃｔｏｒ）、白杨透翅蛾（Ｐａｒａｔｈｒｅｎｅｔａｂａｎｉｆｏｒｍｉｓ）、葡萄透翅蛾（Ｐｒｅｇａｌｉｓ）等。
（１０）卷蛾科（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成虫体小到中型，多为褐色或棕色，并有条形斑纹或云

斑；前翅略呈长方形，肩区发达，前缘弯曲，有些种类前缘向反面折叠，停息时前翅平叠在

背上，呈钟罩状，前缘翅脉均从基部或中室直接伸出，Ｃｕ出自下缘近中部；后翅 Ｓｃ＋Ｒ１与
Ｒｓ分离。幼虫圆柱形，体色多为深浅不同的绿色，有的为白色、粉红色、紫色或褐色；腹足
趾钩 ２序或 ３序，环式；前胸气门前的骨片或疣上有 ３根毛；肛门上方常有臀栉。

幼虫喜欢隐蔽，主要卷叶危害果树等木本植物，如黄色卷蛾（Ｃｈｏｒｉｓｔｏｎｅｕｒａｌｏｎｇｉｃｅｌｌａｎａ）、
苹褐卷蛾（Ｐａｎｄｅｍｉｓｈｅｐａｒａｎａ）、黄斑长翅卷蛾（Ａｃｌｅｒｉｓｆｉｍｂｒｉａｎａ）等，危害农作物的很少，如棉
褐带卷蛾（Ａｄｏｘｏｐｈｙｅｓｏｒａｎａ）。

（１１）小卷蛾科（Ｏｌｅｔｈｒｅｕｔｉｄａｅ）　与卷蛾科相似，但体形较小。前翅前缘无折叠，Ｒ４与
Ｒ５分离，Ｍ２、Ｍ３与 Ｃｕ１在边缘互相接近，Ｃｕ２从中室下缘近中部处分出；后翅 Ｃｕ脉上有长的梳
状毛。幼虫腹足趾钩单序或２序，环形。

幼虫多为蛀果害虫，如蛀食果树果实的梨小食心虫（Ｇｒａｐｈｏｌｉｔｈａｍｏｌｅｓｔａ）、苹小食心虫
（Ｇｉｎｏｐｉｎａｔａ），蛀食大豆豆荚的大豆食心虫（Ｌｅｇｕｍｉｎｉｖｏｒａｇｌｙｃｉｎｉｖｏｒｅｌｌａ）等；卷叶的种类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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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如苹果主要害虫芽白小卷蛾（Ｓｐｉｌｏｎｏｔａｌｅｃｈｒｉａｓｐｉｓ）等。
（１２）蛀果蛾科（Ｃａｒｐｏｓｉｎｉｄａｅ）　成虫体中小型，头顶有粗毛，单眼退化，口器发达；前翅

翅脉发达，彼此分离，Ｃｕ２出自中室下角或接近下角，后翅 Ｒｓ脉通向翅顶，Ｍ脉只有 １～２条。
幼虫腹足趾钩为单序环式。

以幼虫蛀果为害。主要害虫有危害仁果类和核果类果树的桃蛀果蛾（桃小食心虫）

（Ｃａｒｐｏｓｉｎａｎｉｐｐｏｎｅｎｓｉｓ）等。
（１３）刺蛾科（Ｅｕｃｌｅｉｄａｅ）　成虫中等大小，体短而粗壮，多毛，黄色、褐色或绿色，有红

色或暗色的简单斑纹；喙退化，雌虫触角丝状，雄虫羽毛状；翅较阔，鳞片浓密，前翅 Ｒ３、Ｒ４、
Ｒ５共柄，或在中室外愈合，Ｍ２基部接近 Ｍ３，Ａ脉 ２支，２Ａ基部有分叉；后翅 Ｓｃ＋Ｒ１与 Ｒｓ在
中室基部愈合，２脉间无横脉，Ａ脉３支。幼虫蛞蝓形，体上有刺及毒毛；头小，缩入胸内，胸
足很小，腹足退化呈吸盘状；化蛹时作坚硬的茧，形如雀蛋。

幼虫主要食叶危害木本植物，少数种类危害果树，常见的有黄刺蛾（Ｃｎｉｄｏｃａｍｐａｆｌａｖｅｓ
ｃｅｎｓ）、褐边绿剌蛾（Ｐａｒａｓａｃｏｎｓｏｃｉａ）等。

（１４）斑蛾科（Ｚｙｇａｅｎｉｄａｅ）　成虫体小至中型，身体光滑，有单眼，喙发达，雄虫触角多
为羽毛状；翅面鳞粉稀薄，呈半透明状；前、后翅中室内有 Ｍ脉主干，后翅 Ｓｃ＋Ｒ１与 Ｒｓ接触
或连有横脉。幼虫头部小，缩入前胸内，体上有扁毛瘤，上生短刚毛；腹足趾钩单序，中带式。

以幼虫食叶危害果树、林木等，常见的有梨叶斑蛾（梨星毛虫）（Ｉｌｌｉｂｅｒｉｓｐｒｕｎｉ）等。
（１５）螟蛾科（Ｐｙｒａｌｉｄａｅ）　成虫体小到中型，细长，柔弱，腹部末端尖削，鳞片细密紧贴，

使体躯比较光滑；下唇须长，伸出头的前方；有单眼，触角细长，前翅三角形，Ｒ３与 Ｒ４有时还
有 Ｒ５在基部共柄，１Ａ消失；后翅 Ｓｃ＋Ｒ１有一段在中室外与 Ｒｓ愈合或接近，Ｍ１与 Ｍ２基部远
离，臀区发达，Ａ纹３条。幼虫体细长，光滑，毛稀少，腹足趾钩 ２序，很少 ３序或单序，缺环，
少数全环；前胸气门前毛２根。

成虫夜间活动，有强趋光性。幼虫喜欢隐蔽，相当活泼，取食方式多样，有的卷叶为害，

有的钻蛀茎干，有的蛀食果实或种子，有的取食储藏物。主要农业害虫较多，如危害水稻的

稻纵卷叶螟（Ｃｎａｐｈａｌｏｃｒｏｃｉｓｍｅｄｉｎａｌｉｓ），危害蔬菜等作物的菜心野螟（Ｈｅｌｌｕｌａｕｎｄａｌｉｓ）和甜菜
网野螟（草地螟）（Ｌｏｘｏｓｔｅｇｅｓｔｉｃｔｉｃａｌｉｓ），钻蛀禾本科作物茎秆的亚洲玉米螟（Ｏｓｔｒｉｎｉａｆｕｒｎａｃａ
ｌｉｓ）、高粱条螟（Ｐｒｏｃｅｒａｓｖｅｎｏｓａｔｕｓ）、二点螟（Ｃｈｉｌｏｉｎｆｕｓｃａｔｅｌｌｕｓ）、二化螟（Ｃ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ａｌｉｓ）、三化
螟（Ｔｒｙｐｏｒｙｚａｉｎｃｅｒｔｕｌａｓ），危害仁果类和核果类果树的梨大食心虫（Ｅｕｒｈｏｄｏｐｅｐｉｒｉｖｏｒｅｌｌａ），蛀
食豆科作物果实的豆荚斑螟（Ｅｔｉｅｌｌａｚｉｎｃｋｅｎｅｌｌａ），主要的仓库害虫有印度谷螟（Ｐｌｏｄｉａｉｎｔｅｒ
ｐｕｎｃｔｅｌｌａ）和烟草粉斑螟（Ｅｐｈｅｓｔｉａｅｌｕｔｅｌｌａ）等。

（１６）尺蛾科（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　成虫体小到大型，细长；翅薄而宽大，外缘常凹凸不齐，有
的雌虫无翅或翅退化；前翅 Ｍ３出自中室后角，后翅 Ｓｃ＋Ｒ１与 Ｒｓ在基部弯曲或与中室有一段
合并，Ａ脉只１条。幼虫腹足 ２对，分别着生于第 ６和第 １０腹节上，趾钩一般为 ２序中带或
缺环式。

幼虫拟态性强，爬行时弓背，故称为“尺蠖”、“步曲”。多取食危害木本植物的叶片，为

林果害虫，如危害枣树的枣尺蠖（Ｓｕｃｒａｊｕｊｕｂａ）、危害茶树的茶埃尺蠖（Ｅｃｔｒｏｐｉｓｏｂｌｉｑｕａ）等。
（１７）枯叶蛾科（Ｌａｓｉｏｃａｍｐｉｄａｅ）　成虫体中型或大型，粗壮而多毛，静止时形似枯叶；单

眼和喙管均退化，触角羽毛状；前翅 Ｒ４长而游离，Ｒ５与 Ｍ１共柄，Ｍ２基部与 Ｍ３接近，或缺 Ｍ２；
后翅无翅缰，肩区扩大，有１～２条脉。幼虫体粗壮，多长毛；前胸在足的上方有 １或 ２对突
起；腹足趾钩２序，中带或缺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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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食叶为害，多为林果害虫，如马尾松毛虫（Ｄｅｎｄｒｏｌｉｍｕｓ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苹果枯叶蛾
（Ｏｄｏｎｅｓｔｉｓｐｒｕｎｉ）、黄褐天幕毛虫（Ｍａｌａｃｏｓｏｍａｎｅｕｓｔｒｉａ）等。

（１８）天蛾科（Ｓｐｈｉｎｇｉｄａｅ）　成虫体大型，粗壮，纺锤形，末端尖削；头大，复眼突出，喙发
达；触角中部加粗，末端弯曲成钩状；前翅大而狭，顶端尖而外缘倾斜，Ｒ脉分为 ４～５支，有
共柄；后翅较小，Ｓｃ＋Ｒ１与中室平行，并有一小横脉与中室中部相连。幼虫身体粗大，表面光
滑，第８腹节背面有一尾状突起，称尾角，腹足趾钩二序中带式。

幼虫食叶为害，在土中化蛹。常见的害虫有甘薯天蛾（Ｈｅｒｓｅ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ｉ）、枣桃六点天蛾
（Ｍａｒｕｍｂａｇａｓｃｈｋｅｗｉｔｓｃｈｉ）、豆天蛾（Ｃｌａｎｉｓｂｉｌｉｎｅａｔａ）等。

（１９）夜蛾科（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　是鳞翅目中最大的一个科，包括 ２万多个种。成虫体中到
大型，粗壮多毛，体色灰暗；触角丝状，少数种类雄蛾为羽毛状；胸部粗大，背面常有竖起的鳞

片丛；前翅密被鳞片，多具色斑，中室后缘有脉 ４支，中室上外角常有 Ｒ脉形成的副室；后翅
多为白色或灰色，Ｓｃ＋Ｒ１与 Ｒｓ在中室基部有一段接触又分开，造成一个小型基室。幼虫体
粗壮，光滑少毛，腹足通常５对，少数 ３对或 ４对，腹足趾钩单序中带式，前胸气门前毛片上
有２根毛。

１年发生多代，多以蛹越冬；成虫均在夜间活动，趋光性强，多数种类对糖醋液表现出明
显趋性；幼虫植食性，主要农业害虫较多。危害方式多样，有的钻入地下为害，咬断植株的幼

苗或根茎，如地老虎类（Ａｇｒｏｔｉｓｓｐｐ）等；有的蛀茎或蛀果，如危害禾本科作物的大螟（Ｓｅｓａ
ｍｉａｉｎｆｅｒｅｎｓ）和钻蛀危害棉花蕾铃的金刚钻类（Ｅａｒｉａｓｓｐｐ）；有的在植株上取食叶片，如危害
水稻的稻螟蛉（Ｎａｒａｎｇａａｅｎｅｓｃｅｎｓ），危害蔬菜的甜菜夜蛾（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ｅｘｉｇｕａ）、甘蓝夜蛾
（Ｂａｒａｔｈｒａ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ｅ）和斜纹夜蛾（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ｌｉｔｕｒａ），危害大豆的小造桥虫（Ａｎｏｍｉｓｆｌａｖａ）、银
纹夜蛾类（Ａｒｇｙ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ｓｐｐ）等；棉铃虫（Ｈｅ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ａｒｍｉｇｅｒａ）和烟夜蛾（Ｈａｓｓｕｌｔａ）寄主范
围较广，蛀果兼食叶为害，是非常主要的农业害虫。

（２０）毒蛾科（Ｌｙｍａｎｔｒｉｉｄａｅ）　成虫体中型，粗壮，胸部、腹部及前足多毛：口器和下唇须
均退化，无单眼；触角羽毛状；前翅 Ｒ２～Ｒ５共柄，常有一副室，Ｍ２与 Ｍ３接近；后翅 Ｓｃ＋Ｒ１在中
室１／３处与中室相接触，造成一个基室；多数种类雌虫腹部末端有毛丛。幼虫体被毒毛，毛
长短不一，生于第１至第８腹节的毛瘤上；腹足趾钩单序中带式。

以幼虫食叶为害，有些为果树和林木害虫，常见的有舞毒蛾（Ｌｙｍａｎｔｒｉａｄｉｓｐａｒ）、盗毒蛾
（Ｐｏｒｔｈｅｓｉａｓｉｍｉｌｉｓ）等。

（２１）舟蛾科（Ｎｏｔ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　又称天社蛾科，成虫与夜蛾相似。前翅多具副室，Ｍ２不与
Ｍ３接近，中室后缘脉为３支；后翅 Ｓｃ＋Ｒ１与中室平行靠近，但不接触，有时在中室近 １／２或
１／４处相连。幼虫大多颜色鲜艳，背面有较多的次生刚毛，但无毛瘤；腹足 ４对，趾钩单序中
带式，臀足退化或特化成枝状；栖息时腹足固着，头尾两端翘起，其状如舟，故有“舟形虫”

之称。

幼虫主要食叶危害木本植物，为林木和果树害虫，常见的有苹掌舟蛾（Ｐｈａｌｅｒａｆｌａｖｅｓ
ｃｅｎｓ）、杨扇舟蛾（Ｃｌｏｓｔｅｒａａｎａｃｈｏｒｅｔａ）等。

（七）膜翅目（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膜翅目包括常见的各种蜂类、蚂蚁等，是昆虫纲中的第三大目，全世界已知 １２００００余
种，中国已知６２００余种。

１形态特征及习性　体小至中型，有些寄生种类身体极小，体长甚至不到 １ｍｍ。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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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式或咀吸式。触角有丝状、念珠状、棍棒状、栉齿状、膝状等多种。复眼大，单眼 ３个，常
在头顶排成三角形。翅膜质，不被鳞片，翅脉变异大；前翅前缘中部附近常有暗色的翅痣，后

翅较小，前缘有１列钩刺，与前翅相连接。胸足３对，跗节一般为５节，少数寄生种类为２～３
节。腹部第１节并入后胸，称并胸腹节，绝大多数种类腹部第２节常缩小成“腰”，称为腹柄。
雌虫有发达的产卵器，锯状或针状，有的特化为螫针。幼虫为多足型或无足型，前者体表通

常有毛斑，头部骨化程度高，上颚强大，常有侧单眼，腹足数目在 ６对以上；后者体表无色斑，
无足，头部骨化弱，口器及触角退化，无单眼，多营寄生生活。

完全变态类。一般为两性生殖，也有单性孤雌生殖和多胚生殖。生活习性比较复杂，多

数种类为寄生性或捕食性，是重要的害虫天敌，有些种类还是非常重要的传粉昆虫；少数为

植食性，取食植物叶片或钻虫为害。多数为单栖性，少数为群栖性，营社会生活，有些种类已

在习性，生理及形态上形成明显的分级。

２主要科及其形态特点　通常根据胸部和腹部的连接方式、是否收缩成腰等将膜翅目
分为广腰亚目（Ｓｙｍｐｈｙｔａ）和细腰亚目（Ａｐｏｃｒｉｔａ）２个亚目（图 ３－４３，图 ３－４４）。广腰亚目
大多数为中等或大形蜂类，腹部基部与胸部相接处宽大，不收缩成腰状；足的转节两节；翅脉

较多，后翅至少有３个基室；产卵器锯状或管状；幼虫植食性，多为农林害虫。细腰亚目成虫
腹部基部紧缩成腰状，或延伸成柄状，腹部第１节并入胸部，第 ２或 ２、３节呈结状；后翅最多
只有２个基室；绝大多数为有益昆虫。

（１）叶蜂科（Ｔｅｎｔｈｒｅｄｉｎｉｄａｅ）　成虫身体短粗；头的每侧只有一个单眼；触角丝状，７～
１０节；前胸背板后缘有深深的凹入；前翅有短粗的翅痣，有缘室 ２个；前足胫节有 ２个端距；
产卵器扁，锯状。幼虫体光滑（无毛、刺等），多皱纹，腹足６～８对。

图 ３－４３　膜翅目的胸腹部连接方式
Ａ广腰；Ｂ细腰；Ｃ腹部第２节呈结状；Ｄ腹部第２节和第３节呈结状

１第１腹节；２第２腹节；３第３腹节；４第４腹节

以幼虫食叶为害，卵产在植物组织内，常见的有小麦叶蜂（Ｄｅｌｅｒｕｓｔｒｉｔｉｃｉ）等。
（２）茎蜂科（Ｃｅｐｈｉｄａｅ）　成虫体细长，体色常为黑色而有黄带及其他斑纹；头大，复眼

显著，触角丝状；前胸背板后缘平直；前翅翅痣长；前足胫节只有 １端距；腹部稍侧扁，末端膨
大，产卵器短，能收缩。幼虫体色淡，表皮多皱，足退化，腹部末端有尾状突起。

幼虫钻蛀茎干，主要危害草本植物，也有危害木本植物枝条的，如梨茎蜂（Ｊａｎｕｓｐｉｒｉ）等。

（八）双翅目（Ｄｉｐｔｅｒａ）

双翅目包括蚊、蝇、虻等多种昆虫。全世界已知有９００００余种，中国已知４０００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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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４４　膜翅目主要科的代表
Ａ叶蜂科（小麦叶蜂）；Ｂ茎蜂科（麦茎蜂）

１成虫；２幼虫

１形态特征及习性　成虫小至中型，体短宽、纤细，或椭圆形；头下口式，复眼发
达，单眼 ３个或无单眼；触角的形状及节数变化很大，有丝状、念珠状、具芒状等；口器刺
吸式或舐吸式，有些种类口器退化或消失；仅有 １对膜质的前翅，故称双翅目，后翅特化
成平衡棒；足的跗节一般为 ５节。幼虫无足，蛆形，体形、体色、气门的形态和呼吸方式
多种多样，根据头部的发达或退化情况，可分为全头式、半头式和无头式 ３种类型。

完全变态类。幼虫一般４龄，蛹为围蛹或裸蛹。多数种类的成虫取食植物汁液、花蜜作
为补充营养，不造成危害，但有些种类吸食人畜血液，甚至传播各种传染病，是主要的卫生害

虫。幼虫食性杂，植食性者多蛀果、潜叶或造成虫瘿，为农业害虫；腐食性和粪食性者主要取

食动植物的腐败残体或粪便，在生态循环中具有重要作用；捕食性和寄生性的种类，则多为

害虫天敌。

２主要科及其形态特点　通常根据触角的长短和形式，将双翅目分为长角亚目（Ｎｅｍａ
ｔｏｃｅｒａ）、短角亚目（Ｂｒａｃｈｙｃｅｒａ）和芒角亚目（Ａｒｉｓｔｏｃｅｒａ）３个亚目（图 ３－４５～图 ３－４７）。长
角亚目成虫触角长，一般长于头、胸部之和，由６～１８个相似的环节组成，少数多达 ４０节，无
芒；下颚须４～５节；幼虫全头式，蚊、蠓、蚋等属于此类。短角亚目成虫触角短于胸部，一般３
节，具分节或不分节的端芒，下颚须１～２节；幼虫头部不明显，半头式，通称虻类。芒角亚目
成虫触角短，３节，第３节膨大，背面有触角芒，下颚须１节；幼虫头部退化，多缩入前胸内，为
无头式，通称蝇类。

（１）摇蚊科（Ｃｈｉｒｏｎｏｍｉｄａｅ）　成虫体微小至小型；头部被前胸遮盖；触角细长，多毛，５～
１１节，雄虫触角环毛状；复眼卵形或肾形，眼面光滑或有毛，无单眼；口器不发达，喙短；胸部
大，后胸有纵沟；翅狭，翅脉明显；足细长，前足特长，静息时举起；胫节有距，跗节极长；腹部

细瘦。幼虫体细长，圆柱形，多呈红色；胸部第１节和腹部末节各有一个伪足突起；第 ９节或
肛门周围有２对血鳃。

幼虫多生活于水中，多为腐食性，少数危害农作物的根部，如稻摇蚊（Ｔｅｎｄｉｐｅｓｏｒｙｚａｅ）等。
（２）瘿蚊科（ｃｅｃｉｄｏｍｙｉｉｄａｅ）　成虫体微小，纤细；复眼发达，通常左右愈合成 １个；触角

念珠状，１０～３６节，每节有环生的放射状细毛；喙或长或矩，有下颚须 １～４节；翅较宽，有毛
或鳞毛，翅脉极少，纵脉仅３～５条，无明显的横脉；足细长，基节短，胫节无距，爪简单或有
齿，具中垫或爪垫；腹部８节，伪产卵器长短不一，能收缩。幼虫体纺锤形，白、黄、橘红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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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４５　双翅目昆虫的触角和前翅
Ａ长角亚目；Ｂ短角亚目；Ｃ芒角亚目；Ｄ蝇的前翅

１腋瓣；２翅瓣；３臀室；４轭室；５臀叶；６基室；７盘室

　
图 ３－４６　双翅目主要科的代表（一）

Ａ摇蚊科（稻摇蚊）；Ｂ瘿蚊科（麦红吸浆虫）

１成虫；２幼虫

图 ３－４７　双翅目主要科的代表（二）
Ａ潜蝇科（豌豆彩潜蝇）；Ｂ黄潜蝇科（麦秆蝇）；Ｃ实蝇科（橘大实蝇）；Ｄ水蝇科（稻水蝇）；Ｅ花蝇科（灰地种蝇）

１成虫；２幼虫

色；头部退化；中胸腹板上通常有一个突出的剑状骨片，有齿或分成 ２瓣，为弹跳器官，是鉴
别种的主要特征。

幼虫捕食性、腐食性或植食性，植食性种类以幼虫危害植物的花、果实等，很多能造成虫

瘿。常见的主要害虫有稻瘿蚊（Ｐａｃｈｙｄｉｐｌｏｓｉｓｏｒｙｚａｅ）、麦红吸浆虫（Ｃｅｃｉｄｏｍｙｉａｍｏｓｅｌｌａｎａ）、麦
黄吸浆虫（Ｃｏｎｔａｒｉｎｉａｔｒｉｔｉｃｉ）等。

（３）实蝇科（Ｔｒｙｐｅｔｉｄａｅ）　成虫体小至中型，常有棕、黄、橙、黑等色；头部宽大，具细颈；
复眼大，常见绿色闪光，单眼有或无；触角芒光裸或有细毛，翅面常有褐色的云雾状斑纹；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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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有２处折断，Ｓｃ脉向前缘突然弯曲，几乎成直角，中室２个，臀室三角形；中足胫节有端距；
腹部背面可见４～５节；雌虫产卵器细长，扁平而坚硬，分３节。幼虫蛆形，黄白色，体上有小
刺，口钩２个，平行；前胸气门扇形，其边缘有１４～３８个小瓣，后气门互相连接，每个气门有３
个平行的长裂缝。

幼虫植食性，蛀食植物的叶、芽、茎、果实、种子，有的造成虫瘿，很多种类为检疫对象。

常见的有危害柑橘的橘大实蝇（Ｔｅｔｒａｄａｃｕｓｃｉｔｒｉ）和橘小实蝇（Ｓｔｒｕｍｅｔａ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危害瓜类
的瓜大实蝇（Ｄａｃｕｓ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ｅ）等。

（４）潜蝇科（Ａｇｒｏｍｙｚｉｄａｅ）　成虫体小型或微小型，多为黑、绿或黄色；触角芒光裸或具
细毛，单眼三角区较小；翅宽，无腋片，Ｃ脉有 １处折断，Ｓｃ脉退化或与 Ｒ１合并，或仅在基部
与 Ｒ１分开，Ｒ脉３分支直达翅缘，Ｍ脉间有２个闭室，其后有１个小臀室。幼虫蛆形，前尖后
齐，白色；口钩上有 ２～４齿，前气门位于前胸背面，扇形、半圆形或分叉，后气门在腹部末端
的背面，每个气门上的开口为３～２２个。

幼虫多为植食性，潜叶为害，残留上下表皮，形成各种各样的虫道，有的蛀茎为害。如危

害小麦的麦植潜蝇（Ｐｈｙｔｏｍｙｚａｎｉｇｒａ），危害大豆的豆秆黑潜蝇（Ｍｅｌａｎａｇｒｏｍｙｚａｓｏｊａｅ）和菜豆
蛇潜蝇（Ｏｐｈｉｏｍｙｉａｐｈａｓｅｏｌｉ）；豌豆潜蝇（Ｃｈｒｏｍａｔａｍｙｉａｈｏｒｔｉｃｏｌａ）和美洲斑潜蝇（Ｌｉｒｉｏｍｙｚａｓａ
ｔｉｖａｅ）寄主十分广泛，但对豆科和葫芦科蔬菜的危害最大，在各地菜区严重发生。

（５）黄潜蝇科（Ｃｈｌｏｒｏｐｉｄａｅ）　又称秆蝇科。成虫微小或小形，体光滑无毛，大多数为淡
黄绿色，并常有斑纹；触角芒光裸，不呈羽毛状；单眼三角区较大，Ｃ脉在近 Ｓｃ末端仅有一个
折断处，Ｓｃ脉短，末端不折转，Ｍ脉间基室与中室合并，仅有一个翅室，其后无臀室。幼虫圆
柱形，口钩明显；前气门小而长，有瓣４个以上，后气门裂卵形，开口于末端突起上。

多以幼虫钻蛀草本植物的茎，有些为主要农业害虫。如稻秆蝇（Ｃｈｌｏｒｏｐｓｏｒｙｚａｅ）、麦秆蝇
（Ｍｅｒｏｍｙｚａｓａｌｔａｔｒｉｘ）等。

（６）水蝇科（Ｅｐｈｙｄｒｉｄａｅ）　成虫体微小至小型，黑灰色而有光泽；翅的脉序与黄潜蝇科
相似，但 Ｃ脉在前缘有２处折断。幼虫纺锤形，后气门着生在管状突起上。

多数植食性，潜食水生植物的茎叶或咬食植物组织，如稻水蝇（Ｅｐｈｙｄｒａｍａｃｅｌｌａｒｉａ）、麦
叶毛眼水蝇（Ｈｙｄｒｅｌｌｉａｇｒｉｓｅｏｌａ）等。

（７）花蝇科（Ａｎｔｈｏｍｙｉｉｄａｅ）　成虫体小至中型，外形似家蝇；体细长多毛；复眼发达，雄
虫２个复眼几乎相接触；触角芒羽毛状；中胸背板被 １条完整的盾间沟划分为前后 ２片，连
同小盾片共３片；翅脉平直，直达翅缘，Ｍ１＋２脉不急剧向前弯曲，而与 Ｒ４＋５平行或远离。幼虫
体白色、黄白、黄褐色或黑色，每１体节有２～６根丝状突起，植食性的头部具 ２个口钩，前气
门指状突少于１２个，潜叶类的则多于４０个；后气门３个气门裂，排成放射状。

幼虫多取食腐败的动、植物或动物粪便等，有些种类危害农作物的根部，称为根蛆，如危

害蔬菜和瓜类的灰地种蝇（Ｄｅｌｉａｐｌａｔｕｒａ）、萝卜地种蝇（Ｄｆｌｏｒａｌｉｓ）和葱地种蝇（ＤＡｎｔｉｇｕａ）
都是主要的地下害虫。

二、吸收式害虫及其危害

（一）吸收式害虫的种类

吸收式害虫（ｓｕｃｋｉｎｇｐｅｓｔｓ）是以吸收式口器取食危害植物的吸收式口器害虫的简称。
根据害虫口器的不同，可将吸收式害虫进一步分为刺吸式害虫、锉吸式害虫、虹吸式害虫、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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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式害虫。

其中以刺吸式害虫种类多，危害最大。它们多集中在半翅目和同翅目，按其分类地位和

危害方式可分为蝽类、叶蝉类、飞虱类、蚜虫类、蚧类、粉虱类等。

锉吸式害虫即缨翅目的蓟马，主要危害烟草、小麦、棉花、马铃薯等农作物和苹果、梨等

果树。主要害虫有烟蓟马、稻蓟马等。

虹吸式害虫如鳞翅目吸果夜蛾类害虫，以成虫吸食果树的果实汁液，严重影响果实品质

或造成大量落果，如嘴壶夜蛾、鸟嘴壶夜蛾等。

刮吸式害虫涉及双翅目多种植食性的蚊类和蝇类，均以幼虫取食为害。其中危害最大

的是瘿蚊、潜蝇、秆蝇、实蝇和种蝇，瘿蚊以危害禾本科、杨柳科和菊科植物为主，如稻瘿蚊、

吸浆虫等；蝇类的寄主范围因种而异，常见的主要害虫有豌豆潜蝇、美洲斑潜蝇、豆秆黑潜

蝇、稻秆蝇、麦秆蝇、橘大实蝇、灰地种蝇等。

（二）危害症状及其特点

吸收式害虫取食时，将口针刺入植物表皮，从植物组织中吸取细胞液和各种营养物质，

因此，被害植物外表没有显著的残缺和破损。但由于取食造成了植物正常生理过程的破坏，

加上植物对受害的能动反应，常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危害状（图 ３－４８）。此外，这类害虫常通
过传播病害而导致间接伤害。

图 ３－４８　吸收式口器害虫的危害状
Ａ稻瘿蚊；Ｂ棉盲蝽；Ｃ棉蚜；Ｄ潜蝇；Ｅ灰地种蝇；Ｆ蝽；Ｇ葡萄根瘤蚜

１危害状　比较常见的吸收式害虫危害状有卷曲、皱缩、畸形和枯萎。蚜虫、蓟马、蝽
类等吸收式害虫喜欢刺吸危害植物的幼嫩部分，常常由于受唾液的刺激，被害组织不均衡生

长，出现芽或叶片卷曲，皱缩，果实畸形等症状，如棉蚜危害棉花、梨二叉蚜危害梨树、苹果蚜

危害苹果后使叶片褪色、畸形卷缩；棉盲蝽刺吸棉花顶芽，造成叶片主脉扭曲和组织坏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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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后叶片破碎，形成“破碎叶”；蝽象刺吸苹果幼果后，被害部位不能正常生长，导致后期的

“猴头果”。有些害虫的唾液中含有特殊的化学物质，致使植株萎蔫或使细胞急剧增生，局部

畸形生长，膨大或形成虫瘿，如葡萄根瘤蚜危害葡萄叶片，可使被害叶长成虫瘿，危害根部则

使其肿胀，皮层绽裂，甚至局部溃烂，引起整株枯死。

刮吸式害虫的危害状比较特殊（图３－４８）。蚊类幼虫主要危害生长点、刚萌发的种子、
幼根，以及花器和处于灌浆期的子粒等植物的幼嫩部分；危害生长点的使其不能正常发育，

如稻瘿蚊幼虫侵害水稻生长点后，初期症状不明显，中期基部膨大成“大肚秧”，后期叶鞘愈合

成管状伸出，称为“标葱”；危害种子和幼苗的造成种子腐烂和死苗；蛀食子粒的造成瘪粒。蝇

类幼虫主要在植物高湿度的部位取食为害，潜叶为害或钻蛀茎干和果实，或在植株近地面处为

害；潜叶为害的在叶片上形成各种形式的虫道；蛀茎的破坏植物的输导组织，造成枯心和整株

枯死；蛀果的引起烂果或落果；在近地面处为害的多蛀食植物根茎部，使植株萎蔫死亡。

２直接伤害　直接伤害指吸收式害虫因取食对植物造成的生理伤害。吸收式害虫取
食时，其口针不断刺入植物组织，首先对植物造成机械伤害，同时分泌唾液和吸取植物汁液，

使植物细胞和组织的化学成分发生明显变化，造成病理或生理伤害。从外表看，被害部位出

现褪色斑点是最常见的吸收式害虫危害状，植物受害初期，被害部位叶绿素减少，先出现黄

色斑点，以后逐渐变成褐色或银白色，严重时细胞枯死，木栓化并与活的组织分离，使植物光

合作用面积减少，长势衰弱，甚至出现部分器官或整株枯死的情况。从内部变化看，生理性

伤害则是吸收式害虫最主要的危害，害虫取食常常大量消耗植物体中的水分、氨基酸和糖

类，使植物营养失调；同时因唾液的作用，积累的养分被分解，如被稻褐飞虱危害的水稻，叶

片中蛋白质和淀粉的含量减少，而游离氨基酸和还原糖的含量则明显增加。

３间接危害　刺吸式害虫是植物病害，特别是病毒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可能这些昆虫
的发生数量不足以给植物造成直接危害，但传毒所带来的间接危害却十分严重。据统计，有

３９７种植物病毒病是通过昆虫传播的，其中绝大多数是刺吸式害虫，如桃蚜至少可以传播 １０７
种病毒，黑尾叶蝉可传播水稻普通矮缩病和黄萎病，灰飞虱能传播水稻黑条矮缩病和条纹叶枯

病、小麦丛矮病、玉米矮缩病等，麦二叉蚜是麦类黄矮病的传播媒介。吸收式害虫的危害还会

为某些病原菌的侵入提供通道，如萝卜地种蝇幼虫的危害容易引起白菜软腐病的蔓延，稻摇蚊

危害水稻幼芽可招致绵腐病的发生，苹果绵蚜瘤状虫瘿的破裂易导致苹果腐烂病的发生等。

蚜虫等刺吸式害虫在取食为害的同时排出大量水分、蜜露，使茎叶油光发亮，不仅招致

霉污病的发生，还直接污染叶片和果实，堵塞气孔，影响呼吸和光合作用，阻碍植物的正常生

长发育，使其商品价值降低。

三、咀嚼式害虫及其危害

（一）害虫类别及其危害范围

咀嚼式害虫（ｃｈｅｗｉｎｇｐｅｓｔ）是以咀嚼式口器取食危害植物的咀嚼式口器害虫的简称。
主要的农业害虫绝大多数是咀嚼式害虫，主要集中在直翅目、鞘翅目、鳞翅目和膜翅目。通

常根据它们在植物上的取食部位和危害特点可分为如下５大类：
１食根类害虫　是指在地下或近地表处取食危害植物种子、根或根茎的一类害虫，它

们的寄主范围一般较广，可危害麦类、玉米、高粱、谷子、薯类、豆类、棉花、蔬菜和果树、林木

的幼苗等，又称为地下害虫，如直翅目的蝼蛄，鞘翅目的叩头甲、金龟甲、拟地甲和象甲，鳞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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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老虎等，其中蛴螬、蝼蛄、金针虫和地老虎是最主要的地下害虫。蛴螬是金龟甲的幼

虫，在我国黄河流域及北方的旱作区普遍发生；蝼蛄在我国南北方均有发生，以成虫和若虫

为害；金针虫是叩头甲的幼虫，特别在新开垦的荒地危害较重；地老虎的幼虫俗称切根虫，全

国普遍发生，但以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危害最重。

２食叶类害虫　是指取食危害植物叶片的一类害虫。这类害虫较多，根据取食危害方
式的不同，可进一步分为暴露危害和潜藏危害２类。

（１）暴露危害类　指危害虫态暴露在外的一类食叶性害虫，寄主范围因种而异。其中危害
禾本科作物的主要食叶害虫有东亚飞蝗、黏虫等；危害大豆的有豆芫菁、造桥虫类和豆天蛾等；危

害薯类作物的有甘薯叶甲和甘薯天蛾；危害蔬菜的有黄条跳甲类、黄守瓜、菜粉蝶类、菜蛾、甜菜夜

蛾、甘蓝夜蛾和斜纹夜蛾；危害果树和林木的有凤蝶、剌蛾、尺蠖、枯叶蛾、毒蛾、舟蛾等。

（２）潜藏危害类　危害虫态在叶片上下表皮间潜食，或吐丝将叶片卷曲起来，或将多片
叶缀连营巢，潜伏其中取食的害虫。主要害虫有危害水稻的弄蝶类和稻纵卷叶野螟；危害薯

类的麦蛾；危害蔬菜等作物的菜心野螟、草地螟；危害果树、林木的蓑蛾、斑蛾、卷蛾等。

３蛀茎类害虫　是指在植物茎秆内钻蛀取食的一类害虫。其中钻蛀禾本科作物茎秆
的有亚洲玉米螟、高粱条螟、二点螟、二化螟、三化螟和大螟等，它们是常发性主要农业害虫；

钻蛀危害果树、林木等木本植物的主要害虫涉及多种吉丁虫、天牛和透翅蛾。

４蛀果类害虫　是指钻蛀危害植物果实的一类害虫。如钻蛀危害棉花蕾铃的红铃虫和
金刚钻类，蛀果兼食叶为害的棉铃虫和烟夜蛾，蛀食大豆豆荚的大豆食心虫和豆荚斑螟等均是

非常主要的农业害虫；危害仁果类和核果类果树的食心虫类和桃蛀野螟是果树的主要害虫。

５贮粮害虫　是指危害贮藏期粮食及其加工品的一类害虫。常见的有蛀食各种谷物的玉
米象、谷盗和麦蛾；危害谷物及其他农产品的印度谷螟和烟草粉斑螟；蛀食不同豆粒的豆象等。

（二）危害症状及其特点

咀嚼式害虫危害的共同特点是造成明显的机械损伤，在植物的被害部位常常可以见到

各种残缺和破损，使组织或器官的完整性受到破坏。由于被害部位不同，所表现出的危害状

也千差万别（图３－４９～图３－５１）。

图 ３－４９　咀嚼式口器害虫的危害状（一）
Ａ小地老虎；Ｂ芽白小卷蛾；Ｃ稻纵卷叶野螟；Ｄ黄条跳甲类；Ｅ黄斑长翅卷蛾；Ｆ粉蝶类；Ｇ甜菜网野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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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５０　咀嚼式口器害虫的危害状（二）
Ａ三化螟；Ｂ亚洲玉米螟；Ｃ二点螟；Ｄ大豆食心虫；Ｅ棉铃虫

图 ３－５１　咀嚼式口器害虫的危害状（三）
Ａ皱小蠹；Ｂ柑橘小吉丁；Ｃ梨眼天牛；Ｄ梨大食心虫；

Ｅ豌豆象；Ｆ麦蛾；Ｇ绿豆象；Ｈ桃蛀果蛾

１田间缺苗断垄　这是地下害虫的典型危害状，如蛴螬、蝼蛄、叩头虫、地老虎、稻象甲
等咬食作物地下的种子、种芽和根部，常常造成种子不能发芽，幼苗大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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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顶芽停止生长　有些害虫喜欢取食植物幼嫩的生长点，使顶尖停止生长或造成断头，如
棉田１代棉铃虫幼虫常常取食棉花的嫩叶，烟夜蛾幼虫喜欢集中危害烟草的顶部心芽和嫩叶，
菜心野螟主要危害蔬菜幼苗的心叶，芽白小卷蛾幼虫吐丝将苹果幼芽与数片嫩叶缠缀后取食。

由于生长点被食害，植物往往停止生长，甚至死亡。

３叶片残缺不全　这是咀嚼式害虫的典型危害状，不同的取食方式常造成以下不同的
症状：

（１）潜食　潜叶蛾类在叶片的两层表皮间取食叶肉，形成各种透明的虫道。
（２）蚀食　叶甲类、植食性瓢虫、稻纵卷叶野螟、斜纹夜蛾和一些蛱蝶的幼虫等取食叶

肉，而留下完整透明的上表皮，形成箩底状凹洞。

（３）剥食　粉蝶类、烟夜蛾、甜菜夜蛾和一些鞘翅目幼虫常将叶片咬成不同形状和大小
的孔洞，严重危害时将叶肉吃光，仅留叶脉或大叶脉。

（４）吞食　蝗虫和一些鳞翅目幼虫的暴食期，取食叶片时没有任何选择，将叶片吃成各
种形状的缺刻，严重时将整片叶吃光，甚至将植株吃成光杆。

４茎叶枯死折断　是蛀茎类害虫的典型危害状。水稻螟虫、二点螟、亚洲玉米螟、高粱
条螟等螟虫早期危害常常造成心叶枯死或在叶片上形成大量穿孔，后期危害造成茎秆折断，

在不同作物上分别形成“枯心苗”、“枯孕穗”、“白穗”、“虫伤株”等。吉丁虫、小蠹虫在树皮

和皮下木质部的浅层蛀食，天牛、透翅蛾蛀食树干的木质部，分别形成不同的隧道，削弱树

势，严重时引起枝干或全株枯死。

５花蕾和果实受害　多种果树食心虫、棉铃虫、红铃虫、金刚钻、豆象类、玉米象、麦蛾
等均蛀食果实或子粒内部，大豆食心虫和豆荚斑螟可蛀入豆荚内取食豆粒，使果实或子粒受

害、脱落或品质下降。棉铃虫等害虫还取食花蕾，造成落蕾。

第四节　农业害螨及其危害

螨类（ｍｉｔｅ）在动物分类上属于节肢动物门蛛形纲的蜱螨亚纲（Ａｃａｒｉ），通称蜱螨。它们
在自然界分布较广，有的危害农作物，引起叶片变色和脱落；有的危害植物的幼嫩组织，形成

疣状突起；有的在仓库内危害粮食，使粮食发霉变质；有的则寄生或捕食其他动物，这些螨类

均与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螨类的形态特征

螨类均是小型或微小型的动物，肉眼不易看见。体躯通常为圆形或卵圆形；身体一般分颚体

和躯体两部分，颚体构成螨体的前端部分，躯体是螨体的主要部分，位于颚体后方（图３－５２）。

（一）颚体

由螯肢节和须肢节组成，其上着生有口器、螯肢、须肢和一些感觉器官。螯肢由 ２～３节
组成，具有摄取食物的功能。须肢位于螯肢的外侧，由转节、股节、膝节、胫节、跗节和趾 ６部
分组成。

（二）躯体

大多呈囊状，可分为前足体、后足体和末体 ３部分。躯体的背面有时骨化成盾板，表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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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５２　螨类的形态特征
Ａ背面观；Ｂ腹面观

１前足；２单眼；３后足；４须肢；５螯肢；６前足体毛；７肩毛；８后足体背中毛；９后足体背侧毛

１０骶毛；１１臀毛；１２前肛侧毛；１３肛毛；１４颚体；１５前足体；１６后足体；１７末体

上有纤细或粗细不规则的纹路或各种形状的刻点和瘤突，是分类的主要依据。背面着生有

各种形状的刚毛，称为背毛，其形状和数目也是分类的主要依据。腹面通常有骨化板，上面

着生纤细的刚毛，称为腹毛，其中在生殖孔和肛门附近的毛常作为分类特征。

螨类一般有４对足，幼螨和瘿螨科、跗线螨科的部分种类只有 ２～３对足。着生在体躯
前段的两对称前足，着生在体躯后段的两对称后足。螨类的足通常由基节、转节、腿节、膝

节、胫节和跗节６部分组成；基节固定在躯体腹面，不能活动；跗节前端有时有趾节，多数情
况下趾节形成步行器，由一对爪和一个爪间突组成，形状各异，为分类的依据。

螨类只有在成螨期具有生殖孔，是区别成螨和若螨的主要特征。大多数螨类体躯上有

气门，如寄螨目有４对气门，位于后足体和末体的背侧或腹侧。真螨目的一些种类的气门则
位于螯肢基部或前足体的肩角上。

二、农业害螨的主要类群

蜱螨的种类较多，估计全世界有５０００００余种，按照 ＧＷＫｒａｎｔｚ的分类系统，蜱螨亚纲
分为寄螨目（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ｆｏｒｍｅｓ）和真螨目（Ａｃａｒｉｆｏｒｍｅｓ）２个目，７个亚目，３８０个科，农业害螨主
要集中在真螨目的６个科（图３－５３）。

（一）叶爪螨科（Ｐｅｎｔｈａｌｅｉｄａｅ）

成螨体微小，长０１～１０ｍｍ，体圆形或略成梨形，后端较狭。体色绿色、黄色、红色或
黑色，有时具色斑；皮肤柔软，有细线或细毛；前足体前部有一突起，上具刚毛一对，两侧各有

一个假气门器；肛门位于体背部；足有两爪和一刷状垫。

（二）叶螨科（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ｉｄａｅ）

成螨体微小，长０２～１０ｍｍ，圆形或长圆形；雄虫腹末尖削。多为红色、暗红色或暗绿
色；足４对，须肢５节；前足体一般有 ３对背毛，后足体和末体有 １０对背毛，背毛有刚毛状、
棒状、扇状等３种不同形式；本科是农业害螨中最主要的类群，全世界记载近 １０００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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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５３　农业害螨主要科的代表
Ａ叶爪螨科（麦大背肛螨）；Ｂ瘿螨科（柑橘锈螨）；Ｃ跗线螨科（侧多食跗线螨）；Ｄ叶螨科（棉叶螨）；

Ｅ细须螨科（卵形短须螨）；Ｆ粉螨科（腐食酪螨）

已知１１０余种。

（三）跗线螨科（Ｔａｒｓｏｎｅｍｉｄａｅ）

成螨体微小，长０１～０３ｍｍ，圆形或长圆形。本科突出的特点是须肢微小，雌螨第 ４
对足端部具鞭状毛，雄螨第４对足粗大，足的爪间突为膜质。

（四）细须螨科（Ｔｅｎｕｉｐａｌｐｉｄａｅ）

成螨体微小，长０２～０４ｍｍ，卵形或梨形，体色深红色、黄褐色或苍白色。体壁骨化程
度较高，背面通常形成网状花纹。螯肢针状；须肢１～５节，其胫节无爪，跗节上的刚毛最多３
根。前足体背毛３对；后足体肩毛一对，背中毛 １～３对，背侧毛 ５～７对。足粗短，具环状
皱纹。

（五）瘿螨科（Ｅｒｉｏｐｈｙｉｄａｅ）

成螨体微小，长０１～０２ｍｍ，蠕虫形，狭长。前足体背板大，呈盾状，后足体和末体延
长，分为很多环纹；足仅２对。

（六）粉螨科（Ａｃａｒｉｄａｅ）

成螨体微小，长０２～０４ｍｍ，白色或灰白色。体毛光滑，不呈羽毛状。前足体与后足
体之间有一缢缝；足的基节与身体腹面愈合，故为 ５节；第一和第 ２对足的跗节各有 １棒状
感觉毛，跗节末端有爪和爪垫。

三、螨类的生物学特性

（一）生殖与发育

螨类的生殖方式有两性生殖、孤雌生殖和卵胎生等。两性生殖需经雌雄交配，卵受精后

发育成新个体；孤雌生殖有产雌孤雌生殖和产雄孤雌生殖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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螨类的个体发育因种类不同而不同。叶螨科的种类一般经过卵、幼螨、第 １若螨、第 ２
若螨和成螨５个时期。跗线螨仅有卵、幼螨和成螨３个发育阶段，无若螨期。某些瘿螨则只
有卵、若螨和成螨期，而没有幼螨期。

（二）世代和生活史

螨类世代历期的长短和年发生代数因种类而异，主要农业害螨一般世代历期 ２０～４０
天，年发生３～１０代，多的达２０多代。同种螨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发生世代数也不同，其中
环境因子，特别是温湿度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温湿度较高的地区世代历期短，年发生的

代数多，相反在温湿度低的地区发生代数少。对于年发生代数较多的种类，往往世代重叠现

象十分明显。

在北方地区，螨类一般以雌成螨越冬，也有以雄成螨、若螨或卵越冬的。越冬雌螨有很

强的抗寒性和抗水性；越冬场所多在土中、枯枝落叶下以及杂草和各种植物上等。为了适应

不良环境，有些螨类还有滞育现象，滞育虫态多为卵或雌螨。

（三）农业螨类的食性

农业螨类的食性极为复杂，一般可分为植食性、捕食性、寄生性、腐食性和食菌性 ５类。
主要的农业害螨均为植食性；捕食性螨类如植绥螨、肉食螨、长须螨等是植食性螨类的重要

天敌；寄生性螨类多寄生在鞘翅目、鳞翅目、膜翅目、半翅目、同翅目、双翅目等昆虫的体外，

对抑制这些害虫的发生有一定作用，但寄生于家蚕和蜜蜂的螨类则是害螨；食菌性螨类，特

别是有些粉螨是食用菌栽培的大敌；腐食性螨类则对加快有机物的生态循环有重要作用。

四、主要农业害螨及其危害

（一）害螨种类及其危害范围

主要的农业害螨集中在真螨目的 ６个科，许多种类对粮食、油料、蔬菜、果树、棉花等作
物和茶树、桑树、花卉、林木等危害极大；有些还是主要的仓库害螨，直接危害贮藏期的各种

农产品。常见的主要种类有：主要危害麦类作物叶片和叶鞘的麦大背肛螨（Ｐｅｎｔｈａｌｅｕｓｍａ
ｊｏｒ）和麦岩螨（Ｐｅｔｒｏｂｉａｌａｔｅｎｓ）；主要危害棉花和多种经济作物的红叶螨（朱砂叶螨）（Ｔｅｔｒａｎｙ
ｃｈｕｓ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ｉｎｕｓ）；寄主十分广泛、几乎危害各种显花植物的棉叶螨（二斑叶螨）（Ｔｕｒｔｉｃａｅ），
危害茄子、辣椒、番茄、黄瓜等蔬菜和茶树、柑橘、林木叶片及其果实的侧多食跗线螨（茶黄

螨）（Ｐｏｌｙｐｈａｇｏｔａｒｓｏｎｅｍｕｓｌａｔｕｓ）和卵形短须螨（Ｂｒｅｖｉｐａｌｐｕｓｏｂｏｖａｔｕｓ）；危害苹果、梨、桃等北方
落叶果树的山楂叶螨（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ｕｓｖｉｅｎｎｅｎｓｉｓ）、果苔螨（Ｂｒｙｏｂｉａｒｕｂｒｉｏｃｕｌｕｓ）和榆（苹果）全爪
螨（Ｐａｎｏｎｙｃｈｕｓｕｌｍｉ）；危害柑橘类果树的柑橘全爪螨（Ｐｃｉｔｒｉ）、橘芽瘿螨（柑橘瘤壁虱）
（Ｅｒｉｏｐｈｅｓｓｈｅｌｄｏｎ）和橘芸锈螨（柑橘锈壁虱）（Ｐｈｙｌｌｏｃｏｐｔｒｕｔａｏｌｅｉｖｏｒａ）；危害禾谷类、面粉类、
油子类、豆类和脂肪蛋白含量高的奶粉、火腿、干酪、鱼粉等的腐食酪螨（Ｔｙｒｏｐｈａｇｕｓｐｕｔｒｅｓｃｅｎ
ｔｉａｅ）等。

（二）危害症状及其特点

绝大多数农业害螨的危害特点十分相似，危害时均以其细长的口针刺破植物表皮细胞，

吸食汁液，使被害部位失绿、枯死或畸形，但不同植物、不同被害部位常表现出不同的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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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如小麦等禾本科植物叶片受害后，先失绿并出现黄色斑块，严重时叶尖枯焦或全叶枯

黄，甚至整株死亡；棉花叶片受害后，先出现失绿的红斑，继而出现红叶干枯，叶柄和蕾铃的

基部产生离层，严重时叶片和蕾铃大量脱落，状如火烧；苹果叶片被害后，最初呈现出许多失

绿的小点，随后扩大连成片，最终叶片焦黄脱落；柑橘叶片被害后，果皮粗糙，满布网状细纹

和褐色斑点；瘿螨危害果树、农作物的叶片或果实后，还会刺激受害部位形成虫瘿，除了直接

危害外，有的种类还是植物病毒的传播媒介；仓库害螨的蜕皮和排泄物会污染贮藏的农产

品，使其发热霉变、变色并带有腥臭味，带螨的农产品与人体皮肤接触后，还会诱发皮疹。

第五节　软体动物及其危害

软体动物（ｍｏｌｌｕｓｃ）是一类具有三胚层和真体腔，在结构上可以分为头、足、内脏囊及外
套膜四部分的动物。头位于身体前端；足位于腹面，是由体壁延伸出的富含肌肉的运动器

官；内脏囊位于身体背面，是由体壁包裹内脏形成的囊状器官；外套膜是由身体背面体壁延

伸形成的膜状结构，有些种类的外套膜向体表分泌碳酸钙形成外壳。

软体动物门是动物界中仅次于节肢动物门的第二大动物门，种类繁多，不同种类形态差

异大，包括人们生活中熟悉的蜗牛（腹足类）、河蚌（双壳类）、乌贼（头足类）和石鳖（多板

类）等。但危害植物并造成显著经济损失的种类较少，主要是腹足纲中的一些种，如福寿

螺（Ｐｏｍａｃｅａｃａｎａｌｉｃｕｌａｔａ）、灰巴蜗牛（Ｂｒａｄｙｂａｅｎａｒａｖｉｄａ）、同型巴蜗牛（Ｂ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ｓ）和蛞蝓
（Ａｇｒｉｏｌｉｍａｘａｇｒｅｓｔｉｓ）等。它们舔食植物叶片和嫩茎，造成孔洞和缺刻，严重时吃光叶片，截断
嫩茎，对多种作物，尤其是苗期作物造成严重危害。

一、福寿螺

又名大瓶螺、苹果螺，属瓶螺科，为雌雄异体、体内受精、体外发育的卵生动物。原产地

是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１９８１年作为食用螺引入广东，其后作为特种经济动物又被引入到其
他省份养殖。但由于养殖过度，食用口味不佳，市场不好而被大量遗弃或逃逸，并很快扩散

到农田和天然湿地，现已成为危害严重的外来入侵物种。辨认福寿螺最容易的特征是雌螺

在水线以上的固体物表面产下的“粉红色的卵块”。

福寿螺营水栖生活，但有极强的耐旱能力，可以紧闭壳盖静止不动耐受干旱达 ３～４个
月。福寿螺的成、幼螺均可越冬，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单雌产卵数千粒。在广州年自然繁

殖３代，卵期１０天左右，幼螺经２～３个月发育成熟，即可交配产卵，产卵雌成螺平均寿命 ６
个月，可连续产卵２～４个月，１只雌螺一年可以繁殖３０万只以上。福寿螺耐饥饿能力很强，
中小型个体甚至可以耐受３个月的饥饿。在干旱季节，福寿螺埋藏在湿润的泥土中，可以渡
过６～８个月，被灌溉时能再次活跃起来。但福寿螺不耐低温，冬季暴露在 １～２℃的空气中
１天即死亡，在１～２℃的越冬土壤里，１周后死亡率为 ２５％～５０％。福寿螺最适生长水温为
２５～３２℃，超过３５℃生长速度下降，生存临界最高水温为 ４５℃，最低水温为 ５℃。福寿螺食
性广，是以植物为主食的杂食性螺，尤其喜欢吃带甜味的水生植物，也爱吃水中的动物腐肉。

福寿螺在中国仅分布在南方各省，主要危害水稻、茭白、菱角、空心菜、芡实等水生作物

及水域附近的甘薯等旱生作物。福寿螺繁殖迅速，取食量大，咬食水生农作物，可造成严重

减产。另外福寿螺螺壳锋利，容易划伤农民的手脚；大量繁殖可造成其他水生物种的灭绝，

极易破坏当地的湿地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更为严重的是，福寿螺是卷棘口吸虫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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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管圆线虫的中间宿主。食用未充分加热的福寿螺，可能并感染引发吸虫病和广州管圆线

虫病，严重者可致痴呆，甚至死亡。

二、灰巴蜗牛和同型巴蜗牛

均属巴蜗牛科，为雌雄同体、异体交配受精的卵生动物，是多种植物的苗期害虫。

灰巴蜗牛成贝头部发达，头上有２对触角，后触角顶端长有眼睛，口位于头部下方，腹面
有足，体外有扁球形螺壳，壳面黄褐色或红褐色，螺旋部低矮，体螺层较宽大，缘中部有 １条
褐色带，壳口呈椭圆形，脐孔缝状。同型巴蜗牛成体略小，螺壳厚，壳口呈马蹄形，脐孔小而

深，呈洞穴状。两种蜗牛的幼贝形态与成贝相似，卵均为圆球形，直径 ２ｍｍ，初产乳白色，有
光泽，逐渐变成淡黄色，近孵化时，变成土黄色。每年繁殖１代或 ２代，冬季以成贝和幼贝在
潮湿阴暗的草堆石块下或土缝里越冬。春季气温上升后越冬蜗牛开始取食，随后成贝开始

交配产卵。一般成贝存活２年以上，可多次产卵，卵多产于潮湿疏松的土里或枯叶下，卵在
干燥的土壤中不孵化。两种蜗牛均喜阴湿环境，雨天昼夜活动，晴天昼伏夜出，连续干旱时

便隐藏起来，并分泌黏液封住出口，进入休眠状。

灰巴蜗牛和同型巴蜗牛常混合发生，前者分布范围较广，后者主要是在华东、华南、西南

和西北地区发生。两种蜗牛食性杂，可危害豆科、十字花科和茄科类蔬菜，棉、麻、甘薯等农

作物，月季、蜡梅、杜鹃、佛手、兰花等花卉类，此外还严重危害草坪，尤其喜食三叶草和酢浆

草等。

三、蛞蝓

属蛞蝓科，俗称鼻涕虫，为雌雄同体、异体交配受精的卵生动物。体长圆形，长约 ４５ｃｍ，
背面淡褐色或黑色，腹面白色。头端腹侧有口，前端有２对触角，后方的 １对较长，其顶端有
眼。触角能自由伸缩，如遇刺激立即缩入。跖面有黏液腺，分泌黏液，匍行经过处，常留有白

色黏液的痕迹。感觉灵敏，触之立即蜷缩。蛞蝓完成一个世代约 ２５０天，春末夏初开始产
卵，卵期 １６～１７天，幼贝发育成熟约 ５５天。成贝产卵期可达 １６０天。卵产于湿度大的隐
蔽土缝中，每隔 １～２天产卵一次，１～３２粒，平均产卵量约 ４００粒。蛞蝓性喜荫蔽，怕热
畏光，强光下 ２～３小时即死亡，因此昼伏夜出，活动高峰分别在 ２０∶００—２１∶００时和
０４∶００—０５∶００时，同时每年也有 ２个活动盛期，即 ４—６月和 １０—１１月。高温干旱不利蛞
蝓发生，而阴暗潮湿的环境则易于大发生，气温 １１５～１８５℃、土壤含水量为 ２０％～３０％时
对其生长发育最为有利。蛞蝓耐饥力强，可以静止度过食物缺乏或环境不良条件。

蛞蝓分布较广，危害类似蜗牛。

小　结
昆虫是体躯分为头、胸、腹三段、具有６足４翅的节肢动物。
昆虫种类繁多，不同的种具有不同的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即使是同种昆虫，因

为发育阶段、性别、地理分布及发生季节等不同，外形上也常有显著的差异。

昆虫的体壁兼具骨骼和皮肤的作用，如保持昆虫固定的体形、内陷供肌肉着生、保

护内脏器官免受机械损伤、防止体内水分过度蒸发和外来有害物质的侵入等；体壁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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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种感觉器官，使昆虫与外界环境保持联系。由于体壁的特殊构造和理化性能，使它

对虫体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并对杀虫剂的浸入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

昆虫的内部器官系统和普通动物比较，既有类似又有区别，按其功能主要分为消

化、排泄、呼吸、循环、生殖、神经和激素调控等系统。

昆虫具有多种生殖方式，并通过不同的变态发育完成生活史。

昆虫的生物学习性包括休眠、滞育、假死、趋性、群集、迁移以及多型和食性的分化。

与农业有关的昆虫，包括害虫类和天敌类，主要来自 ８个目：直翅目、同翅目、半翅
目、缨翅目、鞘翅目、鳞翅目、双翅目和膜翅目。不同类群具有不同的危害方式和致害

特点。

植物害螨是蛛形纲蜱螨亚纲的节肢动物。与农业有关的害螨，主要集中在真螨目

的６个科。不同的种类具有不同的食性和生物学特性。
有些软体动物也能造出严重的作物灾害。

正确认识昆虫及螨类的害与益，协调害虫与益虫的关系，有效控制害虫的危害，保

障农作物高产和优质，深入了解和研究它们的形态、分类、生物学及危害习性是很有必

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