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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蜡蝉科昆虫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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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面回顾了世界菱蜡蝉科昆虫约 170年的研究历史，介绍了分类研究的代表人物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对中 

国菱蜡蝉科的分类研究进行 了回顾．对该类群的生物学特性、经济意义进行 了概述，指 出了该科昆虫分类研究中目前存在的 

主要 问题 ，并对今后的研 究工作进 行了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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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Oixiidae(Hemiptera：Auchenorrhyncha：Fulgoro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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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reviews the taxonomic history of Cixiidae(Hemiptera：Auchenorrhyncha：Fulgoroidea)in the 

world and China，introduces the well-known taxonomists and their achievements in cimidae planthopper and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work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in the taxono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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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蜡蝉科(Cixiidae)隶属于半翅 目(Hemiptera) 

头喙亚 目(Auchenorrhyncha)蜡蝉 总科 (Fulgor— 

oidea)，目前 全世界 已记 录 146属 2000多种_1 ]。 

菱蜡蝉科昆虫保留有一系列原始的形态学特征，如 

在大多数的属中虫体头部前额上有 3只单眼，故而 

该科通 常被认 为是蜡 蝉 总科 中一个 最 为原 始 的 

科[3]。该科昆虫的主要鉴别特征如下：前翅通常为 

膜质，在翅脉间具带有刚毛的瘤结；体长一般 3～ 

10mm，大多数的种类休息时将前翅平放于体背，少 

数种类在体背竖直 雄性外生殖器部分外露，结构 

复杂；雌性外生殖器较为简单，为短的剑状产卵器。 

该类群昆虫不少种类为农林生产重要害虫 ，近年来 

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本文通过对该类群的 

研究历史、现状的回顾与总结 ，以期为后人的研究提 

供参考依据。 

1 生物学特性 

菱蜡蝉科昆虫一般生活在寄主植物上，能飞善 

跳，在寄主植物的叶片和嫩茎上取食 ，也有一些种类 

营穴居生活 ，例如 Solonaima属，有 6个穴居种类，7 

个地表种类[4 ]。该科昆虫为渐变态类型，一生经 

历卵、若虫、成虫 3个阶段，若虫期共有 5龄。发育 

历期较长 (例如 ：Oliarus vicarious Walker发生 1 

个世代的历期为 153d，卵期 22d，若虫期 125 d，成 

虫期 6 d)_6]，且极不整齐 ，1年一般发生 1代 ，由于 

种类 、气候 、地区及寄主条件的不 同，可能出现较多 

世代 。成虫均分雌雄两性 ，行有性 生殖 ，多以 3～5 

龄若虫越冬。若虫喜食植物新根，栖息于地下 1～ 

3 cm处，低龄若虫有群集性，习居于植 物根和土壤 

的空隙，蛰伏期间分泌大量絮状蜡质，填充居室。越 

冬若虫体褐色，体表被白色蜡粉，尾部的蜡质分泌物 

成簇 ，放射状拖于尾后，长约等于腹部 。居室被挖开 

后 ，迅速寻找土隙避难，另觅栖所。越冬若虫来年春 

季开始活动，经过一段暴食期 ，为羽化 成虫准备 营 

养，羽化后，虫体体质柔弱，色浅，复眼色鲜红，以后 

颜色逐渐变深，在居室停留 3 d后离去。成虫羽化 

后 1 d开始取食和交尾，交尾时间约 1h左右。两只 

正在交尾的成虫可同时跳动，身体呈“一”字形排开。 

成虫一生交配 1次，交尾后可 当天产卵 ，约 40～60 

粒 ，卵产于植物基部湿润的土壤中，成絮状块。雌虫 

寿命长于雄虫，雄虫交配后不久便会死亡。成虫在 

地面活动 ，有较强的趋光 性、趋上性和微弱的趋化 

(甜)性 7～ 。 

2 经济意义 

菱蜡蝉属植食性昆虫，种类多，数量大。它们以 

刺吸式口器吮吸植物的汁液，夺取植物的营养，使植 

物营养不 良，或致其枯萎，或在吮吸部位出现黄色或 

黄褐色病斑，有的则因涎液的刺激，导致植物组织增 

生，形成虫瘿，有的种类可以传播植物病毒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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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记载，该科昆虫危害棕榈、甘蔗、葡萄、可可等 

经济作物，大多是作为植物植原体病毒的传播者，如 

Hyalesthes obsoletus Sign．是葡萄 黄化 病 (BN)L1 

和葡萄枯黄病 (VK)的传播媒介L1引，对 Stolbur和 

aster yellows两种植物病 毒 的检测均 呈 阳性L1 ； 

Myndus crudus是 棕 榈 树植 物 病毒——Letha1 

yellowing的传播媒介L】 。Oliarus complectus Ball 

和 Oliarus oryzae Matsumura已被证实寄生于甘蔗 

的植株和根部_1引。 

国内对于该科昆虫的危害研究开始于近几年， 

据记载 ，王 助引 (1992)对 黑头脊 菱蜡 蝉 (Oliarus 

apicalis Uhler)的越冬情况进行 了报 道。该种昆虫 

是水稻害虫之一，还可危害玉米、高粱等L8 ；肖铁光 

等(2005，2006)先后对黄花V脊菱蜡蝉(Oliarus vi～ 

carious Waiker)的形态学特征 、生物学特性和 田问 

消长规律进行了研究。该种 昆虫主要危害黄花菜 ， 

是黄花菜的检疫害虫 ，寄主植物还有玉竹、百合 、射 

干 、白勺 、甘薯、凉薯 、淮山、仙人球、天麻 、三七、白 

矛、马铃薯、芋头、大蒜、葱、生姜、萝 卜等经济作物， 

因其若虫期较长，故其危害期主要是若虫期，吸食植 

物基部和根部新生部分的汁液，夺取植物的营养，使 

植物营养不良，直接造成作物不能出苗或出苗后死 

亡，且分泌腊质及排出蜜露，常使植物根的表面铺上 
一 层黑色的霉菌 ，进一步阻碍 了植 物的正常生 长和 

发育 ，成虫主要危害植株的幼嫩部分 ，以刺吸式 口器 

刺破幼嫩组织，吸食汁液，受害部分营养不良，退色， 

变色，器官萎蔫或卷曲畸形，甚至整个植株枯萎死 

亡。可见，该科昆虫个体虽小，但种类多、数量大，且 

传播植物病毒，其危害不容忽视，具有较为重要的经 

济意义 e ]。 

3 历史沿革 

3．1 世界分类研究史 

菱蜡蝉科是一个很古老的类群，在白垩纪的化 

石中就发现有该科的种类 ，至始新纪 ，在波罗的海附 

近发现的琥珀化石中，该科昆虫是最为常见的类群 

之一。菱蜡蝉科的分类研究工作开始于 19世纪中 

期 ，至今已经有近 170年的研究历史。大致可以分 

为 3个主要阶段 。 

3．1．1 科的初建期(1838~1916) Spinola(1838) 

建立了菱蜡蝉科(Cixiidae)，同时建立了 Cixiinae亚 

科L1 ，自此拉开了菱蜡蝉科研究的序幕，这一时期 

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Walker和 Still。Walker(1851， 

1857，1857a，1858a，1870)先 后 记 述 了 5属 51 

种L1 卅 。Still(1859，1866)的研究工作涉及了该科 

的 3个属L2 船]。由此可见，科的初建期，从事菱蜡 

蝉科研究的人员很少，进展非常缓慢，虽然有不少新 

的属种被描绘记述，但是由于当时菱蜡蝉科分类研 

究的基本框架还没有构筑完成，所以这一时期种属 

的描述带有一定的盲 目性 ，很大一部分种属的分类 

地位被后人进行了重新修订。 

3．1．2 迅猛发展期 (1917～ 1989) 进入 2O世纪 

以来，从事菱蜡蝉科研究工作的人员逐渐增多，时有 

新属、新种的报道 ；该科分类研究的基本框架也在这 
一

时期构建完成。最具代表性的菱蜡蝉分类学家有 

Muir，Metcalf，Emeljanov和 Larivi~re。他 们不但 

记述了菱蜡蝉科大量新的分类单元，而且对高级单 

元的分类研究做出了重 要贡献。Muir(1922)在 描 

述Euryphlepsia属的时候建立了 Oecleini族，并发 

表了 2个新属 Euryphlepsia和 Stenophlepsia，以 

及 12个新种L2 ；他(1923，1925)在随后的文献中将 

该科分为了两个族 ：Cixiini族 (包括 Oecleini属)和 

Bothriocerini族L2 ，同时描绘记述了安菱蜡蝉属 

Andes 33种，其 中含 3O个新种[2 。Metcalf(1936) 

调整了 Muir于 1925年建立的分类系统L1]，但 Met— 

calf(1938)随后又将 Cixiini和 Bothriocerini两个族 

提升 为亚科 ，并在 各 个亚科 下设立 了新 的族L2 。 

Metcalf(1938)建立的分类系统在其后的分类工作 

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Emeljanov(1971)年将 

Cixiini亚科 中的 Pentastirini族分 为两个 亚族L2 ， 

随后他(1989)又针对菱蜡蝉科的高级分类单元的问 

题进行了 回顾研究 ，认为该科应该分为三个亚科 ： 

Bothriocerinae，Borystheninae和 Cixiinae[。 。 

这一时期较 为知 名的学者还有：Distant，Fen— 

nah，Linnavuori，Van stalle，Kramer和 Wilson。 

Distant(1917)发表 了 5个新属：Clusivius，Matuti— 

ivlU5，Adolendana，Volcanalia，Curiatius，同时记 述 

了隶属于以上 5属的 17个新种L3 。Fennah(1943， 

1945)共记述了 19属，42种，其中 1新属(Cyctopo— 

liarus)、1新亚属 (Melanoliarus)和 25新种L3卜驰]。 

Linnavuori(1973)记载了苏丹 6属 32种，其中有 24 

新种及新亚种L3引。Van stalle(1983)记载了分属于 

Brixia Still和 Brixidia Haglund两 属 的 1O个 新 

种L3 ，之后他(1984，1985，1986)描记了埃塞俄 比亚 

界 12属 9O种 ，其 中 3O个新种及亚种 ，1O个新组 

合，l1个 种 及 亚 种 的 同物 异 名L3 。Kramer 

(1977，1981)记述了 Cixius，Oliarus和 Oecleus 3个 

属 ，133种 ，其中有新种 29种[∞ 引。Wi1son(1980) 

记载了美 国伊诺利斯州的 7属 2O种L4 。 

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对大量属种的描绘记述 

和高级分类单元的建立，菱蜡蝉科的分类研究的基 

本框架构建完成 。外部形态特征是此期该科昆虫主 

要的分类依据。 

3．1．3 平 稳 发展 期 (1997年．至今 ) 1997年 ， 

Emeljanov对菱蜡蝉科各族的进化关系进行了尝试 

性的分析，试图对相关特征在系统发育树构建过程 

中的贡献进行评估；他依据 Semo属昆虫的虫体有 
一 个肿胀的后唇基 ，建议将 Semo属设立成 1个独 

立 的族——Semonini，并 将 Kuvera和 Betacixius 

两属归人该族 ；2002年，他将菱蜡蝉科划分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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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科 15族，但这些亚科中大多数族的单系性都没有 

得到检验，缺乏共有衍征支持，属间的发育关系更不 

明确，特别是没有进行支序分析 的研究。Lariviere 

(1997)记述 了 Koroana Myers属 1新种 Koroana 

lanceloti，对其生物学特性进行简要记述，对该属的 

研究历史进行了简要 回顾，同时指 出该属昆虫的外 

部特征较为保守 ，用于种类鉴定的外部特征较少，其 

体色、形态特征多变，种的鉴定必须依靠外生殖器鉴 

定[4 ；1998年他与合作者第一次 回顾 了新西兰 

Semo White属 的研究历史，指 出在该属的动物地理 

区系分布中，新西兰的种类占到了整个动物地理区 

系分布的 75 ，可认 为是新西兰 的地方性特有属， 

并发表了该属 3个新种 ；同时作者针对 Emeljanov 

于 1997年 提 出该科 的分类 系 统修 订 建议 ，即将 

Semo属设立成一个独立的 Semonini族，并将 Ku— 

vera和Betacixius两属归入该族的建议进行了分 

析，认为对菱蜡蝉科分族的这一尝试是建立在不稳 

定 的形态学特征基础上的，不宜将其作为一个 正式 

分类系统提出来，同时承认 Semo的传统地位，将其 

放到 Cixiini族中，以后的该科分类研究人员一般都 

是依据这一分类系统[4引。 

这一时期 较为知名 的学者还有 ：Hoch，Attie， 

Holzinger，Soulier—Perkins，Szewedo 和 Locker。 

Hoch等(1993)记述了加那利群岛 Cixius Latreille、 

Tachycixius Wagner 2属 的 11种，其 中有 8个新 

种L4 ；随后(2004)记述了 Solonaima属的 2个澳大 

利亚特有新种，该属至 2004年已有 7种地表种类，6 

种穴居种类，因为该属一些种 的栖息地分化即营穴 

居生活，所以该属成了研究昆虫适应穴居生活的典 

型模型L4]。Attie(2002)记述 了马斯克林群岛和马 

达加斯加的7属 16种，其中有 3新属(Borbonomy— 

ndus，Meenocixius和 Achaebana)、3新种和 2个新 

组合 引。Holzinger(2O02)记述欧洲 7属 11种，其 

中有 1新种，7个新组合，重新描记 Nanocixius 

Wagner，Necocixius Wagner 和 S ̂ dProc ．z s 

Wagner 3个属 的属征 ，建立了 3个新属，即 Apar— 

tus，Saradocixius和 Simplicixius 。Soulier—Per— 

kins(2005)探讨了Solonaima Kirkaldy属的穴居进 

化，并对该属各种进行了系统发育关系分析，提出了 

该属最为合适研究进化和种化模型的理由，即：该种 

据推测是 1个单系群；该属包括有地表生活种类和 

穴居生活种类 的分化；穴居种类的洞穴生境多种多 

样；该属各种的地理分布和生态学知识较为完备 引。 

Szewedo等(2006)记述了法国3个新属(Stalisyne， 

Mnaomaia和 Mnasthaia)和 4个新种 ，并对 Mnem— 

osynini族内的现存种和化石种的外部特征进行了 

描述Ls 。Locker等 (2006)对 澳 大利 亚 的 Penta— 

stirini族的分类系统进行了修订，回顾了该类群的 

研究历史 ，记述了 7属 56种 ，其中新属 2个(Cordo— 

liarus Locker和 Ozoliarus Locker)、新种 38个 、新 

组合7个 。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发展比较平稳，在平稳的 

发展中又与前一时期略不相同，一些新的技术和内 

容被引入到菱蜡蝉科的研究中来。除了对一些类群 

进行分类订正外，研究人员开始结合生物学特性和 

生活环境对该类群进行研究，并开始对其中具有代 

表性的小类群进行系统发育的研究。传统分类上， 

数码摄像技术开始得到了应用，与传统绘图相比更 

加方便快捷。而在系统发育研究方面，除了传统利 

用的外部形态特征外，结合分子生物学特征、生物学 

习性和生活环境进行综合分析，并尝试对原有的分 

类系统进行修正。 

在这一时期 ，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研究工 

作较为系统全面，尤其近年来的研究更体现了这一 

点，亚洲地区的研究相对薄弱，有待进行深入研究。 

3．2 中国分类研究史 

我国幅员辽 阔，纵跨 6个温度带 ，地理环境复杂 

多变 ，生物资源相 当丰富。菱蜡蝉科是蜡蝉总科 中 

的第二大科 ，种类多，数量大，在我国也有十分丰 富 

的物种分布。然而我国的菱蜡蝉科昆虫种类，过去 

记载少而零散，其中较为全面的一篇报道是 Fennah 

于 1956年发表的“中国南部的蜡蝉总科”，共记录我 

国菱蜡蝉 8个属(Andes Stgd，Ptoleria Stal，Cixius 

Latreille，Oliarus Stal，Nesopompe Kirkaldy，Be— 

tacixius Matsumura，Macrocixius Matsumura 和 

Borysthenes St~1)、24个 种 及亚种，其 中有 7个新 

种E523。1985年，周尧等在《中国经济昆虫志(同翅 

目：蜡蝉 总科)》中仅记述我国菱蜡蝉科 4个属 

(Oliarus，Andes，Betacixius和Borysthenes)和 7个 

种[】 。周尧等的工作是我国对该类群分类研究的 

起点。王思 政 (1991)记述 了 中 国菱 蜡蝉 科 1新 

种[5 。Tsaur对我 国台湾菱蜡蝉进行 了一 系列研 

究[5 。 ，先后记述了我国台湾菱蜡蝉 2O属 155种， 

其 中 5 个 新 属 (D s∞ ̂ orPzz s，Ankistrus， 

Gonophallus和 Semicixius)和 116个新种。Tsaur 

等人的工作使我国菱蜡蝉研究在总体严重不足的情 

况下，局部地区(台湾省)的研究走 在了世界前列 。 

据统计 ，迄今为止 ，我国共记录 23属 187种。 

4 展 望 

菱蜡蝉科是蜡蝉总科中的第二大科，世界广布 ， 

是一个很古老的类群。自该科建立至 19世纪末，研 

究工作发展较为缓慢，进入 2O世纪后 的 100多年 

来 ，对于该科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大 

部分学者所做的工作集 中在对种属 的描绘记述上 ， 

偶有对系统发育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 ，即使有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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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研究一个较小的类群。故而该科已经描述的大 

部分种类需要进行重新修订，它们的分类地位值得 

商榷。在我国，除台湾以外的地区，菱蜡蝉的研究基 

础更为薄弱，研究队伍严重馈乏，研究还处于起步阶 

段 。 

总体看来，目前有关菱蜡蝉的系统学与进化研 

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物种多样性的研究不够， 

大量的新种有待描记。根据 Lariviere(1999)的估 

计(全世界菱蜡蝉至少有 I 500种已知种)全世界菱 

蜡蝉科 未描 述 的种 类最 少 是现 在 已知 种类 的 2 

倍 ，也就是说至少还有约 2 500种菱蜡蝉未被描 

记。我国的情况更为严重，除台湾省以外的广大地 

区菱蜡蝉的家底严重不清。二是属间的系统发育关 

系不 明确，高级分 类存 在 问题。如 Emeljanov 

(2002)年建立的菱蜡蝉科划分为 3亚科 15族的分 

类系统，这些亚科中大多数族的单系性都没有得到 

检验 ，缺乏共有衍征支持，属 间的发育关 系更不 明 

确 ，特别是没有进行支序分析的研究 。 

我国是昆虫物种多样性丰富的国家之一 。依照 

中国动物分布约占世界总量的 I／1O估计 ，中国至少 

还有该科昆虫近 250种未知，从台湾的菱蜡蝉研究 

现状(现已知 2O属 155种)也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因此，我国菱蜡蝉的分类研究工作还有大量的工作 

要做。尤其是在目前昆虫分类队伍馈乏、研究基础 

薄弱、国家科教部门资金投入较少的情况下，菱蜡蝉 

的基础研究任重而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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