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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同翅目蛾蜡蝉科主要为害南方经济作物，给农林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统计了蛾蜡蝉科在 

国内较为常见的 21个种的地理分布，并对其生活史、食性、趋性、群集性等生活习性作了简要介绍，综述 

了目前在对该类群的防治方面起得的进展，并提出在生物防治方面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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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蜡蝉科属同翅目头喙亚目蜡蝉总科，全世界已知近上千种，在我国有记载的约四十种，其中分布 

较为广泛、危害较为严重的有碧蛾蜡蝉 (Geisha distinctisMrma(Walker)1858)、紫络蛾蜡蝉 (Lawana imi— 

tateMdlicar 1902)、线彩蛾蜡蝉(Cerynta maria(White)l 846)等，是我国南方经济作物的常见害虫。其为害 

方式主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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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至枯萎，或在吮吸的部 

分出现黄色或黄褐色斑块，有的则因涎液的刺激，使植物细胞异常增殖，造成畸形臃肿的虫瘿，有的还能 

传播植物的病毒。笔者对该科昆虫的地理分布、生物学特性以及防治措施进行了综述。 
一

、地理分布 

蛾蜡蝉科昆虫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多数种类分布在东洋区及澳洲马来西区【21。在我国已记载 

的种属中，有 7种记录于台湾。在中国经济昆虫志中记录了 l2个种【】1，王应伦等 1 1[51[61近年来又陆续 

发现了一些新种或新纪录种。根据以上资料，再结合各省、地的昆虫名录，整理出本科常见 21个种的分 

布格局(见表 1)。 

从表 1可以看出，本科昆虫主要分布在华中、华南、西南三区，在东北区和蒙新区分布最少。近年来，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一些新种在青藏区被陆续发现。 

二、生物学特性 、 

1、生活史。均为渐变态发育，一生经由卵、若虫、成虫三个虫期，没有蛹期。若虫经 4或 5个龄期。一 

年发生 l至 2代，以成虫或卵越冬。如碧蛾蜡蝉在福建一年只发生一代 ，而在广西则一年发生两代【91， 

第一代成虫发生在六、七月间，第二代在十月下旬至十一月。若虫在三、四月开始发生，直至十一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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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蛾蜡蝉科昆虫 21个种的分布 

古北界 东洋界 
名 称 东北区 华北区 蒙新区 青藏区 华中区 华南区 西南区 

卵翅蛾蜡蝉 ● 

彩蛾蜡蝉 ● ● ● 

线彩蛾蜡蝉 ● ● ● 

紫络蛾蜡蝉 ● ● ● 

褐缘蛾蜡蝉 ● ● ● 

碧蛾蜡蝉 ● ● ● ● ● ● 

方氏碧蛾蜡蝉 ● ● 
一  

碧 蛾蜡螳 ● 

秦峰碧蛾蜡蝉 ● 

西藏希蛾蜡蝉 ● 

黄氏美蛾蜡蝉 ● 

晨星蛾蜡蝉 ● ● 

锈涩蛾蜡蝉 ● ● ● 

墨脱埃蛾蜡蝉 ● 

基斑埃蛾蜡蝉 ● 

喜马叶蛾蜡蝉 ● ● 

妮蛾蜡蝉 ● ● 

海南妮蛾蜡蝉 ● 

短刺妮蛾蜡蝉 ● 

大刺妮蛾蜡蝉 ● 

圆斑皮蛾蜡蝉 ● 

通常以卵越冬。紫络蛾蜡蝉在云南一年发生 2代 ，第一代卵盛期为 3月下旬至 4月下旬，4—5月为若 

虫盛发期，6月上旬至中旬成虫大量出现；7月上旬至 9月为第 2代卵期 ，第 2代若虫 8月上旬为始发 

期，盛发期为 8月下旬，9月上旬为成虫始发期，l0月份成虫大量出现。随气温的下降，成虫转移到枝叶 

茂密处越冬。 

卵多产在植物组织内，如碧蛾蜡蝉卵多产在寄主树枝的嫩茎内，也有些种类产在植物表面。如紫络 

蛾蜡蝉卵产在寄主植物的嫩茎内或枝条、叶柄皮层中，也可产在其周围的园林花草树木的幼嫩组织中， 

还可产在果园周围的护栏的枯枝上。卵粒纵列成长条块，每块有卵几十粒至几百粒。 

若虫多数群聚在植物的嫩枝上，外形一般和成虫相似而小，随龄期而逐渐增大。体扁平，通常体被 

蜡粉，腹末附白色长的绵状蜡质，常污染植物。 

成虫善跳能飞，遇惊即逃，但飞行能力较弱，只作短距离飞行。 

2、食性。均为植食性 ，主要以刺吸式口器吸食果树、林木嫩枝液汁。寄主植物广泛，据统计，蛾蜡蝉 

科的寄主植物有：芒果、荔枝、柑桔、油梨、龙眼、桃、李、杏、苹果、梨、梅、杨梅、葡萄、甘蔗、花生、柿、腰 

果、咖啡、茶、油茶、山茶、迎春花、桑、无花果、白螨树、菊、楸、刺枣以及各种绿篱灌木等三十多种植物， 

但不同的种类对寄主的选择都不尽相同，而且同一种类在不同的地区对寄主的选择也不一样，如碧蛾 

蜡蝉在广西多发生在柑桔树上，而在浙江则严重危害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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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趋性。若虫对光具有负趋性，因此通常清晨在植株丛面及嫩叶背面取食 ，在阳光强烈时则躲进树 

丛中。成虫具慕光性 ，在防治上可以利用这一点。 

4、群集性。蛾蜡蝉科昆虫的幼虫及成虫均具有群集性。有些若虫在树枝上成带状排列，有些若虫和 

成虫相互交织，密集成团，紫络蛾蜡蝉成虫在休息时，常在树枝上排列成整齐的“一”字形。据统计：蛾蜡 

蝉若虫在茶园内可多达50—60头每平方米茶丛，1988年在云南怒江地区紫络蛾蜡蝉大发生时，虫口密 

度可高达 518头每株。 

三、防治措施 

统计了2004年在福建武夷山市的碧蛾蜡蝉大发生，云南六库地区在 1991年、1994年和 1997年白 

蛾蜡蝉大发生的气象资料显示 ：武夷山市年均气温 17．9℃，年平均湿度 80％，年均降雨量 1906mm；六 

库地区的年均气温为 15．4℃ ，平均湿度为 67％，而在上述三次大发生的前一年，年降水量均达到 

lO00mmt 1。这是由于较高的温度、湿度和充沛的降水量有利于成虫的越冬，为次年的大发生埋下了隐 

患。因此，如果某地该年的气温、湿度、降水量等均较高的时候，就应该提前作好相应的防治措施。目前 

常用的措施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在遏制虫口密度方面，首先改善植株的通风透光条件，合理修剪过密的枝叶，在秋冬季节要及时剪 

去枯枝和有虫枝条，并集中烧毁，这样既可以降低成虫的虫口密度，还可以杀灭虫卵；其次，由于第一代 

若虫多在果园附近的围篱如刺枣、海桐等的嫩梢上为害，因此严禁以刺枣等作为果园围篱，以减少交叉 

侵害；另外，见树上有白色绵状物时，可用竹杆触动树枝，使若虫受惊跳落地面，然后进行捕杀。在成虫 

盛发期可采用人工网捕或频振式杀虫灯诱杀。 

通常不主张采用农药杀虫剂，但当幼虫虫口密度剧增，或成虫大发生的时候，有必要采用低毒、高 

效的杀虫剂来进行防治。在生产中，通常使用乐果、来福灵、敌敌畏、吡虫啉、好年冬、乐斯本等杀虫剂进 

行防治，经实验研究证实，吡虫啉是同翅目害虫的选择性杀虫剂，又具有低毒、高效的特点，因此是防治 

同翅目害虫的首选【】。1。 

目前尚未见到蛾蜡蝉科在天敌防治上取得成功的资料。但研究发现，蛾蜡蝉科的寄生天敌有柄翅 

卵蜂科 (Mymafidae)、小蜂科 (Chalcididae)、螯蜂科 (Dryinidae)、瓢虫科 (Coccinellidae)和捻翅目 

(Strepsiptera)、螳螂目(Mantodea)的种类，它们在控制蛾蜡蝉科的危害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在虫 

害易发区可考虑引人上述天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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