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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蚜蝇作为蚜虫重要的捕食性天敌，其捕食蚜虫的虫态是幼虫期。针对目前研究以描述食蚜蝇

成虫的形态特征进行种类鉴定为主，而对卵及幼虫的描述却很少的现状，采集野外2种常见的食蚜蝇——

斜斑鼓额食蚜蝇（Scaeva pyrastri）和黑带食蚜蝇（Episyrphus balteata），对其卵、幼虫、蛹及成虫4个虫

态进行描述，并提供彩色照片，这对于其早期鉴定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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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ical Descriptions of Four Stages of Scaeva pyrastri 
(Linnaeus) and Episyrphus balteata (De G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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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redatory natural enemy, Syrphidae mainly preyed on the larval stage.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dults of Syrphidae were mainly described, but 

the description of eggs and larvae were very few, two kinds of common Syrphidae (Scaeva pyrastri and Episyrphus 

balte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field. It wa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arly identification to describe the insect 

states (eggs, larvae, pupae and adults) and provide relevant colour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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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蚜蝇属于双翅目（D i p t e r a）、食蚜蝇科

（Syrphidae），其幼虫和成虫具有重要的生态价

值：大多数成虫访花，对植物的授粉具有重要意

义，而约1/3种类的幼虫捕食蚜虫等昆虫，是重

要的天敌昆虫。研究发现，在有蚜虫的寄主植物

上，最常见的是天敌食蚜蝇的幼期（即卵、幼虫

和蛹）[1]。

由于食蚜蝇的重要性，国外早在20世纪初期

就开始研究食蚜蝇幼虫、蛹和卵的形态 [2-3]。我

国的食蚜蝇种类非常丰富，已记录580种，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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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的90种未列入[4]，而对食蚜蝇幼期研究相对

较晚，早期研究种类较多的是针对新疆9种食蚜

蝇的幼虫形态，以及部分卵和蛹的形态描述 [5]。

对卵的显微研究，则是储西平等 [6]应用扫描电子

显微镜，对南京常见的24种食蚜蝇卵壳的形态描

述。

在农田中，斜斑鼓额食蚜蝇（Scaeva pyrastri）[7]

和黑带食蚜蝇（Episyrphus balteata）[8-9]是捕食性

食蚜蝇类群中的优势种类，在抑制蚜虫为害方面

作用明显；但在其种类鉴定上，大多数是以描述

成虫的形态特征为主，而对卵及幼虫的描述却很

少。本文将对斜斑鼓额食蚜蝇和黑带食蚜蝇的4

个虫态进行描述，并提供彩色照片，供鉴定参考

（彩色鉴定图片详见封三）。

1 研究方法

从田间采回食蚜蝇卵及各龄幼虫, 置于9 cm

培养皿中饲养，提供蚕豆饲养的豌豆修尾蚜

（Megoura crassicauda Mordvilko，1919），直至其

羽化为成虫，用以物种鉴定；或从野外采集食蚜

蝇成虫，将其放置在饲养笼中（45 cm × 45 cm× 

45 cm），笼中放有1盆饲养豌豆修尾蚜的蚕豆苗，

使其产卵，获得所需的卵及其他虫态。保留成虫标

本，用以物种鉴定。在饲养中，有多头个体时，分

别用酒精浸泡，至少保存1头各虫态标本。

用数码相机对卵及各虫态拍照，卵的细微结

构采用数码相机对着尼康体视镜（SMZ1500）的

目镜拍摄；并对其各虫态特征进行描述。

2 形态描述

对斜斑鼓额食蚜蝇和黑带食蚜蝇的形态进行

描述，使生产者知道这是害虫的天敌，应该保护

利用，而不要当作害虫杀灭。

2.1 斜斑鼓额食蚜蝇

2.1.1 成虫

体长12.3～14.8 mm，翅展21～24 mm。额

黄色，触角褐色，各节腹部基部色淡。眼部具密

毛，雄虫接眼，雌虫离眼。中胸盾片黑绿色，具

有金属光泽。小盾片浅棕色，密生黑色长毛。腹

部黑色，第2～4节背板各有1对黄斑，第1对平

置，第2、3对稍斜置呈新月形，前缘凹入明显，

第4、5节背板后缘黄色。足为黄色，前、中足腿

节基部1/3及后足腿节基部4/5黑色，跗节黑色。

2.1.2 卵

长1.06～1.30 mm，宽0.43～0.45 mm。乳白

色，长卵形，一端稍变细。背面花纹条状，细

长，明显小于条纹的间距，两侧具有细小的分

枝，常与相邻的条纹相连接。背面与腹面花纹分

界明显，位于卵侧的中部，似有1～2行的过渡

区，条纹略粗，具较少的细小分枝。腹面花纹条

状，较粗，大于两条纹的间距，条纹边缘无细

枝，有时仅见瘤状突起。

2.1.3 幼虫

初孵幼虫淡黄色。老熟幼虫长13.5～15.5 mm，

虫体爬行时身体可略变长。整体淡草绿色，背中具

有白色纵带，向腹末稍变宽，并染粉红色彩。体

两侧肉刺明显，每一体节背面有２对瘤突，中部

１对着生于稍前的位置，瘤突端部着生１根毛；

体侧也具有类似的小丘。臀板中上部凹陷，每侧

有3个突起，后呼吸器黄色，气门板近圆形, 两气

门管很短, 端面紧靠在一起。 每气门管端部有气

门裂3 个，下方2 个，外上方1 个。

2.1.4 蛹

围蛹, 头端膨大，初化蛹时为乳白色，接近羽

化时为褐色，蛹长8.5～9.1 mm, 宽3.5～4.0 mm。

体中部后背处有2条白色带，中间有1条细纹，腹

部末端残留幼虫期后气门痕迹。

2.2 黑带食蚜蝇

2.2.1 成虫

体长10.1～12.2 mm，翅展19～21 mm。额淡

黄色，中央及新月片上方灰黑色，颜毛淡黄色，

新月片橘黄色。复眼红色。触角第3节卵圆形，

底色黄褐色，各节具有黑色横带。前胸背板黑

色，中央及两侧灰色纵条，中胸盾片黑色，有光

泽，具有4条亮黑色纵条。小盾片黄色，中央毛

黑色，四周毛黄色。腹部长圆形，底色黄褐色，

第2腹节背板基部中央具页黑斑，第2、3节背板

后缘具有黑带，第4节近后缘具有黑带，第3、4

节亚基部具有1条较短的黑色横带；第5背板黑斑

较小。

2.2.2 卵

长圆筒形，一端略小，长0.85 mm左右，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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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 m m左右。近乳白色，即将孵化时为灰白

色。卵壳背面花纹条状，表面有很多微孔，侧突

发达，在相邻花纹间有很多接触，腹面花纹呈不

规则的框形，边缘锯齿状。 

2.2.3 幼虫

初孵幼虫淡白色。老熟幼虫体长9.1～12.0 mm，

宽2.5～3.0 mm。蛆形，末端截状略扁, 较透明，

背部血管和气管可通过半透明的体壁隐约可见。

体背后胸和腹部第4～5节中央有2条白色纵带，

后半部较宽，两纵线间呈淡褐色。体表多环纹并

密布小突起。由体表常透见体内物质形成的黑褐

色大斑，黑斑前端呈叉状，后端大而钝圆，化蛹

前体内物质排出，黑斑消失。臀板中上部不凹陷, 

每侧2个突起。气门管端面紧靠在一起，每气门

管端部有气门裂3个，内侧上方的1个较短，各气

门裂之间有l 个小突起。

2.2.4 蛹

围蛹，头端膨大，末端急细，长6.2 mm，宽

2.9 mm，上有3～4条粗细不匀的棕色横纹, 位于

体中部的2条横纹在背线处明显后凸。体中后部

背线处有2 个棕色圆点。腹部末端残留幼虫期后

气门痕迹。

3 小结

我国的食蚜蝇种类非常丰富，其幼虫和成虫

具有重要生态价值。食蚜蝇在我国分布范围很

广，作为重要的天敌昆虫，幼虫以多种蚜虫为

食，成虫大多数访花，对植物的授粉具有重要意

义。食蚜蝇的种类鉴定大多数都是以描述成虫的

形态特征为主，而对卵及有幼虫的描述却很少。

早春，很容易在一些植物的嫩叶上采集到食蚜蝇

的卵。从野外采集到的斜斑鼓额食蚜蝇的几粒

卵，发现由于寄主植物的不同，食蚜蝇卵的表面

花纹有些许变异。这里描述的与Chandler[10]给出

的图并不完全相同。

体色变异在食蚜蝇科昆虫中是一种较为普遍

的现象, 在系统学研究中已有大量记载[11]，如黑

带食蚜蝇的成虫，其斑纹变化非常大[12]。从野外

采集以及在实验室饲养的黑带食蚜蝇幼虫，发现

个体间由于体表透明，体内黑褐色大斑的颜色深

浅有变化，这可能与幼虫的饲养温度有关[13]，也

可能与食物有关。研究发现斜斑鼓额食蚜蝇取食

的猎物蚜虫（如早春无宝枫上的多态毛蚜，或侧

柏上的柏长足大蚜）为褐色时，它自己的体色也

为褐色。食蚜蝇体型和颜色的变异及其行为的拟

态现象，丰富了食蚜蝇类群的多样性，但也给食

蚜蝇的识别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已有文献对食蚜蝇的幼虫和卵的描述较

少。本文对食蚜蝇的非成虫期（卵、幼虫及

蛹）的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对于成虫的描述

相对简单，有关这2种食蚜蝇成虫的特征可参考

黄春梅等[4]、霍科科等[14]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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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筛选出安全高效的防治Q型烟粉虱的化学药剂（组合），开展了6种杀虫剂对湘南地区Q

型烟粉虱的防治效果试验。结果表明：22.4%螺虫乙酯1 500倍液对烟粉虱卵的灭杀效果最佳，10%吡丙

醚750倍液＋22.4%螺虫乙酯1 500倍液对烟粉虱若虫的防效最好，10%溴氰虫酰胺1 000倍液＋22.4%螺虫

乙酯1 500倍液对烟粉虱成虫的防效最佳；在对湘南地区防治Q型烟粉虱的实际操作中，选用22.4%螺虫乙

酯、10%吡丙醚、10%溴氰虫酰胺3种药剂进行复配喷施可取得理想的防治效果。

关键词：Q型烟粉虱；杀虫剂；毒力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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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elect safe and efficient chemical agents (combinations) for the control of Bemisia 

tabaci biotype Q, the efficacy tests of 6 insecticides on Bemisia tabaci  biotype Q in southern Hu'nan we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22.4% spirotetramat 1 500 times solution had the best killing effect 

on the eggs of Bemisia tabaci biotype Q, 10% pyrrolyl ether 750 times solution + 22.4% spirotetramat 

1 500 times solution had the best controlling effect on the nymphs of Bemisia tabaci biotype Q, 10% 

bromocyanamide 1 000 times solution + 22.4% spirotetramat 1 500 times solution had the best contro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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