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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筛选拌种防治二点委夜蛾的有效药剂，并明确其对玉米种子萌发的安全性。本文通过培养皿法和室内

盆栽试验比较了９种不同类型杀虫剂拌种对玉米种子萌发的影响以及保苗效果。结果表明，６０％溴氰虫酰胺ＳＣ

和２０％氯虫苯甲酰胺ＳＣ拌种处理效果较好，保苗效果分别达到９０．０２％和７０．０７％，可将死苗率控制在１０％以内，

被害指数控制在２０％以内，且对玉米出苗安全。因此，６０％溴氰虫酰胺ＳＣ和２０％氯虫苯甲酰胺ＳＣ可作为拌种防

止玉米二点委夜蛾为害的有效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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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目夜蛾科，是我国近些年来耕作方式变革后新发

生的玉米害虫，自２００５年在河北省发现二点委夜蛾

为害夏玉米苗以来，其为害面积逐年扩大，已成为黄

淮海夏玉米苗期的重要害虫［１］。该虫以幼虫躲藏在

夏玉米田上茬小麦碎麦秸下，咬食玉米根部及茎基

部，被害玉米植株枯死或倒伏，严重时需要补种甚至

毁种［２３］。

当前，对二点委夜蛾的防治主要依靠化学防治。

近年来，药剂室内筛选试验已证明了辛硫磷、甲维

盐、高效氯氰菊酯、氯虫苯甲酰胺等药剂对二点委夜

蛾有较高的室内毒力［４５］。但是由于该虫在田间具

有隐蔽为害的特点，药剂喷施很难使药液与害虫充

分接触，大大降低了防治效果。因此，根据二点委夜

蛾的发生规律和为害特征，笔者选取了室内筛选出

的对二点委夜蛾具有较高毒性的９种杀虫剂，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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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栽试验方法，评价了其通过拌种处理对二点委夜

蛾的控制效果，并测定了各药剂拌种处理对玉米种

子萌发的影响。本研究将为科学有效地防治玉米田

二点委夜蛾及拌种药剂的开发和推广应用提供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昆虫

二点委夜蛾于２０１１年６月采自河北省安新县

玉米田，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养虫

室内恒定条件下［（２５±１）℃，ＲＨ＝６０％～８０％，光

照周期为Ｌ∥Ｄ＝１４ｈ∥１０ｈ］用人工饲料饲养至

今。挑取健康活泼、生理状态一致的４龄幼虫供试。

１．２　供试材料

供试玉米品种为‘郑单９５８’。

供试药剂：６０％溴氰虫酰胺悬浮剂，先正达农

药有限公司；５．７％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

（以下简称甲维盐），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３０％辛硫磷微囊悬浮剂，山东成武有机化工厂；

５０％噻虫胺水分散粒剂，日本住友化学有限公司；

５０％氟啶虫胺腈水分散粒剂，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２０％氯虫苯甲酰胺悬浮剂，美国杜邦公司；７０％吡

虫啉水分散粒剂，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１０％氟

啶虫酰胺悬浮剂，陕西上格之路生物科学有限公

司；１０％高效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先正达农药有

限公司。

于试验前１天对玉米种子进行拌种，置于通风

荫凉处阴干，以未拌种处理作为空白对照。药剂拌

种用量及处理详见表１。

表１　供试药剂拌种剂量

犜犪犫犾犲１　犇狅狊犲狊狅犳狋犺犲狋犲狊狋犲犱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狊犫狔狊犲犲犱犱狉犲狊狊犻狀犵

药剂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有效成分用量／ｇ·

（１００ｋｇ种子）－１

Ａｃｔｉｖｅ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６０％溴氰虫酰胺ＳＣ６０％ｃｙ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ＳＣ ２８８

５．７％甲维盐ＥＣ５．７％ｅｍａｍｅｃｔｉｎｂｅｎｚｏａｔｅＥＣ １０５

３０％辛硫磷ＣＳ３０％ｐｈｏｘｉｍＣＳ １０００

５０％噻虫胺ＷＧ５０％ｃｌｏｔｈｉａｎｉｄｉｎＷＧ ４２０

５０％氟啶虫胺腈ＷＧ５０％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ＷＧ ３００

２０％氯虫苯甲酰胺ＳＣ２０％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ＳＣ ２１０

７０％吡虫啉ＷＧ７０％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ＷＧ ４２０

１０％氟啶虫酰胺ＳＣ１０％ｆｌｏｎｉｃａｍｉｄＳＣ ２１０

１０％高效氯氰菊酯ＣＳ１０％βｃｙｐｅｒｍｅｔｈｒｉｎＣＳ １０５

对照ＣＫ －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杀虫剂拌种后对玉米种子萌发的影响

采用培养皿法。选用直径为１０ｃｍ的玻璃培养

皿，洗净，高温灭菌后，内放三层滤纸，用蒸馏水润

湿。试验设９个药剂处理和对照处理（表１）。每个

处理将１５粒种子均匀地放在培养皿中进行发芽试

验，重复４次。置于２５℃的恒温培养箱中，相对湿度

为７０％，光照时间为１４ｈ／ｄ。在发芽期间，保持滤纸

湿润。试验进行第４天以正常幼苗统计测定发芽势，

第７天以胚根突破种皮为发芽标准统计发芽率，计算

发芽指数。发芽指数是指不同时间出苗数与发芽天

数之比的和［６］。种子萌发各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发芽势（％）＝第４天的发芽数／供试种子数×１００；

发芽率（％）＝７天内发芽总数／供试种子数×１００；

发芽指数（犌犻）＝∑（犌狋／犇狋）；

其中犇狋为发芽试验第几日；犌狋为第几日的发

芽数。

１．３．２　杀虫剂拌种对二点委夜蛾的防治效果

采用室内盆栽法，选用瓦盆在河北省农林科学

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阳光温室内进行，土壤为沙壤土，

ｐＨ值６．８，含水量６０％～７０％，在温度２０～２５℃条

件下培养（定期补充一定量的水，保持土壤湿润）。试

验共设９种不同药剂对玉米种子进行拌种处理，并以

未进行拌种处理的玉米种子作为对照（表１）。将种子

播种到花盆（直径２１ｃｍ，高１７ｃｍ）中，每个花盆１０

株苗，出苗４ｄ后，玉米苗约长到１叶１心期，在每盆

苗中接１０头饥饿处理６ｈ的二点委夜蛾４龄幼虫，

并在花盆周边围一塑料胶片（高约２０ｃｍ），防止幼

虫逃逸。在玉米苗周围撒上１ｃｍ厚的牛皮纸屑作

为覆盖物。每个处理重复４次。

当对照幼苗被害率达到８０％左右，即接虫３ｄ后

进行调查（期间拌种药剂在土壤中约持续了１５ｄ），记

录所有处理组玉米苗的被害情况，根据二点委夜蛾

的为害特点，将玉米苗的被害情况划分相应的级别

（表２），并统计每盆中的残虫数。

表２　二点委夜蛾幼虫对玉米苗的为害级别

犜犪犫犾犲２　犇犪犿犪犵犲犵狉犪犱犲狅犳犿犪犻狕犲狊犲犲犱犾犻狀犵犫狔

犃狋犺犲狋犻狊犾犲狆犻犵狅狀犲犾犪狉狏犪犲

为害症状

Ｄａｍａｇｅｓｙｍｐｔｏｍ

危害级别

Ｄａｍａｇｅｇｒａｄｅ

植株未被害 ０

叶片被害≤１／３；茎基部≤２０％ １

１／３＜叶片被害；２０％＜茎基部≤５０％ ２

叶片被咬食光；根茎被咬成孔洞或倒伏致幼苗死亡 ３

·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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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二点委夜蛾幼虫对玉米苗的为害级别，采

用如下公式进行数据处理：

死苗率（％）＝３级受害苗数／总苗数×１００；

残虫存活率（％）＝残虫数／接虫总数×１００；

被害指数（％）＝［（∑各级被害苗数×相应级

值）／（调查总苗数×最大为害级别值）］×１００；

保苗效果（％）＝［（对照组被害指数－药剂处理

组被害指数）／对照组被害指数］×１００；

试验数据利用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进行统计分

析，用Ｄｕｎｃａｎ’ｓ新复极差法（犘＝０．０５）检验差异显

著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杀虫剂拌种后对玉米种子萌发的影响

９种杀虫剂拌种对玉米种子萌发的影响测定结

果（表３）表明，３０％辛硫磷ＣＳ、５０％氟啶虫胺腈ＷＧ、

６０％溴氰虫酰胺ＳＣ和１０％高效氯氰菊酯ＣＳ处理后

玉米种子的发芽势分别为７５．００％、６３．３３％、６１．６７％

和６０．００％，与对照相比分别提高了２８．５８％、８．５７％、

５．７３％和２．８６％，但与对照不存在显著差异。而

５．７％甲维盐ＥＣ处理后玉米种子的发芽势最低，仅

为３１．６７％，显著低于对照。

拌种处理７ｄ后，除７０％吡虫啉ＷＧ以外，各药

剂拌种处理的发芽率在８３．３３％～９３．３３％之间，且

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而７０％吡虫啉 ＷＧ拌种处

理的种子发芽率仅为６０．００％，显著低于对照和其

他药剂。

同样，７０％吡虫啉 ＷＧ拌种处理后，玉米种子的

发芽指数显著低于对照，也显著低于６０％溴氰虫酰胺

ＳＣ、３０％辛硫磷ＣＳ、１０％高效氯氰菊酯ＣＳ处理。

表３　杀虫剂拌种后对玉米种子萌发的影响１
）

犜犪犫犾犲３　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狊犫狔狊犲犲犱犱狉犲狊狊犻狀犵狅狀犵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犿犪犻狕犲狊犲犲犱

药剂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发芽势／％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ｖｉｇｏｒ

发芽率／％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发芽指数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６０％溴氰虫酰胺ＳＣ　６０％ｃｙ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ＳＣ （６１．６７±６．３１）ａｂｃ （８８．３３±５．００）ａ （８．７６±０．４９）ａ

５．７％甲维盐ＥＣ　５．７％ｅｍａｍｅｃｔｉｎｂｅｎｚｏａｔｅＥＣ （３１．６７±９．９５）ｄ （８６．６７±４．７１）ａ （７．８１±０．５１）ａｂ

３０％辛硫磷ＣＳ　３０％ｐｈｏｘｉｍＣＳ （７５．００±４．１９）ａ （９３．３３±２．７２）ａ （９．６２±０．４３）ａ

５０％噻虫胺ＷＧ　５０％ｃｌｏｔｈｉａｎｉｄｉｎＷＧ （４１．６７±１０．６７）ｃｄ （９３．３３±２．７２）ａ （７．９３±０．４９）ａｂ

５０％氟啶虫胺腈ＷＧ　５０％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ＷＧ （６３．３３±４．３０）ａｂ （８３．３３±１．９２）ａ （８．６４±０．３０）ａｂ

２０％氯虫苯甲酰胺ＳＣ　２０％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ＳＣ （５８．３３±３．１９）ａｂｃ （８８．３３±４．１９）ａ （８．３８±０．１２）ａｂ

７０％吡虫啉ＷＧ　７０％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ＷＧ （４３．３３±６．３８）ｂｃｄ （６０．００±９．８１）ｂ （６．６０±１．４６）ｂ

１０％氟啶虫酰胺ＳＣ　１０％ｆｌｏｎｉｃａｍｉｄＳＣ （４４．０５±３．１７）ｂｃｄ （８８．２１±３．１３）ａ （８．５６±０．４３）ａｂ

１０％高效氯氰菊酯ＣＳ　１０％βｃｙｐｅｒｍｅｔｈｒｉｎＣＳ （６０．００±４．７１）ａｂｃ （８８．３３±５．００）ａ （８．９５±０．５３）ａ

对照ＣＫ （５８．３３±６．８７）ａｂｃ （９６．６７±１．９２）ａ （９．５７±０．８０）ａ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具有相同小写字母者表示经Ｄｕｎｃａｎ’ｓ新复极差法检验在０．０５水平无显著差异。下同。

Ｄａｔａ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Ｅｉｎｔａｂｌ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０．０５ｂｙ

Ｄｕｎｃａｎ’ｓｎｅｗ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２．２　杀虫剂拌种防止二点委夜蛾为害的保苗效果

不同种类药剂拌种对防止二点委夜蛾为害，对

玉米的保苗效果以及害虫对玉米苗的为害程度详见

表４。

表４　不同药剂拌种处理对二点委夜蛾的防治效果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狀狋狉狅犾犲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狊犫狔狊犲犲犱犱狉犲狊狊犻狀犵犪犵犪犻狀狊狋犃狋犺犲狋犻狊犾犲狆犻犵狅狀犲

药剂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死苗率／％

Ｄｅａｄ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ｒａｔｅ

残虫存活率／％

Ｌａｒｖａｌ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被害指数／％

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ｄｅｘ

保苗效果／％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６０％溴氰虫酰胺ＳＣ　６０％ｃｙ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ＳＣ ０．００ｄ　　　 （５５．００±５．００）ａ （６．３０±２．３１）ｅ （９０．０２±３．６６）ａ

５．７％甲维盐ＥＣ　５．７％ｅｍａｍｅｃｔｉｎｂｅｎｚｏａｔｅＥＣ （３２．１０±７．７１）ｂ （６０．００±１７．８０）ａ （５８．８９±５．７１）ａｂ （６．７０±９．０５）ｄ

３０％辛硫磷ＣＳ　３０％ｐｈｏｘｉｍＣＳ （３０．９５±６．６１）ｂ （６３．３３±８．８２）ａ （４０．３２±４．１３）ｂｃ （３６．１２±６．５４）ｃｄ

５０％噻虫胺ＷＧ　５０％ｃｌｏｔｈｉａｎｉｄｉｎＷＧ （２１．６７±８．１２）ｂｃ （５５．００±１１．９０）ａ （３５．８３±９．０４）ｃｄ （４３．２３±１４．３２）ｂｃ

５０％氟啶虫胺腈ＷＧ　５０％ｓｕｌｆｏｘａｆｌｏｒＷＧ （２１．３９±７．５０）ｂｃ （８２．５０±１１．０９）ａ （５３．２４±８．５２）ａｂｃ （１５．６５±１３．４９）ｃｄ

２０％氯虫苯甲酰胺ＳＣ　２０％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ｒａｎｉｌｉｐｒｏｌｅＳＣ （１０．００±０．００）ｃｄ （５６．６７±２３．３３）ａ （１８．８９±４．０１）ｄｅ （７０．０７±６．３５）ａｂ

７０％吡虫啉ＷＧ　７０％ｉｍｉｄａｃｌｏｐｒｉｄＷＧ （３０．７４±５．１５）ｂ （７６．６７±６．６７）ａ （５６．４２±５．０２）ａｂ （１０．６１±７．９５）ｄ

１０％氟啶虫酰胺ＳＣ　１０％ｆｌｏｎｉｃａｍｉｄＳＣ （３０．００±５．００）ｂ （９３．３３±６．６７）ａ （４３．３３±２．９３）ｂｃ （３１．３４±４．６４）ｃｄ

１０％高效氯氰菊酯ＣＳ　１０％βｃｙｐｅｒｍｅｔｈｒｉｎＣＳ （２３．３３±３．３３）ｂｃ （６０．００±１１．５５）ａ （５０．００±１．９２）ａｂｃ （２０．７８±３．０５）ｃｄ
对照ＣＫ （５０．４６±６．０２）ａ （８６．６７±１３．３３）ａ （６３．１２±３．８６）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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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在玉米１叶１心时接种二点委夜蛾幼虫，３ｄ

后，不同药剂拌种处理的死苗率（３级受害苗百分

率）均显著低于对照，可见各处理均有一定的保苗

作用。其中，６０％溴氰虫酰胺ＳＣ拌种处理的保苗

效果尤为突出，其死苗率为０，显著低于其他药剂

处理，但与２０％氯虫苯甲酰胺ＳＣ无显著差异。

２０％氯虫苯甲酰胺ＳＣ处理的死苗率为１０％，保苗

效果显著优于５．７％甲维盐ＥＣ、３０％辛硫磷ＣＳ、

７０％吡虫啉ＷＧ、１０％氟啶虫酰胺ＳＣ，但与５０％噻

虫胺 ＷＧ、５０％氟啶虫胺腈 ＷＧ、１０％高效氯氰菊

酯ＣＳ的处理无显著差异。由此可见，６０％溴氰虫

酰胺ＳＣ和２０％氯虫苯甲酰胺ＳＣ拌种保苗效果

较佳。

所有处理在调查期间残虫存活率在５５．００％～

９３．３３％，但是药剂处理与对照之间，各供试药剂之间

均无显著差异。由此可见，所有供试药剂拌种对二点

委夜蛾的幼虫在调查期间内无显著的致死作用。

各药剂处理之间玉米苗的被害指数的差异显著

性分析如下：６０％溴氰虫酰胺ＳＣ拌种处理最优，玉

米苗被害指数仅为６．３０％，显著低于其他药剂处

理，但与２０％氯虫苯甲酰胺ＳＣ处理的被害指数

（１８．８９％）无显著差异。而５．７％甲维盐ＥＣ、５０％

氟啶虫胺腈ＷＧ、７０％吡虫啉 ＷＧ和１０％高效氯氰

菊酯ＣＳ拌种处理的玉米苗被害较严重，其被害指

数与对照差异不显著。

不同杀虫剂拌种处理对玉米保苗效果存在显著

差异。６０％溴氰虫酰胺ＳＣ拌种的保苗效果虽与

２０％氯虫苯甲酰胺ＳＣ的效果无显著差异，但显著

高于其他药剂处理，保苗效果可达到９０％。而

５．７％甲维盐ＥＣ、５０％氟啶虫胺腈 ＷＧ、７０％吡虫啉

ＷＧ和１０％高效氯氰菊酯ＣＳ拌种处理的保苗效果

低于３０％，对二点委夜蛾几乎没有防治作用。

３　结论与讨论

溴氰虫酰胺是杜邦公司继氯虫苯甲酰胺之后成

功开发的第２代邻氨基苯甲酰胺类杀虫剂，它们的

作用方式都是高效激活昆虫的鱼尼丁受体，使其过

度释放细胞内钙库中的钙离子，破坏昆虫细胞器内

外钙离子平衡，从而导致昆虫瘫痪死亡［７］。已有研

究表明溴氰虫酰胺具有良好的内吸性，除鳞翅目、鞘

翅目外，对半翅目和双翅目害虫也有很好的控制作

用［８１０］并且对非靶标的天敌安全性高，环境相容性

好，市场前景广阔［１１］。

本试验基于药剂拌种的持效期与二点委夜蛾幼

虫的为害期相符，在玉米播种期拌种来有效减少害

虫对幼苗的为害。试验结果显示，采用６０％溴氰虫

酰胺ＳＣ和２０％氯虫苯甲酰胺ＳＣ拌种控制玉米田

二点委夜蛾为害最为有效，对玉米的保苗效果分别

达到９０％和７０％。在本试验调查期间，尽管各处理

间的残虫存活率差异不显著，但从玉米幼苗的被害

指数以及由虫害造成的死苗率来看，６０％溴氰虫酰

胺ＳＣ和２０％氯虫苯甲酰胺ＳＣ可能对二点委夜蛾

幼虫有一定的拒食作用，从而达到保苗防虫的效果，

其作用原理有待进一步研究。在本试验所述的害虫

种群密度下，仅在对照幼苗的被害率达到８０％左

右，即幼虫为害３ｄ后，调查了一次试验结果。虽然

此时害虫并未被全部杀死，不排除继续为害的可能，

但随着玉米苗龄的增长，抵御虫害的能力有所提高，

且玉米苗自身补偿能力的增加，使得后续幼苗的被

害指数未必会增长。同时，为害能力较强的４龄幼

虫经过３ｄ后进入５龄，很快将进入取食能力和活

动能力都有所降低的预蛹期［１２］，因此，对玉米苗可

能不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此外，我们还评估了９种药剂拌种对玉米种子

萌发的影响，结果表明，５．７％甲维盐ＥＣ拌种后，种

子的发芽势明显低于对照，７０％吡虫啉 ＷＧ拌种对

玉米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指数具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而包括６０％溴氰虫酰胺ＳＣ和２０％氯虫苯甲酰

胺ＳＣ在内的其他７种药剂拌种处理均不影响玉米

种子的萌发，对玉米出苗安全。因此，生产上可以将

６０％溴氰虫酰胺ＳＣ和２０％氯虫苯甲酰胺ＳＣ作为

拌种防治玉米二点委夜蛾的有效药剂。然而在田间

影响防治效果的因素较多，其应用效果有待于进一

步田间验证。

二点委夜蛾是我国近年来为害玉米的新害虫，

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的防治措施，其防治主要依靠化

学防治，常用的防治方法有撒毒土、毒饵、灌药

等［１３］。但该虫具有世代重叠、幼虫潜伏为害的特

点，其防治有一定的困难。选择内吸性较好的药剂

拌种是比较理想的二点委夜蛾防治技术，不仅可以减

少用药量，省时省工，降低防治成本，还有减少环境污

染和保护天敌的优势。加强推广拌种防治二点委夜

蛾技术可以经济有效地控制苗期害虫和地下害虫的

发生危害，促进玉米增产增收。此外，大多数药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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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使用都易导致害虫抗药性的产生，因此，在生产中

应尽量避免单一用药，积极筛选开发新的拌种药剂或

使用复配增效的农药，从而减缓抗药性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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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中国剑虻科、窗虻科和小头虻科志

《中国剑虻科、窗虻科和小头虻科志》由中国农业大学杨定教授等编著，在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虻类是重要医学昆虫类群之一，它们不仅因刺叮和吸血，给人、畜造成直接危害，而且更重要

的是一些种类会传播疾病，如在非洲传播人的罗阿丝虫病，在我国传播马传染性贫血病和牲畜的

锥虫病。同时，虻类包括很多重要的传粉昆虫，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生态重要性。

剑虻科、窗虻科和小头虻科隶属于双翅目短角亚目食虫虻总科，是虻类昆虫中比较高等的类

群。剑虻科和窗虻科幼虫为捕食性，在害虫生物防治上有利用前景；而小头虻科幼虫可以寄生蜘

蛛，其成虫访花，是重要的传粉昆虫。

《中国剑虻科、窗虻科和小头虻科志》是我国首次介绍剑虻科、窗虻科和小头虻科昆虫的分类

专著。分为总论和各论两大部分：总论部分包括研究概况、形态特征、生物学及经济意义等内容；

各论部分系统记述了我国剑虻科、窗虻科和小头虻科共计２３属７９种（包括２３新种），其中剑虻科

１４属４６种（包括１０新种），窗虻科１属１１种（包括７新种），小虻科８属２２种（包括６新种），并编

制了属和种检索表，提供特征图。书末附参考文献、英文摘要、中名索引、学名索引、彩色图版。

该书可供从事昆虫学教学和研究以及植物保护、森林保护和生物防治工作者参考，定价５０元，请与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

版社科普出版室联系，电话：０１０ ８２１０６６３６。

姚欢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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