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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红尾白禾螟主要生物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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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红尾白禾螟犛犮犻狉狆狅狆犺犪犵犪犲狓犮犲狉狆狋犪犾犻狊（Ｗａｌｋｅｒ）近年来在广西甘蔗产区为害严重，扩展迅速，造成枯心苗和死

尾株，死尾率高达７０％以上，为此本文通过室内饲养结合田间调查对甘蔗红尾白禾螟主要生物学特性进行了初步研

究。结果表明，红尾白禾螟在南宁１年发生４～５代，世代明显，绘制了年生活史图。各虫态发育历期：卵期（１１．５８±

０．２７）ｄ，幼虫期（３６．５４±０．２８）ｄ，蛹期♀（２３．５４±０．８６）ｄ，♂（２４．２０±１．２７）ｄ，成虫寿命♀（６．１０±０．２２）ｄ，♂（７．１３±

０．４５）ｄ，全世代（６４．９２±０．３１）ｄ。蛹的形态发育可分为５个级别，列出了分级表，可用于预测预报。此虫为单食性，

仅取食甘蔗而不取食荸荠，可与荸荠白禾螟犛犮犻狉狆狅狆犺犪犵犪狆狉犪犲犾犪狋犪（Ｓｃｏｐｏｌｉ）明显区别，澄清了文献上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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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红尾白螟、红尾蛀禾螟，异名犆犺犻犾狅犲狓犮犲狉狆狋犪犾犻狊

Ｗａｌｋｅｒ，属鳞翅目，草螟科，是甘蔗上的蛀茎害虫之

一。国外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及南亚等地区［１］，国内

主要分布于广东、广西、云南和海南［２］。红尾白禾螟

以幼虫为害蔗株，苗期造成枯心苗，中后期造成死尾

株，引起的损失不亚于蔗茎禾草螟（条螟）犆犺犻犾狅狊犪犮

犮犺犪狉犻狆犺犪犵狌狊狊狋狉犪犿犻狀犲犲犾犾狌狊（Ｃａｒａｄｊａ）、二点螟犆犺犻犾狅

犻狀犳狌狊犮犪狋犲犾犾狌狊Ｓｎｅｌｌｅｎ。在国外，印度对红尾白禾螟

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对天敌、抗虫转基因及遗传

效应、生物防治技术等方面［３６］。除印度之外，法国、

澳大利亚等国对红尾白禾螟的发生危害、抗虫基因

等也有报道［７８］。在我国，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

在广东蔗区，曾万秋等［９１１］对红尾白禾螟的生物学

特性、防治方法、调查及取样方法等进行了初步研

究，明确了红尾白禾螟的主要生活习性、生活史、田

间为害动态等；另外，在性引诱剂方面，任大方

等［１２１４］做了大量研究，明确了红尾白禾螟性外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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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腺的构造、提取方法、成分合成等。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之后，此虫曾一度销声匿迹，但近年来，在广西

蔗区发现此虫为害，且扩展迅速，从２０１０年局部蔗

区零星发生，至２０１５年已扩散到广西大部分蔗区，

百色、来宾、崇左、北海、南宁等蔗区都有发生［１５］，尤

以百色和来宾发生危害严重，受害重的甘蔗生长后

期死尾率高达７０％以上
［１６］。从２０１０年以来，我们

对红尾白禾螟在广西的分布区域及主要生物学特性

等进行了研究［１５１８］，明确了蛹、成虫及卵的主要生物

学特性和蛹的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等，但还缺

乏较深入系统的研究。红尾白禾螟属于钻蛀性、专

食性害虫，防治比较困难，如果大量发生会严重影响

甘蔗生长，因此，亟需全面系统地研究其生物学特

性。本文较系统地研究了红尾白禾螟各虫态的形态

特征、生活史、发育历期等，对于防治甘蔗红尾白禾

螟具有指导意义，也为进一步掌握此虫的生活习性

及发生动态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虫饲养

甘蔗红尾白禾螟幼虫采自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六

塘镇，在广西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南宁）养虫楼

及网室内进行饲养。网室种植甘蔗苗饲养红尾白禾

螟幼虫，出现羽化孔后挖出枯心株带回室内，将枯心

株插于湿沙盘中，并用网罩罩住沙盘，待其羽化后收

蛾，将蛾放于养虫笼内，笼内放入插满甘蔗苗的罐头

瓶，罐头瓶加满水保持甘蔗苗叶片新鲜，成虫自行交

配并产卵于甘蔗叶片上，用剪刀剪下有卵块的甘蔗

叶片（长约８ｃｍ），两端用湿棉花保湿放于养虫盒

内，待其孵化，幼虫孵化当天将初孵幼虫接于网室甘

蔗苗上，进行继代饲养。

１．２　形态特征观察

取室内饲养的各虫态甘蔗红尾白禾螟，用体视

显微镜观察形态特征，游标卡尺测量体长。先将幼

虫和成虫放于－２０℃的冰箱中冷冻５ｍｉｎ后再进行

形态特征观察和体长测量。观察红尾白禾螟卵块

时，用细毛笔刷蘸取７５％乙醇溶液轻轻将绒毛刷

掉，再进行特征的观察。将雌雄蛹放置于２６℃培养

箱中，每天上午９：００将蛹取出拍照并观察形态特

征，雌雄蛹分级方法参考华有群［１９］对红尾白禾螟的

分级方法。

１．３　各虫态及世代发育历期观察

取红尾白禾螟老熟幼虫若干头，待化蛹后单头

装入大试管中，试管口塞入湿棉球保湿，放于室温条

件下，每天观察蛹的发育进度；在网室中种植甘蔗苗

接种初孵幼虫，出现枯心后挖出带回实验室将枯心

苗插入湿沙中，用网罩罩住，每天剥开观察出现羽化

孔的时间和化蛹时间；将甘蔗红尾白禾螟雌雄成虫

放入有甘蔗苗的养虫笼内，笼内放入湿棉球和蜂蜜

水，每天观察成虫死亡情况；取甘蔗叶片上的红尾白

禾螟卵块，叶片两端用棉花保湿，并放入铺有湿纱布

的养虫盒内，每天观察卵块孵化时间。每天记录各

虫态发育历期，室内及网室用温湿度记录仪记录每

天温湿度变化。

１．４　年生活史观察

在室内饲养的第１代幼虫出现后接于网室事先

种好的甘蔗苗上，出现枯心后挖出带回室内使其化

蛹、羽化、交配、产卵，第２代初孵幼虫出现后继续接

于甘蔗苗上，进行继代饲养，饲养至１年，饲养期间，

观察每代各虫态出现的时间和时长，化蛹期统计３０

头幼虫，记录化蛹时间；羽化期收集所有羽化出的成

虫，并记录羽化时间；产卵期收集所有卵块，记录产

卵时间和幼虫孵化时间；幼虫期观察３０头幼虫，查

看幼虫化蛹时间。结合田间调查，在红尾白禾螟为

害较重的地块采集有虫枯梢带回实验室，查看为害

虫态，并在自然条件下使其羽化，观察羽化时间。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各虫态形态特征

甘蔗红尾白禾螟各虫态形态特征如图１。成

虫：体长１２～１８ｍｍ，雄蛾略小于雌蛾；雌雄蛾翅均

为银白色；前翅顶角尖锐；腹部略带乳黄色，雌蛾尾

部肥胖，覆盖橙红色绒毛，较明显，雄蛾腹部较细长，

尾部为橙黄色，无绒毛。卵：聚产成块，上被黄褐色绒

毛；卵粒扁圆形，每块卵一般１０～４０粒，最多７０粒，

平均２０粒左右，初产时为淡黄白色，孵化前变为灰

黑色。幼虫：初孵幼虫灰黑色，体着生许多刚毛，体

长约２．０～２．５ｍｍ，老熟幼虫体长２０～３０ｍｍ，乳黄

色，体肥大而柔软，多横皱纹；头小呈黄褐色，胸足短

小，腹足退化；虫体背面有１条淡灰蓝色的心管，较

明显。蛹：初化蛹时与老熟幼虫体色相似，之后变为

黄褐色，至羽化前变为银白色，蛹体长１３～１８ｍｍ；

雌蛹稍大于雄蛹，雌蛹后足达第６腹节基部，雄蛹后

足达第７腹节中部；蛹复眼黑色，气门椭圆形突出呈

褐色；雌雄蛹腹末初期为乳黄色，后期变为橙红色，

雌蛹腹末宽圆形，较肥大，雄蛹腹末细且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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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红尾白禾螟各虫态形态图

犉犻犵．１　犕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狆犺狅狋狅犵狉犪狆犺狅犳犛犮犻狉狆狅狆犺犪犵犪犲狓犮犲狉狆狋犪犾犻狊

　　甘蔗红尾白禾螟幼虫从化蛹开始，蛹的形态每天

在不断变化，在２６℃条件下，雌蛹历期一般１４ｄ，雄蛹

历期１３ｄ。根据华有群
［１９］观察的形态变化分级，蛹可

分为５个级别（表１），雌雄蛹形态变化见图２。

２．２　各虫态及世代发育历期

从表２可见，在室温条件下，日均温度（２５．５３±

０．４８）℃时，卵历期为（１１．５８±０．２７）ｄ；日均温度（２８．０５

±０．１１）℃时，幼虫历期为（３６．５４±０．２８）ｄ；雌雄蛹的历

期相差不大，在约２１℃时其历期分别为（２３．４５±０．８６）ｄ

和（２４．２０±１．２７）ｄ；在约２５℃时，雌雄蛾寿命分别为

（６．１０±０．２２）ｄ和（７．１３±０．４５）ｄ；日均温度（２７．５７±

０．２４）℃时，完成１个世代的历期为（６４．９２±０．３１）ｄ。

表１　红尾白禾螟雌雄蛹发育形态变化分级

犜犪犫犾犲１　犌狉犪犱犻狀犵狅犳犿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犮犺犪狀犵犲犳狅狉犿犪犾犲犪狀犱

犳犲犿犪犾犲狆狌狆犪狅犳犛犮犻狉狆狅狆犺犪犵犪犲狓犮犲狉狆狋犪犾犻狊

级别

Ｇｒａｄｅ

雌蛹

Ｆｅｍａｌｅｐｕｐａ

形态变化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经历

时间／ｄ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雄蛹

Ｍａｌｅｐｕｐａ

形态变化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经历

时间／ｄ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 全身乳黄 ４ 全身乳黄 ３

２ 复眼变黑 ３ 复眼变黑 ４

３
头、胸变黑，翅及

尾部变白
３

头、胸变黑，翅及

尾部变白
３

４ 腹尾端部变红 ３ 腹节变褐红 ２

５
体银白色，

见鳞粉光泽
１

体银白色，

见鳞粉光泽
１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１４ １３

图２　雌雄蛹各级形态变化图

犉犻犵．２　犜犺犲狆犺狅狋狅犵狉犪狆犺狅犳犿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狔犮犺犪狀犵犲犳狅狉犿犪犾犲犪狀犱犳犲犿犪犾犲狆狌狆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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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红尾白禾螟各虫态及世代发育历期１
）

犜犪犫犾犲２　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犾犱狌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犛犮犻狉狆狅狆犺犪犵犪犲狓犮犲狉狆狋犪犾犻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狋犪犵犲狊

虫态

Ｉｎｓｅｃｔｓｔａｇｅ

观察数／块或头

Ｎｕｍｂｅｒ

发育历期／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范围／ｄ

Ｓｃｏｐｅ

日均温度／℃

Ｄａｉｌｙ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卵Ｅｇｇ ３０ １１．５８±０．２７ ８～１４ ２５．５３±０．４８

幼虫Ｌａｒｖａ ３７ ３６．５４±０．２８ ３４～４１ ２８．０５±０．１１

雌蛹Ｆｅｍａｌｅｐｕｐａ ３６ ２３．４５±０．８６ １３～２８ ２１．１５±０．４４

雄蛹 Ｍａｌｅｐｕｐａ ３０ ２４．２０±１．２７ １４～２９ ２１．７０±０．４６

雌蛾Ｆｅｍａｌｅｍｏｔｈ １４０ ６．１０±０．２２ １～１３ ２５．４３±０．６２

雄蛾 Ｍａｌｅｍｏｔｈ １４０ ７．１３±０．４５ １～１３ ２５．００±０．５３

世代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３０ ６４．９２±０．３１ ６３～７３ ２７．５７±０．２４

　１）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

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

２．３　年生活史

根据在网室饲养甘蔗红尾白禾螟观察结果，红

尾白螟１年发生４～５代（表３），以老熟幼虫越冬，越

冬态幼虫２月中旬开始化蛹，３月下旬第１代幼虫

出现，在甘蔗心叶为害造成枯心苗；第２代幼虫期从

５月下旬开始至７月中旬，为害盛期在６月；第３代

幼虫为害期在７月中旬至９月上旬，为害盛期在８

月；第４代幼虫９月中旬出现，其为害后甘蔗表现出

死尾株，并长出侧芽，形成“扫帚状”，甘蔗生长后期

红尾白禾螟的为害是全年为害最重的时期；第４代

大部分幼虫进入越冬期，至来年２月中旬开始化蛹，

少部分幼虫可进入第５代；第５代幼虫在１２月下旬

出现，主要为害秋植蔗，越冬期较短。

表３　甘蔗红尾白禾螟年生活史（南宁，２０１５）１
）

犜犪犫犾犲３　犔犻犳犲犮狔犮犾犲狅犳犛犮犻狉狆狅狆犺犪犵犪犲狓犮犲狉狆狋犪犾犻狊狅狀狊狌犵犪狉犮犪狀犲

世代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月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上 中 下

３月

Ｍａｒｃｈ

上 中 下

４月

Ａｐｒｉｌ

上 中 下

５月

Ｍａｙ

上 中 下

６月

Ｊｕｎｅ

上 中 下

７月

Ｊｕｌｙ

上 中 下

８月

Ａｕｇｕｓｔ

上 中 下

９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上 中 下

１０月

Ｏｃｔｏｂｅｒ

上 中 下

１１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上 中 下

１２月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上 中 下

１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

上 中 下

越冬代

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 ! !

＋ ＋ ＋ ＋

第１代

Ｆｉｒ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 －

! ! ! !

＋ ＋ ＋ ＋

第２代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 －

! ! ! !

＋ ＋ ＋ ＋

第３代

Ｔｈｉｒ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 －

! ! ! !

＋ ＋ ＋ ＋

第４代

Ｆｏｕｒ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５代

Ｆｉｆ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 · ·

－ － － －

　１）·：卵；－：幼虫；!：蛹；＋：成虫。
·：Ｅｇｇ；－：Ｌａｒｖａ；!：Ｐｕｐａ；＋：Ａｄｕ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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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甘蔗红尾白禾螟为专食性昆虫，幼虫只为害甘

蔗，在室内极难饲养，前人有报道白螟可以用荸荠

（马蹄）和人工饲料配方进行饲养［２０］，根据报道白螟

是荸荠的一种重要害虫，用整个荸荠可以饲养成功，

为此我们在室内种植荸荠接种红尾白禾螟初孵幼虫

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甘蔗红尾白禾螟初孵幼虫并

不为害荸荠，同时我们也参考忻介六等［２１］著作中，

１９７４年由广东省昆虫所研制的配方饲料成分（此配

方中含有荸荠成分）进行了饲养红尾白禾螟幼虫试

验，均未取得成功。本人也查阅了相关文献，根据

２００６年徐家生和李后魂
［２２］报道的《禾螟亚科昆虫

"

"

重要的农业害虫》一文中，红尾白禾螟犛犮犻狉狆狅狆犺

犪犵犪犲狓犮犲狉狆狋犪犾犻狊（Ｗａｌｋｅｒ）和荸荠白禾螟犛犮犻狉狆狅狆犺

犪犵犪狆狉犪犲犾犪狋犪（Ｓｃｏｐｏｌｉ）同属不同种，寄主也不同，红

尾白禾螟不为害荸荠，这与本人在室内种植荸荠及

配方饲料试验接虫结果一致，因此，可以判断出甘蔗

红尾白禾螟不为害荸荠，为单食性昆虫，可以澄清以

往文献上的混淆。为了研究甘蔗红尾白禾螟的生物

学特性，我们在网室种植甘蔗苗，接种红尾白螟初孵

幼虫，接种率（有为害症状）达到了８０％以上，枯心

率达到了７０％以上，因此，此方法可以作为饲养甘

蔗红尾白禾螟的一种有效可行的方法。

在红尾白禾螟各虫态形态特征观察中，雌雄蛹

分级参考华有群［１９］的分级方法，该文报道２９℃条件

下，雌蛹历期为１１ｄ，雄蛹为９ｄ，本文试验条件为

２６℃，蛹历期长一些，符合蛹历期随温度变化的规

律。雌雄蛹的形态特征较明显，易辨别，因此也可用

“化蛹进度法”对红尾白禾螟的发生期进行短期预

测。雌雄成虫也易辨别：雌蛾腹部肥胖，腹尾覆盖橙

红色绒毛，雄蛾腹部细且尖，没有绒毛。红尾白禾螟

卵块上被黄褐色绒毛，不易观察形态特征，需用细毛

笔刷将绒毛刷掉，刷时要特别小心防止卵粒破裂。

初孵幼虫爬行速度较快，高龄幼虫不好动，可直接采

用体视显微镜观察及测量。

温度影响红尾白禾螟各虫态及世代发育历期，

在适温范围内，温度越低，历期越长，温度越高，历期

越短。本文对甘蔗红尾白禾螟的生活史进行了观

察，在室内饲养条件下在南宁１年发生４～５代，这

与曾万秋等［９］报道的广东遂溪县发生代数一致，但

每代发生的时间不同，在南宁第１、２代发生时间比

广东遂溪县晚１０～２０ｄ，第３代以后发生时间更晚

（３０ｄ以上），尤其第５代幼虫，南宁１２月底出现，广

东遂溪１０月中旬出现，两地相差较大，是否存在了

误差，或有其他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在本试验

观察的１２９头幼虫中，进入第５代的占３４．１１％。第

４代幼虫越冬期较长为１５０ｄ左右，而第５代幼虫越

冬期较短为６０ｄ左右。

观察发现，在１月上中旬有第５代低龄幼虫存

在，但量较少。本试验中第５代幼虫越冬期６０ｄ与

曾万秋等报道的１００ｄ相差较大。在越冬期内幼虫

是否进入滞育，滞育期多长，是否和地域气候及环境

因素有关，本研究尚未涉及。曾万秋等认为引起滞育

的主要原因不是温度，而是甘蔗营养，成长蔗株上的

幼虫１００％进入越冬滞育，幼苗内的幼虫只有１７．８％

进入越冬滞育，究其影响越冬及滞育的主要原因是

什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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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ｈｅｒｂｉｃｉｄｅａｎｄ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Ｊ］．ＳｕｇａｒＴｅｃｈ，２００２，４（３／４）：

１２３ １３０．

［７］　ＮｉｂｏｕｃｈｅＳ，ＲａｂｏｉｎＬＭ，ＨｏａｒａｕＪＹ，ｅｔ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ｉｔｌｏ

ｃｉｆｏｒ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ｓｐｏｔｔｅｄｓｔｅｍｂｏｒｅｒ犆犺犻犾狅狊犪犮犮犺犪狉

犻狆犺犪犵狌狊［Ｊ］．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９（１）：１２９ １３５．

［８］　ＧｏｅｂｅｌＦＲ，ＡｃｈａｄｉａｎＥ，ＭｃｇｕｉｒｅＰ．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ｕｇ

ａｒｃａｎｅｍｏｔｈｂｏｒｅｒｓｉｎ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Ｊ］．ＳｕｇａｒＴｅｃｈ，２０１４，１６（４）：

·９９１·



２０１７

４０５ ４１０．

［９］　曾万秋，邝乐生．甘蔗白螟生物学特性的初步研究［Ｊ］．甘蔗糖

业，１９７５（９）：１４ １９．

［１０］曾万秋，梁广．甘蔗病虫害防治［Ｍ］．广州：广东科技出版

社，１９８５：５２．

［１１］曾万秋．红尾白螟卵和枯梢分布型调查及取样方法比较［Ｊ］．

甘蔗糖业，１９８７（５）：４３ ４６．

［１２］任大方，梁路，邓其锐，等．甘蔗红尾白螟性引诱的初步研究

［Ｊ］．昆虫知识，１９８０（４）：１６３ １６４．

［１３］伍德明，阎云花，催君荣，等．甘蔗白螟性外激素研究初报［Ｊ］．

甘蔗糖业，１９８６（８）：３３ ３４．

［１４］张善干，张玉华，陈德明．红尾白螟和二点螟性外激素分泌腺的

形态构造［Ｊ］．昆虫学报，１９８９，３２（１）：８０ ８２．

［１５］魏吉利，黄诚华，潘雪红，等．广西蔗区红尾白螟分布区域及危

害程度调查［Ｊ］．南方农业学报，２０１６（４）：５９４ ５９８．

［１６］黄诚华，魏吉利，商显坤，等．百色市右江区甘蔗红尾白螟的发

生为害与防治建议［Ｊ］．南方农业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１）：６７ ７１．

［１７］魏吉利，黄诚华，潘雪红，等．甘蔗红尾白螟蛹发育起点温度和

有效积温［Ｊ］．中国植保导刊，２０１２，３２（６）：３８ ４０．

［１８］魏吉利，黄诚华，商显坤，等．甘蔗红尾白螟蛹、成虫及卵特性研

究［Ｊ］．中国糖料，２０１４（３）：２３ ２４．

［１９］华有群．甘蔗白螟发生期预测方法的初步研究［Ｊ］．甘蔗糖业，

１９７９（８）：３７ ４０．

［２０］广东省粮食作物研究所．人工饲养白螟和田间释放啮小蜂研究

［Ｊ］．广东农业科学，１９７３（３）：２８ ３０．

［２１］忻介六，苏德明．昆虫、螨类、蜘蛛的人工饲料［Ｍ］．北京：科学

出版社，１９７９：５９ ６２．

［２２］徐家生，李后魂．禾螟亚科昆虫———重要的农业害虫［Ｊ］．昆虫

知识，２００６（５）：７４２ ７４６．

（责任编辑：杨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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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ＣＮＫＩ推出《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

日前，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推出了一套《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该报告基于中国大陆建国以

来出版的４２２万余本图书被近３年国内期刊、博硕、会议论文的引用频次，分学科、分时段遴选高被引优秀学术图书予以发布。

据研制方介绍，他们统计并分析了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中国学术期刊８１３万余篇、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１０１万余篇、中国重要会议

论文３９万余篇，累计引文达１４５１万条。根据统计数据，４２２万本图书至少被引１次的图书达７２万本。研制方根据中国图书

馆分类法，将７２万本图书划分为１０５个学科，分１９４９－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两个时间段，分别遴选被引最高的ＴＯＰ１０％

图书，共计选出７０９１１本优秀图书收入《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统计数据显示，这７万本高被引优秀图书虽然只占全部图书

的１．６８％，却获得６７．４％的总被引频次，可见这些图书质量上乘，在同类图书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该报告还首次发布

各学科＂学科ｈ指数＂排名前２０的出版单位的评价指标，对客观评价出版社的社会效益－－特别是学术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该报告从图书被引用的角度出发，评价图书的学术影响力，弥补了以销量和借阅等指标无法准确评价学术图书的缺憾，科

学、客观地评价了图书、图书作者以及出版单位对各学科发展的贡献。

《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把建国以来出版图书全部纳入评价范围属国内首创，是全面、客观评价图书学术影响力的工具，填

补了目前图书学术水平定量评价的空白，在帮助图书馆建设特色馆藏和提高服务水平、帮助出版管理部门了解我国学术出版

物现状、帮助科研机构科研管理、帮助读者购买和阅读图书等方面，均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也为出版社评估出版业绩、决策再

版图书、策划学科选题提供有用的信息。

《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出版。该产品的形式为光盘电子出版物，分为理

学、工学、农学、医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６个分卷，随盘赠送图书，欢迎您咨询、订购。

咨询电话：０１０ ８２７１０８５０　８２８９５０５６转８５９９

犈犿犪犻犾：ａｓｐｔ＠ｃｎｋｉ．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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