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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稻飞虱的种类、各虫态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
性、成灾原因及其防治新技术。同时介绍了稻飞虱 34 种主要天敌的形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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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飞虱是水稻最重要的害虫，经常暴发成灾，对我国水稻生产构成

严重威胁。因此，稻飞虱的绿色高效防控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 

意义。

近年来，在国家农业公益性行业专项“水稻褐飞虱综合防控技术研

究”资助下，华中农业大学等14个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对褐飞虱综合防控

技术开展了合作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稻飞虱防治图册》就是对

其中部分成果的展示。

在本书中，编著者以此“专项”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用大量

高质量的彩色照片和简练的文字，描述了褐飞虱、灰飞虱和白背飞虱等几

种主要稻飞虱的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图文并茂，知识性强。

本书还针对目前稻飞虱防治中存在的水稻抗虫品种缺乏、滥用化学

农药和害虫抗药性严重等突出问题，以实现水稻生产“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为出发点，吸纳国内外现有稻飞虱防控技术和经验，重点推介了一些

新的水稻抗虫品种，并强调通过健身栽培和生态控制等绿色防治措施减少

农药施用，降低虫害。

全书内容直观生动、易读易懂、既科学又实用，读者面宽，可作为广

大稻农、植保工作者用于稻飞虱防控的工具书。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我国稻飞虱治理水平的提升和水稻生产的可持续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张启发 院士

华中农业大学

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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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国家农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资助下，2008～2010年华中农业大

学、 武汉大学、 浙江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水稻研究所、浙江省农

科院植保所、广西农科院植保所、湖南省农科院植保所、江苏省农科院植

保所、 湖北省农科院植保所、安徽农业大学、 扬州大学、 广东省农科院

植保所、江西省农科院植保所等14个单位联合，对褐飞虱综合防控技术进

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为了满足现代水稻生产应用的需要， 

这些单位在此研究基础上编著了《稻飞虱防治图册》一书。

本书坚持科技著作编著创新，以大量自拍彩图介绍稻飞虱的有关科学

知识和综合防治技术，力求体现知识介绍的科学性、先进性、生动性和实

用性。全书约2.8万字，原色彩图85幅。

《稻飞虱防治图册》既是基层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的一本实用科技读

物，也可作为农业大专院校师生、农业科研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在本书编著过程中，湖北大学陈健、刘凤想、彭宇教授帮助鉴定蜘蛛

种类，研究生徐雪亮、许昕参加拍照，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著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错误或不妥之处，恳切希望读者给

予指正。

编著委员会

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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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稻飞虱的种类与形态识别

第一章  稻飞虱的种类与形态识别

稻飞虱属同翅目，飞虱科。在我国为害水稻的稻飞虱主要有褐飞虱、 

白背飞虱、灰飞虱等，其中以褐飞虱发生和为害最重，白背飞虱次之。稻

飞虱属于不完全变态，一生包括卵、若虫、成虫三个虫态。成虫分为长翅

型和短翅型。若虫、成虫体色有深、浅两型。

一、褐飞虱 Nilaparvata lugens Stål

成虫 长翅型成虫体长（含翅）3.6～5.0毫米，短翅型成虫体长2.5～4.0毫

米。成虫中胸背面有三条显著的灰黄色隆起线。雌成虫体大，雄 

成虫体小。翅斑为黑褐色。深色型个体头顶和前胸背板为褐色， 

腹部为黑褐色；浅色型个体胸部和腹部大部分为黄褐色或淡黄色。 

短翅型成虫主要特征同长翅型。深色型和浅色型成虫特征见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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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褐飞虱深色型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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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褐飞虱浅色型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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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虫 褐飞虱若虫有5龄。深色型各龄形态特征如下。1龄：体长约1.1毫

米，体黄白色，无翅芽，中、后胸后缘平直，腹部背面有乳白色 

“ ”形斑纹。2龄：体长约1.5毫米，体黄褐色，无翅芽，后胸后

缘呈“︵”形弯曲，“ ”形斑纹内渐见暗褐斑，至后期“ ”形

斑纹不明显。3龄：体长约2.0毫米，体黄褐色至暗褐色，翅芽初现， 

前翅芽尖端未达到后胸后缘，腹部第3、4节背面各有一对较大的三

角形浅色斑纹，第5～7节背面有“山”字形浅色斑纹。4龄：体长

约2.4毫米，前翅芽尖端伸达后胸后缘，体色和腹部背面斑纹同3龄。 

5龄：体长约3.2毫米，前后翅芽尖端接近或前翅芽尖端超过后翅芽

尖端，前翅芽尖端伸达腹部第3～4节，体色和腹部背面斑纹同3、4

龄。深色型若虫特征见图1-3。

图1-3 褐飞虱深色型若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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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稻飞虱的种类与形态识别

浅色型1龄若虫体色为乳白色，2～5龄体色为淡黄色，腹部斑纹颜色

较浅，见图1-4。

 

图1-4 褐飞虱浅色型若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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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 褐飞虱产卵具隐蔽性，雌成虫将卵产在叶鞘组织内，卵帽稍露出， 

10～20多粒卵呈行排列，前部单行，后部排成双行。卵粒长约0.89毫

米，香蕉形，初产乳白色，渐变淡黄色，近孵化时出现红色眼点。产

卵痕初呈黄白色，后变为褐色条斑。产卵痕及其内的卵块见图1-5。

图1-5 褐飞虱产卵痕及卵块

产卵痕

产卵痕内的卵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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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背飞虱 Sogatella furcifera (Horvath)

成虫 长翅型成虫体长（含翅）3.8～4.5毫米，短翅型雌成虫体长2.5～3.5

毫米，未发现短翅型雄成虫。长翅型成虫中胸背面中部黄白色，两

侧黑褐色。翅斑黑褐色。深色型成虫体色为黑褐色，浅色型成虫体

色为黄褐色。短翅型雌成虫主要特征同长翅型。深色型和浅色型成

虫见图1-6、图1-7。

图1-6 白背飞虱深色型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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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白背飞虱浅色型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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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虫 白背飞虱若虫共5龄，3～5龄若虫有深浅两种色型。1～2龄及深色

型各龄形态特征如下。1龄：体长约1.1毫米，体灰白色或灰黑色，

无翅芽，中、后胸后缘平直，腹部背面有“丰”字形浅色斑纹。 

2龄：体长约1.3毫米，体浅灰色或灰褐色，无翅芽，中胸后缘稍向

前凹入，胸背现不规则的云状斑纹。3龄：体长约1.7毫米，石灰

色，可见翅芽，前翅芽尖端未达到后胸后缘，腹背第3～4节各有一

对乳白色大斑，第6节背面有淡色横带。4龄：体长约2.2毫米，前

后翅芽尖端十分接近，体色和腹部背面斑纹同3龄。5龄：体长约

2.9毫米，前翅芽尖端超过后翅芽尖端，且前翅芽尖端伸达第3～4

腹节，体色和腹部背面斑纹同4龄。1～2龄若虫和深色型3～5龄若

虫见图1-8。

图1-8 白背飞虱1～2龄及深色型3～5龄若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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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色型若虫至3龄后体背无明显斑纹，呈乳白色，见图1-9。

图1-9 白背飞虱浅色型若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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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 白背飞虱雌成虫将卵产在叶鞘组织内，卵帽不露出，5～10粒，甚至

更多的卵呈单行排列。卵粒长约0.8毫米，尖辣椒形，初产白色，渐变

淡黄色，近孵化时出现红色眼点。产卵痕及其内的卵块见图1-10。

图1-10 白背飞虱产卵痕及卵块

产卵痕

产卵痕内的卵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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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灰飞虱 Laodelphax striatellus Fallen

成虫 长翅型成虫体长3.5～4.0毫米，短翅型成虫体长2.3～2.5毫米。雌成虫

中胸背面中部淡黄色，两侧有半月形的褐色或黑褐色斑。雄成虫中胸

背板几乎全为黑色。短翅型成虫翅达腹部末端。翅斑黑褐色。深色型

成虫胸部、腹部背面大部分黑褐色，浅色型成虫胸部、腹部背面大部

分淡黄色。灰飞虱长翅型、短翅型成虫及深、浅色型成虫见图1-11。

图1-11 灰飞虱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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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虫 灰飞虱若虫多为5龄。深色型各龄形态特征如下。1龄：体长

1.0～1.1毫米，无翅芽，中、后胸后缘平直，体乳白色至淡黄色， 

胸腹背面正中为白色。2龄：体长1.1～1.3毫米，无翅芽，中胸

后缘稍向前凹入。体背面灰黄色，但正中有明显的乳白色纵带。 

3龄：体长约1.5毫米，翅芽初现，体灰褐色，胸部背面有不规则的

灰色斑纹，腹部背面两侧颜色较深，中央颜色较淡。第3、4腹节

背面有“八”字形浅色斑纹，第6～8腹节背面有浅色的断续横带。 

4龄：体长1.9～2.1毫米，前翅芽达到第1腹节，后翅芽尖达第3腹

节，胸背正中的白纹消失，其余同3龄。5龄：体长2.7～3.0毫米， 

前翅芽尖达第3腹节后缘并盖住后翅芽尖，腹背节间出现淡色环

圈，其余同第3、4龄。深色型若虫见图1-12。

图1-12 灰飞虱深色型若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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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色型若虫胸、腹部背面或胸、腹部背面中央无明显斑纹，腹部背面

两侧色稍深，中央色浅淡，见图1-13。

图1-13 灰飞虱浅色型若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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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稻飞虱的种类与形态识别

卵 灰飞虱雌成虫将卵产在叶鞘组织内，卵帽稍露出，2～5粒卵呈行排

列，前部单行，后部排成双行。卵粒茄子形，初产时乳白色，孵化前

出现紫红色眼点。产卵痕及其内的卵块见图1-14。

图1-14 灰飞虱产卵痕及卵块

产卵痕

产卵痕内的卵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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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稻飞虱的生物学特性

一、褐飞虱

1. 越冬习性 褐飞虱为南方性害虫，在我国越冬情况可划分为三个区

域：不能越冬区、少量间歇越冬区和安全越冬区。不能越冬区为北纬25°以

北，1月平均温度低于10℃的广大地区。少量间歇越冬区在北纬20°～25°，

1月平均温度为10～16℃的地区，如岭南地区。安全越冬区为北纬21°以

南，1月平均温度在16℃以上的地区，包括常年少量越冬区和终年繁殖

区，如海南岛的陵水、崖县等地，褐飞虱可终年繁殖，无越冬现象。褐飞

虱越冬区域见图2-1。

图2-1 褐飞虱在我国越冬区域（胡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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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稻飞虱的生物学特性

2. 迁飞习性 研究证明，褐飞虱为远距离迁飞性害虫，在我国每年

随春夏暖湿气流由南向北推进，褐飞虱由热带繁殖地区迁飞至亚热带，再

由亚热带迁飞至温带地区。秋季则随大陆反气旋的南移出现由北向南的回

迁。我国绝大部分稻区的初始虫源是由南方逐渐迁飞而来。因此，每年不

同稻区发生迟早不同，在同一稻区不同年份发生轻重不同。褐飞虱迁飞路

线及迁入量见图2-2。

图2-2 褐飞虱迁飞路线及迁入量

A. 迁飞路线；B，C. 2006年后期褐飞虱大量迁入江淮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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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褐飞虱具翅型分化现象 褐飞虱若虫在生长发育过程中，调节翅

发育的基因受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翅型发生分化，产生长翅型成虫和短

翅型成虫。褐飞虱雌虫和雄虫均有长、短翅型分化。翅型分化与水稻植株

营养状况和虫口密度等因素有很大关系，一般植株营养状况差或虫口密度

过高，易产生长翅型成虫。长翅型成虫可远距离迁飞，短翅型成虫为居留

型，留在本地稻田继续大量繁殖为害。褐飞虱翅型分化见图2-3。

图2-3 褐飞虱翅型分化

短翅型成虫

3龄若虫

长翅型成虫

3龄若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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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稻飞虱的生物学特性

4. 群集为害习性与为害状 褐飞虱喜欢阴湿环境，成虫和若虫常群集

在稻丛中、下部，利用象针一样的刺吸式口器刺吸汁液。水稻开始出现变

色斑点、稻叶发黄，为害严重时稻茎变褐腐烂，成团或成片倒伏枯死，俗

称“穿顶”、“冒穿”或“虱烧”。除刺吸为害外，褐飞虱将卵产在叶鞘上

产生的产卵痕影响水分和养分的输送，排泄的蜜露招致霉菌滋生，同时褐

飞虱还能传播草丛矮缩病等病毒病。褐飞虱的为害可造成水稻严重减产， 

甚至颗粒无收。褐飞虱群集为害及为害状见图2-4、图2-5。

 

图2-4 褐飞虱群集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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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褐飞虱为害状

A. 叶鞘上出现变色斑点；B. 叶鞘变褐枯死；

C. 稻田出现冒穿；D. 水稻成片倒伏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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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稻飞虱的生物学特性

5. 趋光性和趋嫩绿习性 长翅型成虫有趋光性，以晚间8～11时扑灯

最多，对双色灯及金属卤化物等的趋性更强。扑灯的成虫大多处于卵巢尚

未发育成熟和交配之前。成虫的迁入、转移和扩散，都趋向分蘖盛期、生

长嫩绿的稻田及孕穗、抽穗期的稻田，移栽不久或近黄熟的田块，迁入虫

量较少。

二、白背飞虱

1. 越冬与迁飞 白背飞虱越冬范围较褐飞虱稍广，在海南岛南部和

云南最南部地区可周年繁殖，越冬北部界限约在北纬26°左右。在此以北

的广大稻区尚未发现越冬。已证明白背飞虱为迁飞性害虫，在我国白背飞

虱初期虫源主要由热带地区迁飞而来。一般在各稻区发生期比褐飞虱早。

2010年在我国一些稻区，早稻孕穗、抽穗期因白背飞虱的严重为害而冒穿

或全田倒伏枯死。

2. 具翅型分化现象 白背飞虱雌成虫有长、短翅型分化；雄成虫仅为

长翅型，未发现有短翅型。

3. 成虫、若虫为害习性与为害状 白背飞虱成虫、若虫为害与褐飞

虱十分相似，但群集拥挤习性较差，田间虫口密度稍高时，即迁飞转移。 

成虫、若虫取食部位比褐飞虱高，并有部分低龄若虫可在幼嫩心叶取食。 

稻株被害后，初期稻叶尖部变为棕红色，严重时稻叶全部变为棕红色，使

水稻“冒穿”或倒伏枯死，呈一片棕红色。同时还可传播水稻黑条矮缩病

等病毒病。白背飞虱群集为害和为害状见图2-6、图2-7。

图2-6 白背飞虱群集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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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白背飞虱为害状

A. 叶鞘出现变色斑点； B. 叶鞘枯死；

C. 稻田出现冒穿；D. 水稻成片倒伏枯死

水稻飞虱防治图册ctp.indd   22 2010.11.21   2:47:28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