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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星翅蝗生物学与生态学特性研究* 
魏淑花 1**  黄文广 2  张  蓉 1***  高立原 1  于  钊 2  朱猛蒙 1 

（1．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银川 750002；2．宁夏草原工作站，银川 750002） 

摘  要  【目的】 系统研究短星翅蝗 Calliptamus abbreviatus Ikonnikov的生活史、形态特征、食性、

食量、发育历期、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等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方法】 田间和室内相结合，利用笼

罩供食法进行各项试验和有效积温法则等相关方法计算结果。【结果】 短星翅蝗 1年发生 1代，以卵在土

中越冬。竖年 6 月中旬开始孵化出土，7 月上旬为孵化出土盛期。8 月上旬始见成虫，8 月下旬开始交配

产卵，9月上、中旬为产卵盛期；喜食冷蒿 Artemisia frigida、星毛委陵菜 Potentilla acaulis、阿尔泰狗哇

花 Heteropappus altaicus，少食胡枝子 Lespedeza bicolor，偶食猪毛蒿 Artemisia scoparia，不食长茅草 Stipa 

bungeana、赖草 Leymus secalinus、稗草 Echinochloa crusgalli等禾本科植物；食量和近似消化力均随着龄

期的增长而增大，雌成虫显著高于雄成虫；在 18～33℃的温度范围内，各龄期的发育历期均随着温度的

升高而缩短。高温和低温均不利于短星翅蝗生长发育，若虫在 13℃温度下不能蜕皮发育，成虫在 18℃温

度下不能交配产卵， 33℃下的产卵前期比 28℃下延长 5 d。【结论】 系统掌握了短星翅蝗的生物学与生

态学特性，将丰富其测报参数，为优化其监测预警技术提供依据。 

关键词  短星翅蝗，生活史，形态特征，食性，食量，发育起点温度，有效积温 

B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alliptamus abbreviatus 
Ikonnikov (Orthoptera: Catantopidae) 

WEI Shu-Hua1**  HUANG Wen-Guang2  ZHANG Rong1***  GAO Li-Yuan1 
YU Zhao2  ZHU Meng-Meng1 

(1.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Ningxia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 Yinchuan 750002, China； 

2. Grassland Workstation of Ningxia, Yinchuan 75000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b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alliptamus abbreviatus 

Ikonnikov, including life history,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host selection, daily food ingestion, developmental duration, 

developmental threshold and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Methods]  By a combination of field and laboratory 

research，including providing C. abbreviatus with food in captivity. Experimental results we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law of 

effective accumulative temperature. [Results]  This locust species had only one generation per year, and overwintered as eggs 

in soil. Eggs began to hatch in the second ten days of June of the following year, with the hatching peak in the first ten days of 

July. Adults occurred in the first ten days of August, and the peak period of laying occurred from the first ten days to the latter 

part of the second ten days of September. C. abbreviatus prefered feeding on Artemisia frigida, Potentilla acaulis and 

Potentilla acaulis, but fed relatively little on Lespedeza bicolor, and only occasionally on Artemisia scoparia. It did not feed at 

all on Stipa bungeana, Leymus secalinus and Echinochloa crusgalli. Consumption and approximate digestion increased with 

age, and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female adults than in males. The developmental duration of every stage reduced with 

increasing temperature from 18℃ to 33 . Excessively high or low temperatures were unfavorable to survival. Nymphs could ℃

not molt at 13 , and adults could not mate or lay eggs at 18 .. However, the preoviposition period at 33℃ ℃  was 5 d longer 

than that at 28 .℃  [Conclusion]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on the b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 abbrevi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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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improve the forecast parameters for pest and provide a better basis for developing effectiv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s. 

Key words  Calliptamus abbreviatus Ikonnikov, life history,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host selection, consumption, 

developmental threshold temperature,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短星翅蝗 Calliptamus abbreviatus Ikonnikov

是草原及半农牧区的主要害虫之一，主要分布在

我国的东北、华北、西北等地区及国外的前苏联、

蒙古国、朝鲜等地（郑哲民，1993；高兆宁，1999；

张琰等，2005；杨定等，2013；张蓉等，2014）。

目前有关该害虫的研究有食性（李鸿昌等，1983；

卢辉和韩建国，2008）、体型大小和生活型（颜

忠诚和陈永林，1997）、时空异质性（康乐和陈

永林，1992）、营养生态位（康乐和陈永林，1994）、

变温条件下生长发育（徐亚勋等，2013）、产卵

环境和卵子的发生（刘举鹏等，1984；赵卓等，

2006，2008；Zhao and Ren，2006）、染色体的 C

带核型（张琰等，2005）及触角感受器与寄主选

择性之间的关系（Chen et al，2003）等方面。这

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短星翅蝗食性、产卵或卵子的

发生等某一方面，未对短星翅蝗生活史、形态特

征、食量、发育历期、发育起点温度及有效积温

等基础生物学与生态学特性进行系统研究。因

此，本文将对短星翅蝗的基础生物学与生态学特

性进行系统分析研究，丰富短星翅蝗测报参数，

为优化其测报预警技术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短星翅蝗田间发生系统监测 

2011—2013 年连续 3 年 4—10 月，每 15～

20 d一次，在宁夏同心县张家塬典型草原对短星

翅蝗田间发生规律进行系统监测，采用目测法结

合扫网法（张蓉等，2014）。随机五点取样，每

点统计记载 1 m2地面及草丛中的蝗虫混合种群

数量，重复 5次；每点扫网 30 复网，统计记录

蝗虫种类、虫态和数量。数据统计公式如下： 

某种蝗虫虫口密度（头/m2）= 


量复网蝗虫混合种群总数

复网某种蝗虫数量
30

30

 

目测蝗虫混合种群平均数量/m2 

1.2  寄主选择性 

1.2.1  试验地点及供试材料  试验地点在同心县

张家垣。供试虫源为当地采集短星翅蝗成虫，供

试植物为当地草原上优势植物。 

1.2.2  试验方法  试验观测前，先彻底清除笼内

地表全部植被，将采自野外的不同种新鲜食料植

物(枝条或全株)修剪后分别插入装有清水的小

玻璃瓶内，以瓶口齐地表埋入土中，使植株（丛）

接近其自然高度，每种供试植物的生物量力求均

衡以能充分供应任其取食为度。为消除（至少减

少）因蝗虫的向光性所造成的取食频次误差，试

验中将各供试植物于 l m3 的尼龙网罩内依次排

列并重复一次，保持株丛间距、边距均等（图 1），

再放入 50头短星翅蝗成虫，雌虫︰雄虫=1︰1。

从 8:00至 19:00连续观察并记录短星翅蝗每小时

内对各种植物的取食频率，重复 3次，根据李鸿

昌等（1983）的方法计算相对频率： 

相对频率（RFN）=




n

i

X

X

1

 

X 一短星翅蝗对某一种植物的取食频率；n

一供试植物的种类。 

当 RFN>0.5 时为嗜食，0.5≤RFN≥0.25 时

为喜食，RFN<0.25 时为少食，RFN<0.023 时为

偶食，RFN=0时为不食。 

1.3  各虫态日取食量 

1.3.1  试验方法  田间采回的短星翅蝗各龄若

虫及成虫饥饿 24 h后，每一龄期 15头放入罩有

圆柱形纱笼（13 cm×25 cm）的花盆（13.5 cm×15 

cm）里混合饲养，3 龄、4 龄、5 龄和雄成虫以

6 g星毛委陵菜饲喂，雌成虫以 16 g星毛委陵菜

饲喂，各龄虫态分别饲喂 1、2、3、4、5 d，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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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野外笼罩内供试植物的排列 
Fig. 1  Arrangement of tested plants in field caging 

图中数字 1~8代表 8种供试植物随机抽取的编号。 

Digitals from 1 to 8 represent the number of tested plants 
by random sampling in figure. 

 
一龄期每一饲喂时间 3 次重复，每日记录死亡

数，以相同发育进度个体补充死亡试虫，收集粪

便、剩余及毁损掉落叶片，自然条件下阴干至恒

重，称量剩余和毁损掉落叶片及粪便量，对比称

重法计算试虫食量。本试验在室内条件下进行，

从 3 龄开始计算。蝗虫对食物近似消化力计算  

公式： 

近似消化力=[食量(干重)—粪便量(干重)]/

食量(干重) ×100%  

1.4  发育历期、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 

1.4.1  试验方法 

① 虫源：短星翅蝗若虫和成虫采自同心县

张家垣，集中在罩有纱笼（28 cm×50 cm）的花

盆（28.5 cm×25 cm）中混合饲养，放入新鲜的

星毛委陵菜、苜蓿及冷蒿等植物喂养。若虫作为

虫源备用，成虫让其交配产卵，收集卵备用。 

② 饲养设备：RXZ型智能人工气候箱（宁

波东南仪器有限公司），温度波动范围±0.5 ℃，

箱内相对湿度为 50％±10％，光周期 14L︰10D。 

③ 试验方法：设 13、18、23、28、33℃等

5个温度处理。 

卵饲养：将上年收集到的卵囊埋入田间越冬

后，收回放入养虫瓶（8 cm×12 cm）中，每瓶

2粒卵囊，其上均匀覆盖 2～3 cm厚的潮湿沙土。

随机分成 4 组培养孵化：A. 长光照高温处理组 

（L14︰  D10，28℃）；B. 长光照低温处理组

（L14︰D10，21℃）；C. 短光照高温处理组（L10

︰D14，28℃）；D. 短光照低温处理组（L10︰

D14，21℃），每组 8 粒卵囊。每日 16:00 观察

卵的孵化情况，确定短星翅蝗卵孵化的光照和温

度条件。 

若虫饲养：若虫孵出随即 2～6 头混合放入

罩有圆柱形纱笼（13 cm×25 cm）的花盆（13.5 

cm×15 cm）里饲养，饲喂新鲜的星毛委陵菜、

苜蓿及冷蒿等植物，花盆置于设定温度的人工

气候箱中，每一温度处理共 6盆。每日 16:00观

察若虫的生长发育情况，记录发育历期和死亡

情况。每次观察完毕，立即放回相应温度的气

候箱内。 

成虫饲养：短星翅蝗高龄若虫蜕皮后即进入

成虫期。根据雌虫︰雄虫=1︰1的比例，每 4头

集中放入罩有圆柱形纱笼（13 cm×25 cm）的花

盆（13.5 cm×15 cm）里饲养，饲喂新鲜的星毛

委陵菜、苜蓿及冷蒿等植物，花盆置于设定温度

的人工气候箱中，每一温度处理共 6 盆。每日

09:00 和 16:00 观察记录成虫产卵时间、死亡时

间及虫数。产在纱网、寄主植物等上的卵埋入花

盆里的土中，并做好记号。 

1.4.2  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计算  先将不同

温度下各虫态（龄）的发育历期进行加权平均，

求出各虫态（龄）的平均发育历期，根据李典谟

和王莽莽（1986）提出的公式计算发育起点温度

C和有效积温 K。 

2  结果与分析 

2.1  短星翅蝗生活史 

经 2011—2013 年连续 3 年田间系统调查发

现，短星翅蝗在宁夏属于广布种，各类草原类型

上均有发生，其中，典型草原发生最重，田间虫

口密度逐年升高，从 2011 年 20 头/m2 上升到

2013 年 35 头/m2，最高虫口密度可达 100 头

/m2。年发生 1代（表 1），以卵在土中越冬。越

冬虫卵于 6月中、下旬开始孵化出土，6月中、

下旬为 1龄蝗蝻发生盛期；2龄蝗蝻于 6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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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出现，至 7月上旬达到数量高峰；7月上旬

开始出现 3龄蝗蝻，盛期在 7月中旬；7月中、

下旬是 4 蝗蝻发生时期；5 龄蝗蝻 7 月下旬开

始出现，至 8 月上旬达到数量高峰。8 月上旬

始见成虫，8 月中旬至下旬进入羽化盛期，8

月下旬开始交配，9 月上、中旬为交配盛期，

并逐渐开始产卵。10月中、下旬以后种群数量

急剧下降，至 11月中旬田间基本不见成虫，以

卵进行越冬。 

2.2  形态特征及生活习性 

成虫：雄虫体长 20 mm，前翅长 11 mm（图

1：A）；雌虫体长 30 mm，前翅长 19 mm（图 1：

B）。头大而短，颚区中部有一近椭圆形凹陷。

触角剑状，触角长达前胸背板后缘。前胸背板前

缘直，后缘钝角形或钝圆形；中隆线明显，侧隆

线向外呈弧形弯曲。前后翅发达，达不到或刚达

腹端，前翅具黑褐色花斑，后翅无色。后足股节

粗壮，有 3 条黑褐色横带，外侧上、下隆线上

各具 1 列黑色小点，内侧红色，具 2 个不完整

的大黑斑。后足胫节红色，外侧具 8 根刺，内

侧 9根刺。 

卵囊：大小为 0.6 cm×1.2 cm，在卵囊中    

有 18～25 粒不等的卵粒，平均 23 粒卵，卵粒   

并列抱团；卵：长椭圆形，鲜黄色，长轴长

（4.65m±0.05）mm，短轴长（1.36±0.05）mm（图

1：C）。 

若虫：共 5龄。1龄若虫，体长 6 mm，宽 2 

mm。头部黑色。头略宽于前胸背板，前胸背板

乳白色略带黄色小斑点，表面有 5排黄色短毛，

前缘直后缘钝圆。前、中足及腹板 1、2 节乳白

色略带黄褐色斑点；后足股节外侧有 3条褐色条

带，外侧上下隆线具 1例黑色小点，后足胫节内

侧具 9根刺，外侧具 8根刺。腹部仅到达后足股

节（图 1：D）；2龄若虫，体长 8.8 mm，宽 2.5 mm。

头部黑色。前胸背板紫红色，中部隆起，前缘直

后缘钝圆。前、中足股节、胫节、跗节表面淡紫

红色，密布黑色斑点；后足股节外侧有 3条黑色

条带；后足胫节内侧具 9根刺，外侧具 8根刺（图

1：E）；3龄若虫，体长 10 mm，宽 3 mm。头部

颅顶黑色，表面有稀疏白点。前胸背板棕黄色略

泛白，中部隆起，前缘直后缘钝圆。后胸背板可

见一短黄色翅芽。前、中足各节表面棕黄色泛白，

密布黑色斑点；后足股节外侧有 3条黑色条带；

后足胫节内侧具 9根刺，外侧具 8根刺（图 1：

F）；4龄若虫，体长 13 mm，宽 4 mm。头部棕

色表面密布黑色斑点。前胸背板棕色、密布黑色

斑点，前缘直后缘钝圆，中部隆起。后胸背板可 

 
表 1  短星翅蝗的生活史（宁夏同心县张家塬乡，2011—2013） 

Table 1  The life history of Calliptamus abbreviatus ( Zhangjiayuan town of Tongxin county，Ningxia, 2011-2013) 

5 6 7 8 9 10 11 
月份 

Month 上 
E 

中 
M 

下 
L 

上 
E 

中 
M 

下 
L 

上 
E 

中
M

下
L

上
E

中
M

下
L

上
E

中
M

下
L

上 
E 

中 
M 

下 
L 

上
E

中
M
下
L

· · · · · ·               

    △1 △1               

     △2 △2              

      △3 △3             

       △4 △4            

        △5 △5           

         ＋ ＋ ＋ ＋ ＋ ＋ ＋ ＋ ＋ ＋  

 

            · · · · · · · · ·

＋: 成虫 Adult；·: 卵 Egg；△1: 1龄若虫 1st larva；△2: 2龄若虫 2nd larva；△3: 3龄若虫 3rd larva；△4: 4龄若虫 4th 

larva；△5: 5龄若虫 5th larva；E: 上旬 Early month；M: 中旬 Middle month；L: 下旬 Late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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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短星翅蝗各虫态形态特征 
Fig. 2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Calliptamus abbreviatus 

A. 雄成虫；B. 雌成虫；C. 卵和卵囊；D. 1龄若虫；E. 2龄若虫；F. 3龄若虫；G. 4龄若虫；H. 5龄若虫。 

A. Male adult; B. Female adult; C. Egg and eggpod; D. 1st instar larvae; E. 2nd instar larvae; F. 3rd instar larvae; G. 4th 
instar larvae; H. 5th instar larvae. 

 
见刀片状翅芽。前、中足各节表面棕色密布黑色

斑点；后足股节外侧有 3条黑色条带；后足胫节

内侧具 9根刺，外侧具 8根刺（图 1：E）；5龄

若虫，体长 17 mm，宽 4.5 mm。头部棕色表面

密布黑色斑点。前胸背板背面棕色、密布黑色斑

点，前缘直后缘钝圆，中部隆起。前、中足各节

白色，表面密布黑色斑点；后足股节外侧有 3条

纵向黑色条带；后足胫节内侧具 9根刺，外侧具

8根刺（图 1：G）。 

2.3  寄主选择性研究 

试验得出，短星翅蝗对冷蒿、星毛委陵菜、

阿尔泰狗哇花、猪毛蒿、达乌里胡枝子、长茅草、

赖草、稗草等 8种植物的取食频率分别为 0.36、

0.27、0.26、0.09、0.02、0、0和 0，说明短星翅

蝗喜食冷蒿、星毛委陵菜、阿尔泰狗哇花，少食

达乌里胡枝子，偶食猪毛蒿，不食长茅草、赖草、

稗草等禾本科植物（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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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短星翅蝗成虫对不同植物的相对取食频数 
Table 2  The relative feeding frequency number of 

Calliptamus abbreviatus adult on various plants 

植物 
Plant 

相对取食频数 
Relative 
feeding 

frequency 
number 

取食等级 
Feeding grade

冷蒿 Artemisia frigida 0.36 

星毛委陵菜 
Potentilla acaulis 

0.27 

阿尔泰狗哇花
Heteropappus altaicus 

0.26 

喜食 
Prefer feeding

胡枝子 
Lespedeza bicolor 

0.09 少食Little feeding

猪毛蒿 
Artemisia scoparia 

0.02 
偶食 Occasional 

feeding 

长芒草 Stipa bungeana 0 

赖草 Leymus secalinus 0 

稗草 
Echinochloa crusgalli 

0 

不食 No feeding

 

2.4  各虫态日取食量研究 

由表 3可知，短星翅蝗的日食量和近似消化

力均随着龄期的增长而增大，雌成虫的日食量和

近似消化力显著高于雄成虫，5龄若虫和雄成虫

日食量和近似消化力很接近。3 龄、4 龄、5 龄

若虫及雄成虫和雌成虫的日食量分别为 18.66、

30.89、60.45、62.39和 130.50 mg，3龄、4龄、

5龄若虫及雄成虫和雌成虫的近似消化力分别为

46.75％、47.02％、55.45％、58.15％、81.39％。 

2.5  发育历期、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 

由表 4和表 5可以得出，高温和低温均不利

于短星翅蝗发育，若虫在 13℃温度下不能蜕皮

发育，成虫在 18℃温度下不能交配产卵，而成

虫在 33℃下的产卵前期比 28℃下延长 5 d。在

18～33℃的温度范围内，短星翅蝗 1～5 龄若虫

的发育历期随着温度的升高而缩短，18℃恒温条

件下，各龄若虫发育历期最长，33℃恒温条件下，

各龄若虫发育历期最短。在温度相差 15℃的情

况下，18℃短星翅蝗各龄若虫的发育历期是 33℃

的 2.91～4.59倍。1龄、2龄、3龄、4龄、5龄

若虫、整个若虫期及产卵前期的发育起点温度分

别为 15.85、18.23、18.48、19.44、19.89、15.37、

22.22℃，有效积温分别为 88.32、52.42、65.94、

67.25、74.09、445.27、110.59 日·度。 

3  结论与讨论 

短星翅蝗是草原及半农牧区的主要害虫之

一，食性较杂，喜食冷蒿、阿尔泰狗哇花等菊科

牧草（李鸿昌等，1983；卢辉和韩建国，2008），

同时也为害苜蓿、马铃薯、荞麦、豆类等粮食作 

 
表 3  短星翅蝗各发育阶段的日食量及近似消化力 

Table 3  Daily forage ingestion and the approximate digestibility of Calliptamus abbreviatu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发育阶段 
Developmental stage 

鲜日食量（mg） 
Fresh daily 

consumption 

干日食量（mg） 
Dry daily 

consumption 

粪便干重（mg） 
Dry stoolweight 

近似消化力（%） 
Approximate 
digestibility 

3龄若虫 
3rd instar larva 

18.66 8.13 4.33 46.75 

4龄若虫 
4th instar larva 

30.89 16.46 9.19 47.02 

5龄若虫 
5th instar larva 

60.45 26.35 11.74 55.45 

雄成虫 
Male adult 

62.39 27.02 11.39 58.15 

雌成虫 
Female adult 

130.50 56.90 31.37 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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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温度下短星翅蝗不同虫态的发育历期 
Table 4  Developmental duration (d) of Calliptamus abbreviatu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1~5龄若虫(d) 1st to 5th larva 
温度（℃） 
Temperature 1龄 

1st instar 
2龄 

2nd instar 
3龄 

3rd instar
4龄 

4th instar
5龄 

5th instar 
总计 
Total 

产卵前期（d）
Preoviposition

18 16.66±2.23A 14.25±2.38A 18.75±3.35A 23.75±2.32A 25.75±2.36A 99.16±3.06A  

23 12.9±2.41B 10.0±1.06B 14.75±2.81B 20.75±2.25B 23±2.70B 81.4±2.44B 23.75±1.25B

28 6.24±0.17C 5.82±0.62C 5.51±0.35C 7.13±0.82C 9.39±0.80C 34.09±0.76C 15.17±2.88C

33 5.72±0.24C 3.48±0.59D 5.44±0.66C 5.17±0.31D 5.61±0.89C 25.42±0.66D 20.50±3.72C

同列中数据后标有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Duncan’s新复极差法，P<0.05）。 

Values in the same column followed by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0.05 level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表 5  短星翅蝗个发育阶段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 
Table 5  Developmental threshold temperature and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alliptamus abbreviatus 

发育阶段 
Development 

发育起点温度

（℃） 
Developmental 

threshold 
temperature 

有效积温

（日·度） 
Effective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1~5龄若虫 
1st to 5th instar larva 

15.37 445.27 

1龄若虫 
1st instar larva 

15.85 88.32 

2龄若虫 
2nd instar larva 

18.23 52.42 

3龄若虫 
3rd instar larva 

18.48 65.94 

4龄若虫 
4th instar larva 

19.44 67.25 

5龄若虫 
5th instar larva 

19.89 74.09 

产卵前期 
Preoviposition 

22.22 110.59 

 
物，并具有迁移为害现象（田方文，2003）。该

蝗虫属于晚期发生的蝗虫种类（康乐和陈永林，

1992），越冬虫卵于 6 月中下旬孵化出土，对秋

季农作物马铃薯、荞麦和苜蓿具有极大的潜在危

害。笔者 2013 年 7 月底在宁夏同心县张家塬典

型草原区调查发现，在该区重度发生区（虫口密

度达 100头/m2）短星翅蝗已扩散至周边的苜蓿、

马铃薯、荞麦等田间并造成了一定危害。因此，

本研究对其基础生物学与生态学特性进行系统

分析研究，将丰富其测报参数，为优化其测报预

警技术提供依据。 
本实验中设置的 4组卵孵化试验中，仅长光

照高温处理组（L14︰ D10，28 ℃）越冬虫卵孵

化出土，其它 3组越冬虫卵均未孵化，但将其放

入长光照高温处理下后也均孵化出土。短星翅蝗

越冬虫卵是否存在滞育现象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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