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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星花金龟 Protaetia (Liocola) brevitarsis（Lewis），
属 鞘 翅 目（Coleoptera）金 龟 科（Scarabaeidae）花 金 龟 亚

科（Cetoniinae）。 该虫以成虫危害为主，食谱极广，涵盖

14 科 26 属 29 种植物，包括粮食、水果、蔬菜等经济作

物。 白星花金龟在我国及周边国家如蒙古、日本、朝鲜

和俄罗斯都有分布。 其在国内分布区域较广，东北、华

北和黄淮海等地均有分布， 已记录分布的省区有黑龙

江、辽宁、吉林、内蒙古、河北、陕西、山西、山东、河南、
安徽、江苏、浙江、四川、湖北、江西、湖南、广西、贵州、
福建、台湾、西藏。 新疆远离海洋，深居内陆，四周有高

山阻隔，昆虫区系接近中亚成分，与我国东部地区成分

差异很大。 白星花金龟在新疆一直没有被发现 [1]，直至

郭文超等（2001）首次报道该害虫在新疆的为害。 更重

要的是， 该虫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危害一般处于可控的

范围内，但在新疆却成为危害日渐上升的新发害虫，对

玉米、向日葵、苹果、番茄、西瓜、桃、葡萄、李、草莓等都

造成较为严重的危害，尤其是对葡萄、向日葵、桃、玉米

等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据 2011 年 9 月在新疆昌吉市

调查，鲜食葡萄中‘巨峰’地块被害株率平均 91.46%，果

穗 被 害 率 平 均 24.48%；‘红 提 ’ 地 块 平 均 被 害 株 率

70.56%，果穗被害率平均 14.98% [2]。 近年来，新疆伊犁

地区多种植物上发现白星花金龟为害， 以玉米田为害

最重。 据调查，玉米田被害株率为 30％~40％，严重的达

到 80％，普通玉米受害较轻，甜玉米受害严重[3]。
为摸清白星花金龟在 2001 年以前是否分布于新

疆这一关键问题， 我们对新疆昆虫历史标本进行了检

索。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疆昆虫的历史标本存世较少，
我们先后对新疆境内的标本收藏单位进行搜索， 未获

得白星花金龟的标本信息。 后来，我们对中国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的馆藏标本进行检索， 该所拥有亚洲最大的

动物标本馆藏量，标本收集时间已逾百年，尤其建国后

牵头组织了 多 次 大 规 模 昆 虫 考 察 活 动， 其 中 包 括 在

1956—1960 年中苏新疆联合考察、1977—1978 年新疆

天山托木尔峰地区昆虫考察等涉及新疆的专项考察，
亦有小规模赴新疆考察活动延续至今。 这些均积累了

我国有关新疆昆虫区系最权威和完整的材料。 令人惊

异的是，也未发现新疆标本记载。 结合文献资料，我们

可以初步推测该害虫为近年从其他地区扩散而来，但

是从何地传入新疆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因此，我

们通过对俄罗斯、蒙古、我国东部地区以及新疆地区进

行了广泛采样， 对新疆及周边地区白星花金龟的谱系

关系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中。 在研究白星花金龟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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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星花金龟是一类食谱很广的植食性害虫，近年来在新疆呈暴发性危害，造成较大损失。 该文对白

星花金龟的形态特征进行了概述，对白星花金龟的拉丁名和中文名称进行考证，指出白星花金龟正确的

拉丁名，并对白星花金龟的中文名称提出建议，为科研和交流提供了帮助。 作者提出该虫可能是新疆以外

地区扩散而来的假说，并对白星花金龟在新疆危害的现状进行概述。
关键词：白星花金龟；形态特征；名称考证；新疆；危害



2 2015 年 5 月北方果树

程中我们发现，该物种的名称应用十分混乱，亟需进行

厘定； 而且其在新疆的危害历史以及现状还未有全面

的概述。 本文希望能够就相关问题进行阐述，为生产生

活及植物保护提供参考资料。

1 白星花金龟的形态特征

体色多为古铜、铜绿泛铜紫色泽, 有时为青绿或紫

色，有的足绿色。 唇基较短宽，前缘向上折翘,密布粗大

刻点，具有中凹。 复眼突出。 前胸背板长短于宽，盘区刻

点稀大，两侧刻纹多为弧形, 散布众多白绒斑，白斑大

小、稀密变化很大，盘区大多具二三对小白斑，有些沿

边缘具不规则白绒斑，此外往往还散布很多小斑。 小盾

片呈长三角形，顶端钝，表面光滑，仅基角有少量刻点。
鞘翅宽大，肩部最宽，后缘圆弧形，散布粗大刻纹和众

多白绒斑， 大的绒斑多集中在中后部多为横波纹状或

云斑状。 臀板短宽，具白绒斑。 足粗壮，膝部有白绒斑，
前足胫节外缘 3 齿，各足跗节顶端有 2 个弯曲爪[4,5]。

2 白星花金龟的名称考证

昆 虫 的 拉 丁 名 和 中 文 名 作 为 科 学 信 息 交 流 的 基

础，在教学和科研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国内白星

花金龟名称的使用中， 经常会出现拉丁名和中文名使

用混乱，或拉丁名、中文名使用错误。 这些错误会直接

影响到白星花金龟研究工作的沿续以及防治工作，为

此， 规范白星花金龟的拉丁名和中文名就显得尤为重

要。
2.1 白星花金龟拉丁学名考证

目前白星花金龟国际上认可的拉丁名称为 Protae-
tia（Liocola）brevitarsis，是由 George Lewis 于 1879 年 提

出的[6]。 白星花金龟的异名有：Cetonia brevitarsis Lewis，
1879、Cetonia bipunctata Kraatz，1889、Cetonia confluens
Kraatz，1889、Cetonia crassa Harold，1880、Cetonia
cyaniventris Kraatz，1883、Cetonia fairmairei Kraatz,
1889、Cetonia impunctata Kraatz，1889、Pachnotosia
mimuloides Reitter，1899、Cetonia nigrocyanea Kraatz,
1879、Cetonia seulensis Kolbe，1886、Cetonia sexpunctata
Kraatz, 1889、Cetonia thibetana Kraatz，1889、Cetonia va-
clavi Miksic，1958、Cetonia viridis Kraatz，1889、Cetonia
viridiventris Kraatz，1889[7，8]。 现在国内在白星花金龟拉

丁名使用中经常会出现错误，给交流学习带来不便。 其

中有把白星花金龟的拉丁名 Protaetia (Liocola) brevi-
tarsis 写成了白星花金龟的异名 [9]；也有把拉丁名拼写

错 误 的 ， 如 把 正 确 拉 丁 名 写 成 了 Liocola brevitarsis
（Lewis） [9]和 Postosia brevitarsis Lewis [12,15]；还 有 把 命 名

人名字拼写错误的，把定名人 Lewis 拼写成 Leiwis[9]。 这

些错误均会 给 国 内 外 信 息 交 流 以 及 生 产 生 活 带 来 不

便。

2.2 白星花金龟中文名称考证

昆虫中文名称的确定， 或根据古代传统的命名方

式， 或由近代昆虫学者根据昆虫的形态特征、 地区分

布、寄主种类等加以命名，或根据西文涵义加以命名[10]。
作为科学信息交流工具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 昆虫中

文名称应按照科学性、 系统性、 通俗性的一般定名原

则，统一与标准化地定名。 而不能用中文俗名、异名，更

不允许在名称里有错别字[11]。 在国内，无论是在科学研

究、生产实践或信息交流中，大量使用的还是中文名。
但由于种种原因，同一个昆虫，国内往往有多种叫法，
俗名和异名的过多使用，会造成昆虫名称的混乱，使得

初学者难以判断这些中文名称是对是错， 影响信息交

流和教学效果。 所以在白星花金龟命名问题上中文名

称亟待统一。
Protaetia（Liocola） brevitarsis （Lewis）的 中 文 名 有

白星花金龟、白纹铜花金龟、白星花潜、瞎撞子、白星金

龟子、铜 克螂、白星滑 花金龟、白纹 钢花金龟，也 有 将

Protaetia（Liocola） brevitarsis（Lewis）的中文名写成白星

花金龟子[12]。属名“Protaetia”大多被翻译为星花金龟属。
种名“brevitarsis”的实际拉丁文含义为“短的跗节”，据

此，该种应被称为短跗星花金龟。 但鉴于白星花金龟是

国内使用最广的中文名，已为学界承认，并且该中文名

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该种的鉴定特征， 我们认为

沿用“白星花金龟”作为其正确的中文名进行统一规范

较为适宜。

3 白星花金龟在新疆危害的历史与现状

白星花金龟以成虫危害为主，食谱极广，如取食向

日葵、玉米、小麦等农作物和胡萝卜、番茄、西甜瓜等蔬

菜，以及葡萄、桃、杏、苹果、樱桃、梨、李子、无花果、柑

橘等果树的花器或果实， 另外还危害榆树、 柳树等林

木。 成虫取食玉米花丝和籽粒，形成秃棒；为害向日葵

花盘，造成花蕊受损而无法结实。 在果树上，成虫危害

果实、嫩叶和芽，以危害果实为主，尤其是果实近成熟

时，以成虫群集于果实伤口、裂口和感染病虫果实上取

食。 白星花金龟于 2001 年在新疆昌吉市三工乡等地玉

米田首次发现[13]，由于白星花金龟甲壳硬、飞翔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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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强，未发现有天敌控制其发展，而且危害最为严

重的时期一般正值果品成熟上市期间， 不宜采用化学

农药进行防治， 所以白星花金龟对农作物的危害越来

越严重。 该虫主要危害玉米、加工番茄、向日葵、西甜瓜

等作物, 以及葡萄、李子、桃和苹果等果树，几乎使得农

作物完全丧失经济价值， 给种植户带来了较为严重的

损失。
该虫在 2004 年扩散到了昌吉市各乡镇、乌鲁木齐

安宁渠、米泉、石河子等地[14]。 在昌吉州所属昌吉市、玛

纳 斯县、呼图壁 县、阜康市均 有分布，严 重危害葡 萄、
桃、苹果、李、杏等经济林木，使新疆特色林果业生产蒙

受损失。 经 2004 年 8 月对受害作物调查, 单个玉米果

穗、葡萄果穗和向日葵花盘上成虫数量最高分别达 14、
16 和 21 头，对受害作物和果实产量造成一定损失, 同

时影响其品质。 以油葵为例，受害株率为 10%左右, 严

重者可达 30%以上[12]。 同年扩散到石河子地区，2007 年

在石河子市区开始普遍发生，为害严重，对石河子农林

果业造成严重的威胁。 石河子地区 10 多种主要农、果、
林植物都发现有白星花金龟为害，其中玉米、向日葵、
葡萄受害较重[15]。

伊犁州奎屯市等地也于 2005 年发现了白星花金

龟危害，2006—2008 年在奎屯市果树、花卉及加工番茄

上危害严重[14]。

2007 年 7 月， 白星花金龟在吐鲁番市亚尔乡首次

发现，由于成虫飞翔能力强，扩散非常迅速，发生面积

不 断扩大，2008 年 7 月 普查扩散 到 44 hm2，2009 年 达

到 1741.3 hm2，成为葡萄结果期的重要害虫之一[16]。
根据目前的调查结果， 白星花金龟主要分布于新

疆北部的昌吉州、乌鲁木齐地区、伊犁州、塔城地区和

吐鲁番地区等 13 个县市及上述地区所辖的新疆兵团

各农牧团场和林果种植区。 新疆南部的各地州尚未见

到该害虫的发生和危害。 根据白星花金龟发生特点和

年生活史， 成虫产卵于含腐殖质多的土中或堆肥和腐

物堆中，幼虫头小体肥大，多以腐败物为食，以背着地，
足朝上行进， 常年生活在腐殖质多的土中或堆肥和腐

物堆中， 仅以成虫常数个群集在近成熟或成熟的果实

上危害。 尽管白星花金龟迁飞能力很强，但是远距离、
跨区域的扩散还是十分有限的。 自 2007 年 7 月白星花

金龟在吐鲁番市亚尔乡首次发现后，2008—2009 年对

由乌鲁木齐、昌吉等地调入吐鲁番的有机肥堆肥场所，
以及在道路上对有机肥运输车辆进行拦截检查， 均发

现有大量的白星花金龟幼虫 （吐鲁番地区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 因此，幼虫随有机肥的调运可能是白星花金

龟远距离传播、扩散的主要途径。 鉴于目前南疆各地州

尚未见到该害虫的发生和危害， 加强有机肥生产和调

运监管，严禁未经发酵腐熟的有机肥销售和调运，不从

该害虫的发生地调运有机肥是控制该害虫向南疆扩散

的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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