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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世界已知的蝇科约有4500种，是双翅目有瓣蝇类中仅次于寄蝇科的一个大科。
据文献记载，我国在1949年前共约有227种，如今已逾1200种，约占世界该科总种数1／4以上，这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研究进展较快的群类之一。
　　蝇科的分类系统历经变迁，本书是按20世纪60～80年代发展起来的Hennig．Pont．Skidmore体系并
加以修订后编写的。
《中国动物志》蝇科将分3个分册出版。
第一分册包括7个亚科，即夜蝇亚科（2属26种，内含6新种）、毛脉蝇亚科（1属1种）、点蝇亚科（9
属170种2亚种，内含12新种，3新名）、家蝇亚科（10属111种2亚种，内含12新种）、螫蝇亚科（3属12
种）、邻家蝇亚科（3属8种，内含1新种）和芒蝇亚科（2属35种，内含l新种），共30属363种4亚种，
内含32新种、3新名。
第二分册为棘蝇亚科，该亚科目前已知逾500种；第三分册包括圆蝇亚科和秽蝇亚科，两亚科也逾300
种。
至于以前也列人蝇科的厕蝇，现作为独立的厕蝇科。
　从生态地理看，除无人、畜生存的极干、极寒和极高地带外，全球6大区包括极区和远洋岛屿都可
能有本科蝇类。
它们特有的习性使其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家蝇亚科的家蝇、市蝇等和邻家蝇亚科的腐蝇等的幼虫靠人、畜粪便，垃圾等腐物生存，成虫杂食性
既食污物又经常出人人居处取食人类食物或取食人、畜的眼、鼻或创伤等分泌物，机械传播病原体，
被称为真住区性蝇类。
螫蝇、角蝇和血喙蝇成虫以如针的口器刺吸家畜或人类等哺乳类的血液，属于专性吸血蝇，其幼虫生
存于禽畜粪和腐饲料中，主要是在家畜间传病和骚扰，被称为亲畜性蝇类。
邻家蝇亚科的雀蝇和嗜鸟蝇（后者主要分布于中、南美洲）的幼虫腐生或尸生并吸食雏血或寄生雏鸟
皮下吸血，属于蛆症蝇类。
点蝇亚科中的齿股蝇幼虫多腐生或粪生，又能捕食其它蝇类，多见于山区和旅游区骚扰人类，也传带
病菌，属半住区蝇类。
黑蝇属则在农村和禽畜饲养场常见，在禽畜粪、人粪和垃圾中滋生，三龄幼虫可捕食家蝇、螫蝇、腐
蝇（后者的三龄幼虫也具捕食性）、丽蝇科及厕蝇科等的幼虫；黑蝇易于饲养，已试用于消灭家蝇、
螫蝇等。
点蝇亚科其它属的幼虫生活于畜粪中捕食其它幼虫，或在蕈中生活，或在腐土中生活并捕食其它类幼
虫，后一类群往往栖息于山林或高寒环境，成虫赖花蜜、花粉、蜜露为生，属非住区蝇类。
圆蝇亚科常在人粪、畜粪及兽粪中滋生，可捕食其它蝇类幼虫，也在腐蕈中生活，还在树干中发现其
蛹；成虫可取食人粪、畜粪和传带病菌，但在城镇中很少见，大多属于半住区性、部分属于非住区性
蝇类。
棘蝇亚科种类很多，其幼虫大多在林区树皮下或在腐殖土中，也有在鸟巢中滋生，它们都可捕食双翅
目幼虫、或者捕食象甲、天牛、金龟子等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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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蝇科包括家蝇、螫蝇、芒蝇等有重要经济意义的蝇类。
我国蝇科已逾1275种(含亚种)，其中2/3为我国所特有，几乎占世界已知种的30%。
本志分3个分册出版。
本书为第一分册，内容分总论和各论两大部分。
总论包括整个蝇科的分类区系、生物学概论、经济意义及防治；对蝇科的科下分类按成、幼虫形态与
生物学统一的观点做了重要修订，并概述了国内外家蝇抗药性及毒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我国以灭
家蝇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
各论记述了夜蝇、毛脉蝇、点蝇、家蝇、螫蝇、邻家蝇和芒蝇7亚科10族30属363种及4亚种(内含32新
种)的形态和分布，并有属、种检索表、生物学记载及大量插图。
    本书可供从事昆虫学及蝇类研究的科研人员、教师、学生，以及从事卫生防疫检疫、农牧保护检疫
工作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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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一）骚扰为害    （二）蝇科蝇类与人、畜疾病    （三）芒蝇为害作物    （四）昆虫毒理学上的应
用——家蝇的抗药性及其机理    （五）仿生学上的应用——家蝇视觉系统及其定向跟踪仿生模拟    （
六）家蝇血淋巴中抗菌物质的提取    （七）蝇科蝇类对植物的重要传粉作用    （八）家蝇蛆的人工养
殖  八、蝇科害虫的防治    （一）我国城镇灭蝇措施    （二）滋生物质的利用处理是住区蝇类综合防制
的主要途径    （三）生物防治    （四）螫蝇的综合防治    （五）芒蝇的综合防治  九、蝇科昆虫的实验
室饲养法    （一）家蝇    （二）厩螫蝇    （三）西方角蝇的实验室饲养    （四）厩腐蝇的实验室饲养    
（五）高粱芒蝇的实验室饲养    （六）夏厕蝇Fannia canicularis（Linnaeus）的实验室饲养  各论    蝇
科Muscidae Latreille，1802    一、夜蝇亚科Eginiinae Stein，1907     （一）夜蝇族Eginiini    ⋯⋯    二、毛脉
蝇亚科    三、点蝇亚科    四、家蝇亚科    五、螫蝇亚科    六、邻家蝇亚科    七、芒蝇亚科参考文献英文
摘要中名索引学名索引附录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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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研究简史　　（一）我国古代关于蝇科的记载　　在我国公元前11～前4世纪周代的《尔雅》
一书中，在其《释虫》一章中即记有“蝇醌扇”一语，意为蝇类扇动翅膀、摇动翅，是从形状和它的
活动来认识它。
　　汉代许慎（公元l21年）所著《说文解字》一书中，已有蛆、蝇两字。
蛆字从其行进状态造字；蛆又作腊，释为肉中虫，蝇字一面从黾，意为有2个鼓出的眼睛有似蛙类的
样子，但属于虫类；又有解释为蝇足如搓绳状而得名。
总之，古代先对蛆、蝇作形态或活动的观察，取其特点，然后造出有别于其它昆虫的字来，都从虫这
个大类标明共性，加上各自特点的个性。
　　《诗经》即《毛诗》是周代以前至东周的诗歌集，其中已有青蝇、苍蝇。
分别见于《小雅：桑扈之什》篇（“营营青蝇”）和《齐风：鸡鸣》篇（⋯⋯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
。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
匪鸡则鸣，苍蝇之声。
”）句中。
青蝇可能是指绿蝇或金蝇，苍蝇可能是指家蝇或麻蝇。
那时已将蝇分出类来，而且采用的已是双名法。
清乾隆辛卯徐鼎（1771）作《毛诗名物图说》，内有“苍蝇”、“青蝇”各一幅，以图示二者形象。
　　清陈梦雷等（1726）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中“博物”汇编部分的“禽虫典”171卷“蝇　　部”
集录了我国古代逾千年的著述，并有以饭菜为背景的蝇图，可能意示最常见的家蝇。
现列举几则与蝇科有关的记述，均据文献（邹树文，l982），本书作者略做简评：　　《吕氏春秋》
为吕不韦及其门客学者所写（公元前239～前235年）。
其中“功名篇”载：“以冰致蝇，虽工，不能，以茹鱼去蝇，蝇愈至，不可禁。
”这表明蝇的趋避生，也说到自然规律所致的唯物观点。
　　杜甫居唐都长安，他在《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诗中称：“况乃秋后转多蝇”，他已熟知家蝇的
物候。
　　《酉阳杂俎》唐段成式撰（公元860年）：“长安秋多蝇，成式蠹书，常日读百家五卷，颇为所扰
，触睫隐字，殴不能已。
偶拂杀一焉，细视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
性察于腐，嗜于酒肉。
按理首翼，其类有苍者声雄壮，负金者声清聒，其声在翼也。
青者能败物，巨者首如火，或日大麻蝇，茅根所化也。
”这段文字中“长安秋多蝇⋯⋯殴不能已。
”正是对家蝇的季节消长，室内活动及骚扰的生动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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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世界已知的蝇科约有4500种，是双翅目有瓣蝇类中仅次于寄蝇科的一个大科。
据文献记载，我国在1949年前共约有227种，如今已逾1200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进展较快的群
类之一。
 蝇科的分类系统历经变迁，本书是按20世纪60～80年代发展起来的Hennig-Pont-Skidmore体系并加以修
订后编写的。
《中国动物志》蝇科将分3个分册出版。
本书为第一分册，包括7个亚科，即夜蝇亚科、毛脉蝇亚科、点蝇亚科、家蝇亚科、螫蝇亚科、邻家
蝇亚科和芒蝇亚科，共30属363种4亚种，内含32新种、3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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