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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从夜晚独特的视角，告诉人们关于昆虫的知识，使人们了解哪些昆虫在夜晚活动，并具有趋光
性；这些昆虫尤其是蛾子如何停落、它们自然的停落姿态与潜伏的生态环境是密切相关的；通过每张
照片的拍摄地点和时间，还可以增加对这些昆虫分布地和出没时间的了解；另外，这本书介绍了夜晚
灯光诱集昆虫的方法和夜间拍摄昆虫的技巧，有助于配合学校的生物教学实践，也对野外实习中昆虫
种类的识别鉴定有一定的帮助。
    人们可以随处见到蝴蝶图案的工艺品、纺织品、包装材料、服装、玩具、文具、邮票等，而美丽的
蛾子很少有人看到，否则也会使设计人员产生灵感。
希望这本书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昆虫爱好者对夜晚活动的昆虫产生兴趣，拿起相机
，把更多的夜出性昆虫收入镜头，别忘了记录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地点，这对科学研究会有重要意义。
和大家一起欣赏这些昆虫，分享其中的快乐就是出版这本书的意图。
    本书共提供了187张照片，涉及14个目172种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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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心丽，女，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
1982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植保系，留校任教至今。
1987年至1988年曾在德国斯图加特自然博物馆做访问学者，从事双翅目茎蝇科昆虫的分类研究。
1982年参加昆虫分类本科生的教学工作，1990年开始主讲这门课至今。
1996年开始又承担了对农学系三个专业开设的农业昆虫学的教学工作。
1999年获首届农大校长奖教金及优秀教师证书。
科研工作包括双翅目茎蝇科、圆目蝇科以及脉翅目蚁蛉科、蝶角蛉科的分类。
发表论文30余篇。
在《中国蝇类》一书中担任编委，还先后参加了《德汉农业词典》、《汉德农业词典》等书的编写工
作。
1994年始任副教授。
1995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完成了“利用昆虫表皮中碳氢化合物的成份分析，鉴定鳞翅目幼虫”的
研究工作。
1996－1997年曾参加金瑞华教授主持的国家动植物检疫总局项目“同翅目蚜类计算机多媒体专家鉴定
系统的研制”。
该项目已通过专家鉴定。
1999年开始对农大昆虫标本室的昆虫标本进行计算机登录，并建立标本查询数据库。
2003年任中国农业大学昆虫标本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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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一、夜晚如何灯诱昆虫许多昆虫对灯光有趋性，用灯光诱集昆虫是采集昆虫标本最常用的
方法之一。
灯诱昆虫要考虑以下3个方面：1.选点诱虫点首先应该考虑生态环境，一般而言，植被丰富的地点，昆
虫种类也比较丰富。
一般应该选择周围灯光很少的地方，因为如果有很多处灯光干扰，诱虫灯的作用将被减弱。
诱虫点一般选择在离电源较近的地方，方便接通电源。
如果能自带小型发电机，或使用蓄电池做电源，就可以有更多的选点自由度。
诱虫点最好在一小块空地上，周围或至少三面没有障碍物阻挡光的传播这样既便于灯光向远距离发散
，又便于采集者在灯光周围观察和集标本。
为了能够在下小雨的天气里继续诱集，诱虫点最好有个挡雨的顶，比如南方大屋檐的开放式晾台用作
诱虫点就很好，但周围要有好的生环境，干扰灯光必须少，否则将不适于诱虫。
风是诱虫的一个影响因素，风很大时，许多昆虫不能定向飞，因而这样的天气诱虫效果不佳。
风力不大的夜晚，昆虫可以正常飞行，但如果诱虫幕布被风刮动得太厉害，不利于昆虫停落，也不便
于观察采集。
因而，一般应该选择风力影响较小的地方设诱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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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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