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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家居害虫昆虫标本 雨林教育 昆虫标本

公司名称 河南雨林教育工程有限公司

价格 面议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新乡市红旗区工业园道清路8号

联系电话  13525069800

产品详情

劳氏粘虫

劳氏粘虫属鳞翅目，夜蛾科。分布在广东、福建、四川、江西、湖南、湖北、浙江、江苏、山东、河南
等地。幼虫食性很杂，可取食多种植物，尤其喜食禾本科植物，主要危害的牧草有苏丹草、羊草、披碱
草、黑麦草、冰草、狗尾草等，以及麦类、水稻等作物。

幼虫咬食叶片，1—2龄幼虫仅食叶肉，形成小圆孔，3龄后形成缺刻，5—6龄达暴食期。危害严重时将叶
片吃光，使植株形成光秆。

成虫体长14—17毫米，水产害虫昆虫标本，翅展30—36毫米，灰褐色，前翅从基部中央到翅长约2/3处有
一暗黑色带状纹，中室下角有一明显的小白斑。肾状纹及环状纹均不明显。腹部腹面两侧各有1条纵行黑
褐色带状纹。卵馒头形，直径0.6毫米左右，淡黄白色，表面具不规则的网状纹。幼虫幼虫一般6龄，体
长17—27毫米，体色变化较大，一般为绿至黄褐色，体具黑白褐等色的纵线5条。头部黄褐至棕褐色，气
门筛淡黄褐色，周围黑色。蛹尾端有1对向外弯曲叉开的毛刺，其两侧各有一细小弯曲的小刺，小刺基部
不明显膨大。

劳氏粘虫在广东一年发生6—7代，在福建、江西等省一年发生4—5代，在福建1—5代卵期，平均天数分
别为10.5天，4.6天，油料作物害虫昆虫标本，3.6天，4.5天，7.8天，各代幼虫期为40.5（40—41）天，23.5
（19—30）天，25.3（22—30）天，263（22—31）天。成虫对酸甜物质的趋性很强，羽化后的成虫必须在
取得补充营养和适宜的温湿度条件下，才能进行正常的交配、产卵。喜在叶销内面、叶面上产卵，并分
泌粘液，将叶片与卵粒粘卷。雌娥产卵量受环境条件影响很大，家居害虫昆虫标本，一般可产几十粒至
几百粒，多者可产千粒左右。幼虫共6龄，有假死性。白天潜伏在草丛中，晚上活动为害，老熟幼虫常在
草丛中、土块下等处化蛹。

腐肉诱集 



利用某些昆虫对腐肉一类物质的趋性进行诱集，也是一种有效的采集方法，尤其适于采集各种甲虫。诱
集时，将一个玻璃瓶埋在土中，瓶口与地面相平，瓶内放置腐肉或鱼头一类腥臭物，如果瓶口较大还应
在瓶口上方用树枝或石块进行遮盖，以防鼠、鸟衔食。过些时候检查，则会有许多甲虫落入瓶中。腐肉
诱集的甲虫主要为埋葬虫(Silphidae)、隐翅虫(Staphylinidae)、阎魔虫(Histeridae)以及一些金龟子(Scarobaei
dae)等。 

异性诱集 

有一些昆虫的雌性个体能释放一种性信息素，将距离很远的同种雄性个体吸引到身边进行交配。如舞毒
蛾(Liparis dispar L.)、天蚕蛾(Saturniidae)和盲蝽(Miri-dae)等。根据昆虫的这一习性，可将采到的或饲养出
的雌蛾囚于小纱笼内，挂在室外，则能诱来许多同种的雄蛾。但雌蛾一定要用没有交配过的，因为雌蛾
一旦交配，便停止释放性信息素了。

收藏矿物标本的作用:

一、是为了科研。矿标因其记录、保存了所在地的物理化学变化情况，在地质矿产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
价值。收藏矿标进行研究，就可对该地该矿的地质构造、地质年代、地质成因，矿物的化学成分、物理
性能有所了解。因此，从事地质、矿产研究的单位或个人，是必须收集收藏一些矿标的。

二、为了观赏矿晶。矿晶矿标的晶莹剔透、五彩缤纷，以及它们那千奇百怪的晶簇、造型，合理和谐的
韵律、组合，往往能给人极大的美感。许多人买矿标，就是为了将这些天然艺术品请到家中，以便自己
能天天看，日日赏，愉悦精神，昆虫标本，保持良好的心态。

三、收藏矿标为了升值。任何收藏，说到底都是一种投资行为。由于矿物晶体具有科研和观赏的双重价
值，又是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因此好矿标的升值空间是很大的。从这几年矿标市场来看，好的矿晶矿
标每年价格都在上涨，有的甚至是一年翻一番。正因为矿标涨价快，收藏矿标就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事
业。早在19世纪中叶，欧美各国就开始盛行收藏、赏玩矿晶，到今天，已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仅
美国就有几千家矿晶公司。与他们相比，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刚刚起步。

家居害虫昆虫标本-雨林教育-昆虫标本由河南雨林教育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河南雨林教育工程有限公司
是一家从事“教学挂图,生物切片,标本模型,篮球,足球,排球。”的公司。自成立以来，我们坚持以“诚信
为本，稳健经营”的方针，勇于参与市场的良性竞争，使“河南雨林”品牌拥有良好口碑。我们坚持“
服务为先，用户至上”的原则，使雨林教育在标本模型中赢得了众的客户的信任，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
象。 特别说明：本信息的图片和资料仅供参考，欢迎联系我们索取准确的资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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