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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细蜂总科是膜翅目中发生年代最为久远的昆虫，除个别科或亚科己趋于

稳定或仍在扩展外，绝大多数己处于灭绝或手遗状态。现生类群一般个体比

较小，种类也比较少。细蜂总科都是在昆虫体上营寄生性生活，在害虫的自

然控制上有一定的影响。该总科是寄生性膜翅目中了解最少的一个类群，在

我国尤其如此。

细蜂总科现生 11 个手斗，国内已发现 6 科。除锤角细蜂科外，本志包括

细蜂科、离顿细蜂科、柄腹细蜂科、窄腹细蜂科和修复细蜂科 5 科。内容分

总论和各论两大部分。总论中论述了总科名演替，总科的隶属范围和各科研

究进展，成虫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地理分布，分科检索表 ， 各科简介

及总科在地史上的分布。各论部分分别记述各科的属和种(包括细蜂科的

族、亚属和种团)共 24 属 407 种，除课题立项以来己陆续正式发表的外，
本志仍有 1 新属、 l 新种团、 289 新种、 2 中国新记录种团军日 4 中国新记录

种:各分类阶元有形态特征和分布，并列有检索表。本志有形态特征图共

485 幅。书末附有参考文献、中名索引及学名索引。

本志是我国现生细蜂总科细蜂科、离顿细蜂科、 柄腹细蜂科、窄腹细蜂

科和修复细蜂科昆虫分类研究现阶段全面、系统的总结，可供生物学、昆虫

学和农林等部门的研究、教学人员及高等院校师生查阅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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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蜂总科 Proctotrupoidea 隶于膜翅目 Hymenoptera 细腰亚目 Apocrita 寄生部

Parasitica 。

细蜂总科是现生膜翅目细腰亚目最古老的类群。在早保罗纪沉积物中已有化石存

在，此后细腰亚目中的其他总科和现生的科才出现 。 因此，它们在形态构造和生活方

式方面比其他寄生性膜翅目变化更多，其隶属和范围也一直比较混乱和庞杂 。

重新定义后的细蜂总科有 14 科，其中现生 11 科，只见化石的有 3 科。现生的 11

科中，锤角细蜂科是种数最多的 1 个科，分为 4 个亚丰斗，其中仅锤角细峰亚平斗的属种

数多些，被认为是细蜂总科中唯一仍在"扩展"的类群，其余 3 个亚科也是趋向"稳

定"或己处于"手遗"的类群。 细蜂科是种类位于第 2 位的科，目前己报道 28 属约 396

种，尽管按 H. Townes 和 M. Townes (1 981) 估计，可达 40 多属 1200 种，但在膜翅目

科中其数量仍然是中下等类群，被认为是处于"稳定"趋势。其余 9 科:柄腹细蜂科、

长腹细蜂科、窄腹细蜂科、澳细蜂科、优细蜂科、离顿细蜂科、纤腹细蜂科、修复细

蜂科和莫明细蜂科都是只有 1-2 个属，仅 l 种或几种至 20 多种的小科，看来都是属于

"手遗"的类群。事实上，除最后 4 个科外，都己发现有化石种类，有些科的化石属

数或种数甚至比现生属种数还多些。

一般地说，该总科是寄生性膜翅目了解最少的一个类群，在我国尤其如此。 在本

志编写之前，国内基本上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发表的文章也很少。在标本方面，现

生类群的 11 个科，我国仅发现 6 科，其中主要寄生于鞠翅目和双翅目的锤角细蜂科比

较容易采得，细蜂科偶有获得，窄腹细蜂科和柄腹细蜂科很难遇到，离顿细蜂科和修

复细蜂科仅知 l 种，后两科全世界也分别仅知 3 种和 2 种。

作者 1953 年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后，师从祝汝佐教授(1900-1981)，参加水稻螺虫

卵寄生蜂调查研究，并广泛采集鳞翅目和半翅目等昆虫的卵，育出了许多缘腹细蜂科

的黑卵蜂等蜂类，因此，曾想从事其分类研究，也收集了一些文献资料。当时缘腹细

蜂科仍隶属于细蜂总科，从而对细蜂总科也早有兴趣。

1981 年，美国学者 H. Townes 和 M. Townes 夫妇出版 "A Revision ofthe Serphidae 

(l命menoptera)" (((世界细蜂科校正研究>> )一书，对世界细蜂科的种类作了修订性研

究，报道了 26 属 310 种，其中 220 个新种，更正了以往的许多错误，成为迄今唯一最

为完整的、可靠性强的世界性专著，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该书列举了新

北区 75 种，古北区 62 种(其中日本 28 种)，澳洲区 60 种，新热区 94 种(内 91 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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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种)，东洋区 23 种(主要是菲律宾和尼泊尔种类)，非洲区 10 种。中国种数包括台湾

仅 3 属 5 种，且无一种名是国人命名，说明我国当时对细蜂科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

态。细蜂科的研究，在欧美己相当深入，因此，该书作者当时就认为北美洲能够新发

现的种类己所剩无几。鉴于我国研究的空白状况及作者手头己有相当数量的标本，预

示着值得从事研究并会有美好的前景。 于是，从 1984 年开始，作者即己着手准备开展

研究。作为前奏，同年作者对世界细蜂科研究状况作了简介，旨在引起国内寄生蜂研

究者的兴趣和重视。 1986 年招收了硕士研究生共同研究，初步鉴定出 82 种，发表过 4

篇论文。后来由于教学工作和培养研究生，特别是先后集中精力主持编写《中国水稻

害虫天敌名录》、《中国稻作害虫名录》、《中国经济昆虫志姬蜂科》、《中国动物志茧

蜂科(一) ))、《中国动物志整蜂科》、《中国动物志茧蜂科(二) ))、《浙江蜂类志》和

参加编写《昆虫分类》等书及从事我国松毛虫和十字花科蔬菜害虫天敌调查研究等工

作，不得不暂时停下细蜂科的研究。

2003 年，第一作者虽己 73 岁，但上半年尚未退休。因为惯于劳碌、兴趣尚在、身

体亦可，加之已经积累了许多标本，所以又想回过头来再作研究，既可驾轻就熟，事

半功倍，同时也可了此凤愿，为我国昆虫分类添砖加瓦。关于细蜂科的分类，至 2004

年作者申报编写《中国动物志》前的近 20 多年来，除作者及台湾专家共发表的 10 篇

论文外，全世界其他国家仅发表 6 篇论文记述 10 新种，当时估计我国至少有 140-150

种，其种数可雄居世界首位。第一作者深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约请老搭档华

南农业大学许再福教授参加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第一作者来说有幸获得最后机

会(批准号 30370173)，虽仅资助 2004 年一年，但仍相当珍'惜，总之，为后人研究打

些基础也好。于是，把过去描述的种类按新要求进行复核和重描，把新标本进行了初

分，却也有许多新发现。 2004 年秋又有幸获得《中国动物志》课题的编写(批准号

30499341)，在申报编写计划时，考虑到重新定义后的细蜂总科中我国仅知 6 科，除锤

角细蜂科外，其余 5 科作者都研究过，虽然添加内容会多花精力和多用经费，但是为

了充分发挥一本书的作用，尽可能提供更多信息，于是仍将本志内容扩大范围，包括

细蜂科 Proctotrupidae、离顿细蜂科 Vanhorniidae、柄腹细蜂科 Heloridae、窄腹细蜂科

Roproniidae 和修复细蜂科 Hsiufuroproniidae。为此， 又写了一章总科概述。

当作者进一步着手《中国动物志》编写时，有许多困难还是未曾估计到的。首先

是细蜂标本相当难采得，有时有多人数天在一地采集，获得蜂类标本好几千，但所需

细蜂(除锤角细蜂外)或仅几只或竟无一只，因此现在不少新种都是单模:其次是许多

种体色、外形和大小几乎一样，增加了种类鉴定和拟定学名的困难:再次，雌雄特征

不一，难以配对，将来也可能会有些合并;最后，毕竟年龄比较大了，记忆力下降，

效率比过去低多了。

本志包括总论和各论两大部分。总论中论述了总科名演番，总科的隶属范围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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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进展，成虫的形态特征、生物学特性、地理分布、分科检索表、各科简介及总科在

地史上的分布。各论部分分别记述各科的属和种(包括细蜂科的族、亚属和种团)共

24 属 407 种，除课题立项以来己陆续正式发表的外，本志仍有 l 新属、 l 新种团、 289

新种、2 中国新记录种团和 4 中国新记录种(作者之前已作为新阶元发表的 2 新属和 71

新种除外)的形态特征和分布，并列有各分类阶元检索表和形态特征图共 485 rp; 。书末

附有参考文献、中名索引及学名索引。模式标本除注明供用单位的外，均存放在杭州

市浙江大学昆虫科学研究所寄生蜂标本室。在本志中包括细蜂科 19 属 365 种(研编前

全世界和我国属分别为 25 属和 16 属，种分别为 336 种和 25 种) ;柄腹细蜂科 l 属 9

种(研编前全世界和我国均为 l 属，种分别为 12 种和 2 种) ;窄腹细蜂科 2 属 30 种(研

编前全世界和我国均为 2 属，种分别为 23 种和 12 种) ;离顿细蜂科和修复细蜂科未有

新的进展。

先后经过 27 年的努力，现在终于完成了本志的工作，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本包含 5

科的国家细蜂志。在年过 80 岁时，还能为国土昆虫资源调查和我国细蜂总科分类区系

研究作些微薄贡献，作者也深感欣慰。不过，令我难忘的是我的老师、浙江大学老一

级教授、植物病理学家陈鸿遥博士(1900-2008) ， 91 岁时仍每天由保姆陪同送到实验室

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工作，用显微镜进行镰刀菌分类鉴定。

作者在采集标本时，曾有过两次事故(故事)，从而对此书有更多一份情怀。 一次

是 2007 年 7 月，在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误入岔路饿狼谷(小地名)，及至路绝

迷途知返，才发现一段上坡有连续 480 级台阶并见安徽省界石桩，作者老夫妇二人在

大山里不停地走了 5 个小时，未见一人。回想起来相当后怕，一怕心脏病发作 ; 二怕

碰到野兽: 三怕遇上坏人:四怕下雷阵雨。另一次是同年 8 月在江西井冈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采集，在湘州(小地名)为网捕远处一峰，从斜坡跨步跌翻入长满高草的暗沟，

腰和左膝均撞上石块，当时膝盖肿如馒头，现仍有隐痛，没有骨碎或骨折，真是不幸

中的大幸。

在本志完成之际，深切怀念和感恩我国寄生蜂专家、业师祝汝佐教授 (1900-1981) , 

业师蔡邦华院士(1902-1983) 、柳支英教授(1905-1988) 、屈天祥教授 (1915-1980) 、

唐觉教授(1917-) 和李学驷教授 (1917-2001) 等在传授知识和各方面给予的关怀。

在编写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及古生物研究所张海春研究员帮助编写了"总

科在地史上的分布"一节，首次全面系统地整理了全世界及我国细蜂总科各科已知化

石属种及我国种地史上的发生年代和地点，成为本志的一大特色。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魏美才教授惠赠了他定名的 4 种窄腹细蜂模式标本及一些未定名标本到我校收藏。 所

有这些对本志质量的提高都有很大帮助，作者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浙江农业大学 1986-1989 年硕士研究生樊晋江先生和华南农业大学 2003-2006 年硕

士研究生刘经贤先生对细蜂科的编研、整理做过不少有价值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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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赵修复、林乃佳、赵景炜、刘长明、黄建，福建林业科学研究所林

玉兰，福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汪家社，中国农业大学杨集昆、杨定、王心丽，首都师

范大学任东，沈阳农业大学委巨贤、张泊良，南开大学卡文俊，河北大学任国栋，河

北邮单ß农业研究所马仲实，山西果树研究所曹克诚，河南农业大学原国辉，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袁锋、张雅林，新疆农业大学王登元，新疆农业科学院马祁、吐尔逊，上海

昆虫研究所章伟年，浙江林学院吴鸿、王义平、徐华潮，浙江松阳林科所陈汉林，浙

江天目山自然保护区赵明水，苏州大学蔡平，扬州大学杜予州，华中农业大学雷朝亮，

湖南林业科学研究院童新旺、倪乐湘，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吴慧芬，西南农业大学朱文

炳、赵志模，成都白蚁研究所谭速进，贵州大学李子忠，云南农业大学李强等教授、

研究员和工程师提供标本、资料和采集时的帮助:加拿大渥太华 Biosystematìc Research 

Centre 的L. Masner 博士，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 Institute of Biology and Pedology 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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