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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简介

两玉清 195Z年10月生于福建省莆田

县，1982年1月毕业于福建农学院植保系。

同年2月考取该院昆虫学硕士研究生。1985

年1月获硕士学位后，继续在我固著名昆

虫分类学家赵修复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

学位，1988年1月获博士学位．现任福建农

学院生物防治研宛所讲师，从事寄生蜂分

类和果树害虫生物防治的科研与教学工

作．已发表学术论灭5篇。目前正在主持两

顼国家自然科学基叠赁助项目，已取得的

初步成果得到国内外_千j关专暮的一致好

谇



内容提要

’本意对细颚姬蜂属的中国种类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分类整理。全志分总论和各

论两大部分，共记述我国细颚姬蜂99种，．

其中包括26个新种、14种中国新记录，

17种大陆新记录和22项寄主世界新记录．’

书中对每个种的成虫都作了详细的形态描

述，并述及与近缘种的生要区别等，同时

对18种细颚姬蜂的末龄幼虫头壳也作了简

要描述，镐锶了中英文分种检索表，附有

中国瘦姬蜂亚科分属检索表’辅以特征图

896个。撰著严谨、规范。查阅甚为方便．

可供高等院校生物系、植保系以及有关科

研单位从事害虫天敌谓查、寄生蜂分类和

生物防治的工作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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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什么叫做害虫’(《大自然》，1989(4)·3—5)一文中提出，害虫不是天生就是害

虫，害虫是因为农田生态系统中有某些缺陷，才成为害虫．但是，在一个农田生态系统

里．并不是所有檀食性昆虫都是害虫．能成为重要害虫的种类，大约只占一个农田生态系

．统中昆虫种类总数的1％，甚至或者远远不及此数．其他99％的种类中，有很多植食性昆’’

虫，也有它们的对立面天敌昆虫，由于自然调节的结果，它们的ji}群数量维持在相对稳定

的水平范围内，不会对农作物造成重大损害。在天敌昆虫中，寄生蜂的种类和数量都甚 。

一多，它们与植食性昆虫之间所起的自然调节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 。

．人们从事害虫防治，通常都是忙于对付一个农田生态系统中占昆虫种类总数1％的害

虫，对于99％的种类到底是什么，往往不予考虑．这是很大的失策．我们不能作更多的考，：

虑，是因为我们对于天敌昆虫作为自然调节力量的知识十分贫乏：

．我在‘为什么要研究寄生蜂》(《寄生蜂分类纲要》，赵修复编译，1987，科学出版社，vii--zvii]恧)

一文中，对我国丰富的寄生蜂资源，作了一个估计．我估计我国寄生蜂种类总数在30 000

种以上．这个数字可能与我国高等植物种类总数差不多．但是，与研究我国高等植物分类
’

相比，研究我国寄生蜂分类在人力，物力方面，都相差太多。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于寄生

蜂十分不了解。我们需要赶快改交这件对寄生蜂知识十分贫乏的面貌．

为传播寄生蜂知识，我出过一点力，编写和翻译过几本有关寄生蜂的书．由1978年开
’。

始，我恢复招收研究生，经过10年努力，到1987年．我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毕业了．他就

是汤玉清同志．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细颚姬蜂分类的研究’，是对我国较大的一个属的姬蜂
。

作系统分类研究，在我国寄生蜂分类征途上，迈出了十分可喜的一步．欣闻在这部论文基。

础上撰成的《中国细颚姬蜂属志’一书，得到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予

以出版，我在此致以衷心的祝贺．重庆出版社为发展、繁荣我国科学事业所作的努力，我 。．

表示敬意．玉清要我为这本书写序，我很乐意写这几个字．是为序．
’

#

， ’

q

赵修复 ‘-
‘

撼建农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

昆虫学教授
。

。
1989年“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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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囊蛭蜂属IZnieo,pilus gtephens隶属膜翘目Hymenoptera、炬蜂科Ichneumonidae．

疫姬蜂亚科0phioninae，‘它是姬蜂科申辩类最多的属之一，全世导己知大约有650～。广

泛分布予各大动物地理区．本属j轾蝽为中至大型鳞翅目幼虫的内寄生蜂，主要寄生于夜蛾

科NQetttidae，毒蛾科Lymsntriidae和枯叶蛾科Lasiocampidae等，其寄主包括粘虫My—

thimna separota(WAlk鲜，．棉铃虫Heliothim armigera(Hubner)、小地老虎,49rotis

ypsilon(Rottemberg)。大螟Sesam,a inferens(Walker)和马尾松毛虫Dendrol,mus pun·

ctaf秘Walk弓r等重要的农林害虫，不少种类在自然控制一些重要害虫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例如，Nagatoni(1972)报道，在日本九州的鹿几岛，大螟细颚姬蜂E．sakaguchi=是当地

甘蔗大螟幼虫和蛹的6种寄生蜂中，唯一能够有效控制大螟虫口数量的一种天敌．印度

Bilapate(1981)通过研究和分析棉花等作物上的棉铃虫的生命表，认为E．heIiothidis

(tE．biconafus)是棉铃虫幼虫自然死亡的关键园子之一．此外，本属几乎所有种类的成

虫具夜出性，常为灯光大量诱集，标本容易采集，因此也是研究寄生蜂的地理分布和生态

学的很好材料． 二’

本志记述我国细颚姬蜂99件，其中包括26种新种，14种中国新记录，17种大陆新记录

和22项寄主世界新记录．同时也记述了18挣细颚姬蜂的末龄幼虫头壳，其中8种系首次报

道．全志分总论和各论两大部分．总论部分介绍了瘦姬蜂亚科的分类沿革和分类系统，中

国细颚姬蜂属的研究历史、细颗姬蜂属的分类特征，生物学和标本采集与制作方法等，并

对细颚姬蜂属在我国的分布特点、分布类型和区系成分等进行了初步分析和讨论．各论中

。对每个种都作了详细的记述，并编制了中国细颚姬蜂属分种检索表．本志对每个种的记述

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格式．首先是种的中名，学名和图版编码，其次是该种的文献目录(bib-

liography)， 文献目录涉及该种的所有异名，模式标本及其保存地，寄主记录以及与我

国有关的分布记载等．成虫形态描述是种类记述的中心部分，同时也对一些种类的幼虫末

龄头壳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本志记述的99种我国细颚姬蜂中，88种的成虫外部形态是根据

我们掌握的实物标本描述的．另外11种由于我们暂无标本，因此它们的形态描述主要是根

。据有关文献摘译的，少数种类是根据Gauld等赠送的外国标本描述的．每个种的形态描述

之后，r÷-般包含有。研究用标本’，’寄主。和“国内外分布”等的记录。并对该种与近缘种的

主要区别特征以及一些有关问题作了讨论．， 一一一 。一

-·

；．：

本志列举文献时，采用了一些符号．。它们的含义是，F；雌性；M士雄性；misdet．

一
，

· l ·

，。旨口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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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定；des．=描述；fig=图版；key=检索表；n．cornb．=新组合；cat．=目录；
。

、Syn．=同物异名；fiF3或CM3表示原文献研究标本的性别不明或有误，括号内的性别系

经后人研究该标本后确定的正确性别；(1)表示前面的学名拼写宥误；文献守模式标本

⋯， 保存地用大写字母加圆括号表示．在分布记录中，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海南岛划入广

东省，上海市划入江苏省、北京市划入河北省。
’ ’

．．

本志一共检查．鉴定了我国细颚姬蜂属标本】100余号。这些标本的主要来源是；(D

福建农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赵修复教授等几十年来跋山涉水、辛勤采集和积累的标本；
一

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上海昆虫研究所：。浙江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生物防治研究室 ，’

一等全国14个研究单位‘表1)惠借的标本；⑧‘作者等1985年陋7月问带领福建农学院植物保4‘
护系83级4位同学在武夷山自然保护区采集的标本j本志还使用了英国大英自然历史。博

物馆G1u!d博士和Mitchell女士噌递给作者本人67号23个种和Gauld博士赠送给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王淑芳老师2l号20个种的夕卜国标本?一表l是本志所用标本藏放的国内15个研；’ ”

究单位的全称和简称．在各论的研究嗣标本记录中，为了节省篇幅，除了模式标本保存单位

使用垒称之外，，其余标本的保存单位均使用筒称(即中文全称后括号内的英文缩写名称>．
!-I ．， L 。一 ： 、一 ：

。

表1 本研究所溺标本藏放单位一览褒
’。1 。 ’ ‘“

。、7÷—————————●—●——————————————●—一—■——————'一’．．：‘。1’
“． 单 位 名 称，

。。～一————————‘————一————L———L—一』——————L——，P————P—_—————————————。—一一‘--’
j： ·福建农学院生物防治研究所(FAC> ．j．．t 。，

一’ ，

、 ．浙江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壁三物防治研究室(zA：U)’ 、·j ．-v +

’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ZRI)
‘

． ，{⋯ j，二
·

I 。+ 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sEI) ．一 ，

!． 西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标本室(NWAU)， ．、，

’-

-j：! ，．

， ，：．中山大学昆虫研究所(ZS．U) 。．：
¨

．。：，一。 、，i，’．
、

．：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GEI) ．：，，，，；。 ’：， ，．
，～。、? ；-．j

H、 广西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室(GXAA) ； ，

t ’口。 }*?‘

i，一、 潮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标本室(HFI)1·’ {“．。 j 。，。

．

．． 湖南农学院农学系昆虫组(HAC) ．： ． ? 。． j

’’

，江西省森林保护站(JFS)l ， ‘‘、：．、 ．i{ ：

? 一西由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生态室(SWAUEC)’?：j。
。

，、j
?一

+．． 西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昆虫组(SWAUEN)’： ，，：’，·
一

’

．。’j·e 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标本室(BAU)：‘ -、 一
、，

。

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昆虫分类组(NAU) ．，

本志共有特征[舀396个．其中黑卣N372个，彩色照片图24个．黑白图包含翅图111个，

后足爪图137个、末龄幼虫头壳图18个和其他特征图106个．彩色照片图是福建农学院生物

防治研究所赵景璋同志协助拍：爱的。前后翅图版是在赵景璋同志协助下，使用佳能RP505

·2·

}

雾
}f
；’

k．奎|；翠”巧t小，；¨～“弘扩h增婚佩雳oh。。pm籍●～”“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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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缩做阅读机制作加工而成的，具体方法参见赵景璋(1987)的介绍．翅膀以外的其他黑臼

特征图是在Wild M5型双管实体镜下借助。Camera Lucida。绘图器绘制而成的．

本志是作者在导师赵修复教授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并承荣赵先生审阅文稿和

作序。作者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

。

作者对瘦姬蜂亚科的分类研究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 ，

著作出版基金会慷慨解囊资助本志的出版，作者甚为感激，特致谢意。
’

，， ： 。一

作者在瘦姬蜂亚科的分类研究过程中，承蒙国内许多单位惠借标本。并得到这些单位

的有关专家、老师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是：浙江农业大学植保系何俊华，陈学
‘

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王淑芳、黄春梅，黄大卫；西北农业大学植保系周尧、周静若；

中固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罗志义，刘祖尧；广西农业科学院周至宏、韦小铃；湖南省林

业科学研究所董新旺，倪乐湘；中山大学昆虫研究所蒲蛰龙，梁铭球；广东省昆虫研究所

李丽英，平正明；华南农业大学植保系庞雄飞；西南农业大学植保系蒋书楠．赵志模、郭

依泉；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杨集昆，李法圣；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田立新；湖南农学院农

学系陈常铭、游兰韶；西北林业大学杨忠歧；江西省森林保护站丁道模，丁冬荪；福建林

学院李友恭，罗佳；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陈元洪，’陈玉妹；福建农学院植

保系齐石成．江凡等．福建农学院植保系赵士熙协助编写聚类分析的计算机程序，尤民生

帮助翻译1篇俄文文献，徐金汉帮助绘制成虫整体图，生物防治研究所赵景璋协助拍摄照片

和制作图版等工作，许建飞、伊世平、林乃铨等也给予热心帮助．英国大英自然历史博物

馆Gauld博士惠赠23种细颚姬蜂的国外标本和一些重要文献．审阅论文中的英文检索表并

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协助查对部分模式标本。浙江农业大学植保系何俊华教授在本志编

写过程中给予了甚多的帮助和指教，并蒙审阅部分文稿，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作者在此

一并致以谢意．

本志的工作尚不够全面和深入，加上作者水平有限，错误难晚．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俾在以后再版或重订时修改和补充． 。

著者
，。

，，， ： 1989年11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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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刺细舅髓辫 Emcospdus fiedihs Gallld＆Mitehell⋯⋯⋯h⋯⋯⋯⋯⋯⋯⋯‘64) 。 誓

绒胫细苏姬蜂 Enicospdus iapetus Gauld&Mitehel](中画新记录‘P⋯⋯⋯⋯·(65) 蠲
横脊细颚姬蜂Emcospilus transversus Chiu⋯⋯⋯⋯⋯⋯⋯⋯⋯⋯．：．·：⋯⋯⋯⋯“66)． ，摹

苹毒蛾细毅姬蜂Enicospilus pudibundae(Uehida)⋯一二“●⋯⋯⋯⋯⋯÷·0⋯⋯·(67>。 》

黑背细颚姬蜂 Emcospilus住增ronotutus Camero口一一⋯⋯⋯⋯⋯⋯⋯⋯⋯⋯⋯⋯·(69) 巍

短距细颚姬蜂 牙nl∞s∥善l皤伊册埘口“矗“(Kokttjev)⋯⋯⋯⋯⋯⋯⋯⋯⋯⋯⋯⋯⋯(70) ；．

吉林细叛姬蜂En,eospilus jitinensss，sp．n．(新种)⋯⋯⋯⋯⋯⋯⋯⋯⋯⋯⋯⋯(72) ；

畸颚细毁艇蜂 Enlcosp=lus mirax Gauld&Mitchell(中国新记录)⋯⋯⋯⋯⋯⋯(72) 。

微小缅颚姬蜂Enwospilus mimsculus．sp．n．(新种'⋯⋯⋯⋯⋯．．．⋯⋯⋯⋯⋯(73)’

许氏细毁姬蜂Enicospilus acua嘎，sp．n．(新种)⋯⋯⋯⋯⋯⋯⋯⋯⋯⋯⋯⋯⋯．．．(74) ；

黑纹细颚姬蜂Enwospilus nigropecfus Cameron⋯”⋯⋯⋯⋯⋯⋯⋯⋯⋯⋯⋯⋯(75” 、 ?

灵巧细颚姬蜂．Entcospilus dolosus(Tosquinet)(大陆新记录)一：⋯?¨w·：⋯”：、⋯(77) 。 ’

茸毒蛾细颚姬蜂 Enicospdus dasychirae Cameron⋯‘?⋯⋯：．．’：}⋯。Y一：一?⋯⋯“(砷) }

扁唇细颚姬蜂Enicospilu5 iracundus Chiu(大陆新记录)．．．⋯‘■：。：⋯⋯：⋯⋯’?·(81) ，。

长跗细颚姬蜂Enicospilus longitars：s，sp·n．(新种)⋯⋯⋯⋯⋯⋯⋯⋯⋯⋯⋯(82)

米泽细颚姬蜂Enicospilus yonezawanus(Uchida}⋯⋯⋯：⋯：⋯⋯⋯⋯⋯⋯’‘工⋯(82) ；

棉铃虫细颚姬蜂Enicospilus heliothidis Viereck⋯⋯⋯⋯⋯⋯⋯“⋯⋯⋯⋯⋯⋯(84) ≈

爪哇细颚姬蜂Enicospilus$aoanus(Szdpligeti)(大陆新记录)⋯⋯⋯⋯⋯⋯⋯··(86) 。；

马氏细颚姬蜂点‰icospilu：maai Chirr(大陆新记录)⋯⋯⋯⋯⋯“．．．⋯⋯?“““?⋯‘(87)

曲脊细钡姬蜂 91foospff球，insin,Jator≮丸aith)_⋯⋯⋯⋯⋯⋯⋯⋯⋯⋯⋯?’‘·?⋯(88)
“

单斑细颚姬蜂Enicospilus enicospilus Nikam(中国新记录)⋯⋯⋯⋯⋯?·。．．⋯，．．·(90，

纯斑细额姬蜂Enieospilus putifenestratus(Enderlei丑)(中国新记录)“·?⋯⋯．．．”(91) 藩

湖南细颚姬蜂Enicoapilus hunanieus,sp·n·(新种)⋯⋯⋯⋯⋯．．．⋯⋯⋯⋯⋯⋯(92)， l
石河子细颚姬蜂Enieospilus shiheziensis,sp．n·(新种)”．．．⋯⋯：⋯⋯⋯⋯⋯(93) l

黄眶细颧姬蜂 Enicospilus[1avorbitalis，sp．n．(新种)⋯⋯⋯⋯：⋯⋯··^．．⋯⋯·(94) l
湖北细颚姬蜂Enieospilus hubeiensis,sp·n·(新种>⋯⋯⋯⋯⋯∥⋯⋯““⋯“(95) 毒

何氏细颚姬蜂Enieospilus^el，spl 11·(新种)⋯⋯?⋯⋯⋯⋯“⋯：⋯⋯^⋯⋯⋯”(95) · 搿

新馆细颚姬赡Enieospilus shinkanus(Uchida)⋯⋯?⋯⋯_⋯⋯¨?‘：⋯⋯⋯⋯⋯(96) 擘
赵氏细颚姬蜂 Enicoapilus ehaoi^sp．n．(新种)⋯⋯⋯⋯⋯⋯⋯⋯⋯“_⋯⋯”‘⋯(98) ， ．!蕾
纳氏细颚姬蜂 Enieospilus nathani Gauld&MitchelI(中国新记录)⋯⋯⋯⋯⋯(99) ， 』l
海氏细颚姬蜂nEnieospilus heinriehi Gauld&Mitchell(中国新记录)⋯⋯⋯⋯(100) ‘l
刷毛细颚姬蜂Enieospilus strigilatus，sp·n．(新种)．．．⋯’?⋯⋯⋯：．．．⋯⋯⋯⋯(101) l

四国细颚姬蜂，Enieospilus shikokuensis(Uchida)·j¨⋯⋯⋯⋯⋯⋯⋯⋯：⋯⋯(102) 一 l
中华细颚姬蜂Enieospilus sin：oTis，，sp．n·(新种)，⋯w⋯⋯．．．⋯⋯⋯⋯⋯⋯⋯(1073) I
周氏细鬏姬蜂Enieospilus choui，sp．n．(新种)⋯⋯⋯⋯：⋯⋯⋯⋯⋯⋯⋯⋯”(105) ． 1
苏氏细颚姬晦 Enicospilus sauter{(Enderlein)⋯-⋯”?‘．．．⋯”¨⋯⋯⋯⋯⋯⋯⋯ t， 囊y(106)
黑斑细努姬蜂Enicospilus melanocarpus Cameron·⋯⋯⋯⋯¨．．．⋯⋯’：⋯⋯⋯’(107) 器
美妙缁霰姬蜂 Enieospilus amD鲫“s，sp．n．(新种)⋯⋯⋯⋯“：⋯⋯⋯⋯⋯⋯⋯(11．2) 疆‘
科氏细颚姬蜂Enieospilus kokujevi(Viktorov)⋯⋯⋯⋯⋯⋯⋯⋯⋯⋯⋯⋯⋯(113) 墨
居中细颚姬姆Enicospilus medianus，sp．n．(新种)⋯⋯⋯⋯⋯⋯⋯⋯⋯⋯⋯(114) f

开普细叛姬好Enieospilus capenzis(Thunberg)⋯⋯⋯⋯⋯⋯⋯⋯⋯⋯⋯⋯⋯(115) j

地老兜细颚姬蜂Enicospilus ro$$icus Kokujev⋯⋯⋯⋯⋯⋯⋯⋯⋯⋯⋯⋯⋯⋯(11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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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氏细颚姬蜂EnicosPilus gauldz Nikam(中国新记录)⋯⋯j⋯“⋯⋯?⋯一

菇尾细颚姬蜂EnicosPilua[unaoideus。sp．n．(新种)⋯⋯：⋯⋯⋯⋯⋯⋯．

小枝细领姬峰 E。nicosPilus ramsdulus(L·)⋯⋯⋯”：”^⋯⋯⋯·，?7“?。?⋯，：：·
针齿细颚姬蜂 EnicosPilua acieulatus(Taschenbergk⋯⋯⋯⋯·：··：j⋯“L矗”

ql缈

(12D)

(121)

(】23)

大骨细颚姬蜂EmeosPilus laqueatus(Enderlein),(大陆新泡录)’t一⋯⋯·：“：⋯(125)、

印度细颚姬蜂EnteosPdus bharatensts Nikam··?⋯⋯⋯⋯⋯⋯⋯··o^m⋯·o⋯．(126)“

细点细颚姬蜂EnwosPilus Punctwulatus，sp．n．<新种)⋯⋯⋯“”⋯⋯仰一·(i28》

黄头细颚姬蜂。EmcosPilus[1aoocePhalus(Kirby)；j·”⋯⋯⋯⋯‰．．一··v．，．．I⋯(129)
条骨细颚姬蜂。EmcosPdus orammosPilus(Enderlein){(大陆新记录)，畸⋯卅．．⋯(131)
竹毒蛾细颚姬蜂EmcosPdus Pantanae，sp．n．(新种)⋯⋯，．．⋯⋯⋯⋯⋯⋯⋯(1船)

壮脉细颚姬蜂EmcosPilus Pinguwena(Enderlein)⋯⋯⋯⋯⋯⋯⋯．．．⋯⋯⋯⋯(134)

同心细颚姬蜂EmcosPilus coneentralis Cushman(大陆新记录)⋯⋯⋯．．．··：⋯(135)

琉球细颚姬蜂EmcosPilus rtuk。uensl$(Matsumura&Ucbids)

(大陆新记录)⋯⋯⋯⋯⋯⋯⋯⋯⋯⋯⋯⋯⋯⋯⋯⋯⋯．．．⋯：⋯⋯⋯⋯⋯⋯⋯⋯⋯⋯．．(136)

黑痣细颚姬蜂EmcosPilus’nfgrls缸gma Cushman⋯⋯⋯⋯⋯⋯⋯⋯⋯⋯⋯⋯．(137)
双带细颚姬蜂EmcosPilus bifaseiatus(Uehida)⋯⋯⋯⋯⋯⋯⋯⋯⋯⋯⋯⋯⋯n38)

阚齿细颚姬蜂EmcosPilus eurygnathust sp．丑．(新种)⋯⋯一⋯⋯⋯⋯⋯⋯⋯(140)

黄斑细颚姬蜂EnicosPilus xanthoeephalus Cameron(大陆新记录)⋯⋯⋯⋯⋯(140)

小星细颚姬蜂Enicospilus steluiqtus，sp．n．(新种)⋯⋯⋯⋯⋯⋯⋯⋯⋯⋯⋯⋯(142)

斑翅细颚姬蜂Enicospilus zebrus Gauld&Mitehen(中国新记录)⋯“⋯⋯⋯·(143)

斑腹细颚姬蜂Enicospilus abdominalis(Szepfigeti)⋯⋯⋯⋯⋯⋯⋯⋯⋯⋯⋯“(144)
后脊细钡姬蜂EnicosPilus signatioentris(Tosquinet)⋯⋯⋯⋯⋯⋯⋯⋯⋯⋯⋯(145)

黑胸细颚姬蜂EnicosPilus’nigripeetu,(Enderlein)(大陆新记录)⋯⋯⋯⋯⋯⋯(147)

印痕细颚姬蜂Enicospilus vestigator(Smith)(大陆新记录)⋯⋯⋯⋯⋯⋯⋯⋯(148)

三阶细颚姬蜂Enicoapilus tripartitus Chin⋯⋯⋯．．．⋯⋯⋯⋯⋯⋯⋯．．．⋯⋯⋯⋯(150)

假角细颚姬蜂Enieospilus pseudantennatus Gauld(大陆新记录)⋯⋯⋯⋯⋯⋯(1 52、

白痣细颚姬蜂Enicostn'lus Pallidistigma Cushman(大陆新记录)⋯⋯⋯⋯⋯．．．(153)

桔黄细颚姬蜂Enicospilus flavieaput(Morley)(中国新记录)⋯⋯⋯⋯⋯⋯⋯【154)

关子岭细颚姬蜂Enicospilus kanshirensis(Uchida)⋯⋯⋯⋯⋯⋯⋯⋯⋯⋯⋯⋯(155)

台湾细额姬蜂Enicospilus[ormosensts(Uchida)⋯⋯⋯⋯⋯⋯⋯⋯⋯⋯⋯⋯⋯(157}

竹舟蛾细颚姬蜂Enicospilus‘loudonta口，sp．n．(新种)⋯⋯⋯⋯⋯⋯⋯⋯⋯⋯(158)

黑基细颡姬蜂Enieospilus nigribasalis(Uchida)⋯⋯⋯⋯一⋯⋯⋯⋯⋯⋯⋯⋯(159)

细脉细颚姬蜂Enieoapilus aenophlep,Cushman⋯⋯⋯⋯⋯⋯⋯⋯⋯⋯⋯⋯”(160)
弼氏纲骰姬蜂Enieospilus ashbyl Ashmead‘大陆新记录)⋯⋯⋯⋯⋯⋯⋯⋯⋯(161)

双脊细颚姬蜂Enicospilus bmarmatus，sp．珏．(新种)⋯⋯⋯⋯⋯⋯⋯⋯⋯⋯⋯(163)

空脊细颈姬蜂Enieospdu。OaOfIt4$Gauld＆Mitchell⋯⋯⋯⋯⋯⋯⋯⋯⋯⋯·‘(164)
锦州细锻姬蜂EnieospiIns kigashira曰Uehida⋯⋯⋯⋯⋯⋯⋯⋯⋯⋯⋯⋯⋯⋯⋯(165)

弱骨细颚姬蜂Enieospilus flatus Chiu⋯⋯⋯⋯⋯⋯⋯⋯⋯⋯⋯⋯⋯⋯⋯⋯⋯“(166)
杂乱细颗姬蜂Enwospilus chalasmatos Chin⋯⋯⋯⋯⋯⋯⋯⋯．．．⋯⋯⋯⋯⋯⋯(166)

大螟缅颚姬蜂Enicospilus sahaguchii(Matsumttra&．|Uchida)⋯⋯⋯⋯⋯⋯⋯(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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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_)瘦姬蜂亚科的分类沿萆和分类系统 一，， ．‘。“。’V。，，．，一，，

瘦姬蜂亚科Ophioninae是fljShuckard予1840年以Ophion为模式属建立的。至今该亚 一

科的范畴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瘦姬蜂亚科泛指姬蜂科中具有腹部侧扁、腹部第一节 ，‘

细长、气门位于该节中部或后方等特征的所有类群。Schmiedeknecht(1908)将瘦姬蜂亚

科分为14个族，即Helwigiini，Ophionini，Nototrachini，A．nomalonini， Campople-
‘

gini，Pafiiscini，Banchini，Mesochorini，Pristomerini，Cremastini，Porizonini，

Plectiscini，Xiphosomini和Pharsaliim等，他的分类系统直至本世纪40年代末期仍为甚 1，

多的姬蜂分类学家沿用(Gauld＆Mitchell，1981)。 。．·i ， ．j；

美国的Townes子i945年发表了《新北区姬蜂科目录及童新分类》C“A Catalogae and

Reclassificatiofl of the Nearctic Ichneumonidae")一书，从此瘦姬蜂亚科的分类系统 ；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Townes把原来瘦姬蜂亚科的一些族移到其他亚科或者提升为新的亚
‘

科，对瘦姬蜂亚科进行了重新定义，至此瘦姬蜂亚科仅含5个族，即Campoplegini，Cre·

mastini，Tersilochini，Anomalini和Ophionini。 ，。’ t。

：

英国的Short(1959)根据末龄幼虫特征，把前人归在瘦姬蜂亚科中的Anomalini分出

来，认为它不应是瘦姬蜂亚科的一个族，．而应独立作为一个亚科。 ；，． ．j

’

Townes等(1961)又将Campoplegini，Cremastini和Tersilochini等3个族分别提升

为3个新的亚科。至此，瘦姬蜂亚科仅含原来14个族中的Ophionini族。townes等的这个
‘

意见为后来大多数姬蜂分类学家采用。本志瘦姬蜂亚科的名称采用Townes等(1961)的范，

畴。，
～

一一．

，。．。 。
j．

．． k’i。 ．’

瘦姬蜂亚科与姬蜂科中其他几个腹部侧扁的亚科的主要区别特征为。’前翅第二亚盘室

有l条很长的伪脉(spurious vein)，与翅的后缘平行，3rm脉(第三径中横脉，亦称第一

肘间横脉)远在2m-cu脉(第二中肘横脉，亦称第二回脉)的外侧，幼虫下唇骨具众多的甩4．j，t

毛J绝大多数种类的成虫具夜出性，单眼大型，备足跗爪的栉齿呈波浪状排列I骏部第一 ．．

节的基侧凹完全消失。 ，

一

Cushman(1947)将Ophionini族(相当予现在的瘦姬蜂亚科)的属分为3个属组(g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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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即Thyreodon组，Ophion组和Eniaospilus组。后来Townes(1971)根据前足胫距

的基部内侧是否具垂叶这一构造，将瘦姬蜂亚科分为Ophionini和Enizospilini两个族。

， 前者相当予Cushman(1947)的Ophion组，后者是Thyreodon兰tl和Eni口ospilus星Jt的合并．

7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学者Ga珥ld等对瘦姬蜂亚科的分类作了大量的工作(Gauld，

1977，1979，1984a、bI Gauld&Mitchelll 1978，一1981)，发现Townes分族的特征在

很多情况下有例外．认为将瘦姬蜂亚科分为Ophionini和Enicospilini两个族是不符合该亚

． 科的自然系统发育关系的。最近，Gauld(1985)运用分支分类(cladisties)的分析方法，对 ，

瘦姬蜂亚科的系统发育关系，分类及其进化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分类系

统(表2)。他将该亚科32个有效属划分为5个属组，且pOphion组、‘S=cophion组，Eremo·

。tylus组、Thyreodon组和Enieospilus组，在gnioospilus属组下又设Orientospilus、Ophm

gastrella、Stauropoatonus、Leptophion和Enicospilus 5个亚属组。同时，对各属组、各亚1

一 属组和各属之间的系统发育关系及其进化作了精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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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瘦姬蜂亚科的分类系统(Gauld，1985)

● 属名前标有·号者，袭示该属在我国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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