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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二北华大学校长刘和忠教授

左一 北华大学原林学院院长戚继忠教授
右一 北华大学林学院院长杜风国教授

左二作者

20 1 2年作者与中同最著名天牛专家匮主圈教授生前合影

中同著名天牛专家中山大学原昆虫研究所华立中教授

与作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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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作者与西南大学原副校长睦B撒授生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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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简介

本书是一套全面介绍中国天牛的专业书籍。 作者王直诚教授，积 30年之功，联

合了全国 3∞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国内外近千位专家学者及爱好者，走访了国

内 2∞0余家相关单位，收集到中国境内 4∞0余种(含亚种、型、地域差)天牛标本，汇

总了中国天牛名录近4∞0种，并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针对教学、科研、检验、检疫等

领域，进行了如实、全面地发表。 书中所涉名录、标本均有明确出处。 本书还对在林

业、农业、牧业、城市绿化、自然保护等行业中有重大危害的天牛种类，做出了防治、检

验、检疫等方面的详细描述，合计 50余种 。 本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是中国有史以

来天牛种类最全的彩色图志，是有关单位及个人必备的参考书籍。

-' 

主编简介:

王直诚， 1953年 6月 22 日生于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 1980年大学毕业后工作于原

吉林师范学院，系《东北天牛志》主编 ，{东北蝶类志》主编，原中国蝴蝶协会理事，{中国

天牛图志 ·基础篇》主编。 合校后任北华大学昆虫研究所所长、教授。 先后发表昆虫新

种几十种，全身心地投入和奉献于中国的昆虫事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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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华大学昆虫研究所王直诚教授继原色《东北天牛志》出版之后，又组织完成了原

色《中国天牛图志 ·基础篇》的编写工作，不久即将出版发行，内容包括中国天牛种类

4000余种及亚种和地区差，为我国有记录的天牛种类增加了近一倍一一这是王直诚教

授近 30年如一日奋斗的结果。 他难能可贵的是放弃了局部发表新种的机会，把重点

放到标本和资料的全面收集工作中，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这套书有相当一部分的天牛种类雌、雄共同发表，标本整理、照相修图都有了很大

的提高，有的赶超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天牛图志·基础篇》贵在中国天牛的全面展

现，同时也指出了同种异名 、张冠李戴等很多问题的存在，为今后我国 200余所大专院

校、50∞余个科研使用单位的天牛防治和研究铺平了道路。

《中国天牛图志·基础篇》在分类排序上又有了新的创新，解决了形态分类排序和

拉丁排序的综合问题。 王直诚教授以惊人的毅力和有限的人力物力出版了《中国天牛

图志 ·基础篇》。 本书质量优美，内容丰富，为今后中国天牛分类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使我国森林保护，植物保护，园林病虫害防治， 自然保护区病虫害防治，国家出人境

检验检疫及教学、科研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 王直诚教授厥功至伟，我国需要这样

的苦干实干的昆虫分类学家。

值此原色《中国天牛图志 ·基础篇》行将出版发行之际，谨为作序。

原西南农学院副院长

原同家一级教授

原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气再抖'均

2012年 10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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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大物博，有着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天牛有着惊人的

数量，据最近真实的统计，我国的天牛数量应在 5000种以上 。 另据国内外有关权威部门

统计，天牛对人类的危害要大于火灾对人类危害的一百倍，我国每年天牛仅对林业的危

害，就达 600亿元人民币以上。

有鉴于此，本着"人活一世，草木一春"，为后人多留下，点什么的意愿，本人学习李时

珍坚忍、认真、韧长的精神，在各界人士的大力帮助下，在完成《东北天牛志》的基础上，又

完成了 《中国天牛图志·基础篇》的编著工作。 本人共历时近30年，以最低的生活水准，走

访了全国有关单位 3200 多 个，联合了 全国 300 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国内外千

余位专家 、 学者，综合了全国 2000余个标本室的天牛标本，共收集整理中国 4000 余种、

型、地区差的天牛标本，并会同中山大学原昆虫研究所华立中教授汇总、厘定了的中国天

牛已知名录 3508种 。 本书以史志的形式全面地描绘和记述了中国天牛雌雄、正反、春、

夏、秋、越冬型、变异及个别种类的生活史，共计有彩色天牛图片 6000余幅，为中国有记录

以来天牛种类的两倍左右。 在"志"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测报、防治、检疫等一线工作者

急需的资料，每种天牛种类的图片描述力争排版在一个对页中，以求一目了然。

天牛种类的排序(即按拉丁字母排序、还是按亲缘关系排序) ，一直是天牛界争议的

问题。 由于时代在发展，在各项工作要求下，快而不漏地检索，随时提取、增J咸、修订各个

种类已成为当务之急。 故本书采用了两者合- ， 7r，，-上启下的做法，即 : 总体各亚科排序上

按原来的亲缘关系排序;在各亚科中分解了各族，将各亚科中的各属按拉丁字母排序，各

属内的种也同样地按拉丁字母排序;并加强了各种的详细描述和图片资料，以减少因亲

缘关系所带来的不便。 该方法首创于《东北天牛志}，也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同 。

在繁重的中国天牛标本收集、整理工作中，就标本的整理鉴定工作而言，我个人认为

还远远不够 。 目前，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金匮乏，人员冗杂，条框限制众

多，我们是靠我们的奉献精神开展整理鉴定工作的 。 虽然在资金和资料上均不如发达国

家，但在《中国夭牛图志》分类系统上，我们仍本着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原则，以标本为

依据，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盲目追求数量(当然也不能排除有误报的可能，即人为搞



刚

错，记错及交通工具带来的卵 、幼 虫 、崎、成虫等 ) .不盲目发表新种。 本书在以国内分类

系统基础的前提下，我们取得了日 本、韩国、俄罗斯等国专家的帮助，力求全面性和正确

性。 但在本书中还有很多没有完全厘定的种类，就我个人而言，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

等待。

这本书虽然暂告一段落，但补遗和厘定篇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在这里我诚召天下有

识之士来共同完成。 也诚恳地希望广大专 家、学者 、爱好者多出好主意，并进行善意的批

许指正，以利今后中国天牛的厘定、朴遗工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国家最权威的天牛专 家蒋书楠先生在弥留之际口述、夫人

执笔为本书作序。 感谢广州中山大学原昆虫研究所华立中教技的部分指导，感谢重庆西

南大学吴蔚文博导、陈力博导 、冯波博士，北京中科院原动物所蒲富基研究员 、杨星科博

导、林美英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原副校长能乃扎布教授，台湾大学昆虫学研究所周文一

博士、 台湾余清全先生 、余启运先生、陈常卿先生的援助与指正 并感谢韩国国立科学院

院长李承模教授、 日本国林匡夫教授及俄罗斯有关专家的帮助。

特别感谢北华大学原校长于庚蒲教授的知遇之恩。

特别感谢现任北华大学校长刘和忠教授、科研副校长曲永印博导、原林学院院长成

继忠博导的认真、得体、持久的领导和支持。

王直诚

2013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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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中国天牛图志

参编和感谢人
I I 

y~ 名单

(1983.08.01 -2013.08.01) 

重庆西南大学原副校辰、我国最著名天牛专家医B撒授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天

重庆西南大学植保学院博士生导师|冻力教授

南开大学昆虫研究所所长刘国卿博导

河北农业大学森保学院院长黄大庄博导

四川农业大学植保学院李庆博导

海南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周祥教授

江苏南京林业大学森保学院严敖金教授

江苏扬洲大学昆虫所所长杜予州博导

江苏南京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孙民海教授

江苏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蒋国芳博导

江苏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陈建秀教授

江西农业大学植保学院杜爱礼教授

江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刘兴平博士

山东农业大学朱铁路教授

浙江大学昆虫研究所张传溪博导

广西大学农学院韦绥概教授、陆温博

广西师大生命科学院周善义教授，黄建华博士

广西大学林学院陈尚文博士

广西生态工程职技学院黄志平、韦振海教授

云南西南林业大学图书馆馆长徐正会昆虫学博导

云南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叶王军博导

云南西南林业大学保护生物学院院长欧l烧红博导

云南西南林业大学标本馆馆长周雪龙高

湖北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主任张宏字博导

湖北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王佳璐博士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院书记岳碧松昆虫学博导

重庆大学生命工程学院殷幼平教授

广东林业职业技术学校莫介羽高讲

贵州省林业学校副校长令狐启霖高讲

贵州师大地生科学院罗泰昌教授

广东中山大学中国著名天牛专家华立中教授

重庆西南大学植保学院博士生导师吴蔚文教授

中同科学院原动物所所长杨星乖|博导

河北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任国栋博导

湖北荆州长江大学农学院院氏王文凯教授

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朱麟博士

贵州大学昆虫研究所长杨茂发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昆虫博物馆王应伦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李孟楼教授

西北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邢连喜博

河南农业大学教务处处长尹新明博导

河南郑州大学生物工程系申效诚教授

河南洛阳河南科技大学林学院陈应武博

问南洛阳林校动物标本馆刘玉卿馆长

河南新乡技术学院植保系崔建新博士

辽宁沈阳农业大学农学院方红博导

辽宁沈阳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张治良教授

辽宁沈阳农业大学植保学院王庆奎教授

吉林尔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任炳忠博导

育林长春农业大学农学院史树森博导

同林长春农业大学农学王志明教授

广东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贫辉琴高讲

黑龙江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王立军教授

吉林巾国人民解放军农牧大学农学院张秀荣教授

黑龙YIeAZ北林业大学J休学院方山扬、杨立铭教授

n林北华大学林学院严明珍教授

黑龙江佳木斯大学生命科学院原院长张雨奇教授

黑龙江加格达奇林校林学专业秦荣高讲

黑龙江齐齐哈尔林业干部学校冯文高讲

黑龙江齐齐哈尔农科所标本室的工作人员

内蒙古农业大学植保学院段立消博导



江苏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侦查系周用武教授

江苏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夏斌博导

河南新乡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陈广文教授

河南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农学系张副教授

河南农业大学生物博物馆原国辉馆长

河南中牟河南省农校衡雪梅高讲

河南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农业科学系尹健书记

河南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农业科学系雄建伟副教授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生物系江建国主任

湖北宜昌林业学校图书馆刘梅芝馆长

湖北恩施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系刘兴元、曾令奎老师

湖北恩施民族学院生科院王柏泉教授

湖南吉首农校谢辅义校长

湖南常德农校、林科所、森防站的工作人员

湖南湘潭职业技术学院生物系的老师

湖南农业大学生安学院生安系主任宋东宝教授

湖南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森保学院博导魏美才教授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植科系雷冬阳老师

湖南衡阳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林仲桂处长

浙江林学院王义平副教授

浙江大学植物保护系主任陈学新博导

浙江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余德松处长

浙江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跑毅新教授

浙江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胡仲义处长

桶建农林大学林学院黄依清研究员

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院长黄建教授

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王竹红博士

上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李利珍教授

园林学院丁玉洲教授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金国强副教授

安徽凤阳科技学院黄保彦博士

云南普饵第四中学生物组的老师

云南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罗京高讲

云南普河农业学校石风伦高讲

云南普饵一中王宏伟 、孙跃萍高讲

云南保山中等职业学校张卫东高讲

云南保山师范专科学校生物系的老师

云南农业大学植保学院主任李强博导

云南文山第→中学卢盛贤高讲

参编和感谢人员名单 V 

宁夏大学农学院院长贺达汉博导

宁夏生态工程学校校长有建宁高讲

甘肃农业大学革业学院院长刘长仲博导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苗世林高农

甘肃河西学院农学系主任陈广泉教授

青海大学农科院植保所主任张登峰高农

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昆虫系主任赵莉教授

新疆农业大学林学院玛依拉高工

新疆农业大学教务处处长玉山江教授

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胡红英博士

新疆林业学校安尼瓦尔讲师

新疆石河子农学院植保系主任张建平教授

新疆伊犁职业技术学院陈卫民讲师

新疆河套大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长双喜高讲

山西农业大学昆虫所所长李友遵博导

甘肃清水农业学校朱忠高讲

甘肃陇南农业学校李志虎高讲

甘肃天水林业学校张振刚高讲

甘肃平凉农业学校杨东辉高讲

甘肃庆阳林业学校陈冰高讲

甘肃陇东学院生命科学院周天林教授

甘肃陇东学院农林学院李志军教授

山东青岛农业大学农学与植保学院顾耘教授

山东青岛农业大学农学与植保学院郑长英主任

温州|医科大学健康与环境生态研究所冯波博士

山东省林业科学院祁成进研究员

江西农科院植保所的工作人员

广东省林科院森保所所民徐家雄高工

广西科学院生态所的工作人员

江苏省林科院森保所所长解春霞高工

广西林科院森保所所长陈崇征高工

江苏省农科院植保所钟花博士

广西农科院植保所所长曾涛高工

广西科学院植保所尤其傲研究员

广西药用植物研究所蒋妮副研究员

广西科学院生物所黄成亮高工

四川省林科院森保所所长周建华研究员

贵州省林科院森保所所长余金勇研究员

云南省体科院森保所所长陈鹏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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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林科院森保所所长林奖研究员

湖南省林科院院长童新旺研究员

湖北省林科院森保所所长陈京元研究员

湖南省农科院植保所黄志农研究员

广东省昆虫所标本馆张碧胜副研究员

山西省农科院植保所所长曹天文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李学燕博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所标本馆章伟年、刘宪伟研究员

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刘林云、雪彩云同志

重庆市林业科学院刘兴良研究员

浙江省林科院生环所所长岳春雷博士后

天津自然博物馆动物部杨春旺副研究员

i浙江省自然博物馆生科部陈莹主任

浙江丽水农科所潜祖琪高级农艺师

福建林科院森保所所长黄金水研究员

搞建武夷山保护局副局长汪家社高工

安徽林科院森保所王翠莲所长

宁夏农林科学院植保所所长张蓉博士

甘肃农科院植保所昆虫研究室主任罗进仓博士

新疆农科院植保所许建军研究员

新疆林科院森保所王爱静研究员

甘肃林果中心主任李宏伟研究员

新疆哈密地区植保站阿曼古丽

新疆林科院森保中心主任张新平研究员

新疆吐鲁蕃地区农技中心吉艳玲

新疆和田地区植保站副站长安尼瓦尔高农

新疆伊犁洲治组办李宏站长

甘肃镇原县农技局曹魏研究员

甘肃白水江自然保护区李富义副局长

甘肃小陇山自然保护区森防站蔡站长

内蒙古包头市草原站郭永萍高工

内蒙古包头市中直保站站长邢振彪高工

云南省金平县马鞍底乡杨镇文乡长

海南省五指山蝴蝶谷周杨经理

内蒙古正镶白旗郭元朝高工

宁夏林业厅徐庆林副厅长

云南省林业厅森防总局局长刘宏厚高工

湖北宜昌市林业局森防站的工作人员

湖北省林业厅森防总站书记

河北省林业厅森防站站妖邸济民高工

山西省林业厅森防总站副站长苗振旺高工

辽宁省朝阳市林业局森防站站长王维升高工

江西省林业厅森防总站副站长丁苓逊高工

天津市林业厅森防站站长康长华高

天津市东丽区农林局宋文喜韩继光高工

河南林业厅森防总站孔令省副站长、龙雨雪主任

宁夏林业厅森防总站站长许效仁高工

甘肃省林业厅森防总站站长寇明君高工

甘肃张液市林业局森防站桑红荣高工

新疆林业局森防总站伊拉木江高工

新疆林业厅森防总站站长冯晓峰高工

新疆伊犁地区林业局森防站谢彦灵书记

新疆和田地区林业局森防站闰军站长

新疆阿秽j泰地区林业局森防站戚俊杰站长

甘肃平凉市林业局森防站马会珍高工

甘肃文县市林业局森防站林墙录站伏

甘肃庆阳市林业局森防站邱雅林高工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市林业局森防站许胜利站长

内蒙古包头市林业局森防站滔华高工

内蒙古巴彦淳尔市市林业局森防站赵忠和站长

广东省林业厅森防总站副站氏林绪平高工

广西那坡县林业局森防站李勇军站长

云南省西盟县林业局森防站罗林站长

黑龙江哈尔滨动植物检验检疫局罗公平局长

中国动植物检验检疫科学院动植检疫所研究员陈乃忠主任

江苏南京动植物检验检疫局植检处安玉林处长

江西动植物检验检疫局植检处黄河处长

黑龙江绥汾河动植物检验检疫局植检处郑超主任

长春动植物检验检疫局植检处魏春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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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须知

1.为排序的方便 ，在天牛科的各亚科中，取消族，按各亚科属的拉丁名顺序排序。

2 

3.代码四位数后带"….J卢..的五位数码，一般多为待定亚种、型、地域差(只作标本代码，不作分类依

据) 。

4.代码四位数后带"+"号的五位数码，一般多为待定属、种(只作标U斗E代码，不作分类依据) 。

5.为排版简洁，图下方说明按标签方式，并取消标点符号及小说明。

如 : X X mm 标本体长: X X mm 

XX X X x x - 采集地点: X X 省 X X 县 X X 乡等

8 ♀ =性另iJ : 雄雌

X XXX- X X - X X 采集时间 : X X X X-XX- XX

X X X X m 采集海拔:XXXx m

6.经本人近 30年的收集与整理，中国天牛名录已达近4000种 。 本书仅采用有描述的种类。 /
.-/ 

7.经本人近千个标本室的收集与照像， 30年的标本采集，加上已发表的中国天牛图片 ，本书天牛

图片等已达 60∞余幅，中国天牛 4000余种(含亚种 、型、地域差)(外引进图仅十分之一左右) 。

8名录和图片均有出处(本人仅象征性地发表3个新种) ，望广泛利用，正确使用。



目 录 VII 

目 录

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U i=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参编和感谢人员名单 ………… ………………………………………………. . . . . . . . . . . . W 

使用须知 ……………………… ………… ………… …………… ………… ………. . . . . . 1哑

概论………………………………………………………………………………………… 1

各论上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中国天牛总科 …………………… ……………………………………… . . . . . . . . . . . . . . . . . . 11 

瘦天牛科 ………………………… ………………………………………………… …. . . 12 

须天牛亚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瘦天牛亚科 ………………… …………………… …………… ……………… …. . . . . . 15 

暗天牛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 

暗天牛亚科 ……………… ……………………… …………… ……………. . . . . . . . . . . . 26 

狭胸天牛亚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天牛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伪锹天牛亚科 ……………… ……………………………… …… ………. . . . . . . . . . . . . . . 33 

锯天牛亚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 

幽天牛亚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 

椎天牛亚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 

锯花天牛亚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 

膜花天牛亚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 

花天牛亚科…... ... 102 

天牛亚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7 

沟腔天牛亚科 . . . . . . . . . . . . . . .………………………………………………… ………… 522 

各论下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95 

新种中英文介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3 

拉丁名索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4 

中文名索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4 

参考文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84 

编后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88 



, 

祖先

一、中国天牛的研究历史

我国的天牛早在北宋时期，苏东坡的《尔雅》就有诗云 : "两

角徒自长，空飞不服箱。 为牛竟何益?利吻穴枯桑。"明朝，李时

珍的《本草纲目 》中也记载说 : "天牛处处有之， ……乃诸树蠢所

化也。"这些文载充分地显示出人们对天牛发生的普遍性和危害

性的认识。 由此不但看到诗人对天牛的讥讽与感叹，同时也反

映了人民对天牛的憎恶。 天牛虽然有角似牛，具有牛的美名，但

却没有牛那样有益于人。

自从 1758年瑞典昆虫学家林奈发表世界天牛种类 121 种开

始，相继有相当数量的外国专家、学者来中国采集标本，发表了

众多种类的中国天牛，也使得模式标本大量流往国外。 中国的

天牛种类丰富，特别是花天牛亚科，是世界花天牛的发源地。 这

在东北辽宁发现地球上最早的显花植物化石一一"辽宁古果"中

得到证实。 1951 年，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著名的昆虫分类学

家嘉理思(Gressiu)先生(当时是中国籍美国人，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反帝、反修"运动中被迫回国，后任夏威夷昆虫博物馆馆长)

编写出版了《中国天牛科检索表》。 该书记载了中国天牛近2∞0

种。 国内于 1958年开始至今，先后出版了《中国经济昆虫志》第

一册、第十九册、第三十五册.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二十一卷、

华立中教授出版了《中国天牛 ( 1ω6种)彩色图鉴》。 国内陕西、

河南、山东、广东、东北、内蒙古、云南、香港等地，相继发表了各

地方图志，共发表了中国天牛却∞余种。 台湾的余消金《台湾的

天牛)周文一《台湾天牛图鉴).韩国李承模的《韩半岛天牛科甲

虫志》、 日本林匡夫的《日本天牛图鉴》、 日本鳞翅学会的《日本国

天牛大图鉴》、俄罗斯的《远东昆虫图鉴》及欧州各国等，都发表

过众多中国天牛，为中国天牛的分类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天牛的分类与定名

1.分类 :

在人类生存的地球上，所有有生命的物体统称为生物。 在

生物这个领域中，又分为微生物界、植物界和动物界。 在动物界

中又分元脊椎动物和有脊椎动物两大类。 无脊椎动物共分9个

门，昆虫纲就属于其中的节肢动物门 。 昆虫纲的分类按各学者

的分法不同而不同，有的分 34个目，有的分为 33个吕 。 我国最

著名的天牛专家蒋书楠先生2∞l 年著的《中国动物志》第二十一

卷中重新确立的分类体系，将原天牛科升为天牛总科。 在总排

序上可为:理性的无穷大一茫茫宇宙一银河系一太阳系一地球

一生物领域一动物界一节肢动物门一昆虫纲一有翅亚纲一销翅

目一总科一科一亚科一族一属一亚属一种一亚种一型一地域

差一型态差-理性的无穷小;现人类只取中部一段为其常用。

在每种天牛的具体分类上，世界上主要有 : 形态分类法、数

值分类法、遗传DNA分类法、超微形态分类法等。 目前我国和大

概论 1 

论

多数国家仍以形态分类为主，即以天牛成虫或幼虫的外部形态

及生殖器形态为鉴别分类的主要依据(图 1 ) 0 

」同

, 
一

'-

r-

一

r-

花天牛亚科Leplur;nar

膜花天牛亚科 NecydaJinae

椎天牛亚科Spondylinae

异天牛亚科 Parandrinae

锯天牛亚科 Prioninar

沟腔天牛亚科Lamiinar

天牛亚科Cerambrcinae

盾天(科)Oxypehu

蜘(亚和Philus 幼虫元叫
为第一支系，

裸天牛亚科Ano帅

两个亚科
瘦天牛(科)D脚m

暗天牛(科)V臼perus

图 1 天牛总科高级阶元欧氏距离树系图

2. 定名:

天牛种类的命名，现仍沿用瑞典生物学家林奈 C.Linnaeus

1758年提出的二名法 ，并得到了补充和修正，国际上为此还制定

了《国际动物命名法规>>.为全世界科学界所遵守。 二名法就是每

一种生物种用两个拉丁字组组成作为它的科学名称，即"学名

在书中用斜体表示'第一个字组是属名(如同人类的姓).第二个

字组是种名(如人类的名)。 一般一个完整的物种学名，后边需加

上一组定名人的名字。 ~p每个物种学名由三个以上拉丁字组组

成。 有时定名人和年份被括号括上，即表示该种被修正过(但有

的国家已不采用，因为有的已多次修订而无法表示)。

《同际动物命名法规》规定，每一物种的第一个字组第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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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必须大写，其余均小写并必须斜体。 在方法上必须是名

词，单数主格。 第二个字组是种名，整个小写，并斜体。 在方

法上 ，它可以是形容词 、名词属格、同位名词或动词的分词，

不能是其他的词类。 种名形容词必须和属名的性、数、格相

一致 。 属的地位改变时，种名要随着改变(名词属格与同位

名词不变)。 第三个字组是亚种名，整个小写并斜体。 最后

一个字组为定名人，第一个字母必须大写。 也可两人名字同

写，中部用 et或&隔开，但两人名第一字母必须大写。 整个物

种学名中不用标点符号，各字组间须隔开。 一般昆虫学名由

二个字组组成为属名 ，有三个字组组成的为种名，有四个字

组组成的为亚种名，但最后一个字组均是定名人的姓名 。

三、天牛的形态特征

1.成虫 :

体多数长圆筒形到扁平形，触角细长，着生在触角基瘤

上，绝大多数 11 - 1 2节，少数 8- 多节，长于或短于体长。 复

眼大，内侧呈圆弧形凹人，环绕触角基部分上、下叶，有的上

右

④基、端:凡与基点较为接近的称为基，与基点较为远离的称为

端(图 2)。 因此前胸背板的前缘是端部，后缘是基部。 而鞠翅正好相

反，靠近前胸为基部、背离前胸为端部。 制作天牛标本时，将触角折

向后方，覆盖在成虫体背上，对触角均以这种位置来描述其内 、外、

上(背)、下(腹)。

(2)体躯大小:天牛成虫体躯大小差异很大，从几毫米至上百毫米

相差几倍至百倍。 多数文献中所提及的大小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根

据东北的经验，体长在 5mm 以下的定为极小型， 15mm 以下的定为小

型， 16 - 30mm 的定为中型， 3lmm 以上的定为大型。 有的种类成虫

体躯大小差异很大，如家茸天牛，体长小的不超过 IOmm，大的在

20mm 以上，在本书中把它归为中型种类。 鉴定天牛标本时，除需测

量体长 、体宽外，还要测量各部分的长短比例。 测量的方法，通常使

用圆规，按圆规测得的跨度，在尺子上读出长度，较小的部分可在子

持放大镜下用圆规测量，微小的部分则需在装有测微尺的双目 ;解剖

镜下测量。

(3)毛被:天牛体表常覆盖有多种毛被。

①绒毛:是仰卧、半仰卧，稀密程度不同的柔软细毛，各种斑点，

花纹大多由此类绒毛组成，有时全身覆被厚密，有时稀少。

②竖毛:单个地直立或半直立的比较长而竖立的毛 ， 与绒毛相

比，常较稀疏。 一般情况下竖毛与绒毛容易区别，但有时有中间类

型存在。

③粉毛:十分短而纤细的绒毛，像粉粒 ，多出现在粉天牛类的斑

纹上 ，星天牛的白斑为介于绒毛与粉毛之间的一种中间类型。

④续毛:指上顿内沿或触角下沿流苏状的毛凡虫角下沿的垂毛

盹节
节4

节2

节柄角触

前

串

l
l

部头

5节

3节

i 节

3节

4节

5节

外 R 内
6节 有时很稀，亦常称为续毛。

峭 | 翅
腔节

7节

8节

9节

缝角 !外端角 10节

后 a 前口式

图 2 天牛躯体方向图及名称

下叶完全离开。 前胸背板常具发音器。 销翅一般坚硬，多民

达腹端部，表面光亮或被绒毛、花斑 ， 端缘圆形、平切或凹

切。 各足腔节常具2端刺 。 附节为隐5节，第 4节很小，嵌入

第 3节背面的小窝内，不能活动 。 爪强大、简单、少数具附

齿。 分类上常用的特征有 :

( 1 )虫体的方向:在对天牛成虫进行鉴定时，首先要明确

虫体各部位之间的关系，现以一幅天牛成虫的背面图来说

明 :设定前胸背板基部中间 、小盾片前面为虫体的基点，用垂

直相交于基点的两条直线来说明体躯方向的4个基本概念·

①前、后·基点上纵线箭头指向头部的为前方，指向鞠翅

末端的为后方。 头部以唇基为最前，头顶为最后。

②纵、横:凡与纵线平行的都称为纵或长，与横线平行的

都称为横或阔。

③内 、外:凡比较靠近纵线的部位称为内，比较远离纵线

的部位称为外。

b 下口式

图 3 两种头型

⑤簇毛:指从较小面积放射出来成堆的浓密长毛(亦称丛毛)。

(4)头部

①头型:天牛的头部可分为两种头型。

l 前口式·头一般较长，额和口器向前倾斜，锯天牛亚科、幽天

牛亚科、花天牛亚科、天牛亚科均属此类头型(图 3a ) 。

II. 下口式:头较短、额和口器向下与虫体纵轴垂直，沟腔天牛亚

科属此类头型(图 3b ) 。



概论 3 

口器:口器是天牛的摄食器官，主要包括上唇、上颗

下鄂、下唇等部分(图的 。 上唇位于头的前面，着生于唇基前

缘、覆盖在上领之上，其前沿随种类不同形态各异，有的平

切，有的圆弧，有的中凹。 上领位于口器的两侧、上唇后面，

为坚硬的锥状体，其形状和大小的变化可作为分类的依据，

如大牙土天牛的上顿发达，呈镰刀状。 下顿着生于上颗之

后，由轴节、茎节、叶节、盔节和下顿须组成，下顿须的发达程

度及其端节的形状是分类的依据。 锯天牛亚科的下顿须端

节常呈三角形、末端平切，沟腔天牛亚科的下颗须端节通常

尖圆 。 下唇着生于下顿之后，由亚额、颖、唇舌及下唇须组

成(图 5)。

@复眼:一般发达，通常沿内缘凹弯成肾形，把全眼分成上下两

叶，鉴定时常用的特征有:小眼面的粗细。 其粗细程度的判断可用5

倍放大镜观察的情况作为比较标准，能看清楚小眼面呈颗粒状的属

粗粒型，如栗山天牛，不能清楚辨别颗粒而呈细绸状的属细粒型，如

桃红颈天牛(图 7) 。

复眼的形状·其内缘凹人的程度是分类的重要依据，有微凹近椭

圆形的如松幽天牛，有的凹人很深，包围触角， J二日十狭小、下叶宽广，

如云斑白条天牛，有的上下叶几乎断裂，仅有一线相连，如异斑象天

牛;有的则完全断裂，上下叶分开，如梨眼天牛等。

复眼下叶的形状与长度之比:有长倚)胜于宽的狭长形，有宽胜于

长的横扁形，有长宽略等的近方形。 有时还要注意下叶与额宽之比。

叶节

轴节

负唱'须

茎节

上腾 下'须

盔节

下囔

umHR 
亚
簸
前

侧""叶
图 6 光肩星天牛的头部正面观

下腾须

下属

图4 光肩星天牛的口器

图 7 两种复眼

a 开放式 b关闭式

图 8 触角柄节端疤

11、跟面粗大 小假面细小

云ll!向条天牛 柏树天牛 刷牙锯天牛

⑦触角:一般发达、细长，着生在触角基瘤上。 分类鉴定时主要

观察: a.触角长度与体长之比:多数利I类均超过体长，长的可超过体

长的 5倍， ~II小灰长角天牛，但也有少数种类的触角很短 ，仅达体长

的 11 3 ， 如松幽天牛。 b.触角基瘤:额部着生触角的突起即称为触角

基瘤。一般发达，多数种类显著突出，如光肩星天牛，使额顶部呈=

角形下陷，少数很不发达，额部平坦，如青杨模天牛。 C.触角的节数·

通常由 1 1 节组成，少数由 12节组成，也有的为假 12节(11 节中有一

道缩环).如i毛角多节天牛。 d.柄节:ep触角第 l 节，显粗壮于其他各

节。 其形状和构造常用于分类。 有的种类在柄节背面端部外侧有

一密生颗粒的粗糙面称为端疤:粗糙面周围由完整的隆脊所包围的

称为关闭式端疤，如光肩星天牛(图 8b);端疤周围的环状隆脊不完

整，如双斑锦天牛或完全没有隆脊，仅有粗糙面的如云斑白条天牛，

称为开放式端疤(图 8a)。 触角各节的长度之比。 触角缕毛、簇毛的

有无及其着生位置。

(5)胸部

①前胸背板:位于头部和稍翅之间，前胸的背面。 锯天牛亚科的

图 5 天牛的下额须

③额;通常指触角、复眼及复眼下叶之间的区域，其形状

大小变异很大。 鉴定时需测量长宽之比;有长胜于宽的狭长

方形、宽胜于长的横扁形、长宽赂等的近方形及前宽后窄的

梯形等。 额的表面有平坦、隆起或稍凹陷，大多数具刻点或

具颗粒或具隆脊等，都可用于种类鉴定。

颊:位于额的侧面，复眼下叶之下。 鉴定时主要比较

复眼下叶长度与其下颊长度之比，在筒天牛属分类时，这是

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⑤头顶:头顶与额无明显分界，通常指头亮顶面、复眼上

叶的后方。 主要观察头顶和额的角度，头顶中央平坦、隆起

或下陷的程度，纵沟及隆脊的有无(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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