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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吴城

福建境内山川密布，北有武夷山，西南梅花山，东部太姥山，中贯戴云山，昆虫种类纷

繁，生物复杂多样。武夷山生物资源的富庶闻名于天下。

福建省昆虫标本的外流，大约始自本世纪的20年代，迄三四十年代，以流向美国、德国

为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福建省昆虫学事业在农、林、医方面开始蓬勃发展。

福建省科委一直重视生物资源考察，在陆维特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就曾为此费尽心力。在

70年代(1975一-1977年)开展了全眢眭的生物资源调查；1979年国务院批准建立武夷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1979年起开展了大规模的武夷山综合科学考察，并筹建了武夷山生物研究所；

省内外昆虫学工作者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出版了省内外生物学者共同创作的《生物世界

之窗》f 1981年，赵修复教授的《福建省昆虫名录》问世。几乎同时，由福建省科委扶持、赵

修复教授主编的《武夷科学》学报开始出版，为生物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创作园地；1987

年，福建省昆虫学会会刊《福建昆虫通讯》创刊。同时，福建学术界与台湾昆虫学术界积极

开展闽台地区间的昆虫学术交流活动。海峡两岸昆虫学者来往频繁，或访问昆虫学会作专题

报告，或在福州举行两岸昆虫学术交流会。此外，闽台两岸学者频繁在亚太地区昆虫学术讨

论会或在国际昆虫学术讨论会上作专题会晤，参加会晤的台湾教授专家学者有邱瑞珍、张保

信、陶家驹、贡谷绅、严奉琰、朱耀沂、杨平世等。

1992年，福建省昆虫学会受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昆虫学会的委托，在福建省科委的支持下，

创办了《华东昆虫学报》(黄邦侃教授主编)。编委会的组成除了华东六省一市的学者外，还

陆续邀请台湾省的昆虫学者为编委。因此该刊物也成为两岸学术交流的媒介之一。武夷山综

合科学考察始于五六十年代，于70年代末告一段落，80年代继续考察和补点考察不断。1987

,'一1990年福建省科委又部署了闽西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昆虫科学考察工作，这是福建

省又一次规模庞大的科学考察。此外，1990-'--1991年由中科院研究人员为主的考察队对将乐

县龙栖山自然保护区进行科学考察。

80年代初，福建省林业厅部署进行了全眢陛的森林病虫普查工作；80年代末还进行了森

林植物检疫对象的疫情普查。

为了总结阶段成果，保护生态环境，在全省持续进行农、林、牧、医害虫的综合治理，也

为全国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素材，福建省科委、科考队及昆虫学会组织编纂福建昆虫志书。此

项工作酝酿十年有余，在讨论议定了有关事宜，并且发出了若干通知和要求。及至1994年末

和1995年初，才在既有拟定组织的基础上，重振旗鼓，亦即以福建省科委为领导，福建省科
】



考队(昆虫学会)、福建省林业厅、中国科学院三家合作，开展了实质性的编纂工作。

两年多来，在科技界、出版界的关怀和全国各地一百多位专家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不断

总结经验，编纂工作顺利进行。我们高兴地看到，《福建昆虫志》即将分卷出版面世，本人参

与此项工作始末，心情格外兴奋，乐予为序。

1998年3月

序作者吴城同志于1998年，起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常委、环境委员会主任，此前任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

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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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福建省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个省份。福建省在动物地理区系划分上，位于东洋区的北端

东边，接近古北区南缘。就气候带而言，则居于北、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全省

境内山川密布，有世界驰名的武夷山横亘于北，梅花山耸峙西南，东有太姥山，中贯戴云山。

生态环境复杂多样，昆虫种类纷繁。被誉为众多生物新种模式产地和基因库的武夷山，历来

为国内外生物学者、昆虫分类区系学者和采集家所向往。

福建省昆虫学的发轫，大约始于本世纪的20年代，当时一批闽籍学者负笈涉洋，攻读虫

学。此时，福建的协和大学生物学系已有昆虫学论文发表。40年代初创办福建省立农学院植

物病虫害系。当时福建省农业院校中有农作物病虫害课程，昆虫区系调查设有邵武工作站。与

此同时，福建省研究院也有昆虫课题的设置。早期在福建从事昆虫学工作的有马骏超、林硅

瑞、[美]Kellogg、严家显、李凤荪、周明祥、郑庆端、唐仲璋诸前辈，接着有赵修复、林伯

欣、黄至溥，以及一度在闽治学的张慎勤、张蕴华、李景星、易希陶、汪仲毅、郑天熙、胡

少波、孙少轩诸学者。他们在教学或科研部门，都为早期福建省培育昆虫学人材和繁荣昆虫

学事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1944年，福建省立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毕业的黄大文、贡谷绅、

邱瑞珍、郑炳宗等皆从事昆虫学研究，后来他们分赴北京、西北和台湾，对祖国昆虫学事业

颇多建树。后来者更是人才辈出。

抗战期间，在闽北邵武首创“邵武昆虫学会”。50年代初，中国昆虫学会福州分会成立

(后改为福建省昆虫学会)；福建农学院设置植物保护学系和植保专业；福建省农业技术机构

中设有植物病虫害防治所(后来为福建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福建省和武夷山昆虫资源的考察，大约自20年代开始，当时的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就曾

有昆虫标本寄往美国。1937～1938年德国人Klapperieh在武夷山挂墩一带采集昆虫标本16

万号。这些标本大多数经外国学者研究鉴定，发表了许多新种。于是，福建省武夷山昆虫种

类丰富开始闻名于世。

近40年来，福建省昆虫科学研究在农、林、卫生等方面都取得许多成果。其中，值得特

别提出的是：始于五六十年代的武夷山科学考察；1974年，在福建省科委的组织领导下，开

展的福建省生物资源调查；1975～1977年开展的福建省昆虫资源调查。1979年6月，还在武

夷山自然保护区举行了两度科学考察盛会，会后编纂有《生物世界之窗》。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是许多生物工作者的共同心愿。70年代，福建林业科学工作

者曾向国家提出建议，建立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著名的昆虫学家赵修复教授是建立武夷山自

然保护区的积极倡议者。国务院于1979年7月3日正式批准，将福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列为

国家重点保护区。借此契机，福建省组织了历时10年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科学考察(1979

"-1990年)。在此期间，福建省政府批准建立了福建省武夷山生物研究所。1981年创办《武

夷科学》学报(赵修复教授主编)。80年代以来，福建省的昆虫学事业兴旺发达：福建省昆虫

学会会刊《福建昆虫通讯》于1987年5月17日(庆贺赵修复教授七秩华诞暨从教50周年之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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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创刊l 1980～1982年进行了全省森林病虫普查；1986,---1988年进行了全省森林植物检疫

对象疫情普查；80年代初，在福建省科委领导下，福建省昆虫科学考察队、福建省林业厅与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建立合作关系，筹备编纂福建昆虫志书；1987年，福建省科委又部署

了闽西梅花山的科考工作，历时3年。90年代初，另一次规模较大的科学考察，是1990"--,1991

年以中国科学院的人员为主的将乐县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的科学考察。至此，已完成《武夷山

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集》、《梅花山昆虫》(油印本)、《龙栖山动物》等专著的编纂。此外，

于1994～1995年和1996年还分别对武夷山和梅花山进行了补点考察。

继1990年9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昆虫学研讨会”之后，1991年8月在福州举行的以大

陆和台湾昆虫学家为主的“海峡两岸昆虫学研讨会”，以及1992年8月在福建农学院举行的

“两岸闽农校友昆虫学研讨会”，推动了国际间和闽台地区之间昆虫学的合作与交流。福建省

昆虫学会受华东地区各省(市)昆虫学会的委托，于1992年创办《华东昆虫学报》(黄邦侃

教授主编)，在福建省科委和福建农业大学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出版6卷，为促进华东地区和

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以及全国昆虫学科的繁荣，做了应尽的一份工作。

概略地回顾福建省昆虫学科的发展历程，是为了激励斗志，继往开来，迈开大步，推动

福建省昆虫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福建省武夷山、梅花山、龙栖山等自然保护区和全省的昆虫资源科学考察还将继续；农、

林、牧、医害虫的综合治理，有益昆虫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任务，还

需要作深入的工作。《福建昆虫志》的编纂，是福建省昆虫学事业的一项基础工程，希望它的

出版对昆虫学的普及与提高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福建昆虫志》虽酝酿十多年，但直至1 994年

底才重振旗鼓，在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现在同读者见面了。

《福建昆虫志》分7卷出版。由于时间紧迫，对于目科的排序及数量未尽合理如意，有待

日后继续整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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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尾目P ROTURA

谢荣栋尹文英

(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

原尾虫又名壹元，是一类身体微小的昆虫，成虫体长一般在1,----2mm之间。体形细长，通

常为淡黄色，向后端体色渐深，可呈黄褐色；其中少数种类如红华虫元全身呈红棕色。

头部为长卵形或三角形，缺触角和复眼，但有一对假眼。口器为内颚式咀嚼型，位于头

部前端。由大颚基部内侧向后，有1对细长的颚腺，其形状在不同类群中亦不相同。

胸部3节，无翅，生有胸足3对。前胸足特别发达，伸向头部两侧，跗节上生有许多形

状不一的感器，有代替触角的功能。在古虫元科和华蛎科的中、后胸背板两侧，各生气孔1对。

成虫腹部12节，近前端I—I节腹面各生短小的腹足I对。第Ⅶ腹足前缘生有腰带，有的

种类在腰带上具有纵行的栅纹，或其他花纹、小齿I背板后侧为腹腺开口处，有的种类在开

口处生有具尖齿的栉梳。腹部近后端分别生有雌性或雄性生殖器，生殖孔在11～12节之间。

脂部

段部

圈1—1原尾虫身体分部示意图

A．普通古主元Eosentomon communis Yin成虫背面观B．夕壹元头部背面观C．夕妩第1一II腹足

D．巴壹元第1．II腹足E．古壹元第1一I腹足

首次在我国发现原尾虫的是杨集昆(1956)，至1963年尹文英记述2个新种开始，迄今

已报道了160余种，约占世界已知种的1／4。由于我国原尾虫种类丰富而且形态特殊，其间共

发现100多个新种，18个新属和1个新科。根据原尾虫的形态特征、胚后发育和比较精子学



2 原尾目

等的研究结果，尹文英(1983)对原尾虫的系统发生，提出了无气管系统的虫元亚目是较为原始

的类群的新概念；并据此重新整理了当时世界已知的54属，分为8科2亚目。在我国8个科

的种类均有发现，其中以始虫元科、檗妩科和古虫元科的种类尤为常见。

：垒吣：

图1—2古妩的前跗感器、气孔和外生殖器

A～B．前跗外侧面和内侧面观C．气孔D．雌性外生殖器E．雄性外生殖器

福建省已采集到的原尾虫，分别隶属于2亚目、3科、6属共18种。现记述如下：

分亚目检索表

中胸和后胸背板无气孔⋯⋯⋯⋯⋯⋯⋯⋯⋯⋯⋯⋯⋯⋯⋯⋯⋯⋯⋯⋯⋯⋯⋯⋯⋯壹元亚目Acerentomoidea

中胸和后胸各生气孔1对⋯⋯⋯⋯⋯⋯⋯⋯⋯⋯⋯⋯⋯⋯⋯⋯⋯⋯⋯⋯⋯⋯⋯⋯古壹元亚目Eosentomoidea

虫元亚目在福建仅发现檗虫元科Berberentomidae(2属2种)，古虫元亚目在福建有华虫元科

Sinentomidae(1属1种)和古壹元科Eosentomidae(3属15种)。
’

檗虫元科Berberentomidae

本科种类的第1腹足2节，第1一I对腹足1节，各生尖细刚毛2根或1根。颚腺管上的

萼为心形且无花饰。下唇须退化，仅有1个感器和最多3根刚毛。第Ⅶ腹节前缘的腰带有栅

纹，或退化、变形。本科迄今共有20属。福建已知有肯壹元属Kenyentulus和巴虫元属Baculentulus

各1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檗虫元科、华虫元科 3

1．1 日本肯妩Kenyentulus japonicus(ImadatQ，1 961)

全长600～900弘m。头93"-102肛mX 75～85p．m。假眼圆形7～8弘m×6～7肛m。头眼比12

"-'14。1。前跗长45～60弘m。跗爪比3．2～3．5：I。胸腹部毛序见简表：

部 胸部 腹 部

位
I I I I I。I Ⅳ V一Ⅵ Ⅶ Ⅶ Ⅸ X Ⅺ Ⅺ

背面 4
量 旦 126两6c)丽16c) 6a)) 叫1(16)d)216c1”78 496)9‘

16 16

腹面 4-___22 丝 丝
4 立5 ‘⋯7。8量8 兰0 4 4 4(6) 6

6 4 4

注：a)A1．2．5l b)A2．4．5，c)P1．1’．2．2’．3．4．4’．5，d)P1．1 7．2．2’．3．(3’)．4．4’．5．

分布：福建(福州．南平、龙岩、长汀)、陕西、上海、安徽、浙江、江西、湖南、四川、

云南、海南1日本。

图1—3日本肯妩Kenyentulus japonicus(Imaclate)

A．前跗内侧面B．前跗外侧面c．腹部Vl～Ⅶ节背面观D．栉梳E．颚腺F．雌性外生殖器

1．2天目巴蜕Baculentulus tienmushanensis(Yin，1 963)(图1—4)

我国南方最常见的原尾虫之一。全长800---1400肛m，头长96"-130／-m，假眼近圆形，直

径约8～12肛m，头眼比12----14：1。颚腺管短而平直，萼呈心形，简单或远侧具不规则突起，

腺管盲端不膨大或稍膨大。前跗长70～96弘m，爪长24～30弘m，跗爪比3．3．-一3．6。1。胸、腹

部毛序见下列简式：

部 胸部 腹 部
位 I I I I I—I Ⅳ一V Ⅵ VI Ⅶ Ⅸ X Ⅺ Ⅺ

背面 4
旦 旦

12百6a16 6a)168b)16 616_88814
1‘‘ 9。 。。

16 16

腹面 4-__44 丝 丝 ÷ 量 量 立 量 4 4 4 6 6
6 4 4 4 5 8 8 8

。 。 。

注l a)AI．2．51 b)A1．2．4．51 c)A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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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福建(南平、龙岩、长汀)、江苏、上海、安徽、湖北、浙江、江西、湖南、广西、

云南、贵州。

圈1-4天目巴蜕Baculentulus tienmushanensis(Yin)

A．下唇鬃B．颚腺C．前跗外侧面D．前跗内侧面E．腰带F．栉梳G．雌性外生殖器。

华虫元科Sinentomidae

成虫表皮坚厚，常呈红棕色。中胸和后胸背板两侧各具气孔一对。假眼特大呈椭圆形，具

10数根横行的线纹，第Ⅷ腹节无腰带，亦缺栉梳。前爪中垫之长约为爪长之半。前跗感觉毛

t_-1线形，皇和g均为毛形。本科在中国首先发现，仅1属、1种，也分布于福建。

1．3红华妩Sinentomon erythranum Yin，1 965(图1—5)

全长1200～1600肛m。头长形，后缘平直，前端略呈三角形。假眼特大，生于头侧，具横

行线纹10多根。前跗节较短，感觉毛为短梭形。第1对腹足2节，第1一I对各I节，各生刚

毛2根。华虫元胸、腹部毛序与其他各科均不相同，粗看可见3列，实际上是各节的后排刚毛

在生长过程中，主刚毛与副刚毛的距离拉大所致。胸、腹部毛序见下列简式：

部
胸部 腹 部

位
I I I I I—I Ⅳ V一Ⅵ Ⅵ Ⅶ ⅨX ．Ⅺ Ⅺ

背面 4晋晋 三舞) 舞器而8c) 瓦15d)015 12b19。19b 。b
o 9

腹面 6-__．22 丝 一6-2
5 (5) 三7(5) ⋯7⋯7

。7
。

7 孬 7(5)7(5) 6 8
4 4 4

注：8)A 1．2．3．4．5．6·b)Pc．1．1’．2．2’．3．3’．4．4’．5I c)A 1．2．3．4·d)Pc．1．1’．2．2’．3．4．5．



古虫元科 5

分布：福建(福州)、上海、安徽、浙

江、湖南、广东、广西、云南。

古虫元科Eosentomidae

中胸和后胸背板各有气孔1对。假眼

圆形或椭圆形，无或有中隔，或有3～5条

纵纹和小泡。第Ⅶ腹节既无明显腰带，又

缺栉梳。雌性外生殖器的端阴刺细长。

古虫元科是原尾目中种类最多的一科，

迄今全世界已记述10属250余种。我国先

后已报道8属70多种。福建共发现3个属

15种，它们是：古虫元属Eosentomon，lO种；

拟异虫元属Pseudanisentomon，4种；旭虫元属

Antelie，ztomon，1种。

分属检索表

I．中、后胸有气孔⋯⋯⋯⋯⋯⋯⋯⋯⋯⋯⋯2

B

|

厂f耐
，吣。c
、

D

圈1—5红华蜢Sinentomon erythranum Yin

A．整体背面观B．身体前部侧面观c．气孔

D．雌性外生殖器E．雄性外生殖器

中、后胸气孔退化⋯⋯旭壹元属Antelientomon

2．前跗感觉毛曼和g齐全⋯⋯⋯⋯⋯⋯⋯⋯⋯⋯⋯⋯⋯⋯⋯⋯⋯⋯⋯⋯⋯⋯⋯⋯⋯⋯⋯古蛎属Eosentomon

前跗感觉毛缺曼，而g较大⋯⋯⋯⋯⋯⋯⋯⋯⋯⋯⋯⋯⋯⋯⋯⋯⋯⋯⋯⋯⋯拟异蛎属Pseudanisentomon

分种检索表
’

1．第Ⅶ腹节腹板刚毛式为2／7或2／9⋯⋯⋯⋯⋯⋯⋯⋯⋯⋯⋯⋯⋯⋯⋯⋯⋯⋯⋯⋯⋯⋯⋯⋯⋯⋯⋯⋯o 2

第Ⅶ腹节腹板刚毛式为o／7⋯⋯⋯⋯⋯⋯⋯⋯⋯⋯⋯⋯⋯⋯⋯⋯⋯⋯⋯⋯⋯⋯⋯⋯⋯⋯⋯⋯⋯⋯⋯⋯7

2．第Ⅶ腹节腹板刚毛式为z／9，第vI腹节腹板生3对前刚毛(A2．4．5) ⋯⋯⋯⋯⋯⋯⋯⋯⋯⋯⋯⋯⋯⋯

⋯⋯⋯⋯⋯⋯⋯⋯⋯⋯⋯⋯⋯⋯⋯⋯⋯⋯⋯⋯⋯⋯⋯⋯⋯⋯⋯⋯九毛古妩Eosentomon novemchaetum Yin

第VII腹节腹板刚毛式为z／7⋯⋯⋯⋯⋯⋯⋯⋯⋯⋯⋯⋯⋯⋯⋯⋯⋯⋯⋯⋯⋯⋯⋯⋯⋯⋯⋯⋯⋯⋯⋯⋯3

3．第v—Vl腹节背板生4对前刚毛(A1．2．4．5) ⋯⋯⋯⋯⋯⋯⋯⋯⋯⋯⋯⋯⋯⋯⋯⋯⋯⋯⋯⋯⋯⋯⋯⋯5

第v一Ⅵ腹节背板生5对前刚毛(A1．2．3．4．5) ⋯⋯⋯⋯⋯⋯⋯⋯⋯⋯⋯⋯⋯⋯⋯⋯⋯⋯⋯⋯⋯⋯⋯4

4．假眼特大，椭圆形，具3条线纹，长14～16弘m，前跗内侧有b'-1感器⋯⋯⋯⋯⋯⋯⋯⋯⋯⋯⋯⋯⋯⋯

⋯⋯⋯⋯⋯⋯⋯⋯⋯⋯⋯⋯⋯⋯⋯⋯⋯⋯⋯⋯⋯⋯⋯⋯⋯⋯⋯大眼古壹元Eosentomon megaglenum Yin

假眼无线纹，长8～10pm，前跗内侧缺b'-1感器⋯⋯⋯⋯⋯短身古妩Eosentomon brevicorpusculum Yin

5．第vI腹节背板生4对前刚毛(A1．2．4．5．) ⋯⋯⋯⋯⋯⋯⋯⋯⋯⋯⋯线列古壹元Eosentomon linearis Yin

第Ⅶ腹节背板生3对前刚毛(A2．4．5．) ⋯⋯⋯⋯⋯⋯⋯⋯⋯⋯⋯⋯⋯⋯⋯⋯⋯⋯⋯⋯⋯⋯⋯⋯⋯⋯6

6．第1X—X腹节腹面有4根刚毛⋯⋯⋯⋯⋯⋯⋯⋯⋯⋯⋯⋯⋯⋯⋯”单龛古妩Eosentomon unirecessum Yin

第1X—X腹节腹面有6根刚毛⋯⋯⋯⋯⋯⋯⋯⋯⋯⋯⋯⋯⋯⋯⋯⋯⋯东方古妩Eosentomon orientalis Yin

7．第v腹节背板生4对前刚毛(A1．2．4．5)⋯⋯⋯⋯⋯⋯⋯⋯⋯⋯⋯⋯⋯⋯⋯⋯⋯⋯⋯⋯⋯⋯⋯⋯⋯⋯8

第v腹节背板生3对前刚毛(A1．4．5)或2对前刚毛(A4．5．) ⋯⋯⋯⋯⋯⋯⋯⋯⋯⋯⋯⋯⋯⋯⋯⋯9

8．第Ⅵ腹节背板生4对前刚毛(A1．2．4。5)，第vI腹节背板生2对前刚毛(A4．5．) ⋯⋯⋯⋯⋯⋯⋯⋯⋯

⋯⋯⋯⋯⋯⋯⋯⋯⋯⋯⋯⋯⋯⋯⋯⋯⋯⋯⋯⋯⋯⋯⋯⋯⋯伊岭古妩Eosentomon yilingense Yin et Zhang



6 原尾目

第Ⅵ一Ⅶ腹节背板均生2对前刚毛(A4．5．)⋯⋯⋯⋯⋯雁山古妩Eot汜ntomon yansIuancnse Yin et Zhang

9．第V—Vl腹节背板均生3对前刚毛(A1．4．5)，第vI腹节背板生1对前刚毛(A5)⋯⋯⋯⋯⋯⋯⋯⋯⋯

⋯⋯⋯⋯⋯⋯⋯⋯⋯⋯⋯⋯⋯⋯⋯⋯⋯⋯⋯⋯⋯⋯⋯⋯⋯⋯⋯⋯⋯普通古妩Eosentomon CO?7lm“靠is Yin

第V一Ⅵ腹节背板均生2对前刚毛(A4．5)。第Ⅶ腹节背板生l对前刚毛(A5)⋯⋯⋯⋯⋯⋯⋯⋯⋯⋯

⋯⋯⋯⋯⋯⋯⋯⋯⋯⋯⋯⋯⋯⋯⋯⋯⋯⋯⋯⋯⋯⋯⋯⋯⋯樱花古寞ic Eosentomon$akura Imadat龟et Yosii

1．4九毛古妩Eosentomon novemchaetum Yin，1 965(图1—6)

虫4枨600～884pm，头88～90弘mx 63～74pm，前胼胀54～58弘m，脐胍fl：5．4～5．8 I 1。

腹部第Ⅶ节腹面刚毛式为2／9。胸、腹部毛序见简表：

部 胸部 腹 部

位
I I I I I—I Ⅳ V一Ⅵ Ⅶ Ⅶ Ⅸ X Ⅺ Ⅻ

背面 4
旦 鱼

8 业1。16卫16 熊16 量9
6 6 6 9‘

16 16

腹面
6-2 6-__22 6-_44

4 }4 6】10 击10 号0 6
9

8。2。 。—‘
6 6 8

注：8)A 2．4．5．

分布：福建(长汀、漳州)、江苏、上海、江西、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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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6九毛古妩Eosentomon novemchaetum Yin

A．腹部v一Ⅶ节背面观B．前跗内侧面C．腹部Ⅶ一Ⅺ节腹面观D．前跗外侧面

1．5大眼古妩Eosentomon megaglenum Yin，1989(图1—7)

全长700-．一900#m，头72"-'83pmX 60～77弘m。假眼长14"-16t*m。头眼比4．5～5．2 l 1。

前跗长51～59弘m。跗爪比4．6～5．3 t 1。基端比0．8．-一0．9：1。雌性外生殖器的基内骨较大，

头片与腹片弯成s形。端阴刺较短。胸、腹部毛序见简表：



古壹元科 7

部 胸部 腹 部

位
I I I l I—I Ⅳ V．Ⅵ Ⅶ 幔 Ⅸ X Ⅺ Ⅻ

背面 丑 量 量
；8 1616；曹嚣1案V鱼。8 。6 。‘

16 16

腹面 盟 6-__22 6-__A4
4 量47鱼1。10

。

10
。6一6 8 12

6 6 8

注l a)A 2．4．5．

分布：福建(长汀)、陕西、湖北、云南、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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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7大眼吉妩Eosentomon megaglenum Yin

A．前跗内侧面B．头部背面观C．前跗外侧面D．雌性外生殖器

1．6短身古妩Eosentomon brevicorpusculum Yin，1 965(图1—8)

全长6 3 o～6 9 o肛m，头长7 7～8 0,um。宽5 5～6 4 pm。前跗长5 0～5 4弘m，跗爪比

5．2"--6．4。1。前跗内侧缺查’一1感器。胸、腹部毛序见简表：
．

部
胸部 腹 部

位
l I I I I—I 1V V—VI 1／11 Ⅶ Ⅸ X X1 Ⅻ

背面 4
豆 鱼

18 。16 ”16 。16 。6旦9
6 6 6 9‘

16 16

腹面 6-．_2z 6-__22 6-4

生4} 106 量10 旦10 V鱼6 6 8
12476 6 8

注；a)A2．4．5．

分布：福建(龙岩、长汀)、陕西、江苏、上海、安徽、湖北、浙江、江西、湖南、广东、

广西、四川、贵州。



8 原尾目

湖B

图1—8短身古妩Eosentomon brevicorpusculum Yin

A．前跗内侧面B．腹部v．Ⅺ节背面观C．前跗外侧面D．雌性外生殖器

1．7线列古妩Eosentomon linearis Yin，1979(图1—9)

全长754"--928肛m，头77"-89肛m×57～77肛m，假眼长8""9／比m，头眼比9．5,-,-10；1。前

跗长45～58弘m，跗爪比5．o～5．8。I。基端比0．8～1．0：I。第Ⅶ腹节背板的后排刚毛￡1与

图1—9线列古妩Eosentomon linearis Yin

A．前跗外侧面B．腹部、囊节背面观C．前跗内侧面D．雌性外生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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