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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蟀蟒目研究
’

佘书生① 归鸿② 尤大寿②

摘要 首次报导海南省呼辫 目昆虫共 1 9种
.

其中
,

利翅坪 属 C e n t or 户i t z u m
、

似宽基坪 属 C h or o t
er P i d “

、

印度呼属

八 id a
价 和忍 罗呼 属 T h ar u l 。 子 4 属 为我国新记 录属

; 海 南四 节呼 B a e t i : h a万n a n e n , “ s p
.

n o v
. 、

中国刹翅呼

C云月 tor P it l u二 动 i n e n s i s s p
.

on
,

. 、 .卜扁呼 月` Pat ` 。 n i a , i n or s p
.

n o v
. 、

海 南似动 呼 iC
n y g 切 i n a h a i n a 。。 : 15 s p

.

on
v

. 、

海南宽基呼 c 几

~ 。 户。 几a ` , a , ` , s` , s p
.

n o v
. 、

海南似宽基呼以 oor 脚户
id “ h a 。̀二。

, 。 : i , s p
.

n o v
. 、

海南印度

呼 八d 泣̀ 11: 五a i二 a n翻“ : s p
.

on
v

.

和涤 南据形呼 S

~
t e ll a h a `n a 。 。 n s￡5 s p

.

n o v
.

子 8 种为析种
,

并对共进行详细描

述 和讨论
.

主翅词 呼游 目 ; 记 录 ;热带 ; 亚热带

分类号 Q 9 5 9
.

2 1

O 引言
海南省位于北纬 1 8

0

9` 一 2 0
0

1 1` 和东径 1 0 8
0

3 6
,
一 1 1 1

0

4 ` 之间
,

属世界三大热带区之一的

印尼 一 马来热带区的北缘
,

具有热带与亚热带 自然条件的过渡特点
.

由于全省气温较高
,

雨量

充沛
,

山脉和河流纵横的独特地理环境
,

动
、

植物种类繁多
,

引起不少生物学家的兴趣
,

但迄今

有关海南省蚌蛤昆虫的报导却尚属空白
.

1 9 8 6年 4 一 6 月
,

佘书生曾在该省主要自然保护区和

林场等地选择 12 个点采集蚌蟒样本
.

采集方法是在溪边或河边找较宽广的平地
,

垫上一块约

Zm
名

的白布
,

用汽灯为光源诱捕
.

当蚌蛤停留在白布上时
,

成虫直接收集于小瓶中
,

用 75 % 酒

精保存
.

部分亚成虫则收集在小纸盒中
,

让其在当晚或 1 ~ 2 日内羽化为成虫
.

诱捕在黄昏后

进行
.

所采标本
,

现经初步研究
、

鉴定
,

整理成文
,

报导如下
.

本文记述已定名的蚌蟒共 19 种
,

分

别隶属 2 个亚 目
、

3 个总 科
、

8 个科
、

巧 个 属
.

其 中刺 翅 蚌属 肠 nt or iP t lu m
、

似宽基 蚌 属

C h
~ et rP ide

, 、

印度蚌属 nI dl’ al is 和思罗蚌属 T h a ur lus 等 4个属为我国新记录属
;
海南四节蚌

B a et i , 入a i n a n e o s .ls s p
.

n o v
. 、

中国刺翅蚌 C e n t r o P i t l u m : h i n en s i: s p
.

n o v
. 、

小扁蚌 H
e P t a
群

n i a

m i n o r s p
.

n o v
. 、

海南似动蚌 C i n y g m i n a h a i n a n e n s i s s p
.

n o v
. 、

海 南宽基 蚌 C h o or t e r p e s

h a i n a n en s i s s p
.

n o v
. 、

海南似宽基蚌 C h o or t er P id e s h a i n a n e n s i s s p
.

n o v
. 、

海南印度蚌 I n d i a z i s

h a i n a n e n s i s s p
·

n o v
.

和海南锯形蚌 S er r a t e l l a h a i n a n e ,: 5 15 s p
.

n o v
.

等 s 种为新种
,

并对其进行

详细描述和讨论
.

其中有关蚌蟒总科 ( E p he m e or id e a ) 的标本引自张俊所撰的论文
.

1 海南似动蚌新种
,

C i n夕g m i n a h a i n a n e n s i s ” p
·

n o v
·

见图 L

1
.

1 雄成虫

体长 8
.

5 一 9
.

s m m ;
前翅长 8

.

2 一 9
.

sm m
.

头部黄褐色
;
复眼黑色或灰色

,

背面相连
;
单眼

命 收稿日期
:
1 9 9 4一 1 0一 0 7

.

作者单位
:

①香港宾尼工程顾间有限公司
,

新界沙田白鹤汀街新城市商业大厦 n 楼
.

②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

2 1 0 0 9 7
,

南京
.

一 7 2 一



佘书生 等
:

海南省蜂姗 目研究

基部黑色
,

端部白色
;
触角浅黑色

.

前胸背板黄褐

色
,

具 1 对深褐色的环纹
;
中胸背板中部浅黄色

,

两侧黄褐色
;
后胸背板褐色

;
腹部腹面白色或浅黄

色
.

前
、

后翅透明
,

但前缘区与亚前缘区呈 白色半

透明
;
前翅前缘区及亚前缘区基部的横脉较弱

,

甚

至 消失
;
后翅肩角钝圆

,

肘脉区具 1条 闰脉
.

前足

等于或略短于体长
,

胫节长为腿节长的 1
.

05 倍
,

跄节长为腿节长的 1
.

5 倍
,

跄节各节长度的排列

顺序为 2 , 1 ~ 3 , 4 , 5 ;后足胫节长为腿节长的 0
.

8

倍
,

跄节长为腿节长的 0
.

29 倍
,

跄节各节长度的

排列顺序为 5
,

1
,

2
,

3 , 4
.

所有各足的爪均为 1 尖 1

钝
.

腹部两侧各具 1 条红褐色或褐 色的纵带
,

腹部

背腹部均白色无花纹
.

尾侠 4节
,

第 2 节最长
,

第 3

节与第 4 节长度之和不及第 2 节的 1 2/
;
生殖下板

沿中部略凹陷
; 阳茎基部愈合

,

中间分离为 2 个阳

茎叶
,

每个阳茎叶再分为 3 小叶 (腹面 2 叶
,

背面 1

叶 )
,

阳茎叶基部具 1不太明显的阳端突
,

在 2个阳

茎叶中有 1小突起
.

尾丝 2 根
,

白色
,

长 18 m m
.

图 l

1
.

2 雄亚成虫

下孟
海南似动蚌 新种 c i , ,

脚
i n a 人a i n a n e n: i : : p

.

n o v
.

l 前翅 沼 后翅口 后翅放大以 前足
,

5 后足伟 后足附节放大口 生殖器腹面观

体长 8 一 10 m m, 前翅长 8一 10 m m
斗部白色 \

至浅褐色 ;复眼黑色
,

在背面分离
;
单眼与雄成虫相似

.

前翅褐色
,

前缘区与亚前缘 区为白色不

透明
,

横脉不太明显
,

足白色
,

腹部色泽和斑纹与雌成虫相似
.

L 3 雌成虫

体 长 g m m
,

前翅长 9
.

sm m
.

体呈黄色
,

头部及胸部的色泽和斑纹与雄成虫相似
.

腹部两侧

各具 1浅黄褐色纵带
.

1
.

4 稚虫

未知
.

1
.

5 模式标本

正模 含成虫 ;配模 早成虫
.

佘书生 1 9 8 6年 5月 30 日采于通什
.

副模成虫及亚成虫 15 7头
.

佘书生 1 9 8 6年 4 一 6 月采于尖峰
、

通什
、

石壁
、

陵水
、

坝王岭
、

叉河
.

标本均保存在 75 铸酒精中
.

模式标本藏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

1
.

6 讨论

海南似动蚌与红斑似动蚌 iC
n y g m i` ur b or m ac ul at

a Y ou et al
.

1 9 8 1 近似
,

但雄性生殖器

有以下特点与之相区别
:

① 阳茎 叶基部 1 对针状突起指向两侧而不是平行向后
;② 阳茎叶端

部阳茎小叶彼此分离较明显
; ③ 两阳茎叶之间的距离较大

.

2 小扁蚌新种
,

H e p t a g e n i a m i n o r s p
.

n o v

见图 .2

.2 1 雄成虫

一 7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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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 4
.

0 一 5
.

s m m;
前翅长 4

.

0 一 5
.

s m m
.

头部

黄色
,

触角白至黄色
;
复眼黑色

,

两复眼背面相接
;
单

眼基部黑色
,

端部白色
.

前胸背板中央深褐色
,

侧面

及腹面黄色
;
中胸背板黄色

,

部分区域为黄褐色 ;后

胸背板淡黄褐色
,

具 1 对褐色横行的斑
,

两侧淡黄色
.

前
、

后翅透明
,

纵脉及横脉 白色
,

前翅翅痣 区呈不透

明白色
,

前缘脉 区横脉弱 或趋于消失
.

前足长 3 一

4 m m
,

短于体长
,

腿节近基端 白色
,

远端淡黄褐色
,

胫

节白色至淡黄色
,

跄节淡黄褐色
,

胫节长为腿节长的

1
.

16 倍
,

跄节长为腿节长的 1
.

32 倍
,

跄节各节长度的

排列顺序为 2
, 3 , 4 ,

1 ~ 5 ;中
、

后足白色 ; 后足跄节各

节长度的排列顺序为 1
,
5

, 2 ~ 3 , 4
.

爪均为 1尖 l 钝
.

腹部白色至淡黄色
,

第 1 一 4( 或 1 一 6) 节背板具淡褐

色色斑
.

尾侠 4节
,

第 2节最长
; 阳茎基部有 1对小刺

,

端部不具刺
.

尾丝 2根
,

白色
,

长 5 一 g m m
,

中尾丝退

化
,

残留甚短
.

2
.

2 雄亚成虫 图 2 小扁蚌 新种 eH tP a
ge in 。 m i

~
, p

. 。

.vo

体长 3
.

9 一 5
.

s m m ;
前翅长 4

.

2 一 5
.

sm m
.

身体 1 前翅
. 2 后翅 . 3 后翅放大

, ` 前足
, 5 后足 ,

一般呈白色至淡黄色
.

翅淡黄褐色
,

半透明
.

6 后足胃节放大口 生殖器腹面观

2
.

3 雌成虫

体长 s m m ;
前翅长 s m m

.

色泽和斑纹与雄成虫相似
.

2
.

4 稚虫

未知
.

2
.

5 模式标本

正模 舍成车
.

佘书生 1 9 8 6年 5 月 31 日采于毛阳
.

配模 早成虫
.

佘书生于 1 9 8 6 年 5 月 n

日采于石壁
、

琼海
.

标本均保存在 75 呱酒精中
.

模式标本藏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

2
.

6 讨论

小扁蚌与我国及东洋界扁蚌属其他种的明显区别
:① 体形最小 ;②翅上无斑纹 ; ③腹部背

板具淡褐色色斑
;④ 阳茎基部有 l 对小刺

.

3 海南宽基蚌新种
,

C h o r o t e r 户e s h a i n a n e n s i s ” p
·

n o v
·

见图 .3

3
.

1 雄成虫

体长 5
.

Zm m ;
前翅长 6m m

.

头部复眼上部黄褐色
,

基部黑色
,

于头后上方中央相接
;
单眼基

部黑色
,

中部黄褐色
,

顶部白色
;
触角梗节及鞭节浅褐色

,

柄节褐色
,

两触角间有 1对黑色斑纹
.

胸部呈不均一的黄褐色
;
中胸背板前侧缘及后侧缘深褐色

,

前翅翅痣区为不透明白色
,

其余膜

质部透明
,
C 脉

、

cS 脉及 R
,

脉基部褐色
,

其他纵脉为浅褐色
,

R s
及 M P 脉分叉点离翅基的距离

相等
,

呈对称性分叉
;
横脉灰白色

,

C u 区有 5 条闰脉
.

前
、

后足腿节中部及端部有深褐色横带

纹
.

腹部浅褐色
,

第 1 一 7 节半透 明
,

第 8 一 9节不透明
,

第 1 一 9节背板呈不均一黑褐色
,

侧缘

一 7 4 一



佘书生 等
:

海南省姆蜷 目研究

颜色较深
,

第 2 一 7节背板各具 l 对浅色的棒状斑

纹
,

两侧各具突出物
.

阳茎叶管状
,

虽分离但紧靠

在一起
.

尾丝 3根
,

浅褐色
,

近基部具褐色环纹
,

中

尾丝长 s m m
,

尾须长 7
.

s m m
.

3
.

2 雄亚成虫

体长 4 一 s m m ;
前翅长 1

.

5 一 6
.

Zm m
.

色泽和

斑纹与雄成虫相似
.

3
.

3 雌成虫

体长 5
.

s m m ,前翅长 7m m
.

头部有分散的黑

褐色
,

复眼灰黑色
,

触角浅褐色
.

前胸背板褐色
,

有
“ Y ”

形斑纹
,

后缘及侧缘呈黑色
;
中

、

后胸与雄成

虫相似
.

翅的颜色及脉相亦与雄成虫相似
,

腹部背

板较雄成虫深
,

尾丝色泽较雄成虫淡
.

3
.

4 稚虫

未知
.

.3 5 模式标本

正模 含成虫
.

佘书生 1 9 8 6 年 5 月 24 日采于

陵水
.

配模 早成虫
,

佘书生 1 9 8 6 年 6 月 1 日采于

毛阳
.

副模 含
、

早成虫及亚成虫 1 14 头
,

佘书生

1 9 8 6 年 4 一 6 月采于毛阳
、

石壁
、

保宁
、

陵水
、

叉

河
、

尖峰
、

琼海
、

坝王岭
.

标本均保存于 75 呱酒精

中
.

模式标本藏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

图 3 海南宽荃蚌

新种 C 人口 r以 , P es h a ` , a , 。 5 1: s p
.

on
v

.

前翅
; 2 后翅 ; 3 后翅放大

; 4 前足
; 5 前足钳节放大

;

后足 口后足钳节放大侈 生殖器腹面观

3
.

6 讨论

海南宽基蚌与本属其他种的综合特征区别为
:

① 两复眼背面相接 ; ② 腹部背板中央有 1

行纵浅色纹
,

第 2 一 7节背板各具 l 对浅色棒状斑纹
; ③足腿节中部及端部有深褐色横带纹 ;④

前翅 C u 区有 5 条闰脉
; ⑤ 阳茎叶管状

.

4 海南似宽基蚌新种
,

hC
o r o t e r

P i d e : 无a i n a n e n s i , s p
.

n o v
.

见图 4

.4 1 雄成虫

体 长 s m m ;前翅长 s m m
,

头部具不均一的黄褐色斑纹 ;复眼上部黄褐色
,

两复眼在背面几

乎相接
;
单眼基部黑色

,

顶部白色
;
触角浅黄褐色

.

胸部黄褐色至褐色
,

从背面看前胸被复眼遮

盖 ;中胸背板的前侧缘及后侧缘深褐色
,

中央区域为不均一的黄褐色
.

前翅基部褐色
,

翅痣 区半

透 明
,

其余膜质部分透 明无色
;
前

、

后翅的纵脉和横脉均灰白色
.

前足腿节长为胫节长的 23/ ;

跄节各节长度的排列顺序为 2
, 3 , 4

,

5
,

1 ;
后足腿节中部有 1浅褐色斑纹

;
跄节各节长度的排列

顺序为 4 , 3 ,

2
,

1
.

爪均为 1 尖 1钝
.

腹部第 1 一 7节背板浅黑褐色
,

第 8 一 10 节背板黄褐色
,

第

2 一 8节背板各具 1对纵行的棒状斑纹
,

第 2 一 7 节两侧各有 1 小的突起物
.

尾侠 3 节
,

第 l 节

最长
,

向内弯曲
,

第 3节长度约为第 2节长的 12/
; 阳茎叶虽 自基部分裂

,

但两叶仍合并在一起
,

顶端倾斜
,

具短而不明显的毛状物
,

外侧呈波浪形
,

其长度为尾铁的 1 3/
.

尾丝 3 根
,

灰白色
,

尾

一 7 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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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长 4
.

g m m
,

中尾丝长 6
.

g m m
.

4
.

2 雄亚成虫

体长 3
.

s m m ;
前翅长 4

.

Zm m
.

头部褐色
;
翅

为浅黄色
;
足的色泽比成虫淡

,

前足特别是跄节

较成虫短
;
后足无明显的斑纹

.

.4 3 雌成虫
、

稚虫

皆未知
.

.4 4 模式标本

正模 舍成虫
;副模 含亚成虫

.

佘书生 19 8 6

年 4 月 18 日采于通什
.

标本均保存在 75 肠酒精

中
.

模式标本藏南京师范大学生物
.

4
.

5 讨论

海南似宽基蚌与本属其他种的综合特征区

别为
:

① 后翅翅脉趋于退化
; ② 阳茎叶外侧呈

波浪形
,

端部斜切
,

长度约为尾侠的 1/ .3

5 海 南 印 度 蚌 新 种
,

nI id a il :

h a i n a n e n s i s s P
.

n o v
.

见图 5
.

图 4 海南似宽基蟒
-

5
.

1 雄成虫 新种 c ho ` “ p
ides

几a i ” a n “ s。 “ p
· ” o v

·

体长 4m m ;
前翅长 4m m

.

头部浅褐色
;
复眼 1 前翅

, 2 后翅 ; “ 后翅放大
. 4 前足

, 5 前足附节放大
,

上 部黄褐色
,

彼此分离
;
单眼基部黑色

,

顶部白 6 后足 ; 7 后足附节放大
, 8 生殖器腹面观

色
;
触角近基部为褐色

,

端部变淡
,

趋于无色
.

胸部不均一的黄褐色至黑褐色
.

前翅翅痣区半透

明
,

其余部分均透明状
;
前

、

后翅的翅基均褐色
、

纵脉和横脉为无色至浅黄色
,
前翅肘区闰脉一

般为 3条
,

后翅前缘突尖锐
,

位于翅的中央
.

前足腿节的近基部
、

中部
、

近端部各具 1 深褐色的

横带纹
;
胫节长为腿节长的 0

.

6 倍
; 跄节各节长度的排列顺序为 2

,

3
,

4
,

5
, 1 ;
中

、

后足腿节的中

部及近端部各具 1横带纹
; 后足跄节各节长度的排列顺序为 4

,

2
,

1
,

3
,

爪均为 1尖 1钝
.

腹部第

1 节背板后缘黑褐色
,

第 2 一 8 节背板黑褐色
,

前缘有 2对略呈三角形的浅色斑块
,

背中线两侧

各具 l 对纵向的深色棒状斑纹
,

第 9 一 10 节背板黄褐色
,

各有 1浅色三角形斑块
.

第 1 一 8 节

腹板灰白色
,

第 9节腹板及下生殖板褐色
,

第 2 一 7节腹板后侧角各有 1对褐色斑纹
.

尾快 3节
,

第 3节长是第 2节长的 2 5/ 一 12/
; 阳茎叶管状

,

基部宽
,

向顶端渐细
.

尾丝 3 根
,

基部一些关节

具褐色斑纹
,

中尾丝长 6m m
,

尾须长 4m m
.

5
.

2 雄亚成虫

体长 2
.

s m m ;
前翅长 3

.

2 一 4 m m
.

色泽和斑纹与雄成虫相似
.

5
.

3 雌成虫

体长 4 m m ;
前翅长 4m m

.

头部浅褐色
,

有 1对斜向的褐色条纹
;
复眼黑色

;
单眼基部深褐

色
,

顶部白色
,

触角浅褐色
.

其余与雄成虫相似
.

5
.

4 稚虫

一 7 6 一



2̀、
。

、
7

、刀。””n”“““n“日日“US

未知
.

5. 5 模式标本

正模 含成虫
;
配模 早成虫

.

佘书生于 1 9 8 6 年

5 月 3 0 日采于通什
.

标本均保存在 75 呱酒精中
,

模式标本藏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

5
.

6 讨论

海南印度蚌与本属其他种的综合特征区别

为
:

① 两复眼背面不相接 ;② 足有明显的斑纹 ; ③

前翅肘区闰脉一般为 3条
;④ 后翅前缘突尖锐

,

位

于翅的中央 ;⑥ 阳茎较短
.

6 海 南 锯 形 蚌 新 种
,

S er ar et “ a

h a i n a n e n s i s s P
.

n o v
.

见图 .6

6
.

1 雄成虫

体长 6m m ;
前翅长 s m m

,

头部灰白色
,

前缘灰

褐色
,

复眼上部黄色
,

下部黑色
,

两复眼于背面相

接 ;单眼基部黑色
,

端部灰白色 ;触角淡黄色
.

前胸

背板淡黄色
,

部分被复眼遮盖
,

其侧缘及后缘褐

色 ;中
、

后胸背板浅黄色
,

侧缘褐色
.

前足基节基部

和 中
、

后足的基节褐色
,

其余部分为灰白至淡黄

色
,

各腿节近端部具 1 褐色斑纹
,

后足尤为明显
;

前足胫节长于跄节
,

跄节各节长度排列顺序为 1 ,

2
, 3 ,

4 ; 后足胫节较附节长
,

附节各节长度排列顺

序为 4 , 1
,

2
,

3
.

爪均为 1尖 1钝
.

翅半透明
,

后翅很

小
,

纵脉及横脉为灰 白色
.

腹部背面中央无斑纹
;

第 1 一 9 节侧面具褐至深褐色的斑纹
,

中部具浅

色的纵带
,
腹板褐色

,

前
、

后缘白色
,

侧 区深褐色
.

尾铁灰白色
,

第 2节最长
,

端节长度不到宽度的 2

倍
;
阳茎叶顶部向侧面略突起

.

尾丝 3 根
.

6
.

2 雄亚成虫
、

雌成虫和稚虫

均未知
.

.6 3 模式标本

正模 舍成虫
,

佘书生 1 9 8 6 年 5 月 29 日采于

保宁
.

副模 舍成虫
,

佘书生 1 9 8 6 年 5月 27 日采于

吊罗
.

标本均保存在 75 铸酒精中
.

模式标本藏南

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

6
.

4 讨论

图 5 海南印度蜂 新种介 id “
` h ia朋~

“ .
.P On

,
·

1 前翅
. 2 后翅侈 后翅放大币 前足附节放大伟 后足

.

7 后足附节放大
. 8 生殖器腹面观

图 ` 海南锯形蚌 新种 S 。

。 t以 l a h a i ” a n ` ” `￡5 s p
·

n o v
·

1 前翅
; 2 后翅 , 3 后翅放大

, 4 前足 ; 5 后足 ;

6 后足附节放大
, 7 生殖器腹面观

一 7 7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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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小蟀与 日本种 E p ll e
m er

e z za ( 5
.

)
二 u

fa I m a n i s 人

的外生殖器相似
,

但新种有下列明显特征可以区别
:

① 腹侧无纵行的 2 行深色斑纹 ;② 阳茎侧突不明

显
.

7
_

,

海南四节蚌新种
,

B a e t i s h a i n a n e n s i s s P
.

n o v
.

见图 .7

7
.

1 雄成虫

体长 3m m ;
前翅长 2

.

g m m
.

头部筑白色
;
复眼基

部黑色
,

端部黄褐色
,

两眼于基部相接
;
单眼基部深

褐色
,

端部白色
;
触角浅黄褐色

.

胸部灰白色
,

前胸背

板白色略带浅褐色
;
后胸背板前半部色浅

,

后半部较

深
.

前足胫节比跄节略长
,

跄节各节长度的排列顺序

为 2
,

3 ,

4
,
5

,

1
.

后足胫节 比跄节长
,

跄节各节长度的

排列顺序为
: 4 ,

1
,

2
, 3

.

爪 1 尖 1 钝
.

翅透明
,

前翅基

部略带褐色
,

前缘脉区和亚前缘脉区乳白色
;
后翅极

小
,

前缘突起呈钩状
,

有 1条不明显的纵脉
.

腹部第 1

图 7 海南四节浮 新种 石如` it’ ha 认。 。 “ , 叩
.

on .v

1 前翅
, 2 后翅 , 3 后翅放大

, 4 前足
; 5 后足 .

一 6节透明
,

背
、

腹板均无色斑
;
第 7 一 10 节不透明

, 6 后足附节放大
` 7 生殖器腹面观

第 7 一 8 节背板黄褐色
,

第 9 一 10 节背板白色
;
第 7 一 9节腹板淡黄褐色

.

尾侠基节及第 2 节

基部黄褐色
,

其余部分白色
.

尾丝白色
,

无环状色斑
,

长 5
.

Zm m
.

7
.

2 雌成虫和稚虫

均未知
.

7
.

3 模式标本

正模 舍成虫
,

佘书生 1 9 8 6 年 6 月 3 日采于乐东
.

副模 8 舍舍亚成虫
,

佘书生 1 9 8 6年 4 月

2 7 日采于尖峰
.

标本均保存在 75 % 酒精中
.

模式标本藏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

7
.

4 讨论

海南四节蚌与本属其他种的主要区别为后翅极小
,

前缘突起呈钩状
,

只有 1 条不明显的纵

脉
.

s 中国刺翅蚌新种
,
C e n t r o户t i l u m c h i n e n s i s s p

·

n o v
·

见图 &

8
.

1 雄成虫

体 长 3
.

s m m ;
前翅长 4 m m

.

头部浅黄色
;
复眼锥状

,

上部浅黄色
,

基部色略深
,

两复眼在基

部相接
;
单眼基部褐 色

,

端部灰白色
;
触角的柄节及梗节灰白色

,

鞭节浅褐色
.

胸部前胸背板浅

褐 色
,

中胸及后胸背板淡黄色
.

腹部腹面灰白色至浅黄色
.

前足胫节略短于跄节
,

跄节各节长度

的排列顺序为 2
,

3
,

4 ,

5
,

1 ;
后足跄节 3节

,

各节长度的排列顺序为 1 一 3 ,

2
.

爪为 1尖 1钝
.

前翅

翅痣区
、

前缘脉区及亚前缘脉区略呈乳 白色
,

其余膜质部分透明无色
,

纵脉及横脉灰白色
,

翅痣

一 7 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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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有横脉 3 一 6 条
; 后翅小而狭长

,

纵脉 2条
,

前

缘突起呈钩状
.

腹部灰白色
;
第 1 一 6 腹节透

明
;
第 1 一 7节背板各具 1 对横向的红色斑纹

;

第 2 一 7 节背板近侧缘各具 1纵 向深红褐色的

斑纹 (左右成对 ) ;
第 8 一 9 腹节不透明呈白色

至浅黄色
.

生殖器 白色
; 尾铁 4 节

,

第 3 节最长
,

尾丝灰白色
.

8
.

2 雌成虫及稚虫

均未知
.

8
.

3 模式标本

正模 含成虫
.

佘书生 1 9 8 6 年 5 月 10 日采

于琼海
.

副模 3 舍舍成虫
,

日期和地点同正模
;

1 舍亚成虫
.

佘书生 1 9 8 6 年 5 月 6 日采于坝王

岭
.

标本均保存在 75 呢酒精中
.

模式标本藏南

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

8
.

4 讨论

中国刺翅蟀与本属其他种的综合特征区别

为
:

①身体较长 ;② 腹部背板具红斑 ;③前翅翅

痣区具 3 条横脉
; ④ 复眼黄色 ; ⑤ 后足跄节各

节长度的排列顺序为 1 一 3
,

.2

蜂遥
)

)

图 8 中国朝翅蜂 新种 C e n tor P i t i u , c人i n e n s i : s p
.

n o v
.

前翅
; 2 后翅 口 后翅放大

; 4 前足
; 5 前足附节放大

;

后足
; 7 后足附节放大

, 8 生殖器腹面观

9 海南省蚌蟒目昆虫名录
蚌蛤目 E p h e m e r o p t e r a

裂盾蚌亚目 S e h is t o n o t a

四节蟀总科 aB
e t o id e a

短丝蚌科 S i p h l o n u r id a e

等蚌属 sI
o n
岁人i a E a t o n

( 1 ) 海南等蟀 sI
o n
笋h i a h a i n a n e n s i: S h e e t Y o u

四节蚌科 aB
e t id a e

四节蚌属 B a e t i: eL
a c入

( 2 ) 海南四节蟀 B a e t i s h a i n a n e ,: 5 15 s p
.

n o v
.

刺翅蚌属 eC
n t or P t i zu m 五 a t o n

( 3 ) 中国刺翅蟀 新种 C e , , t r o P t i l u m c ll i n e , : 51: s p
.

n o v
.

扁蚌科 H e p t a g e n i id a e

扁蟀属 H
e P t a g e ,: i a

w
a l s ll

( 4 ) 小扁蚌 新种
,

H e P t a g
e ,: i a m s , , o r s p

.

n o v
.

似动蟀属 iC
n y g m l’;l a

K i m m i sn

( 5 ) 宜兴似动蚌 C i n 夕g m i n a 夕 i x i , , g e , : 5 1: W
u e t Y o u

( 6 ) 海南似动蟀 新种
,

C i n y g m i n a 入a i n a ,: e n s i、 s p
.

n o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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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裳蚌总科 L e p t o p h l e b i id e a

细裳蚌科 L e p t o p h l e b i id a e

柔裳蟀属 万
口份。 Phl eb io d es u lm er

( 7 ) 吉氏柔裳蚌 H
a b r o Ph le bi o d e s g i zz i es i P e t e r s

宽基蚌属 hC or o

etr P es E at on

( 8 ) 海南宽基蟀 新种
,

hC
o or t er P es 入a i n a n o s i: s p

.

n o v
.

似宽基蚌属 hC
o or t er P i

des u l二er

( 9 ) 海南似宽基蚌 新种
,

C h o or t er P i山
: 人a i n a n e n s i : s p

.

n o v
.

思罗蚌属 T 入ar u l u : E a t o n

( 1 0 ) 浅栗思罗蟀 T h ar u l u s

~
ica s t a n ea ( G i l l i e s )

印度蚌属 nI d’’ a l i , P e t e r s e t E dm u n d s

( 1 1 ) 海南印度蚌 新种
,

I n d i a l i s h a i n a n en s i: s p
.

n o v
.

蚌蟒总科 E p h e m e r o id e a

多脉蚌科 P o ly m i t a r e y id a e

埃蚌属 EP
h
~

n
w i“ ia m so n

( 1 2 ) 海南埃蚌 E P h o or n h a i n a n en s i s Z h a n g e t G u i
.

蚌蜷科 E p h e m e r id a e

伊蚌属 E a t o n i岁
n i a

lU m er

( 1 3 ) 查氏伊蚌 E a t o n i群
n i a hc a P e汀 N a v a s

蚌蛤属 EP
h em ear 乙i n n a e u s

( 1 4 ) 毛阳蟀 E P h o ear m a
叮

a n g e n s i s Z h a n g e t G u i

( 1 5 ) 尖峰蚌 E P hem ear ij a n
fe

n

岁 sn i s Z h a n g e t G u i

( 1 6 ) 万泉蚌 E P hem ear w a n g u a n o s i s Zh a n g e t G u i

( 1 7 ) 海南蚌 E P hem ear
h a i , a en sn i s Zh a n g e t G u i

河花蚌科 P o t a m a n t h id a e

似河花蚌属 尸口 at m an tho de
:

( 1 8 ) 台湾似河花蟀 P o t a m a n t h o
de

,

fo mor
s u , E a t o n

全盾蟀亚目 P a n n o t a

小蚌总科 E p h e m e r e l l o id e a

小蚌科 E p h e m e r e l lid a e

锯形蚌属 S

~
et l al A l le n

( 1 9 ) 海南锯形蚌 新种 S

aerr
t ell

a h a i n a n en s i: s p
.

n o v
.

承王文 高级工程师为播图复墨
,

特此致谢
.

一 8 0 一



余书生 等
:

海南 省邺聪 目研究

表 1 海南省蚌蟒 目昆虫的分布

坝王岭叉河五指山琼 石 陵 吊 保 通 毛 毛 乐 尖

峰一+阳一十海 壁 水 罗 宁 什

序号

++++

++

十+十十+++ ++++

++

+

+++

海南等蚌 I , 班
h i a h a i o a n。。 5 1: S h e e t Y o u

宜兴似动蜂 c i二邓 , i , a , ix i n g e月 S“ w u e t Y o u

海南似动蜂 ic
, , g 功 i , a 而a认 a

~
51: : p

.
n
vo

.

小扁蟀月护切 g翻抽 , i o or 。 p
.

n o v
.

吉氏柔裳蟀 月
口加。户h“

。
山

` 91 111 0 1加如
海南宽基蜂 以

ooertr
p es h a i an

。 。 5 15 叩
.

n o v
.

海南似宽基姆 hc
o r o叙丫 P i山

` h a i o a , e o is : 。 p
.

n o v
.

浅栗思罗蜂 介 ar 以
u s

~ ica 翻二

栩 ( iG ill e : )

海南印度蚌 了. d左` 11 ,
加加

a 。 。 : i , 叩
.

n o v
.

海南锯形蜂 `

~ 诫
( 5

.

) 加i . a

~
, i ,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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