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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根据产自四川的模式标本及产自湖北的标本，对绿角星天牛 Anoplophora viriantennatus Wang ＆ Jiang，

1998 进行了重新描述，其雌性为首次报道，该种也是首次记载分布于湖北，并提供了雌、雄成虫及生殖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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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oplophora viriantennatus Wang ＆ Jiang，1998 is redescribed based on the holotype from
Sichuan and other materials from Hubei of China. The female is re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and the species
is also firstly recorded in Hubei. Adult images and genitalia images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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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凯 ( 1998 ) 根据采自四川的单个雄性标

本描 述 了 绿 角 星 天 牛 Anoplophora viriantennatus
Wang ＆ Jiang，1998，模式标本保存于西南大学标

本馆。Lingafelter ( 2002 ) 依据正模标本对该种进

行了重新描述。
近年来，在对湖北大别山自然保护区进行天

牛资源调查时，采集到了 5 雌 2 雄共 7 号绿角星天

牛标本。经与模式标本比对，发现该种的原始描

述和 Lingafelter 的重描述均依据同一个残破的雄性

标本，描述不够准确且不完全。
本文对绿角星天牛进行了重新描述，首次记

述了雌性个体，给出了雌、雄成虫照片和生殖器

照片。该种也是首次记载分布于湖北。

1 形态描述

绿角星天牛 Anoplophora viriantennatus Wang ＆
Jiang，1998

Anoplophora viriantennatus， Wang ＆ Jiang，

1998: 334; Lingafelter ＆ Hoebeke，2002: 140．
观察标本: 正模，♂，四川，具体采集信息不详;

其它材料: 1♀，湖北英山桃花冲，2014-6-28，项

兰斌 采; 1♀，湖 北 英 山 吴 家 山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2006-7-14，陈力争采; 1♀，2♂，湖北英山吴家

山国家森林公园，2006-7-13，吴彬采; 1♀，湖北

英山吴家山国家森林公园，2006-7-11，闵小云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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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北英山吴家山国家森林公园，2005-8-18，

采集人不详。
分布: 中国 ( 四川、湖北) 。
雄虫: 体 长 28 － 33 mm， 鞘 翅 肩 宽 10 －

13 mm。体黑色，具蓝灰色至灰白色绒毛斑。头部

被半透明细短绒毛，额两侧复眼周缘被极薄的蓝

灰色短绒毛，后颊下方具 1 个显著的蓝灰色毛斑，

上颚基部外侧密被蓝灰色绒毛，上唇蓝灰色绒毛

较前者稀薄而色浅。触角柄节被浅薄的蓝灰色绒

毛，自第 3 节开始基部具蓝灰色至灰白色绒毛环，

绒毛环长度自第 3 节至第 10 节依次略增，第 11 节

基部及端部几全被蓝灰色绒毛，仅中部具一狭窄

的黑色环。前胸背板端半部中央两侧各具 2 个灰

白色绒毛斑，前方 1 个较明显，前胸背板每个颗

粒状刻点内着生 1 根黑色竖毛。鞘翅肩部内侧被

灰白 色 细 短 绒 毛，形 成 模 糊 的 毛 斑，翅 面 约 具

14 个大小不一的灰白色绒毛斑: 沿翅缘约等距离

排列 5 个; 沿鞘缝中部约等距离排列 3 个; 翅中央

约具 6 个，2 个位于鞘翅基部 1 /4 处，横向排列，

极小，其余 4 个较大，约等距离向翅端纵向排列。
小盾片被浓密的半透明绒毛，端部被蓝灰白色绒

毛。腹面密被半透明绒毛，后胸腹板两侧各具 1
个蓝灰色大绒毛斑，中胸前侧片及后胸后侧片后

中部具 1 个同色小毛斑。每腹节后缘被极薄的蓝

灰色绒毛，在两侧形成 1 个明显的蓝灰色绒毛斑

点。足腿节端半部、胫节基半部及跗节背面被蓝

灰色绒毛。
头具细刻点，额近方形，中央具深纵沟伸至

后头。复眼下叶长于颊。触角约为体长的 2 倍，

柄节端疤十分显著，第 3 节长于第 4 节，约为柄节

长的 1. 4 倍，第 4 节约与第 5 节等长，第 6 至第

10 节长度依次递减，第 11 节最长。前胸背板显著

横宽，中部及侧刺突上具数个颗粒状刻点; 侧刺

突圆锥形，短钝; 中区具 5 个隆起: 每侧各 2 个，

较不明显，中部之后中央 1 个，十分显著。小盾片

舌状。鞘翅长约为肩宽的 2 倍，略拱突，翅端圆，

基部仅肩部具少许颗粒。中胸腹板凸片瘤突发达。
腹部末节腹板端缘近于平直。足中等长，较粗壮。

雄性生殖器: 第 8 腹节背板端部平截，中央

微凹，具浓密缘毛 ( 图 70 － 71) 。侧面观阳茎基从

基部到端部的直线距离略长于中茎 ( 含中茎突)

( 图 59) 。阳基侧突长约为基部宽的 6 倍，腹面粗

糙具刻点，每个刻点内着生 1 根黄棕色刚毛，1 对

阳基侧突在端部彼此靠拢。中茎 ( 含中茎突) 强

烈弯曲，中茎基交配孔腹缘钝圆 ( 图 58，66) 。
雌虫: 体 长 32 － 35 mm， 鞘 翅 肩 宽 13 －

14 mm。与雄虫较相似，但触角仅略长于身体，鞘

翅肩部颗粒在肩后分布至翅基部 1 /4 处。腹部腹

板后缘淡蓝色绒毛较雄虫浓密，末节腹板中央略

微凹陷，端缘中央微凹。
雌性生殖器: 第 7 － 8 腹节背板端半部两侧着

生稀疏短刚毛，基部两侧色斑向中间加宽，被1 条

中央凹槽所隔开 ( 图 50 ) 。第 7 － 8 腹节腹板端部

两侧刚毛较稀，短，不超过端缘; 侧缘端部 1 /3
至 1 /2 处有 1 个明显的陷口; 基部两侧色斑较大，

暗褐色 ( 图 51) 。交配囊很长，端部略膨大。受精

囊着生于交配囊近中部，受精囊管较短，受精囊

体自基部向端部骨化逐渐强烈，端部逐渐膨大，

与基部弯曲部相接，但不交叉，端缘宽圆。受精

囊腺发达，着生于受精囊体的第 1 个弯曲与第 2 个

弯曲之间，近中部处 ( 图 46) 。
识别: 绿 角 星 天 牛 在 外 形 上 与 星 天 牛 A.

chinensis Forster，1771、光肩星天牛 A. glabripennis
Motschulsky，1853 和四川星天牛 A. freyi Breuning，

1946 相似，但本种仅鞘翅肩部及其后区域具颗粒

( 图 30，34 ) ，星天牛则整个鞘翅基部均具颗粒

( 图 31，35) ，而光肩星天牛与四川星天牛则整个

鞘翅基部无颗粒 ( 图 32，36; 33，37) 。绿角星天

牛后颊下方有 1 个显著的淡蓝色绒毛斑，中胸前

侧片、后胸后侧片及腹部各节腹板两侧各具 1 个

明显的淡蓝色绒毛斑，而星天牛、光肩星天牛和

四川星天牛均无上述斑纹。绿角星天牛前胸背板

两侧及后胸腹板具淡蓝色毛斑，星天牛部分个体

( 特别是斑胸型) 也存在同样的斑纹，但光肩星天

牛和四川星天牛均无上述毛斑存在。
吴蔚文 ( 1989 ) 指出，星天牛属雄性外生殖

器的阳基侧突形状、端部刚毛的粗细、多少和长

短，交配孔腹缘的形状、中茎侧面弯度等是鉴别

种类的重要特征。绿角星天牛阳基侧突端部靠拢，

中茎交配孔腹缘钝，与星天牛较相似，但其阳基

侧突明显较细长，中茎侧面弯度较星天牛大，而

光肩星天牛和四川星天牛阳基侧突较粗短，端部

不靠拢，交配孔腹缘较尖圆 ( 图 66 － 69，58，60，

62，64 ) 。绿角星天牛受精囊着生于交配囊近中

部，端部与基部弯曲部相接，不交叉，而星天牛、
光肩星天牛和四川星天牛受精囊约着生于交配囊

端部 1 /3 处，前两者受精囊端部与基部交叉，后

者不交叉 ( 图 46 －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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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5 绿角星天牛正模标本 (♂ )

Fig. 1 － 5 Holotype of Anoplophora viriantennatus Wang ＆ Jiang，1998 (♂ )

注: 1，背面观; 2，腹面观; 3，侧面观; 4，头部正面观; 5，前胸背板。Note: 1，Dorsal view; 2，Ventral view; 3，

Lateral view; 4，Head with anterior view; 5，Pronotum and basal elytra．

图 6 － 21 四种星天牛的雌雄背面观和侧面观

Fig. 6 － 21 The dorsal and lateral view of the male and female of the fourAnoplophora species
注: 6 － 7，18 － 19，绿角星天牛; 8 － 9，20 － 21，星天牛; 10 － 11，16 － 17，光肩星天牛; 12 － 15，四川星天牛; 6，8，

10，12，14，16，18，20，雄虫; 7，9，11，13，15，17，19，21，雌虫; 6 － 13，背面观; 14 － 21，侧面观。Note: 6 － 7，

18 － 19，A. viriantennatus; 8 － 9，20 － 21，A. chinensis; 10 － 11，16 － 17，A. glabripennis; 12 － 15，A. freyi; 6，8，10，

12，14，16，18，20，Male; 7，9，11，13，15，17，19，21，Female; 6 － 13，Dorsal view. 14 － 21，Later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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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 37 四种星天牛的腹面观及前胸背板和鞘翅基部

Fig. 22 － 37 The ventral view，pronotum and basal elytra of the four Anoplophora species
注: 22 － 23，30 － 31，绿角星天牛; 24 － 25，32 － 33，星天牛; 26 － 27，34 － 35，光肩星天牛; 28 － 29，36 － 37，四川

星天牛; 22 － 29，腹面观; 30 － 37，前胸背板和鞘翅基部; 22，24，26，28，30，32，34，36，雄虫; 23，25，27，29，

31，33，35，37，雌虫。Note: 22 － 23，30 － 31，A. viriantennatus; 24 － 25，32 － 33，A. chinensis; 26 － 27，34 － 35，A.
glabripennis; 28 － 29，36 － 37，A. freyi; 22 － 29，Ventral view; 30 － 37，Pronotum and basal elytra; 22，24，26，28，30，

32，34，36，Male; 23，25，27，29，31，33，35，37，Female．

355



环境昆虫学报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tomology 38 卷

图 38 － 57 四种星天牛的头部前面观和雌性生殖器

Fig. 38 － 57 The frontal view of head and female genitalia of the four Anoplophora species
注: 38 － 39，46，50 － 51，绿角星天牛; 40 － 41，47，52 － 53，星天牛; 42 － 43，48，54 － 55，光肩星天牛; 44 － 45，

49，56 － 57，四川星天牛; 38 － 45，头部前面观; 38，40，42，44，雄虫; 39，41，43，45，雌虫; 46 － 49，受精囊; 50
－ 57，雌虫第 7 － 8 腹节; 50，52，54，56，背面观; 51，53，55，57，腹面观; 比例尺，1 mm。Note: 38 － 39，46，50
－ 51，A. viriantennatus; 40 － 41，47，52 － 53，A. Chinensis; 42 － 43，48，54 － 55，A. glabripennis; 44 － 45，49，56 －
57，A. freyi; 38 － 45，Head with frontal view; 38，40，42，44，Male; 39，41，43，45，Female; 46 － 49，Spermatheca; 50
－ 57，Female 7 － 8 abdominal segments; 50，52，54，56，Dorsal view; 51，53，55，57，Ventral view; Scale，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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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 77 四种星天牛的雄性生殖器

Fig. 58 － 77 Male genitalia of the four Anoplophora species
注: 58 － 65，阳茎; 58，60，62，64，腹面观; 59，61，63，65，侧面观; 66 － 69，阳基侧突腹面观; 70 － 77，第 8 腹

节; 70，72，74，76，背面观; 71，73，75，77，腹面观; 58 － 59，66，70 － 71; 绿角星天牛; 60 － 61，67，72 － 73，星天

牛; 62 － 63，68，74 － 75，光肩星天牛; 64 － 65，69，76 － 77，四川星天牛; 比例尺，1 mm。Note: 58 － 65，Phallus;
58，60，62，64，Ventral view; 59，61，63，65，Lateral view; 66 － 69，Parameres with ventral view; 70 － 77，8th

abdominal segment; 70，72，74，76，Dorsal view; 71，73，75，77，Ventral view; 58 － 59，66，70 － 71，A.
viriantennatus; 60 － 61，67，72 － 73，A. chinensis; 62 － 63，68，74 － 75，A. glabripennis; 64 － 65，69，76 － 77，A. freyi;
Scale，1 mm．

555



环境昆虫学报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tomology 38 卷

2 讨论

原始描述记载本种触角绒毛环呈黄绿色、鞘

翅淡色毛斑部分地呈黄绿色，Lingafelter 的重描述

则记载触角绒毛环及鞘翅绒毛斑均呈淡黄色或灰

白色，而产自湖北的新采的标本触角绒毛环则为

蓝灰色至灰白色，鞘翅绒毛斑一致地呈灰白色，

与前面记述明显不同。
为此，第二作者及通讯作者专门赴西南大学

进一步核查了该种的正模式标 ( 图 1 － 5) ，并与湖

北产的标本特别是新采的标本作了比较，发现该

正模标本足及触角损毁，保存不佳，同时又发现

一只保存不太好的湖北产的标本触角末端数节绒

毛环也呈淡黄色，而基部数节绒毛环仍为蓝灰色

至灰白色，由此推断正模标本触角绒毛环及鞘翅

毛斑颜色与新采标本不同是由于该正模标本在制

作过 程 中 保 存 不 善 所 致。因 此， 原 始 描 述 及

Lingafelter 的重描述中采用触角绒毛环的颜色作为

区分本种与星天牛及光肩星天牛的特征是不恰当

的，应当予以更正。实际上，绿角星天牛显著区

别于星天牛、光肩星天牛及四川星天牛的特征为

鞘翅仅肩部及其后区域具颗粒，后颊下方、中胸

前侧片、后胸后侧片及各腹节腹板两侧具明显的

淡蓝色绒毛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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