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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9 年 10 月—2022 年 4 月，通过调查在我国云南省昆明市、贵州省贵阳市以及江苏省紫荆种实，首次发

现了种实害虫紫荆豆象 Bruchidius siliquastri Delobel，2007 为中国新纪录种和紫荆豆象的新寄主湖北紫荆 Cercis
glabra，发现紫荆豆象在云南省昆明市对中华紫荆 C. chinensis Bunge 的危害率为 26. 92% ～ 94% ，湖北紫荆的危害

率为 11. 11% ; 贵州省贵阳市对中华紫荆的危害率为 36%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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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of China newly recorded species Bruchidius siliquastri Delobel
and new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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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October，2019 to April，2022，Bruchidius siliquastri Delobel，2007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China by investigation of Bauhinia seeds in Kunming，Yunnan，Guiyang，Guizhou and Jiangsu. It was
found that Cercis glabra is a new host of B. siliquari. It was found that the damage rate of C. chinensis in
Kunming，Yunnan was 26. 92% ～ 94%，and the damage rate of C. chinensis was 11. 11% in Jiangsu
Province，and the damage rate of C. chinensis was 36% ～62% in Guiyang City，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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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 Cercis L. 隶属于豆科 Leguminosae 紫荆亚

科 Cercidoideae，目前世界现存有 9 个种，包括东

亚的 5 个种，中华紫荆 C. chinensis Bunge. 、湖北

紫荆 C. glabra Pampan. 、广 西 紫 荆 C. chuniana
Met C. 、黄山紫荆 C. chingii Chun. 、垂丝紫荆 C.

racemosa Olivar. ; 北美洲的 2 个种，加拿大紫荆

C. canadensis L. 、美西紫荆 C. occidentalis Torr. ex
A. Gray，以及南欧的南欧紫荆 C. siliquastrum L. 和

中亚的革氏紫荆 C. griffithii Boiss. ( Azani et al. ，

2017) 。从分布范围来看，中华紫荆、湖北紫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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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欧紫荆、加拿大紫荆、美西紫荆为区域性的广

布种 ( 刘婉桢，2019) 。因生长条件要求低，观赏

效果较好，被广泛用于小区、庭院、寺庙、街边

等园林绿化和景观造景。
紫荆豆象 Bruchidius siliquastri Delobel 隶属于

叶甲科 Chrysomelidae 豆 象 亚 科 Bruchinae 豆 象 簇

Bruchini 多型豆象属 Bruchidius。于 2007 年在法国

和匈 牙 利 的 南 欧 紫 荆 中 发 现， 并 定 名 为 新 种

( Kergoat et al. ，2007) ; 同时，该文通过私人通讯

方式获取紫荆豆象有中国分布的信息，但无明确

寄主种类和来源地记载。截止目前，通过文献检

索未见紫荆豆象在中国分布和危害的相关报道。
本研究团队近期在对昆明和贵阳分布的紫荆和湖

北紫荆调查时，发现紫荆豆象的危害，现对其进

行相关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材料

标本于 2019 年 10 月—2022 年 4 月从昆明和

贵阳分布的紫荆和湖北紫荆种实中饲养获得，部

分采自于上述地点的野外植株。标本存放于西南

林业大学昆虫实验室。
1. 2 研究方法

室内饲养: 于每年的 11 月—翌年 3 月采集紫

荆和湖北紫荆的荚果带回实验室，室温条件下放

于玻璃标本缸中，定期观察成虫羽化出虫情况，

并收集标本。野外观察: 待室内观察出现成虫羽

化后，不定期到荚果采集地，观察和采集豆象标

本。待 羽 化 结 束 后，随 机 从 玻 璃 标 本 缸 中 取 出

100 个荚果，统计被害率。标本解剖观察在 Nikon
SMZ 1500 体视镜下进行，并利用 Sony a7rⅢ进行

拍照。
分子鉴定: 引物设计、序列扩增、测序和数

据分析等方法参照 Kergoat 等人 ( 2015 ) 和吴培福

等 ( 2012) 的方法进行。利用 GenBank 中的 nBlast
程序比对线粒体 COX1 基因的所测序列，基于比对

结果分析与本研究所测序列相似性最高的数据库

序列， 进 而 明 确 研 究 物 种 的 分 类 地 位。利 用

Clustal W 和 MEGA 等 软 件 构 建 系 统 发 育 树

( Ｒzhetsky and Nei，1992; Nei and Kumar，2000;

Tamura et al. ，2021) 。
分布检索: 采用 Web of science 和 Sciencedirect

数 据 库 及 关 键 词 “Bruchidius siliquastri ”、

“Bruchidius”、 “distribution”和 “Cercis”来搜索

与紫荆豆象相关的文献，从文献中确定分布地。
此外，利用搜索引擎 “百度”和 “Bing”来辅助

检索相 关 的 研 究 报 道，以 保 证 上 述 搜 索 结 果 充

分性。

2 结果与分析

2. 1 形态特征

紫荆豆象的头、胸和鞘翅均为黑色，臀板外

露，腹部红褐色，这些显著的形态特征与其他已

知多型豆象属的种类形成了明显的区别 ( 图 1-a，

b) 。
紫荆豆象雌雄成虫间有较明显的形态学差异，

易于观察和区分: 腹面观，雄成虫第一腹节中央

( 即两后足腿节之间) 有一明显黄褐色水滴状的毛

垫斑块 ( 图 1-f 红箭头) ，而雌成虫的相应位置没

有该特殊结构 ( 图 1-e 红箭头) ; 雌成虫臀板不可

见，第 5 腹节后缘和第 6 腹节前缘平直 ( 图 1-e 蓝

箭头) ; 雄成虫臀板可见，第 6 腹节向前凸入第 5
腹节内 ( 图 1-f 蓝箭头) 。背面观，雌成虫臀板中

部两侧有一对凹陷 ( 图 1-g) ，雄成虫臀板无该形

态特征 ( 图 1-h) 。雌雄外生殖器也具有多型豆象

属显著特征 ( 图 1-i，j) 。
2. 2 分布与危害

2003 年 Alex Delobel 首次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

收集的南欧紫荆中发现了紫荆豆象，并于 2007 年

定为 新 种 发 表。同 时，文 中 还 提 及 到 在 匈 牙 利

( 2005 年) 和中国 ( 2007 年) 也有分布，其中中

国分布信息源自私人通讯 ( 分布位置和寄主未知)

( Kergoat et al. ，2007) 。此后，欧洲和中亚国家不

断发 现 和 报 道 了 该 物 种: 斯 洛 伐 克 2006 年

( Kollár，2008 ) 、西 班 牙 2008 年 ( Yus-Ｒamos
et al. ，2009a，2009b)、保加利亚 2009 年 ( Stojanova
et al. ，2011)、比利时2009 年 ( Hanssens，2009)、捷

克 2010 年 ( Šefrová，2010 ) 、塞 尔 维 亚 2011 年

( Gavrilovic＇ et al. ，2013)、德国2012 年 ( Ｒheinheimer
and Hassle，2013; Hörren et al. ，2020 ) 、土 耳 其

2012 年 ( Hizal and Parlak，2013 ) 、荷兰 2014 年

( Beenen et al. ，2015 ) 、英 国 2014 年 ( Barclay，

2014) 、意大利 2015 年 ( Yus and Bocci，2017 ) 、
罗马尼亚 2015 年、俄罗斯克里米亚半岛 2015 年

( Martynov and Nikulina，2015，2016 ) 、格鲁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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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 Martynov et al. ，2018 ) 。同时，本研究

发现在韩国首尔市城北区吉林洞和京畿道光教山

( ，2020; ，2021) 和中国江苏省常州

市亦有分布 ( 高凡，2021) 。

图 1 紫荆豆象寄主及形态图

Fig. 1 Host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ruchidius siliquastri
注: a，雌成虫背面照; b，雄成虫背面照; c，紫荆; d，湖北紫荆; e，雌成虫腹面照; f，雄成虫腹面照; g，雌

成虫臀板; h，雄成虫臀板; i，雌成虫生殖器; j，雄成虫生殖器。Note: a，Female body in dorsal view; b，Male body
in dorsal view; c，C. Chinensis; d，C. Glabra; e，Female body in ventral view; f，Male body in ventral view; g，Female
pygidium; h，Male pygidium; i，Female genitalia; j，Male genitalia．

2. 3 寄主与危害

紫荆豆象定种时，其寄主为南欧紫荆，且在

欧洲 和 中 亚 的 相 关 报 道 中 也 以 南 欧 紫 荆 为 主。
2008 年 Kollár 报道了紫荆豆象寄主为南欧紫荆和

加拿大紫荆。Stojanova 等 2011 年在对保加利亚紫

荆豆象寄主研究时发现，其还能危害另外 3 种紫

荆: 美西紫荆 ( 标本于 2007 年 10 月 4 日采自于西

匈牙利大学植物园) 、中华紫荆 ( 标本于 2007 年
11 月 12 日采自于西匈牙利大学植物园) 和革氏紫

荆 ( 标本于 2007 年 3 月 12 日和 10 月 9 日采自于

匈牙利科学院生态和植物所植物园) 。
本研究进一步明确了紫荆豆象在中国的分布，

并首次报道了新寄主—湖北紫荆 ( 材料于 2019 －

2022 年采自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南林业大学校园、
贵州省贵阳车水路) 。观察到对中华紫荆的危害

( 材料于 2019 － 2022 年采自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南

林业大学、昆明植物园、贵州省贵阳观山湖公园

和周边小区) 。
从危害来看，前期的多数研究没有关注紫荆

豆象的危害程度。近期在土耳其、俄罗斯、格鲁

吉亚的研究对其危害程度进行了报道。本研究也

对紫荆豆象在昆明和贵阳两地的危害程度进行了

研究: 云南省昆明市中华紫荆的危害率为 26. 92% ～
94%，湖北紫荆的危害率为 11. 11% ; 贵州省贵阳

市中华紫荆的危害率为 36%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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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紫荆豆象在欧亚的寄主及危害

Table 1 Hosts and hazards of Bruchidius siliquastri in Eurasia

序号 No. 地点 Site 寄主 Host 危害率 Hazard rate 备注 Note

1 法国 France 南欧紫荆 Cercis siliquastrum － Kergoat et al. ，2007

2 斯洛伐克 Slovakia 南欧紫荆 C. siliquastrum － Kollár，2008

3 斯洛伐克 Slovakia 加拿大紫荆 C. canadensis － Kollár，2008

4 西班牙 Spain 南欧紫荆 C. siliquastrum － Ｒamos-Yus et al. ，2009

5 匈牙利 Hungary 美西紫荆 C. occidentalis － Stojanova et al. ，2011

6 匈牙利 Hungary 中华紫荆 C. chinensis － Stojanova et al. ，2011

7 匈牙利 Hungary 革氏紫荆 C. griffithii － Stojanova et al. ，2011

8 保加利亚 Bulgaria 南欧紫荆 C. siliquastrum － Stojanova et al. ，2011

9 塞尔维亚 Serbia 南欧紫荆 C. siliquastrum － Gavrilovic＇ and Savic，2013

10 土耳其 Turkey 南欧紫荆 C. siliquastrum 75. 61% ～ 81. 85% Hizal and Parlak，2013

11 德国 Germany 南欧紫荆 C. siliquastrum － Ｒheinheimer et al. ，2013

12 英国 U. K 南欧紫荆 C. siliquastrum 低 Barclay，2014

13
俄罗斯 ( 克里米亚)

Ｒussia ( Crimea)
紫荆属某种 C. sp. 35%

Martynov and Nikulinam，2015，

2016

14 意大利 Italy 南欧紫荆 C. siliquastrum － Yus and Bocci，2017

15 格鲁吉亚 Georgia 南欧紫荆 C. siliquastrum 64% Martynov and Nikulina，2018

16 中国 China 紫荆 C. chinensis 26. 92% ～ 94%

17 中国 China 湖北紫荆 C. glabra 11. 11%

2. 4 分子鉴定

通过 nBLAST 比对发现，本研究所测序列与

Kergoat ( 2015) 报道的序列高度相似 ( 99% ) ，而

与其它相近物质的相似度均在 86% 以下。从 NCBI
数据库下载同为豆象簇 21 个物种的 COX1 序列

( 1 008 bp) ，并构建最小进化树，所用的模型为

Jukes-Cantor，计算方法为 CNI。
从进化树 ( 图 2) 中可以看出，本研究物种与

Kergoat ( 2015) 报道的紫荆豆象位于同一小分支，

具有最近的进化关系 ( E 组) 。基于序列相似性和

进化关系，本研究可以明确本次所研究的物种就

是紫荆豆象，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紫荆豆象在中

国西南地区的分布。从进化树可以看出，外群栗

实象 Curculio davidi 单独分为一支，豆象簇物种位

于另一大分支。其中，Mimosestes 属位于 A 组分

支，Conicobruichus 属位于 F 组分支。然而，C、D
和 E 组 中 多 型 豆 象 属 Bruchidius、三 齿 豆 象 属

Acanthoscelides、 瘤 背 豆 象 属 Callosobruchus、
Merobruchus 属物种交织在一起，对其分类地位还

需进行深入研究。

3 结论与讨论

紫荆豆象的头、胸、鞘翅和臀板的形态特征

与其它豆象亚科物种间有明显的区分。雄性紫荆

豆象第一腹板有黄褐色毛垫斑块，雌性臀板两个

明显 的 凹 陷。然 而，三 齿 豆 象 属 Acanthoscelides
lobatus ( Fall，1910) 、A. quadridentatus ( Schaeffer，
1907)、多型豆象属 Bruchidius aurivillii( Blanc，1889)、
B. uberatus ( Fahraeus， 1839 ) 、 Megabruchidius
tonkineus ( Pic，1904 ) 、Scutobruchus ceratiobruchus
( Philippi，1859) 也存在类似特征，仅存在毛垫斑

块和 凹 陷 的 分 布 位 置、形 状 和 大 小 的 差 异
( Kergoa，2007) 。2007 年 Kergoa 对紫荆豆象的线

粒体 COX1 基因进行了测序，并基于测序结果和形

态特征对该物种作了定种。本研究中，从形态特

征角度确定采集的虫种为紫荆豆象，但为了进一

步确证，也对 COX1 基因进行了测序分析，发现该

物种的基因序列与 Kergoa 报道的紫荆豆象有非常

高的相似性。综合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结果，最

终确定本次研究的虫种就是紫荆豆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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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紫荆豆象测序的豆象簇系统发育树

Fig. 2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of the Bruchini based on the sequencing of the Bruchidius siliquastri
注: Bru-sil 为本研究扩增序列。Note: Bru-sil amplified the sequence for this study．

关于紫荆豆象的分布方面，目前主要在欧洲

和中亚国家发现和报道。2007 年 Kergoa 确定种类

时所用的标本采自法国和匈牙利，另外，作者提

及到与 Anton 的私人通讯信息，了解到该物种在中

国也 有 分 布，但 未 交 代 其 寄 主 和 分 布 地; 追 溯

Anton 的 相 关 报 道， 仅 在 其 2010 年 参 编 的

《Catalogue of Palaearctic Coleoptera. Vol. 6》书中

紫荆豆象条目下提及中国陕西和福建，但无寄主

等更详细的说明 ( Anton，2010 ) 。其后，多项研

究对紫荆豆象的起源进行了推论，多数认为可能

来自于东亚，但不能排除欧洲或中亚起源的可能

性。因此，目前关于紫荆豆象的起源仍无明确的

定论 ( Yus-Ｒamos，2009b; Stojanovaet al. ，2011;

Martynov and Tatyana，2015; Yus and Bocci，2017;

Martynov，2018) 。自 2007 年定种到至今，并未发

现有关紫荆豆象在东亚的相关研究。尽管本研究

明确了紫荆豆象在中国和韩国等东亚地区的分布，

但关于其起源的研究，随着全球分布地报道的不

断增多，今后可通过地理种群、线粒体基因组和

核基因组测序等方法开展多地合作研究，以更加

科学和客观的角度来确定起源和原始分布地。
紫荆豆象的寄主方面，目前认为紫荆豆象属

于寡食性物种，报道的寄主均限于紫荆属。在全

球紫荆属现存的 9 个种中，已明确紫荆豆象对加

拿大紫荆、南欧紫荆、美西紫荆、中华紫荆、革

氏紫 荆、湖 北 紫 荆 等 6 种 存 在 危 害 ( Kollár，

2008; Stojanova et al. ，2011) ; 紫荆豆象是否对东

亚分布的广西紫荆、黄山紫荆、垂丝紫荆存在危

害有待深入研究。此外，2020 年 Hörren 对德国勃

兰登堡州的紫荆豆象研究时，发现紫荆豆象能寄

生于菜豆 Phaseolus vulgaris ( Fabaceae) 。因此，紫

荆豆象的寄主可能更广泛，紫荆豆象是寡食性还

是广食性虫种? 由于相关研究报道有限，紫荆豆

象的寄主范围还待进一步研究。
紫荆豆象对紫荆的危害方面，大多数研究仅

限于危害的定性报道，危害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
目前紫荆豆象的危害程度研究在部分地区的寄主

危害率在 20% 以下，但有些地区高达 90% 以上

( Hizal and Parlak，2013) ; 危害程度直接影响种子

的产量和品质，鉴于紫荆属植物的种子产量高，

较低的危害对寄主的种苗和自然更新无明显影响，

但危害较高就会影响紫荆的种子产量和自然更新;

而且紫荆属物种多为观赏和区域广布种，存在对

健康种子的生产需求，因此，危害程度的统计和

紫荆豆象防控也是今后研究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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