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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阿扁叶蜂属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最早可追溯至中新世早期， 既包含绝灭的化石类群， 又具有丰富的现生类群。 其幼

虫吐丝结网取食针叶为害， 是一类重要的林业害虫。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整理了该类群的信息， 包括分类研

究史、 名录及地理分布和系统发育学进展， 总结目前分类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并对今后研究工作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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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 叶 蜂 科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隶 属 于 膜 翅 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广 腰 亚 目 Ｓｙｍｐｈｙｔａ 扁 叶 蜂 总 科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ｏｉｄｅａ， 是较为原始的蜂类， 早在中侏罗晚

期就已出现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目前已报道现

生类群 １０ 属约 ３２０ 余种 （Ｔａｅ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主要分布在北美和欧亚大陆的温带地区 （ Ｅｄｉｔ，
１９６９； 萧刚柔， ２００２）。 其成虫身体扁平， 翅脉原

始， 产卵器较短， 具咀嚼式口器； 幼虫无腹足，

常群聚或单头于丝网中取食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等针叶

树或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 等阔叶树

的叶片， 严重危害林木生长并造成较大的经济损

失， 是一类重要的食叶害虫 （萧刚柔， ２００２）。 扁

叶蜂 科 目 前 包 括 ３ 个 亚 科： 腮 扁 叶 蜂 亚 科

Ｃｅｐｈａｌｃｉｎａｅ、 扁叶蜂亚科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ｎａｅ 和侏罗扁叶

蜂亚科 Ｊｕｒａｌｙｄｉｎａｅ， 其中侏罗扁叶蜂亚科为绝灭亚

科 （Ｒａｓｎｉｔｓｙｎ， 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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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扁叶蜂属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隶属于腮扁叶蜂亚科，
对松、 杉、 柏类植物具有很强的破坏性， 曾在欧

洲、 俄罗斯、 日本及我国贵州、 甘肃、 山西、 黑

龙江等多地爆发，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生态

环境 破 坏 （ 娄 巍 等， １９９０； 曹 振 来 等， １９９３；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１９９５； 杨 子 祥， １９９８； 武 星 煜 等，
２００５； Ｇｎｉｎｅｎｋｏ ａｎｄ Ｋｈｏｎｉｃｈｅｖ， ２０１１； Ｇłｏｗａｃｋ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Ｍａｒｔｙｎｏｖ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长久以来， 由于缺乏对阿扁叶蜂属分类学研

究的概述， 该属的系统发育关系研究还未深入开

展， 部分虫种的灾害爆发机制以及行之有效的防

控措施仍不明确。 本文对阿扁叶蜂属现阶段的研

究进展进行总结， 并对存在的问题和研究前景加

以分析。

１　 阿扁叶蜂属形态特征

阿扁叶蜂成虫体中型， ８. ５ ～ １６ ｍｍ （图 １⁃Ａ，
Ｂ）。 头部扁平， 后颊脊明显或缺失。 触角长丝状，
不侧扁， ２６ ～ ４０ 节 （图 １⁃Ｉ）； 柄节常短于鞭小节

第一节， 后者的长度是鞭小节第二节长度的 １. ９ ～
３. ２ 倍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２００１）。 前胸背板领状， 中间

狭窄两侧较宽； 后胸盾片具 １ 对淡膜区 （姜吉刚，
２００４）。 胫节距膜质， 其中前足胫节具端前距 （通
常 １ 个， 极少 ２ 个） （图 １⁃Ｊ）； 跗节跗爪细长， 具

一微小且垂直的内齿， 位于亚中位 （图 １⁃Ｋ）
（Ａｃｈｔｅｒ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Ａａｒｔｓｅｎ， １９８６）。 翅顶端具不规则

饰纹； 前翅 Ｓｃ 脉二分叉， Ｓｃ１ 脉在 １⁃Ｒｓ 发出点前

汇入 Ｃ 脉， ａｐ⁃Ｃｕ 残柄缺失或很短； 后翅臀室末端

圆钝， ２Ａ 残柄存在或缺失。 腹部具侧缘脊且位于

气门上， 第 １、 ２ 背板中央裂开， 第 ９ 背板狭窄且

常被第 ８ 背板遮盖； 雄虫第 ９ 腹板形成先端圆或稍

尖的下生殖板； 雌虫第 ７ 腹板形成肛下板， 先端

具三角形凹下部分 （萧刚柔， ２００２）。 雄虫抱器长

而细 （图 １⁃Ｈ）； 雌虫第 １ 产卵瓣和第 ２ 产卵瓣中

部强烈扩张。 卵呈香蕉型， 尖头末端； 或圆柱形，
圆头末端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１９９７）。

２　 阿扁叶蜂属分类学研究进展

２. １　 世界阿扁叶蜂属分类研究

阿扁叶蜂属的分类学研究始于 １８ 世纪中后

期。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１７５８） 在第十版 《自然系统》 中正

式建立 “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并记载了叶蜂属

Ｔｅｎｔｈｒｅｄｏ Ｌｉｎｎé ４０ 种， 其中 Ｔ. ｅｒｙｔｈｒｏcｅｐｈａｌａ 即为

现在 阿 扁 叶 蜂 属 的 模 式 种—红 头 阿 扁 叶 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cｅｐｈａｌａ Ｌｉｎｎé， １７５８。 随 后，
Ｒｅｔｚｉｕｓ （１７８３） 和 Ｃｈｒｉｓｔ （１７９１） 相继报道新种

Ｔ. ｆｌａｖｉcｅｐｓ （ ＝ Ａ. ｆｌａｖｉcｅｐｓ） 和 Ｔ. ｈｉｅｒｏgｌｙｐｈｉcａ
（ ＝ Ａ. ｈｉｅｒｏgｌｙｐｈｉcａ）。

１９ 世 纪 初， Ｌａｔｒｅｉｌｌｅ （ １８０３ ） 和 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１８０４） 分别建立了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ｕｓ 属与 Ｌｙｄａ 属。 随

后， Ｋｌｕｇ （ １８０８ ）、 Ｇｉｒａｕｄ （ １８６１ ）、 Ｎｏｒｔｏｎ
（１８６２， １８６４， １８６９）、 Ｚａｄｄａｃｈ （１８６６）、 Ｗｅｓｔｗｏｏｄ
（ １８７４ ）、 Ｈｕａｒｔ （ １８７９ ）、 Ｃｒｅｓｓｏｎ （ １８８０ ） 和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１８９３） 等一批学者报道了 Ｌ. ｔｅｓｓｅｌａｔａ
（ ＝ Ａ. ｔｅｓｓｅｌａｔａ）、 Ｌ. ｐｕｍｉｌｉｏｎｉｓ （ ＝ Ａ. ｐｕｍｉｌｉｏｎｉｓ）、
Ｐ. ｒｕｆｉcｅｐｓ （ ＝ Ａ. ｒｕｆｉcｅｐｓ） 等 ２５ 个阿扁叶蜂属新

种， 且当时大多被归至 Ｌｙｄａ 属。 由于 Ｌｙｄａ 属和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ｕｓ 属具有相同模式种 Ｔｅｎｔｈｒｅｄｏ ｓｙｌｖａｔｉcａ
Ｌｉｎｎé， １７５８， “Ｌｙｄａ” 后被降为次异名 （Ｒｏｈｗｅｒ，
１９１０）。

新种的报道掀起了阿扁叶蜂属的研究热潮。
１８５９ 年， Ｃｏｓｔａ 以 “Ａcａｎｔｈｏcｎｅｍａ” 命名阿扁叶蜂

属， 但备受质疑。 因为未曾有人用该属名描述任

何物种， 且其与粪蝇科一属 Ａcａｎｔｈｏcｎｅｍａ Ｂｅｃｋｅｒ，
１８９４ 同名， 所以， 在 １９５４ 年召开的国际动物大会

上， “ Ａcａｎｔｈｏcｎｅｍａ Ｃｏｓｔａ， １８５９ ” 被 宣 布 禁 用

（Ｏｐｉｎｉｏｎ ２９０， ＩＣＺＮ１９５４ ）。 １９ 世纪末期， Ｃｏｓｔａ
（１８９４） 正式建立阿扁叶蜂属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Ｃｏｓｔａ，
１８９４， Ｒｏｈｗｅｒ （ １９１０ ） 指 定 Ｔｅｎｔｈｒｅｄｏ
ｅｒｙｔｈｒｏcｅｐｈａｌａ 为其模式种。 随后 Ｋｏｎｏｗ （１８９７） 根

据明显的后颊脊这一重要特征， 建立了伊扁叶蜂

亚属 Ｉｔｙcｏｒｓｉａ Ｋｏｎｏｗ， １８９７。 尽管后来 Ａｃｈｔｅｒｂｅｒｇ 和

Ａａｒｔｓｅｎ （１９８６） 把伊扁叶蜂亚属作为阿扁叶蜂属

的一个异名， 但大多学者仍沿用 Ｋｏｎｏｗ （１８９７）
的 观 点 （ Ｋｌｉｍａ， １９３７； Ａｂｅ ａｎｄ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９１；
Ｔａｅ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至此， 对阿扁叶蜂属的界定趋于稳定， 其分

类学研究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２０ 世纪早期，
Ｅｎｓｌｉｎ （ １９１０， １９１８ ）、 ＭａｃＧｉｌｌｉｖｒａｙ （ １９１２，
１９２３）、 Ｒｏｈｗｅｒ （ １９２０ ）、 Ｙａｎｏ 和 Ｓａｔｏ （ １９２８ ）、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 １９３８ ） 等 报 道 了 Ｌ. ｆｕｍａｔａ （ ＝ Ａ.
ｆｕｍａｔａ ）、 Ｉ. ａｎgｕｌａｔａ （ ＝ Ａ. ａｎgｕｌａｔａ ）、 Ａ.
ｐｉｎｉｖｏｒａ （ ＝ Ａ. ｐｏｓｔｉcａｌｉｓ ｐｉｎｉｖｏｒａ）、 Ａ. ｎｉｐｐｏｎｉcａ 等

１０ 个新种。 ２０ 世纪中期开始， 涌现了 Ｍａａ （１９４４，
１９４９ ）、 Ｍｉｄｄｌｅｋａｕｆｆ （ １９５８ ）、 萧 刚 柔 （ １９６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 Ｚｈｅｌｏｃｈｏｖｔｓｅｖ （ １９６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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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ｅｅｎｂａｕｍ （ １９７５ ）、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１ａ，
１９９１ｂ，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ａ， ２０００ｂ，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魏美

才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８）、 Ｒｉｏｕ （１９９９）、 Ｐｅñａｌｖｅｒ
和 Ａｒｉｌｌｏ （２００２）、 姜吉刚 （２００４）、 辛恒 （２０１０）、
武星煜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等大批学者， 报道了 ４７ 个

现生种和 ２ 个化石种， 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 目前世界上共记述扁叶蜂科阿扁

叶蜂属 ２ 亚属 ８６ 种 （亚种也计数在内， 详见

表 １）， 其中 １ 个绝灭化石种， ８５ 个现生种。

图 １　 阿扁叶蜂属模式种： 红头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cｅｐｈａｌａ
Ｆｉｇ. １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ｕｓ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cｅｐｈａｌａ

注： Ａ， 雌成虫背面观； Ｂ， 雄成虫背面观； Ｃ， 雌虫头部背面观； Ｄ， 雄虫头部背面观； Ｅ， 雌虫头部前面观； Ｆ， 雄虫头

部前面观； Ｇ， 雌虫腹部端部背面观； Ｈ， 雄虫腹部端部背面观； Ｉ， 雄虫触角； Ｊ， 雄虫前足胫节距； Ｋ， 雄虫跗节跗爪。
比例尺 １ ｍｍ。 标本保存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生物标本馆。 Ｎｏｔｅ： Ａ，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 ｄｏｒｓａｌ
ｖｉｅｗ； Ｂ， Ｍａｌｅ ａｄｕｌｔ， ｄｏｒｓａｌ ｖｉｅｗ； Ｃ， Ｆｅｍａｌｅ ｈｅａｄ， ｄｏｒｓａｌ ｖｉｅｗ； Ｄ， Ｍａｌｅ ｈｅａｄ， ｄｏｒｓａｌ ｖｉｅｗ； 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ｈｅａｄ， ｆｒｏｎｔ ｖｉｅｗ； Ｆ， Ｍａｌｅ
ｈｅａｄ， ｆｒｏｎｔ ｖｉｅｗ； Ｇ， Ａｐｅｘ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ｂｄｏｍｅｎ， ｄｏｒｓａｌ ｖｉｅｗ； Ｈ， Ａｐｅｘ ｏｆ ｍａｌｅ ａｂｄｏｍｅｎ， ｄｏｒｓａｌ ｖｉｅｗ； Ｉ， Ｍａｌｅ ａｎｔｅｎｎａ； Ｊ， Ｍａｌｅ ｆｏｒｅ
ｔｉｂｉａｌ ｓｐｕｒｓ； Ｋ， Ｍａｌｅ ｔａｒｓａｌ ｃｌａｗｓ.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ｓ １ ｍｍ.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ｗａ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ｕｓｅｕｍ，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表 １　 世界阿扁叶蜂属名录及地理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Ｗｏｒｌｄ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ｓ ｏｆ Ａｃ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亚属 （种数）
Ｓｕｂｇｅｎｕｓ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种 （亚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

地理分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阿扁叶蜂亚属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１３）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ａｐｉcａｌｉｓ Ｗｅｓｔｗｏｏｄ， １８７４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ａｔｒｉｐｅｓ Ｃｒｅｓｓｏｎ， １８８０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cｅｐｈａｌａ Ｌｉｎｎé， １７５８ 古北区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ｆｌａｖｉcｅｐｓ Ｒｅｔｚｉｕｓ， １７８３ 古北区西部 Ｗｅ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ｆｌａｖｏｍａｒgｉｎａｔａ Ｍａａ， １９４４ 东洋区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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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１

亚属 （种数）
Ｓｕｂｇｅｎｕｓ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种 （亚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

地理分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ｍａｒgｉｎｉｖｅｎｔｒｉｓ Ｃｒｅｓｓｏｎ， １８８０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ｎｉｐｐｏｎｉcａ Ｙａｎｏ ａｎｄ Ｓａｔｏ， １９２８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ｉｎｉ Ｒｏｈｗｅｒ， １９１１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ｏｅｐｐｉgｉｉ Ｚａｄｄａｃｈ， １８６６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ｕｍｉｌｉｏｎｉｓ Ｇｉｒａｕｄ， １８６１ 古北区西部 Ｗｅ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ｒｕｎcｉｎａｔａ Ｍｉｄｄｌｅｋａｕｆｆ， １９５８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ｓｅｒｂｉcａ Ｖａｓｉｃ＇， １９６２ 古北区西部 Ｗｅ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ｔｅｓｓｅｌａｔａ Ｋｌｕｇ， １８０８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伊扁叶蜂亚属 Ｉｔｙcｏｒｓｉａ （５２）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ａｅｑｕｏｒｅａ Ｍｉｄｄｌｅｋａｕｆｆ， １９５８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ａgｌａｉａ Ｚｈｅｌｏｃｈｏｖｔｓｅｖ， １９６８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ａgｌａｉａ ａgｌａｉａ Ｚｈｅｌｏｃｈｏｖｔｓｅｖ， １９６８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ａgｌａｉａ ｓｔｉgｍａ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２００１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ａgｌａｉａ ｙｅｚｏｅｎｓｉｓ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ａｎｄ Ｈａｒａ， ２０００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ａｌｂｏｍａcｕｌａｔａ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１９８５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ａｌｂｏｍａｒgｉｎａｔａ Ｃｒｅｓｓｏｎ， １８８０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ａｌｐｉｎａ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２０００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ａｎgｕｌａｔａ ＭａｃＧｉｌｌｉｖｒａｙ， １９１２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ａｔｒａｔａ Ｃｒｅｓｓｏｎ， １８８０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ａｕｒｉgｅｒａ Ｍｉｄｄｌｅｋａｕｆｆ， １９５８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ｂａｌａｎａｔａ ＭａｃＧｉｌｌｉｖｒａｙ， １９２３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ｂｉcｏｌｏｒａｔａ Ｎｏｒｔｏｎ， １８６９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ｂｒｕｎｎｉcａｎｓ Ｎｏｒｔｏｎ， １８６４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ｂｒｕｎｎｉcｅｐｓ Ｃｒｅｓｓｏｎ， １８８０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ｂｕcｅｐｈａｌａ Ｃｒｅｓｓｏｎ， １８８０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ｂｕｒkｅｉ Ｍｉｄｄｌｅｋａｕｆｆ， １９５８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cｈｉcｏｕｔｉｍｉｅｎｓｉｓ Ｈｕａｒｔ， １８７９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cｉｒcｕｍcｉｎcｔａ Ｋｌｕｇ， １８０８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cｒｅｄｉｔａ Ｎｏｒｔｏｎ， １８６９ 新热带区 Ｎｅ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cｒｏcｉｎａ Ｍｉｄｄｌｅｋａｕｆｆ， １９５８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ａ Ｍｉｄｄｌｅｋａｕｆｆ， １９５８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ｆｌａｖｉｖｅｎｔｒｉｓ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１９９１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ｆｌｏｒｉｄａｎａ Ｇｒｅｅｎｂａｕｍ， １９７５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ｈｉｅｒｏgｌｙｐｈｉcａ Ｃｈｒｉｓｔ， １７９１ 古北区西部 Ｗｅ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ｉｗａｔａｉ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１９３８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kｏｊｉｍａｉ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２０００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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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１

亚属 （种数）
Ｓｕｂｇｅｎｕｓ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种 （亚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

地理分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ｌａｒｉcｉｓ Ｇｉｒａｕｄ， １８６１ 古北区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ｌｕｔｅｏｍａcｕｌａｔａ Ｃｒｅｓｓｏｎ， １８８０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ｍａcｕｌｉｖｅｎｔｒｉｓ Ｎｏｒｔｏｎ， １８６９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ｍｅｘｉcａｎａ Ｌｉｓｔｏｎ， １９９６ 新热带区 Ｎｅ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ｍｉｚｕｎｏｉ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２００１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ｎｉgｒｉｐｅｓ Ｃｒｅｓｓｏｎ， １８８０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ｎｉgｒｉｔａ Ｃｒｅｓｓｏｎ， １８８０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ｎｉgｒｏｓｔｉgｍａｔａ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８８ 新热带区 Ｎｅ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ｏcｈｒｏcｅｒａ Ｎｏｒｔｏｎ， １８６９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ａｒkｉ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ａｎｄ Ｂｙｕｎ， １９９６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ｅｉｙｉｎgａｏｐａｏａ Ｘｉａｏ， １９６３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ｉcｅａcｏｌａ Ｘｉａｏ ａｎｄ Ｚｈｏｕ， １９８６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ｉｒｉcａ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２０００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ｏｓｔｉcａｌｉｓ 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 １９１２ 古北区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ｏｓｔｉcａｌｉｓ ｐｏｓｔｉcａｌｉｓ 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 １９１２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ｏｓｔｉcａｌｉｓ kｏｒｅａｎａ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２０００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ｏｓｔｉcａｌｉｓ ｐｉｎｉｖｏｒａ Ｅｎｓｌｉｎ， １９１８ 古北区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ｒｕｆｉcｅｐｓ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１８９３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ｓａｓａkｉｉ Ｙａｎｏ， １９１６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ｓ Ｃｒｅｓｓｏｎ， １８８０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ｔｅｕｎｉｓｓｅｎｉ Ａｃｈｔｅｒ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Ａａｒｔｓｅｎ， １９８６ 古北区西部 Ｗｅ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ｔｓｕｙｕkｉｉ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２００１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ｖｅｒｔｉcａｌｉｓ Ｃｒｅｓｓｏｎ， １８８０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ｘｉａｏｉ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２０００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ｚａｐｐｅｉ Ｒｏｈｗｅｒ， １９２０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亚属未定 Ｓｕｂｇｅｎｕｓ Ｕｎ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２１）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ｂｉｍａcｕｌｏcｌｙｐｅａ Ｗｅｉ， ２０１０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ｂｉｒｍａｎｉcａ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ａｎｄ Ｂｅｎｅš， ２００５ 东洋区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ａｎ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ｄｉｍｏｒｐｈａ Ｍａａ， １９４４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东洋区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ａｎ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ｆｌａｖａｌｂｉｍａｒgｉｎａｔａ Ｘｉａｏ， １９９０ 东洋区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ａｎ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ｆｌａｖｏｍａｎｄｉｂｕｌａｒｉｓ Ｗｅｉ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０４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ｆｕｍａｔａ Ｅｎｓｌｉｎ， １９１０ 古北区西部 Ｗｅ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ｆｕｎｉｕｓｈａｎａ Ｗｅｉ， １９９８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 Ｍａａ， １９４９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东洋区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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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１

亚属 （种数）
Ｓｕｂｇｅｎｕｓ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种 （亚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

地理分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ｊｉｌｉｎａ Ｗｅｉ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０４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kｕｍａｍｏｔｏｉ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２０００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ｌｅｕcｏｎｅｒｖａ Ｗｅｉ， ２０１０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ｎｉgｒｏｐｉｌｏｓａ Ｗｅｉ， ２０１０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ｉｌｏｓｉｓｏｍａ Ｗｅｉ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０４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ｓｅｕｄｏｄｉｍｏｒｐｈａ Ｘｉａｏ， １９８４ 东洋区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ａｎ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ｕｎcｔａcｅｐｈａｌａ Ｗｅｉ， ２００２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ｑｉｎgｈａｉｉcａ Ｗｅｉ ａｎｄ Ｗｕ， ２０１６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ｒｉｂｅｓａｌｂｅｓｅｎｓｉｓ Ｐｅñａｌｖｅｒ ａｎｄ Ａｒｉｌｌｏ， ２００２ 西班牙 Ｓｐａｎ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ｔａｉｗａｎａ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１９９１ 东洋区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ａｎ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ｔｈａｌｉcｔｒａ Ｍｉｄｄｌｅｋａｕｆｆ， １９５８ 新北区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ｘａｎｔｈｉａｎａ Ｗｅｉ ａｎｄ Ｎｉｕ， ２００８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ｘａｎｔｈｏgａｓｔｅｒ Ｗｕ ａｎｄ Ｘｉｎ， ２０１４ 古北区东部 Ｅａｓｔ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注： “†” 表示绝灭化石种， 分布信息为化石产地。 Ｎｏｔｅ： ＂ †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ｅｘｔｉｎｃｔ ｆｏｓｓｉ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ｆｏｓｓｉｌ'ｓ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２. ２　 中国阿扁叶蜂属分类研究

近年来， 我国学者开始整理并记述我国的阿

扁叶蜂属物种， 如萧刚柔等 （１９９２） 编著的 《中
国经济叶蜂志Ⅰ： 膜翅目 ∶ 广腰亚目》， 记述了

１０ 种 阿 扁 叶 蜂， 其 中 黄 缘 阿 扁 叶 蜂 Ａ.
ｆｌａｖｏｍａｒgｉｎａｔａ 和贵州阿扁叶蜂 Ａ. gｕｉｚｈｏｕｉcａ 分别

作为两个不同的种列出； 萧刚柔 （２００２） 编著的

《中国扁叶蜂》， 在 １９９２ 年名录的基础上增加了赤

腰阿扁叶蜂 Ａ.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 和台湾阿扁叶蜂 Ａ.
ｔａｉｗａｎａ， 同时厘定了贵州阿扁叶蜂， 将其作为黄

缘阿扁叶蜂的次异名； 姜吉刚 （２００４） 在萧刚柔

（２００２） 的基础上， 增加 ４ 个中国新纪录种： 伊氏

阿扁 叶 蜂 Ａ. ｉｗａｔａｉ、 伏 牛 山 阿 扁 叶 蜂 Ａ.
ｆｕｎｉｕｓｈａｎａ、 肖氏阿扁叶蜂 Ａ. ｘｉａｏｉ、 大刻阿扁叶蜂

Ａ. ｐｕｎcｔａcｅｐｈａｌａ， 并记述了 ３ 个新种： 黄颚阿扁叶

蜂 Ａ. ｆｌａｖｏｍａｎｄｉｂｕｌａｒｉｓ、 吉林阿扁叶蜂 Ａ. ｊｉｌｉｎａ、
多毛阿扁叶蜂 Ａ. ｐｉｌｏｓｉｓｏｍａ； Ｗｅｉ 等 （２００６） 的名

录中列举了阿扁叶蜂属 １４ 种， 没有包括伊氏阿扁

叶蜂、 帕克阿扁叶蜂 Ａ. ｐａｒkｉ （萧刚柔和赵常胜，
２００５） 以及姜吉刚 （２００４） 报道的 ３ 个新种。 本

文整理了中国阿扁叶蜂属种类及其寄主和分布情

况 （表 ２）， 据作者统计， 至此我国阿扁叶蜂属共

记录 ２５ 种。

表 ２　 中国阿扁叶蜂属物种名录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ｓ ｏｆ Ａｃ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亚属 （种数）
Ｓｕｂｇｅｎｕｓ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寄主

Ｈｏｓｔｓ

阿扁叶蜂亚属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２）
红头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cｅｐｈａｌａ Ｌｉｎｎé， １７５８
黑龙江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辽宁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油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樟

子松 Ｐｉｎｕｓ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华山

松 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白皮松

Ｐｉｎｕｓ ｂｕｎgｅａｎａ、 赤 松

Ｐｉｎｕｓ ｄｅｎｓｉｆｌｏｒａ 等 松 属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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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２

亚属 （种数）
Ｓｕｂｇｅｎｕｓ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寄主
Ｈｏｓｔｓ

黄缘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ｆｌａｖｏｍａｒgｉｎａｔａ Ｍａａ， １９４４

广 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江 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 湖 南 Ｈｕｎａｎ、 福
建 Ｆｕｊｉａｎ、 贵州 Ｇｕｉｚｈｏｕ、
台湾 Ｔａｉｗａｎ

台 湾 五 针 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ｉcｏｌａ、 马 尾 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华山
松 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云
南松 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等松属植物

伊扁叶蜂亚属
Ｉｔｙcｏｒｓｉａ （７）

伊氏阿扁叶峰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ｉｗａｔａｉ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１９３８

吉林 Ｊｉｌｉｎ 未知 Ｕｎｋｎｏｗｎ

落叶松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ｌａｒｉcｉｓ Ｇｉｒａｕｄ， １８６１

内蒙古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落叶松 Ｌａｒｉｘ gｍｅｌｉｎｉｉ

帕克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ａｒkｉ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ａｎｄ Ｂｙｕｎ， １９９６

吉林 Ｊｉｌｉｎ 红松 Ｐｉｎｕｓ k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

白音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ｅｉｙｉｎgａｏｐａｏａ Ｘｉａｏ， １９６３

内蒙古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沙地云杉 Ｐｉcｅａ ｍｅｙｅｒｉ

云杉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ｉcｅａcｏｌａ Ｘｉａｏ ａｎｄ Ｚｈｏｕ， １９８６

甘肃 Ｇａｎｓｕ、 青海 Ｑｉｎｇｈａｉ
青海云杉
Ｐｉcｅａ c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

松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ｏｓｔｉcａｌｉｓ 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 １９１２

黑龙江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甘肃
Ｇａｎｓｕ、 辽宁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河
北 Ｈｅｂｅｉ、 河南 Ｈｅｎａｎ、 山
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山西 Ｓｈａｎｘｉ、
陕西 Ｓｈａａｎｘｉ、 宁夏 Ｎｉｎｇｘｉａ、
内蒙古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油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红松 Ｐｉｎｕｓ kｏｒａｉｅｎｓｉｓ、
樟子松 Ｐｉｎｕｓ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肖氏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ｘｉａｏｉ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２０００

山东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两针松
Ｔｗｏ⁃ｎｅｅｄｌｅ ｐｉｎｅｓ

亚属未定
Ｓｕｂｇｅｎｕｓ ｕｎ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１６）

斑唇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ｂｉｍａcｕｌｏcｌｙｐｅａ Ｗｅｉ， ２０１０

甘肃 Ｇａｎｓｕ 未知 Ｕｎｋｎｏｗｎ

异耦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ｄｉｍｏｒｐｈａ Ｍａａ， １９４４

重 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湖 南
Ｈｕｎａｎ、 江 西 Ｊｉａｎｇｘｉ、 浙
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福建 Ｆｕｊｉａｎ

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黄白缘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ｆｌａｖａｌｂｉｍａｒgｉｎａｔａ Ｘｉａｏ， １９９０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云南松
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黄颚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ｆｌａｖｏｍａｎｄｉｂｕｌａｒｉｓ
Ｗｅｉ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０４

山西 Ｓｈａｎｘｉ
未知
Ｕｎｋｎｏｗｎ

伏牛山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ｆｕｎｉｕｓｈａｎａ Ｗｅｉ， １９９８

河南 Ｈｅｎａｎ
未知
Ｕｎｋｎｏｗｎ

赤腰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 Ｍａａ， １９４９

浙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未知
Ｕｎｋｎｏｗｎ

吉林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ｊｉｌｉｎａ Ｗｅｉ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０４

吉林 Ｊｉｌｉｎ
未知
Ｕｎｋｎｏｗ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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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２

亚属 （种数）
Ｓｕｂｇｅｎｕｓ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寄主
Ｈｏｓｔｓ

白脉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ｌｅｕcｏｎｅｒｖａ Ｗｅｉ， ２０１０

甘肃 Ｇａｎｓｕ
未知
Ｕｎｋｎｏｗｎ

黑毛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ｎｉgｒｏｐｉｌｏｓａ Ｗｅｉ， ２０１０

甘肃 Ｇａｎｓｕ
未知
Ｕｎｋｎｏｗｎ

多毛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ｉｌｏｓｉｓｏｍａ Ｗｅｉ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０４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未知
Ｕｎｋｎｏｗｎ

拟异耦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ｓｅｕｄｏｄｉｍｏｒｐｈａ Ｘｉａｏ， １９８４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未知
Ｕｎｋｎｏｗｎ

大刻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ｕｎcｔａcｅｐｈａｌａ Ｗｅｉ， ２００２

河南 Ｈｅｎａｎ
未知
Ｕｎｋｎｏｗｎ

青海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ｑｉｎgｈａｉｉcａ Ｗｅｉ ａｎｄ Ｗｕ， ２０１６

甘肃 Ｇａｎｓｕ、 青海 Ｑｉｎｇｈａｉ
青海云杉
Ｐｉcｅａ c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

台湾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ｔａｉｗａｎａ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１９９１

台湾 Ｔａｉｗａｎ
台湾五针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ｉcｏｌａ

黄褐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ｘａｎｔｈｉａｎａ Ｗｅｉ ａｎｄ Ｎｉｕ， ２００８

安徽 Ａｎｈｕｉ
未知
Ｕｎｋｎｏｗｎ

黄腹阿扁叶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ｘａｎｔｈｏgａｓｔｅｒ Ｗｕ ａｎｄ Ｘｉｎ， ２０１４

甘肃 Ｇａｎｓｕ、 青海 Ｑｉｎｇｈａｉ
青海云杉
Ｐｉcｅａ c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

２. ３　 地理分布及区系分析

已报道阿扁叶蜂属现生类群 ８５ 种 （表 １）， 在

世界动物地理区划中的分布以古北区为主， 共计

４４ 种， 占统计总种数的 ５１. ８％ ； 新北区次之， 共

计 ３４ 种 （４０. ０％ ）； 其次为东洋区 ７ 种 （８. ３％ ），
其中黄缘阿扁叶蜂、 台湾阿扁叶蜂、 黄白缘阿扁

叶蜂 Ａ. ｆｌａｖａｌｂｉｍａｒgｉｎａｔａ、 拟异耦阿扁叶蜂 Ａ.
ｐｓｅｕｄｏｄｉｍｏｒｐｈａ 和 Ａ. ｂｉｒｍａｎｉcａ 为该区特有种； 新

热带 区 仅 记 录 ３ 种 （ ３. ５％ ）： Ａ. cｒｅｄｉｔａ、 Ａ.
ｍｅｘｉcａｎａ、 Ａ. ｎｉgｒｏｓｔｉgｍａｔａ， 均 为 此 区 特 有 种

（图 ２， 图 ３）。 在丰富度最高的古北区， 阿扁叶蜂

的东西分布也存在差异， 古北区西部分布有

１０ 种， 古北区东部分布 ３８ 种， 其中有 ４ 种在整个

古北区都有分布。 因此， 东亚和北美为阿扁叶蜂

多样性和丰富度热点地区 （图 ３）。 除此之外， 绝

大多数阿扁叶蜂为区系特有种， 仅 ３ 种跨区系分

布： 红头阿扁叶蜂跨古北区和新北区分布； 赤腰

阿扁叶蜂和异耦阿扁叶蜂 Ａ. ｄｉｍｏｒｐｈａ 跨古北区和

东洋区分布。
２. ４　 阿扁叶蜂属系统发育学研究概况

Ｖｉｌｈｅｌｍｓｅｎ （２００１） 利用 ２３６ 个形态特征重建

了广腰亚目的系统发育关系， 其中 “前胫节端距

图 ２　 阿扁叶蜂属现生物种动物地理区系组成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ｏｎｓ ｏｆ ｅｘｔａｎｔ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ｚｏ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ｍｓ

注： Ａ， 古北区； Ｂ， 古北区 ＋新北区； Ｃ， 新北区； Ｄ， 新

热带区； Ｅ， 东洋区； Ｆ， 东洋区 ＋ 古北区。 数字表示所占

现生类群总数的比例。 Ｎｏｔｅ： Ａ，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Ｂ，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Ｃ， Ｎｅａｒｃｔｉｃ； Ｄ， Ｎｅ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ａｎ； Ｆ，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ａｎ ＋ Ｐａｌｅａｒｃｔｉｃ.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ｅｘｔ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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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阿扁叶蜂属现生物种动物地理区系分布图

Ｆｉｇ. ３　 Ｇｌｏｂａｌ ｚｏ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ｍ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ａｎｔ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ｓｐｅｃｉｅｓ
注： 图中数字代表物种数。 Ｎｏｔｅ：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膜质” 这一特征支持阿扁叶蜂属与腮扁叶蜂属以

姐妹群关系构成腮扁叶蜂族 Ｃｅｐｈａｌｃｉｎｉ 这一单系

支。 同样， Ｓｃｈｕｌｍｅｉｓｔｅｒ （２００３） 利用雄性生殖器

及腹部末端的 ８７ 个特征构建的广腰亚目系统发育

树， 也得到与 Ｖｉｌｈｅｌｍｓｅｎ （２００１） 一致的结果。 但

姜吉刚 （２００４） 基于 ２１ 个形态学特征对扁叶蜂科

进行支序分析时， 结果表明阿扁叶蜂属与腮扁叶

蜂属构成并系关系， 未能充分揭示两属之间的亲

缘关系， 这可能与其选取有限的形态特征有关。
２１ 世纪以来，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部分

学者开始结合 ＤＮＡ 分子片段推断物种间的亲缘关

系。 Ｓｃｈｕｌｍｅｉｓｔｅｒ 等 （ ２００２ ） 结 合 形 态 特 征

（Ｖｉｌｈｅｌｍｓｅｎ， ２００１） 和 ４ 个基因片段 （ＣＯＩ、 １６Ｓ
ｒＲＮＡ、 １８Ｓ ｒＲＮＡ、 ２８Ｓ ｒＲＮＡ） 重建了广腰亚目的

谱系关系， 首次从分子和形态水平上验证了阿扁

叶蜂属和腮扁叶蜂属的姐妹群关系， 且二者共同

组成一单系群。 Ｒｏｎｑｕｉｓｔ 等 （２０１２） 首次联合化石

和现生类群， 选取 ３４３ 个形态学特征和 ＣＯＩ、 １２Ｓ
ｒＲＮＡ、 １６Ｓ ｒＲＮＡ 等 ７ 个分子标记， 追溯膜翅目的

早期辐射演化关系， 再次证实阿扁叶蜂属和腮扁

叶蜂 属 之 间 的 姐 妹 群 关 系。 随 后，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５） 对扁叶蜂科进行了全证据系统发育重建，
结果显示 ｛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 Ｔａｐｈｏｌｙｄａ （ Ｃａｅｎｏｌｙｄａ，
Ｃｅｐｈａｌcｉａ）］｝， 这与以上学者的观点不相符， 可能

是由于化石属 Ｔａｐｈｏｌｙｄａ 缺少对应的分子数据， 对

阿扁叶蜂属的系统位置产生了一定影响。

３　 阿扁叶蜂属化石种类研究概况

目前， 阿扁叶蜂属仅报道 ２ 个化石种， 即里

韦萨尔韦斯阿扁叶蜂 Ａ. ｒｉｂｅｓａｌｂｅｓｅｎｓｉｓ 和红头阿扁

叶蜂 （图 ４）， 均发现于中新世地层， 化石产地分

别为法国和西班牙。
１９８８ 年， Ｒｉｏｕ 在法国南部 Ａｒｄèｃｈｅ 省的一处

硅藻土矿床 （４４. ７°Ｎ， ４. ７°Ｅ） 采集到了阿扁叶蜂

属第一块化石标本， 距今约 ７. ２ ～ ７. ６ Ｍａ （Ｐａｓｔｒ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由于该化石标本虫体较大， １８ ～
２２ ｍｍ （图 ４⁃Ａ）， 明显区别于现生阿扁叶蜂昆虫，
因此建立了一新种 Ａ. gｒａｎgｅｏｎｉ （Ｒｉｏｕ， １９９９）。 随

着后续化石昆虫研究工作的开展， Ｎｅｌ （２００４） 再

次检视模式标本并对其重新描述， 经研究， 该化

石昆虫标本应为现生红头阿扁叶蜂， 并将 Ａ.
gｒａｎgｅｏｎｉ 作为同物异名处理。

随后， Ｐｅñａｌｖｅｒ 和 Ａｒｉｌｌｏ （ ２００２ ） 在西班牙

Ｃａｓｔｅｌｌóｎ 省 （４０. ０°Ｎ， ０. ３°Ｗ） 的早中新世地层

中发现了一块新的扁叶蜂科化石标本， 距今约

１６ ～ ２３ Ｍａ。 正模标本的身体结构保存较差， 翅脉

相对完整， 但也存在多处扭曲断裂 （图 ４⁃Ｂ）。 作

者认为其脉序特征与腮扁叶蜂亚科相近， 由于前

翅缺 失 ａｐ⁃Ｃｕ 脉， 排 除 了 归 入 华 扁 叶 蜂 属

Ｃｈｉｎｏｌｙｄａ 的可能， 另外假定标本是雌虫， 根据前

翅 Ｃ 室不具刚毛归入阿扁叶蜂属。 但事实上， 并

没有明确的特征可以确定该标本的性别， 且 ａｐ⁃Ｃｕ
脉的缺失通常属于种内变异， 因此仅依据这些单

一的特征来鉴别并不可靠。 Ｎｅｌ （２００４） 认为该化

石标本的鉴定仍存有一定争议， 提议将其归入腮

扁 叶 蜂 族， 但 未 定 属。 同 样， 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 和

Ｒａｓｎｉｔｓｙｎ （２０１６ ） 也认为其可能属于腮扁叶蜂

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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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阿扁叶蜂属化石线条图

Ｆｉｇ. ４　 Ｌｉｎｅ ｄｒａｗｉｎｇｓ ｏｆ ｆｏｓｓｉｌｓ ｏｆ ｇｅｎｕｓ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注： Ａ，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cｅｐｈａｌａ （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gｒａｎgｅｏｎｉ
Ｒｉｏｕ， １９９９）， 改自 Ｒｉｏｕ （１９９９， ＭＮＨＮ⁃ＬＰ⁃Ｒ. ５４９２５）； 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ｒｉｂｅｓａｌｂｅｓｅｎｓｉｓ， 改自 Ｐｅñａｌｖｅｒ 和 Ａｒｉｌｌｏ （２００２，
图 ２ ）。 比 例 尺 Ａ， Ｂ： ２ ｍｍ。 Ｎｏｔｅ： Ａ，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cｅｐｈａｌａ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gｒａｎgｅｏｎｉ Ｒｉｏｕ， １９９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ｉｏｕ （ １９９９， ＭＮＨＮ⁃ＬＰ⁃Ｒ. ５４９２５ ）； Ｂ，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ｒｉｂｅｓａｌｂｅｓｅｎｓｉ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Ｐｅñａｌｖｅｒ ａｎｄ Ａｒｉｌｌｏ （ ２００２，
Ｆｉｇ. ２）．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ｓ Ａ， Ｂ： ２ ｍｍ．

４　 问题与展望

４. １　 阿扁叶蜂属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对阿扁叶蜂属的研究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凸

显出来：
（１） 基础分类研究薄弱， 部分关键鉴别特征

存疑。
在腮扁叶蜂族中， 雌虫前翅 Ｃ 室刚毛的有无

是常用于区分阿扁叶蜂属 （无） 与腮扁叶蜂属

（有） 的重要鉴定特征， 然而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１９９１ａ）
在台 湾 发 现 的 腮 扁 叶 蜂 一 新 种 Ｃｅｐｈａｌcｉａ cｈｕｉ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１９９１ 却有着光滑的 Ｃ 室， 若仅据此单

一特征来鉴定可能会造成阿扁叶蜂属与腮扁叶蜂

属之间的物种混淆。
后颊脊和后翅 ２Ａ 残柄是区分阿扁叶蜂各亚属

的重要鉴定特征 （其中， 阿扁叶蜂亚属无后颊脊，
有 ２Ａ 残柄； 伊扁叶蜂亚属有后颊脊， 无 ２Ａ 残柄）
（Ｒｏｗｅｒ， １９１０； Ｍｉｄｄｌｅｋａｕｆｆ， １９５８）。 但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２００１） 指出， 这两个特征存在一些不稳定的中间

状态， 如 Ａ. ｓｅｒｖｉcａ 既无后颊脊也无后翅 ２Ａ 残柄，
而台湾阿扁叶蜂后翅具 ２Ａ 残柄， 也有明显的后颊

脊， 可见这两个特征于亚属的划分是存疑的， 仍

有必要进一步挖掘该属的形态特征。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１９９７） 曾利用卵的形状来区分亚属： 长椭圆状，
圆头末端为阿扁叶蜂亚属； 香蕉状， 尖头末端为

伊扁叶蜂亚属。 但此特征只适用于已报道的 １２ 个

种， 不到已报道物种数量的七分之一， 因此卵的

形状是否可以作为亚属鉴定特征还需更多的标本

去验证。
（２） 现阶段分类研究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
阿扁叶蜂属昆虫分布广泛， 各地自然生态环

境多样、 地形复杂， 不同地域的同一物种表型常

有一定差异， 这给以颜色和斑纹为依据的分类带

来一定挑战。 此前大多学者仅局限于某个地区开

展研究， 如 Ａｃｈｔｅｒｂｅｒｇ 和 Ａａｒｔｓｅｎ （１９８６） 针对欧

洲扁叶蜂进行了系统的整理；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２００１）
对日本的阿扁叶蜂进行了整理； 姜吉刚 （２００４）
则对中国的扁叶蜂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以及生物地

理学研究。 形态特征的区域差异再加上采集工作

的实际困难及标本流通上的阻碍， 较难实现全面

而系统的研究工作， 另外关于物种的概念和界限

容易混淆， 这也给后续研究及分类带来困扰。
（３） 分子数据匮乏。
据统计， ＮＣＢＩ 数据库中阿扁叶蜂属昆虫的核

苷酸数据仅 １２０ 余条， 大多短于 １ ０００ ｂｐ。 其中线

粒体基因组数据占半数， 但多为 ＣＯＩ 片段， 尚无

完整的线粒体基因组数据。 因此， 现阶段阿扁叶

蜂属的分类研究仍以传统形态分类为主， 分子数

据较少， 亟待补充。
（４） 单系性及内部系统发育关系有待验证。
目前尚无系统发育学证据支持该属的单系性，

仅有金娜 （２０１２）、 袁秀洁 （２０１３） 等利用 ＣＯＩ 标
记， 对松阿扁叶蜂 Ａ. ｐｏｓｔｉcａｌｉｓ 的地理种群进行过

相关研究。 可见， 尽管阿扁叶蜂属在扁叶蜂科中

的分类地位基本可以确定， 但该属的单系性、 属

内亚属的划分还需运用整合性思维综合研究。
４. ２　 阿扁叶蜂属研究展望

（１） 继续深入经典分类学研究。
现阶段阿扁叶蜂属的研究仍以传统分类为主，

一些关键特征的不稳定性和连续性给鉴定工作带

来一定困难。 今后研究中可结合比较形态学和几

何形态学 （Ｖｉｌｈｅｌｍｓｅｎ， ２０１９）， 运用数字化和三

维技术如显微 ＣＴ 断层扫描、 结构光照明显微镜 Ｄ⁃
ＳＩＭ 等获取阿扁叶蜂内、 外部形态数据， 对不稳定

或连续性性状进行定量分析， 进一步挖掘科学合

理的新特征， 寻找共近裔性状， 并综合多个特征

进行分类鉴定研究。 同时， 有必要加大全球合作

力度， 系统梳理阿扁叶蜂属模式标本馆藏分布状

况， 针对性地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对模式标本

进行重新检视。

２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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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全证据的系统发育及谱系地理学

研究。
利用分子、 形态和化石三者的全证据， 将宏

观和微观、 古代和现代相结合是重构符合自然历

史的系统发生树的关键 （任东， ２０１７）， 如 Ｓｈｉ 等
（２０１５） 综合利用分子和形态数据， 对脉翅目细蛉

科化石和现生类群进行了多维度分析， 从而确认

了细蛉科及多数现生属的单系性。 因此， 为深入

挖掘阿扁叶蜂属内部的亲缘关系， 我们应充分利

用化石有限的形态特征， 联合现生类群的形态及

分子数据， 对阿扁叶蜂属进行全证据的系统发育

分析， 以对其单系性、 亚属划分的合理性进行

检验。
谱系地理研究对于理解物种进化过程与分布

格局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李俊洁和黄晓磊，
２０２２）。 为解析阿扁叶蜂属物种现有分布格局的形

成原因， 通过利用化石记录 Ａ. ｒｉｂｅｓａｌｂｅｓｅｎｓｉｓ 和 Ａ.
ｅｒｙｔｈｒｏcｅｐｈａｌａ 的时间属性， 综合不同时空尺度的地

质历史事件， 探讨阿扁叶蜂属的起源、 分化及分

布中心， 重建该类群的扩散与演化历史。
（３） 国内成灾及扩散风险评估。
种群遗传学研究和适生区预测对害虫风险评

估具有指导意义。 Ｃｈｅｎ 和 Ｄｏｒｎ （２００９） 通过微卫

星标记研究不同地区的苹果蠹蛾 Ｃｙｄｉａ ｐｏｍｏｎｅｌｌａ
种群， 发现多数种群间均有较高水平的遗传分化，
唯独靠近国际机场的一个种群与其他种群间的分

化程度较低， 推测这可能与机场附近长期的人为

协助扩散有关。 冯璐等 （２０１３） 基于楚雄腮扁叶

蜂 Ｃ. cｈｕｘｉｏｎgｉcａ 现有分布数据， 根据生境及气候

因素预测到， 云南大部分地区及四川、 西藏、 广

西、 贵州、 广东和海南的局部地区为其适宜分布

区， 这对楚雄腮扁叶蜂的预测预报工作具有指导

意义。 以重要林业害虫松阿扁叶蜂为例， 该虫通

常间隔一定年份大爆发一次， 且发生地常呈点状

分布 （Ｖｏｏｌｍａ， ２００９）， 如在我国宁夏、 河南、 黑

龙江等省份多次爆发， 严重威胁当地油松和樟子

松的生长。 为摸清其爆发机制， 可通过线粒体基

因 （ ＣＯＩ、 ＣＯＩＩ、 Ｃｙｔｂ 等 ）、 核 基 因 （ ＩＴＳ、 ＩＧＳ
等）、 微卫星 （ ＳＳＲ） 和单核苷酸多态性 （ ＳＮＰ）
等分子标记， 研究害虫的微进化过程、 种群遗传

多样性、 遗传结构及基因交流情况等， 为林草管

理部门制定和优化害虫防治策略提供理论支撑。
此外， 松科植物是北半球常见森林树种， 阿

扁叶蜂属昆虫专性取食松科针叶树， 其分布范围

可能与寄主存在紧密联系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８８）。 阿扁叶

蜂属主要全北区分布， 而新热带报道的 Ａ. cｒｅｄｉｔａ、
Ａ. ｍｅｘｉcａｎａ、 Ａ. ｎｉgｒｏｓｔｉgｍａｔａ 均寄生于松科植物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７１； Ｓｍｉｔｈ， １９８８）， 可见， 随着寄主树

种的广泛种植或外地引种， 阿扁叶蜂属的部分种

类可能有向未分布地扩散的风险。 红头阿扁叶蜂

被列 为 北 美 入 侵 害 虫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ｏｒｇ）， 对 Ｐｉｎｕｓ ｒｅｓｉｎｏｓａ 和 Ｐｉｎｕｓ ｓｔｒｏｂｕｓ 等多种松属

植物的生长造成威胁 （Ｌｙｏｎｓ， ２０１３）。 因此， 基

于寄主树种的阿扁叶蜂扩散风险评估将会是一项

不可或缺的工作， 可利用阿扁叶蜂属重要害虫的

现有分布数据， 综合寄主树种、 气候和人为活动

等多种因素， 应用 Ｍａｘｅｎｔ、 Ｃｌｉｍｅｘ 等生态位模型，
预测其适生区， 并对未分布区的早期防范提供措

施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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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ｂａｓａｌ ｌｉｎｅａｇｅｓ ｏｆ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 Ｉｎｓｅｃｔａ ） ｕｓｉｎｇ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Ｃｌａｄｉｓｔｉcｓ， ２００２， １８： ４５５ － ４８４．

Ｓｃｈｕｌｍｅｉｓｔｅｒ Ｓ. 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ｌｅ ｂａｓａｌ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 Ｉｎｓｅｃｔａ ）：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Ｊ ］ ． Ｏｒg.
Ｄｉｖｅｒｓ. Ｅｖｏｌ. ， ２００３， ３： ２５３ － ２７９．

Ｓｈｉ ＣＦ， Ｗｉｎｔｅｒｔｏｎ ＬＳ， Ｒｅｎ Ｄ.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ｏｆ ｓｐｌｉｔ － ｆｏｏｔｅｄ ｌａｃｅｗｉｎｇｓ
（Ｎｅｕｒｏｐｔｅｒａ， Ｎｙｍｐｈｉｄａｅ）， ｗｉｔｈ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ｅｗ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ｆｏｓｓｉ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Ｃｌａｄｉｓｔｉcｓ， ２０１５， ３１ （５）： ４５５ －
４９０．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Ａ. Ｔｗｏ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ｅｐｈａｌｃｉｉｎａｅ ｆｒｏｍ Ｊａｐａｎ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 ［ Ｊ］ ． Ｋｏｎｔｙû， １９８５， ５３ （ １ ）：
９０ － ９６．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Ａ.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 ｓａｗｆｌｉｅｓ （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ｆｒｏｍ Ｔａｉｗａｎ ［ Ｊ］ ．
Ｂｕｌｌ. Ｎａｔｌ. Ｓcｉ. Ｍｕｓ. ， Ｓｅｒ. Ａ， Ｚｏｏｌ. ， １９９１ａ， １７ （４）： １７３ －

１８１．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Ａ. Ａ ｎｅｗ ｗｅｂ⁃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ｓａｗｆｌ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ｆｒｏｍ Ｊａｐａｎ ［ Ｊ］ ． Ｐｒｏcｅｅｄｉｎg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ｏc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c Ｚｏｏｌｏgｙ， １９９１ｂ， ４４： ６５ － ６８．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Ａ.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ａ ｐｉｎｅ ｗｅｂ⁃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ｓａｗｆｌｙ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ｓａｓａkｉｉ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 ［ Ｊ ］ ．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cｉｅｎcｅ Ｍｕｓｅｕｍ， Ｔｏｋｙｏ， １９９５， ２８： １６５ － １６７．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Ａ， Ｂｙｕｎ ＢＫ. Ｃｏｎｉｆｅｒ⁃ｆｅｅｄｉｎｇ ｗｅｂ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ｓａｗｆｌ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ｆｒｏｍ Ｋｏｒｅａ ［Ｊ］ ．
Ｉｎｓｅcｔａ Ｋｏｒｅａｎａ， １９９６， １３： ９１ － １０４．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Ａ. Ｗｅｂ⁃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ｓａｗｆｌｉｅｓ （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ｏｎ ｌａｒｃｈ ［ Ｊ］ ． Ｂｕｌｌ. Ｎａｔｌ. Ｓcｉ. Ｍｕｓ. ， Ｓｅｒ. Ａ， Ｚｏｏｌ. ，
１９９７， ２３ （４）： １９１ － ２１２．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Ａ， Ｈａｒａ Ｈ.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ａ ｓｐｒｕｃｅ⁃ｆｅｅｄｉｎｇ ｗｅｂ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ｓａｗｆｌｙ，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ａgｌａｉａ （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 ｗｉｔｈ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Ｈｏｋｋａｉｄｏ， Ｊａｐａｎ ［Ｊ］ ． Ｂｕｌｌ.
Ｎａｔｌ. Ｓcｉ. Ｍｕｓ. ， Ｓｅｒ. Ａ， Ｚｏｏｌ. ， ２０００ａ， ２６ （１）： １ － １１．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Ａ. Ｐｉｎｅ⁃ｆｅｅｄｉｎｇ ｗｅｂ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ｓａｗｆｌ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ｏｓｔｉcａｌｉｓ ｇｒｏｕｐ （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 Ｊ］ ． Ｂｕｌｌ. Ｎａｔｌ.
Ｓcｉ. Ｍｕｓ. ， Ｓｅｒ. Ａ， Ｚｏｏｌ. ， ２０００ｂ， ２６ （１）： ５７ － ９８．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Ａ. Ｃｏｎｉｆｅｒ⁃ｆｅｅｄｉｎｇ ｗｅｂ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ｓａｗｆｌ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 ［ Ｊ］ ． Ｓｐｅc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１， ６： ２３ － ６３．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Ａ， Ｂｅｎｅš Ｋ.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ｂｉｒｍａｎｉcａ ｓｐ. ｎｏｖ.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ｆｒｏｍ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Ｊ］ ． Ｂｕｌｌ. Ｎａｔｌ. Ｓcｉ. Ｍｕｓ. ， Ｓｅｒ. Ａ，
Ｚｏｏｌ. ， ２００５， ３１ （１）： ２５ － ２８．

Ｓｍｉｔｈ ＤＲ. Ａ ｓｙｎｏｐ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ｗｆｌｉｅｓ （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Ｓｙｍｐｈｙｔａ）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Ｘｙｅｌｉｄａｅ，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Ｃｉｍｂｉｃｉｄａｅ， Ｄｉｐｒｉｏｎｉｄａｅ， Ｘｉｐｈｙｄｒｉｉｄａｅ， Ｓｉｒｉｃｉｄａｅ，
Ｏｒｕｓｓｉｄａｅ， Ｃｅｐｈｉｄａｅ ［Ｊ］ ． Ｓｙｓｔ. Ｅｎｔｏｍｏｌ. ， １９８８， １３： ２０５ － ２６１．

Ｓｍｉｔｈ ＤＲ. Ｔｈｅ ｎｅ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ａｗｆｌｉｅ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ｂｙ ｎｏ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ｅｓ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Ｓｙｍｐｈｙｔａ） ［ Ｊ］ ． Ｔ.
Ａｍ. Ｅｎｔｏｍｏｌ. Ｓｏc. ， １９７１， ９７ （４）： ５２１ － ５３５．

Ｔａｅｇｅｒ Ａ， Ｂｌａｎｋ ＳＭ， Ｌｉｓｔｏｎ ＡＤ. Ｗｏｒｌｄ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ｏｆ Ｓｙｍｐｈｙｔａ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Ｊ］ ． Ｚｏｏｔａｘａ， ２０１０， ２５８０： １ － １０６４．

Ｔａｅｇｅｒ Ａ， Ｌｉｓｔｏｎ ＡＤ， Ｐｒｏｕｓ 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ＥＣａｔＳｙｍ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ｏｆ Ｓｙｍｐｈｙｔａ （ Ｉｎｓｅｃｔａ，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 ．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５. ０ （１９ Ｄｅｃ ２０１８）， ｄａｔａ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４０ （２３ Ｓｅｐ ２０１８） ［ＤＢ ／
ＯＬ］． － Ｓｅｎｃｋｅｎｂｅｒｇ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ｓ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ＳＤＥＩ），
Ｍüｎｃｈｅｂｅｒｇ. ｈｔｔｐｓ： ／ ／ ｓｄｅｉ. ｄｅ ／ ｅｃａｔｓｙｍ ／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Ｋ.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ｏｒｄｅｒ Ｓｙｍｐｈｙｔａ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Ｉ） ［Ｊ］ ． Ｔｅｎｔｈｒｅｄｏ， １９３８， ２ （２）： １７３ －
２２９．

Ｖｉｌｈｅｌｍｓｅｎ Ｌ.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ａｎｔ ｂａｓａｌ ｌｉｎｅ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 Ｉｎｓｅｃｔａ） ［ Ｊ］ ． Ｚｏｏｌ. Ｊ. Ｌｉｎｎ. Ｓｏc. ， ２００１，
１３１： ３９３ － ４４２．

Ｖｉｌｈｅｌｍｓｅｎ Ｌ. Ｇｉａｎｔ ｓａｗｆ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ｋｉ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 ｏｆ
Ｃｉｍｂｉｃｉｄａｅ （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 ［ Ｊ］ ． Ｓｙｓｔ. Ｅｎｔｏｍｏｌ. ， ２０１９， ４４：
１０３ － １２７．

Ｖｏｏｌｍａ Ｋ， Ｐｉｌｔ Ｅ， Ｏｕｎａｐ Ｈ.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ｅｂ⁃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ｐｉｎｅ⁃ｓａｗｆｌｙ，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ｏｓｔｉcａｌｉｓ （ Ｍａｔｓ. ）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ｉｎ Ｅｓｔｏｎｉａ ［ Ｊ］ ．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９， ５０： １１５ － １２２．

Ｗａｎｇ Ｍ， Ｒａｓｎｉｔｓｙｎ ＡＰ， Ｓｈｉｈ Ｃ， ｅｔ ａｌ. Ａ ｎｅｗ ｆｏｓｓｉｌ ｇｅｎｕｓ ｉｎ

５９１１



环境昆虫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gｙ ４５ 卷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Ａｌcｈｅｒｉｎgａ， ２０１４，
３８： ９９ － １０８．

Ｗａｎｇ Ｍ， Ｒａｓｎｉｔｓｙｎ ＡＰ， Ｌｉ Ｈ， 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ｏｉｄｅａ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Ｓｙｍｐｈｙｔａ）
［Ｊ］ ． Ｃｌａｄｉｓｔｉcｓ， ２０１５， ３２： ２３９ － ２６０．

Ｗｅｉ ＭＣ， Ｎｉｅ Ｈ. Ｔｈｅ Ｆａｕｎａ ａｎｄ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Ｖｏｌ. ２⁃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ｏｆ Ｍｔ. Ｆｕｎｉｕ ［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１１２ － １１６. ［魏美才， 聂海燕 . 河南昆虫分类区系研究 （第 ２
卷） － 伏牛山扁蜂科新种记述 ［Ｍ］． 北京： 中国农业科技出

版社， １９９８： １１２ － １１６］
Ｗｅｉ ＭＣ， Ｊｉａｎｇ Ｊ. Ｔｈｅ Ｆａｕｎａ ａｎｄ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Ｖｏｌ. ５⁃

Ｔｗｏ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ｆｒｏｍ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Ｓｉｒｉｃｏｍｏｒｐｈａ）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１８７ － １９０. ［魏美才， 姜吉

刚 . 河南昆虫分类区系研究 （第 ５ 卷） － 河南扁蜂科二新种

（膜翅目： 树蜂亚科） ［ Ｍ］． 北京：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１８７ － １９０］

Ｗｅｉ ＭＣ， Ｎｉｅ ＨＹ， Ｔａｅｇｅｒ Ａ. Ｓａｗｆｌｉｅｓ （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Ｓｙｍｐｈｙ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Ｂｌａｎｋ ＳＭ，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Ｓ， Ｔａｅｇｅｒ Ａ， ｅｄｓ．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ａｗｆｌ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Ｍ］． Ｋｅｌｔｅｒｎ： Ｇｏｅｃｋｅ ＆ Ｅｖｅｒｓ， ２００６： ５０５ － ５７４．

Ｗｅｉ ＭＣ， Ｎｉｕ ＧＹ. Ｔｗｏ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Ｓｉｒｉｃｏｍｏｒｐｈａ）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Ａcｔａ Ｚｏｏｔａｘｏｎｏｍｉcａ Ｓｉｎｉcａ， ２００８，
３３ （１）： ５７ － ６０．

Ｗｅｓｔｗｏｏｄ ＪＯ.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ｕｓ Ｏｘｏｎｉｅｎｓｉｓ； ｏ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ｅｗ，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ａｒ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ｖ. Ｆ.
Ｗ. Ｈ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ｔｙ Ｐｌ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ｒａｗｉｎｇｓ ｂ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Ｍ］ .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８７４： １ － ２０５．

Ｗｕ ＸＹ， Ｆａｎ ＪＢ， Ｆａｎ 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ｏｓｔｉcａｌ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cｉｅｎcｅ ａｎｄ Ｔｅcｈｎｏｌｏgｙ， ２００５， ３０ （２）： ４０ － ４２， ６１. ［武星煜，
樊建宝， 范慧 . 松阿扁叶蜂防治指标及预测预报技术研究

［Ｊ］ ． 甘肃林业科技， ２００５， ３０ （２）： ４０ － ４２， ６１］
Ｗｕ ＸＹ， Ｘｉｎ Ｈ， Ｙａｎｇ ＱＱ.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Ｃｏｓｔａ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cｈ，
２０１４， ２７ （３）： ４００ － ４０２. ［武星煜， 辛恒， 杨启青 . 中国阿扁

蜂属 （膜翅目： 扁蜂科） 一新种 ［ Ｊ］ ． 林业科学研究， ２０１４，
２７ （３）： ４００ － ４０２］

Ｗｕ ＸＹ， Ｘｉｎ Ｈ， Ｌｉｕ ＨＸ， ｅｔ ａｌ. Ａ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Ｃｏｓｔａ
（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 ｄａｍａｇｉｎｇ Ｐｉcｅａ c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Ｓcｉｅｎｔｉａ Ｓｉｌｖａｅ Ｓｉｎｉcａｅ， ２０１６， ５２ （９）： １０３ － ０６. ［武
星煜， 辛恒， 刘海秀， 等 . 危害青海云杉的阿扁蜂属 （膜翅目：
扁蜂科） 一新种 ［Ｊ］ ． 林业科学， ２０１６， ５２ （９）： １０３ － ０６］

Ｘｉａｏ ＧＲ. Ａ ｓｙｎｏｐ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ａｗｆｌ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Ｃｅｐｈａｌｃｉｉｎａｅ
（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 ［ Ｊ ］ ． Ｓcｉｅｎｔｉａ Ｓｉｌｖａｅ， １９６３，
８ （１）： １５ － ２８. ［萧刚柔 . 中国腮扁叶蜂亚科昆虫研究 ［ Ｊ］ ．
林业科学， １９６３， ８ （１）： １５ － ２８］

Ｘｉａｏ ＧＲ. Ｔｗｏ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ｅｐｈａｌｃｉｎａ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Ｊ］ ． Ｅｎｔｏｍｏ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ａ， １９８４， ６ （２ － ３）： １３７ －
１４０. ［萧刚柔 . 云南腮扁叶蜂亚科两新种 ［ Ｊ］ ． 昆虫分类学

报， １９８４， ６ （２ － ３）： １３７ － １４０］
Ｘｉａｏ ＧＲ， Ｚｈｏｕ ＳＺ， Ｈｕａｎｇ ＸＹ. Ｔｗｏ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ｗｆｌ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Ｃｅｐｈａｌｃｉｎａｅ； Ｔｅｎｔｈｒｅｄｉｎｉｄａｅ，
Ｎｅｍａｔｉｎａｅ） ［Ｊ］ ． Ｓcｉｅｎｔｉａ Ｓｉｌｖａｅ Ｓｉｎｉcａｅ， １９８６， ２２ （４）： ３５６ －
３５９. ［萧刚柔， 周淑芷， 黄孝远 . 中国扁叶蜂及叶蜂各一新种

（膜翅目： 扁叶蜂科、 叶蜂科） ［Ｊ］ ． 林业科学， １９８６， ２２ （４）：
３５６ － ３５９］

Ｘｉａｏ ＧＲ. Ｆｏｕｒ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ｅｐｈａｌｃｉｎａ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 Ｊ ］ ． Ｓcｉｅｎｔｉａ Ｓｉｌｖａｅ Ｓｉｎｉcａｅ， Ｍｅｍｏｉｒ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gｙ， １９８７： １ － ４. ［萧刚柔 . 中国扁叶亚蜂四新种 （膜
翅目： 扁叶蜂科） ［Ｊ］ ． 林业科学， 昆虫专辑， １９８７： １ － ４］

Ｘｉａｏ ＧＲ， Ｈｕａｎｇ ＸＹ， Ｚｈｏｕ ＳＺ， ｅｔ 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ｗｆｌｙ Ｆａｕｎ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 ［Ｍ］．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Ｔｉａｎｚｅ Ｅｌｄｏｎｅｊｏ， １９９２： １３ － ２１. ［萧刚柔，
黄孝远， 周淑芷， 等 . 中国经济叶蜂志 （Ｉ） ［Ｍ］． 陕西： 天则

出版社， １９９２： １３ － ２１］
Ｘｉａｏ ＧＲ. Ｔｈｅ Ｗｅｂ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ｆ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ａｗｆｌ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２. ［萧刚柔 . 中国

扁叶蜂 ［Ｍ］．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２００２］
Ｘｉａｏ ＧＲ， Ｚｈａｏ ＣＳ. Ａ ｎｅｗ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ｓ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Ｐａｍｐｈｉｌｉｉｄａｅ ） 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ｅｓ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０５， ２４ （１）： １３ － １４. ［萧刚柔， 赵常胜 . 危害红松

的阿扁叶峰属中国一新纪录种 （膜翅目， 扁叶蜂科） ［ Ｊ］ ． 中

国森林病虫， ２００５， ２４ （１）： １３ － １４］
Ｘｉｎ Ｈ， Ｗｕ ＸＹ.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ｗｆｌｉｅ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cｉｅｎcｅ ａｎｄ Ｔｅcｈｎｏｌｏgｙ， ２０１０， ３５ （１）： ９ － １１. ［辛恒，
武星煜 . 甘肃叶蜂种类调查及分类研究Ⅱ. 扁蜂科和广蜂科属

种名录 ［Ｊ］ ． 甘肃林业科技， ２０１０， ３５ （１）： ９ － １１］
Ｙａｎｇ ＺＸ.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ｏｎ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ｆｌａｖｏｍａｒgｉｎａｔａ， Ｍａａ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gｙ， １９９８， ３５ （３）： １４７ － １４８.
［杨子祥 . 黄缘阿扁叶蜂的初步研究 ［ Ｊ］ ． 昆虫知识， １９９８，
３５ （３）： １４７ － １４８］

Ｙａｎｏ Ｍ， Ｓａｔｏ Ｋ. Ｔｗｏ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ｌａｓｔｏｇａｓｔｒａ ｆｒｏｍ Ｊａｐａｎ ［ Ｊ］ ．
Ｋｏｎｔｙû， １９２８， ２： ２０９ － ２１２．

Ｙｕａｎ ＸＪ.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cａｎｔｈｏｌｙｄａ ｐｏｓｔｉcａｌｉｓ 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Ｈｏｓｔ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ｓ ［ Ｄ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２０１３. ［袁秀洁 . 松阿扁叶蜂地理

变异及其对寄主挥发物的反应机制研究 ［Ｄ］． 北京： 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 ２０１３］
Ｚａｄｄａｃｈ Ｇ. 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Ａｒｔｅｎ ｄｅｒ Ｂｌａｔｔ － ｕｎｄ Ｈｏｌｚｗｅｓｐｅｎ

ｖｏｎ Ｃ. Ｇ. Ａ. Ｂｒｉｓｃｈｋｅ Ｈａｕｐｔｌｅｈｒｅｒ ａｎ ｄｅｒ ａｌｔｓｔäｄｔｉｓｃｈｅｎ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ｃｈｅｎ Ｋｎａｂｅｎｓｃｈｕｌｅ ｉｎ Ｄａｎｚｉｇ ｕｎｄ Ｄｒ. Ｇｕｓｔａｖ Ｚａｄｄａｃ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ｉｎ Ｋöｎｉｇｓｂｅｒｇ， ｍｉｔｇｅｔｈｅｉｌｔ ｖｏｎ Ｚａｄｄａｃｈ. ［ Ｄｒｉｔｔｅ
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 ］ Ｌｙｄｉｄａｅ ［ Ｊ ］ ． Ｓcｈｒｉｆｔｅｎ ｄｅｒ Ｐｈｙｓｉkａｌｉｓcｈ －
ökｏｎｏｍｉｓcｈｅｎ Ｇｅｓｅｌｌｓcｈａｆｔ ｚｕ Ｋöｎｉgｓｂｅｒg， １８６６， ６： １０４ － ２０３．

Ｚｈｅｌｏｃｈｏｖｔｓｅｖ ＡＮ. Ｎｏｖｙｅ ｖｉｄｙ Ｓｙｍｐｈｙｔａ （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ｆａｕｎｙ ＳＳＳＲ
［Ｊ］ ． Ｓｂｏｒｎｉk Ｔｒｕｄｏｖ Ｚｏｏｌｏgｉcｅｓkｏgｏ Ｍｕｚｅｊａ ＭＧＵ， １９６８， １１： ４７ －
５６．

６９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