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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蜜蜂总科是昆虫纲屮最进化的类群之•，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昆 

虫资懨，它们除能提供有经济价值的蜂蜜、工浆、蜂蜡和蜂胶等外，绝大 

多数种类都是梢物的传粉者，国内外已将蜜蜂为农作物传粉列为现代农业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蜜蜂总科共5 个科，本志包括准蜂科和蜜蜂科。内容分总论和各论两 

部分D 总论中论述了蜜蜂总科的分类系统、形态恃征、生物学特性和地理 

分布；各论中记述了准蜂科和®蜂科的4 亚科、9 族，18属和4 8亚属共 

27)种 （包括20新种、48种中国新记录种）的形态特征和分布。亚科下 

均有族、属、亚属及种的检索表。共有插图218张、彩色图版8 輻及黑白 

图版1幅。

本忐可为昆虫学教学'研究和农林生产部提供参考资料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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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总科是膜翅目昆虫中最进化的类群之一。雌蜂体具采粉结构，嗜访花和吸食花 

蜜，多数为独栖性，部分营典型的社会性生活，少部分为盜寄生性（deptoparasitc)。

蜜蜂楚…种很有经济价值的昆虫资源，弓人类关系十分密切。蜜蜂传粉、酿蜜，为 

他人作嫁衣裳，是劳动的象征；蜜蜂是开花植物的“月下者人”，是友爱的使者。蜜蜂 

为众多农林作物传播花粉后，产量一般提高2 0 %左右，是现代可持续农业的组成部分， 

蜜蜂可为人类提供多种滋补保健和有医疗价值的蜂产品D 我国是养蜂大国，蜂产品在国 

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自然界陆地生态系统中，蜜蜂是一个主要成分。

蜜蜂总科世界已记述2 力-多种，胡 经甫（1940)在 《中国昆虫目录》中，记有蜜蜂 

共 308种 （包 括 亚 种 从 6 0年代初，国内对蜜蜂总科的分类区系研究，进人了一个新 

阶段，现已知中国蜜蜂近10 0 0种。众多养蜂工作者和科技人员，对蜜蜂生物学和恂养 

管理等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均为本志的编写创造了条件。

本志分为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中介绍了总科的研究历史、分类系统、生物学、 

地理分布与区系分析；各论包括准蜂科及蜜蜂科（盗寄生类群除外）两科共271种和亚 

种，其中包括2 0个新种及作者历年发表的53种 （共占本志种类的2 6 . 8 % )和 4 8种中 

闻新记录种。15中对两科科下各阶元的特征作了记述，并备有检索表，对各种的引证、 

鉴别特征、形态和分布均有记述，部分种类记录有访采植物，大部分种类有特征图 

(184幅），并有彩色图8 版和黑白图1版。新种模式标本均保存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参考文献中以总论的参考文献为主，各论中仅列人涉及面较广的重要文献。

本志的编写是在中国动物志编委会领导下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完成的。工 

作中得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及昆虫标本馆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此外，中国科学院 

上海昆虫研究所罗志义先生、南开大学生物系郑乐怡先生、中国农业大学杨集昆先生、 

北京自然博物馆刘思孔先生、天津自然博物馆刘胜利先生等提供了研究用标本，福建农 

业大学赵修复先生提供了标本和文献资料，在此深表谢意。

在工作进程中，作者曾查看部分国外有关标本，并得到各同行的支持和帮助，他们 

是：美国堪萨斯大学斯诺博物馆(SM KU)D r, C , D . M ichener，D r. R . W . B rro k s; 英国 

0 然历史博物馆（B M N H) M r. M . C, Day，M r. G . R . E L se; 美国国家博物馆昆虫部 

(U S N M ，Washington I). C*)D r. R , M cG in ley;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 M N H ) ; 美国 

加州科学院博物馆（MCAS) D r.Pulawsky; 犹他州立大学（U ta h S . U .)D r. T . Griss- 

w d d ; 俄罗斯科学院动物研究所（Z1ASKS) D r. Y u. A . Pesenko; 日本九州大学农学



部昆虫室D r. Y . Hirashima，D r. O . Tadauchi ; 韩国汉城大学昆虫研究所（Entomologi- 

cal In s t.，SeoulU niv.)，以及英国D r. D . Baker个人收藏的标本，在 此 并 致 射 。

作者特别感谢孟祥玲先生在本志编写中给予的大力帮助。

文中插图除引用文献者外，均系陈瑞瑾、崔云琦、姚建、褚中英等同志覆墨的原 

图，彩色和黑白图版由于延芬同志拍摄，打描电镜图由卢宝廉研究员拍摄，特此致谢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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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芦 蜂 属 以沿Klug， 1807 ......................................................................._.........................  ( 1 5 2 )

绿芦蜂亚铒 Pi认 rfr. KUig， 1807 .......................................................................  ( 152)

绿芦蜂 Pi-认迅s ( 5 . 贫r . ) 仰ara职f«/a (Fabricius)，1787 .............. ......................（153)

蓝芦蜂 PiYA如a； ( y .灯r. ) (Smith)， 1879 .......... ...............................（153)

芦蜂属 Qrafina Latreille, 1802 ............................................................................................（ 154 )

光泽芦蜂亚属 Eacmwiwa Hirashima， Moure 扣 Daly, 1971 .....................................  ( 158 )

青芦蜂 Cerâ Mii ( )  〇wnea ( Kirby)， 1802 .........................................  ( 158 )

芦蜂亚属 Ceria"Via s . str. Latreille, 1802 .......................... .............. -.....................*' ( 159 )

峨眉芦蜂 C r̂aiziia ( j . rtr. ) sp. ................. ..............................................（159 )

¥■—芦蜂 似 （ j  • .rtr. ) ttnico/w Friese, 1911 中国新记录 .....................（1 6 1〉

瓜芦蜂 Cleraiina ( j . rfr. ) cucMr̂ ifiwa Rossi, 1792 中国新记录 ..........‘ （161_ )

中国芦蜂 Cera以Twz ( s . ifr. ) cA/nensis (W u)， 1963 ...... ................ （化2 )

棒突芦蜂 Cmiii/Kz ( j .  sfr. ) sa如• Yasumatsu， 1936 中国新记录 ...................... （ 163 )

齿突芦蜂 Cemh似 （i . ) htoto/ Yasumatsu， 1936 中国新记录 ............... ， . （164 )

无齿芦蜂 Csrafi仙 （s. i£r,) csoJb■丨■ Yasumatsu et HiTiLshima, 1%9 中国新记录

........................................ ............................... ( 164 )



旗尾芦蜂亚属 Perkins, 1912    ............... .................. ..— —— …■ ( 〖6 5 )

街月5芦蜂 Orrti/iMu Friese， 1914...................................... ...（ 166 )

花芦蜂亚属 CerahnWia Cockerell ef Porter， 1899 ............. ............................ ......... * ( 166 )

冲绳芦蜂 (Csrarirti&a) obraauwwa Maisumura C Uchida， 1926 - —  * ( 167 )

滑两斧蜂 Cmiijijici ( /ocT̂ itscw/a Wu， 1963 .......... ................ .....（ 168 )

南方芦蜂 C^rai/似 （GEfmii-w!rfj<3〉 abnato Smkh， 1879...................……..— **-■ ( 168 )

刻 W芦蜂 Gsrct/iVfu (CEfra"rt&&2) Wu, 1963 .......... ............. .. ...... . ( 169 )

口 本芦蜂 Cerafijiej Cockerell， 1911 ........................ .—  ( 1 7 0 〉

波氏芦蜂 ( CerahViiii^a)加扣wi Wu，1%3 *......*......... ..........  ( 171 )

紧芦蜂 Ge*ra îa (Cerwt，Vi îza) ctwj/wt'切 Smhh， 1879 ......................*.........— * ( 172 )

花芦蛛 Wwii出ma Smith，1854 ..........................................  ( 172 )

莫芦蜂 Cercina wi〇raî i_tE/ Sickmarm， 1894 ......*................... ....* ( 173 )

黄芦蜂 〇 如inii (Cer如>1沾 12 ) Simith, 1879 ...................... ............ …*■ ( 173 )

台湾芦蜂 (Cerafinidfe) tofetsttgowa Shiokawa 扣 Hirashinia, 1982 … （ 174 )

拟黄芦蜂 Cera">t£i /lierô y/j/wVa SmUh，1854  .....................（175 )

马氏芦蜂 Omfirwi (CVrtz^n沾a ) /細 Shiokawa et Hirashima， 1982 ..............* (175 )

革芦蜂亚属 Lzbcera^mi Vechi， 1952  ........ .................................... *—  ..............’ （ 176 )

黄绣芦蜂 GfjmfiTw /iauo/^c如 Shiith， 1857 中国新记录 .............（ 176 )

花革芦蜂 feosefnponb Strand，1913 ... ................ ......— （1 7 8〉

四斑芦蜂 Cen边Via (iiocerfl/?■加 ） sp- neu 新 种  ........ ..... ( 1 7 9 〉

黄芦蜂亚肩 Vecht， 1952 ...................................................................... （ 179 )

小芦蜂族 Modapini ......................................................................................................................  ( 180 )

布朗蜂属Bmw似 你 Michener, 1 9 6 9    ..................................— *...................... ..... ( 1 8 0 )

何威布朗蜂 出 (Cameron)， 1908 中国新记录 *............ ..— "  ( 18L )

普安布朗蜂Brawwa/^办仙说ertds (Cockerell) , 1 9 2 9 中国新i己录 .................. ( 182 )

( 二 ）蜜蜂亚科  Apinae .............................................................................................................. ( 1 8 3 )

条蜂族Anthophorini ....... ............…■…— - ...................*.................................................… （183 )

条蜂属 Laireille, 1802................................................................... ....................  C 186 )

条蜂亚属 Awi/i〇/)/i«ra s• rfr. Latreille， 1802   ............. *…—   ............. . ( 192 )

黄谢条蜂 An̂ Ao/i/iora (s ■ sfr. ) yii t̂^ari^s Brulle，1832 ... ............ ............... ....（1 9 4〉

黄附条蜂中国亚种 Aw执冲ftara ( j . rfr ,) /MZt/itors£sc/MwmjisFriese， 1919 … （195>

黑顿条蜂 ( 5 ■ jfr. ) me/oTiqgraif/uz Cockerell，1911  .................（1 9 5〉

乌亚条蜂AniAo/)Aora (s.  str.) uljanini Fedtschenko« 1875 ...........................* ( 196 )

毛足条蜂 An成冲fcora ( j  . rfr■ ) (Panzer), 1805 中国新记录 ............（197)

继条蜂 AniAo/rfiora ( s ■对r  ) /iazjTieZk (ickerell， 1931 ................................ ....（ 198 )

毛附黑条蜂 AmAo/Jbra ( t  i t r . ) (Pallas)， 1772 ............................. (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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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条蜂 . Wr.) senescere Lepeletier, 1841 .............................  ( 200 )

臀条蜂亚属 Brooks， 1988     .................. *..................... ( 2ft〇)

粗条蜂 (Lirmaeus), 1758 ....... .........“ … （202)

黑白条蜂 Ant/io/Aom (P>Kan£fto/Aora) Fedtschenko,彳875 中国新

...............................................................................................................................................................（2 0 4 )

茜 条 蜂 (Pjganffto沐ora) Dours， 1869 ..........  ( 2 0 5 )

足条蜂 AniAo如am (PjgHttt/ia/j/iora) /Jftfc^Eversmann, 1852 中国新记录…
.......................................................................................................................................( 205 )

弗尼条蟑 An执印/] ora ( ) /?n^"ia Morawitz， L 894 ...................  ( 2t)6 )

白 K  条蜂 Anf/u批 o r a〈P灌 aZ6ot办a仏 sp, nov. 新 种 ................（2〇7 )

波氏条蜂An执 ( f t辦 如 如 印 ） 】 890 中国新记录

....................................................................................................................................... ( 207 )

中亚条蜂 (P;yga?成o/j/iara) /r^ms^A/ Fedtschenko, 1875 中国新

iciS ............................................................................................................................... (20« )

阿尔泰条蜂 Anf/i /̂Aora 哗 /!cm) aZtoi_〇( Radoszkowski，1882 中国新

i S ^  ............................................................................................................................... ( 2 0 9 )

尖唇条蜂 A/iJ/io/Aora (P；yg!anj：/io灿ora) Marawilz，1880 ………… （210)

冠毛条蜂亚属 Lo地 m(Aw/A〇ni Brooks， 1988 ..................................................... *“ _■ ( 2 1 1 )

腔条蜂 A/if/it)如 rt/rici//aEversimnn, 1852 中闽新记录

....................................................................................................................................... ( 2 1 2 )
圆斑条蜂■An/Zio/Aora (Lo坤anf/i〇/>A〇rt2 ) agawia Radoszkowsky， 1869 …. _.，__(  212 )
双毛条縴 Ara加 /nft〇r<? (i*0/i^nMo^om) 6ia7iaia Lepeletier, 1841 中国新记录

鱗毛条蜂亚属 AfyftowffcopifKTra Brooks， 1988 ....................................

缴条蜂 AniA砂/iora ( 如ora ) 6orcaZii- VIorawitz， 1864 中国新记录

( 2 1 3 )

( 2 1 3 )

河北条蜂 AwiAw/fera sp.   ..................

华山条蜂 Anf/zo/^ora (M:yston执o/^tora) /uzos/uznen% sp_ n o v . 新 种 •>. .......
捷条蜂 Awffeo/jAom (A^>sta”"i〇/Jifiora) ftcwfia Wu n, name, 1993 — ….

斑面条蜂亚属Gznza决o/Aora Bzooks， 1988 ........................................................…

拟无塗条蜂 Anf/io/jAora (Carani/io/Aora) a/w^TZo^c  ̂ sp. n o v .新种 .. 

毛条蜂 A^/io/Viora (Caran 決opifiwa) /jwtece/ts (Fabricius)， 1781 中国斯记

(2U )

( 2 1 5 )

( 2 1 6 )  

(217 ) 

( 2 1 8 )  

( 2 1 9 )

宽谢条蜂 Arti/io/i/iom (Caran认 /wcfoi (Alfken)， 1936 .................  ( 之如）

允条择 Anthophora (Caranthophura) stikbia 邱‘ r m . 新 种 .............. ........ （ )

刺条蜂 ArtZ/j〇/>/»ora ( CartmMop/jom) Binghanu 1898 ... ...................  （22$)

准 条 蜂 亚 厲 Friese， 1897 ..................................................................  ( 之23 )
〜 （22”



白斑条蜂■AnfAo/iifeora iiZ/jowwcw/iitoRadoszkowski， 1874 中国

... .......................................................................................................................

肿肢条蜂 AwfAopfeora (朽 / /̂««^77/〇) ^rjc/a^ral^epeletier， 1841 中国新记录___
(226)

黑距条蜂 /jramw/s^yf Morawitz，1880

黄角条蜂 A«从o/Jiora ( Puram^/Za ) yZaẑ oornii Morawiu，1886 

黄足条蜂Anthof^u) ra (ParamegiUa) julznpes Kv îsmannt 1846

..................... ( 227 )

.................... ( 227 )

....................( 2 2 8 )
中国新记录__.

黄胸条蜂 An狄o /̂iora (Para??i啡7/a) t/uto Eversmanru 1852 … 

沙漠条蜂 Anf/i冲 (Para/rt保出a) Momw彳tz, 1873

薄 足 条 蜂 叩怖堪仙J) graci/i/i^Morawitz， 1873

......... (228)

......... (229 )

.................... (230 )
中国斩i£录…

叉极条蜂 Anthopfwra (ParamegiUa、 furuttibicdis \9色5 ........ ...................

联r齿条蜂 Antfwphora (Pcirani^gilicL) codentata sp. nov, 新 种 ........………..,

青海条蜂 Anlhophora (Paramegilla) qingkaiense sp‘ n o v . 新 种 ...................

蒙古条蜂 (Pam/?wg^a) ?no叫w/ica Momwitz, 1890 中国新记录

(231 ) 

(232 ) 

(233 ) 

( 2 3 4 )

....................................................................................................................................... (235 )
强条蜂 (Pamm啦 /Za) Lepelelier，1841 中国新记录…

........................................................................................................................................... (236 )
蜜条蜂亚属Me/ea Sandhouse， 1905 ........................................... .............................…••（ 237 )

灰胸条蜂 Anf/io/Jiom Wu， 1982 ...............................… ( 2 3 8 )

红条蜂 (M必w) /errcu/a Qjckerdl’ 1931 .............................. .......... （ 238 )

黑面条蜂 Ant/iop/wra (M?/ea) Oxiterdl， 1931 ...............…………_ ( 239 )

芒康条祥 A?UAo/>/wra (Me/cw) Wu， 1982 ...................................... ( 240 )

斑条蜂 ) /f/a和 Illiger, 1806 .............................................. ( 241 )

钟術条蜂An決 (Meiea) Wu， 1 9 8 2    ...... ' ( 2 4 2  )

花条蜂亚属 An̂ towr̂ gii/ia Marikovskaya，1976 ....................................... …………• （ 243 )■

北方条蜂 A)^Ao/)^wra (Ani/i〇7M̂ W“ ）<i/r/̂ c (Morawitz), 1883 ......... *.............  ( 245 )

北乐条蜂 AyifAo/^ora (AMfij£mi£g77/u) fî jfzVr̂ tnSfV (W u)， 1986 .... ................... （246)

吴氏条蜂 AnfA冲ftom Brooks， 1982 ..................................  ( 247 )

西藏条蜂 AniAo/j/iom (Ara//icwŵ ZZa ) (W u)， 1988 ...... ................( 248 )

宽烦条蜂 AntAo/rfiora Zatig邮 i Morawitz， 1886   ..................（249)

黄黑条蜂 An̂ A〇/>/i〇ra (Ararim?嘴 !Wa) Wu， 1988 ............................. ( 250 )

黑足条蜂 (An执 cmW/ifVi Morawitz， 1886 ............ ( 250 )

鼻条蜂亚属只以脈《復 Brooks， 1988 ................. .........................( 251 )

大条蜂自由亚种 ) /77蝴 jofwfa Cockerell， 1910

( 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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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 附 条 蜂 細 ) 你 ―如厂七Wu» 1982 ............ ...............（253)

褐胸条蜂 wo/i/^YaGxkerell， 1910 “ （254)

四川条蜂 AntAo/Aora ( ( Wu )，1986 …■……+ ■…… （255 )

八、备条蜂 Antfifjphorti (、Rhinf、jmegiUa) rnicnyrhina sp. nov, 新种…................(256 )

掛足条蜂亚属 Pefa;a奴 Bruoltfc， 1988 ..................................................................  ( 257 )

白颜条峰 Ant/io/Awa ( Pcfa/os泣mora) Alfkent 1936 258 )

汉森条蜂 A»iAo/Aora (_P咖 /oFferwo??) Morawiu, 1883 ……— …，■… （ 258 )

锏腹条蜂 Heclicke, 1931 中国新记录

...................................................................................................................................... ( 259 )

棒 附 条 蜂 Wu，1991).............…………■+ ( 2 6 0 )

无戌条緙 An淡o—mrfl ( ) flHop/wra sp iiav」 新种……............." （261)

多 毛 条 蜂 亚 属 ^ Brooks, 1 9 8 8 ................................ ...... ..... .................... ....（262 )

轉条缉 Anthophora (JhsymffgUUi) mwicaria FedtAchenko, 1875 ..................  ( 263 )

狐 条 蜂  Anthophora (DasymegiHa) quadrimaci^ata (Panzer)，1798  …“ ■. ( 263 )

瓦氏条蜂如如沐〇厂£；(认 ŷrwĝ 7Za) uw/tonf Cockerell，1 9 1 0 ............................C 2M )

角条蜂 An?feo/^ra (D〇j_ym视r/Za) antenna^? Wu，L988 ............ ................... … （ 265 )

矮面条蜂亚属 Panon， 1879   ( 267 )

顶条蜂 A时/^如飢（（ 沿 Cresson, 1869 ..................................... ( 2 6 8 )

叉 条 蜂  Anthophora (Clisodon、 furcata (Pixnzia)，179S .......... ................ { 269 )

黑尾条蜂 Aî /eo/ j/mŵ  (Cfeoc^Ti ) m̂ gnxvauc/ato sp. nov, 新种 ............*....... ** ( 270 )

新疆条蜂 AnZ/iop/wjra ( Qjjaefon ) j^/2’<jnj?ens25 Wu， 1985 ........... ……• *.....  ( 272 )

中华条蜂 Ati执o/jftojia si?K7i.wV (W u)，1 9 8 2 ................... ................... ( 2 7 2 )

泽条蜂亚属 如》 /a Klug， 1807 ................................................................................  ( 273 )

双斑条蜂 (ffe/io/Az/a)况《1〇<:«̂ 2站 （Panzer)， 1798 .................. 〈274)
" " ( 2 7 4  )

腔条蜂 A”f/io/Aora Morawitz， 1894 ............……•……
.......... / 275 )

斑唇条蜂 Aw/A冲ftora (/Je/zo/如/a ) sp. n o v . 新种…..........
......(275 )

白脸条蜂 Anifto/rfwra (Ĥ /fcj/i/izTa) Brooks， 1988 ................

未归亚 ..................................................................................................................... ( 2 7 6 )

罗条蜂 _A”fAo/fera /or̂ yf Mocsary， 1892  .............................. ............. .... （

转条蜂 沙ftwa Cockerell，19U  ........... ......... ........ ...............  （之

狐红条蜂 Awifco/rfrara â )Mnc£a Cockerell， 1922 .................. .......…… … （ 2

白毛条蜂 Cbckerell， 1911 *... .................................... … （
” （ 277 )

花园条蜂 AnfAo/Aora Aortouis Morawitz， 1886 .......... ............................. . .
■ ( 278 )

无塾蜂属 Ame^Z/a Friese， 1897 ......................................... *........... .......................

带 无 垫 蜂 亚 属 沿 a Popov’ 丨950 .......................................................................  ( 2 M )

领无整:蜂 Anw^Z/ia (2bnawiegj■瓜〇 (OxJterell)， 1905 ...........

梳无垫蜂 (Zb?iawi媒也a ) awiimi (Cockerell)， 1911........................ ( 2 8 6 )



绿条无垫蜂 功舶故 （Linrmeus)， 1785 .......................

东亚无整:蜂 Aw^gi//a (2̂ i£MM̂ gri7Za> pur/^paifLieftinck， 1975 中网新记录

........................................................................................................................................... ( 288 )
考氏无垫蜂 Am保Y/以 （Zbname沿Wa) 〈Cbckerell)， 1911 ....................  ( 2 8 9 )

鞋斑无塗蜂 Aŵ fi/Zia (2bna?Me>ji//£z) (CtxJserell)， 1911 …………… （扣 1 )

舌无塾蜂亚属 G/o&sam级沿a Brooks, 1988 ................................................................... ( 2 9 2〉

灰胸尤塑蜂 Aw保i认i (Smith)， 1879 ....... .............  ( 2Q2 )

熊无垫蜂 Awwg/出 （G/oissawie沿7/a) (MeaderWaldo)， 1914

.......................................................................................................................................(293  )
喜马无塑蜂 Ar/i^i■此 （G/yjiWTw炉_//a) (Kadoszkowski)， 1882 •_• ( 29 4 )

海南无塾蜂 sp. n o v .新 种 ……•■’… （ 295 )

黄黑无整!蜂 (C 爪 (Friese)， 1853   .........（296)

整无逛蜂 A/«eg^/a wrws (Cockereil)， 1911 .............................  ( 2 9 7 )

云南无垫蜂 (G/ossam印7/a) Wu， 1983 .............................  ( 2 9 8 )

雅无绝蜂 jaco&?' (Lieftinck)， 1944 中国新记录… （299 )

布氏无塾蜂 沿a ) 6roofei<«r (Bingham〉 ， 1890 中国新记录

......................................................... (300 )

花无塾蜂 Am^zV/a 〉 /Zorea (&nith)， 1879 .......................*.........  ( 3〇l )

褐胸无塑蜂 A/wegi/Zw (G/avswww招7/a) 7Ŵi〇/J|yrrAa (Cbckerell〉，1930 *......… （302 )

斑马无垫蜂亚属 Zê raffMg说《 Brooks， 1988 .................................. *..........................  ( 303 )

白额无银蜂 (Za&raw吨•i/Za) att运e/w (Lepeletier)， 1841 ........ *...... ... ( 303 )

宽膝无垫蜂 AjHejgi/Za (Z3ftrG»i^7/a) iawgny (Lepeletier)， 1841 中国新记录

...................................................................................................................................... (304 )

鼠尾草无盜蜂Am堪i’Wa (心frrflWMgrWa) s a k ^  (Morawitz), 1 8 7 6 中国新记录

(305 )

尤塾蜂亚属■Awî zY/a 5 • Friese， 1897 .......................*—  ............. *..................  ( 3 0 6 )

杂无IS蜂 A»i堪i//<2 ( s . ) con/ii5a (Sinith)， 1854 ........................………… （ 306 )

四条无IS蜂 ■Awieĝ //a ('■:. （Vlllers)， 1790 ...................... * ( 3U7 )

蒙古无热蜂■Awtfgf/Za (s* rfr_ ) Wu， 1990 ...................................  { 309 )

小无 16蜂亚属 Micra?wj^/a Brooks， 1988 ............ ...........................................•…… （ 310 )

黑角无塾蜂 _4»1«济7/« (Micrawfgi7/a) (Morawitz)， 1873 中国新

捷无塾蜂 Aw即 (JWicmm邪此〇 'te/fici.wimd (Fedtschenko), 1875 中国新 

记S  .............................................................................................................................
(311 >

山无势蜂A卿戚 /a (Meram峨■仙）7助帕.w與 （Fedischenko), 1 8 7 5 中国新 

i.......................................................................................................................................

回条蜂属 Hoinj辦 Smith» 1854 ..............................................................................•‘••_

( 3 1 2 )

( 3 1 2 )



额 同 条 蜂 （ Frie&e)，1 1 （ 316 )

拟類回条蜂 Mi&ro/wtia Wu7 1991     .......................( 317 )

宽头回条蜂 Wu，1的1 .............（ 318 )

海南回条蜂 Habmpoda haiminemis W u， 1991 -........................... （ 319 )

模仿回条蜂 Hiiro/wtii 如n i  Lieftinck, 1974 ......................................................  ( 319 )

墨脱回条蜂 H t z A m / i o c i t j W u ， 1988 .......... *...... …‘……— ……. ……■ ( 320 )

花回条蜂 i^rajiw(如师it?於rra Cockerdl， 1927 ......................................................  ( 321 )

峨眉回条蜂 Ha6ro/?aia Wu， 1979   .............. ..................................... （ 322 )

北尔回条蜂 土 Ctx：ktTell, 1911 …■■……“ — ！ —   .................  ( 323 )

黄斑回条蜂 Ha6ro/wda (Dalla lorre)， 1896 . + —    ......（ 324 )

红足回条蜂HtzAra/weia Wu， 1983  ........................ ..................... ( 3 2 5〉

四川回条蜂 Hafrry/Jocfa ^diwa7ienm Wu， 1986 .........-............... ( 326 )

中华回条蜂Hoiro/iocij Alfken, 1 9 3 7 ……■…...... ............ ......................... （ 327 )

台湾回条蜂台南亚̂种 Hhdropcda taiminicola t a in a H i  Stmnd， 1913 ……… （ 328 ) 

台湾回条蜂五月亚种 wwjW/a Lieftinck, 1931 ……… （ 329 )

石奋回条蜂 ：yw?7?zam̂ î  Wu, 1983 ………” …” .....................................................  ( 330 )

腹毛刷回条蜂_Hi3irop〇cia iJen^Fco/^k Wu, 1984…“ —   ............... （331)

西藏回条蜂 刀■孤ngmzV Wu， 1979 ...........................................................  ( 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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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总科研究历史与概况

(一）中国古代有关蜜蜂的记载

¥-在殷墟甲骨文中，就有大量的“蜂”字，其中不少和蜜蜂非常酷似t 有膝状的触 

角和腹末的螫刺作为标志（周尧，1980)。“蜂”字真正有文宇的最早记载是西周（公元 

前 11世纪一前77 1 )的 《诗经•周颂•小毖》中 有 “莫予芥蜂，自求辛螫”的诗句，意 

思是说；我不去打蜂，那是自找刺螫。虽然螫人的蜂有多种，但此处所指的蜂，很可能 

就是蜜蜂，因为它与人们的关系更为密切些。东周时期的《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六经》 

(约公元前3 世纪）中出现了最早有关养蜂的记载，其 中 “蜂蜜”二字是最早见的组合 

词，一直沿用至今。

关于蜜蜂的用途，公元前3 世 纪的《礼记*内则》中 记有“爵鹛辋蝥，人君燕食”， 

“子事父母，枣栗饴蜜以甘之”等的记载，蛮即蜜蜂的幼虫和蛹，说明当时从皇帝到平 

民已把蜜蜂和蜂蜜作为一种营养品。《神农本草经》（公元前1、2 世纪）把蜂蜜、蜂子 

和蜂蜡均列为医药的上品，指出蜂蜜有“除百病，和百药”的作用，蜂子有抗衰老、滋 

润皮肤的茉容功效。公元340年前后，葛洪的《西京杂记》中 有 “南越王献高帝石蜜五 

斛，蜜烛二百枚，帝大悦”，又 有 “寒食禁火日，赐侯家蜡烛”，说明蜡烛已作为照明 

用。

中 国 是 中 华 蜜 蜂 ceram  F a b ric iu s)的原产地。古代记载人工饲养的蜂，主要 

指中华蜜蜂。东周时已有养蜂的记载。养蜂作为专业，可能在2000年前，明•刘基的 

《郁离子》也详细记载了战国时期灵邱丈人养蜂收利的情况。东汉延熹年代（公元 

158— 1 6 7 ) 出现第1 位养蜂专家—— 姜岐。据 《高士传》记载，姜岐隐居山林，“以畜 

养蜂豕为事，教授者满天下，营业者三百人。民从而居之者数千家' 说 明当时养蜂已 

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和新兴产业了。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公元 3 0 0 年前）详细记载了 

蜜蜂的收集方法。西晋•郭璞在《蜜蜂赋》中首次记述了蜜蜂的社会性生活，蜂群中有 

“总群民’，的 “大君”，司管保卫的“阊卫”，作为蜜源探査的先遣蜂，以及蜜蜂的行动 

一致和辛勤采集情况。公元 660— 7 4 0年 的 《文苑英华》中 张鹫《沧州弓高县实性寺释 

迦像碑》一文中，出现了“蜂王”的称谓。王 禹 偁 （公元 954—1001年）的 《小畜集* 

蜂记》中记载了蜂王生活习性和分蜂的情况。宋•罗愿的《尔雅翼》 （l i 8 4年前）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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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蜂的种类、蜜的色味与蜜源植物的关系，以 及 “采花须粉置两脾”的插述，已注意到  

蜜蜂后足特化携带花粉的情况。在 王 桢 《农书》 （1313年）和明.徐光启《农政仝书》 

等著作中都有养蜂的研究记载。而专门研究养蜂的著作只有清，郝懿行的《蜂衙小记》 

(1819 年）一 书 （周尧，1980) &

除中华蜜蜂外，古代文献中也有对其他蜜蜂牛活习性的记载，并根据其习件分别给 

以不同的称谓，也可算是原始的分类。{尔雅> ( 公元前5 世纪一前2 世纪）将土蜂和木 

蜂并列，《尔雅注》进一步提出《木蜂似土蜂而小，在树上作房，江东呼为木蜂”；《酉 

阳杂俎》，段 成 式 （公元864年前）记 有 “蜀中有竹蜂蜜，竹蜂好于野竹上筑窠，窠与 

蜜并绀色可爱，甘倍常蜜”；宋 《政和证类本草，二二虫，留师蜜》中记述“竹蜂，黑 

色，啮竹为窠。所酿蜜，稠如糖，留师蜜，供药用”；《本草纲目•虫部卵生》（1578年） 

中有竹蜂的插图一幅。上述的木蜂、竹蜂和留师的记述，应理解为木蜂属（Xy/〇〇^) 

一类。但 《本草纲目》插图中，在竹枝下坠一小巢，其大小约比竹叶长少许，按这种筑 

巢习性，似 应 指 小 蜜 蜂 但 尚 需 进 一 步 考 证 。《酉阳杂俎》中记述有“异 

蜂状如蜡蜂，稍大，飞劲疾，好圆裁树叶，卷人木窍及壁罅中作窠”，很正确地说明蜂 

把树叶咬切卷起放人洞或缝隙中作巢，此处指“异蜂”，应为切叶蜂属（Me职c h fc) 无 

疑。《神农本草经》中 有 “石蜜，性甘 平 ，……生山谷”的记载，张 华的《博物志》中 

记 有 “诸远方山郡僻处出蜜蜡，蜜蜡所著皆绝岩石壁，非攀缘所及，唯於山顶以篮舆自 

悬下，乃得之、 梁陶 弘 景 （公元 456—536年）的 《神农本車经注》有 “石蜜即崖蜜 

也，在高山岩石间作之”；唐•李商隐诗《蜂》中 有 “红壁寂寥岩蜜尽，碧帘迢遞雾巢 

空”的诗句，说蜂巢位于红岩峭壁h ，又高又远，似在雾中；宋.程大昌的《演繁露》 

(公元1180年）也记载了崖蜜的收取力法。从记载的蜂的筑巢习性和取蜜方法看，所指 

石蜜、崖蜜和岩蜜，其蜂种应理解为大蜜蜂亚属（M明a/心）的两种蜜蜂。

(二）蜜蜂化石研究

研究蜜蜂化石，对深人探讨蜜蜂的起源、演化和分类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研究蜜蜂化石的诸多学者（Handlirsch, 1906—1908; Cockerell, 1907; Statz, 

1931; Zeuner，1931; Theobard，1937; Ambruster, 1938; Roussy，1960 等）所建立 

的化石物种，对该项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在前人的基础上，英国的佐伊纳和曼宁 

(F -E . ZeunerandF. J . Manning) 所 著 “蜜蜂化石”（MonographonFossilBees，1976) 

专著，复审并记录了蜜蜂总科化石6 科 128种及其巢穴，是 8 0年代前较全面的总结。 

这些化石均出现于新生代的始新世及以后的年代，发现于欧美等国。以后 ， Michener 

(1982，1988) 、 Michener 和 Rasnitzyn (1991) 、 Rasnitzyn (1980，1988，1991)先后发 

表了俄罗斯及北美的化石资料，M khener和 Grimaldi (1988)在美国新泽西州发现无刺



蜂 ，产于晚白里纪c

中国有关蜂化石的记载，最早见于陶景弘对梁代《名医别录》中的一则注释：“俗 

有琥珀中有一蜂，形色如生”，但限于科学条件，不可能辨认为何种蜂化石c 近年来， 

洪 友崇（1983, 1984, 1990, 1992)、张俊峰（1989, 1994)均发表了有关中国蜜蜂化 

石的文章。

现将我国已发表的蜜蜂化石种类归纳如表1。

表 1 中国蜜峰化石种类

中 名 ^  名 1 丨 产 地 地质时期

北怕子古蜜蜂 P alaeapis beibo^UtTisis H ong, 1 9 6 4 山东莱阳 早白垩纪早期

中 新 蜜 蜂 ApiK miocenico H on g, 1 9 8 3 山东山旺 中新世

玄 武 黄 斑 蜂 Arufiidium ba^iltictim  Zhang, 1 9 84 山东山旺 中新 i让

硅 藻 木 蜂 XylocopQ duitom a Z h ang, 1990 il|东山旺 屮新世

老 木 蜂 Xylocopa veta Zhangi 1994 山东山旺 中新世

球 木 蜂 Xyiocopa obata Z h an g , 1994 山东山旺 中新 t i

魯 熊 蛑 Bomhus luianus Z h an g , 1 9 9 0 山东山旺 中新世

铺 熊 蜂 Bombus auacciius Z h ang, 1994 山东 IJ丨吐 中新世

贵 熊 蜂 Bwnbus dilectus Z h siig , 1994 山东 1丨丨旺 中新世

长 胫 蜜 鞾 A pii tongitibia Z b a n g , 1^ 90 山东山旰 中新世

暧 蜜 蜂 A pis bota Z h an g , 1 9 S 9 山东山吒 中新世

山 东 蜜 鏵 A pis .̂ tatidongicQ Z h an g , 1 9 8 9 川东 U l旺 中新世

从上述化石资料看，从早白垩纪早期在我国华北古陆始见蜜蜂类化石，到中新世时 

期有较多的蜜蜂化石出现，是否与 被 +植物的出现相吻合，尚待大量的蜜蜂化石及被子 

植物孢粉化石的深人发掘后，再作定论。已发现的化石中，北泊子古蜜蜂是最古老的种 

类，距今约1.5亿年，但从翅脉相分析，似更近于泥蜂。此记录是否为蜜蜂类与泥蜂类 

昆虫的渊源关系提供了-个佐证，尚待深人研究。洪 友崇（1992)根据华北古陆发现的 

蜜蜂化石及被子植物孢粉化石分析，认为华北古陆是蜜蜂属的起源中心。

从上述国内外已发现的化石记录看，蜜蜂化石最早发现T 白垩纪的琥珀中，化石的 

分布范围在古北区的欧洲25°E 以西、俄 罗斯（西伯利亚东部）、中国的东部、新北区的 

北美屮部和西部。但是这些零星的化石资料，还远不能用来探讨蜜蜂总科的系统和与被 

子植物间的协同进化关系，这将有待于更多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地区）化石的发现及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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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蜜蜂总科分类研究简史

蜜蜂的分类自林奈（1758)在他所著“自然系谱” （Systema Naturae) 第 1 0版中提 

出 蜜 蜂 属 并 指 定 为 模 式 种 ，共包括3 9种。其后出现了众多研究蜜 

蜂的学者 T 如 Scopol丨（1763 )、Fabridus ( 1804 )、 Iw re ille  ( 1802—1809 ) , Kirby 

(1802) ̂ Lepeletier (1841), Smith (1843一1879), Scbenck ( 1851—1873)、Schmei- 

decknecht ( 1880—1896 ) , A lfken ( 1891 _1939 ) 、 Kriese ( 1893—1941 ) , Strand 

(1896—1943) > Mocsary (1874— 1901 ) 、Biuthgen (1914—1960) 、Stoeckhert (1919— 

1943), Noskiewicz (1919—1962 ) 、Hedicke (1923—1942 ) 、Bischoff ( 1923— 1959)、 

Meade-Waldo (1912—1916), Rcinig ( 1930—1940 ) 、Mavromoustakis ( 1934—1959 ), 

Richanls (1927—1953)等，分別研究了古北区西部（欧洲）不同类群的蜜蜂，其中以 

Schmeickcknecht 的 “ Apidae Europaeae”（1882) ， Friese 的 6 卷巨著 “ Die Bienen 

Europa s”（1895— 1901)及 Sm ith 的 “Catalc^ue of Hymenopterous Insects in the Collec- 

tiono fB ritishM useum ”（1854)影响深远，是研究古北区蜜蜂的必备参考书。俄罗斯学 

者 Radoszkowsky (1860—1893) 、Morawhz (1865—1896) 、Gussakowsky (1930—1932) 

等对俄罗斯蜜蜂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其 中 Fedtschenko的 “A p id a e 〖n Turkestan” 

(1875—1876) —书记述了俄罗斯中亚及其毗邻地冈蜜蜂共438种，是研究中亚地区和 

我国西北地区蜜蜂的重要参考书。对古北区东部（亚洲）及东洋区蜜蜂有重要影响的学 

者有： Cameron (1873—1910)、Nurse (1902—1904) 、Sonan (1931—1932)、Yasumat- 

su (1930— 1956) 、Maa (1936— 1970) ;  Bingham 所著 “ Hymenoptera o f B ritish Im lia” 

(1897)是研究东洋区蜜蜂的重要参考书。新北区及新热带区的著名学者很多，其中 

Ashmead ( 1899 ) 、 Robertson ( 1887—1931 ) ̂ Cockerell ( 1905—1945 ) > Timberlake 

(1928—1980)是该地区本领域研究的先驱，而 C bckerell尚研究了世界其他地区蜜蜂， 

共发表3698新种，其中北美及墨西哥1919种；Tim berlake记述膜翅目昆虫819种。

20世纪中后期涌现出更多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更深人，更系统。欧洲的学者侧重 

于某类群的深入研究，Ebmer (H alicddae)、Wamcke (A ndrena)、Tkalcu (Bombus)、 

W im airn (Bombus) 等。原苏联著名蜜蜂分类学家波波夫P〇P〇v (1923—丨9 6 2 )毕生在 

原苏联中亚地区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发表了众多新种，并在蜜蜂总科系统研究中作出了 

贡献；尚有Osychnuk (A ndrena)、Panfiluv (Bombus)' Ponamareva及 Pesenko (H a lic ti- 

dae) 等在各类群研究中也做出了贡献D 亚洲地区的研究较欧洲缓慢，一些国家尚无专 

门人材从事蜜蜂总科的研究。欧、美一些学者曾不断研究并发现一批新种。有影响的学 

者如C ockere ll曾记述中国新种198个；L ie ftin c k重点研究东南亚地区的无垫蜂属 

Amegilla 及回条蜂属 fizA m /wirfa; Friese、Hedicke、Strand、M oraw itz、Popov、Ebmer、



Pesenko等均曾记述过亚洲地区的种类。 日本的 K . Yasumatsu、Y . Hirashim a、0. 

Tadauchi，菲律宾国的Baltazar均对本国或邻国的蜜蜂的研究发表T 一批论著。据 Y . 

Hirashima主编的《日本产昆虫总目录》 （1987 )中记录397种蜜蜂，Baltazar在 《太平 

洋昆虫》（1986) —书中记录270种蜜蜂。

当今世界上对蜜蜂总科研究最系统、最深人的当属以美国M ich a ie r为首的一支科 

研队伍，多年来他们对蜜蜂的成虫和幼期的形态特征、系统发育、社会行为等进行了大 

量深人研究，并对一些类群的染色体和腺体（如杜氏腺、上颚腺的生化成分）以及 

D N A等进行了研究，为蜜蜂总科的系谱研究提供了宁富的资料。近来又利用支序分类 

的方法，对蜜蜂总科的系统作了调整，使各科系统更接近于客观，他所提的分类系统已 

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M ichener本人堪称为蜜蜂总科分类的权威学者。他于 1944年发 

表的 “ Comparative extemal morphology，Phylogeny and a classification of tine bees (H y- 

menoptera)”确立6 个科的分类系统后，先后发表了几部巨著： “ The AustraHan Bees”

(1965) 、 “Social behavior of the bees”（ 1974) 等。近 20余年运用支序分类学原理及方 

法研究蜜蜂总科内属以上阶元的系统发育，并发表了一批论著，例如对长舌蜂类 

(long-tongued bees) (Roig-A lsina& Michener, 1993〉及短舌蜂类（short-tongued bees) 

(Alexander & Michener，1995)分别发表了论著，对前人的分类系统又作了新的调整。

蜜蜂幼期的研究曾有过报道，但大量而且研究深人的首推Rozen (1954—至今）， 

近期根据幼虫及蛹形态的祖征及衍征，利用支序分类方法对地蜂科、准蜂科、切叶蜂 

科、蜜蜂科等的一些独栖性类群及盗食性类群作了深人系统的研究，为总科的系统发育 

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及佐证。McGinley (1989)曾总结了北美地区幼期研究的文献目录， 

为幼期研究提供了较全面的资料。

中国蜜蜂总科分类研究起步较晚，国外一些学者（Alfken、Friese、Fedtschenko、 

Mamwitz、Popov、Sm〖th、Strand、 Yasumatsu等），曾记述了中国蜜蜂种类，美国学者 

Cockerell曾记述达300多种。我国老一辈昆虫分类学家马骏超先生自1936年发表过记 

述中国木蜂新种后，继续在古北界及东洋界木蜂类研究中做出了贡献，并为蜜蜂族的研 

究打下了较好基础。胡经甫编《中国昆虫目录》 （1941)中，计有 308种蜜蜂，多根据 

国外学者的记录。笔者从6 0年代初，在前人的基础上从事中国蜜蜂总科分类研究，于 

60年代中期曾出版《中国经济昆虫志》（第九册）蜜蜂总科，发表了三篇《云南生物考 

察报告》，并 在 对 宽 痣 蜂 属 的 种 类 及 访 花 习 性 研 究 中 纠 正 了 前 人 鉴 定 中 的 差  

误，为中国蜜蜂总科的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之后开展了蜜蜂总科较全面的研究，重点 

对准蜂科、条 蜂科（除盗寄生外）、木蜂亚科、隧蜂科的杜隧蜂亚科Dufoureinae、彩带 

蜂亚科Nomiinae及切叶蜂科的一些类群作了较系统研究。同时，结合我国各地开展的 

综合考察或生物考察，如西藏、西南武陵山地区、横断山区、新疆、龙栖山等对各该地 

区的蜜蜂种类及区系成分开展了研究，先后发表了一批论著及新种，其中已发表的准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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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及蜜蜂科的53个新种包括于本志内。此外，在研究或推动利用蜜蜂为油茶、砂仁、 

苜猜等豆科牧草的传粉调査方面，在调査、研究并利用凹唇壁蜂 （ 0sw/a ejroiiyaiG ) 、
紫 壁 蜂 押 c〇h ) 及角额壁蜂（〇■ 为苹果等果树传粉方面积累了一些生

物学资料，为本志的编著奠定了基础。除笔者外，尚冇一些学者在各类群的研究中也发 

表了…些论文，他们是：壬 淑 芳 （Bombini)、范 建 围 徐 环  

李 （Anrfmra)、K 邦 郁 （Apini)、杨冠艘（A如? cerana) 和何瑰等。

二 、蜜蜂总科的分类系统

蜜蜂总科分类系统的演变较复杂，其过程大致是：根据学者们的个人意愿，选用一 

些 特 征 （以形态为主）作出人为的主观性较强的系统安排；逐渐演变到利用综合性特征 

(成、幼期形态，生物学习性，分子分类学）并利用支序分类学的原理及方法全面分析、 

重新认识最后作出较客观的系统。

早期学者对蜜蜂总科Apoidea的分科特征及科的数目看法不一，但基本上分为3 种

意见：

1.根据口器的长度分为两类：长口器与短口器。最早 K irb y (1802)在 《英国蜜 

蜂》 （British Bees) 巨著中将蜜蜂分为长口器的A p k 及 短 口 器 的 Latreille 

(1802)提出了 科名为：Apiariae (长 口器）及 Andrenetae (短口器）；以后 Smith

(1853) 、 Cresson (1887)同意按口器的长度分为两类群；近代的Wamcke (1977)认为 

应命名为两个科：Apidae及 Andrenidae。

表2 19世纪三学者的分类系统

Schmetdecknecht
(1882)

Friese
(1895)

Ashmead
(1899)

社会性

独柄性

Apidac 13〇mbidac Apinae Bcmbinae Apidae Bombidae

足采粉者 Anthophoridae Megillinae Ambophondae
Mdittidae Melittinae Euglossidae

Xylocopidac XyLcnopinae Xylocx>pidae
Panurgidac Panurginae Ceratinidae
Andxenidae Andreninac Panurgidae

腹部釆粉者 MegBrhilidae Mcgachilinae Andr̂ iidae
Sphccodidac SpheoxJiiuit; M̂ gachilidac
Prosopidac Prosopinae CoLletidac Prosopidac
Pathylidae Psithyrinae Pathyridae

竒牛性
McLcctLdae Nomadinae

Stclinae
Coelioxinae

Nomadidae
Stelididae SveliihK



2 .  裉据生活习性一一独栖性、社会性、寄牛性的不闻而划分为不同科或亚科。！̂- 

peletier (1836，18 4 1 )和 Schmeideknccht (1882)将 3 个类群划分为 13 科 ；Friese 

(1895)在前者基础上增加1 个业科，经调整将Schm dddm echt的 13科降为亚科级，组 

成为 14个亚科；Ashmead (1899)分为 14科，但与 Friese的 14个亚科有较大的区别。 

Ashmead将寄生与非寄生混在同.科中（豇表2)。

3.  根据腹部末节有无臀板， Robertson (1904)分为2 大类群，17个科，但由于其 

研究地区的局限性t 因而不能全面反映特征及系统关系，作者本人已纠正了不完全的看 

法。

Michener (1944)根据不同科、属的大量标本的形态及比较形态的研究，提出了具 

有系统关系的6 个科：分舌蜂科Cblleridae、地蜂科Andrenidae、随蜂科Halictidae、准 

蜂科Mdittidae、切叶蜂科Megachilidae、蜜蜂科 Apidae。以 后 （1965)分出了条蜂科 

Anthophoridae。根据柿距蜂属 叫办c加 幼 期 特 征 （ Michener &  Greenberg, 1980)

将原属于准蜂科的柿距蜂亚科Ctenoplectrinae单独提为柿距蜂科Ctenopkctridae; Rozen 

(1977)在研究双刷蜂科 Fiddiidae幼期后，将其H 人切叶蜂科内，作为一个亚科 Fiddi- 

inaea Roig-Alsina和 Michcner (1993)根据长舌类蜜蜂成虫的131个特征及幼期的77个 

特征的支序分类研究，指出长舌类蜜蜂的4 个科归为两个科，即切叶蜂科Megachilicke 

及蜜蜂科Apidae。切叶蜂科包括切叶蜂亚科Megachilinae及双刷蜂亚科Fideliinae。蜜蜂 

科包括木蜂亚科Xylocopinae、艳斑蜂亚科Nomadinae及蜜蜂亚科Apinae, 原条蜂科为 

蜜蜂亚科的一个族Anthophorini。

本志采用的是Michener (1997)研究和建立的7 科 2 1 亚科的分类系统（个人通 

f c )。中国有分舌蜂科Colletidae、地蜂科Andrenidae、陵蜂科Halictidae、准蜂科Melh> 
lidae、切叶蜂科Megachilidae及蜜蜂科Apidae 6 个科的分布。

蜜蜂总科的科及亚科级分类系统（Michener, 1997)如下：

蜜蜂总科Apoidea

短舌蜂科 Stenotrididae 

分舌蜂科Colletidae

分舌蜂亚科CdleUnae 

双舌蜂亚科Diphaglossinae 

干蜂亚科Xeromeliss丨nae 

叶舌蜂亚科Hylaeinae 

宽舌蜂亚科Euryglossinae 

地蜂科 Andrenidae

阿地蜂亚科Alocandreninae

地蜂业科Andren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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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地蜂亚科Panurginae 

低眼蜂亚科Oxaeinae 

随蜂科 Halictidae 

无沟随蜂亚科Rophitinae 

彩带蜂亚科Nomiinae 

小彩带蜂亚科Nomioidinae 

險蜂亚科HaUctinae 

准蜂科 M elittidae

毛足蜂亚科Dasypodinae 

窄病蜂亚科Meganomiinae 

准蜂亚科M elittinae 

切叶蜂科Megachilidae 

双刷蜂亚科Fideliinae 

切叶蜂亚科MegachUinae 

蜜蜂科Apidae 

木蜂亚科Xylocopinae 

艳斑蜂亚科Nomadinae 

蜜蜂亚科Apinae

科 检 索 表

1 (2) 触角窝至锄唇基缝间有2 条亚触角沟（图 3: b )，其间为亚触角区；中唇舌较短，端部尖；

下唇须各节等长或第1 节长而扁（少数者第2 节也如此）•，中足基节外侧的长度显著短于基 

节顶端至后翅基部的距离；有 臀 区 ...................................................................地蜂科Andmi丨dae

2 (1) 触角窝至额唇基缝间有1 条亚触角沟，一般无亚 触 角 中 唇 舌 另样；下唇须各节等长或

1 一2 节扁而长（很少仅第 1 节长）；中足基节长度另样；有或无雩区

3 (4) 下唇无颏及亚颏； F 颚须须前部的盔节长而窄，一般与须后部等长；下唇须各节等长，圆柱

状；前翅基脉明显弯曲呈弓形；中胸侧板前側缝一般完整i 后胸盾片水平状；中足基节外惻 

的长度显著短于基节顶端至后翅基部的距离......................................................隧蝝科HaHctic^e

4 (3) 下唇有颏及亚颏；下颚须须前部的盔节短且尖，一般M著短于须后部；下唇须各节等长或前

2 节长、鞘状；前翅基脉不明姐弯；中胸侧板前侧缝、后胸盾片及中足基节变化大

5 (6) 中唇舌短，端部圆而钝，呈双叶状或分叉：下唇亚頦宽，额长，非 “V7, 形；中胸侧板前侧

缝完整；中足基节外侧a 著短于基节顶端至后翅基部的距离 ....................分舌鋒科CoUetWac

6 (5) 中唇舌细长而尖；下唇亚颏呈“V”形；中胸侧板前侧缝一般在凹窝之上（个别属除外）

7 (8) 下唇须各节等长，圆柱状；盔节短；中足基节外侧长度显著短于基节顶端至后翅基的距离

(宽癒蜂属Matro/h除外） ............................................................ .......................准錄科Melittidae



8 (7) 下唇须前2 节长，呈鞘状；盔节很长；中足基节外侧长度超过从基节顶端至后翅基部的2乃

(蜜蜂科少数寄生类群除外）

9 ( 1 0 ) 上唇长大于宽，与唇基相连处宽；亚触角沟伸印触角窝外侧；前翅具2 亚緣室；雌性采粉

器位于腹部腹面..........*.............................切叶峰科Megadtilidae

10 (9) 上唇- fe宽大于长，如否，则与唇基相接处缩小；I 触角沟伸向触角窝内侧；前翅具3 亚

缘室，如为2 个，则第2 室短于第1 室，很少情况卜仅1个封闭的业缘室；腹部端部常具臀 

区；雌性采粉器一般位f 后足上，极少数位于腹部................... 蜜蜂科Apidae

三、形态特征

(一）成 虫

体为小至中或大5?，体长几毫米至几十毫米。头部为下U式，具嚼吸式口器f 触角 

膝状，雌性 12节，雄性13节；前胸不发达，仅两侧角向后延伸，具两对膜翅，前翅具

2—3 个亚缘室（个别类群不具亚缘室）；腹部第1节与后胸合并为并胸腹节；腹部可见 

节，雌性6 节，雄性 7 节 （图 l h 体密被绒毛，色泽各异，或呈由绒毛组成的毛带； 

足或腹部腹板由发达的毛组成的采粉器官；少数类群体光滑，毛极稀少，或具金属光 

泽，或具鲜艳的斑纹。

* •单眼 
前翅 
中胸
翅基片
‘后翅 
小盾片 

后盾片
胜节 
E 节 

腹部

图 1 绿条无塾蜂Amep/ia 整体图（丨）

1 .头部

蜜蜂头壳骨化强，与体纵轴垂直，•般 头壳上宽下窄。头部具颅顶、单眼、复眼

颊、额、额唇基、触角、唇基、上唇、上颚、下唇与下颚形成的喙；按部位区分为：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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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上K 、额唇基区、亚触角K 、眼侧区及颚眼区（图2—4)。

10 ?

图 2 蜜 蜂 头 部 （不量度）（仿 Michener，1965) 

h 头长；2 T 头宽；3. B 基长；4 . 复眼眶下端间距； 

5.复眼宽上端间距：6 . 唇甚一触角窝间距；7T 复眼 

长；8.触角窝间距 i 9 .后单眼间距；10.后笮眼-复 

眼冋距；U . 时肀眼-M角窝间距；12+触角窝-复眼间 

距；13.唇基-复眼间距；1扣赛眼距

-颜窝

内觖翔缝
亚触角区 
外触角缠

图 3 绿 条 无 塾 蜂 似 7/a ；wna；a 头 部 正 面 （a) 

和 地 蜂 属 头 部 正 面 （b)



总 论 U

«頂

颅 顶 （vertex) 位于头顶部，界于中单眼上缘、复眼顶部内缘及后头（occiput) 间。 

一般颇顶正常，但隆蜂科（Halictidae) 的 拟 隊 蜂 属 陡 蜂 属 （H b to t/s) 

及淡翅隊蜂属（Lasipgiosswm) 的一些种类领顶宽大。

单 眼 （ocelli) 3 个，位于颅顶，一般呈三角形排列，但 熊 蜂 属 和 无 剌  

蜂 属 （TWgD/ia ) 几呈直线排列。单眼一般等大，但原木蜂属（Pm rjfoco/w ) 的一些种 

类的中单眼大于侧单眼，木 蜂 属 的 一 些 种 类 中 单 眼 两 侧 具 隆 起 。后单眼内 

缘间距 （inteiocellax distance简称 IO D)、后单眼外缘与复眼背方外缘间距（ocelloocular 

distance简称OOD) 的比例常用于种的区分。

复 眼 （oculus) 大，位于头两侧，其内缘直或稍弯曲。复眼一般正常，但有些类群， 

如蜜蜂属（Api5 ) 的雄性复眼特大，在颅顶上靠近；另一些类群，如木蜂属、拟地蜂 

属 的 雄 性 复 眼 明 显 大 于 雌 性 复 眼 。复眼表面光滑，而蜜蜂属及尖腹蜂膦 

g (C oelioxys) 的一些种类则表面有毛。复眼内缘各具1 眼 侧脊 （ paraocular carina)。

I  额 （gena) 位于复眼与前后头脊（preoccipit ridge) 间，复眼后部称后额（postge-

1 na) , 复眼顶部上外侧称上颊（tempfe)。蜜蜂属无颊。颊的宽度各类群间有区别。

I  顎 眼距（m alarspace) 位于复眼下端与上顎基部间的最短距离。条 蜂 属 （A n-

! 认〇M 〇m ) 的一些种类其长度大于宽度，熊蜂属的一些种类则相当长。

; 触角窝 （antennal socket) —般位于头的中部，有些属靠近额唇基缝，另一些属观

r  在中部之上。麻外围具触角缝（antennal suture) 及亚触角陷（subantennal p it)。

5 触角（antern耻)（图 5 )位于触角窝内，由柄节（scape)、梗节（pedicel)及鞭节（fla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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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三部分组成。雌 性 12节，雄 性 1 3 节，藤 

状。柄节一般圆柱状，少数种类扁；鞭节一般圆 

柱状，基部几节较长，各鞭节间长度的比例是

重要的分类依据。有些类群鞭节上具突起或凹 

图5 条蜂触角早（仿Michenet，1 9 6 5 ) 陷，或 末 端 数 节 呈 卷 曲 状 ( 卷 须 蜂 属 )

或末节圆盘状(条蜂属的少数种类）。

触角缝 Untermal suture) 是连接触角窝与额唇基缝之间的缝，绝大多数科均具外 

亚触角缝（outersubantennalsuture) , 只 有 地 蜂 科 尚 具 内 亚 触 角 缝 （in-

ner subantennal suture) 〇

唇 基 （dypcus) -般为四边形，其宽与长的比例因科、属而异，短唇基的如杜隧蜂 

属 （D^/owmz) 和拟隧蜂属；长 与 宽 近 似 者 如 分 舌 蜂 属 和 黄 斑 蜂 属 （A «- 

认以&讲）；宽度明显大于长度者较多，如切叶蜂属（Me职duTe)、壁 蜂属（Osm^x)、条 

蜂属及隧蜂属等。唇基一般稍隆起，少 数 类 群 如 长 足 条 蜂 属 明 显 隆 起 。

上 唇 （labnm i) 连于唇基下方，呈半圆形或近三角形的片状，其长与宽因属、种而 

异，大多宽大于长，也有一些类群长明显大于宽，如黄斑蜂属、拟孔蜂属（H bpte is) 

等。一般上唇平滑，但地蜂属上唇基部中央具横的枕状突起，有的属上唇表面被毛，如 

条蜂属、芦 蜂属（Cerauna) 等。

上 颚 （mandible) 位于头部两侧、复眼下方，一般较窄，具齿，其形状及齿数不 

等，如蜜蜂属窄而长t 切 叶蜂族（M egacM ini)、黄 斑蜂族（A n th id iin i)、壁 蜂 族 （Os- 

m iin i) 均宽大，且齿数为3—7个 。

下親下唇复合体Oabiomaxilaryoomplex) 〈图 6 ) 是蜜蜂嚼吸式口器的主要部分。 

下 颚 （maxilb) 由与头部关连的轴节（cardo)、茎 节 Utipes)、叶 节 盔 节  

(galea)、及下顎须（maxillarypalpus) 组成。下 願 （图 7 ) —般为狭窄的构造；基节稍 

宽，端部有时由毛组成梳状；在盔节基部有叶节， 一 般为椭圆形的小骨片，并被数根刚 

毛；盔节为较长的刀叶状结构，近基部着生有下颚须，一般 3 4 节，须着生在盔节之 

前的部位称须前部（prepalpalportion)，其后为须后部（p〇stpalPalp〇rti〇n)，两者间长 

度的比例是科的分类特征，如隧蜂科的须前部为须后部长的2 倍。下 唇 （labium) 由亚 

额 （submentum)、额 （mentum)、前 额 （prementum)、侧 唇 舌 （paraglossa)、中唇舌 

(glossa)、唇 辦 （flabellum) 及 下唇须（kbialpalpus) 组成。矮蜂科无颏及亚额，蜜蜂 

属无前颏。亚颏呈倒 “V ” 形，颏细长，端部较粗；前颏一般较长且粗，其下两侧连接 

侧唇舌，一般短小且构造简单。短口器的类群如地蜂属、隧蜂属等，其前颏延长；但位 

于侧唇舌间的中唇舌则短；长口器类群的切叶蜂科和蜜蜂科等的一些种类其中唇舌长度 

可超过体长。中唇舌末端有唇瓣，各类群的形状大小不一，如蜜蜂属的近盘状，边缘具 

刚毛；条蜂属的边缘不规则；芦 蜂属（O m rim ) 的长为宽的2 倍；木蜂属的为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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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状 ，且 具 几 根 短 毛 ；切 叶 蜂 属 、黄斑蜂属及壁蜂属的则呈扁盘 状 ；条蜂属的边缘呈齿 

状 。侧唇舌外侧各具下唇须，须 细 长 ，变 化 很 大 ，一 些属须的各节等於，如 地 蜂 属 、分 

舌 蜂 属 、杜 隧 蜂 属 、隧 蜂 属 、彩 带 蜂 属 （N〇/̂ a ) ;  一 些 类 群 须 的 第 〗节 短 于 第 2 节 ， 

如 黄 斑 蜂 属 、拟 孔 蜂 属 、尖 腹 蜂 属 、切叶蜂属及壁蜂属等 ；—些 类 群 须 的 第 1 节远长于 

第 2 节 ，如 条 蜂 属 、芦 蜂 属 、蜜 蜂 属 、熊 蜂属及无刺蜂属等；有 的类群须上有毛，如无 

刺蜂属。

失 部 的 缝 （s u tu re )及 分 区 （a r e a ) ( 图 4)

额 唇 基 缝 （e p is to m a lsu tu re ^c lyp e a lsu tu re又 称 口 上 沟 、唇 基 沟 ）是一条沿唇基基  

部 将 额 （f iD n s )及 眼 侧 分开的缝。此 缝 穿 过 前 幕 骨 陷 （a m e rb ir te n te r ia lp k )将 2 陷连 

接 ，前幕骨陷的位置依类群而不同，有的位于侧缝的中部，有的位于上 部 。

亚 触 角 缝 （su ba n te rm a lsu tu re )是 触 角 窝 与 额 唇 基 缝 之 间 相 连 的 缝 ，大 多 数 科 具 1 

条 缝 ，即 外 亚 触 角 缝 （outersubantennal suture〉，仅 地 蜂 科 尚 有 1 条 内 亚 触 角 缝 （inner 

subantennal suture〉，两 条 亚 触 角 缝 之 间 称 为 亚 触 角 区 （subantennal area)。

额 区 （fron ta la rea〉 是 触 角 窝 上 緣 与 中 单 眼 下 缘 间 的 区 域 ，其 中 央 有 时 有 额 线

图 6 条蜂橡（仿 Michener，1965)

图 7 条蜂下顆（仿 Michener，1965) 
须前部；b. 须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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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al Une) 或 额 脊 （ frontal carina)。

唇基上区（额唇基区）（supraclypealarea) 是触角窝上缘与额唇基沟之间，其两侧 

以亚触角沟为界的区域，此区常稍隆起。

眼侧区 （ paraocular area) 位于复眼两侧。在此区上部是颜窝 （ facial fovea)。地蜂 

属的颜裔大且深，表面密被毛a 眼侧脊 （ paraocular carina〉在复眼内侧。

额眼区 （ malar area) 位于复眼下缘与上領基部之间的区域，一般宽短，但分舌蜂 

属、蜜蜂属、熊蜂属及条蜂属的一些种类颚眼区的长度明显大于宽度。

颊 区 （ genal area) 位于复眼外侧与前后头脊之间，颊的宽度与复眼宽度的比例是 

分类特征之一。

头的背区有后头脊 （ occiput rWge) 及 次 后 头 脊 （proccipitalridge)，区分为后头

( occipu t) 及后后头（postocciput) , 中央为头孔（foramen magnum〉。

2 .中 躯 （mesosMtia) (图 8, 9)

膜翅目的细腰亚目其腹部第1 节均与后胸合并，称并胸腹节（prapodemn)，故中躯 

包括前胸、中胸、后胸及并胸腹节四部分；具附肢为2 对翅及3 对足。中躯是蜜蜂飞行 

及运动中枢，强而有力，其外骨骼及构造适应于发达的飞行肌的着生与活动，内部肌肉 

极发达。

后盾片I

盾側沟、

亚侧& 基节2 基节3

图8 胸及并胸腹节侧面观（分舌蜂）（仿Mkhener, 1965)

前 胸 （piothorax) 是短小的一节，为窄的盾片。从背面观，前胸盾片是由向下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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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胸盾片

图 9 胸及并胸腹节背面观（分舌蜂）（仿 Michcner，1%5)

的膜质部分—— 颈 （neck) 及稍隆起的水平部分—— 领 （oollar) 组成。两侧向下弯， 

与中胸合并形成在腹面相接的环，围绕着基节。前胸盾片后角变宽，形成前胸侧角 

Uateral angle of promotum)，再向后在翅基片之前形成瘤状的前胸后叶 （ posterior lobe of 

pr〇n〇Uim)，由于中胸扩大，故前胸的侧板移至腹面，并套叠于背板之下。侧 板 （pro- 

pleura) —般较大，具 1 长的边缘内突（i™ rginalapodeme)，但少数类群无，如分舌蜂 

属。前胸腹板（prostemum) 是位于前胸侧板下缘的三角形骨片；前足位于颈旁的前侧 

板后端。

中 胸 （mesothorax) 占胸部大部分，由中胸盾片（mesoscutum)、三 角 片 （axilla) 

及小盾片（scutellum) 组成。中胸的背面是中胸盾片，近四方形，近基部中央两侧具不

明显的盾纵沟（notalus)，背面中央有盾中沟（medianmesoscutalline)，两侧各1 条盾 

侧 沟 （ parapsidal line), 端缘为盾间沟 （ scutoscutellar suture)，沟的下方为小盾片，小盾 

片中央有1 纵向的中小盾沟 （ median mesoscutellar line)，盾间沟弯向侧上方为横盾构 

( transscutal suture)，沟的外侧为三角片，三角片基部有三角片窝 （ axillae fossa)，在三 

角片裔与后胸之间有1 小盾片脊突（scutellarcrest)。盾片两侧各有盾前基突 （ anterior 

notalpiwess)。盾片的前缘及后缘均具1 深的悬骨（infkctkwi〉，前悬骨伸人前胸盾片之 

下，后悬骨与前悬骨、盾片上各缝、沟、线的内表面均为向内陷的内骨骼（内 突 用  

以支持外表面的压力，并着生强大的飞行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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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胸侧片（mesopleuron) 是五边形的骨片，表面具1 明显的纵向的前前侧缝（口̂ - 

epistomat groove )，沟之即为削目tl侧 片 （pre-epistemum〉，沟 之 后为前侧片（epister- 

n u m h 前前侧片前部呈垂直状，后部与前侧片均呈水平状。前侧片上部为上前侧区 

( hypoepimeral area) 与下部以窝缝 （ scrobal girove) 区分，在窝缝上有前侧窝（epister- 

nalscrobe)。翅基部之下有翅下窝（subalarpit)。中胸侧片形状变化很大，它的特征勻 

演化密切相关。前前侧缝及窝缝的长度、有或无及其走向均因不同类群而异。例如黄斑 

蜂属、拟孔蜂属、尖腹蜂属、切叶蜂属、壁蜂属及宽痣蜂属（Macmpis) 等均无窝缝及 

前前侧缝，蜜蜂属、熊蜂属、无刺蜂属及木蜂属等的前前侧缝与窝缝相连D

中胸腹板（mesostemum) 很难分辨，因侧板强骨化并融合，腹面有1 条沟，沟内 

为 1 强大的由中胸及后胸合并成的内腹突，伸向中胸及后胸。

后 胸 （rnetathorax) 是一条窄的背板，称为后胸盾片（metanotum)，位于中胸小盾 

片及并胸腹节之间，后胸盾片后缘为横盾沟 （ transmetanotal suture) , 其前有后盾窝 

(metanotalpit)D 翅基部之下，每侧均具1 长条状的侧板，侧板上有后侧板缝（meta- 

pleuralpit)，缝上有后侧板窝（metapleuralpit)，其腹板与中胸合并成腹内突。

并胸腹节（pmpodeum) 是中躯的第4 部分，由后胸的一部分与腹部第1 节合并而 

成。一 般膨大，由 1 中纵裂缝分为左右两部分。两侧方各具1 并胸腹节气孔 （ pmpodeal 

spiracle) (实为腹部第1 节气孔）。其背面有中区 （ central area) , 有些类群中区上有H 

角 区 （ triangle area) , 其表面的结构（脊 、皱、刻点）是重要的分类特征。并胸腹节前

缘弯曲，与后胸盾片之间的缝下为前并胸腹节内突（anterior propodeal inflecdon)，其侧

片与后胸侧片合并，其后缘有内亚缘脊（imer- 

nal submarginal ridge) , 此 脊 伸 延 至 亚缘沟 

( submarginal ridge)， 在 后 侧 窝 （metapleural 

Pit) 的下面与后胸侧片缝相遇。亚 缘 脊 （sub- 

inarg iria lridge) 两侧各有1 设突，脊的后部为 

并胸腹节后缘区。

足 （leg) (图 1 0 )分前、中、后足。前足 

着生于前胸侧片腹面，中足着生于中胸侧片后 

下方，后足着生于并胸腹节的侧下方。足由基 

节 （coxa)、转 节 （trochanter)、腿 节 （femur)、 

M节 甜 节 （tarsos) 及 爪 （claw) 组

图 1 0 绿条无垫蜂Anwrgi故2 足
成。除切叶蜂科外，足的不同部位均具采粉结 

构。

基节近三角形，一般变化不大，某些种类前足基节膨大或具针状突起。转节短小， 

四边形，少数种类后足转节具钩状突起。腿节一般长，基部细，端部较粗，呈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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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绿条无塾蜂Awwrgi'此双 rttato翅脉及翅室 

1,缘室；2—夂亚缘室；5.外中室；6.内中室；

7—9.盘室i 10.臀室

翅 脉 （vien) (图 1 1 )膜翅目中翅脉的命名及同源性争议较大。本志中笔者釆用 

Michener (1944〉根据Comstock及 Needham的系统。脉序及翅室名称见图11。用于分 

类的主要特征是；i ) 前翅一般具2—3 个亚缘室（submargimUell)，亚缘室的多少及室

有些类群雄性腿节膨大，内侧具脊或呈凹槽状。胫节较宽，端部具距，前足的距特化为 

净 角 器 （antennalcleaner) ; 相距蜂属（Ctewo/^ ctm ) 后足内距特化为半月形，且内缘 

具栉齿；蜜蜂属、无刺蜂属等无距。一般后足胫节雌性比雄性的宽扁，并有特化的结 

构；后足胫节基部外侧一般有胫基板（basitibklplate)，是重要分类特征。蜜蜂科的后 

足胫节外表面光滑，两侧具长毛，端部有硬毛，与宽的第1 跗节组成携带花粉球的花粉 

篮。

跗节一般5 贫，第 1 节 （基跗节basharsus) 比其余4 节长；一般雌性后足基跗节比 

雄性的宽，表面被毛。切叶蜂属一些种类的雄件前足跗节宽扁；蜜蜂科的雌性或工蜂后 

足基跗节内表面有成排排列的毛刷。跗节第5 节 （末跗节 distitarsus) 较中部3 节长； 

有的类群雌性末跗节膨大，如准蜂属（M efem)。某些类群的雄性末跗节很细长，如条 

蜂属。末跗节端部有1 对爪，爪分叉或不分叉，爪间有中垫 Umlium或 pulvillus)，有 

些类群无中垫，如无垫蜂属（AmegiWa)、切叶蜂属、黄斑蜂属、尖腹蜂属等。

为适应采集和携带花粉，非寄生性蜜蜂的不同科属的雌蜂足上采粉毛的着生部位不 

同，如分舌蜂属、地蜂属、彩带蜂属、隧蜂属、杜隧蜂属等在转节、腿节、胫节及基跗 

节上着生采粉毛；条蜂属、回条蜂属、芦蜂属、宽痣蜂属及木蜂属的后足胫节及基跗节 

外表面的采粉毛刷长而密；蜜蜂族具后足胫节及基跗节组成的花粉篮。

翅 （wing) 着生于中胸及后胸。前翅大于后翅，前 、后翅以翅钩（hamuli〉相连。 

翅钩着生于后翅前缘，翅钩数目因属种面异。飞行时，翅钩挂在前翅后缘褶上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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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比■分科、属的M 特2E，_ 叶 料 ■ 属 、分 钟 油 叶 舌 賴  

的杜隊蜂属、拟隊蜂属、毛 足 蜂 科 的 毛 足 蜂 属 和 准 蜂 科 的 宽 病 蜂 属 等  

均具2 亚缘室；条蜂亚科、蜜蜂科、地蜂科及准蜂科的准蜂属等则具3 亚缘室'，但蜜蜂 

科的无刺蜂属无亚缘室；2 ) 缘 室 （marginalceli) 的长度与其顶端至翅端的比^|，缘室 

顶端圆或钝，缘室与翅边直接或非直接相连等；3 ) 基 脉 （basalvdn) —般较直I 但隧 

蜂科的则弯曲呈弓形；4 ) 回 脉 （ recurrent vein) 2 条，与第 2 及第 3 中横脉（r-m) 交 

会的位置；5 >翅 痣 （stigma) 的大小等。

3•腹部

背腹向扁，变化小，雌雄性生殖节变化较大，可分为:

囝 1 2 绿 条 无 塾 蜂 坊 舶 如 生 殖 节  

a. 第 7腹板；b. 第 S ® 板•, e. 生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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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生殖前节（pregenitalsegment) —般雌性6 节雄性7 节。背板简单，目U —节的后 

缘套叠在后一节的前缘；无侧板，腹板较小，一般光滑或被稀的纤毛，切叶蜂科及栉距 

蜂 族 （aenoplectirini) 的腹板上具腹毛刷，是专门携带花粉的构造。腹部第1 节 （形态 

学上的第2 节）背板基部宽大，其垂直面稍凹陷，第 2—5 节 （雌）或 6 节 （雄）背板 

末端有一条缝，称横隔缝（gmdubs)，每腹节两侧均具气孔。雌性第6 节 背 板 般较短 

小。在第6 节背板表面中部具臀突（pygidialprocess)，其上有臀板（pygidialplate) , 不 

少类群雄性第7 节背板（或 6 节）特化为针突或齿状突。

2 )  生 殖 节 （genitalsegrnent) (图 12〉雄性者为区分种的重要特征。生殖节由第 

7—8 腹板与生殖器组成，位于生殖腔中^生殖器由生殖基节（gonobase)、生殖突基节 

(gonocoxhe)、生殖刺突（gonostyU)、阳 莲 （penis)、阳茎灌（penisvalve)、阳莲雜内突 

(apodemeof pernis valve) 及阳茎基腹铗（volsella) 组成。雌性产卵器缩入腹节内，其 

螫 剌 （s ling) 是由第7 及第8 腹节形成。

(二）幼 期

卵

卵为长卵圆形，乳白色。卵壳平滑，精孔周围有花纹。

幼 虫 （图 13)

蜜 蜂 的 幼 期 为 膜 翅 目 型 （Hymenapteri- 
fo rn i) 或显头型。体粗肥，蛆状，无足f 表皮 

白色，半透明，一般光滑，体表具毛或鬃。头 

部宽圆，下口式，骨化弱，缩于胸内。无单 

眼，口器和触角退化；触角基部呈乳状突起；

上颚简单或具2 齿，边緣或内表面有小齿或顶 

端尖；下颚须退化成乳状突起（图 14)。体 13 

节，其中，胸部3 节，腹部10节，每体节均被 

1横沟分为两段，即前小节和后小节。后小节 

上有时有疣状突起；第 1 0节末端为肛门Q 幼 

虫中肠及后肠不连接。

头 部 （图 1 4 ) 的特征是幼虫分类的主要依 

据，即有：1 ) 触角乳突显著与否；如 切叶蜂困 1 3 四条除蜂ffo/ic加 « 幼 虫  

科乳突显著，分舌蜂科、地蜂科、隧蜂科及准

蜂科等，乳突退化；2 ) 下顎须及下唇须的有无及长短，如切叶蜂科下顎须及下唇须长， 

地蜂科的下颚须长于下唇须；3>下颚及下唇明显或合并，如条蜂属一些种类，下顎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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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4 幼虫头部

节及莲叶合并，隊蜂屬的下顆及下唇界限消失；… 唾栗开口处为一大缝，且缝的外缘 

具唇状边缘，如切叶蜂科；或开口处小而圆，缝的外缘不具唇状边缘，如地蜂科、隧蜂 

科 及 分 舌 蜂 觸 叶 舌 賴 ；5) 前 紐 后 酿 侧 显 献 并 ；6) 上顎職有大齿或无齿 

而呈尖或圆純状，如地蜂科、險蜂科、切叶蜂科及蜜蜂科一些属的上觀端有2 大齿； 

而 分 舌 蜂 科 的 属 、切 叶 蜂 科 的 宽 腹 蜂 属 （Trac/msa〉、蜜蜂科的小芦蜂属

(Brnwwa扣s) 其上親顶端纯；7 ) 上颚顶端有 

或无小齿，如隧蜂科的多数种、准蜂科、切叶 

蜂科的切叶蜂族、蜜蜂科的木蜂亚科及艳斑蜂 

属 均 有 小齿；而蜜蜂亚科、分舌 

蜂科绝大多数则无齿；8 ) 上顎内表面有或无 

轮廓明显的凹陷，如艳斑蜂属、木蜂属及芦蜂 

属无K 陷；而切叶蜂科及蜜蜂科的熊蜂属及拟 

熊 蜂 属 （P^ rÂ s ) 则有凹陷；9 ) 上颚顶端 

较宽或狭长，如无剌蜂属上颚较长。

蛹 （图 15)

蜜蜂的蛹为离蛹，浅黄色。蛹体表各部位 

着生针突或瘤状的突起，是区分科、属的重要 

特征。它们是：触角柄节上小瘤突；颅顶及额 

上各1 对瘤突；前胸侧角的针突；中胸盾片、
图 1 5 四 条 険 蜂 托 出 ^ 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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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盾片、中胸侧板各1 对瘤突；后胸盾片1 小瘤突；足的基节内端针突及其长度；转节 

后部顶端针突及其长度；腿节基部或端部瘤突或针突；胫节的针突或瘤突；腹部第1 节 

剌针的数目及瘤突；腹部其他节刺针的大小或瘤突；颅顶、中胸盾片和腹部的长刚毛等 

特征，在不同科、属中变化不同（Michener, 1954)，如分舌蜂科的蛹无腹部刺针，而 

蜜蜂属则有；隧蜂科中仅彩带蜂属蛹的颅顶、触角柄节、小盾片、后足胫节等处均无瘤 

突，而其他属均有；切叶蜂科的切叶蜂属的蛹及幼虫体上均具刚毛，而其他属则无；条 

蜂属、毛 斑 蜂 属 及 木 蜂 属 的 小 盾 片 上 具 1对瘤突。

总 论

四、生 物 学

蜜蜂的生物学特件复杂多样。总科内有昆虫纲中最进化的社会性类群，又有大量的 

独栖性类群，还有介于二者间的过渡性类群。蜜蜂的绝大多数类群都是对人类有益的昆 

虫资源，通过采食植物花粉及花蜜，为植物传播花粉，有的能为人类提供大重可应用的 

蜂产品，但少数营盗寄生生活的类群，属有害的种类，是某些蜜蜂的天敌。多数种类一 

年发生一代或多代，少数种类在适宜季节则不断繁育。绝大多数蜜蜂是日出采集，有极 

少数种类是黄昏或夜间活动，并有趋光性。

有关蜜蜂生物学及其社会性的研究，已有大量论著问世，其中近代最有代表性的专 

著是 ： Mlchener (1974) “TheSocialBehavbroftheBees”，书中详细介绍了各种生活类 

型的生活史、筑巢习性和巢的结构等。Radchenko和 Pesenko (1994) <(Biology of the 

Bees”（俄文附英文摘要），书中总结了数十年来有关蜜蜂生物学研究的概况和进展，如 

社会性类型、起源及进化、巢的结构及进化，并根据不同类群蜜蜂在筑巢行为、方式及 

巢的结构变化等方面，探讨了蜜蜂进化的基本方向。

本志仅简要介绍蜜蜂生物学的几个方面。

(一）生 活 方 式

根据蜜蜂的采食、筑巢、集群和繁殖等特性，经过长期的适应和演化，蜜蜂的生活 

方式逐步分化为独栖性和社会性，其间有一些为过渡性类群，还有少部分蜜鏵营盗寄生 

性生活。

1.独 栖 性 （《d iu ry) : 在蜜蜂总科中大部分类群营独栖性生活。成虫除雌雄性别有 

差异外，雌蜂无形态上的区别，也无职能上的分工。成熟的雌蜂为繁殖后代而独立建 

巣& 有的种类的巣内仅有1 个巢室，大部分种类则是1 个巣内有多个巣室。巢室呈水平 

或垂直布局。有些种类在同一环境下筑很多巢，如 油 荼 地 蜂 的 巢 可 数  

千个集中在1 个小的范围内，形成巢群，但所有巢室都是独立不相干的。雌蜂筑好巣室



后，一次性贮足幼虫一生所需的蜂粮（花粉和花蜜的混合物），并在蜂粮上产卵，然后 

封闭巢室口，或继续在同一巢内另建巢室，或异地另建新巢。一般在幼虫成熟前f 雌蜂 

已相继死亡，故亲代和子代无接触。

2.社 会性（sociality) : 蜜蜂从独栖性到营社会性生活，是进化的标志。根据生活方 

式的繁简，又可分为初级和髙级真社会群两类。

初级真社会群 （ primitive eusocialcolonies) 其成熟雌蜂无形态上的差异，但个体大 

小、生理、行为和分工上则有不同。可产卵的雌蜂，起 类 似 “蜂王，，的作用，称创始雌 

蜂„ 其蜂群由越冬的受精雌蜂（创始雌蜂）开始，繁殖的后代都是雌性丁蜂。蜂群由小 

到大，到晚秋产生有性个体，受精雌蜂又进入越冬状态，翌年另建新巢。属此类型的 

有：Halictinae、 AllodapinU Ceratiini; 咖 和  Euglossini 的若干种类及熊蜂属 ffcm- 

的全部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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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真社会群（higheusocialcolonies) 最典型的当属入们了解最清楚并大量饲养的 

西方蜜蜂和东方蜜蜂。其特点是：1 ) 蜂群等级的分化明显，蜂 王 （queen)、工 蜂 （职 

蜂 worker) 和 雄 蜂 （drone) 同处一巢内，三者在形态、生理和行为上都有明显不同， 

有严格的社会分工；2 ) 在生长季节可连续繁殖，亲代和子代关系很密切；3 ) 蜂王不能 

独立筑巢；4 ) 蜂巢固定，可连续利用；5 ) 需要时用分蜂方式另建新巢。属此类型的蜜 

蜂，除两种家养蜜蜂外，还有两种大蜜蜂（A扣 和 A . i/orsata) 及两种小蜜 

蜂 （A . 和儿 anrfm^/ormis〉。

3.盗寄生性（cleptoparasitisxn) : 指某些蜜蜂自身不筑巢不贮粮，而是潜人其他蜜 

蜂 （寄主）已筑好的巢内产卵，将寄主蜂杀死，其幼蜂依赖寄主蜂贮存的蜂粮而生长发 

育，此类蜂属有害类群。

表 3 列出我国蜜蜂区系中有关的盗寄生各属与寄主蜂各属的关系。

表 3 盗寄生属与寄主属的关系

盗寄生厲 寄主屑

嫌蜂科  Halictidae

红嫌蜂属 雄 瘅 族 H alictini

毛地蜂属

地 嫌 属 A n^rim a

毛足蜂属

切叶緙科 M egachilidae

尖腹蜂厲 切 叶 蜂 族 M egachilini

条嫌族  A m hophorini

木蜂族  Xylocopird

红腹蜂属 石蜂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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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盗寄生期 寄主属

暗 蜂 属 5 ^ 沿 壁 蜂 族 O s m iin i  

切 叶 蜂 族 M e g a c h ^ m  

剌 胫 蜂 M  L ⑴ rn rg M J 

黄 斑 蜂 族 A r ith id iin i  

芦 蜂 族 C e r a t i in i

拟双齿蜂属 切 叶 蜂 族 M e fia c h il in i  

壁 蜂 族 O s m iin i

双 齿 蜂 M 黄 斑 蜂 族 A m h id i in i

壁 蜂 族 O s m iin i

切 叶 蜂 族 M c g a c h i l in i

蜜 峰 科 A p id a e

概 线 斑 蜂 属 i ^ e o / o i d ^ 宽 接 蜂 M

毛 斑 蜂 属 JV fefe trij 冋 条 蜂 属 H iM jp o c ^ t

条 蜂 属 A n fA o p h o r a

并 盾 斑 蜂 属 P a ™ ：r o c ^ a 回条蜂 M  H a ^ m p o c it i  

条 蜂 M  A ? i £ h o p h o r a

拟 毛 斑 蜂 属 Pseuficw M ^/ecia 条蜂属  A n i/ w / A o ra

小 四 条 蜂 属 T ef?ia/ om > id W iu 回条蜂屬  Hai>n3/JcitJ!u

长 ^ 条 蜂 M  E l a p h r o p o d a

盾 斑 蜂 属 T h y t e u s 无 锋 蜂 属 JAj™ rg£//a

条 蜂 M  A n d io p ^ p r a

艳 斑 蜂 M 地 蜂 属 A n i i r e m i

険蜂族  H a l ic t i t i i

线 斑 蜂 属 E p e o h i i 分舌蜂属

三 域 斑 蜂 属 7> ie/ K t)/ i^ 彩 带 蜂 厲 N o m i a

条蜂属

短 角 斑 蜂 属 P 〇5 i如 彩带蜂属

粗斑蜂属 杜 陡 蜂 属 D u / ^ u re u

拟链蜂属

软 隊 蜂 属 R o p h i t e s

回 条 蜂 属 T e tr a / o n iia

拟砂斑蜂属 拟 地 蜂 属 A ^/h£u}^gia

布 朗 蜂 属 ■ B to m a / is  ( 若 1P 种 ） 布 朗 蜂 属 B r u w m jp f i-

拟熊蜂属 熊 蜂 M

盗 无 刺 蜂 属 如 T^gcm a 无 剌 蜂 属 T r i g o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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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寄生蜜蜂对寄主的选择范围可分：1 ) 仅限于亲缘关系相近的类群，例如蜜蜂科 

的拟熊蜂属仅寄生熊蜂属的…些种类；毛斑蜂属仅寄生条蜂属等；2)寄主为亲缘关系 

较远的类群，例如隧蜂料的红腹蜂属可寄生地蜂科的一些种类，蜜蜂科的绒斑蜂属可寄 

生分舌蜂科的一些种类；3 ) 寄主为多个不同的科，如蜜蜂科艳斑蜂属可寄生地蜂科、 

瞇蜂科和准蜂科的一些种类。

盗寄生蜂潜入寄主巢内杀死寄主的方式可分：1 ) 先杀死寄主雌蜂，例如拟熊蜂属 

的雌蜂侵人寄主巢内后，先将雌蜂咬死，再产卵；2 ) 成蜂先将寄主的卵或小幼虫咬死， 

例如红腹蜂属雌蜂潜人寄主巢内，先咬死寄主的卵或小幼虫，然后产卵，再将巢室封好 

离去；3 ) 盗寄生蜂的幼虫将寄主卵或小幼虫咬死，这种方式较普遍，即寄生蜂雌蜂潜 

人寄主巢内产卵，待幼虫孵出后不久，脱皮后开始咬死寄主的卵或小幼虫。

盗寄生蜂侵人寄主巢产卵的方式有：1 ) 先探测到已贮好蜂粮但尚未封口的巢室， 

寄生蜂先潜人巢内产卵，然后飞离，如艳斑蜂属；2 ) 先咬破寄主巢室的封盖，再人巢 

室产卵，如毛斑蜂属；3 ) 用尖锐的产卵器穿透巢室封盖，产卵在巢室内，如毛斑蜂属。 

盗寄生蜂在寄主巢内产卵部位不同：1 ) 产卵于寄主蜂粮上，如红腹蜂属；2 ) 产卵于巢 

室的壁上，如尖腹蜂属；3 ) 产卵远离蜂粮，而混在巢室的残体中，如毛斑蜂属。

(二）生活周期

蜜蜂属于全变态昆虫f 分为卵期、幼虫期、蛹 （有些类群前蛹期明显）期及成虫 

期。卵期长短差别较大。短时不到2 天，长的可达3 0多天，如苜蓿切叶蜂 JVfegacW/e 

为 17 天，凹唇壁蜂 Osmia 为 11—12 大，而分舌蜂

k W s长达21—35天。幼虫期一般不活动，取食亲代已贮备好的蜂粮，4一5 龄期，一般 

幼虫取食1 一3 个星期，如凹唇壁蜂取食22—2 3 天；少数达2 个月，如 

k r  及 ; 有些属幼虫有活动能力，如 卷 须 蜂 属 、拟软陡 

蜂 属 毛 足 蜂 属 拟 毛 足 蜂 属 贫 ra/心等〇幼虫一般用唾腺织 

茧，茧壁薄或多层，幼虫排泄物一般粘于茧外。前蛹期及蛹期较长，如凹唇壁蜂前蛹期 

6 6天，蛹期19天。一 般种类此期处于滞育状态。大多数种类在不利环境时有滞育现 

象，如温带地区，冬季以蛹态或成虫滞育；热带地区多在雨季滞育。热带分布的一些 

属，如布朗蜂属Brattna/* ( 原 名 在 个 体 发 育 任 何 时 期 均 可 滞育；有些种类 

羽化的成虫在巢内呈滞育状态，如我国的二.种壁蜂，其成虫滞留于巢内达200天左右， 

次年早春自巢中飞出。雄性早于雌性3—7 天，雌蜂出现后立即交配。交配场所多样， 

在花上、茎杆上、叶上、巢周围或飞翔中都可进行交記。雄 性有“领地”行为，在雄性 

个体释放激素范围内吸引雌性并与之交尾；雌性交尾后即筑巢、采食、产卵，一 般独栖 

性成虫期20天左右至1个月。



25总 论

蜜蜂的年生活周期多种多样，大致可分为一年一代、 一 年多代和连续繁殖等类型。

1. 一年一代：多数独栖性蜜蜂均属此类。其成虫活动与采访植物的花期密切相关。 

初步可分为舂季种类、夏季初秋种类以及晚秋初冬种类。

春季种类：很多蜜蜂都是在3 月中至5 月份活动，此时是北方众多植物的开花季 

节。例如 在 北 兄 〜 带 春 季 活 动 最 早 的 蜜 蜂 是 黑 颂 条 蜂 该 蜂  

的出现与春季开花较早的桃、杏等花期十分吻合。地蜂属的大多数种类也都在春节活 

动。我们曾对舂季活动的几种壁蜂的生活周期进行过研究D 以 凹 唇 壁 蜂 ex cav ata  

为例，该蜂以成蜂在茧内越冬，次年3 月底4 月初破茧出巢活动。雄蜂先羽化，即采食 

花蜜作为自身的营养，待雌蜂羽化后，立即进行交配。雌蜂进行营巢、采食、产卵等活 

动，至5 月下旬，成蜂相继死亡。卵在巢内发育历时11天，幼虫历期为2 4天，前蛹期 

很长，经历66天，蛹期19天，成虫于8 月下旬在巢室内相继羽化后，留在巢室内进入 

较长时期的越冬期，于次年3 月底开始出巢活动。成蜂和其幼期一年中有1 0多个月停 

留在巢内。由于凹唇壁蜂一年仅繁殖一代，雌蜂产卵量仅有10余粒，故年种群增殖幅 

度不大，一般仅3—5 倍。

夏季初秋种类：5 至 8 月中旬，一些瓜类、牧草和多种作物等相继开花，是切叶蜂 

属、彩带蜂属和木蜂属的很多种类的大量活动期。

晚秋初冬种类：此类较少，其活动与少数晚开花植物的物候密切相连。例如南方的 

油茶，10月中下旬初花，n 月上中旬盛花。儿种为油茶传粉为主的地蜂Anrfwmspp. 

频繁飞舞，为油茶授粉。另 一 种 为 油 茶 传 粉 的 大 分 舌 蜂 如 ，也是一年一代。 

在浙江一带，其雄蜂于10月上中旬破茧而出，雌蜂稍晚，10月中下旬为羽化盛期。雌 

蜂寿命一个多月。该蜂卵期 i 〇天左右，但幼虫期历时很长，直到次年8 月幼虫方老熟， 

再经历1 个多月的前蛹和蛹期t 到 10月份羽化为成虫。

2. —年多代：一些初级社会性蜜蜂常是一年多代。例如软淡脉隧蜂

是一年三代，在土中筑巢，巢群体仅持续一个生长季节。巢群体从越冬受 

精雌蜂开始，该雌蜂有类似“蜂王”的作用 f 称创始雌蜂。雎蜂越冬后4 月分开始活 

动，亲自营建第1 代巢，一般建6 个巢室，开始采食贮粮和产卵， 一 室一卵，此后创始 

雌蜂就留在巢内不再外出，专司产卵。第 1 代全部为工蜂，承担维系巢群体的一切工 

作；并开始在第1 代 巢室（已废弃）下方建第2 巢室，一般为2 4个室，创始雌蜂则分 

别产2 4粒卵，育出的第2 代成蜂也全是工蜂，它们又建筑第3 代巢室， 一 般约为60— 

65个室，位置比2 代更深。第 3 代为最后一代，产生本生长季节的有性世代，雌性的 

双倍体卵均为创始雌蜂所产，雄性的单倍体卵可以为第2 代工蜂所产，也可为创始雌蜂 

所产。一般雄蜂先羽化，雌蜂后羽化，开始在巢内或巢外交配。此时创始雌蜂死去。随 

着生长季节将结束，已受精的雌蜂逐步进人越冬状态。翌春又作为创始雌蜂建筑新巢， 

旧巢不复再用。熊蜂属的一些种类与软淡翅隧蜂生活周期相似，唯熊蜂无掘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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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多利用旧的孔涧筑巢。

3.连续繁殖：一年世代划分不明显，而是连续繁殖。同巢内老蜂不断死亡，子蜂 

不断产生，蜂巢可长期延续利甩，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分蜂建立新巢，一 个新的群体开 

始。最常见的是家养蜜蜂。以意大利蜂为例，其蜂王寿命很长，一般 2—3 年，有的

4—6 年仍有产卵能力，产卵量极大，一昼夜可产卵1 500—2 000粒，所产受精卵（二 

佰体）发育成工蜂或新蜂王，而未受精卵则发育成雄蜂。工蜂从卵到羽化为成蜂共需 

2 1天，在活动期工蜂寿命为30—5 0天，越冬期可长达4—5 个月。雄蜂从卵到羽化为 

成蜂共需2 4天，寿命可达3—4 个月，但因多夭折，故平均寿命仅2 0余天。虽然一群 

蜂每天有几百至1 000—2 000头成蜂死亡，但新生子蜂的数量远超过死亡数，故蜂群增 

殖很快，强群在繁殖季节数量可髙达5—6万头。越冬期蜂王停止产卵，工蜂不外出， 

呈体眠状态c 此时蜂群变小，约 1 一2 万头工蜂围绕蜂王，形成球状，以利越冬保温， 

翌年春开始活动。

(三）筑 巢

蜂巢的功能是保护蜂群、贮存食料和繁衍后代，了解巢的类型和筑巢习性，可为蜜 

蜂的系统演化、行为研究等提供生态学依据，为人工饲养及商品化生产提供依据。

1.筑巢场所

在土中，包括荒芜的土丘、地埂、沟壁、草地和土墙等都是多种野生蜜蜂挖洞筑巢 

的场所。例 如 分 舌 蜂 属 及 地 蜂 属 A nrfm m的一些种类，在土质疏松的砂壤土中 

筑巢；花 地 蜂 属 及 隧 蜂 属 加 的 一 些 种 类 在 压 平 的 小 路 旁 筑巢；无 

沟 隧 蜂 属 部 、拟地蜂属A& to m rg a在林中空地、坡地或沟壁等处筑巢3 在土中筑 

巢的绝大多数种类都喜在阳光照射较充分和植被稀疏的地方筑巢，少数种类在草丛及落 

叶下筑巢c? 条 蜂 属 淡 翅 陡 蜂 属 Laricg/oMMTM等的一些种类，在粘性较大 

的土墙内筑巢。

在植物性材料中，包括房屋的梁檐及门窗，竹、朽木、枯树干或木桩及植物茎杆等 

的孔洞内都是它们的筑巢场所。例如常见的木蜂属X：yZoc冲a 、孔 蜂 属 切 叶 蜂  

属 JVfegacAiie、剌 腔 蜂 属 壁 蜂 属 O sm ia和 芦 蜂 属 的 一 些 种 类 ，都 

是咬硖上述木材而钻洞筑巢的。

在废弃旧洞中， 一 些蜜蜂利用已有的旧土洞、小哺乳动物的废弃洞及朽木洞等营造 

巢穴，例如蜜蜂亚科和切叶蜂科的大部分种类、熊 蜂 属 和 叶 舌 蜂 属 的  

一些种类。

其他几种壁蜂可在蛞蝓的壳内筑巢；有的熊蜂利用废鸟巢筑巢；黑颚条蜂在石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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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泥_h筑巢；黄斑蜂的巢挂在植物的茎上；黑小蜜蜂的巢筑在低矮靠近地面的小灌木树 

枝及杂草上；大蜜蜂的巢则筑在高大的树上（图版K : 5);黑大蜜蜂的巢筑在陡峭的岩 

壁上，巢脾下垂暴露，高度距地面30xn以上；石蜂属在石头上用唾液粘合小砂石筑成

巢。

巢的密度大小不一。多数神类在旧巢附近另建新巢，但较稀疏，一平方米内仅有几 

个巢。毛足蜂的巢较密集，曾见到一平方米内有巢6 8个 （图 16)。黑彩带蜂的巢更密 

集，在 30cm2 的地方，竞有4 0个巢。

图1 6 毛足蜂£)〇初 巣 密 度 （个/m2)

数字代表巢a 数，有"十”者为调査时尚未完成的巢口

筑巢用材料也有不同D 多数是在筑巢的场所，利用原有条件，建事巢室，如在土中 

筑巢者，多仅用泥土，不另加材料。有一些种类则需要添加一些筑巢的材料。如切叶蜂 

属一些种类，将蔷薇科植物的叶片咬碎，卷粘成-个个巢室，不规则的堆集于树洞或土 

洞等处。凹唇壁蜂在芦苇管内筑巢时，用口器啣回湿泥团作为筑巢室和封闭巢管用材。 

紫壁蜂则用嚼碎叶片浆作为筑巢和封巢管的材料。一些熊蜂则用分泌的蜡筑成巢室，再 

用嚼碎的草杆将巢室簇拥重叠地粘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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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巢的结构，大致由巢口、主道、侧道和巢室组成。巢口—般突出地面，周围有 

w小土丘”（图 版 ™: 13)。巢口直径—般与雌蜂体宽相当，“小土丘”大小与巢深有关。 

自巢口向下为主道，主道又有单、双枝之分。沿主道有1 至多条侧道，侧道呈水平或倾 

斜。侧道端部为巢室。巢室的深度不等，一般距地表1〇—12cm, 毛 足 蜂 属 的  

巢室深度为35—40cm，大分 舌 蜂 的 巢 室 可 深 达 50—̂ 50cm。由于主道、侧 

道 、巢室的多寡及结构变化很大，将巢的结构分为8 个类型：

1 )  单枝型：挖土筑巢的类群多属此型。 

巣内仅有1 主道，主道多倾斜，侧道简单， 

巢室也较少，如 分 舌 蜂 属 和 毛 足 蜂  

属 的 一 些 种 类 。

2 )  双枝型：主道有两条f 再各自分出 

侧道，巢室较多，如 准 蜂 属 長 须  

蜂 属 和 小 彩 带 蜂 属 /Vomzoicfe的一 

些种类。

3 )  线状不分枝型：巢室连续位于主道 

内。在茎杆中筑巢者多属此类，如壁蜂属 

(图版1:  15、16)、木蜂属（图 版 10— 

1 2 )和芦蜂属C eratina的一些种类。

4 )  线状分枝型：主道分枝，巢室连续 

位于主道内。独栖性的各科中均有一些属是 

属于此型的。

5) 4‘坐落”型：巢室直接位于主道和侧

道两惻或端部，隧蜂亚科Halictinae的巢多 

属此型。有的侧道短而直，巢室较多，如绿 

光 險 蜂 似 morio (图 17)，有的主道 

倾斜，侧道分校多，巢室也较多T 如断带降 

蜂 wacii/aiws (图 18)。

6) “密室”及主道型：土道内有 l m 封 

闭或全封闭的巢群，集合多个巢室在一起，典型的是四条隧蜂托

(图19，图版1:  14)，还有彩带蜂属以°^&、原 木 蜂 属 及 黄 斑 蜂 属  

的部分种类。

7) “自由式”巢型：在开放的地点或相对空的洞中，巢无主道、侧道之分，而是较

l〇q

3

:5

6f o
〇B

图 1 7 绿 光 睡 蜂 /worio巢 

a，1一 18为巢室i b. 1_川为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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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巢室集中在一起，如 石 蜂 属 等 。

S> 无巢室型：如小芦蜂族Bmwrn扣5 的一些种类，有主道，但内部不分巢室。

困 18 断带雄蜂 Ha/icfui wwioutous 巢 图 19 四条除蜂 «巣

a为嶂房人U1

3 .筑集行为

蜜蜂选好筑巣地点后，开始挖土筑巢，先筑主道和侧道，后建巢室。雌蜂先用上颚 

咬松土，用前足跗节将土移至胸部，形成小土球，用中足与胸部抱紧小土球，雌蜂倒 

退，将小土球运至地表D有的藉腹部末端及后足之助，向后摆动，将小土球推出，故巢 

n 外围多形 成 “小丘”。在筑侧道和巢室时，挖松的土多不运出，而用来压实主道或填 

充旧的巢室或用来封闭巢室口。巢室建成后，用中唇舌分泌的液体，或用杜氏腺分泌的 

液体，用后足基跗节的毛缴涂抹巢室壁，以形成防水层。雌蜂白天采食，筑巢多在夜 

间进行。一般要3 个小时筑好一个巢室。筑完一个巢室后，即采集花粉和花蜜，作为蜂 

粮贮存Q 蜂粮一般呈圆形或扁圆形。毛足蜂的蜂粮底部有鼎状的“足”，支持于巢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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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长须蜂等的蜂粮呈半流体状，约占巢室的1 3 强。备好蜂粮后，多数蜜蜂于蜂粮 

表面上产1 粒卵，少数分舌蜂的卵‘端祜于室壁，另一端斜佝蜂粮。封闭巢室口后，再 

筑建新巢室。

几种壁蜂发现适宜的芦苇管可筑巢时，则先清沽管補，用湿泥或叶浆作材料，先筑 

好第 1个巢室后，雌蜂即飞出，采集花粉和花蜜，贮粮产卵，封闭管口。壁蜂先筑的几 

个巢室所产的卵，羽化为雌蜂，后筑的几个巢室为雄蜂，所以田间见到雄蜂先羽化出 

巢 ，雌蜂较晚。

(四）采 食

1.食性

蜜蜂属植食性昆虫，绝大部分类群都是以花粉和花蜜为食，少数种类采食植物的花 

油。营盗寄生生活的一些类群，虽其成蜂或幼蜂为占有寄主蜂的巢和蜂粮而将寄主蜂成 

蜂、卵或幼虫咬死，但盗寄生蜜蜂幼虫的生长发育还是靠蜂粮，仍属植食性。最近发现 

个别蜜蜂种类（TW识 砍《) 可取食巢中由5 种 芽 孢 杆 菌 分 解 的 动 物  

组织，似应属腐食性。

根据蜜蜂采访植物种类的多寡，可将其划分为：单食性、寡食性和多食性三类。

单食性：也称单访花性，即同种蜜蜂仅采集同一种植物的花朵，此类群仅限于髙度 

特化的少数种类，其分布范围仅限于被采访植物的分布区内。例如，大分舌蜂 

沿 及 油 茶 地 蜂 只 采 访 油 茶花；花 地 蜂 只 釆 访 白 泻  

根 的 花 ；矢 车 菊 地 蜂 介 只 采 访 矢 车 菊 are- 
的花等D 这类单食性蜜蜂有时也可釆访另一种植物的花，但仅是吸食花蜜。

寡食性：也称寡访花性，即同种蜜蜂可采访几种亲缘关系较近的植物，例如，冠地 

蜂 Awc/rewa <3/心a t o 可采访柳属S a fc:的几种植物；山黎豆地蜂Awc/rCTia 仅限于

在野豌豆属V zd a的几种植物 t 采访；宽痣蜂属Mzm>/心仅采集珍珠菜属L^ imac/iia 

植物的花粉及花油，极少数采访蔷薇科悬钩子属R d t a 的花朵

多食性：也称多访花性，即同一蜂种可采访多种植物，且常随植物的不同花期而变 

换釆访植物，如蜜蜂亚科、隧蜂科的大部分种类，切叶蜂科的部分种类，最常见的多食 

性蜜蜂是意蜂和中蜂。

2.采食行为

蜜蜂为适应采粉需要，体多密被绒毛，便于粘附花粉，还有灵巧的花粉刷、花粉 

钳 ，净角器和花粉篮等特殊构造。釆粉时，用口器、足及绂毛协同动作。先用喙润湿和 

舔沾花粉，并用足采集花粉。在飞翔中，用前足及中足将头、胸腹所粘附的花粉逐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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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向后转送到花粉篮，将花粉堆积和固定成团状，两个花粉篮中的花粉团重量均衡- 

致，以便平衡飞行。回巢后用中足基跗节将花粉团铲落于巢房内。以意大利蜂为例f 每 

次飞行可采访300朵花D —只工蜂每次釆粉量为12—29mg (中蜂每次采粉量平均为 

11.51mg)，约需采访梨花80余朵，或蒲公英1〇〇余朵。1 个 2 万只的意蜂蜂群，一天 

可采进花粉约0.6—0.8kg。

蜜蜂采食花蜜时，常受蜜蜂喙的长短与花的结构不同的影响。1 ) 当蜜蜂喙的长度 

短T 植物的花管时，蜜蜂用两种方法取食花蜜：“偷蜜”或咬穿花托。当意蜂采集苜蓿 

花蜜时，因苜蓿花管比蜂喙长，故将喙从花侧（即旗瓣与翼瓣之间）伸人蜜腺处吸蜜， 

不触及包于龙骨瓣内的雌雄合蕊，这种情况称“偷蜜”；当 阿 熊 蜂 a汾 采  

访树锦鸡儿花时，则用上颚在花托上咬成孔洞，熊蜂的喙自孔洞伸人吸食花蜜；木蜂的 

一些种类，常因体大钻不进窄小的花管，也常咬破花托或花瓣吸食花蜜。这类采蜜行 

为，因很少触及花蕊，故起不到传粉作用。2 ) 蜜蜂喙等于或长于花管的长度时，则将 

喙自花的正中伸人，吸食花蜜，这种采蜜行为，因虫体可直接触及花蕊，故能起到传粉 

作用。

蜜蜂将花蜜吸人蜜囊，回巢后经加工酿成蜂蜜。在草木樨花期，蜜蜂吸满一蜜嚢花 

蜜，约需27—4 5分钟。一只工蜂每次可釆回20—70m g花蜜。携蜜回巢后，每次在巢 

内停留约4 分钟，一天釆蜜最多达2 4次，- 般 10次左右。如果按酿造1 000g 槐花蜜 

计，工蜂需采访150—200万朵槐花。一个4 万只的蜂群，在条件适宜情况下，每天可 

采蜜5 000gD

工蜂在出巢采粉和采蜜前，大约需先吃2m g蜜，每飞行 1 000m，约消耗0.5mg 

蜜，故每次出巢前所食之蜜，能维持4 000—5 000m 的飞行距离。

在开花植物中，不少种类的花粉和花蜜并非同时并存。在花粉和花蜜兼有的花源 

上，蜜蜂单采花蜜和单采花粉的比例分别为5 8 % 和 2 5 % ，蜜粉兼采者占1 7 %。这种比 

例可随巢内育幼蜂时对粉蜜的不同需求量以及蜜源植物的不同而看差异。

意蜂的采访范围多在UJOOm以内。蜜源较远时，也常在250〇m 范围内采访，当蜜 

源缺乏时，其采访距离可远达3 000—4 000m 以上。该蜂在平原采访时，其飞行高度 

—般在 8nx以下，顺山坡向上的飞行高度，一般在1 000m 左右。在晴朗微风的天气， 

意蜂空载飞行，时速可达4 万 m, 而重载飞行时，时速则为2 万一2.4万 m。风速太 

大，或气温低于12t 或高于35C 时，意蜂很少出巢访采。小雨或阵雨后，即外出采访。

中蜂的适应范围要大于意蜂。据我们观察，为果树授粉的几种壁蜂Osmh spp., 

对环境适应力强，比意蜂明显抗低温，所以在春天气温较低时，为苹果的传粉效果远高 

于意蟑。又因壁蜂体型较小，活动敏捷，每分钟可采访苹果花10—16朵，约为意蜂采 

访速度的2 倍。

蜜蜂的绝大多数种类为日出性昆虫，但也有极少数夜出习性者，例如夜木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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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w (iV:yc:tone/it ta〉mz叫wa& m c a 是在月夜时进行采访活动的。新疆及中亚分布的红 

突眼木蜂Pro^ y/oco/ia rw /a于夏季日落后19:30—20:0 0最活跃。白天活动的蜜蜂，除 

与开花楦物的开花、泌蜜的时间密切相关外，还与当日温度有关。例如，意蜂等多种蜜 

蜂 ，在午间髙温时多停止活动，而切叶蜂属的一些种类，在当日温度最高时，活动最频

繁。一些熊蜂则在温度较低的早晨或黄#前最活跃。

(五）信 息 传 递

蜜蜂在种群内部以及与植物间的信息传递多种多样，可概括为化学、行为和物理等 

三种通讯方式。各种通讯方式其作用既有不同又有联系或互补作用。例如，蜜蜂寻觅蜜 

源，舞蹈方式起重要作用，但也受气味、光和声等信息的影响；又如，蜂王物质以影响 

工蜂的行为和生理过程为主，同时又是性信息素，可引诱雄蜂进行交配。实践证明，蜜 

蜂信息传递的方式和机理，尚有许多复杂问题需进一步深人研究。

1.化学通讯

是蜜蜂种群内传递多种信息的主要方式。它的介质是信息素，也称外激素，是蜜蜂 

的外分泌腺体向体外分泌释放的一些微量化学信息物质。蜜蜂感受这些信息物质，是靠 

分布在触角各鞭节上的嗅觉器官D 众多蜜蜂中，以意蜂的化学通讯研究较多（孟宪佐， 

1993, 1997)，意蜂的信息素主要是蜂王信息素和工蜂信息素，还有雄蜂和蜂子信息素。

蜂王信息素：由蜂王分泌释放，又分上顎腺信息素、背板腺信息素和跗节腺信息素。

上顎腺信息素又称蜂王物质，由蜂王上顎腺分泌释放。当工蜂饲喂蜂王时，即把信 

息素传递给工蜂，所以又称口授信息素。经互相传递而致全体工蜂，可影响蜂群的活动 

和某些生理过程，是使蜂群各项活动井然有序的重要因素；还可抑制工蜂卵巢发育，阻 

止工蜂建造工台；在自然分蜂时，可吸引众多工蜂飞向新巢；还可引诱雄蜂与蜂王交 

配。除意蜂外，中华蜜蜂、大蜜蜂和小蜜蜂也都有释放上顎腺信息素的报道。

背板腺信息素由蜂王第3—5 背板的腺体分泌释放，有吸引工蜂、抑制工蜂卵巢发 

育和稳定蜂群的作用。

跗节腺信息素由蜂王的跗节腺体分泌释放，散布于巢内，显示蜂王存在的一种信

息。

工蜂信息素：由工蜂分泌释放，又分那氏信息素、报警信息素和示踪信息素。

那氏信息素是工蜂第7 腹节末端那氏腺（又称臭腺）的分泌物，在意蜂活动中起引 

导和定向作用，故又称引导信息素。当侦察蜂发现蜜源和水源时，释放那氏信息素以引 

导其他工蜂前往蜜源和水源。当分蜂时，先到新巢的工蜂释放那氏信息素以引导其他工 

蜂飞向新巢还可引导蜂王出巢婚飞并充当回巢的向导。用人工合成的那氏信息素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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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诱芯，引诱工蜂采访，可起到传粉和增产作用。

报瞀信息素分两种，一种是工蜂螫腺分泌的信息素，当意蜂受到侵犯时，则释放报 

瞥信息素，可引起同巢的工蜂起螫剌反应，共同奋起自卫，当来犯者终 止 “报警，，则 

解除。另一种是工蜂上颚腺分泌的信息素，当工蜂利用螫刺进攻时，常用上颚咬住“敌 

人”，并释放报警信息素于“敌人”身 h , 使其他蜂得到信息后，也去追击“敌 人 '除  

意蜂外中华蜜蜂、大蜜蜂和小蜜蜂也释放报警信息素。

雄蜂和蜂子信息素：雄蜂信息素由雄蜂上颚腺分泌，起路标和导航作用，黄斑蜂属 

条蜂属、熊蜂属的雄蜂上颚腺也分泌一种性信息岽，以引诱雌蜂或蜂王交 

配。木蜂雄性的胸腺分泌物引诱雌蜂交配。蜂 f 信息素由蜂幼虫释放，使工蜂便于识别 

蜂的三类幼虫。蜂子信息素还能刺激工蜂产生王浆，以饲喂幼蜂a

2 -行为通讯

蜜蜂利用不同行为传递信息，最典型的特有方式是舞蹈。用跑步的方式和腹部摆动 

的频率，指示蜜源的方向和距离。人们对西方蜜蜂的舞蹈研究较多，主要有圆舞和摆尾 

舞〇

圆舞：当侦察蜂发现蜜源距蜂巢不趙过60m 时，返巢后则在巢脾的垂直面上用快 

而短的步伐作小范围的圆圈跑步（快速爬行），在舞圈中央，经常改变方向，忽而转向 

左边绕圈，忽而转向右边绕圈，其轨迹是圆的，故称圆舞。侦察蜂进行圆舞时，可激发 

其他工蜂紧跟其后，根据侦察蜂身上花蜜气味飞出去寻找同样气味的花。花蜜越多越 

甜，圆舞就跳得越起劲，但这种舞蹈不能指示蜜源的距离。

摆尾舞：又 称 “8”字舞。当侦察蜂发现蜜源距蜂巢超过 i〇〇m 时，侦察蜂则改变 

为更复杂的摆尾舞来通知其他工蜂D 侦察蜂先作短距离直线跑步，然后跑一个半圈，再 

按直线方向开始点跑去，再跑另一个半圏，这样沿着横“8”字不断跑动。在跑动的同 

时，迅速摆动尾部，故称摆尾舞。由于蜜源的距离不同，蜜蜂在一定吋间内舞蹈的次数 

不同：如蜜源距蜂巢约100m 时，15秒钟内重复摆尾舞10次；蜜源为200m 时，15秒 

内重复8 次，当蜜源为数公里时，15秒内只完成一次摆尾舞。同样，花蜜越多越甜， 

尾部摆动的次數也越多。这样，其他工蜂就可知道蜜源的距离和质董。

蜜源方向的判定：蜜蜂舞蹈时，其直线跑步的方向，指示蜜源的方向。直跑垂直向 

上的方向，表示应向太阳方向飞行寻觅蜜源，而向下的方向则表示应向相反的方向飞 

行。如果蜜源位于太阳所在方向的左或右侧的一定角度T 蜜蜂在直跑时也偏离垂直方向 

而沿相应的角度跑。蜜蜂判定太阳的方位，是靠偏振光的作用。组成蜜蜂复眼的6 300 

个小眼，每个小眼由9 个视细胞组成。它们都是一个小的偏振光分析器T 据此来定向。 

偏振光定向优点是当乌云蔽日或太阳处于地乎线以下时，仍可利用偏振光来决定方向。

东方蜜蜂也同样进行圆舞和摆尾舞，但摆尾舞次数所指示的距离要比西方蜜蜂短得



34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第二十卷

多。15秒内摆尾舞10次指示距蜜源距离为20m，而西方蜜蜂则指示距离源 l〇〇m 。

小 蜜 蜂 在 蜜 源 距 巢 5m 以内时进r ?圆舞，5m 以外进行摆尾舞。大蜜蜂 

Apk dorsaia在蜜源距巢3m 以内时进行圓舞，3m 以外时进行摆尾舞。

还有的蜜蜂当蜜源距巢9m 以内时进行圆舞，9m 以外改为“镰 刀 舞 '又 称 “月 

舞”，距离达37m 以上时，又改为摆尾舞。

蜜蜂跑动飞舞还有两种作用，一种是警报舞，当采集蜂遇到杀虫剂等有毒物质时, 

回巢后则在巢睥上作“Z”形奔跑，腹部剧烈左右颤动，其它蜂见到餐报舞，则停止飞 

出。另一种是呼呼舞，在分蜂时，侦察蜂振翅发出呼呼声，并振动腹部及作“之”宇形 

跑动，作用是促使分蜂时蜂群飞向新巢。

3.物理通讯

蜜蜂也可利用光、声传递信息D

光：蜜蜂对不同波长光波的识别能力取决于复眼中小眼感杆所含视色素的状况。蜜 

蜂视觉系统很敏感，颜色作用于视觉系统成为发现蜜源的一种信号。蜜蜂觅食常趋向黄 

色、蓝色及反射紫外线的花朵。蜜蜂在采访时，还可利用偏振光定向。

声：指振翅的声音。当蜂王振翅带动胸肌振动，振动发出的声音称蜂王“歌唱”，

因胸部紧贴巢脾，巢脾传递的声波被工蜂膝下器接受后，则有停止活动的反应。分蜂时 

侦察蜂飞舞发出“呼呼”声，有引导蜂群飞向新巢的作用。蜜蜂舞蹈时发出间断的“特 

尔-特”声，与引导工蜂寻蜜源有关，该声音持续的时间与蜜源距离有关，其强度及停 

顿的延续时向又与蜜的赓暈及数量有关y 由空气传递的声波，其感受器官是毛感觉器， 

位于蜜蜂头部复眼及后头间。

(六）蜜蜂与花的关系

1 .蜜蜂与开花植物的协网进化与适应

昆虫与植物关系最早化石记录约在2 亿多年前的二叠纪。被子植物最早出现在侏罗 

纪，但其花瓣小，多为绿色，不太醒目。到白垩纪，被子植物占优势，出现了各种各样 

的花，传粉昆虫作用断显，但主要是甲虫，到新生代早第三纪出现专门取食花粉和花蜜 

的蜜蜂类，它们成了开花植物的主要传粉者。此时被子植物为引诱更多蜜蜂，故花的颜 

色更鲜艳，花蜜分泌得更多更香甜。蜜蜂为更好地取食花粉和花蜜其口器演化得更长， 

体毛更密，并发展有花粉篮、腹毛刷等多种携粉器官，其采访行为也更加复杂多变。为 

便于蜜蜂对花的采访，花的大小、形态、结构和蜜腺的位置等常与蜜蜂的大小、形态、 

口器类型和结构等相适应。这种高度适应，是生物间长期自然选择和协同进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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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蜂与开花植物的互惠关系

蜜蜂的成虫和幼虫均以花粉和花蜜为食，蜜蜂通过采集花粉，又为植物传粉，使植

物得以延续后代。从生态学观点，植物花的气味、颜色和泌蜜，目的在于引诱昆虫为其 

传粉，花蜜可看作是植物对传粉者的一神奖赏两者相互依存，互惠互利。

1 ) 植物为蜜蜂提供食料

花粉：是蜜蜂成蜂和幼蜂所需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不同楦物花粉中蛋白质含量不 

同，一般为16 %—3 0 % ，花 粉 中 尚 有 脂 肪 3%_10%，糖 0—1 5 % , 淀粉1 % —7 % ，此 

外还有类胡萝卜素和黄酮类物质D
蜜蜂将采集的花粉混人花蜜及唾液，加工成蜂花粉，即蜂粮或称花粉团。—些蜜蜂 

产卵在花粉团上，幼虫一生取食花粉团。西方蜜蜂初孵工蜂幼虫喂以王浆，3 日龄以 

后，食料开始添加蜂花粉，5 日龄食蜂花粉量最大。

夏季8 日龄的哺育蜂耗用蜂花粉最多，每日约需 l 〇mg。雌蜂幼虫化蛹前均由工蜂 

饲喂王浆。

花蜜：其主要成分是糖类。一般含糖量是湿重的1 5 %—7 5 % 。糖类中主要是蔗檐、 

葡萄糖和果糖，也有少量麦芽糖和海藻糖等。此外，尚含有氨基酸、脂类、蛋白质、维 

生素、生物喊和有机酸等等，其中氨基酸是花蜜中的一个稳定成分。因为蜜蜂可以从花 

粉中得到大量含氮物质，所以蜜蜂所采的花，花蜜中氨基酸的含量相对较少。在鸢尾 

科、兰科和玄参科等植物的花蜜中含有脂类物质，独栖性蜜蜂喜采访含脂类物质的花, 

脂类比糖类更富营养。

不同植物泌蜜量仓很大差异，少时每朵花含糖量不足10吨，而有的花每朵可含糖 

髙达163mgD 同一种花其泌蜜量和浓度又取决于植物本身的生理状态、营养条件、泌蜜 

时辰和内部活动节律等的不同。花蜜经工蜂加工之后，酿造成蜂蜜D 幼蜂3 日龄开始混 

食蜂蜜，成年蜂只需取食蜂蜜，可长期生活D 工蜂飞行时，每小时需要 l 〇m g的糖，雄 

蜂飞行需糖童为工蜂的3 倍。

花油：少数植物花的基部有造油腺（elaiophores) 可分泌花油（f b w e r o i lh 分舌蜂 

科、准 蜂 科 的 宽 癒 蜂 属 蜜 蜂 科 中 的 报 距 蜂 属 和 无 剌 蜂 属 Tngo- 

舶的一些种类，常采食花油。例如，宽痣蜂属的一些种类，经常采食报春花科珍珠菜 

属 的 花 油 ^  —般用前足跗节或中足跗节上的毛垫（hakpatches) 擦拭花的 

造油腺，以采集花油。

2 ) 蜜蜂为植物传粉

在被子植物中，成熟的花粉传递到雌蕊上的授粉方式分为自花授粉和异花授粉。异 

花授粉是一种进化现象，对繁衍后代更有利，也是众多植物中最普遍的授粉方式。

由于长期自然选择和演化的结果，植物的花在结构上、生理上和生态上形成了许多



适应于异花授粉的性状。最常见的是：雌雄异花，也就是单性花，其中有雌雄异株的如 

大麻、菠菜等，也有雌雄同株的如玉米、瓜类等；雌雄异熟的如苹果、油菜等；雌雄蕊 

异长的如荞麦、报春花等；雌雄蕊异位的如百合科的一些植物；自花不孕的如向日葵和 

兰科的一些植物。这些性状的花都需要异花授粉方能使植物受精结实。但异花授粉与自 

花授粉棺物并非截然分开，如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但也有1%  — 5 % 的花朵是异花授 

粉，棉花以自花授粉为主，常有30% — 4 0 %的花朵是异花授粉。

异花授粉的植物，必须有相应的传粉媒介，它们是：昆虫和风，以及少数是水和其 

他动物。风媒花约占1 0 % ，大部为虫媒花（entomophilousflower)。常见传粉昆虫中， 

蜜蜂是最重要的传粉者。蜜蜂携带大量花粉传给雌蕊后，由于花粉粒密度增大，花粉粒 

中所含牛长促进物质（多种酶、含多种激素的生长素和维生素等）大增，故有效地剌激 

并促使花粉萌发和花粉管生长速度，体现了花粉的群体效应（populationeffect)，从而 

提高籽实产量。

3 .花的形态、颜色和气味对蜜蜂的引诱力

花的形态：花形大小、花管长短和花冠形状等，对蜜蜂引诱力不同。一般蜜蜂嗜采 

访花形较大、放射对称或左右对称的花。如是垂直状花序的花，则先从下方开始采集， 

再逐步向上移动，因下部花含蜜多。一般短喙的蜜蜂，例如分舌蜂属、隧蜂属和地蜂属 

等的一些种类，嗜采访花管短的花朵，例如蔷薇科、十字花科、毛茛科和伞形花科的 

花；而一些长喙的蜜蜂，例如条蜂属、无垫蜂属和切叶蜂属等的一些种类，嗜采访花管 

长的花朵，例如豆科、菊科和唇形科等的花。玄参科的金鱼草和唇形科的鼠尾草的花， 

为适应蜜蜂采访，则有很巧妙的构造。有 趣 的 是 眉 兰 属 «花 的 形 状 和 颜 色 与 地 蜂  

雌蜂十分相似，致使雄地蜂误把兰花当作雌蜂，而飞来与之假交配，致使眉兰

搜 粉 。

花的颜色：是吸引蜜蜂的重要因素之一。花色•-般指花瓣的颜色，不同花色是由色 

素种类、浓度和配比等不同而决定的。现已知花的主要色素是黄酮类化合物和类胡萝卜 

素，其次还有某些生物碱及叶绿素等。在黄酮类化合物中，与花色有关的是花色素和黄 

酮及黄酮醇。花色素主要有三种，即花青素、花葵素和花翠素。紫色和蓝色的花多含花 

翠素；粉红和橘红的花多含花葵素；深红色花多含花青素。花色中含黄酮和黄酮醇的种 

类较多，例如白色花常含黄酮；浅黄和深黄色花常含黄酮醇Q 蜜蜂喜釆访黄色和蓝色 

花，其次是紫色和白色花，对红色花不敏感，因它们是“红色盲”。多数黄色花都含类 

胡萝卜素。蜜蜂到达花朵后能很快找到蜜源，是因花冠上由某种色素形成的蜜导（hon- 

eyguide) 的色斑存在0

花的气味：通常人们把花的气味分为香味和臭味两类。蜜蜂喜采访香味花，而一些 

蝇类和甲虫等，却嗜采访带臭味的花。花的香味来自花瓣的表皮细胞或油细胞中所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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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油 （essentia! oil)。它 是 种具有挥发性香味的油状物，主要成分是萜类，其中也包 

括某些醇类、酮类、酯类以及芳香族物质。花的香味作为蜜蜂寻觅蜜源 的 种 诱导信 

号，它的引诱力常比花色更重要。花的气味中有的与昆虫性信息素相类似，使其引诱力 

更复杂化d 例如眉兰属的花气味的主成分是杜松萜烯（cadinene)，其中有一个异枸体能 

使地蜂的一些雄蜂产生强烈性行为反应u 分析证明，地蜂雌蜂头腺中含有的单萜和倍单 

萜酯类，可能产生与杜松荫烯类似的嗅觉效应，从而使雄地蜂误把眉兰花的气味与雌地 

蜂性信息素混淆起来，而被引诱来进行假交配。

由于花的气味，形态和颜色的误导，而招致雄蜂假交配现象，在有螫剌的蜂中常有 

发生，客观上起了传粉作用。这种现象- i直引起生物学家的兴趣。至今为止，已知兰i科 

的 O如 ⑶ 及 其 他 属 如 仏 等 9 属植物能招致1 3个 属 （CW/e fe j、 、 

H a lic tu a、 lM.siogiossum  , E v y la e u s、 M a cro p is 、 A n th id iu m  , O sm ia  , A n th op kora   ̂

O nzfin a、Ewcera、Me/汉加、Twra/oma ) 的雄蜂发生假交配现象。在古北界 

及 两 属 的 种 类 与 花 的 结 构 及 传 粉 最 适 应 ，常发生此类现象。

(七）蜜蜂敌害

蜜蜂敌害多种多样，包括原生动物、线虫、蜘蛛、螨类、昆虫、鸟类及鼠类等的动 

物敌害，还有微生物敌害及各种中毒。

动物敌害，除本总科内盗寄生外，按其为害的严重性可分为：寄生性天敌、捕食性 

天敌及取食蜂蜜的动物。

h 寄生性天敌

外寄生天敌以蛾类为主，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是 小 蜂 瞒 是 对 蜜 蜂 属  

巢房内幼虫及蛹严重致害的瞒；大 蜂 蟥 寄 生 于 工 蜂 及 雄 蜂 的 幼虫；蜂 

盾螨属Aazra/心的几种蟥类，多寄生于成蜂；真 瓦 螨 是 小 蜜 蜂 雄 蜂 幼  

虫的体外寄生螨；常 在 隧 蜂 科 巢 中 发 现 ，通过表皮取食蜂的前蛹期；熊蜂 

巢中发现外寄生的蟥类如裂酪螨科Ty扣glyphidae的 食 酪 螨 ^ 打 ^ 及 盾 螨 科  

Scutacaridae的 Scwtocarwj amrorwm ; 大 蜜 蜂 及 黑 大 蜜 蜂 巢 中 有 热 厉 蟥 属 心 daps 

寄生。捻翅目的蜂捻翅虫科Stylopidae的很多属种寄生于成蜂体上致使成蜂体形改变， 

如 地 蜂 捻 翅 虫 属 和 捻 翅 虫 属 沿 的 一 些 种 类 寄 生 于 地 蜂 科 、隧蜂科、分舌蜂 

科及蜜蜂科成虫体上，以地蜂捻翅虫幼虫为例，幼虫为胎生，停留在花上，当蜜蜂访花 

时粘于蜂体上被带至巢中，地蜂捻翅虫幼虫潜入蜂房中滞育到寄主发育为前蛹期，取食 

寄主体液至成熟，等待羽化。例如，地蜂捻翅虫雄性先羽化，雌性以成熟幼虫滞留于寄 

主腹内，地蜂捻翅虫雌性（腹部末端外露于寄主体表）与雄性交配后产生100个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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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访花时又将地蜂捻翅虫幼虫带至花上，如此循环。食毛 g Mall〇phagaW—些属种 

常外寄生于在土中筑巢的蜜蜂，如熊蜂、隧蜂及地蜂等。

内寄生天敌以寄生蜂类小蜂总科的—些类群为主，此外还有寄生蝇类。姖小蜂属 

如o fe a的雌蜂自蜜蜂巢盖或巢壁孔钻人巢内，将卵产于蜜蜂幼虫或蛹体上，孵出幼 

虫将寄主幼虫杀死。一个寄主体内可发育出100个以上的幼虫；类似者还有啮小蜂属 

«寄生于切叶蜂科。褶 翅 小 蜂 属 £ ^ _ 丨 心 的 一 些 种 类 <乂 化 红 ， L 

)句咖ica) 及金小蜂科的p^ ĉ ^ /犯從 仙 对 将卵产于寄主卵上， 

孵出幼虫取食寄主幼虫。广肩小蜂属的一 些 种 类 rw6/c0/c , E • /w〇(iMZarb和 

短尾小蜂属的MorzttiTOtomfrMJ m+riĉ MS穿透寄主苗，将卵产于苗内◊ 跳小蜂科Encyr_ 

tidae的雌蜂潜人巢内，将卵产于寄主幼虫体内，寄主多为叶舌蜂属 ^^沿及首蓿切  

叶蜂。

小苗蜂科Braconidae的 S:ywrrefwj中fe/ic设/w j内寄生于熊蜂腹内平均23.2个幼虫， 

最高达77个； 议〇&)寄生于中华蜜蜂，寄生率达5.24%。

姬蜂科 Ichneumonidae的瘤姬蜂亚科Pimplinae及沟姬蜂亚科Cryptinae的一些属种 

是切叶蜂的重要天敌，雌蜂穿过巢壁潜人巢内，产卵于老熟幼虫体上；褶翅姬蜂属 

Gas_ pri〇n 用产卵器剌透于植物茎杆内作茧的蜜蜂，如分舌蜂、切叶蜂及芦蜂的巢

壁，卵产于寄主卵上，幼虫孵出将寄主卵壳咬破吸食卵内物质，而且将巢室内蜂粮食

尽。

青蜂科Chiysidae的 青 蜂 属 雌 性 将 卵 产 于 寄 主 巢 室 内 f 幼虫取食寄主幼虫 

及蜂粮，，以寄生切叶蜂、隧蜂及条蜂为主。

寡毛土蜂科Sapy适dae的寡毛土蜂属&/>3职寄生于已备好蜂粮的巢室内产卵若干 

粒，孵出的1 龄幼虫将寄主杀死，取食蜂粮，如 叉 唇 寡 毛 土 蜂 是 我 国 几 种

壁蜂的重要天敌，寄生率较高。蚁蜂科MutUlidae也有一些种类产卵于蜜蜂幼虫或蛹体

上。

寄 生 的 绳 类 有 蜂 麻 蝇 红 又 称 肉 蝇 ，在成蜂体上产卵，幼虫钻人体 

内寄生；驼背蝇PAora incrassata 的成虫潜人蜂箱，在未封盖的巢房内产卵，蝇幼虫钻 

人蜂体内寄生。麻姆科的一些属 （ Mif togramma、 、 Ĉ in^ro t/te- 
a m ) 类似盗寄生，食蜂卵及蜂粮，以壁蜂属、分舌蜂属及淡脉隧蜂属为主；寄绳科 

Tachinidae的 Bmc/ocoma d r a ia取食熊蜂巢中的蜂粮。蚤 蝇 科 phoridae的松蚤蝇属 

只取食蜂粮，不触动寄主幼虫蜂虻科 BombylHdae的一些属（Vi_«a 、Het- 
于蜂巢口附近产卵，幼虫寻找蜂巢室，食尽卵及幼虫，但不食蜂粮。

鞘翅目的芫菁科Meloidae的 也 Aa、2bn£ ^ 、i^ t a 均是盗寄生，卵产于花 

上，1 龄幼虫在花上活动t 粘于蜂体上，被带回巢中，幼虫毁掉寄主卵及幼虫，食尽蜂 

粮，其寄主几遍布蜜蜂各科，在养蜂业称芫菁病t 一 天内可死亡数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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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是寄生于蜂体内的天敌，有记录称，在 19种熊蜂体内发现〜种线虫s坤促 

la ria  bom bi 〇

2 .  捕食性天敌

泥蜂科及胡蜂科的一些属种捕捉蜜蜂，携回巢中哺育后代，例如，山斑大头泥蜂 

■RW& n认 和 双 带 大 头 泥 蜂 P . 是养蜂业的重要天敌。半翅目的猎

蝽科 Reduviidae捕食蜜蜂，吸食体液。鱗 翅 目 的 蜡 螟 是 养 蜂 业 的 大  

敌，破坧巢脾，造成幼虫和蛹的大纛死亡，并引发白头病，允以东方蜜蜂受害严重。销 

翅目的郭公虫TVicAotfes成虫捕食蜜蜂，如红花毛郭公虫7VicA<x t e «+;ta e是捕食首猜切 

叶蜂的天敌。几种蟾蜍Bu/〇Spp. 在蜂巢周围大暈捕食成蜂。

3.  盗蜜动物

蚂蚁可盗食蜂蜜及花粉，并伤害幼蜂◦ 几种天蛾A ck o «ria spp. 可潜人蜂巢盗吸 

蜂蜜 t 一次可吸蜜3—4m L 青鼬喜食蜂蜜，故又称蜜狗，当冬季食物缺乏时，可盗食 

蜂蜜及成蜂。有时老鼠也能侵人蜂巢，取食蜂蜜和花粉，并咬食巢脾，严重威胁蜂群^

4 .  蜜蟑病害

是蜜蜂的重要敌害，分病毒病、真菌病、细菌病和原生动物病。

病毒病：囊状幼虫病是蜜蜂幼虫的一种传染病，病死的幼蜂呈囊状，囊中充满粒状 

水液。麻搏病是成年蜂神经系统麻痹的一种传染病，又名瘫痪病，其中慢性麻痹病分布 

广，危害也最大。红彩病毒病，感病后成蜂不能飞行，常结成小团， 6 0天内整个蜂群 

可全部死亡。蜂蛹病是由病毒引起的蜂蛹传染病，云南、四川、江西、浙江等地发病较 

重，其他养蜂国家尚未见蜂蛹病的报道。

真菌病：白垩病是一种真菌传染病，病死的幼虫呈石灰状，又称石灰蜂子，幼虫尸 

体干枯后为质地疏松的白垩状物。黄曲霉病病死的幼蜂但硬如石，又称结石蜂子。这种 

真菌还可使成蜂致病。卵巢黑变病是蜂王卵巢的病变，致便蜂王停止产卵，过 1一2 月

后死亡。

细菌病：是蜜蜂病害中较严重的一类。其中发生最重的是欧洲幼虫腐臭病，以2— 

4 日龄的幼蜂发病死亡率最高。美洲幼虫腐臭病，世界各国均有发生，在我国仅有零星 

发生。败血病是世界性的成蜂所患的一种急性传染病，我国发生较少。副伤寒病是由副 

伤寒杆菌引起的成蜂腹泻传染病，又 称 “下痢病”，患病蜂群死亡率常高达50 %— 

6 0 %〇

原生动物病：孢子虫病是破坏成蜂中肠上皮细胞的肠道传染病，又称微粒子病，各 

地普遍发生，尤以越冬蜂群的发病率为高。阿米巴病是由蜜蜂马氏管变形虫侵袭成蜂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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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管所引起的一种传染病，多为孢子虫病的并发症。此外，还有簇虫病和鞭毛虫病等， 

发病率较低。

5 .蜜蜂中毒

花蜜中毒：是指蜜蜂采食有毒花蜜或花粉后而出现的麻痹、痉挛甚至死亡的现象。 

我国南方的油茶、茶、喜树、橡胶、荼梅、山荼等的花蜜中常含有有毒的次生物质，如 

油茶花蜜和茶花蜜中的棉子糖或水苏糖；山茶花蜜中的半乳糖和甘露糖等都能引起蜜蜂 

中毒而死。枣花蜜中含钾离子过高和较多生物戚，是使蜜蜂容易中毒的花蜜。蜜蜂误采 

了有毒蜜源植物如雷公藤、紫金藤、博落回、藜芦、断肠草、醉鱼草、狼毒、乌头等的 

花蜜容易中毒，当其他蜜源植物流蜜不多时，东方蜜蜂和野生的大蜜蜂和小蜜蜂更易采 

上述有毒的花蜜。蜜蜂采食有毒花蜜酿造的蜂蜜.也有毒性，人误食后也出现中毒现 

象，如n 干苦、唇舌发麻、恶心呕吐、头昏、心慌、有的心动过速或过缓，严重者血压 

下降或心力衰竭等。

甘露蜜中毒：甘露是指某些蚜虫、蚧虫等吸食松科、桕科等植物后的排泄物中的含 

糖代谢产物，其色暗、味涩、无芳香气味。当其他蜜源缺乏时，可迫使蜜蜂采食甜的甘 

露，运回巢中酿造成甘露蜜，其中含有较多矿物质，特别是钾，最易使蜜蜂中毒；甘露 

蜜中的糊精，是蜜蜂不易消化的物质D 中毒蜜蜂腹部膨大，下痢、经常排出大量粪便在 

巢框、箱壁及巢门前。病蜂缓慢爬行，飞翔无力，重者死亡。

农药中毒：当蜜蜂直接接触或吸人农药、或触及农药污染的花粉、花蜜、水源及运 

输设备等均可引起中毒而大量死亡。在芙国，几乎有1 0 % 的蜂群因农药而中毒。在中 

国，养蜂业和施用农药矛盾也很大，蜜蜂中毒现象常有发生。多数有机磷及氨基甲酸酯 

类农药对蜜蜂的毒性都较大，菊酯类农药的毒性较低，并对蜜蜂有驱避作用。野蜜蜂中 

熊蜂类抗药性较强，而切叶蜂类和彩带蜂类比家养蜜蜂还易中毒。避免农药中毒，可采 

用：避开花期用药，在蜜蜂不太活动的早、晚用药。用药时用草帘等遮盖蜂箱。蜂场附 

近不得堆放农药，不得用接触农药的车辆运蜂等等。

众多蜜蜂敌害中，以对社会性群体大的家养蜜蜂危害最重，敌害中以蜂蟮、蜡螟、 

腐烂病、襄状幼虫病和孢子虫病等为害最人。独栖性野生蜜蜂的病害较轻，而受捕食性 

天敌的为害较大。

(八）蜜蜂的经济价值

蜜蜂类昆虫是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昆虫资源。从经济效益看，蜜蜂为 

众多植物传粉而致作物增产的效益最大，其次是可提供大量商品以及医药保健用品。但 

在蜜蜂筑巢过程中，也可造成一定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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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农林怍物传粉

蜜蜂类是所有异花授粉植物的主要传粉者。据国内外研究报道，多种作物经蜜蜂充 

分传粉后，一般可增产2 0 % 左右。 •些牧草的种子可成倍增加，草莓、醋栗、樱桃、 

荔枝等果品的增产幅度更大。

蜜蜂为农作物传粉所获经济效益巨大。美 国 1980年统计，蜜蜂为各种作物传粉所 

获直接与间接经济效益要超过蜂产品（蜂蜜、王浆、蜂蜡和蜂胶等）收益的100多倍c 

有的专家估计，蜜蜂传粉对作物的增产效益大于害虫危害造成的损失。随着人们科学种 

田意识的提高，都认为蜜蜂传粉是现代持续农业的一个重，组成部分。

为推动蜜蜂为农作物传粉，美国和日本都有1/4的蜂群以租凭方式有计划地投人传 

粉商业活动屮去.每群蜂在一个作物花期租金约2 0美元，投资效益1:50强。日本在温 

室租用蜂群为草莓授粉，租金更高。我国部分地区已开始采用承包和租赁方式利用蜜蜂 

为果树、制种蔬菜和瓜类授粉。将蜜蜂传粉推向市场，既促进了蜂农扩大养蜂的积极 

性，又提高了农作物产量， 一 举两得，双方受益。

在传粉蜜蜂中，家养的意大利蜂和中华蜜蜂以其分布广和种群数量大，是传粉的优 

势蜂种。在北方推广意蜂为瓜类、制种蔬菜等传粉后，可节约人工授粉的大批劳力，菜 

种和瓜类又明显增产，深受群众欢迎。

在长江上游的柑橘带，开 展 了 “牧-果〜蜂”立体利用的探讨。即在柑橘园种三叶 

草，以增加土壤肥力和猪、牛的饲料。放蜂为柑橘授粉，柑橘可增产3 0 % 。蜜蜂为三 

叶草授粉，种子产量增加1倍多。柑橘花和三叶草花又是好蜜源，故蜂蜜也增加。作到 

柑橘、养绪、蜂蜜都增收，为 “立体农业”增加了新内容。

利用意蜂为油茶授粉，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国南方广大油茶树，座果率很低，有 

“千花一果”之说。油茶花泌蜜置很高，因花蜜中含有棉子糖和水苏糖，蜜蜂采食后会 

大置中毒，故蜂农视油茶林为放蜂“禁区'林科院的科技人员研制了一种解毒剂，有 

效地解决了蜜蜂中毒问题，大批蜜蜂已进入油茶林，使油茶产量成倍增加。

利用野生蜜蜂为作物传粉，是一个广阔的领域。世界上共有野生蜜蜂约2 万种，我 

国已知近千种，它们分布在有开花植物的各个角落，不少种类对环境的适应力以及对某 

些花结构的适应力都远超过家养蜜蜂。有人估计，众多野生蜜蜂传粉创造的总效益远高 

于家养蜜蜂。野 生 蜜 蜂 传 粉 作 用 大 的 类 群 有 切 叶 蜂 属 壁 蜂 属 0皿^.、彩带 

蜂属 N o m k及熊蜂属技你等多个类群。

切叶蜂属是广布种类，世界已知种已超过2 000种，是多种豆科牧草、果树和农作 

物的重要传粉蜂。例 如 首 蓿 切 叶 蜂 是 国 际 上 著 名 的 牧 草 传 粉 蜂 ，在加拿 

大、美国等一些国家早已大置商品化生产，成了牧草神子增产的主要措施D 我国切叶蜂 

属已知有100余种，其中首蓿切叶蜂、中 国 切 叶 蜂 北 方 切 叶 蜂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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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切叶蜂M . argenia&z、淡翅切叶蜂M . remoto等，都是牧草的重 

要传粉蜂。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北方几个省进行苜蓿切叶蜂为苜蓿授粉的示范，种子产量 

可增2 倍多。用竹管仿制的蜂巢，也获成功，为人工辅助繁殖打下了基础。

壁蜂属O sm ia是果园的重要传粉类群。早在 4 0年代，日本就利用角额壁蜂0.

为苹果授粉，并已进人商品化生产，效果显著。蓝 壁蜂〇. 是苹

果、扁桃的优良传粉蜂种，美国从1972年以来对该蜂的人工增殖和推广应用作了大量 

工作。1974年以来，俄罗斯的科技人员收集、繁殖和利用红壁蜂〇. 为樱桃和苹

果等授粉，明显提高了座果率和果品质童，每年繁殖壁蜂500万头。中国农科院生物防 

治研究所1987年自日本引进角额壁蜂，在河北、山东释放获得成功。在实践中发现， 

我国分布的凹唇壁蜂0. erem«如和紫壁蜂O . 的传粉效果远优于角额壁蜂。其

中凹唇壁蜂的活动起点温度低，日工作时间长，访花速度快，定巢能力强，其传粉效果 

又优于紫壁蜂。从紫壁蜂的传粉行为看，更适合山区果园使用。几年来在对壁蜂进行生 

态生物学研究的基础上，成功地进行了人工增殖和批量生产，目前已在辽宁、河北、北 

京、山西、山东、江苏、河南和陕西等省市重点推广应用，明显地提高了櫻桃、梨和苹 

果的果品产童和质董。

彩 带 蜂 属 是 世 界 性 分 布 的 一 个 大 类 群 ，以热带和亚热带的种类为多。在美 

国已用人工巢床进行商品化生产黑彩带蜂i V o m h (又称械蜂alkali bee) 为首 

蓿及果树等传粉，效益显著。我国北方分布的齿彩带蜂 JV. 抑 是 苜 蓿 等 的 重  

要传粉蜂。分布在我国南方的黄绿彩带蜂N . 於riga如、蓝彩带蜂N . 妨和云

南彩带蜂AT ■ jyurtrta浙7/士是砂仁Amomam 的重要传粉昆虫。砂仁是中国著名

中药，因其花的构造特殊，穗状花序着生在地表匍匐走茎上t 很冲;易授粉结实，在彩带 

蜂很少的地带，自然结实率一般仅596 — 8 % 。人工辅助授粉虽能提髙结实率，但太费 

工，在彩带蜂较多的地带，自然结实率可达71. 9 %，经彩带蜂一次性授粉套袋观察, 

结实率可髙达92,9296 (樊瑛等，1986)。在砂仁产区，保护彩带蜂成了一项重要生产 

措施。

熊蜂属Bowte«世界已知有300多种，广布于寒带及温带，特别是在髙纬度较寒冷 

的地区种类丰富。一般个体大，口器发达，传粉能力强，是多种豆科牧草和蕃茄等的重 

要传粉蜂，社会性生活，可用人工造巢培育增殖。在西欧已有3 0多万群熊蜂为蕃茄传 

粉，以代替人工授粉。我国北部熊蜂种类较多，如西伯利亚熊蜂B . « 、猛熊蜂

B . 必 / 、长颊熊蜂B * /wwtorwm、黄熊蜂 B ■ rfishn糾 « 和 地 下熊蜂 R .

都是豆科牧草的重要传粉蜂。

无刺蜂类的无剌蜂属TWgona和麦蜂属Me沿)o n a是热带及亚热带多种经济作物的 

重要传粉蜂，全年可以利用，并容易进行人工大置繁殖。数量较大的黄纹无刺蜂T . 

ventralis s 褐翅无剌蜂丁■ t^ /如是热带果树和药材等的传粉蜂，在云南、海南已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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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繁殖。毛 带 蜂 属 是 温 带 和 寒 温 带 种 类 ，如爵稽毛带蜂/ > + 粗 

腿毛带蜂P * 和北方毛带蜂p . ??wiKcAMriaa都是多种豆科牧草的传粉蜂。其

他如淡脉隧蜂属La^>gtom<m 、条 蜂 属 吵 化 m 、木蜂属 X_ytoo如 、芦蜂属 OraW- 

«u 以 及 地 蜂 属 都 是 常 见 的 重 要 传 粉 类 群 。

2 . 提供蜂产商品

我国昆虫产品中，贸易额最大的是蚕丝及其制品，其次是蜂产品，包括蜂蜜、王

浆 、蜂花粉、蜂蜡及蜂胶等。

蜂蜜是髙级滋补品，也是重要国际贸易商品，世界年贸易额约100万吨，我国年出 

口约10万吨，占世界第1 位u 我国蜂王浆年产量约1 00 0吨，出口量也居世界第1 位。 

其他蜂产品也都是有一定地位的贸易商品D

除两种家养蜜蜂外，一些野生蜜蜂也能提供一定数董的蜂蜜。例如大蜜蜂

办n w a 每群每年可产蜜15—20kg，多者达50kg。在印度的商品蜜中，大蜜 

蜂蜂蜜约占1/3D 黑大蜜蜂A " s (M叹句>k ) /atom am的产蜜情况与大蜜蜂相似。小蜜 

蜂 Aph (Micra/wi) /forea 和黑小蜜蜂 A/心 （MiVra和s) 年产蜜约 5kg。

无刺蜂属的无剌蜂，体较小，又称蚁蜂，其蜜味酸，故又称酸蜂，年产蜂蜜约5— 

10kg。 匕述几种野蜜蜂所产蜂蜜，商品率不髙，多为当地农民自用。

蜜蜂的采集物（花粉、花蜜、树脂等）、分 泌 物 （蜂毒、蜂王桨、蜂蜡等）和蜂体 

(成蜂、幼蜂和蛹等）都是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医疗保健品。 其中又可分为以滋补健身为 

主的保健品和专为医疗用的药用品。

以滋补保健为主并兼有一定医疗作用的有蜂蜜、蜂王浆、蜂花粉和蜂体等。蜂蜜适 

用于治疗肝、肾、心血管和呼吸道等疾病，对消化不良、慢性便泌、失眠等疗效较好。 

蜂乇浆对神经官能症、胃病、失眠、厌食等有较好疗效，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蜂花 

粉对慢性前列腺炎、男性不育痖、便泌、腹泻等都有一定效果。成蜂又叫蜂尸（是死蜂 

的整体），经加工后可治疗流感、皮肤癣及风湿病等。蜂 子 （包括幼虫和蛹）又称蜂胎， 

营养价值很髙，是风湿性关节炎、肝炎等的辅助药物。

专供药用的有蜂毒、蜂胶、蜂蜡和巢脾等。蜂毒是工蜂毒腺和副腺分泌的毒液，由 

螫针排出，具有抗炎、抗菌和止痛等作用，是治疗关节炎、风湿症和神经麻痹等的有效 

药物。蜂胶是工蜂采集的各种树新生枝芽分泌的树脂，用来保护蜂群和抗病等，具有广 

谱抗菌作用，治疗甲癣有特效，还可治口腔溃疡、鸡眼及涂外伤等。蜂蜡是工蜂蜡腺分 

泌的脂类物质，除可作防腐剂、拋光剂、化妆品和蜡烛等的原料外，在医疗上用作蜡 

疗，町治扭伤、关节炎、腱鞘炎以及外伤性关节疾病等。巢脾提取物制成的多种药剂, 

适用于各种鼻炎等症D

蜂疗在中国传统医学和民间医疗保健中占有一定地位。近几年来我国蛘疗亊业发展

_____________ 总 论



很快，蜂疗研究所、蜂疗医院、蜂疗门诊等方兴未艾，通过学术交流和研讨，在国际匕 

具有较大影响〇

3•有害部分

蜜蜂在取食花蜜的过程中，常咬伤花朵，但危害不大。在蜜蜂的筑巢行为中，常造 

成一定危害。例如切叶蜂类将蘅薇科等植物的叶咬碎作为筑巢的材料，使植物残缺不 

全，影响植物生长。一 些 木 蜂 危 害 架 空 铅 包 电 缆 ，国内外都有报道，其中在 

我 国 南 方 各 省 分 布 的 竹 木 蜂 义 沿 经 常啃坏电 缆 造 成严重的通讯事故在建筑 

木材内筑巢的蜜蜂，因木材出现孔洞，故能影响建筑物的坚固性。壁蜂属、淡脉隧蜂属 

和条蜂属的一些种类，因在住房的土墙内筑巢，使墙壁出现很多孔洞，严重影响房屋寿 

命。前面已介绍，诸多营盗寄生性生活的蜜蜂类群，又是众多有益蜜蜂的自然天敌。 ，

五、地 理 分 布

蜜蜂总科是一个较大的类群，世界已知约2 万余种。中国蜜蜂至今已知6 科 、28 

亚 科 （或族）、6 6属，约 1 0 0 0种，有不少类群尚待深入调査研究。有关蜜蜂的分布与 

区系研究，在欧、美和澳大利亚研究较深人（Michener，1965，1979，1993),相对而 

言 ，亚洲蜜蜂区系研究较滞后。笔者试就中国蜜蜂的地理分布与区系作初步探讨。

(一）中国蜜蜂区系与世界区系比较

世界蜜蜂区系复杂，本志仅就中国已知的6 科 2 8亚 科 （或族）在六大动物界的分 

布和贫富程度作简要比较（表 4)，从中可以探讨中国蜜蜂区系的特点，及与其他各界 

的关系。根据表4 分析，可知：1 ) 中国蜜蜂以古北界成分为主，东洋界成分次之。此 

外，典型的热带界成分，如麦蜂族Meliponini的无剌蜂属丁rigcwa、小芦蜂族Allodapini 

的 布 朗 蜂 属 在 中 国 华 南 区 也 有 分 布 ；2>中国蜜蜂区系成分与新北界关系最 

密切，共有的阶元为25 (其中新北界有1 阶元为引进），其贫富度也近似，说明古大陆 

历史上的联系；3 ) 与热带的非洲及新热带界虽共有阶元不少，但贫富度差异较大，如 

麦蜂族在热带非洲及南美很丰富，但在中国仅有无刺蜂属的若干种，而分布于全北区的 

熊蜂族Bombini在非洲界则无分布；4 ) 澳洲界与中国蜜蜂区系差异明显，共有阶元仅 

14 (2阶元为引进除外），而该区分布较多的短舌蜂亚科Stenotritinae及宽舌蜂亚科Eu_ 

rylossinae在其他动物地理界则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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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国蜜臃与六大动物界的区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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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地理区蜜蜂分布特点及代表种类

根 据 “中国自然地理”动 物 册 （1979)，划分的7 个 地 理 区 （东北、华北、蒙新、 

青藏、西南、华中、华南）（图 20) ,就蜜蜂在各区的分布特点和代表性种类概述如下。

图 2 0 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仿张荣祖，1998)

1 ■ 东北区； n .华 北 区 ； 蒙新区；W.靑藏区 i V .西 南 VI.华中区：

'1.华 南 区 （A_ r)为区内划分）

东北区：为寒温带、温带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北部的大兴安岭亚区及新通北部的阿 

尔泰山地为针叶林带；长白山亚区为针叶与阔叶混交林带；松辽平原亚区为森林草原、

萆甸草原地带。本区蜜蜂种类为典型古北界成分，与西伯利亚及中亚区系有一定联系。 

代表种有：唇 地 蜂 AwdreTia ZaWafa、四 条 隊 蜂 、蒙古拟地蜂

海切叶蜂 M ?职 而 卿 、西伯利亚黄斑蜂 rfemf/nrf/wm 

jiWricww、盾暗蜂 Sto/is 红蚁蜂 Form/ca/心 成X、黄胸条蜂

办 ― 及 叉 条 蜂 /WAo/jTiom /Mwaia。地方种有：河北地

蜂 Ti/w/训炉 、中 国 毛 带 蜂 manc/itiWca、乌苏里宽癒蜂 

Macn>/w5 (s . s£r .) «5S«r ia m 、黑龙江准蜂 黑龙江黄斑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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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Aic/ium amwre似is、鸦熊蜂 似 /i沖won/jw、明亮熊蜂 /ttcortim、乌苏里

熊蜂 Bom&i*5 Etsswrie/m s及薛状熊蜂Bow6tw niwscorwm等。南部松辽平原既有蒙新区的 

种类，如黑地蜂Awdrma carfoomria、中圍切叶蜂 JVfcgac/i i/e c/ii wensis，也有南方的个 

别种类，如安棒腹蜂 i?/io如 fometosa 及广布种，如黄胸木蜂 X:ytoro/xz a/>-

如ndicw/afa 及齿彩带蜂 Nbwiia />ii?tctM/£U a〇
华北区：为暖湿、半湿润半干旱平原，包括黄淮平原及黄i 髙原两亚区，以古北界 

成分为主，兼有南方的少数神类。古北界成分中除上述东北区南部一些种类外，蒙新区 

东部的-些种类在本区也有分布，如蒙古拟地蜂 JVfetoiwrga mowgo/ica、毛足蜂属 

Dajjy/jocfa 属的二种、红足随蜂 f/a/ittMs ruiicttfirfMs、六足随蜂 HaZicZws sexcinctus  ̂ fe  

腿 毛 带 蜂 知 norato、拟砂斑蜂AmmofiaJoicfc me/ectoicfes等，长:江流域的种类 

及广布种在此区分布的有：中地蜂ATidrena 、齿彩带蜂 JVomia

ta、蓝 彩 带 蜂 Afomt_a c/«i(y6eara、黄 胸 彩 带 蜂 iVo/ma i/ioraam、拟 小 突切叶蜂  

Me职cAi7e A _加 《e邱 iw如£)、细切叶蜂 Me职cAzfe 粗切叶蜂

Zwm/h 、叉壁蜂 Osmia /«edicor似•〗、鞋斑无塾蜂 Am ĝt7to m/cri/e ra、中华木蜂 X:yZoco/w 

sinensis ̂ 黄胸木蜂 X . a/，/咖 cftcwZato、薛眠熊蜂 Bcwŵ tw /ly/worwTn i r a r u m 、明亮熊 

蜂 Zwconon等。一些南方属的少数种类，如中华回条蜂Ha^ro/wrfa hnewsis、红棒 

腹蜂 i?d/>aiome/&sayZarafo、稻棒腹蜂 J? . 咖 紐 、安棒腹蜂 R . 3«a.wi?N£itw« 及 黑附长 

足条蜂itTa加 ropodanigritar â , 在北京也有分布。本区特有种极少，仅有北京回条蜂 

H abropoda p^ inensis。

蒙新区：为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和草原地带。包括东部干草原地带，西部荒漠和半 

荒溴地带，以及天山地区的山地森林、森林草原带。西部区系成分以典型的古北界中亚 

成分为主，如分布于新疆的突眼木蜂属Prar^ oa^  (图 2 1 ) 的 7 种及亚种，还有红角 

毛带蜂 和5 n</icom is、鱗毛带蜂 、苢精准蜂 JVfeii加 /e/)〇ri-

wa、角剌腔蜂 Lit/iwrgus corzwtws、額赤黄斑蜂 ictmm£/n+t̂ w;n /mteraZe、红赤黄斑蜂

、黄足黄斑蜂 Zctemn认WM?n 7^avi> ；s、中斑黄斑蜂 

/wm cmss印wnctorww、略什黄斑蜂Art执沾《m 知wA职rwwe、聪拟孔蜂//吵&幺W加、瘤 

拟孔蜂 腔条蜂 (Lo/rfiawiAq̂ iora) amici/k 、阿尔泰

条蜂 Awi^/Aora (P艰aw认o/*feora) a/faica、尖唇条蜂 Afit/w>jp/i〇ra (P)职 

acwh7a6r& 、花园条蜂 A«rfi〇M 〇ra /i〇r加wis、盗条蜂 AwMo/ifeora ( Afctoa ) /?Z«2giata、 

乌亚条蜂Amftop/iora ( s ■价 + ) w/j咖 in i、北方条蜂Artt/io批om ( A衫血|收如Za ) are- 

汾及捷无垫蜂Am印7Za (JV& mm似7/a ) 均为分布于中亚的典型种类D 东

部〒草原为典型古北界草原种类组成，如灰胸地蜂Anrfrena ciVî rarta、黑地蜂Anĉ nsTia

总 论

carfettar^z、蒙 古 拟 地 蜂 职 、四 条 隧 蜂 仍 /WWd饥 、粗腿 

毛 带 蜂 片 mora/fs、昔猜毛带蜂 ftewrfapis必 、苢稽准蜂 JVfe/ito /吵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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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大 戎 拟 孔 蜂 等 ，与东北区南部及华北区有一定联系。

本区与青藏高原西部有一定关系，如分布于西藏扎达地区的丽切叶蜂 

fta6m 〇̂£foi£fc5 和西藏切叶蜂M . W^angem is在本区西部有分布a 广分布种中华蜜蜂在 

本区无分布。

青藏区：东至横断山北墒，南至甚马拉雅山，北达昆仑山、阿尔金山和祁连山，是 

世界最大的髙原，地势高亢，平均海拔在4 OOOm以上，为高山草甸、髙山萆原和高寒 

荒漠区。蜜蜂种类及区系成分复杂。其 区 系 成 分 （表 5 >中 以 古 北 界 成 分 最 髙  

(42.72%)，特有种次之（28, 8 8 % ) ,东洋界成分居第3 位 （24*44%)。但由于西藏地 

形为东南低、西北高，向西逐渐由草甸-草原-荒漠所替代，因此不同生境下蜜縴种类组 

成有显著差异。

表5 酉藏蜜蜱总科区系成分比例

古北界 东洋界 特有种 广布种

种数 % 种数 % 种数 % 种数 %

77 4 2 .7 2 44 2 4 .4 4 52 2 8 . 8 8 7 3 -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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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内自东向西可大致分为藏东横断山三江流域、藏东南喜马拉雅山东段、喜马拉 

雅山中段南北坡、雅鲁藏布江流域间的高山高原地区、藏西、藏北羌塘髙原等6 个不同 

小区，各小区的区系成分差异很大（表 6) 。 喜马拉雅山东段察隅、墨脱等地东洋界成 

分为7 0 % » 其代表种为：杂 木 蜂 扣 r/omtor、尖足木蜂X . acwfi/jen/i b 、金翅 

木蜂 X , 蓝芦蜂 P 油也 jwwiwflcwAato、灰熊蜂 Bowfci« 容 萃 熊 蜂

/?. exiwiitw、及 白 背 熊 蜂 喜 马 拉 雅 山 中 段 南 坡 的 个 别 县 如 樟 木 （1 680— 

3 400m) 的东洋界成分达8 3 % , 但北坡及3 000m 以上地区、雅鲁藏布江流域高山高原 

区古北界成分比例较大。横断山三江流域与东部的西南区毗邻，是横断山地区与西藏高 

原区系成分交流必经之道，故古北界成分比例大，代表性种为：拟隧 蜂 属 從  

及杜陡蜂属Dw/〇wnea高山属的种类，丽切叶蜂Afegacfcf/e 、喜马拉雅准蜂

M elitta harrietae > 地 蜂 属 的 一 些 种 ，盗条蜂 Aw执o/i/iom 尺ia to、叉条蜂

A . /«rm to、熊蜂属BowAtts的一些高山种等。藏西古北界成分比例最大，并兼有不少 

特有种。古北界的中亚亚界成分占相当大的比例，如 大 戎 拟 孔 蜂 印 5、拉 

达切叶蜂MegacA办 拟 拉 达 切 叶 蜂 M . rw扣/iwe如i s 、紫 木 蜂 m /、 

g a、拉 达 克 熊 蜂 猛 熊 蜂 S . £if(/yVaY/iV?m sT 特有种如：扎达黄斑蜂 

土、吴氏条蜂 灿ora (A?u/i〇7n€̂ /fo ) 'ex咖 e、純齿条蜂 A . 

加处 i«£i 、黑侧熊蜂BomfesfteicerLb■、黄 侧 熊 蜂 短 角 地 下 熊 蜂 B , dw- 

u W ia o rh藏北羌塘高原环境严酷，蜜蜂种类极少，主要是古北界成分。重要的经济种 

类 中 华 蜜 蜂 仅 分 布 于 察 隅 、墨脱至樟木，黑 大 蜜 蜂 （M egaris) 

除西部及北部无分布外，各小区内均有分布。

总 论

表6 备小区区系成分（％)

K 系 成 分

小 区 名

古北界成分 东洋界成分 特有种 广布种

* 东横断山三江流域 6 0 0 1 5 2 5

寒东南軎马拉雅山东段 1 1 7 0 1 4 4

軎马拉雅山中段南北坡 4 2 3 3 2 5 D

雅鲁藏布江雍域 6 0 1 6 2 4 0

藏西 8 6 Q 1 4 0

藏北羌塘高原 7 8 0 2 2 0

从种数分布看，自藏东南向西北呈递减趋势。总之，西藏东南部以东洋界成分为 

主，藏南喜马拉雅山南坡有相当数童的东洋界种类，但 3 OOOm以上则为古北界种及特 

有种；其他地区以古北界成分为主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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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区：包栝四川西部、昌都地区东部、北起青海、甘肃南缘、南柢云南北部，西 

至喜马拉雅山脉南坡针叶林带以下山地，为我国地形起伏最大，南北走向的高山峡谷， 

垂直差异最明显的地区。昆虫区系为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分布型种类，特有种较多，被 

认为是物种保存中心、分化中心D 在此区蜜蜂分布的特点为：（1 ) 本区蜜蜂为东洋界和 

古北界成分交叉重叠的地区，低海拔地区以东洋区种类及古北种为+ , 高海拔以古北界 

及横断山-喜马拉雅分布种类及高山高原特有种为主，有典型的北方属如毛足蜂属 

Das沖oda、准蜂属AfeZitia、条蜂属 Ani/io灿 om ( )，也有典 型 的 南方属

如 长 足 条 蜂 属 、蜜蜂属Apis (Megapis) 、 A ( ) ; ( 2 )特有种丰 

富，北方属中一些种类为特有的窄布种，如拟隧蜂属Hdicro以^ 1 8 种中的10种，杜隧 

蜂属 D«/〇ttrm 6 种中的5 种， 种中的3 种，南方属回条蜂属 

(图 22) 17种中的10种，热 带 分 布 的 栉 距 蜂 属 的 角 栉 距 蜂 C . ⑶ 均 

分布于此区，特 别 是 拟 隧 蜂 属 在 横 断 山 区 的 分 布 界 线 与 青 藏 高 原 的 自 然 地

图 2 2 回条蜂属ffoiropaia;分布图

理的东南边缘相吻合，也与古北界的东南边界基本一致（图 23); ( 3 )与青藏区关系密 

切，以黑大蜜蜂A抑 （JVfesa/>is) fafcnV m为例，此种分布限于西藏及横断山的常绿阔 

叶林带，西起聂拉木，沿喜马拉雅山南坡至波密、察隅，沿横断山自北向南延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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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云南西部及北部，最南可达22°N。此外，两区共有一些喜马拉雅山〜横断山种类，如 

褐胸分舌蜂 、狐条蜂 Awrfiopfeww <7地士'iwwzctiAafa 及拟媒蜂属 Wa/icfoicfe

的种类。

华中区：本区为北亚热带湿润地区，包括东部丘陵平原亚区及西部山地高原亚区， 

为落叶阔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及常绿阔叶林带。蜜蜂区系以东洋界成分为主，兼有少量广 

布种及与华北区共有种。有代表性的种类为：角栉距峄Cfenofferfracomwto、无角栉距 

蜂 C * 、天目山报距蜂C - 細 wtwAa舰 s i j、天 目 山 长 足 条 蜂 細 _

wws/i训 ensk、峨眉回条蜂 HaAro/Joda om îenst^、 足细条蜂 ffafcropAora/a «w6t/ipCTirtfs 

等；与华南区有不少共有种，如大分舌蜂CbWetogigaj、黄胸彩带蜂 JsfomiaiAomdca、 

顶彩带蜂 JV，t o r n a t o 、弯足彩带蜂 JV* ⑶ 无 斑 宽 痣 蜂 Afacn^ i肌 

斑宽痣蜂M . M i n “ 双色切叶蜂 JWeg沉 丘 切 叶 蜂 黄 黑 无  

垫 蜂 花 无 垫 繹 A ■ 仰 呢 、褐 胸 无 垫 蜂 九 盯 、花回条 

蜂 Ha6ro_ mi舰 d ea、领木蜂义：咖〇办1〇)//^5、灰胸木蜂X . pfta/0成oraj：、红足木 

蜂 X . rw/扣 h 竹木蜂X . 如沿等D

华南区：为热带雨林及手雨林地区，包括云南、广东、广西的南部，福建东南沿



52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第二十卷

海、台湾、海南岛及南海诸岛。 区系成分为典型的东洋界区系成分，如无刺蜂属Trig- 

cwa、布 朗 蜂 属 绿 芦 蜂 属 仏 仅 分 布 于 本 区 。本区的5 个亚区各有其特 

殊性，如分布于东南亚等地的7W炉《a 属 （图 2 4 ) 的种类，大蜜蜂4扣5 (ilfega/心） 

及小蜜蜂A . (M/cra/心） /forea (图25，2 6 ) 分布于云南南部及海南岛，但闽 

广沿海亚区无分布；黑小蜜蜂A和5 (Mzcra批s) an^ reniybrmis分布于云南南部，但海 

南岛无分布；喜 马 拉 雅 区 系 成 分 的 黑 大 蜜 蜂 (Me职 /咖 h osa沿喜马拉雅山南 

麓可南延至云南西双版纳，但沿海亚区不分布。云南亚区较闽广沿海种类丰富，因此亚 

区位于横断山的缓坡地带，故喜马拉雅山及横断山的一些种类延伸分布于此，同时，云 

南南部与中南半岛毗 邻 ，故此亚区成为热带种类自南向北分布的必经之路，如分布于中 

南半岛的无剌蜂属TWgona，分布缅甸的鳞棒腹蜂拙 0办 ^ 撕 ^ 迎 ，分布于东 

南 亚 的 长 木 蜂 你 纟 ra?i (?Ma6anVa、窗木蜂 X , 如 、蓝木蜂 X .
圆柄木蜂x . 以^灰5、扁柄木蜂a . 如均在本亚区分布 c

图 2 4 无刺蜂属7>咖 m 分布图 

有斜线者为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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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 大蜜蜂亚厲A加 （M切3扣）分布图 

▲大蜜蜂义，（ JVT) tforja&z;參黑大蜜蜂八.（M ，）

图 2 6 小蜜蜂亚属AM ( _ + ) 分布图 

▲ 小 蜜 蜂 人 （M . )  / lo re a ; •黑 小 蜜 蜂  A 」 （ JVf )  am/reniyiTr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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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垂 直 分 布

蜜蜂垂直分布反映在不同高度区域地带有着不同的种类和区系组成，因此不同的海 

拔高度呈现蜜蜂垂直分布的规律。这里仅就丙藏及横断山两个地区的垂直分布加以分 

析。

根据西藏近200神蜜蜂的分布看，其分布下限为600m (墨脱地区） （褐足彩带峰 

Nowia /wsc如;z/zk)，分布上限达5 630m ( 绒布寺） （鸾 熊 蜂 ) 及 

5 500m (西域布）（褐胸条蜂Artffepfton; oro/>/u7a )。其中近2/3的种类分布在3 OOOm 

以上，1/3在 3 000m 以下；2 4 种类在2000—4000m 之间。

根据喜马拉雅山东段的5 5种分布髙度分析（图27) t 其中3 8种东洋界种类均分布 

在 2 300m 以下；11种古北界神类分布在2 750m 以上4 其 中 叉 条 蜂 /iinra- 

如、瓦氏条蜂A * 、甘肃淡脉随蜂Lajfog/osswm知 的 分 布 下 限 在 2 300m

处，而且东洋界的一些种类（措 背 熊 蜂 、红束熊蜂B ) 

下限分布为3 400m，而另一些种类（黄熊蜂 B . 奇异熊蜂 B . « 、鸣

熊蜂 B . 獅咖丨、石南熊蜂B . ;y«賺 《卿力、瑞熊蜂 B . ricA arrfsi等）的分布上限达 

3 000m 或更髙^故此段东洋界与古北界的分界应划在2 300m—2 800m，最高达 

3 000m〇

以喜马拉雅山中段南坡的樟木（1 680—2 4〇〇m ) — 甲 曲 （4 300m) —聂雄拉 

(4 900m)垂直剖面的19种蜜蜂为例（图28)，分布在3 500m 以下的种类以东洋界成分 

为主，如中华蜜蜂 A/)i5 c^m7t a 、黑大蜜蜂 (JVfega/^) /aioriosa、灰熊蜂 

gra^ m i、白背熊蜂B . 、桔背熊蜂 B . afrocin伽 s 、拟小突切叶蜂施 gadi办

dij)wrzĉ ；/brmi'5及 一 些 特 有 神 ：长 剌 拟 隧 蜂 Zorzgi响‘ 、西藏切叶蜂

宽胸熊蜂Bom6iw從r^ Ao/ ^ 。3 500m 以上为典型的古北种及髙 

山种如马踢刺拟隊蜂HaWctoifecafcara^ ^ 、扁腔拟隊蜂 f f . sMAc/at^crws、拉达切叶蜂 

M頌zdii/eZadacmsis、丽切叶蜂 M . Aa6m/)tKfc«Yfc5、雄拉熊蜂 Bomfrus i /om沙 zWs 等。 

因此中段南坡以3 000—3 500m 之间为东洋界与古北界成分的过渡带，东洋界成分最髙 

不超过3 500m。

横断山区垂直分布明显，根据36神蜜蜂的分布髙度（图2 9 )表明，2500m 以下以 

东洋界系成分为主，如黑大蜜蜂A如s (Afegŵ )  、小蜜蜂A抑s

、红足木蜂 X:y/oco^a 、玛长足条蜂 maweWii、峨眉回条蜂

HabrvpocUi om eknsis、花回条蜂  H ■ /nimetica、兔祁距蜂  Ctenoplectru cornuta 等 i 

2 800m以上为古北界成分及高山种，如褐胸分舌蜂CW/衫essflncftis、黄 跗 纣 蜂 沿 ■- 

««5_/Za议如r士 、针腹拟隧蜂Ha/ktoidejspin^ jratWs、黑毛拟隧蜂H , 光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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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7 喜马拉雅山东段55种蜜蜂分布髙度示意图 

I  R1地 蜂 2■拟黑伞地蜂A, 3■拟灰地蜂九/Jjeu办 4.瘤唇地蜂

A■相站咖r̂ ;  5■黑伞地蜂A， merfiocaWw 6■ 甘 肃 淡 脉 隧 蜂 舰地；7.尖肩淡脉隧蜂

8■ 淡 翅 红 腹 蜂 9■埃彩带蜂Nomio沿io£i ; 10■墨脱彩带蜂N . U .

红尾彩带蜂N . ru/ooaatiafa; U ■接翅彩带蜂N i3.喜 马 拉 雅 准 蜂 14.白带尖

腹蜂GW—y a 如/aidato; 15,红带尖腹蜂C . rn/idn冰^ 16.毛屏尖败縴C . 17.赤腹蝉

Pflreuas扣 18.萨切叶蜂 Megac/HTe 19•哦眉冈条繹 20.台湾回条蜂

H . toiwtwn叫 21 -鼉 脱 回 条 蜂 m« % « i沿i 22♦ 黄斑回条蜂H . 江 天 目山长足条蜂£-

1̂姊《»知知设_«^<1>如1^5; 24.顶条蜂泌；1砝(批〇«1(<^50£/〇71)^77^似沿；25,叉条蜂八.（〔.>/*^0(鉍；26-

瓦氐条蟫 A ■ ua/ton̂  27.杂无垫蜂；Uwg^j 〇m jW ; 28■领木繹 Xvioco如 29.孔木蝉 X .

30.金翅木蜂 X . awr扣nnis; 31 ♦ 尖足木蜂 X\ ocufi/jennis; 32.冲绳芦繹 Cmarina 33.南方芦烽

C . cogTWto; 34.花芦鋒 C. siffiH/fwito 一 35-承芦蜂 C . ctwi/iflcto; Pithitis wninuiculo-ta ̂ 37.黑大蜜

蜂A r i o s a ; 38.东方蜜蜂 九 卿 加；39.斑 模 熊 蜂 叫 40.萃熊蜂B . crimi«5; 41 ■颊 

熊蜂f i. 供na/£f ; 42.白背熊錄±i. jfe/iww; 43.古由熊蜂 B . M .瑞熊蜂f j_ ; 45,四

色煦蜂B . temwAmmiisi 46.察雅袖席蜂B . 47.西藏H|j 撖繹B . 48.明亮熊蜂fi /卜

torw»!;的.桔背瓶蜂 f i. amwJictus; 50■红束熊蜂 B . ru/ojiwdatai 51.黄艏蜂 B . _/&njesccm; 52•奇异熊蜂 

B . pwrusi 53.鸣熊蜂 B . «marti; 54.稀熊蜂 B . rfi/wtor; 55.羽傾蜂 B . 辦rtits

拟隧蜂H * 成 i6〇!2Mmu>ia& 、粗腿拟随蜂 f/. t o /̂emMrfnts' 宽领拟膝蜂//. mega- 

ma/w/i6w/ar^ 及 山 黄 斑 蜂 wontonam等。2 500 m 至 2 800m 之间为两大区系 

成分的过渡地带，既有占北界成分的唇拟隧蜂f i . dypeariw、西藏杜隧蛘Dtt/oMreati- 

betensis、狐条蜂 A nthophxm iquadrim aculuta、叉条蜂 A nthophora (CUsodon、 fu r c a ta ， 

又有东洋界成分的米氏宽癒錄JMhcro/>is 腹毛刷回条蜂 f j^ ro/Joda

«心、黑 大 蜜 蜂 及 小 蜜 蜂 A . /fom i，尚有广布种，如齿彩带蛑 Nomia 
扣rncm/ara、杂无垫蜂 Am职 con/ŵa 等d 海拔髙度的增高，特有成分随之增加，

3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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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种蜜蜂的分布高度

图2 8 窖马拉雅山中段南坡18种蜜蜂分布高度示意图

A. 4.长距报雄蜂 5,扁腔拟雄綠 H. 5u6ĉ zt/i'-
crus; 6.马 踴 剌 拟 維 嶂  H\ rafca ixU u s; 7. 拟 小 突 切 叶 錄 ■M̂ gacMe (fiyundi. 
/̂brmijs 8,西 藏 切 时 綠 M. jdxansnsis\ 9.拉 达 切 叶 蜂 ZeuiacCTwis; 10.方領 

尖應缘 仏r f j; I U  盗条峄 A»決ophor» 1 2 .格 背 蜂

a的cinctû  13_ 灰熊蟑 £_ 14•白背病蜂 ~B‘如祕u u j; 15，宽

牌 熊 蜂 反 四 ry rA o n iE; 1 & .雄拉熊蜂 ； 1 7 .黑大蜜蜂 A " 5  ;

18■东方®绛中华亚神A. fmina emina

3 000m以上地区特有种成分增加，说明高山区系性质越趋明显，种的分布区很窄，常 

绿阔叶林带以下，以东洋界成分为主，兼有广布种。

值 得 特 别 指 出 的 是 黑 大 蜜 蜂 /afeor^ s a 分布于横断山及西藏的常绿阔叶林带, 

西 起 西 藏 的 聂 拉 木 U  700—3 450m ) t 沿喜马拉雅山南坡至波密、察 隅 （800- 

3 000111)，沿横断山向南分布到云南的贡山、泸 水 （2 300—3 100111)及云龙志奔山 

〈2 500m),其分布上限恰与常绿阔叶林的分布上限吻合。两大区系的分界在西藏的喜马 

拉雅中段为3 500m，东段在3 OODm, 在横断山约在2 500— 2 800m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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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种蜜鋒的垂直分布

图2 9 横断山区蜜蜂主要种类垂直分布 

1■ 褐 胸 分 舌 蜂 2► 黄 谢 封 蜂 尸 方 eKJOtarsfi; 3.展拟雄蜂故/ic- 

沖如似；4 ■针腹拟樓蜂H . 5 .黑 毛 拟 雄 痒 carfiopii/wj; 6.光

腹拟樓__H\ ff£〇5〇a& fom*no^ ;  7 .粗规拟嫌蜂f f . Uttifemurinis; 8. 大额拟瞄蛛f/. 

m^ m dW&u/a n s; 9■西藏杜隧蜂 Dtt/c叫和 10.齿彩带蜂

toi 11■角样矩蜂 Qewjpiertniironmtot 12-米氏宽德蜂 13,四川

毛足蜂Da ŷpocit沒Uuarjsn^ ;  M . 西 柏 利 亚 黄 斑 蜂 ■ 祝 W twn; 15.马尔 

康黄斑蜂An达 16」七黄斑蜂A , 畔物1和1加似n t; 17,山黄斑錄 

心 mtiniam*叫 1S .短 尾 尖 肢 蜂 19+黑龙扛黄斑峰九 a- 

otuiwmc; 2CL 粗切叶錄 Megod^ scu/声 沿 ；21,花回条蜂 i^ TÔ ^ miVnerini; 22* 

哦眉回条蜂//，tmwiereiiV, 23.四川回条縴H, iitAuan^K ^i 24.應毛刷回条嫌/f . 

wntvxopulu\ 25. AnthopMom quadnmactdmLX 26. A. dentata\ 27.

芒康条蜂^. ma叫 師 A ; 2 ^ 杂 无 垫 的 a ; 2 9 ,玛长足乘蜂政- 

lapkr〇p〇dafm gretui\  30. Antho^tom {Clisodott) furo&ta% 31. M '

thaphora (R h im rrn g m  sidiuattensisi ■ 红 足 木 铎  Xylocopa ru fipesi 於 . 长 木 洚  X.

fmwjMoAaronwwi 34. 黄脚木鏵 X . 35. 小蛮綠 (A^Vni扣j )

fh reu i 36， 大 蜜 鋒  Apis (M egapis、 /aiw i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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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蜜蜂区系分析

根据中国已知蜜蜂6 6属在7 个地理区的分布（表 7 ) 及在青藏高原的垂直分布等, 

试对中国蜜蜂区系作如下探讨。

表 7 中国* 蠔 6 6厲在各区的分布

科、属 东北区 屮北区 蒙新区 青藏区 西南区 华中区 华南区

分舌蜂科C o lle t id a e

分舌蜂阃 + -h + 十 + + +

叶舌蜂属

地蜂科 Andrenidae

+ 十 + + + +

地蜂属 + + + + + + + +

拟 地 峰 属 加 rga + +

毛地蜂属Panur只似 

封蜂辑 Panurginus + 十 + +

陡蜂科 H a lic t id a e

随蜂属 + + 十 + + + + + +

淡脉随蜂属Lasic^/cmiim + + + + + 十

棒腹蜂罵R#i〇沐 十 + 十 十 + + + 十

彩带蜂属N o m i a + + + + 十 + 十

毛带蜂属 + + + + +

软蜂厲 +

拟软蜂属 +

卷 须 蜂 癘 Systrvpha 十

kL级 峰 M Sph^codes + + + + +

杜陡蜂M Du/cwr â + + 十

拟味蜂屑 + + + + + + 十

J t ^ jK  Morazvitzelki +

花 地 蜂 属 C^mptopoeum +

小彩带蜂属Ncwiioities 
准蜂科MeUttidae

十 十 + + 十

准蜂厲Me份如 + + + + + 十

宽德蜂厲

毛足蜂属J^ y p a ia

+

+ + + +

十

十

+

+

切叶蜂科M嗔achilidae

刺轻蜂屑LiiAargus + + +

切叶蜂厲AJ ĝo^ 办 + + + + 十 + +

石蜂属 Q u j/ i c o J o m a + +

黄斑蜂風 + + 4 • 十 十 十 十

准黄斑蜂屑■ParartiAidiuw 
双黄斑蜂 M DianiAit/ium + + + 十 十

+

赤 黄 琉 蘇 風 Ict^ranthidium +

4 、黄 斑 蜂 M Anthidielium  
盾 黄 褒 换 M Pachyanihidium

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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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科、属 东北区 华北K 蒙新试 音藏区 西南区 华中区 华南区

壁梅属 + + 十十 + + +

拟孔蜂雇ffop份& 十 + + + 十 + +

裂爪蜂厲Cheiostoma 十 +
孔蜂屑 + + + +

赤腹蜂M ParetH咖s + + + + + + +
暗蜂颺 + +

尖 旗 蜂 M  C n d i o x y s + + + + + 十 +
蚁蜂厲■Formica^ +

蜜择科Apidae
原木蜂属 + 十+

木蜂厲X y〇co/a + + + + + + + + 十+

芦蜂属Cerarfjiii + 十 十 十 + 十 t 十
綠 产 择 M  P i t h i t h . 十
布朗蜂属Brauwa^s 十

条 蜂 满 + + + + + + f +

X 空蜂属Ameg^a + + + + + + +

网条蜂属f i i6?n/wc£a + + + + + + +

细 条 蜂 厲 从 orWa + +

长 足 条 鋒 M E l a p h r o p a J a + + 十

& 须蜂属 + + + + 十

四条蜂属TVtna/onia 十 + + + +

短角斑蜂M A以如 + + + + 十

毛斑蜂属地級故 + + 十 + + + +

艳斑蜂属Normuiia + + + + + + +
域斑蜂M £^60^5 + 十 + + 十 +

拟绒斑蜂属 十 + +

盾斑姆属 -1 十 + + 1 十 + +
砂斑蜂属A咖TU + + + 1

巴氏蜂属五u/cmfovsHa + + + +
粗斑蜂厲极如 + 十 + + + -t-

蜜蜂属A/ni + + 十+ + + + +
熊蜂属Eom&uf + + + + + + +

拟熊蜂J S + + + + + + +
无刺蜂属T W g o n a +

C t e n o p l e c t m + + 十 +

总计 3 6 4 4 4 8 3 2 4 5 4 2 3 2

1 .各E 蜜蜂属贫富度分析

根据表7 可看出，中国蜜蜂各属的分布以古北界的蒙新区数量最多（4 8属），西南 

区次之（45属），华北区排第3 位 （4 4属 第 4 位是华中区（4 2属），青藏区与华南 

区均较低（32属）。以上数量分布可以说明：1 ) 处于干旱、半干旱的草原、森林草原 

及荒漠地带的蒙新区的生境与古北界中亚亚区的生境相似，最适合蜜蜂的生存。这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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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分布情况是吻合的；2 ) 西南区地形复杂，山川纵横，又 有 “生物避难所”的称谓。 

一般来说，髙海拔以古北界成分居多，低海拔以东洋界成分居多。两界成分的交汇，是 

本区分布数量较多的原因；3 ) 华北区以古北界成分为主，但杂有向北延伸分布的东洋 

界成分，例如回条蜂属、木蜂属、芦蜂属等；4 ) 东北区寒冷，属种的数量均较少，但 

一些呈间断分布的属，如拟隧蜂属、宽痣蜂属均有分布；5 ) 青藏髙原富有髙山高原种 

类 ，西北部及北部高原荒漠无人区，生物种类很少，但喜马拉雅山山麓有着较丰富的植 

被及昆虫；6 ) 华南区包括我国东南沿海、海南岛、台湾及南海诸小岛，热带东洋界成 

分为主，地域较小，属的数量较其他区少。

2.各区间的关系分析

在 7 个地理区，蜜蜂交互分布情况列表8C

表 8 各地理区间共有属数置

地理匕 东北K 象新区 靑嫌K 西南区 华中区 华南区

东北区 33 34 26 33 31 18

华北区 37 29 37 37 25

蒙新区 27 32 31 19

靑« K 32 28 20

西南区 39 25

华中区 26

华南区

从表8 可以看出：1 ) 华北区与蒙新区都是典型的古北界成分，两区的区系成分较 

接近，共有的属级较丰富（37 ) ;华北区与华中区共有属3 7 , 因长江以南是东洋界与古 

北界区系成分相互渗透区域，故共有属也相当髙（3 7 ) ;华北区与西南区共有属也达 

3 7 , 因西南区山地的古北界成分比例大；2 ) 西南区与东北区、蒙新区及青藏区共有属 

均占65属的一半左右；西南区与华中区共有属达3 9 ,说明区系的相近性，特别与华中 

区西部山地相邻，共有属，种均较一致；3 ) 华南区的热带区系成分较丰富，而与东北、 

蒙新和青藏共有属均只及2 0和 2 0 以下，与华北、西南、华中虽稍髙，但一般共有属为 

古北界或东洋界广布的属，也有些是南方的属向北延伸分布，或反之。

3.分布格局

各属在我国的分布可归纳为以下特点：1 ) 我国各K 均 有分布（各区种数有差异） 

的属：分 舌 蜂 属 叶 舌 蟀 属 f (y/aews、地蜂属Aiw/rm a、隊 蜂 属 淡 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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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 蜂 属 切 叶 蜂 属 iVfegoc/uVe、赤腹 蜂 属 心、尖腹蜂属 Cbe/ior：̂、 

木蜂属X^ oco/w、芦蜂属O ra^wa、条蜂属Awtfto/rfiora、无塑蜂属AmegiWa、毛斑蜂 

属 MeZcc切、 盾斑蜂属TTi ŷrewi、艳斑蜂属 JVtmwji/a 及熊蜂属Bomftiis; 2 ) 分布于我国 

古北界的属是：拟地蜂属 JVfe/iWwrga、小彩带蜂属 iNomitjicfo及原木蜂属 

其中仅分布于蒙新区的是：软 蜂属 J?o如 如 、拟 软 蜂 属 卷 须 蜂 属 S：̂- 

"〇/细、莫蜂属Moraxuit2 ^ s 、花地蜂属Giwi外 及 赤 黄 斑 蜂 属 祕 wm; 3) 

分布于高山地区的是：杜隧蜂属Dti/owmi、拟 隧 蜂 属 及 纣 蜂 属  

4 ) 分布于华南区的是：盾 黄 斑 蜂 属 « 执 WiMm、无刺蜂属 TVigo加 、布朗蜂属 

Brawnaj^'、蜜蜂属A p b 的JVfega知s 亚属和 JVlfcm> i s 2 个亚属；5 ) 间断分布的是宽徳 

蜂属M zm)/心 （图 3 0 )及 拟 隧 蜂 属 办 s (图 2 3 ) ,仅分布于中国的特有属是细 

条蜂属 ffa；wi〇/rfiortt/a (图 31); 6 ) 以分布于北方为主向南延伸的是：分舌蜂属 

/e to、地蜂属Art^m ia、隧 蜂 属 加 、毛足蜂属〇2砂/)〇而（图32)、准蜂属Afe/出a 
(图33)、拟孔蜂属 ffo況如5 及熊 蜂 属 7 ) 以分布于南方为主，向北延伸分布的 

是：木蜂属X y〇cô a 、回 条 蜂 属 芦 蜂 属 O ra^wa、蜜蜂属 A/心、柿距蜂 

属 Cienop/ecira 及长足条蜂属 (图 34)。

总 论

图 3 0 宽癒蜂属Mi cro/b 分布图



62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第二十卷

图 3 2 毛 足 蜂 厲 分 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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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 准 蜂 属 分 布 图

图 3 4 长足条蜂属E/u x /a 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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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古北界及东洋界在我国境内的分界

稂据上述蜜蜂总科的地理分布及垂直分布，结合各地区的自然地理、气候、植被等 

各方面因素，我国境内两大界的分异可概括为：西起喜马拉雅山（西段及中段北坡均为 

古北界区系成分，中段南坡在3 OOOm左右，东段在2 300—2 800TT1) ; 西南横断山区由 

于山川纵列，两大界的分界非直线可表述，一般在2 500m。根据拟隧蜂属 

及杜隧蜂属Dw/owmi等高山属及热带分布的小蜜蜂亚属A扣s (M icm pij) 的分布分析， 

其具体地点为自云南的泸水-维西■■中甸-四川的木里-磨西-泸定-映秀-汶川各点连接的 

线，线西北以古北界种类为主，线东南以东洋界种类为主；向北至陕西南部秦岭南坡， 

折向东南湖北神农架至长江流域，我国东南部平原及丘陵无天然屏障，故华中区既有古 

北界成分南进的属种（毛 足 蜂 属 的 四 川 毛 足 蜂 又 有 东 洋  

界成分北上的属种（长 足 条 蜂 属 的 黑 跗 长 足 条 蜂 £ . , 回条蜂

属 的 北 京 回 条 蜂 H . 灰如胃士、中 华 回 条 蜂 心 枕 土 及 红 足 回 条 蜂

等）。但典型的东洋界属、种仅分布于24°N 以南，如无剌蜂属的几种 （ TWgona 

spp，）、大蜜蜂 (Mega/如）<iorsato 及小蜜蜂A . (Micmpis) _/Zor«a Q



各 论

一 、准蜂科  Melittidae

MdittidaeSchenck, 1860, KntfWt. Ztg. , 21； 136.

分类系统

Michener (1944) 将 准 蜂 科 MelUtidae分 为 准 蜂 亚 科 Melittina e及宽痣蜂亚科 

Macropidinae、毛足蜂亚科 Dasypodinae 及栉距蜂亚科 Ctenoplectrinae。 Popov (1955)同 

意此系统，而且认为每一亚科的形态、地理分布与植物的关系及筑巢习性等均各不同。 

Stage (1971) 将原属于險蜂科 Halictidae的 Megarzoma属移至准蜂科。Michener和 

Greenberg (1980)根 据 “短舌蜂”（sh〇r t t〇ngued bees) 与 “长舌蜂 （ longtongued bees) 
的若干形态特征，认为推距蜂亚科含有“短舌蜂”及 “长舌蜂”的特征，应升为独立的 

科，即栉距蜂科Ctenoplectridae。Michenei： (1981)选用 102个成虫形态特征，对准蜂 

科作了进一步研究，将本科分为3 个亚科：即准蜂亚科、毛足蜂亚科及窄痣蜂亚科 

Meganomiinae。Alexander和 Michener (1995) 在研究短舌蜂类的系统发育中选用1〇〇 

余成虫特征又作了深人研究，将原属于本科的毛足蜂亚科Dasypodinae提升为毛足蜂科 

Dasypodidae, Michener (1997)又将其定为亚科。

准蜂亚科和毛足蜂® 科分布于全北区及非洲，窄痣蜂亚科分布于非洲东南部。

生物学习性

准蜂科的绝大多数种类都是寡食性。例如准蜂属 JVfe/i f t a 以采食豆科植物的花粉及 

花蜜为主，故是苜蓿等豆科牧草的优良传粉蜂。还有的类群不采集花蜜，而釆集花油。 

花油是少数植物花管基部的油腺的分泌物。例 如 宽 痣 蜂 属 以 采 集 报 春 花 科  

Primulaceae的 珍 珠 菜 属 的 花 粉 并 用 前 足 采 集 花 油 为 主 （Cane，19 8 3 ) (图 

35)。德国Vpgel (1986)全面研究了珍珠菜属与宽痣蜂属的关系，提出全世界190种 

珍珠菜中，有 3 9 %的种类〈均为同一亚属）产花油，其余种类产花蜜，产花蜜的珍珠 

菜类花管长，宽痣蜂的口器短，达不到蜜腺，面已知15种采花油的宽痣蜂，都与产花 

油的珍珠菜类密切相关。V ogel和 Mkhener (1965)报道，分布于南非的准蜂亚科 

Melittinae的 属 ，其前足很长，而且跗节上被短毛，适合采集南非分布的玄参 

科 Scrophulariaceae的 D—c i a 属植物的花油，用以饲育幼蜂，而一般蜜蜂采不到 

ciVj 的花油D 上述两类采花油的准蜂和两类产花油的植物在形态上关系极密切，故它们 

的 分 布 区 也 是 一 致 的 ^ 又 如 苜 蓿 准 蜂 是 苜 蓿 的 优 势 传 粉 蜂 ，在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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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仅限于蒙新区内苜蓿的分布地区。这种昆虫与植物形态上和分布区的密切关系，是 

匕们协同进化的结果。RjiaroBemeHCKaii ( 1 9 9 4 )观 察 到 唇 宽 痣 蜂 采 访  

两 种 珍 珠 菜 属 植 物 ^ 和 L , rzw/nmwZaria) , 这两种植物都不具蜜腺， 

从成蜂为幼蜂贮备的蜂粮分析，其 成 分 以 颓 马 勃 属 真 菌 的 孢 子 为 主 ，尚有花 

粉及花油。该作者认为，蜂幼虫以真菌孢子为食，可能说明准蜂亚科在准蜂科的系统演化 

中，属较古老类群。准蜂亚科与真菌的协同进化可能比与被子植物的协同进化更早一些。

图 3 5 裸宽病蜂Micro如 ntiiia采访报春花■LvsimocMi c»7ia&2示意图

(仿 VogeI，1986)

准蜂科大多数种类均于土中筑巢。Macrupzs、Me泣i a 及 幼 虫 作 苗  

(Rozen, 1974, 1977； Rozen &  M cG inley, 1974)〇 

地理分布

准蜂科全世界共约150种。中国分布的有准蜂亚科Melittinae的 准 蜂 属 及  

宽痣蜂属Macro扣s , 共 2 9种，约占世界总数的19.3%。胡 经 甫 （1941)仅记有2 种栉 

距 蜂 （现已不属于准蜂科本志记述的2 9种准蜂，其中包括11个种及3 个新种，均 

为笔者发现和记述。准蜂科在各省的分布见表9。

从表9 分析，我国准蜂科的区系特点为：

1. 我国准蜂科绝大部分种类分布于北部及西北部干旱地区，东北、华北、西南等 

地也有分布。如准蜂属13种中蒙新区11种，东北4 种，华北5 种，西南山区3 种，西 

藏 2 种，华东仅1 种；宽痣蜂属7 种中3 神分布于东北（吉林长白山2 种，内蒙古东北 

部 1种），为典型古北界种类。

2.  分布于西南地区及西藏的种类大多分布于横断山区1 500m 以上，如 Mefeto

Aarri咖 分 布 于 芒 康 （3 500m >、理 塘 （3 900m ); rais/ia贈 分 布 于 理 县

(2 700in>;MeZiMa tkoti&ztw 分布于沪定（1 600m)、丽 江 （2 750m)。



蜜 峰 总 科 准 蜂 科

3 .我 国 特 有 的 中 华 宽 痣 蜂 亚 属 4 种均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华东、华中 

及西南较低的山区并有珍珠菜属分布的地区，属亚热带分布。

4-本科与邻国区系关系不甚密切，与邻近国家共有仅4 种。Meftwa/wrrit?如是在 

喜马拉雅山脉周边分布的种，在锡金有分布，我国藏东及川西有分布；

<;«及MicropiiUjMriciTia在俄罗斯远东边海地区分布，前者在我国内蒙古、新疆有分 

布，而后者在吉林（长白山）有分布；Macro户 是 与 R 本的共有种，在 R 本 

分布亍北海道，我国则分布于吉林及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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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特征

上唇宽度大于长度；尤亚触角区，触角缝一般伸向触角内缘；唇基端缘止常或稍@ 

后弯；无颜窝；颏向基部渐尖；亚 颏 “V ”形；下唇须各节等长，圆柱状；中唇舌短， 

端部无舌瓣；中胸一般无前前侧缝及窝缝，只有自窝至中胸前侧片后缘之间的缝；中足 

基节明显短于或等于自基节顶端到后翅基部之长；毛刷仅限于后足胫节及基跗节；雌性 

后足胫节基部有胫基板及臀板；雄性具阳茎腹铗。

亚科检索表

1 (4) 前翅具3 个亚缘室。

2 (3) 头、胸及腹部具黄色或奶油色斑；前翅缘室顶端圆，弯处远离翅缘；分布于非洲........

...............................................................................................................窄隹蜂亚科MeganMniUiae

3 (2) 头、胸及腹部不具黄斑；前翅缘室顶端尖或很靠近翅缘；侧唇舌密被毛；前翅具2 或 3 个亚

缘室，第 2 或 2 + 3 室等于或长于第1 室；第 1 肘横脉斜，一般与第1 回豚明显远离（图 

3 6 ) ;幼虫怍茧；分布于全北界及非洲界 ..................................................... 准蟑亚科MeHttinae

4 (1) 前翅具2 个亚缘室，第 2 室fe十第1 室；缘室顶端与翅緣相连，缘室长于室顶端至翅顶角的

距 离 ............................................................................................ ..............毛足雄亚科Dasypodinae

图 3 7 毛 足 蜂 属 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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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0 准 蜂 亚 科 Meli tt丨nae

Melittinae, Friese, 1901, Apidae Europa3s, 150.

M elittinae, M ichener, 1944, B u ll* A m er. M W , N a t, H ist. t 82 (6)： 253,

体长7—15mm; 侧唇舌密被毛。与悬肌等长；上唇宽为长的2—6 倍；触角窝间额 

脊明显，有时呈脊状；唇基一般无纵脊；并胸腹节三角形；前翅2 或 3 个亚缘室，第 2 

室 （如果有2 个）或第2 + 3 等丁或稍长丁第1 室，第 2 室 （如果有2 个）或第3 室向 

翅缘明显变窄，第 2 室 （如果有3 个室）两侧平行或向翅缘变窄，第 2 室基部倾斜，非 

与纵脉呈直角，与第1 回脉明显远离；腹部背板一般端缘或两侧有毛带，或背板 t 被 

毛；具明显的前臀馓及臀澈；雎性腹部1 一 5 节背板端缘无刻点或极细小刻点的带；雌 

性 2—4 节腹部背板及雄性2—5 背板的隆脊向后弯；雄性有或无臀板；雄性第7 腹板常 

在端缘两侧有端突或侧叶；第 8 腹板端突强骨化；阳茎基腹铗发达；生殖刺突变化大。

木亚科分为 5 个属； Lto/fcAoA/Ze、 分 

布于全北区及非洲。我 国 仅 有 及 Macra/w’s 两个属。

属 检 索 表

1 ( 2 ) 前翅具2 个等大的亚缘室；雌性腹部较圆，背板端缣毛带不明显或背板全部被毛；雄性颜面

具黄斑；分布：全北区 ........................................... 宽痣蜂属Macrvpis

2 (1) 前翅具3个亚缘室，第 2 室最小，第 2 及第3 室的长度几等于第1 室；雌性联部较细长，背

板端缲具明显的浅色毛带；雄性顔面无黄斑；分布：全北区及非洲........准蟑属Melina

准蟑属 Met故a Kirby， 1802

M elitta K \rby 7 1802, Monogr, apum Angi. , 1： 117, 130— 144; 2： 4— 15，32—178,

Cilisaa Leachj 1812, Edinbuxg E n cyd. , 9 ： 154.

Kirity L^peletter, 1845? H ist* N a t* I?is e t, H ym en., 2： 145.

Pseudocilissa Radcszkowski, 1891, H o r  ̂ S o c. ErU om , R o s s .t 25： 241*

B rackycephalapis 1909, P roc. E n tom . S o c. W ash. 11: 47.

模式种 M e litta  tric incta K irb y, 1802.

体中型，密被毛；一般腹部背板端缘具浅色毛带；口器短，盔节无长毛或具相当短 

的毛，盔 节梳（galeacomb) 少于8 根鬃，一般为2 或3 根 （图38) ;下颚须圆柱状；上 

唇一般宽为长的3 倍，端缘常凹，中央表面具有无刻点的三角形上顎正常，具亚端 

齿；颚眼距长宽相等；并胸腹节具三角形中区，暗色，表面呈小颗粒状；前翅具3 个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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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8 苜宿准蜂Afe/toi Ze/wrim 
a - 1 *展 ；b ，下 撕 （仿  M ich en er，1 9 8 1 )

缘室，第 2 室宽大于长或相等；翅基片较细长；后 翅 臀 叶 （jugallobe) 稍短于轭叶 

(vannallobe) ; 雌性后足胫节及基跗节细长，基跗节长为宽的3 倍或3 倍以上，末端呈 

小突起状，遮于第2 跗节基部；毛刷位于后足胫节及基跗节外侧，由简单刚毛组成，有 

时边缘的毛分杈；雄性后基跗节细长，无梳，末端无突起；雌性前及中足胫节不加厚， 

不密被毛，末节常较后足末节色红；雄性无臀板；第 7 腹板宽大，端缘钝或中部凹，端 

叶形成骨化结构而且侧后角常被毛；第 8 腹板端部具一块宽大于长或长宽相等的有明显 

界限的小区，似臀板，腹板基部一般尖；生殖剌突褐红色，与生殖基节相联部分宽；抱 

握器与抱器背突向后延伸，形成内缘平行的端部，其端部钝，内缘有齿。本属是较原始 

的类群（Mchener，1981)。

分 布 全 北 区 ，以古北界为主。新北界只有2 种，非洲及南部干旱地区也有分布 

(2种）。我国的分布范围为北部及西北部较干旱的地区，北起黑龙江，南至横断山 

{Melitta tmntana) 〇
习性该属食性较广，但以豆科为主，是苜蓿等豆科牧草的主要传粉蜂，经济价值 

大。于土中筑巢，单栖或半群栖。我国共有1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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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检 索 表

雌

1 (2) 颚眼距长宽相等；腹部背板端缘不具毛带；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亍节2 + 3 ; 胸部及腹部毛不

同色；并胸腹节及腹部第1一2 节背板被黑毛；腹部第3—6 节背板被锈红色毛；后足毛刷黑 

色；体长 13—15mm ..................................... 審马拉雅准嫌M . Aorrielwe

2 (1) 顎眼距宽明显大于长；腹部背板端缘具毛带；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3 (6) 腹部背板端缘具黄色毛带

4 (5) 腹部1 - 4 节背板端缘具宽的黄％带；胸部被黄褐色绒毛；足锈色，被锈红色毛，后足毛刷

锈红色；臀激锈红色；触角第1鞭节长于节2 , 等于节3 ; 体长 13—15mm ............

................................................................................................................... M. mongtdica

5 (4) 腹部1 一4 节背板端缘具浅黄色毛带；胸部被黄毛；足黑色，后足毛刷白色；臀馓中部黑

色，两侧白色；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3 ; 体长 13—15mm ......苜鵝准鳞M , leporina

6 (3) 腹部背板端缘具白毛带

7 ( 1 0 ) 腹部第1 - 4 背板端缘具白毛带

8 (9) 胸基部及两側被红褐色毛，中部被极稀的黑色短毛；后足胫节基部外側及基跗节毛刷黑色；

#缴中央黑，两侧具白毛；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稍短于节2 + 3 ; 体长 12_13m m …… 

...................................................................................................................黄胸准嫌M, thoracica

9 <s> 胸基部及两侧被黄褐色毛，中部儿乎裸®，被极稀少的黑毛；后足毛刷白色；臀缴黑，两

侧具白毛；触角第1鞭节稍长于节2 + 3 ; 体 长 —17mm ......泰山准峰M . mi油m n也

10 ( 7 ) 腹部第2—4 背板端缘具窄的白毛带；胸部被黄褐色毛，中央被黑色；后足胫节毛刷金黄色；

触角第1 鞭长为节2 的 2 倍 ，稍短于节2十3 ; 体长12— ......中华准蜂M .

雄

1 (6) 腹部不具毛带

2 (3) 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7:5)，但稍短于节3 (7:8);胸部被黄色长毛，其中部被黑褐色毛；

腹部背板被黑色短毛；第 7 腹板端部两侧具弯钧状突起，第 7、8 腹板见图39 ;体长 14mm

....................................................黑 腹 准 蟑 nigrabdcminalis
3 (2) 触角第1 鞭节稍长于节2 (6:5)，但等于节3

4 (5) 胸及腹部被黄红色毛；第 7 腹板端部两侧呈乳突状；第 7、8 腹板见图4 0 ;体 长 …

............*.....................................黄红准雄 M ， yirfmwwto sp. nov*
5 (4) 胸及腹部毛色变化大，胸部密被黄色长毛或中胸背板基部、后胸及并胸腹节被灰白色毛，中

部被黑色；旗部第1、2 节 背 板 （有时第3 ) 被白毛，第 3.及第4 节 （有时第4 节基部甚至第 

5 节基部）被黑色短毛，第 4 节背板端部及第5 节 （或端部）及第 6 节被红黄色（或黄色） 

毛；第 7 腹板端部两侧侧突大；第 7、8 旗板见图4 1 ;体长 12—14mm ................

...........................................................................................................軎马拉雅准蟑 M. harrieUte
6 (1) 腹部有毛带

7 ( 1 1 ) 腹部背板端缘具白毛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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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2 2 ) 腹部第2—5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

9 ( 1〇)触角第1 鞭节短干节2 (4:5),明敁短于节3 (4:6);胸部被浅黄色长毛，中部被黑毛；第 7

腹板端部两侧呈圆片状突起，第 7、8 腹板见囝4 2 ;体长9一 llmm ......... ...........

.................................................... 黑龙江准

10 ( 9 ) 触角第1 鞭节明显长于节2 (6H ) , 等于节3 ; 胸部被灰黄色长毛，中都杂有大鼂黑毛；第 7

腹板禰部两侧各具1 小齿突，第 7、8 腹板见图4 3 ;体长1〇— llmm ..................

........................................................ 镩木准蜂M . chartfffwensis

1 1 ( 7 ) 腹部第2—4 节背板端缘具白或浅黄色毛带

12 ( 1 3 )触角2 —11鞭节外表面具椭圆形压痕，边缘呈脊状；触角第1 及 2 鞭节等长，但稍短于节3 

(6.5:7);胸部被灰黄色毛，中部杂有稀少黑毛；第 7 腹板端部两侧具钝突起（图44) ;体长

13— I4mm ................................................ M * tahhanensis

13 ( 1 2 )触角鞭节正常

14 (1 5 )胸部被同一色的浅黄色长毛，触角第1 鞭节等于节2 , 稍短于节3 (5:6);第 7 腹板端部两

侧钝状突起窄，第 7 、8腹板见图4 5 ;体长9— llmm ............ 苜曹准嶋M _ I印orina

15 ( 1 4 )胸部被灰黄色长毛，中部杂黑毛；触角第1鞭节长于节2

16 (n ) 触角第1鞭节长于节2, 2倍多<7:3)，稍长于节3;胸部被白或黃色长毛，中部杂有黑毛；

第 7 腹板两侧呈齿状突起；第 7、8 腹板见图4 6 ;体长 l〇^12mm ....................

....................................................................................................... M . bam lis $p. nav.

17 ( 1 6 )触角第1 鞭节稍长于节2 , 等于节3

18 (19>胸部被灰黄色毛，中央杂大量黑毛；箄7胶板两侧具双齿状突起；第7、8腹板见图47;体

长 9—10mm ..................................................中华准蝝M . slnm紅

19 (1 8 )胸部被黄、灰黄或黄褐毛，中部杂少量黑毛

20 (2 1 )胸部被黄褐色毛；第 7 腹板端部两側具弯钩状突起；第 7、8 腹板见图4 8 ;体长 G in n i…

.............................................................................................................M .  quin^ iaiensis sp* nov.

21 ( 2 0 )胸部毛黄色或灰黄色；第 7 腹板埔部两侧各具1 圆齿状突起及整齐排列的毛，第 7、8 腹板

见图4 9 ;体长10— llmm ............................... *.......山 准 脚 vimna

22 ( 8 ) 腹部第2—5 节背板端缘具黄褐色宽毛带；胸部密被黄绒毛；前足腿节及E 节、中足及后足

均为锈红色；触角第1鞭节稍长于节2 (6:5)，等干节3 ; 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5 0 ;体 

长 11 一12inm ................................................蒙古准鳙 M * moRgoliai

黑腹准蟑 iVfe/故a W u, 1988 (图 39)

MelttUi nigrabdominaiis 1988, Act. Zootax. Sin-t 13 (1): 68~ 6 9 .矛

雄体长14mmD体黑色，体被浅黄色长毛。唇基刻点较密，端缘光滑；上颚 2 齿； 

颅顶刻点似唇基；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7:5)，稍短于节3 (7:8);胸部刻点密；腹 

部第6—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39。体黑色；触角第1 鞭节漆黑色，余各鞭节黑褐色; 

翅基片褐色；翅脉黄褐色；足黑褐色；距黄褐色；腹部各背板端缘黑褐色。体被浅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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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毛；唇基及顔面密被浅黄色长毛；复眼内侧、触角柄节及颅顶杂有黑褐色毛；中胸背 

板被黄毛，中部杂有黑褐色毛；足毛仅胫节及跗节内侧金黄色；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 

浅黄色长毛，第 3—7 节背板被短的黑毛；腹板及两侧被白色长毛。

雌：未明。

分 布 河 北 （小五台山）。

黄 红 准 蜂 财 此 £rtla sp* iftftv. 新 种 （图40)

雄体长12m rm 体黑色；胸及腹部被黄红色长毛。唇基基半部刻点较稀，端部 

处光滑无刻点；触角第1 鞭节 ^于节 2 , 等于节3 ; 各鞭节下表面不具明显栉状；腹部 

背板刻点粗大，端缘光滑；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40。上颚端半部红褐色；触角鞭 

节黑褐色；翅浅褐透明；翅基片及翅脉褐色；亚前缘脉深褐色；中及后足胫节及跗节深 

褐色；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端缘具宽的褐色带。唇基、额、颊、胸侧及足的基节及腿节 

被白色长毛；复眼内外侧及颊后半部被稀黑长毛；单眼周围被黑毛；中胸背板中部杂少 

量黑褐色长毛；前、中、后足的胫节及基跗节被浅黄色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内表面被 

金黄色毛；腹部第3、4 节之间的中部杂有少量黑毛；腹板被稀的黄红色毛。

雌：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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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黄红准蜂 Metow 才 sp，nov. 新种

a. 第7脗板：b，第8政板；c. 生殖节；d, 生殖剌突（侧面观)

正模方，新疆温宿破城子，1 930m，1978. I  13, 1 张学忠采。

本 种 似 Friese主要区别为：翅浅褐透明，非暗色，也无暗色边 

缘；触角第2 鞭节短于节3 , 非等长；腹部全部被红黄色长毛，仅第3、4 节间杂少量 

黑毛，非第5 节被黑褐色毛。

赛马拉雅准蜂① AfetirraAarri&laeBingham，1897 (图 41)

Melitta harrktae B\n^snir 1897, Faunfl Brit. India, 1： 446一4 4 7 .孚 

Melitta altissirna r 19101 Entomologist 9 43： 240.

M^ i££a /weittfttff6etemisWiu 1978， ■Entom. Sin，， (4): 4 2 1 .早 

Meiitta tibetensis Wa, 1978, A ct, Entom. Sin., 21 (4)： 420~ 4 2 1 .早

雌体长丨3—15mm; 体黑色，但不同个体毛色的变化很大。上颚3 齿；唇基基部刻 

点较密，端部渐稀，顶端边缘光滑，近边缘处刻点呈沟状，中央有一纵向平滑纹；颜面 

刻点密；两侧单眼外侧至复眼顶角光滑几无刻点；额中央有一纵脊，颚眼距长与宽相 

等；触角第1鞭节等于节2十3;中胸背板、小盾片及后胸中央刻点较稀，其他部分密； 

并胸腹节中央小区基部被纵的细皱纹；腹部各节背板刻点浅而稀。上颚端半部红褐色; 

触角鞭节褐色；翅浅褐透明，翅基片及翅脉褐色，仅亚前缘脉深褐色；距黄红色。唇基 

及颜面被黑毛，或杂有灰白色毛，少数个体被白毛，杂少量黑毛；颅顶、颊、胸侧、并

① 吴 無 如 （1978、1982)先 后 发 表 的 西 藏 准 蜂 她 设 W u及 拟 西 藏 准 蜂 地 & « 3 的  

雌雄性，均应为M . 的异名，虽雌性胸部毛色变化很大，与M . 完全不同，但其他结构相同，

而且从地理分布看，如拉孜、仲巴所采到的个体，均具有两种毛色类型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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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喜马拉雅准蜂M ei出a 3

a. 第7 腹板i b. 第8腹板；c. 生殖节：丄生殖节刺突（侧面观）

胸腹节两侧、腹部腹板、各足及胫节毛刷均被栗色长毛；中胸背板毛黑色（或黄褐色）， 

前缘及前缘两侧杂有白毛或全部黄褐色毛；前足及后足胫节端部内侧及基跗节内恻具红 

褐色毛；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黑毛，前缘或两侧杂有白毛；第 3—6 节背板被红褐色长 

毛，有些个体第4-七节腹板及背板两侧被白毛，或 2—5 节均被白毛。

雄体长12—14mm。主要区别为：唇基、颜面及颊密彼浅黄色长毛；颜侧、触角窝 

周围及复眼外侧杂黑长毛；颅M被黑毛杂有黄色长毛，触角长度稍超过翅基片；胸部被 

灰色杂有黑色长毛，或黄褐色长毛；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白或浅黄色长毛，第 3—5 节 

毛以黑色为主，有时杂有白毛或浅黄色毛，第 5 节端半部被狐红色毛；足大部分被白或 

黄毛，有些个体前足腿节及胫节表面有一些黑毛，腹部笫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41。 

采 访 植 物 紫 云英。

分 布 青 海 、四川、西藏；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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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准蜂 Meli加 h^hmgWangCTisis Wu, 19了8 (图 42)

M ?"«a 逆 icm欲iwiiWu，1978. Ari. E«z〇m. 21 (4): 4 2 3 .方

雄体长9一 llm ni。体黑色，胸部背板被松散的灰褐色毛，腹部第2—5 节背板端缘 

具窄的S 毛带。触角第1 鞭节短于节2 (4:5),明显短于节3 (4:6);唇基刻点细密， 

中央及端缘光滑；颅顶、胸部背板及侧板刻点密，小盾片及后盾片中央较稀；并胸腹节 

中央小区为横的细皱；腹部各爷较光滑而闪光，刻点稀而浅。触角第3_11鞭节黑褐 

色；足黑褐，后足跗节褐色；翅基片及翅脉褐色，亚前緣脉黑褐；腹部各节端緣褐色Q 

头部颜面密被白色长毛；颊、胸及腹部腹而被稀而长的白毛；胸部背板中央杂有黑毛; 

后足跗节内表而被金黄色毛；腹部第1 节背板被稀而长的灰黄色毛；第 2—4 节背板被 

短而稀的黑毛，端缘为窄的白毛带；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42。

图 4 2 黑 龙 江 准 蜂 如 方  

a.生殖节+ b, 生殖剌突〈侧面观）；c. 第8聛板；d.第 7隳楫

雌：未明。

分 布 黑 龙 江 、新驅、北京。

揮木准雄 如 Wu，1988 (图 43)

Mditta changmuensis W ut 1988, Act. Zoatax. Sin., 13 (l )； 67—68, ^

雄体长10— llm m ; 体黑色D 上颚2 齿；唇基微隆起，端部被大而稀的刻点，基部 

较密，端缘光滑；颚眼距长宽相等；颅顶刻点细密；侧单眼外侧各具1 小凹陷；触角第 

1 鞭节长于节2 (7:5),稍短于节3 (7:8);胸部背板刻点小而密；并胸腹节中央小区 

革状；前足及中足胫节端部侧具针状突起；腹部背板刻点较大而浅；腹部第6—8 节



蜜蜂总科 准蜂科 准蜂亚科 77

图 43 樟木准蜂 JVfd沿a ?

s■第6 ®板；h，第7腹板；c，第8腹板；I 生殖竹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43。体黑色；触角第 i 鞭节漆黑色，佘各节黑褐色；翅基片、翅痣 

及翅脉黑褐色；距黄色，末跗节褐色，爪深褐色；腹部第1 一 5 节背板端缘具宽的褐色 

带。体被灰黄色毛；唇基及颜面密被浅黄色长毛；复眼内侧及颅顶被少量黑褐色毛；胸 

侧及井胸腹节密被浅黄色长毛；中胸背板及小盾片密被浅黄色毛（少数个体毛黄褐色） 

井杂有少量黑褐色长毛；足毛浅黄色，跗节内表面具金黄色毛刷；腹部第1节背板被浅 

黄色长毛，第 2 节毛较短，第 节 背 板 被 短 的 黑毛；第 1一 5 竹背板端缘具白毛带。 

雌：未明。

分 布 西 藏 （樟木）。

泰山准蜂 Afe/i伽 如 jftaiMwsis Wu，1978 (图 44，图版 I : 12, 13)

Melttta taiskanensis Wuy 1978, Act. Entom. S i n . t 21 (4); 422—423. $

雎体长14一 18mm。体黑色。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腹部第1 节背板端缘两 

侧具白毛斑，第 2 —4 节端缘具窄的白毛带。唇基闪光，刻点人，中央有纵光滑纹，端 

部 1/4光滑无刻点；头、胸及并胸腹节两侧刻点密；井胸腹节三角区有小横皱；腹部背 

板刻点较胸部浅。上 甄黑色t 端半部黑褐；触角黑色，第 2— 12鞭节黑褐色；翅基片及 

翅脉褐色；足黑色；臀板黑褐色。颜侧、颅顶、唇基基部、颊、胸、胸侧、并胸腹节、 

腹部第1 节背板及2—4 腹板端缘均被白毛；中胸背板基部两侧角毛黄褐色，中部被稀 

的黑毛；足被白毛，后足毛刷白色，胫节及基跗节内表面被金黄色毛；腹部第2—4 背 

板被稀而短的黑毛；第 5—6 节背板被黑毛，两侧被白毛。

雄体长13—14mm。体黑色，胸部被灰黄色毛，腹部第2M 节背板端缘具灰黄色 

毛带。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等于节3 ; 唇基刻点密集，前缘光滑；颅顶刻点较稀， 

闪光；两侧单眼外侧各具一平滑小区；胸部背板及侧板刻点密；并胸腹节中央小区具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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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4 泰山准蜂Metoa toiiA如 ? 

a，第 7 雎板 i b . 第 8 腹板；c ，生殖节；i 生 殖 剌 突 （侧面规）

的细皱；腹部闪光，刻点稀而浅；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44。上额端部红褐色，触 

角第3—12鞭节深褐色，其中2 — 11节外表面具椭圆形压痕，边缘脊状；翅浅褐透明， 

翅基片及翅脉褐色，亚前缘脉深褐色；腹部第1—5 节背板端缘深褐色。唇基及颜面密 

被浅黄色长毛；复眼顶端两侧有少量黑毛；颅顶、胸部背板、侧板及并胸腹节被灰黄色 

毛，中胸背板中央杂有少量黑毛，颊、胸部腹面及足被白毛；各跗节内表面被金黄色 

毛；腹部第1 一3 节背板被稀的浅黄色长毛，第 3 节背板杂有少量黑毛，第 5 节背板端 

缘及第6 节被黑褐色长毛，两侧各具1 撮白毛。

采 访 植 物 歪 头 菜 Vicia wni)叹a 、V + arzoem、胡 枝 子 / 咖 ticoZor。

分 布 吉 林 、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山东、四川。

首宿准峰 MeU加 /eporina (Pauzer}，1799 (图 45)

Api^ leporina  Fanzer, 1799, Faun. Inseci. Geiman. , 6； 63,

M elitta tricincta W . F , K irby , 1 8 0 2 , Monogr. apum Angi. , 2 ： 171. ^

Dasypoda leporina Walckenaer, 1802, Fauna Faris» 2： 111,

Anthophora U porina FabiiduSf 1 8 0 4 , Syst. P ie z ., 3 7 4 .

Cdletes^ leporina Illiger, 1806, Magaz. /. Ins^ztenk., S: 42.

A ndrena tricincta Illiger, 1806» M agaz. f .  In s^ ten k .,  5： 73.

Lasius leporina  Jurine, 1807» Nouv. meth* class. H ym en., 2 3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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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by tridvcta , 1841, Hist. Na£. Insect. Hymen. t 2： 145,

Mditia trioimtn, Lepeletier, 1841, Hfs/. Nat. Jnsect̂  Hymen. 2t 213.

Smith, 1848, Zoobgist  ̂ 6 r 2 208.

Andrem tricincta Eversmann, 1852, Buli, Soc. Natural. Moscou t 25： 25, ■?■ 

Cytisa Ze/jonna Smith, 1855, Q ta l+ Bm, Mus., Hymen., 1： 110,

Melitta leporina F . Morawitz, 1876, Fedtschenko； Turkestaii Mellifera, 2； 16L 

G /ijm  Ae>〇̂ i?«ca Radcezkowgki, 189J, H〇r . 5〇c. Ent〇m- R ^ . 7 25； 237. J  

Melitta leporina var. sctkkarae F r̂iese, 1898, Terrnesz. Fuz. 21 ： 304. ^

Melitta leporina Pz. , 1901, fXe Bienen Eonjpa'», 6 ： 162-^164.

Melitta sjTî tangensis Wvt 1978, Act  ̂ Entom. S i n , 9 21 (4)： 420, ^

雌体长11 一 13nun。体黑色，被黄毛，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端緣具黄毛带D 触角第 i  

鞭节长于节2，也长于节3 ; 唇基闪光，基部及中部刻点密，两侧较稀，端半部光滑无 

刻点；颅顶及顔面刻点细密；中胸背板革状；并胸腹节中央小区具细皱。触角鞭节褐 

色，外侧红褐色；翅基片及翅脉褐色，亚前缘脉深褐色。唇基、颜面、頰及胸部均被黄 

毛；后足毛刷浅黄色；腹部第1 一4 节具黄毛带；臀馓黄色，中央黑色；腹部第丨一2 背 

板被稀的黄毛，第 3—4 节背板被短的黑毛。

雄体长 9一 llram ，与雌性的主要区别为：体毛长而密；唇基及颜面密被黄毛；中  

胸 背 板 （有些个体）杂少量黑毛；触角第 1 鞭节等于2 ，稍短于 3 ; 第 7 — 8 腹板及生殖 

节见图 4 5 。

图4 5 苜宿准蜂Me/zYto 才

a • 弟 7 腹板 •，k 第 8 腹板；c, 生殖节

采 访植物豆科，以苜蓿为主；荞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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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吉 林 、内蒙古、甘肃、新疆、山西；欧洲。

北方准蜂 ftoreafis sp* nov• 新 种 （图 46)

雄体长10—12mm; 黑色。唇基刻点稀且浅，端部光滑；触角第1 鞭节长为节2 的 

2 倍 多 （7:3)，稍长于节3 ; 腹部背板刻点小，稀 S■浅；第 7 、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46。 

体黑色；上颚端部及触角鞭节均深褐色；翅基片褐色；翅浅褐透明，翅脉褐色，亚前缘 

脉深褐色；后足距浅褐色。颜面、唇基、眼侧、并胸腹节两侧、足、腹部第1一3 节背 

板及腹板端缘均被白色长毛；复眼内外侧均被稀少黑长毛；单眼周围被少暈黑毛；颅顶 

及中胸背板、小盾片、后盾片均被红褐色毛（有些个体被灰白色毛）；腹部第2—3 节背 

板端缘具白毛带，第 4 节背板端缘为中断的白毛带，第 4—6 节背板被黑毛，第 7 节背

图 4 6 北 方 准蜂 ^ n〇v . 新种  

第 5 腹板；b. 第 6 胺板；c . 第 7 腹扳i d . 第 8 腹板；e■牛殖节; 

f . 生 殖 刺 突 （侧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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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中央被黑毛，臀馓毛白色。

雌：未明。

正模方，新疆昭苏阿腊散，2 400m，1978.W . 3 ,张学忠采。副模3 方：新疆托木 

尔峰，2 200m, 1977.观.4，1 ，，韩寅恒采；内蒙古乌盟必茂旗，1987.1.6,

内蒙古锡盟锡市，1987.1.21, 1方 ，采集者不详。

本 种 似 咖 腿 ^ « MmNylander，主要区别为：触角鞭节下表面正常，非栉状； 

触角第2 鞭节稍长于节3 , 非与节3 等长；腹部第1 一3 背板被浅黄色毛，4一6 节背板 

被黑毛，非 1—2 节被黄褐色毛，3—6 节被黑毛；7—8 腹板及生殖节不同等。

中华准蜂 M di如 sinensis WU| 1978 (图 47)

M elitta sinemis ^ n ,  1 9 7 8 , A ct. Entom^ S i n . y 21  ( 4 )： 422 .

雌体长12—14mm。体黑色。腹部第2—4 节背板端缘具窄毛带D 触角第1 鞭节长 

为节2 的 2 倍，但短于节2 +  3 ; 唇基刻点粗，端缘稀而大，排列较规则，中央具1 纵 

向光滑带；头、胸及并胸腹节两侧刻点密集，中胸背板中央及小盾片基半部刻点较大而 

稀；并胸腹节中央小区粗网状皱；腹部背板刻点细密，较胸部浅。上颚端部红褐；触角 

第 4一 12鞭节褐色；翅基片黑褐，翅浅褐透明，翅脉褐色，亚前缘脉深褐；足红褐；臀 

板基部红褐，边缘黑色。颜面、唇基、颊、胸及腹部腹面均被白毛；颅顶、中胸背板两 

侧具褐色短毛，但颅顶及中胸背板中央杂有稀疏的黑毛；足被白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 

外侧被金黄色毛刷，跗节内侧金黄色；第 1腹节背板两侧各有一撮白毛；臀缴黑褐色。

图 47 中 华 准 蜂 sinendi岁 
第 7 應板；b . 第8 ® 板 i 生殖Vf; d , 生殖刺突（侧而观)

雄体长9一 llm m。似雌性，主要区别为：触角正常，第 1 鞭节长于节2 (5: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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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节3 ; 腹部第7、8 膣板及生殖节觅图47。

分 布 黑 龙 江 、内蒙古.、河北、北京。

青 海 准 蜂 細 咖 sp. nov- 新 种 （图48)

雄体长U n m ; 体黑色^唇基刻点较稀，端部1^3光滑几无刻点；触角第1 鞭节稍 

长于节2 , 等于节3 ; 中胸背板刻点较唇基密；腹部刻点较中胸稍稀；腹部第7—8 腹板 

及生殖节见图48。体黑色；上顎顶端枣红色；触角鞭节黑褐色；翅基片深褐色；翅浅 

褐透明，翅脉褐色，亚前缘脉深褐色；后足距黄褐色。颜面、唇基两侧、颊、胸侧、 

足、腹部第1—2 节背板均密被白长毛；复眼两侧及单眼周围被稀的黑长毛；中胸背板、 

小盾片、后盾片均被黄褐色毛，中胸背板中央被很稀的黑毛；第 2—4 节腹板端缘有白 

纤毛组成的毛带，第 5 节腹板被稀的白毛；第 3—5 节背板被黑色短毛。

图 你 青海准蜂Mditta quinghaieru“診sp- nov. 新种 

头部 i b . 第 板；c . 第 7 腹板 i d，第 8 联板；e . 生殖节（背 面 观 f . 生殖节（跋商现)

雌：未明D
IH模才，青海西宁，1950.W .21，陆宝麟、杨集昆采D

本 种 近 似 北 方 准 蜂 ftoreaiis sp. nov•，主要区别为：触角第1 鞭节稍长于节2 , 

非为节3 长的2 倍多；胸部浅灰黄色毛，中央杂有黑毛，非全部褐色毛；腹部第1 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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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背板被浅色毛，非 1 一3 节；3—5 节背板被黑短毛，非 4—6 节；7—8 腹板及生殖节 

不同c

山准嫌 Me/toa mo/i切na Wu，1993 (图 4 9 , 图版 I : 11)

雄体长1 0 - llm m。体黑色，胸部被黄或灰黄色毛；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端缘具白 

毛带。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等于节3 ; 唇基端部光滑无刻点，颅顶刻点密；胸部刻 

点似颅顶；腹部背板刻点较胸部背板浅而稀，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49。触角第2 

鞭节至末端黑褐色；翅基片黄褐色，翅透明，翅脉及翅痣深掲色；前足跗节黄褐色， 

中、后足跗节褐色；距浅黄色。体毛密而长，头部密被灰白色或浅黄褐色或灰白色长 

毛；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稀的黄褐或灰白色毛；第 3—6 节背板被短的黑毛；第 2—4 

节腹板端缘具白毛带。

雌 （新记述）体长 llm m 。唇基扁乎，被粗大刻点，但 端 部 光 滑 ；额及颅顶刻 

点密集；触角第1鞭节稍长千节2 + 3 ; 腹部刻点小而密。体黑色；上颚及触角2—12 

鞭节外侧黑褐色；翅基片黄色，翅脉深褐色；各距均为黄色。唇基及颜面密被浅黄褐 

毛，杂少量褐色长毛；单眼周围以黑褐色毛为主；唇基端缘被整齐的金黄色短毛；颊、 

胸侧及前、中足的基、转及腿节下表面被白长毛；胸部及腹部第1 节密被黄褐色长毛， 

杂少量黑褐色毛；后足胫节毛刷白色，基部有黑褐毛；基跗节大部分被黑褐毛，内侧具 

金黄色毛；腹部第1一4节背板端缘为窄的白色毛带，第 2—4 节背板被稀而短的黑毛； 

第 2—4 腹板被白长毛；臀馓黑色，两侧有少童白毛。

Meiitta m oniana  Wu, 1993, Insect. Hengduan Mount. R eg. , 2: 1 3 8 6 ^ 1  387.

图 49 山 准 峰  M e / iiia  f

i . 第 7 腹板；b . 第8 联板；c . 生殖节



84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第二十卷

et Zucc.

分 布 云 南 、四川Q

蒙 古 准 蟑 ]^份 如 _«〇 设 ^砰 11，1978 (图50，图 版 1: 14)

Metiita mongolica Wu, 1978 Act. Entom. Sin. , 21 (4 )： 421—422.

雌体长13—15mmD 体黑色，头、胸及足被黄褐色毛，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端缘具 

宽的黄褐色毛带。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等于节3 ; 唇基刻点粗大而稀，端半部中央 

光滑几乎无刻点；颅顶及胸部背板刻 点 密，两侧单眼外侧各有1 圆形平滑区；并胸腹节 

中央小区被横的小皱褶；腹部背板刻点较稀而浅，稍闪光。上 颚 （除基部）及上唇红褐 

色；触角第3—11鞭节褐色；翅基片及翅脉黄褐，亚前缘脉深褐；足黄褐色，各基节及 

前足转节及腿节（除端部）黑色；爪黑褐色。体被黄褐色毛；头部毛较浅；腹部第1 节 

背板毛稀，第 2—4 节背板被黑短毛，第 4 节背板后缘及第5 节背板被黄毛；臀缴黄褐 

色。

图 50 蒙古准蜂 3

a. 生殖节；b . 生 殖 剌 突 （侧面规)；c . 第 8 腹 板 ；d . 第 7 腹板

雄体长11—12mm。似雌性，主要区别为：体较窄长；触角第1 鞭节稍长于节2 

(6:5),等于节3 ; 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50。

分 布 内 蒙 古 c

黄脚准蜂 Me价/a ̂ E〇rac/ca (Radoszkowski)，1901

Rfldoszkowski! 1 8 9 1 T H o r . S oc. Entom . Ross. T 2 5； 239.

K filiita  thoracica R^dcezkowski, 1901 Die Bienen EurDpa*s, 6 ； 175—1 7 6♦ 孚 

Mditta thoracica Radoszkowslti, W u , 1 9 9 6 , Ins. Karakorum-KunJiin M t, , 2 9 9 .



蜜蜂总科 准蜂科 准蜂亚科 85

雌体长l l _13m m; 胸部被红黄色毛。唇基刻点较稀，端部1/3光滑；触角第1鞭 

节稍短丁节2 + 3 ;中胸背板、小盾片及并胸腹节刻点密；后盾片刻点大而稀，中部无 

刻点；腹部背板刻点较胸部稀。体黑色；触角鞭节黑褐色；翅基片黑褐色；翅浅褐透 

明，翅脉褐色，亚前缘脉深褐色；后足距褐色。头部的颜面、唇基及颊被白色长毛；唇 

基端缘毛黄色；单眼周围被黑褐色毛；颅顶被黄毛；中胸背板及小盾片两侧密被红黄色 

毛，仅中央被稀的黑短毛；中胸侧板、并胸腹节两侧、腹部第1节背板及各腹板端缘密 

被白长毛；前足腿节外侧、中足基节、后足胫节及基跗节基部均被白毛；前足及中足其 

它部分密被短黑毛；后足胫节外侧基部、内侧及基跗节大部被黑色长毛；腹部2—4节 

背板端缘具白毛带；第2—6节背板被黑短毛；第5节背板两侧密被白长毛。

雄：未明。

分布新疆、内蒙古；西伯利亚（海参威）。

宽痣蜂属  Moenus Kltig, 1805

Fabricius, 1 8 0 5 , Systema Fiezatorum. . . .  Braunavig. iii-x iv— (1 5 )  — (3 4 9 )  _  1 ™ 3 0 .  

Macropi^ K lug, in Panzer 1809 , Faun. Insect. German. , 9 :  107.

模式种 M e g i Z i a F a b r i c i u s , 1805.

前翅具两个亚缘室；雄性唇基黄色；臀板发达。雄性唇基、眼侧下区、额唇基区黄 

色或部分黄色；片状盔节边缘具长毛，梳状毛长，约15根以上（图5t )D 雄性上唇宽 

为长的5—6倍，雌性约4倍，表面无刻点，端缘圆。颚眼距线状，并胸腹节三角区有 

刻点或皱并被毛，或无刻点也无毛。翅痣较宽大；基脉（M ) 2 倍长于R s 脉或更多； 

后翅臀叶为轭叶长的一半或一半以上。雄性后足胫节及基跗节宽，基跗节长为宽的2倍 

多；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发达。毛刷由简单的毛组成，但每毛端部呈羽状分枝。雄性 

后足基跗节一般加厚，外缘具稀的梳状毛。雌性前足及中足跗节加厚，被以天鹅绒状 

毛。负爪节密被羽状毛。雄性臀板很发达，表面明显弯曲；第7 腹板小，每侧的顶叶 

Upical lobe) 大，折叠状，被刚毛；第8腹板具顶突。生殖剌突基部窄而长，端部双叶 

或双叉状，明显与生殖基节相关联。抱握器具等长的抱器背突及尖突，沿边缘齿状。

宽痣蜂属分为3亚属：宽痣蜂 亚 属 心 、准 宽 痣 蜂 亚 属 此 心 及 中 华  

宽症蜂亚属Siraowwzm办本属至今共 2 7 种，分布于全北区，其中北美6 种均隶属于 

宽癒蜂亚属；古北界14种，其中M acro扣s (s , 兑r .) M . G ，

办 ，) ( Fabr i c i us )、JVf, ( s . 此 ■) mgWto H edicke、M . ( s . s t r . ) fr iv a ld sk y i

M o c s a r y分布于欧洲，M *  ( s  ■ s t r *  ) czm areTisis P o p o v 分布于俄罗斯沿海边区 i 

Macropis d im id ia ta Yasumatsu et Hirashima  ̂M . ezoana Yasumatsu et HirasKima  ̂M .

Yasumatsu 时 Hirashima 分布于日本；M . w岛wr/awa (Pop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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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圈5 1 欧 洲 宽 疲 蜂 eu/io如 

a」下唇；b . 下概（仿 Michener, 1981)

分布于俄罗斯沿海边区及中国吉林长白山； 亚属分布于中国西南（四川、

云南），共 4 种。

本属栖息于南方森林、森林草原及草原地带。其分布与其采访的植物密切相关。多 

为寡食性，在 古 北 界 以 采 访 报 春 花 科 的 珍 珠 菜 属 为 主 ，在新北界以采访珍 

珠 菜 属 的 近 缘 属 胃 为 主 (j 独栖或半独栖性p 幼虫作茧。

我国共3 亚属7种。

亚属及种检索表

雌

1 (8) 并胸旗节三角区具刻点，除中央小区外均被毛（中 华 宽 痣 蜂 亚 属 由 ）

2 (5) 腹部全黑色.第2—4 节背板密被暗黄色毛

3 (4) 后足胫节毛刷全部白色，仅外侧端郁黑色，基跗节毛刷黑色；第 5 节背板端缘1/3红黄色，

第 6 节背板黑褐色；体长9— llmm .................... 蛾眉宽痣蟑M * (ST.) o r n e is
4 (3) 后足胫节毛刷黄色，端部黑色；基跗节毛刷黄褐色，胫节及基鲋节内侧毛均黑色；第 5节背

板端部1/2及第6 节背板红黄色；体长9—10m m........米氏宽诗烯M . ( &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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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  腹部部分（第 1一2 节或第 3 节基部）红色，第 2— 4 节背板几裸餺，仅被稀少而短的毛

6  ( 7 )  额唇基区具黄斑；触角柄节及鞭节外表M 土黄色；后足基跗节内侧具黑褐色毛；怵 长 8—

10m m ....................  •.............................. 斑宽廉蜂 M . {•$. ) Adi/n/

7 (6) 额唇基区黑色；触角柄节黑色，鞭节外表面黄褐色；后足基跗节内侧毛金黄色；体长

12mm ............................................无斑宽疲雄 JVf. (S . } immoculam

8 0 )  并胸腹节三角区不具刻点，无毛，光滑或具皱

9 ( 1 2 ) 并胸腹节三角区暗，棊部具皱（宽 痣 蜂 亚 属 ,«r .)
i〇 a i ) 并胸腹节三角区基半部具横皱，端半部暗，革状；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白毛，基跗节端缘 

有少量黑毛，体长 llmm ...................... 江苏宽费蜂M * (s* 价 ‘丨Jtiangsitfnsjs

11 ( 1 0 )并胸«节 三角区基半部具小紙皱；后足胫节毛刷大部分白色，端部1/3黑色；基跗节毛刷黑

色；体长 7—8 n u n................... ................中宽疲蜂 AJ- U  ■ str*) di/ttidiaia

12 ( 9 ) 并胸M节三角区大，光滑闪光；上唇端部具明显的横脊（准宽痣蜂亚 屑 尸 触 角

第 1 鞭节长为宽的2 倍，第 2 及第 3 节宽为长的 2 倍，体被栗黑色毛；后足胫节毛刷白色， 

端缘有少量黑毛，内表面被浅黄色短毛f 基跗节毛刷黑色，内缘及内表面均被红黄色毛i 体 

长 9—10mm....................................... 乌苏里宽隹蜂 M . < P .) ussuriana

图 5 2 三种宽痣蜂中足胫节及跗节 

a. 斑宽振绎M. (S.) b. 无 斑 宽 徳 蜂 （S .)

im m aculata\  c . ( S . )  omeiensts

(仿 MlchenerT 1明1}



雄

1 ( 1 0 ) 雄t t 生殖刺突扁、F 、双叶状或叉状；第 6 旗板顶端渐窄；第 8 腹板顶端明显窄丁腹板本身、

端部尖（图 53: e)

2 (9) 并胸腹节二角区具刻点，表面被毛（除中央小区外〉（中华宽徳蜂亚属

3 ( 6 ) 中足负爪节正常，第 4 跗节长宽相等（图52: a) ; 后足基跗节基部内侧角具尖齿状突起（图

53: 内缘K

4 (5) 腹部第2—4 节背板无橫压；额腠基黄斑的刻点浅；体长8—9rn n .......................

.......................................................... 斑宽痣蛛 M * (S .l

5 (4) 腹部第2—4 节肯板基部兵明显的横压；额脬基黄斑的刻点深；体长8—9 _ ............

..............................................................................................................米氏宽痣蜂M . (S .i mich&wri

6 (3) 中足负爪节延长，各跗节均长大于宽（图 52: b, c) ; 后足基跗节宽扁，不具齿状突起，内

缘直

7 (8) 后基跗节长为宽的3 倍，端 部 尖 （图 54: b) 腹 部 背 板 刻 点 明 第 2 —4节背板基部具横

压，端缘也有横压；体长9一10mm .................... 峨眉宽康嫌M * (S *) twwicn也

8 (7) 后基鲋节长为宽的2 倍，端部宽钝；基部内侧角有一褐色刚毛区（图55: b) ; 腹部背板具细

而稀的刻点；背板不具横压；体长9一10mm ..........无斑宽痒蜂M . (S *丨immocuiofti

9 (2) 并胸腹节三角区无刻点，具皱或光滑，无 毛 （宽 痣 蜂 亚 5卜.）。胸及足被白毛；

腹部第3—5 节背板端缘有白纤毛；后足腿节、腔节明显膨太；体长6-- ..........

...... ....................... ........ .........中宽隹蜂M . { $ ■ slr-1 cfimidiata

10 ( 1 ) 雄性生殖刺突窄，单枝不分叉；第 6 腹板顶端宽钝；第 8 腹板具顶突，明显宽于腹板，密被

长 毛 （准 宽 痣 蜂 亚 属 此 心 ） （图 57: e)3 触角、唇基、眼侧下区、额唇基K 、前足 

及中足胫节表面内半部均红黄色；腹 部 第 节 背 板 端部具不明显压平；体长10.5胃-.. 

................................................乌苏里宽箱蜂M * (P ，）

中 华 宽 癒 蜂 亚 属  S in〇7?^c r〇/>/s M ich e n e r， 1981

Sinomacroph Michener, 1981» Omtr. Am er. Entotn. Ins£.w 18 (3)： 51.

模式种 i Alfken，1936.

体 长 8 _ 1 0 m m ; 并 胸 腹 节 三 角 区 闪 光 ，具 稀 的 刻 点 ，被 毛 。雄 性生殖剌突顶端宽  

大 ，双叶或双叉 状 ；近 似 亚 属 ，主要区别为：雌 性 似 雄 性 ，上 唇 表 面稍隆起 ; 

后基跗节仅下表面基部具硬毛梳，顶端腹面的突起非叉状。

本 亚 属 共 4 种 ，均分布于中国，

_ ^ 8  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第…，十卷

斑宽瘡蜂 Afacropis (Sinomatropis) Alfken，1936 (图 53，图版 I  : 4，5)

Macrropis hedirji Alfken, 1936, Ark, Za〇L,j 27A (37)： 16^17^ $

Macropis hedim Mfken, 1965, W u, Act. Entom. S in .t 14 (6)： 592—5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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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pis (S ifiom ^ rop is )  A lfken, 1 9 8 1 , M ichener, C ontr, A m er . Erttom . In s t . ,  51 .

雌体长8—l 〇m m; 体黑色，额唇基区具一黄斑，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红色。上 颚 2 

齿，唇基刻点细密，眼侧区、颅顶及胸部刻点较唇基稀；触角第1鞭节长于节2十3; 

并胸腹节光滑，两侧有稀而细的刻点，中央小区具稀刻点。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光滑， 

第 3一 5 节背板具细而密的小刻点。触角鞭节外表面、足、翅痣及臀板均暗褐色；翅基 

片浅褐色，翅透明，翅脉褐色；腹部第1 一2节或第3节基部及两侧，第4一5节端缘红 

色。颅顶、中胸盾片、并胸腹节均被较稀的黄毛，小盾片端缘及后盾片密被长的灰白色 

毛；足毛黄色，后足毛刷金黄色，内表面具黑褐色毛；腹部第3—4节背板端缘被稀的 

黄毛；臀敝金黄色D

雄体长8—9mn^ 似雌性，主要区别为：唇基、上顎基部、眼侧下区、额唇基区、

触角柄节前表面黄色；触角鞭节外表面黄褐色；前足及中足腿节及胫节均膨大，而且端

图 5 3 斑 宽 痣 縴 (S .) 方

a. 头 部 ； ！> . 后足W 第 6 腹板；丄 第 7 朦 板 i e，第 s 腹板; 

£ ,生殖节； 生殖节腹 茼 观 （示闷垄腹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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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均具黄斑；跗节黄色；中足负爪节正常，长为顶端宽的2 倍 ；第 4 跗节长宽几相等; 

后足腿节及胫节膨大，其端部各具一小块黄斑；后跗节基部内侧具齿突，内缘中部凹 

C图 53: b)，其内侧边缘及其他跗节均黄色；腹部全部黑色T 仅第 1 一5 节背板端緣褐 

色 ；第 7 背板的臀板三角形；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53。

采 访 植 物 拫 春 花 属 的  hysim achia  congestiflora , L . trientalioides ; 毛貧科1 

■Ranwcw/w jja/onica; 石竹科：S贫/Zar/a sp. ; 菊科：

分 布 江 苏 、浙江、湖北、四川、云南。

峨眉宽隹蜂 JVfflcrop/s (5i_ nocr〇j^s ) wwiensis VVu，1965 (图 54，图版 1: 2，3〉

M acropis omeienah W u r 1965 , A ct, Kntom. S in . t 14 ( 6 )： 596— 5 9 7 c

M acropis (S in om acrop is) omeiensiA Wiii 1 9 8 1 , Michener, Contr> A m er, E n tom . Im t  51 ^

图 5 4 峨眉宽痒綠Macro/心 （S . )  才

a■头部 i b■ 后足i c, 第 6腹板；d . 第 7腹 板 i e , 第 8 腹 板 ； 生殖 

节 （背鹵观 )；g . 生 殖 节 應 面 观 （示阳茎腹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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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体長9一10_。体黑色，腹部第2—4 许背板密被寅短毛，臀缴红黄色。唇基基 

部刻点密而小，大部分刻点人而稀，中部刻点呈排排列；触角第1鞭诈长f 第2、3 节 

之和；触角窝之上各有一块平滑小眼侧区刻点稀；中胸盾片刻点小而密；并胸腹节 

被小刻点；腹部第1背板平滑，仅中部具少量刻点。触角外表面、翅基片、足及腹部背 

板端缘褐色；翅透明，翅痣及翅脉黑褐色。颅顶、中胸盾片基部、小盾片、后盾片均被 

较长而稀的黄毛；中足胫节密被短黄毛，后足胫节毛刷黄色；中足、后足及基跗节均被 

黑毛，内侧为黄色毛；腹部第2—4 转背板密被黄短毛，臀澈红黄色。

雄体长9一 1 0 _ 。与雌性主要区别为：曆基、额、眼侧、触角柄节和第1鞭节前 

表面、上颚基部、前足腿节及胫节前侧、中足及后足端部、各跗节均黄色；后足基跗节 

内侧1/3处凹人（图54: b);腹部第2—4节背板基部具横I E ; 第7、8腹板及生殖节 

见图54。

分布四川、贵州D

无斑宽隹蜂 iVfocropis immacwiata Wu, 1958 (图 55，图版 I : 1)

Macropis immaculata Wu9 1965» A u . Entom. S in . t 14 (6 ) ;  594~ 596.

Macrvpis hedini Popcrv, 1958, Rev^ Entom. V . R . S . S . , 3 7： 502 ( ^ misidentification). 

M acmpi; (SinomacropL%) immaculata Wu, 1981, Michener, Contr. Amer. Entom. Itist. 9 51.

雌体长11—12mm。似 ; 主要区别为：额黑色，无黄斑；唇基及眼 

侧区刻点较稀，唇基端半部及眼侧区刻点很稀，几光滑；后足毛刷浅黄色，仅基跗节端 

部有1撮褐色毛，基跗节内面毛刷金黄色。

雄体长9—1 0 _ 。与 M a c r o im+的主要区别为：腹部第丨―2背板红色，非黑 

色；后足基跗节宽，长为宽的2 倍，基部内侧角有1褐色刚毛区，内缘直；第 7、8 腹 

板及生殖节均不同，见图55。

采 访 植 物 报 春 花 属 的 ia co叩 扣 L . rW⑶ra/oirfes; 蔷薇科的悬钩 

子 Rudus sp.。

分布浙江、湖北、四川、云南。

米氏宽痒蜂 Macropis (Sinom acropis) W u, 1992 (图 56)

M acropis (S inom acropts) m icheneri W u, 1992 , Insect. Hetigduan Mount. Reg. , 2 :  1 3S7— 1 388 .

雌体K 9一 10mnl c 唇基刻点粗大，呈纵排排列，不均匀i 额脊不如雄性高；触角 

窝周围革状；额靠单眼处及眼侧区刻点较唇基小而密；侧单眼外侧各具1平滑小区；颅 

顶刻点小而密；中胸盾片刻点较颅顶大；腹部第1背板光滑，具少数大刻点；第2—4 

节背板基部具横压，但不如雄性明显。体黑色，触角柄节、梗节及第1鞭节大部分黑 

色，余各转上表面黑褐，内面褐色；头部全黑色；翅基片深褐；前足腿节及胫节深红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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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无斑宽疲蜂 (S .) ?

& 头都；b . 后足； 第 6 腹 扳 ；也 第 7 旗 扳 ；e . 第 8 跋 板 ；f. 生殖节 

(腹面观）；g . 生 殖 节 （背面观）丨h . 生 殖 剌 突 顶 端 （仿 P op ov，1958)

色；腹部第2—4节背板端部黑褐色；第5节背板端缘及臀板红褐色。体毛灰黄色；颅 

顶及中胸盾片中央杂黑褐色毛；各腿节外緣被灰黄色长毛，前足胫节端部及跗节具金黄 

色毛；中足胫节上表面被灰白毛，外缘及基跗节表面被整齐的黑短毛，内表面具黄毛; 

后胫节被黑长毛，上表面基部及外缘被白长毛；棊跗节及其他跗节具金黄色毛，内表面 

外侧被黑色长毛。腹部第2—4节背板密被浅黄色毛，第5节背板被黑褐色短毛，端半

部及第6节臀板两侧被金寅色毛。

雄体长9一 lOmm。体黑色。唇基光滑，刻点极稀且浅，额唇基区及眼侧区的黄斑 

上刻点密；额脊明显，直达中单眼，呈脊状；触角窝稍凹，周围光滑；额靠近单眼处刻 
点大而密；颅顶刻点较小而稀；上颚2齿；触角柄节长于第1、2鞭节之和；中胸盾片 

刻点较颅顶粗大；后足胫节端部外缘稍凹，基跗节近基部内緣凹，内侧角具1齿状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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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6 米 氏 宽 徳 蜂 M cicro如 ：（S ,) ?«紐 卿 r i 孑 

a■ 头部；b . 后 M ; c , 第 5 旗板；d , 第6 肢板；匕 第 7 腹板i 

f , 第 S腹板；心 生 殖 节 （背面观）；h . 生 殖 节 （腹 ® 规）

(图56: b);后足基跗节长宽比为3:1.2;腹部第2节背板基部压平状，第5节基部具 

不明显压平状，第1节背板光滑，余各节均具较中胸密而小的刻点；第3—4节腹板端 

部具较稀但排列整齐的淡黄色毛；第7节背板中央隆起；第5—8腹板及生殖节见图 

56。唇基、眼侧下区、额唇基区、触角柄节前表面、梗节及第1鞭节前表面均为浅黄 

色，余各鞭节黑褐色，前表面褐色；前足腿节内侧、胫节基半部、第2 至末跗节均褐 

色，胫节端半部及基跗节浅黄色；腿节外侧缘黑褐色；中足腿、胫节外侧及基跗节外缘 

黑褐色，内侧褐色；基跗节大部分奶油色；后足黑褐色，跗节褐色，距均褐色；翅基片 

及翅脉均褐色；腹部黑色。体毛灰黄色，颅顶、颊、胸部及足均被长的灰黄色毛《

釆 访 植 物 报 春 花 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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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S 南 （永胜、六德）二

宽德蜂亚属  Macro/^n 总r . Klug， 1809

MegtUa Fabricius, 1805 , Systema Piezatonim, 328.

Macropib Klug, m P anzer, 1 8 0 9 , F a u n , Insett G*rrman 9 9 ： 107.

模式种 MepHa Fabricius, 1804.

体长6 _ 7 mm; 并胸腹节三角区大，无毛，光滑或具横皱，无刻点。雄性生殖刺突 

顶端宽，双叶或双叉状。雌性上唇具1横脊，下颚须6 节。雄性后基跗节下表面具硬毛 

梳 ；后基跗节短于胫节的1/2,小于本身宽的4 倍，顶端腹面突起双叶；第 6 腹板端部 

员•弯的长毛，第 8 腹板端部窄，顶端尖，被向上弯的毛；生殖剌突基部窄，端部宽，明 

显双叉状d

本亚属共2 种，分布于东亚，中国东部及日本c 

中宽痣蜂 M utojiM s .对r .)出midio/a Yasumatsu d  Hinishinia,1956 中国新记录(图 57)

Mwrro/Mj Yasumatsu ^  Hirashinia, 1956, K yntyu, 2 4 ： 250.

雌体长7—9 _ 。体黑色，腹部第3—4 节具白毛带c 触角第1鞭节长等于节2 + 3; 

脣基、眼恻区、中胸盾片均密被刻点，脣基端部刻点较稀；颅顶端缘锐，刻点较稀；中 

单眼周围平滑几无刻点；额脊明显；并胸腹节有刻点，三角区暗、革状，中央小区具细 

密皱褶；小盾片刻点密；腹部第1 节背板光滑无刻点，闪光；第 2—5 节背板闪光，第 

2 节刻点极稀少，第 3 节较密，第 4 节更密，第 5 节最密。触角鞭节、翅基片、腹部第 

2 —5 节背板端缘均为褐色；翅烟色透明，翅脉褐色；翅基片深褐色。头部表面、颊、 

颅顶、胸部盾片及侧板被稀的浅黄色毛；小盾片密被黄色毛，中部被黑毛；并胸腹伎两 

侧及端部被极稀的浅黄色毛；前足及屮足腿节端半部及基跗节外侧均密被天鹅绒状褐色 

毛，内侧黑褐色毛；后足胫节毛刷基部A 色，大部分黑色；基跗节及腿节内侧均被黑色 

毛；腹部第3—4 丨V背板端缘具〇毛带；第 2 背板基部有白纤毛，第 2—5 腹板端缘被白 

纤毛；臀激黑褐色，两侧有内毛。

雄体长6—8mm。似雌，主要区别为：唇基、额唇基、眼侧下区、上颚基部 i 小斑 

均为黄色，表面刻点较雌稀；中单眼下有1 光滑小区；各腿节及后足胫节膨大；第 7 背 

板的臀板长三免形（图 57; 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57。体毛白色，较雌长而 

密。

采 访 植 物 报春花属 训 細 心  var, (Yasumatsu 故 Hirashima,
1956)。

分 布 吉 林 、内蒙古；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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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中 宽 徳 蜂  M o c rr jp ii- ( a . i /r . ) 

a- 第 7 背板；b . 第 7 腹 板 i c 第 8 腹板 i d . 第 8 腹 板 （侧面观）；e，生殖 节 ； 

f . 生 殖 剌 突 （側面观）；g , 生殖剌突顶端

江苏宽痣ttM o cro p私 U . s fr*} &ioifgsueiisfs W u» 1978

M a c r i s 是 Wu» 1 9 7 8，E n to m . S £ n . ， 21 ( 4 ) :  4 2 6 — 4 2 7- 芊

雎体长 llm m ; 头宽扁；腹部椭圆形。头宽扁，稍宽于中胸；上颚2 齿；触角第1 

鞭节等于节2十3;唇基及额刻点较密，点间距约为点的直径；唇基前缘及眼侧区刻点 

稀；触角窝周围刻点粗大，辐射状排列；侧单眼外侧平滑，刻点稀少；前胸盾片刻点 

少，中胸盾片刻点较密，其四周者更密且细小；中胸侧板刻点粗大而密；小盾片刻点小 

而密；并胸腹节三角区被横皱；腹部捕圆形；第 1一2 节背板平滑无刻点，第 3—5 节背 

板被极细小而稀的刻点。体黑色；触角鞭节上表面、翅基片及腹部第1 一3 节背板端缘 

褐色 i 翅浅褐透明，翅脉及翅痣褐色。体毛稀，灰黄色；唇基前缘1 排黄毛；颜面、颅 

顶、胸部及并胸腹节（除中央小区）均被灰黄色绒毛；足毛浅黄；前足及中足基跗节及 

中足胫节密被黄褐色短毛；后基跗节内侧具褐色毛，外侧末端有1 撮褐色毛；腹部第 

2—4 节背板后缘被白色纤毛带（2—3 节中断），第 4 节背板前缘有1 白纤毛带；第 2— 

5 节腹板端缘被整齐的浅黄毛；臀缴黄褐色，两侧浅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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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未明。

分 布 江 苏 （镇江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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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宽癒蜂亚属  Paramacro/心 Popov 政 Guiglia， 1936

Fopov Guiglia, 1 9 3 6 , A nn . M m . C iv . S toria N a t. G enovaf 5 9 ： 287.

Pararruicropis Popov et GmgYm, 1 9 8 1 , M ichener, C ontr. A m er. Entam . 18 ( 3 ) i  51 .

樓式种 Cfe«吵/ectm «5似riarta Popov, 1936,

体长8 — llm m ; 并胸腹节三角区宽大，光滑无刻点，无毛，具很少而小的横皱， 

端部2 6 处闪光；下颚须5 节，上唇亚端部具明显的横脊。雄性后足基跗节无硬毛梳， 

约为后足胫节长的1/2 ,为本身宽的4 倍多，内、外表面均密被毛，顶端腹面无突起或 

光滑部分；第 6 腹板亚端部窄，端部宽且钝；第 8 腹板具宽大的顶突，明显宽于腹板， 

下表面密被长毛；生殖剌突窄，不分叉。

本亚属仅1种，分布于俄罗斯的远东、乌苏里斯克及中3  (吉林)。

乌苏里宽痛蜂 Mae/ioj沿 （Paramam>p^:) ic^uriarta (Popov)，1936(图 5 8 ,图版 1 : 7 , 8 )

Ctenoplectra ussuriana Popov, 1936  F ro c. R oy . E niom * Soc* London  ( B ) ,  5 ( 4 )： 78— 8 0 . ?

Mocropis {P a ra m acrop is)  ussurmna Popov, 1936, A nn. Mm*-. G v. Storia N at. G enova, 5 9 r 

275—288.

Macrxjpi^ ( Fara?nacropis^ ussuriana (Pcpcfv) 1986 , Wu et Michener JfMir. K ans. E n tom . S oc. f 

59 ( 1 ) :  46— 4 7 . 早

雄体长10.5imn。头部长与宽相等，但窄于胸宽；唇基宽于长；上颚2 齿；下顎须 

5 节，下唇须4 节；触角第2 鞭节约以1/3长于本节最宽处，第 3 节以1/3宽于长，其 

它各节均K 于宽；唇基、额唇基、眼侧区均被小而浅的刻点，点间距约为点直径的

0.5—1倍；眼侧区刻点呈斜向排列，点间距为点直径的0.5—2 倍 ；颅顶刻点浅且不规 

则 ；额脊明显；中胸盾片具小而规则的刻点，点间距为点直径的0.25—0.5倍，中部较 

稀，为点直径的2—3 倍；并胸腹节中央小区无刻点，光滑无毛，两侧被浅的刻点；前 

足及中足腿节轻度、后腿节明显膨大；后基跗节两侧平行，外侧角稍圆，长为宽的4 

倍；腹部背板强闪光，且稀而浅的刻点，点间距为点直径的5—6 倍；背板端缘无刻点； 

腹部明显隆起，窄而明显弯；第 节 背 板 端 缘 明 显 隆起；第 7 背板宽，具小面扃的 

臀板；第 2 腹板基部具不明显的小中突及较深的窄横沟；第 5 腹板端部宽凹，具 2 侧 

齿；第 6— 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5 8 , 生殖刺突简单。体黑色，上唇上部、上顎基部及颚 

眼距、唇基、额唇基区、眼侧区及前、中足胫节基部均为黄色；触角柄节及鞭节（除端 

部 6 节外）红黄色；中足及后足胫节外表面黄褐色；翅基片、跗节、背板端缘及腹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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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窄）均红黄色；翅烟褐色，翅脉暗褐色，翅痣红褐色。头及足被密而短的浅黃色 

毛；颅顶、胸侧及腿节的毛较长；后足胫节毛刷长而密，色泽鲜艳；腹部被稀而短的灰 

白色毛，背板亚端缘纤毛稀而长，第 3—5 节腹板端缘被灰色长毛。

h

图 58 乌苏里宽癒蜂 (i5* ) twswriana ?
a , 头；b . 后足i c . 第 6 ® 板i d•第 7 ® 板； 第 8 放板i f . 第 8 腴板 

(侧面观）；g■ 生殖节（背面观) ；h . 生殖节（侧面观）（仿 Popov, 1936)

雌：未明。

采访植物豆科。

分 布 吉 林 （长白山）；俄罗斯远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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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毛 足 蜂 亚 科 D a sy p o d in a e

Dasypodinae Bom er, 1919, Hiol. ZentmLhL., 3 9 : 180.

M ichcner, 1如 1 ，Ccm化■ A w r .  J n s . ， 18 ( 3 ) :  73-

Alexander M ichener, 1995, S ci. B u ll. U niv. Kan^^y 55  (1 1 )： 422 . 

Dtai：y/»ot^rtaeMichener, 1 9 9 7，N u t. f f e .  M w . l/niu. K a似，，ScientificPapers，1 : 19,

前翅具2 个亚缘室，第 2 室短于第1 室；缘室顶端与翅缘相连，缘室长于室端部至 

翅顶角的距离（图 37) ;后翅 CUl- V 脉长于M + Cu2脉 2 倍多；如果有侧唇舌，则大 

部分裸露，仅顶端有毛；除 丹 故 ^ 属 外 ，侧M 舌明显短于悬肌；有唇瓣状结构，但 

基部缩小；中胸无前前侧缝，窝缝仅在中前侧窝之后存在；雌性后足胫节无胫基板；毛 

刷由松散的羽状艮毛组成；雌性腹部腹面具呈毛刷状的毛。雄性生殖刺突与生殖基节以 

关节相连或部分合并；生殖剌突2 个。本亚科种类密被浅色毛；腹部背板端缘具毛带。

本科包括3 族：毛足蜂族Dasypodini, 前准蜂族PromeUttini和赞巴族Sambini。我 

国仅有毛足蜂族的一个属分布。

毛 足 蜂 族 Dasypodini

Dasypodini Michener, 1 9 8 1 , C ontr, A m er. Entom . I n s t . t 18 ( 3 ) :  73 .

头窄于胸宽；颅 顶 （自前面观）在复眼顶端之上处弯曲，一般隆起；侧唇舌小，圆 

柱形；后足跗节正常。雄性生殖刺突红色（除 仏 ^如也），与生殖基节合并；第 7 腹板 

具 1 对窄的侧叶。

车族包话  5 个 Erem aJ^u m ta，D asypoda，H esperapis，CapicoUi，X eralic-

如 分 布 于 全 北 区 及 非 洲 。分 布 于 中 国 的 仅 有 属 。

属 检 索 表

1 (2) 至少颜面及足具黄斑；翅基片大，稍短于或稍长于缘室的缘脉；雌性无亚臀缴及臀缴；分

布 于 沙 漠 地 带 ...................................................沙溴鋒厲 ErcnTOptoto

2 (1) 无 黄 斑 （除一些种类雄性膊基上有黄斑）；翅基片正常，约为缘室的1々；亚臀缴及臀撒均

发达T 或亚臀激呈毛带状

3 ( 4 )  无胫基板；并胸腹节（侧面观）在一个平面上；无盔节梳；雄性生殖刺突特化，呈深的双叉

状。分布于旧北区......................................... 毛 足 »厲Dosypoia

4 (3) 雌性或大多数雄性具胫基板；并胸腹节基部水平状（除 属）；有雜节

梳◊ 雄性生殖刺突宽，完全与生殖基节合并•不呈双叉状，但常具内突或内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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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6 ) 雌性臀板具界限明显的中部纵向弯曲的小区；雄性生殖刺突无内叶。分布于南非........

........................................................................................................................... Capicoh.

6 ( 5 ) 雌性臀板无中部纵向弯曲的小区（有时基部呈三角形）；雄性生殖剌突具内叶，其上被长的

撮状毛。分布于北荚

7 ( 8 ) 中胸盾片等于或长于翅基片间的最小距离；前足胫节外侧具5 个或更多的红色针刺......

................................................................................................................... 针腔嫌厲  Xemhalictaides

8 ( 7 ) 中胸盾片短子翅基片间的最小距离；前足胫节外侧无针剌........拟毛足螓厲ffcspmipis

毛足蜂属 Dasy/wrfa LatreiHe, 1802

Dasypoda 1-atreiUe, 1S02, Hist. Nat. Cmst. &  Insect. 3: 373.

ScWetterer, 1890，■Uewf . Entom. 。 25: 11，

模式种 Fabricius, 1793.

体长 10—17nnn; 黑色，无黄斑，体被浓密的长毛；无盔节梳；雌雄性后足均无胫 

基板；并胸腹节倾斜，尤亚水平基带；雌性后足胫甘及基跗节内及外表面均被长而密的 

毛；雄性触角鞭节长大于宽。

广布于古北界的欧洲大部分及北非、亚洲至印度，地中海是较集中的分布区。全世 

界 共 约 50种 ，中 国 有 5 种，分布于北部及西北部较干旱地区，分布于四川的一种在马 

尔 康 （2 600m ) 采 到 。

食性较广，以菊科植物为主。于砂壤土中筑巢。常呈群栖，有的巢口数量达几百至 

几千个。笔者于 1 9 5 8年在乌克兰的巴里索夫卡-别尔格勒德禁猎区森林外的南坡上发现 

众 多 毛 足 蜂 的 巢 ，为群居型，巢口密度极大，最密者 lm2 内有6 8个巢口， 

巢口外为松散的“土丘”；巢室内壁光滑，不具腊层；蜂粮圆球形，外表光滑，底部有 

3 个等边三角形的小突起，用以支撑于巢室底部；卵产于蜂粮表面。

种 检 索 表

雌

1 (4) 中胸背板被金黄色毛，无黑毛

2 (3) 单眼周围及颅顶两侧被直立的黑毛；臀 澈 烟 色 （亚端部具黑色毛，端缘毛色浅）；腹部第2

节背板被黄色毛，中间杂有黑毛；体长〗1 一料nmi.............. 中国毛足蟑！>•

3 ( 2 ) 单眼及颅顶全部被黃毛；臀激金黄色；腹部第2 节背板全部被黑毛（除端缘毛带）；体长

12—15mm   ..........  ...............................金黄毛足蠊！>• cocfcereWi

4 (1) 中胸背板被黄色及黑色毛

5 (8) 中胸背板以黄毛为主，杂 有 1 " 以下的黑毛

6 ( 7 ) 中胸背板黑毛仅10数根；单眼周围被黑毛；臀敷金黄色（亚埔部黑色，端部金黄色）i 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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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2 节背板被黄毛；体 长 一 I4mm ... .... .......................... … … 日本毛足蜂！ !• JaiNinida

7 (6) 中胸背板中央黑毛较多，但 +超 过 1/2;单眼周围被黄毛；臀馓暗褐色；体长 13^-15mm

............................................................................................................................. 毛足蜂 D* /rfwmipfis

8 (5) 中胸背板基部被黄毛，余大部分完全密被黑毛；颅顶被浓密黑毛；臀激烟色；体长12—

13mm ..............  ................................... 四川毛足蜂D. 也

雄

1 (6) 触角第2 鞭节长于节3

2  ( 3 )  触角第2 鞭节长于节3 约 1 / 3 ;腹部第 7 节背板被白毛，节 4 背板被黄毛（有时杂有极少量

黑毛)；生殖刺突毛长，羽状；（图 6 0 )体长 1]一  14mm ...............金黄毛足蜂 i>, cocfterrf/f

3 (2) 触角第2 鞭节梢长于节3 ; 腹部第7 节背板被黑毛

4 (5) 腹部第4 节背板杂有1/2黑毛；生殖刺突毛短^非羽状丨体长12—Urnm ...............

...................................................................................................................+  国毛足蜂

5 (4) 腹部第4 节背板杂有1/2—1/2以上的黑毛；生殖刺突毛短，非羽状；体长12 — 15m n i……

.............................................................................................................................毛足蜂 D. pJumipes

6 (!) 触角第2 鞭节等于节3

7(8) 腹部背板被白毛或浅黄色毛，仅第4 节背板杂有少量黑毛；体长 l l_ 1 4 imn ............

......  .............................................. *...... B 本毛足蜂 IK japofiico

8(7) 腹部第1节背板被白色长毛，第 2—6 节背板被黑毛，第 6 节背板两侧毛烟色；体 长 11—

12mm ..................................................四 Jf| 毛足蜂 D. sicftuanmlf

中国毛足蜂 Dasy/xwiacfcfnCTisisWu，1978 (图 59)

Dt^ypiiUci d i in ^ i s  1978 , A a .  Entvm. Sin  ̂ 21 ( 4 )： 424— 4 2 5 ,

雎体长11 一 14mm，体黑色。头宽大于长；上颚端半部枣红色；触角梗节及第1 鞭 

节黑色，第 2 至末端褐色；翅基片、翅痣及翅脉褐黄色，亚前缘脉深褐色；距及跗节红 

褐色。唇基端半部及顔面刻点大而均匀，唇基基部及额的刻点较细密；两侧单眼外侧平 

滑几无刻点；颅顶中央刻点似唇基端半部；中胸背板刻点均匀；并胸腹节中央小区被细 

密小皱褶；颜面及颊被白毛，复眼顶端内缘及颅顶两侧有黑毛，颅顶中央被金黄色毛； 

胸部背板毛金黄色，侧板白色毛；足的基节、转节及腿节被白毛；胫节及跗节毛刷金黄 

色；腹部第2—4 节后缘为宽的白毛带；腹部第1一2 节背板被稀疏黄毛中杂有少量黑 

毛，第3—5节背板被短的黑毛；臀激烟褐色；腹板各节毛为烟褐色。

雄体长12—13nmi，黑色，被灰白至灰褐色毛。头宽大于长；触角第2 鞭节长几等 

于节3 ; 两侧单眼外侧凹陷且光滑；唇基、颜面、颊及胸侧具白色长毛；触角窝上有少 

量黑褐色毛；颅顶及胸部背板被浅黄褐色毛，以小盾片及后胸的毛色较深；腹部第2— 

5 节背板后缘毛带浅黄；第 1一3 节背板、第 4 节后半部及第5—6 节毛带之前及两侧为 

黄色长毛，第 4 节前緣及第5 - 6 节大部分被直立的黑毛，第 7 节背板毛黑褐，顶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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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金黄色毛；腹部腹面毛浅黄色，足被浅黄色长毛，各跗 P 内表面具金黄色毛；腹部第 

7 —~8腹板及生殖节见图59，生殖刺突毛短。

分 布 黑 龙 江 （哈尔滨）、河 北 （小五台山）。

图 5 9 中 国 毛 足 蜂 D ^ / ^如 才

心 第 7 腹板；b . 第 8 旗 扳 ；e . 生殖节； 

d . 牛 殖 节 （舾面观）

图 6 0 金 黄 毛 足 蜂 丨 ■ 如 re/h 多 

a. 第 7 ® 扳 ；b . 第 8 廪 板 ；c ，生殖 节 ；

丄 生 殖 节 （侧面观〉

金黄毛足嫌 Da明wdacDcfcereiKYasumatsu，1935 (图 60，图版 I : 6)

Dasypoda cockerelti Yasumatsu, 1935, K ontyu % 9： 160. 4-

Lhsypoda cvckerelli Y ^ vTmxsu, 1978, Wu, Act. Entom. Sin.9 21 (4)： 425. ?

雄体长11一14m m; 黑色；体被白色或灰黄色长毛。似日本毛足蜂 /X  ja /wriica。 

区别为：触角第2 鞭节明显长于节3 ;腹部第 1 一5节背板被稀疏的浅黄或白色长毛， 

第 5—^ 节 （有时第4 节〉杂有少量黑色短毛，第 7节背板被白毛；生殖刺突被羽状长 

毛 （图60八

雌体长12—13mm。似 曰 本 毛 足 蜂 扣 /w m ai。区别为：单眼周围无黑毛；中胸 

背板全部被黄毛，不杂黑毛；腹部仅第1 节背板被黄毛，第 2 - 6 节均被黑毛；后足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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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毛刷金黄色c

釆访植物荞麦。

分 布 黑 龙 江 、内蒙古、新疆、甘肃、河北。

日本毛足蜂 测 办 1 Cockerell， 1911 (图 61)

Dasypoda jap(mica Cj〇 c)/xx^U 1911, Froc. U. S . N at. Mus. 4 0 : 256.

Dasypoda japonica Cockerell, 1965, Wu, Kcon- Ins. Fauna China, Fasc. 9 ： 42.

雌体长12—Wmm。胸部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金黄色毛；后足毛刷及臀馓金黄 

色。唇基刻点粗大稀少；单眼周围光滑几无刻点；触角第1 鞭节稍长于节2 + 3。体黑 

色；翅基片黑褐色；翅脉及翅痣褐色，翅透明；后足胫节浅黄色。颜面、颅顶、颊及胸 

侧均密被白毛；单眼周围被稀的黑毛；胸部及腹部第1一2 节背板密被金黄色毛；中胸 

盾片中部被少量黑毛（不超过1/2,少则 10多根）；前足及中足腿节被白毛；中足胫节 

及跗节毛浅黄色；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金黄色，基部稍深；腹部第3—5节背板密被 

短的黑毛，第 5 节背板亚端缘被长的黑毛；第 3—5 节背板端缘被白毛带；2—4 腹板端 

缘密被浅黄色毛带，亚端部密被褐色毛；臀澈金黄色；第 6 背板毛褐色，两侧被浅色 

毛。

图 6 1 日 本 毛 足 蜂 矛  

& 第 7 腹板；b . 第 8 ® 板 ；c ■生殖节

雄体细长10— lln u n。体细长，体毛的大部分及毛带均为白色或浅黄色；触角第2 

鞭节几等于节3 ; 腹部第4 节背板被少童黑毛，第 5_ 6 节背板黑毛占1/2,第 7 节背板 

被白毛；生殖刺突毛短（图61)。

分 布 黑 龙 江 、吉林、内蒙古 山 西 、河北、北京；口本；俄罗斯（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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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足蜂  1>〇狀^«切 (Panzer), 1797 (图 62)

Andrena plum ipes Panzer, 1 7 9 7 , Faun, lnsect. G e im a n 6； 4 6 . 早 

Apis fa r fa r iseq u a  Panzer, 1798 > Faun. Insect, G erm an S： 55^ ^

M elitta ^m m nierdam ella  W* F , K irby, 1802 , Moncgr. apum Angi. 2 i 174,

Dasypoda hirtipes'Luir^W e, 1 8 0 2 , H ist. N at. lnsect. 3 :  373.

grizeca Lepeletier, 1 8 2 5 , Encycl. jneikod, lnsect. 1 0 : 4 0 5 . $

Dasypoi^ suximmerdarnella C\mist 1831 , B rit , E ntom , 8 i  367 .

Dasypoda cingulata Erichson, 1835, Waitl: Rdsed. Tirol etc. 2, 105, 

Dtti；yfoc^ h ^ waLepeletier，1841， JVaf. H;y?ne?i. 2: 232H ^

Dasypoda nemoralis B ar, 1 8 5 3 , B u ll. S vc. N aturale Moscou 2 6 1 1； 70 .

DosyptKia hirtipes var. mmor F h Morawitz, 1873 , H om eS oc . Entom . Ra^s, 10 r 157. 

Dasypoda spectabilis R udaw r 1 8 8 1 , Entom , N achr* 7 ： 8 1 , 83*

Dasypoda au rata  Rudow, 1881 , Entom , N ackr . 7 ： 8 2 , 83 .

Destefani, 1 8 8 7 , N atu ral. S ic i l . 6 ;  211.

Dasypoda canescens Destefani, 1887 , N a tu ra l. S icil. 213 . ?

Dasypoda plum ipes Schetterer, 1 8 9 0 1 D eutsdi. E n tom , Zeitsckr. 3 5 ;  2 4 .

Dasypcida plum ipes Panzec, 1901 s Die Bienen Europa^ 6 ： 1291 ~ '1 3 1 .

Dasypoda plum ipes Panz^r， W j i , 1965 , Econ, Ins. Fauna Chiria* Faac. 9i  43 .

图 62 毛 Dasypoda t^ im ipes 务 

a . 第 7 联板；h 第 8 腹 板 ；c ■牛殖节



雌 体 13— 14mm; 胸部被黄褐色毛；中胸盾片中部被黑色毛；后足毛刷金黄色。 

触角第1 鞭节於于节2 + 3。体黑色；翅透明，端缘较暗；翅脉及翅痣均褐色；翅基片 

黑褐色；第 2 至米跗节均红黄褐色。唇基、眼侧均被白色长毛，杂少童黑褐色毛；颊被 

白毛；单眼四周及颅顶密被黑毛；胸部被黄褐色毛；中胸盾片四周被黄毛，中部被黑 

毛；小盾片被黄色及黑色混杂的毛；前足以白毛为主，腿节及胫节外侧缘被长的白毛， 

胫节端部及基跗节被浅黄细毛；中足胫节及基跗节外表面密被细黄毛；后足毛刷金碑 

色；腹部第1 节背板被白毛，第 2—5 节背板被稀的黑毛，第 2—4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 

带；第 3—5 节腹板端缘密被暗黄褐色毛；臀缴暗褐色。

雄体长10—12_;较 雎 性 细 长 ，体毛色以黄褐或白色为主。触角第2 鞭节以1.5 

倍长于第3 节；腹部第2 - * 节背板端缘具浅色毛带，第 1一3 节背板被白色或黄褐色长 

毛，笫 4 4 节背板基部杂有少量黑毛；第 7 节背板被黑毛 f 两侧被浅色毛；第 6 腹板 

端缘中央深凹；第 8 腹板半圆形，宽为长的3/ 4 ;生殖刺突短f 非羽状（图62)。 

分 布 内 蒙 古 、甘肃；欧洲。

四川毛足蜂Dasypoda说 fticanen也 sp. 新 种 （图 63)

雌体长12—1 3 _ 。头及胸部被白色及黑色混杂的毛。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3。 

体黑色；触角第2 鞭节以后为黑褐色；翅基片黄色透明；翅脉、翅痣及距均黄色。唇 

基、额及眼侧被白毛为主，杂有黑褐色毛；单眼周围至颅顶具黑褐色毛；颊被白毛；颅 

顶端缘、中胸盾片基部、中胸侧板上部、后胸及并胸腹节均被黄色毛；中胸盾片大部分 

被黑毛；中胸侧板下部被白色长毛；足毛以浅黄色为主；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长而 

密，金黄色，基部及外缘色暗；腹部第1 节背板被白色长毛，第 2—4 节背板端缘具宽 

的白毛带，第 2 4 节背板被黑毛，第 5 节背板端緣及第6 节背板两侧被长而密的黑烟 

色毛；臀缴黑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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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体细长11 一 12m r m 触角第2 鞭节等于节3。毛被及腹部毛带以白色为主；颜面、 

颅顶、颊、胸侧均密被白色长毛；单眼周围具极少的污黄色毛；中胸盾片被浅黄色长 

毛；足黑色；足毛白色；后足胫节及基跗节被黄毛；腹部第1 一 2 节背板被浅黄色长毛， 

第 3—4 节背板被褐色毛，第 5—6 节背板被黑褐色毛，第 7 节背板被白色细毛，第 2— 

6 节背板端缘具浅黄色毛带；第 2--4节腹板端缘具浅黄色毛带；第 6 节腹板端缘中央 

稍凹；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63。

正模早，冈川马尔康，2600m，1983.1.20,张学忠采；副模 1早8 地点同上， 

王瑞琪釆；山西台怀，2 300—2 50〇m，3 ? ，1985.邐.4.邓野采；内蒙古锡盟2 $ ， 

1980. VI.2 5 ,王淑芳采；新疆哈巴河，1 $ ，1975.1.14,铁烈亚提采；甘肃酒泉1 ? ， 

1982. V0L

本种近似中国毛足蜂 IJasvAwfa 主要区别为：雌性中胸盾片中央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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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3 四川毛足蜂

? sp. nov. 新种

a - 第 7 腹板；b , 第8 腹板；c . 牛殖节； 

d - 生殖丨V (端部俩晳观）

被黑毛，无黄毛；臀激黑褐色，非浅黄色；单眼周围被浓密的黑毛。雄性第7 背板被细 

白毛，非黑褐色毛；腹部第2—6 节背板被黑毛，非第2—3 节被浅黄色毛，4—6 节被

黑毛0

二 、蜜 蜂 科 Apidae

蜜蜂科是蜜蜂总科中最大、最多样性的类群，世界性分布。科内包括独栖性、社会 

性及盗寄生性类群。分为3 亚科：木蜂亚科Xylocopinae、艳斑蜂亚科Nomadinae及蜜蜂 

亚科Apime。三亚科在我国均有分布，本志记述木蜂亚科及蜜蜂亚科，盗寄生的艳斑 

蜂亚科不包括于此志内。

上唇一般宽大于长，与唇基接触面较切叶蜂科Nfegachilidae短；无亚触角区，亚触 

角缝指向触角窝内缘；一般不具颜窝；唇基表面正常或隆起。有亚颏及颏T 亚颏一般 

“V”型，额基部宽圆；胫节有或无梳。下唇须第〗节长且扃，其长度至少等于第2 节； 

盔节的须前部短，须后部长。中唇舌细长，一般具唇瓣。胸侧在窝缝之下常无前侧缝， 

窝缝有前前侧缝。中足基节长〈除盗寄生者外后足胫节一般具胫基板；雎性一般在



106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第二十卷

后足腔节及基谢■节有毛刷（或花粉蓝）少 数 （报距蜂族Ctenoplectrini) 腹板有毛刷，盗 

寄生者无毛刷。雄性生殖节变化大， -般无阳茎基腹铗。

亚科检索表

1 (2) 体毛稀少.儿裸露；雎性后足无采粉毛；后翅第2 中横脉长于Cu-V 脉；前翅缘室顶端窄、

尖或截断状；缘室短于或长于（少数）缘室顶端至翅顶角的距离；翅痣大；翅表面被毛，仅 

顶端有乳突；雌性第6 节腹板端部尖或呈针状；有臀板；盗寄生…… 艳斑蜂亚科Nomadlnae

2 (1) 体密被毛；雌性后足具毛刷或花粉篮；后翅第2 中横脉长丁，、等于或短于Cu-V 脉；前翅缘

室顶端宽圆或尖，但非截断状；径脉远离缘脉；缘室长于或短于缘室顶端至翅顶角的距离； 

翅痣小或无；翅表面被毛或部分具乳突；臀 板 有 （Anth^)h〇rini)，或 无 （ApitiO; 独栖性、 

社会性

3 (4) 雌性腹部来节臀线t下具端部扁而尖的针突；大型或小型；雌性腹部背板毛稀少；唇基正常，

端部向后稍弯部分绝不与体纵轴平行；前足基节横宽；翅常具各种金属光泽；独 枘 性 …… 

................................................................................................................... tW t亚科 Xytocopinae
4 (3) 雌性无臀板（Apini) 或有臀板（Antbophorini) ; 中 或 小 唇 基 正 常 （Apini) 或隆起，端部

向后下方弯曲，部分与体轴平行（Anthophorini) ; 前足基节宽稍大于长（Amliophorini) ; 通 

痣 小 （Anthophorini) 或 无 （Apitii) ; 腹部密被毛；翅透明，一般不具金属光泽；社会性、独 

栖 性 .......................................................................................................................蜜蜂亚科Apinae

(一 ）木蜂亚科  Xylocopinae

本亚科包括大型及中、小型种类。 一 般上唇横宽；唇基宽，扁平不隆起；亚触角缝 

指向触角窝内缘；前翅具2 或 3 个亚缘室；前足基节宽扁。

本亚科包括4 个族，详见族检索表。我国分布有本蜂族Xylocopini、小芦蜂族A lb- 

ciapini 及芦蜂族 Ceratinini。

族 检 索 表

1 (2) 无翅痣；翅远端乳突状；触角第 1 鞭节等于或长于节2 + 3 ; 后盾片垂直或近水平状；体宽

大，一般超过14Tnm................................................木鋒族Xy】oC〇pini

2 ( 1 ) 翅痣大或至少可见；触角第 1 鞭节短于节2 + 3 ; 翅远端被毛，非乳突状；后盾片水平或倾

斜；体细校，一股小干10_

3 (4) 前翅具2 个亚缘室；幕骨陷之上的唇基部分不显著窄于下部；雌性旗部背板端缘有压痕…

........................................................小芦蜂族Allodapinl

4 (3) 前翅具3个亚缘室；蒂骨陷之上的唇基部分窄于下部；雌性腴部背板端缘无压痕D

5 (6) 雄性第8 腹板简单，无顶突；生殖剌突（除 与 生 殖 基 节 合 并 ；雌性上唇基部正

常；无臀板................................................ 芦蛳族Ceratinh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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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雄性第8腹板具明显的顶突；生殖剌突不与生殖基节合并；雌性上唇基部有光滑且隆起的小 

区i 臀板表面扁平或凹，具明显的针............................ 曼蝉族Maiure丨iini

木蜂族  Xylocopini

Xylooopini, Michener, 1944, Bull- Amer. Mus. Nat. H ist., 82 ( 6 )： 289.

Xylocc^ini, Hurd &  Moure, 1 9 6 3 , Univ」Calif. Pub」E n te m .，2 9 :  44 .

分 类 沿 革 林 奈 （1758 )把在木结构中筑巢的蜂，命名为 A和 归 属 于  

Apidae 的 Scopulipedes。各国以各种文字称其为 “Carpenter Bees”。在 1758—1771 年间 

林奈又发现5 种此类蜂，均归人A扣s 属。以后Christ (丨791) ， DeGeer (1773, 1778)， 

Druiy (1770，1773), Fabricius (1775，1781，1787，1793，1798), Olivier (1789)及 

Swederus (1787)共记述26种，也 均 归 属 于 属 。

1802年 Latreille提出XHocopa属名，后于同年改为X_ŷ co^a，1810年指定X:ytoo>- 

(Linnaeus) 为本属的模式种。多年来，不少学者也将非本属的种类误定为 

和 ，造成混乱 。 Westwood (1840)开始将本属分为若干亚属。19世纪随着记述 

种类的增多，很多学者 （ AshmeacU Sandhouse、Smith、Perez等）作了不少分亚属的尝 

试。F riese〈1901)对 古 北 界 的 种 类 分 为 若 干 亚 属 组 ， Gribodo (1894)和 

Hedicke (1938)在研究古北区西南干旱地区种类的解剖、形态及生物学后提出了 

和 亚 属 。马骏超（1938)在细致地研究印度、阿富汗分布的木蜂形态基础上 

提出 10 个亚属：C:ycme〇(ieres、 、Pmrjyfoco/Ja、 、 

Bi/wna、C^ no/ioda、NfrfM/a 、Or6iteZ/a 及ZbnoWrswto, 为本属研究奠定了基础。继之 

于 1939年 提 出 古 北 界 东 部 的 及 2 个亚属 。 Michener 

(1954)研究新北界木蜂提出了 J\feca：yZ〇co/)a 、 及 3 个亚属；

Hurd (1956，1960) 增加了 JVoto〇foco如 及 Stenax：yfoco/3tt2 个亚属。在前人基础上 

Hurd和 Moure (1963)研究了世界的木蜂族，全面总结了木蜂族，共包括 3 个属：厉 

蜂属 Lesris、突眼木蜂属、P m 〇Ax：o扣 、木蜂属^ y 〇co辦 及 5 0个亚属，讨论了亚属间 

的系统关系，并列出749种的名录。其 中 属 仅 分 布 于 澳 洲界； 包括2 

个亚属：Prax^ oco/w、An〇̂〇copa; 包括 4 8个亚属，其中新大陆有17个亚

属，旧大陆31个亚属。至今我国已知2 属 14个亚属4 0种及亚种。

木 蜂 （又称橡蜂）大多于各种祜木或木材中筑巢，弯月木蜂亚属执7„瓶的种类于 

竹杆中或竹建筑中筑巢；中亚地区分布的突眼木蜂属P ra^/oco扣于土中筑巢；木蜂中 

也有在石缝土隧道中筑巢的。由于一些种类于木建筑或竹建筑（房屋、桥梁、栅栏）的 

栋、柱 、橡中筑巢，已构成对建筑物的一定危害；此外，尚有—些种类，如我国曾发现 

竹木蜂X：必)co%  (BWwna) 此将电缆铅皮咬穿孔状，影响线路畅通及安全，在一



定程度上构成经挤上的损失，是 有害的‘面。但是，绝大多数种类是不同地K 一些经济 

作物如瓜类、热带药材（砂仁、豆蔻）、果树、牧 草 （三叶草，首蓿等）等的传粉昆虫。

地理分布木蜂在世界六大动物界均有分布，主要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北温带及 

南温带只有几种，旧大陆的种类多。3 个 属 中 肘 蜂 属 分 布 于 澳 洲 东部；突眼木蜂 

属/^03：3̂〇〇沙a 分布于古北界西南部，西起欧洲东南部，经中东、外高加索、中亚的上 

耳其、伊朗、阿富汗，中国的新疆、青海、甘肃、宁 夏 、内蒙古至山西、河北；北自俄 

罗斯的伏尔加河口，南至中东地区及北非，约在北讳3(T—45°N 之间。椭突眼木蜂 

Pm r：y/〇co/*a (s . sfr.) 分布于欧洲东南部（希腊），外高加索、伊朗及北非，位

于本属分布区的西部；褐 足 原 木 蜂 分 布 于 原 苏  

联中亚地区、蒙古及中国蒙新地区至河北，位于本属分布区的东半部；红突眼木蜂

分布于外高加索、原苏联中亚地区、伊朗东部及西北部、 

巴基斯坦北部、中国的新疆，位于本属分布区的中部，其分布区的两端与以上2 种有重 

叠部分；中 国 的 中 华 突 眼 木 蜂 s . sZr. ) A7 和蒙古突眼木蜂^^1〇〇：3̂〇- 

co/)a (.?. mongo/i c a 是本属分布最东部的种类。

木蜂属A y〇co/w 近 400种分布北自芬兰（6(TN) 南至非洲南部，东部亚洲至日本 

(45°N)，南至斯里兰卡，东南部包括印度及菲律宾，南至襖洲东南（38flS )。新大陆只 

有木蜂属约200种，分布北起加拿大东南（45>N) ,南至阿根廷中部（45°S >。印度特别 

是其西部有一1些地方属；线 木 蜂 亚 属 是 我 国 的 地 方 属 。根据 Hurd和 

Maure (1963)统计六大动物界物种数置是：埃塞俄比亚界227种，热带界164种，东 

洋界153种，古北界76种，澳洲界63种，新北界17种。48个亚属中只有15个亚属的 

分布超过1个界，其他多为地方性亚属。33个地方性业属中21个亚属分布于旧大陆的 

4 个界；新北界无地方性亚属；东洋界有9 个 地 方 属 、Qyarteorferes、 

少3、 等；澳洲界有3 个地方性亚属；古北界2 个 、 

Mimar：y/〇ra^a 。15 个亚属中只有 的分布跨 4 个界，而 _Bi7wna、

/oco/jg、 ■吵a 、 、 Zbrtofeirswia 5 个亚属以东洋界为主，但在古北界 

及澳洲界也有分布；C從 如 以 埃 塞 俄 比 亚 界 为 主 ，古北及东洋界也有分布D 另 

外 9 个属以•个界分布为主，邻界兼有，如 以 古 北 界 为 主 ，东洋界也有； 

以埃塞俄比亚界为主，古北界南部也有； 以东洋界为主，古北界南 

部也有； 以古北界为主，埃塞俄比亚界也有； 及 Xy/o- 

以新北界为主，新热带界兼有；Sc/iÔ w/i /̂r i a 及 以 新 热 带 界 为 主 ， 

新北界兼有。

我国地跨古北及东洋两界，既有典型的古北界中亚亚界干旱沙漠地带分布的原木蜂 

属 Praz v̂/oco/xa ; 又有东洋界的典型亚属，如敏木蜂亚属& wi6£ar3̂〇叫》、蓝木蜂亚属 

尖足木蜂亚属H 〇p Z a ry〇〇)A2 及夜木蜂亚属；还有跨界的亚属，如 以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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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为主，古北界也分布的宽足木蜂 亚 属 、毛带蜂亚属 Ztmo/iirsw ia、祁木蜂

亚属 Cto2〇c：y/oa)/ia ; 古北界为主，澳 洲 界 有 分 布 的 双 月 木 蜂 亚 属 如 ；仅分布于占 

北 界 的 类 木 蜂 亚 属 抑 ；广布于东洋界、占北界、埃塞俄比亚界的圆足木蜂 

亚属 Kb/伽rtowTO (表 10, 11)。

表 1 0 木臃属幻如各种在国内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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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突眼木蟑厲 ftweyiocopa各种在中国的分布

种 名

吉辽

江林

甘

肃

山

西

陕 山江

东丨苏

浙安

江m

江

西

m

北

梅 台I

南: 西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西

藏

P. (s . s t r . ) ru fa  

P . {5, s t r , ) xtnensix

( s . s t r , ) m ongolicus 

{A n cy toco p a ) pav iovsky i 

{ A ncylocopa  ) przeax tlsky i 

(Ancykxtfpa) niudiventris 

(Ancylocopa) jcinjiangensis

{AncylfKVpa) parviceps jcmjî ngen.̂  

(A ncylocopa) rufotarsa

P , (  Ancyloa^pa )  altaicci

从表10中可看出木蜂属各亚属及各种在我国的分布概况。木蜂亚属的紫木蜂 

山*.) m (g a 是典型的古北种，分布于蒙新区及西藏西部；圆木蜂亚属广布于我国， 

亚属中的中华木蜂X . (K砂 分 布 以 长 江 以 南 为 主 ，但东北的南部及 

华北的北部均有分布；异木蜂亚属中的黄胸木蜂_X . (A//〇3rjy/oco/JCi) appewdicMiato分布 

最广，北起辽宁，南至海南，西至青海，东部沿海地区均广分布；类木蜂亚属的红足木 

蜂 X _ (JVfoM〇r3^oco/*ci) rw» 北起陕西华山，南至长江以南各省；绒木蜂亚属主要分 

布于南方沿海几智，其中台湾域木蜂X\ ( Bow6i〇r；y/oco沐 ）irawfeoiflfes仅分布于台湾； 

双月木蜂亚属的长木蜂X ，（B i/wrta) franquoAaronm及 竹 木 蜂 又 . waja/i s 广 

泛分布于长江以南各省；而栉木蜂亚属、夜木蜂亚属、尖足木蜂亚属、蓝胸木蜂亚属及 

宽足木蜂亚属的种类分布于华南（广东、海南、福建）及 西 南 （云南为主)。从行政区 

看，云南智种类最多，2 9 种中共 1 9种木蜂分布于云南，除木蜂亚属外，其他 10个亚 

属均分布于此省，而且绝大多数为典型的东洋界种类。青藏髙原由于地形及气候复杂， 

故其区系成分区别较大，例如西藏东南部墨脱分布着领木蜂萍氏亚种兄.

及穿孔木蜂X ■ ( )  /icr/orator，说明此地区以东洋界区系 

成分为主；昌都地区芒康分布有黄胸木蜂X . ( , 此区一般

为亚热带区系成分，而西部扎达地区分布紫木蜂X , (s . s tr.) m fg a为典型的古北界中 

亚亚界区系成分。

从表11中看到突眼木蜂属共10种均以分布于蒙新地区为主，个别种类向东分布至 

山西或河北，约在北纬35B4 5 8N 之间。

木蜂一般为大型种类；有些类群具鲜艳色彩，体毛以黑色或锈色为主，并常与蓝、



绿、橘、红或黄色配合；有些种类翅暗色，闪紫色或铜色光泽，有些翅透明◦ 雄性唇 

基、上颚、上唇、触角及颊上有白色或黄色斑。雌性头部大多黑色，仅少数色浅。有些 

雄性足特化；雌雄两性常异色，难以确认为同一种。

区 分 属 、种 的 重 要 特 征

头部：复眼的大小，内眼眶的曲度，两复眼上端及下端的间距；颜面的宽度（贯穿 

触角窝的复眼内眶的间距单眼与颅顶位置的关系；单眼个体的大小，后单眼间距 

(IOD) 与单眼至复眼内缘间距（OOD) 的比例；单眼在颜面的位置，单眼区平或隆起, 

或周围有隆脊；触角第1 鞭节与以下第2 或 3 节长度的比例（图 64: b)

_________________蜜蜂总科 蜜蜂科 木蜂亚科 m

( 部分）； 夜 木 蜂 X .  后 足 径 节 （示腔基板）

胸部：侧盾沟一般细长，至少为第1 鞭节的1/2 (木蜂属）；侧盾沟短，呈卵圆形， 

很少长于第2 鞭 节 （原木蜂属）；小盾片、后盾片、并胸腹节三者间的结构及其关系是 

分亚属的重要特征：我国分布木蜂属的12个亚属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小盾片不特化的：Hop/似 作 、 加财“加 、Mimoxy/ocopa的雄性（图65: 

a)。

2 .  小盾片不特化，与后盾片、并胸腹节处千同一平面的：Cfenor^txro如

p a 、 B i / M n a 、 S > m 6 i〇a ：3 ^ o c o / J t t的雌、雄性， 伽及灿抑议 3 仏坤 ^ 的雌性（图 

65； b)〇

3 .  小盾片弯曲分为水平面及垂直面两部分，但小盾片不遮盖后盾片的：A«or^ o- 

copa及Zt则Air.如 a 的雌、維性，Oyttweot办m v的 雄性（图65:

4 .  小盾片的水平面与垂直面交界处呈脊状突出，遮盖后盾片的部分，垂直面表面 

弯曲： 的雌、雄性， 初r t o a w f的雄性，f f o p 如 ：3 ^冲 ^ 的 雄 性 （图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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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5 ,小盾片的水平面与垂直面交界处呈尖脊状，完全遮盖后盾片： 仿及 

fCo你rtriosowa 的雌性（图 65: e)。

图 6 5 木蜂胸部5 种类型（侧面观）（仿 Hurd汉M〇ure，1963)

胫基板一般位于后足胫节基部，但木蜂属各亚属或种胫基板位于中部上下（图 64: 

c) 位置、形状，端部形状均是种的分类特征。有些种类中足及后足转节具瘤、针状或 

脊状突起；后足腿节腹面宽扁，或近基部具齿、针或脊状突起。

腹部一般宽扁。雌性第6 背板端部中央具纵沟，或其两侧具齿（图 64: a) ; 雄性 

外生殖器是区分种的重要特 征 。

属 检 索 表

雄性

1 (2) 侧盾沟短，卵圆形，其长最多不超过宽的3 倍，位于咿盾沟后端之前；胫基板有或无；如

有，则位于后足胫节基部1/4之前，而且胫基板端部在胫节上不翘起；如无，则触角第1鞭 

节等于或短于以下2 节之和 ................................... 突艰木蝉厲IVwyJocopa

2 ( 1 ) 侧盾沟正常，线状， 一般约等于或稍短于触角第1鞭节；胚基板有或无：如有，则位于超过

胫节1/4处，且胫基板端部翘起；如无，则触角第1鞭节等于或长于以下3 节 之 和 .....

............... ...............................................................................................................................................7 K 4 M  Xylocopa

雌性

1 (2) 臀板完整，表面平整，有时稍隆起，无中央纵沟或压痕；胫基板位于胫节基都1/4之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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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不翘起；侧盾沟短，卵圆形，其长最多不超过宽的3 倍，位于中盾沟后端之前 ..............

.....................................................-.......突眼木嫌顏Proxjrfocopia

2 (1) 臀板中央具纵沟或压痕，具明S 的脊状侧缘或具有並端部的针状突起或有前臀板齿（图64: 

c);胫基板位于超过胫节1/4处；侧盾沟正常，线状，一觖至少为第1鞭节的1/2或相等 

...............................................................................................................................................................X ylocopa

突眼木蜂属 P ro jc^ ocop a H ed ick e， 1 9 3 8

Xylocopa (Proxylocopa) y Hedicke, 1938  ̂ Deut. Entam. Zeil^  192.

P roxylocopa7 M aa, 1954 , Vidensk. Meddei. C^nsk Naturhist, For- Kobenhavn, 1 1 6 1 190.

模式种 A^ bco/*a Lepe丨etier, 1841

体中型或小型；常被红褐色或黄褐色毛，腹部背板具明显的浅色毛带；体色变化 

大，红褐色或黑色，具红或红褐色斑；下颚须6 节；中胸背板侧盾沟短，卵圆形，长约 

为宽的3 倍，位于中盾沟末端之前；雌性后足胫节、胫基板有或无：如有，则位于胫节 

基部1/4处之前，端部不翘起；如无，则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雄性后足胫节 

内侧具1 凹陷，其外生殖器的矢形突端部宽钝；雌性臀板表面隆起，无沟。

本属包括2 亚属：突眼木蜂亚属 fVco:;v/oa)>2及原木蜂亚属Anorfoco/ia，世界共有 

2 1种及3 亚种，主要分布于古北界，以中亚亚界为分布中心。中国分古有1 2种及亚 

种，分布于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少数种类分布于山西、河北。

根 据 “国际动物命名法规”第 5 7条 a，作者对本人（1983)发表的2 个新亚种重 

新命名D

亚属及种检索表

雎性

1 (8) 单眼突起且膨大，中单银大于触角窝，中单眼至侧单眼的距离明显短于中单眼的半径；雌性

颚眼距短，其最短处短于触角第1鞭节最小厚度的一半；雄性后足胫节端部稍加宽，内侧凹 

陷浅；体毛色鲜艳，红褐色或黄褐色；翅透明，不具金属光泽；腹部背板端缘具白毛带… 

............................................. ......突眼木嫌亚属

2 (3) 腹部第2、3 节背板中央刻点稀；腹部红色，中央具1 禊形黑斑，背板端緣毛带不明显，中

央很窄；前翅端緣色较悚；足红褐色，被红褐色长毛；体长18—19mm ................

............................................... 釭突眼木臃P , (L 对厂）rn/fl

3 (2) 腹部第2、3 节背板中央刻点密；腹部黑色，端緣红或红黄色

4 (5) 胸部被红褐色长毛；腹部第2—5 节背板端缘毛带红褐色；体长15—16inin...............

............................................... 中 华 突 眼 P * (s* srr，} sinensis

5 (4) 胸部被黄褐色毛；联部背板端缘具白毛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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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腹部 i一5 节背板端缘具宽的白毛带，约 为 背 板 宽 的 腹 部 背 板 两 侧 红 褐色；触角及妞

基片红褐色；唇基不具脊；体长 16̂  —17tnm ...... ...•宽条突明木嶂P . (s . sfr*} coraofa

7  (6) 腹部第3 - 5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约为背板宽的1/3;腹部背板黑色；触角及翅基片黑褐

色；磨基具脊；体长16mm .................... 蒙古突眼木鋒P . 对r *)

8 (1) 单眼正常，中箏眼与触角窝等大，中单眼至侧申眼距离短于中单眼半径；雌性顎眼距长，最

短处稍超过触角第1鞭节的最小厚度；雄性后足胫节顶端显著加宽，内侧凹陷深；翅褐色， 

具紫x 蓝或铜色光泽......................................... 原木蛛亚厲Artcyfcwpo

9 ( 1 8 ) 足的基节、转节、腿节及胫节一部分被黑毛；后足胫节一部分及各跗节均被红褐色长毛；腹

部背板被黑毛

10 ( 1 3 ) 翅色一致，褐色透明，具蓝或紫色金属光泽；腹部第2 节背板中央具7—8 排刻点

11 ( 1 2 ) 胸部被烟褐色毛；上颚2 齿，外齿尖；体长 14一 17imn ...............................................................

....................................................................................新疆廉木蜂 P . ( A . )  n.

12 ( 1 1 ) 胸部被黄褐色毛；上额 2 街；体长 14_ 16mm.................... 光腹原木鳙P_ (A* 1 n U r i f

13 ( 1 0 ) 翅色不一致，基部显著汰于端部；腹部第2 节背板中部具9— 11排刻点

14 ( 1 7 )胸部被深褐色毛

15 ( 1 6 )中足跗节内侧及基跗节外侧端部被红褐色毛；中胸背板刻点较大；体长14一 16mm .....

...................................................... 褐 背 原 木 P * (A .) iwrviCTjw

16 ( 1 5 )中及后足跗节及胫节端部外侧被红褐色毛；中胸背板刻点小而稀；体长14一 16mm .....

.................................褐背原木蛛新疆亚神P * (A *丨

17 ( 1 4 )胸部背板被浅黄色毛，侧板及腹面被黑毛；上颚2 齿，体长 14一 16mm ................

.................................浅 背 原 木 蟑 红 谢 亚 种 (4,) m/o/oraa nwii，n*

18 ( 9 ) 足毛褐色或黄色，无黑毛；胸部及腹部第1节背板密被黄褐色或浅黄色长毛

19 ( 2 0 )腹部第2—5 节背板被黄毛，两侧杂有黑毛；第 2—5节背板端缘具黄色毛带；第6节背板被

红褐色长毛；体长 14—15mm ........................ 相 足 應 木 ( 為 ，丨prwwctlsfcyi

20 ( 1 9 )腹部第2 节背板被黄毛T 无黑毛；第 3—5 节背板被黄毛（个别个体偶杂有少量黑毛）；第

2—5 节背板端缘具浅黄色毛带；第 6 节背板被金黄色毛；体长14一 15mm ..............

..................................................阿尔泰原木蜂P * (A .)

雄性

1 (4) 后足胫节端部稍加宽，内侧凹陷浅；体毛色鲜艳，红揭色或黄褐色；翅透明，不具金属光

泽；腹部背板端缘具白毛带.................................突眼木蜂亚厲

2 (3) 腹部第2—3节背板中央刻点稀；腹部背板红色，中央具1楔形黑斑，背板端缘毛带不明显，

中央很窄；前翅端缘色较深；足红褐色，被红褐色毛；后足胫节凹陷浅；体长 16—18mm 

..................................................红突眼木鳙P . (s . sfr.) m/ii

3 (2) 壙部第2—3 节背板中央剡点密；旗部黑色；胸部被红褐色长毛；雎部第2—5 节背板端缘毛

带红褐色；后足胫节内侧凹陷深；足红褐色；体长15—17mm .........................

..............................................中华突艰木蜂P * (s . ) sinw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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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后足胫节顶端显著加宽，内侧凹陷深；翅揭色，具紫、篮或铜色光泽...................

............................................................ 原木嶂亚厲Aiicylocoj»

5 (6) 腹部第3—5节背板端缣具窄的红褐色毛带；腹部背板漆黑；胸都及腹部第〗节背板被红褐

色长毛，第 2 节背板被稀而短的红褐色毛；第 3 ^ 5 节背板被黑短毛，第 1 7 节背板被红揭 

色长毛；体长14—16mm .............................巴氏原木錄P . (A . 1 /Mvlowfcjfi

6 (5) 腹部第3—5 节背板端缲具黄或黄褐色毛带；腹部背板栗褐色；胸部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毛

黄褐色

7 (8) 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黄揭色毛；第 2 节背板刻点稀，中央具7—8 排刻点；唇基中央具

光滑纵纹；腹部第2—5 节筲板被黄褐色及黑色混杂的毛；第 3 - 5 节背板被黑毛；体长〗4一 

16mm ..............................................褐足原木蜂P . { A •} prcewaf成如

8 (7) 胸部及駔部第1 节背板被浅黄色毛；腹部第2 节背板刻点密，中央具11 一 14排刻点。

9 ( 1 0 ) 腹部背板被黄毛；体长 15—16mm.......................阿尔泰厣木鋒P , (A .) Stoica

10 ( 9 ) 腹部第2—5 节背板被黄毛杂有黑毛

11 ( 1 2 )雎部第2 节背板以黑毛为主，杂少量黄毛；唇基中央纵纹上具刻点；体长 14一 1 6 _ ……

................................................光腹原木鋒 P , (A ， ） nitUiventris

12 ( 1 1 )腹部第2 节背板以黄毛为主，杂少量黑毛；唇基中央纵纹光滑；体长14一 16imn .......

.................................揭背原木峰新■亚种P. (A■丨porWce/H；

突 眼 木 蜂 亚 属 ■P rory/oco^a s . 处 . H edicke, 1938 

Xyhcopa {Prox^ocopcL} Bedicke, 1938, Deuts. Entom. Zeits., 192.

Proxylocopa Maa, 1954, Vidensk, MeddeL. Dansk Naturhist. For. Kobenhavn, 116； 190, 194— 

198+

模式种 Xiyiocopa o/tVier Lepeletier, 1841.

体中型 f 16—22mm。雄性复眼内缘与触角窝间距稍长于亚触角缝；单眼大，每个 

单眼均大于触角窝；前单眼的直径几乎等于后单眼间距；额唇基区明显长于触角柄节最 

宽处〇雌性单眼大，最大直径与触角窝相等，几乎等于后单眼间距；颚眼距短，最小长 

度短于触角第1 鞭节的最小宽度。

本亚属分布于古北界，以中亚地区为主，向西至土耳其、希腊、阿尔巴尼亚，向东 

至中国北部，共 1 5种，于土中筑巢。我国有 3 种，分布于西北蒙新地区，个别种可达 

华北地区。

红突眼木蜂/Vox冲 财 押 { $ *价 .）仰/ a (州议），1901

X ^ ocopa o liv ier i var* ru fa  Friese , 1 9 0 1, Die Bienen Kun^>*s 6  ： 2 2 1.

X d̂ocopa erivanensis Per& i, 1901, A it. Soc. Linn. Bardeuuxy 5«: 19-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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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 xytocopa (P rox^ iocopa) ru fa  (F r ie se ) , M aa, 1954 r V idensk, M edd , D ansk. N atu rh . F orv^ ,

1 1 6 : 195+

Procrylocopa ( i  . s tr * )  ru fa  (F r ie se ) , 1983, Wu^ Entom otaxofnom ia t 5  ( 2 )： 130-

雌体长〗8—19mm; 黑色；足及腹部密被红黄色毛。上颚2 齿，顶端圆；唇基中央 

基半部具纵平滑纹，刻点大而密；后足胫节胫基板顶端钝，超过胫节 i / 5处；腹部第 

2— 3 节背板中央刻点稀；臀板宽而光滑，具 “V”形脊；触角、翅基片、足及腹部（除 

第 1 一5 节背板中部外）均红褐色；腹部中央具1 楔形黑斑；翅黄色透明，端缘较深^ 

唇基及颜面密被白色绒状毛；胸足及腹部密被红黄色毛；腹部背板端缘毛带不明显，中 

央很窄。

雄体长15_16mm; 似雌性，主要区别为：唇基、上唇及额的基半部奶黄色；体毛 

浓密；胸侧毛色较浅；足及腹部末端毛色较暗；后足胫节内侧R 陷浅。

分 布 新疆；土库曼，阿尔明尼亚，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伊朗D

中华突眼木蜂 Prox沖？copa (s , 协 sinCTisis Wu，1983 (图 66，函版 I I : 1, 2)

Pm xylocopa (Projylocopu) sinensis W u, 1 9 8 3 , Entom otaxnom ia f 5  ( 2 )： 130- — 131 ‘

雌体长15—Wtran; 黑色，被红褐色毛。上 颚 2 齿，外齿明显长于内齿（图 66: 

a) ; 唇基刻点密，呈纵排排列，中央具纵的窄光滑带；触角第2 鞭节稍短于节3 + 4 + 

5 ; 后足胫基板位于近基部2/7处。顔面、胸部、足及腹部第1 节背板密被红褐色毛； 

腹部第2 节背板被黄色毛，杂少量黑色，第 3H 节背板及第5 节背板基部被黑毛；第 

2—5 节背板端缘具宽的红褐色毛带；第 6 节背板被红褐色毛。触角第3 鞭节以后黑褐 

色；足胫节及基跗节褐色；爪黑褐色；翅烟色 t 翅脉深褐色；翅基片黑褐色。

雄体长 I 5 _ 1 7mm; 体黑色；体毛多为红褐色。 I:颚 2 齿，外齿长于内齿（图 66: 

g) ;唇基刻点中型，呈纵排排列，中央具纵隆起，但不呈脊状；触角第1 鞭节稍长于节 

2 + 3 ; 中胸背板刻点较唇基粗大，中央较稀；腹部背板刻点细，较唇基刻点小；后足胫 

节内侧凹陷浅（图 66: b> ; 后足腿节下表面基部具脊；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 

66。唇基、上唇大部、额唇基区的横斑均为橘黄色；触角鞭节黑褐色；翅基片黑红色; 

翅浅褐透明，端緣较深；翅痣及翅脉黑褐色，亚前缘脉较深；腹部第1 一6 节背板及腹 

板端缘黄褐色，1 - 6 节腹板为黑褐色。头、胸及腹部第1 一2 节、第 6—7 节背板及足 

密被红褐色长毛，第 2—5 节背板端缘具宽的红褐色毛带；第 3—5 节背板基部被黑毛; 

腹部端缘被红褐色长毛。

采访植物豆科牧草。

分 布 甘 肃 、青海、内蒙古、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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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中华突眼木蜂 Proa^ocofa (P . ) JzViensis 
a ，上 b ，后 足 腿 节 及 胫 节 c 第 7 腹 板 d . 第 s 胺板矛； 

e . 生殖节；f . 矢形突；g . 上顎才

蒙古突眼木蜂 IVarjtocopfl (s . s疗•）_ g〇K〇is Wu，1983 (图 67，图版 I I : 4)

Prorylacopa (Prooĉ ccopa) wwigo/tow W u, 1983 , Eniomotajcorwmia r 5 ( 2 )： 1 3 1 ^ 1 3 2 .

雌体长16mm; 体黑色；体毛多为黄色。头 宽 （图 6 7 ) ;上颚2 齿，较钝；唇基基 

部刻点似颜侧，侧端角刻点粗大且稀，端缘光滑，中央具纵脊；触角第1 鞭节等于节2 

+ 3 ; 额唇基区刻点大而稀；额脊明显；中胸背板周缘刻点密，中央稀少；小盾片基部 

刻点稀，余大部分刻点密；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具较细密刻点；第 2—4 节背板基半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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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7 蒙古突眼木蜂

点极细小而稀。触角鞭节及翅基片红褐色；腹 

部第1 一5 节背板及腹板端缘黄褐色；翅浅褐 

透明，端缘较深；足黑褐色。颜侧、颅顶、颊 

及胸部被黄褐色毛；足毛黄色；各跗节及后足 

胫节毛长而密，金黄色；腹部第 1一2 节背板 

被稀的黄毛，端缘两恻具白毛斑；第 3—5 节 

背板端缘具宽的白毛带，占背板宽的1/3;第

3—4节背板被短而稀的黄毛，第 5 节被黄毛， 

第 6 节被金黄色长毛。

(■P〇 mongo故Mjt半头部 

分 布 内 蒙 古 。

雄 ：未明。

原木蜂亚属  A wĉ /oco/ki Maa， 1954

AncyUxopa Maa, 1954, Vidensk, Meddel. Dcmsk Naturkist, For. Kobenhavn9 116: 190, 198—

体较小4 14一 1 6 _ 。雄性复眼内缘与触角窝间距为亚触角缝长的约2 倍；单眼正 

常，单眼最大直径同触角窝；前单眼直径短于后单眼间距；额唇基区明显短于触角柄节 

最宽处。雌性单眼正常，最大直径同触角窝；前单眼直径小于后单眼间距；顎眼距长， 

最小长度超过触角第1 鞭节宽。

本亚属分布于古北界的中亚及中国北部，共 12种及亚种。我国共6 种及亚种，分 

布于蒙新区，个别种达华北区。

B  氏原木蜂 (A iu^ ocojm) 辦也财&片（Popov)，1935 (图 68)

Xylocopa pax^ovskyi PcDpov, 1935, Trud. Tadzhik- Sect. Acad. Sci. Mosoow, SSSR, 5 (2a d. &  

Parasit. )： 395.

1954，Vit/CTwfe. Matii. Dansfe. Noiŵ i. Foru.，
16： 209.

雄体长14一 16mm; 体黑色。后足胫节内侧凹陷深。翅褐色透明，端缘较深。头部 

颜而、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密被红褐色毛；第 2 节背板被稀而短的红褐色毛；第 3— 

5 节背板漆黑色被黑毛，其端缘具窄的褐色毛带；第 6 ^ 7 节背板被红褐色长毛。第 7、 

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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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巴氏原木蜂 (A.) ?

心第 7 ® 板；b . 第8腹板；c, 生殖节；丄矢形突

雌：未明。

分 布 新 疆 、内蒙古；塔吉克斯坦D 

相足原木蜂 i^ftrjtfocojxx (A ncjtocojni) prsewabA^  (M orawltz)，1886

Xyoco/w/wsjewa/sĴ  Morawitz, 1886，fJbr, Soc■五ntom. _Rojs., 20: 212.

Pjxtxylocopa ( Ancyhcopa ) przewcdskyi ( IVfcirawitz) , Maa, 1954, Vident- Medd• Dansk ■ 

Naturk. F〇r v . 9 116： 201*

Prox^ocopa {Anc^ocopa') prs^uxilskyi Morawitz, 1983» Wu, Entomotaxonomia r 5 ( I ) :  2-

雌体长14一 15mm; 体黑色；足毛红褐色。上颚2 钝齿；唇基密被粗刻点，中央纵 

纹具刻点；腹部第2 节背板中部具H 1 排刻点。翅基部透明，端部浅褐；翅基片黑红 

色。头部颜面、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密被黄褐色毛；足毛红褐色；腹部第2—5 节背



板被黄毛，端缘具黄毛带，两侧杂有黑毛；第 6 节背板被红褐色长毛。

雄体长14一  16rmri; 极似雌性，主要区别为：腹部第2 节背板中部刻点稀，具 7一^ 

排刻点；唇基中央光滑；腹部第2 节背板被黄褐色及黑色混杂的毛；第 3—5 节背板被 

黑色毛。

采访植物豆科牧草。

分 布 新 通 、内蒙古、甘肃、宁夏、河北；蒙古，中亚。

120 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第二十卷

阿尔泰原木蜂 如 （Popov}，1947 (图 69)

Xylocopa ( Prcx f̂Uxopa) nitidivmtris aliaica Popov, 1947, Bull. A^ad. S ti. U . S . S . R .  Ser. H - 
ology, 1： 43.

Proxylacopa {Anvyhcopa) altaica (Pcpov), 1%3, Hurd &  Moure, Univ. CaliF. Puk in Entomolo- 
gy, 29： 61.

Prarybcopa (Anc^ocopa) altaica Popov, 1983, Wu, Entomotajxmomia, 5 (1)： 2.

图 6 9 阿 尔 泰 原 木 蜂 (坤a (A .)

a- h 概 早 ；b , 上 顙 c . 后足颶节及胫节 矛 ； 

d■第7 肢板；e , 第 8 腹板 i f . 生菹节 i g . 矢形突

雌体长 l 4一 15mm; 极似褐足原木蜂，主要区别为：腹部第2 节背板全部被黄毛，



无黑毛；第 3—5 节背板被黄毛（少数个体有少量黑毛）；第 2—5 节背板端缘毛带及第 

6 节背板被浅黄色毛。

雄体长15—16mm; 似雌性，上要区别为：唇基、 k 唇基半部及额唇基区1 横斑均 

为柠檬黄色。唇基刻点粗大，基部中央光滑无刻点；上顎2 齿 ，内齿较雌性上顎钝（图 

69: a，b) ; 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3 ; 后足M 节内侧具凹陷（图69: c ) ; 基跗节基部 

内侧具脊状突起。体毛较雌性长，第 5—7 节背板被金黄色长毛；腹部第7—8 节腹板及 

生殖节见图69。

分 布 甘肃、内蒙古、山西；中亚。

光腹原木蜂 (Sm ith)i 1878 (图版 n : 5)

Xylocopa nitidroentrh Sm ith , 1878» Sci. Res. 2nd. Yarkand Mjss* H ym *, 7,

X ^ucopa didm ^a Sm ith j 1878» Sci. R es. 2nd. Yark^nd Miatj. Hym. , 7 .

Proxybcopo. (A m ylficopa) n itid iv en trh  (S m ith ) , M aa, 1954 , V idensk. M edd. D unsk. N atu rk. 

F o r o ., 1 1 6： 205 .

Prox'^ocopa {A n cylocopa) n itid iven tris Sm ith, 1 9 8 3 , W a , Entom otaa^nom ia 5  ( 1 )： 2 .

雌体长14一16min; 体黑色。腹部第2 节背板中央具7—8 排刻点。翅褐色透明， 

具紫色光泽。胸部被黄褐色毛；足的基节、转节、腿节及胫节部分被黑毛，后足胫节部 

分及各跗节均被红褐色长毛；头及腹部背板黑色被黑毛。

雄体长14一16mm; 唇基中央纵脊具刻点。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浅黄色毛；腹 

部第3—5节背板被黄毛，杂有黑毛，端缘具黄色毛带；第 2 节背板以黑毛为主，杂有 

少量黄毛&

分 布 新 疆 、甘肃；中亚c

褐背原木蜂新覆亚种 Pmx_ybcopa (Ancj^ooopa) parvicepsjdny^xn讲 Wu, 1983(图 70)

ProxyUicopa (A n c^ acopa) parviceps xinjm ttgensis 1 9 8 3 , Entorrtataxonom ia f 5  ( 1 )： 2 - 3 .

雌体长14一 16mm; 体毛似指名亚种，与指名亚种区别为：上颚2 钝齿，外齿稍长 

于内齿（图70: a h 中胸背板刻点较小而稀。足被黑毛，但中足及后足跗节、后足胫 

节端部外惻均被红褐色毛，非仅前足跗节内侧及基跗节外侧端部被红褐色毛。

雄体长14—16mm; 似光腹原木蜂 Pmr)/ocopa (A/2cy〇o>_p a) W 沾仪加七，主要 

区别为：触角第1鞭节等于节2 + 3 ; 腹部第2 节背板被黄毛，杂有少量黑毛；各跗节 

内、外侧及后足胫节端部均被金黄色毛；腹部褐色，端缘红褐；第 8 腹板端部喇叭U 

状；第 7 、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70。

分 布 新 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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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0 揭 背 原 木 蜂 新 通 亚 种 （八 ） 

parvkeps xinjiangensis 

a 上S h  b. 第7旗板；c. 第8 « 板i 
<i• 生殖节；e . 矢形突

新 疆 原 木 嫌 巧 ■似J^000?0 ( ^ wj^ocojw) jdiyTaugCTwis Wunoin- n,, 1983 (图 版 I I : 3)

Proxylocopa (A n cylocopa) <indarabana xin jiangm sis W\yy 1983, Entom otcuxm om ia, 5 (1)： 27-

雌体长 14— H im n; 体毛似指名亚种，与指名亚种区别为：上顎 2 齿，内齿顶端 

圆，非钝；中胸背板刻点较小而细，非大而粗；小盾片刻点较小而密，非大而稀；腹部 

第 2 节背板刻点浅而细小，非粗大，深且稀。足被黑毛，但前足跗节内侧、中足及后足 

跗节、后足胫节端部（或端半部）均被红褐色毛。

雄：未明。

分 布 新 疆 。

浅背原木蜂红附亚神 Prarjrfocopjw (4/icj?iocopa) nijciii/iifarsa Wu noni, n” 1983

Projcyhxopa (Artcylocopa) nir jdnjiangensis 1983, Entmri〇tax<mornm t 5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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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体长14一16irnn; 体毛色及上颚似措名亚种，与指名亚种区别为：中胸背板刻点 

较小且很稀；腹部第2 节背板刻点较浅而小，不规则排列，非深而大呈排状排列。足毛 

黑色，但前、中、后足跗节及后足胫节（除个别个体基部毛黑）、前足及中足胫节内侧 

及外侧端部被红褐色毛；各跗节内侧及后足跗节大部分被红褐色毛；后足胫节全被黑

毛。

雄：未明。

分 布 新 疆 。

木蜂属  Xj/ocopa Latreiile, 1802

X ylocopa Latreille, 1802 , H ist, N at* Cru^t. &  Jw . , 3 :3 7 9 .

Schonkerria Lepeletier, 1 8 4 1 , Hist^ N at. H ym . , 2 ；209*

Koptartosom a Gribodo, 1894 , B u li. S oc . E ntom . I ta l, , 2 6 :2 7 1 .

体中型或大型；体黑色常具各种颜色（黑、蓝 、红褐、橘黄、白、红 、黄等）的毛 

被；背板一般黑色或黑褐色，常具金属光泽；下颚须5—6 节；触角鞭节正常；翅多为 

紫色，具金属光泽，或透明或烟色具金属光泽；中胸盾侧沟长，线状，一般至少为触角 

第 1鞭节长的1/2 ;后足有或无胫基板，如有则位于超过胫节长的1/4处 （雄性），或 

位于超过基部1/3处 （雌性），端部翘起；如无则触角第1 鞭节等于或长于节2 + 3 + 4。 

雄性颜面具浅色斑，有时胸、足及腹部也具浅色斑。雌性臀板中央具纵沟，侧缘明显脊 

状，有时亚端部具刺状突起（图 64: a )fl

本属广布全世界，但以埃塞俄比亚界、新热带界及东洋界种类为多。一般于木或竹 

中筑巢。本属共有48个亚属，其中17个亚属分布于新大陆，31个亚属分布于旧大陆， 

共 749种及亚种（Hurd，1963〉。我国共有12个亚属2 2种，分布于亚热带及热带，极 

少数种类分布于华北至东北南部和西北地区。

亚属及种检索表

雌

1 ( 1 6 ) 臀上板亚顶端两侧各具1 刺状突起（图 6 ^  a)

2  ( 7 )  中单眼两侧具弯月形无刻点的隆起（图 7 1 ) ; 后足胫节胫基板简单（双月木蜂亚属极/t/na)。

3 (6) 前翅紫褐色，具蓝绿色或铜色光泽

4  ( 5 )  前翅基部透明，端部较深，具铜色弱光泽；体较细长；后足胫基板埔部尖，位于胫节 3/7

处；体长 18—23m m .................................长木蜂 X * 【B .)

5 ( 4 )  前翅基部不透明，翅色一致，具蓝绿色光泽，端部有强的金黄至铜红色光泽；体较宽扁 i 后

足胫基板端部较圆，位于胫节1/2处；体长20—2 5 胃 •••••+金翅木蜂X . {B .) 如wi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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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前翅基部闪蓝紫色光泽，端部黄绿色光泽；体宽大；后足胫基板端部钝，位于胫节1沱处；

体长 23—24mm .........................................................................................竹木蟑 X . ( B j

7 (2) 中单眼两侧不具弯月形的无刻点的隆起；后足胫节胫基板分叉（图 64: c)

8 (9) 单眼膨大；中单眼椭圆形（夜 木 蜂 亚 属 ）；体被黄褐色毛；腹部第2—4 节背板

被稀的黑毛；体K 20—25m m............... ...........夜木蜂 X * ( N •) Owiguoiw/ica

9 (8) 单眼正常；中单眼圆形

10 ( 1 1 )两侧单眼间具横的隆起（栉木蜂亚属Ct_ y 〇c〇Ai )i 体黑色；翅紫色有闪光；后足胫基板

位于2/3处；体毛黑色；体长18_20nim .................. 栉木蠔X . (C .) /谢坊rmto

11 ( 1 0 )两側黎眼间无拽的隆起

12 ( 1 5 )小盾片弓形（侧面观）（图 65: a) , 不分为垂直及水平两部分；中胸背板中央光滑无刻点；

体黑色；胸部四周被黑毛，上顎3 齿

13 ( 1 4 )顿眼距短，其最窄处明显短于触角第1鞭节的一半；复眼内缘间距长于复眼长度（木蜂亚属

后足胫节胫基板宽，长达胫节的3/4处，其上至少具4 排小齿突；翅闪蓝紫色光 

泽；体长 25—26mm ..................................... 紫木W X . (s- } valga

14 ( 1 3 ) 顎眼距长.其最窄处等于触角第1 鞭节的一半（类 木 蜂 亚 属 中 胸 背 板 及 腹

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黄褐色毛；后足胫节黑色，被红毛；体长18—20m m ................

......................................................赤足木雄 (M *)

15 ( 1 2 )小盾片端缘圆，分为垂直及水平两部分（图65: c); 中胸背板中央具细刻点；后足胫基板端

部分叉（领 木 蜂 亚 属 中 胸 背 板 中 部 无 毛 ，仅前嫌及侧板被浅黄色毛；后足胫 

节黑色，被黑褐色毛；体长17—20mm .......................领木蜂X . |Z ,) coWoris

16 ( 1 ) 臀上板两侧不具刺状突起

17 ( 2 2 )小盾片弓形（侧面观〉，不分水平及垂直两部分（图 65: fc) ; 顎眼距长，其最小距离等于或

超过触角第1鞭节长的一半；体宽大，被长的绒毛（绒木蜂亚属

18 ( 1 9 )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被火红色长毛；胸部被灰黄色毛，杂有黑褐色毛；足及臀板被栗褐至黑

褐色长毛；体长24m m ................. ............... 兼氏城木蜂X . (B »}

19 ( 1 8 )腹部毛非一色，被黑毛

20 ( 2 1 )腹部第1 一2 背板被灰黄色毛，第 3—4 节被黑毛，第 5—6 节及各基跗节外侧被火红色毛；

体长 U—14mm  ....................................中华敏木蜂 【Bo,} cfcineiwis

21 ( 2 0 )腹部第1 一3 节背板被黑褐色毛，第 4一6 节被火红色毛；各基跗节外侧被红褐色毛；体长

21~ 23mm    ............  ...................台湾绒木蜂 X . {Ito.) ftoiirfwite

22 ( 1 7 )小盾片端缘呈尖脊状，分为水平及垂直两部分

23 ( 3 6 )小盾片端缘起过后胸端缲（图 65: e)

24 ( 2 7 )触角柄节顶端不超过复眼；并胸腹节有三角区（蓝 木 蜂 亚 属 如 w )

25 ( 2 6 )胸部及腹部第1节背板密被浅蓝色绒毛；体长23^24 imn…… 蓝胸木蜂X . (C;y.)

26 ( 2 5 )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灰蓝色绒毛；体长15—16nmi ......小蓝木蝝X . (〇• 1 加nido
27 ( 2 4 )触角柄节顶端远超过复限；并胸腹节无三角区；两复眼上端的距离大于下端的距离；后单眼

后缘位于复眼顶端连线之上（黄胸木縴亚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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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2 9 )体小型，12—1 3 _ ; 胸 部 （除前缘中央被少量黑毛）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黄毛；翅浅褐

透明...................................................... 莎木蜂X . (K d  出

29 ( 2 8 )体大型，18imn以上

30 ( 3 3 )腹部第1 节背板被黄毛

31 ( 3 2 )后足被红褐色毛；翅褐色，端部较深，稍闪紫光；体长24—25mm ....................

........................................................ 中华木嬅 X . {JC. }

32 ( 3 1 )后足被黑毛；翅深褐色.闪绿紫色光泽；体长23—24mm .............................

........................................... (K -) flavoniffvscens

33 ( 3 0 )腹部第1 节背板毛他色

34 ( 3 5 )腹部第1 节背板被黑毛，偶杂有少量黄毛；颜面被浅黄色毛；胸侧毛黑色；腹部宽扁；翅闪

蓝紫色光泽；体长18—20mm ...............................杂木蟑X . (K .} coh/ um

35 ( 3 4 )雎部笫1 节背板被红褐色毛；颜面被稀的红褐色短毛；胸部及足均密被红褐色毛；腹部宽

扁；翅 基 半 部 浅 烟 端 半 部 烟 色 T 具浅紫色光泽；体长25—28mm ..................

....................................................朱胸木蟑 X . (K .l

36 ( 2 3 )小盾片端缘不超过后胸端缘（图65: d) (异木蜂亚属AZ/a^ raA〇

37 ( 3 8 )胸部被灰白色毛；翅闪蓝紫色光泽；体长21 — 22mm …… 灰胸木蟑X , ( 4.丨

38 ( 3 7 )胸部被黄毛；颜面被黑毛；翅深褐色闪紫光；体长24—25mm ........................

....................................................黄胸木蜂 X . (A .) awwnrficwlflffl

39 (48>触角柄节顶端远超过复眼；前单眼后缘在后单眼前緣的直线之上；单眼至复眼的距离长于触

角窝之间的距离；雎部被黑毛；颜面很宽（宽足木蜂亚属尺

40 ( 4 7 )触角黑色；体大型，超过20mm

41 ( 4 4 )触角第1鞭节长于节2 + 3 + 4 (图 64: b)

42 ( 4 3 )翅基部具绿色光泽；腹部第3~4节背板中央刻点深；体长23—2 5 _ ..................

....................................................穿孔木雄 X , (P *) per/omfor

43 (42) M基部具蓝色或绿色光泽；腹部第3—4 节背板刻点浅；体长33—34mm................

..............................................................................................................BI柄木#  X .  { P . ) 細 《 iscapa

44 ( 4 1 )触角笫1鞭节短于或等于节2十3十4

45 ( 4 6 )翅顶端具强的金色光泽；体长28_32mm .................. 大木蠔X . t P . >

46 ( 4 5 )翅顶端具强的紫或绿色光泽；体长31 — 32m m ................ 扁 柄 木 (P .)

47 (40)触角鞭节外表面红褐色；体黑色；翅紫色；体长丨3—Umm ...........................

....................................................云南木蜂X . > yunnanensis

48 ( 3 9 )触角柄节顶端超过复眼；前单眼后缘在盾单眼前缘的切线上；单眼至复眼的距离短于触角窝

间距离（尖足木蜂亚属Mi城 后 足 转 节 具 1 尖突起；腿节基部有2 尖突；体长

20mm ................................................尖 足 木 [H .) ocaiijimRjs

雄

1 ( 2 2 ) 小盾片正常；腹部第1 节背板前缘圆或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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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7 ) 后足胫节不具胫基板；中单眼两侧具无刻点的弯月形隆起；唇基、颜面及额唇基区黄色（双

月木蜂亚属Bi/ana)

3 (6) 并胸腹节明显暴露

4 (5) 翅紫褐色，基部闪篮紫色光泽，端部闪黄绿光泽；体长25—3〇mm .....................

........................................................ 竹木嫌 X ，（B .) wwatts

5 (4) 前翅基部蓝绿色光泽，端部强金黄色至铜红色光泽；体长20— ...................

....................................................金扭木蟑 (B .) ourijwmiis

6 (3) 并胸腹节不明显暴露；翅褐色闪金光^基部闪绿光；腹部圆柱状；体长20—25rmn ......

......................................X - (B -) trunquabarxmun

7 (2) 后足胫节具胫基板

8 ( 1 1 ) 胫基板端部分叉

9 (io) 单眼膨大，裸 鱒 （夜 木 蜂 亚 厲 中 单 眼 椭 圆 形 ；体被黄色长毛i; 唇基黄色，中

央具明显纵脊；腹部腹板红褐色；体长24—29mm........夜木蟑X . (JV.) Wwig«aioriai

10 ( 9 ) 单眼正常，非裸露；中单眼圆形；两侧单眼间具横的隆起（栉 木 蜂 亚 属 翅

紫色闪光，基部透明；腹部第3 节背板气孔周围具逢起；前胸后鲥叶延伸至中胸前侧片；体 

长 16—18mm ...........................................  木峰 X , (C .) /cnertroto

11 ( 8 >胫基板简单

12 ( 1 7 )中胸背板中央无刻点

13 (】4)胸部被黑色或黑褐色毛；餍基黑色；翅深褐色，闪蓝紫色光泽（木蜂亚属； 体长

20—21m m................................................紫木蜂 X . 故 •） vaiga

14 ( 1 3 )体密被长域毛i 翅浅褐色（钱木蜂亚属Bcwwfrioqjteopa)

15 ( 1 6 )后足腿节内缘基部具1尖的齿突；m部第 1 一2 节背板被鲜黄色毛，3—5 节被黑毛，5 - 7 节

被火红色毛；体长21_ 26mm ........................ 中华域木蜂X . {Bo.) dtiiMvuis

16 ( 1 5 )后足腿节内缘基部不具齿突；旗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黑毛；体长27im n..................

....................................................台涛钺木嫌X . (Bo.} fiomWAw

17 ( 1 2 )中胸背板中央具刻点；小盾片端缘圆，分为水平及垂直两部分 

1S ( 2 1 )颚眼距短，最窄处短于触角第1鞭节的一半（领木蜂亚厲

19 ( 2 0 )头、胸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灰黄色毛；体长 17—20mm ......领木蟑X . (Z .) orfloris

20 ( 1 9 )头、胸及腹部均密被黄色长毛；体长20—22mm .............. 曼氏木鋒X , { 2 •丨》 tdK

21 ( 1 8 )颚眼距长，最窄处等于敝角第1鞭节的1/2 (类木蜂亚属MfmaotooAO; 头、胸及腹部均

被黄毛；头部中部具宽的纵向黑纹；体长20—21mm ........赤 足 木 尤 . {M .) rumpes

22 ( 1 ) 小盾片端缘尖锐将背板分为垂直及水平两部分；腹部第1 节背板基缘具明显的脊

23 ( 3 6 )复眼大，其最宽处等于或趦过上眼眶间的最窄距脔；脸窄■，上眼眶的最小距离短于柄节长

度；柄节顶端不超过复眼顶端

24 ( 2 5 )小盾片后缘超过后胸后缘；胸部被天蓝色绒毛（蓝 木 蜂 亚 属 后 足 胫 节 端 部 内

側具癯状突起；体长18 — ...........................旌胸木嫌X . 【〇 •) ownilM

25 ( 2 4 )小盾片后缘不趄过后胸后缘；胸部被黑毛；腹部宽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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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3 3 )翅基片长，后侧1/3无刻点，光滑闪光；中足及后足鲋节很扁平，具色斑；前足基节针板长

( 宽 足 木 蜂 亚 属 尸 必 ）

27 ( 3 0 )触角柄节凼柱状

28 ( 2 9 )前足基鲋节S 形，长为宽的3倍；中 足 胫 节 腹 面 具 明 显 形 脊 ；体长29—30m m.....

.......................................................................................................圓柄木峰 ( P - ) fem ŝcapa
29 ( 2 8 )前足基跗节正常，侧缘稍弯曲，长约为宽的4 倍；中足胫节腹面无“S# 形脊；体 长 22—

23mm ................................................穿孔木蟀 X ，|

30 ( 2 7 )触角柄节端部扁平，非圆柱状

31 ( 3 2 )上顎外齿尖；后足胫节距顶端不分叉；体长2S—32rnm ......大木蜂X . (P .) «诉ca

32 ( 3 1 )上颤外齿钝；后足胫节距顶端稍分叉；体长31—32m m ........扁柄木蟑X * ( la^pes
33 ( 2 6 )翅基片正常，端部圆，全部被刻点，边緣密被毛（尖 足 木 蜂 亚 属 跗 节 均 正

常；后转节具尖突起；后腿节膨大，基部具2 齿突；后胫节内侧近端部隆脊状，端部具1 宽 

扁的齿突，外侧具1 针突；体长20m m....................尖足木W X , IH .)

34 ( 3 5 )唇基金黄色；胸部密被鲜黄色毛；腹部第1 节背板被稀黄色毛；« 端部被黑毛；体长24—

25mra ............................................. 黄胸木蜂 X  • (A . 1 append ĉulota

35 ( 3 4 )唇基有黑斑，中央及端缘黄色；胸部被土黄色毛；腴部第1节背板被黑毛i 第 2 节背板大部

被短的黄褐色毛，第 2—4 节背板侧缘有黄毛撮；腹端部具黄褐色毛；体长22—24im n…… 

..................................................灰胸木t t X * (A .} pftatorftomx

36 (33>复眼小，其最宽处短于上眼眶最窄距离：脸宽；上眼眶的最小距离大于柄节长度；柄节顶端

远超过复眼顶端（黄胸木蜂亚属fCoptorfoswwa〉

打<4〇)唇基具黄斑

38 ( 3 9 )唇基中央具纵黄斑；脚部被黄毛；腹部黑色；后足腿节基部腹面具明显窄脊；翅褐色闪紫色

光泽；头明显窄于胸宽；体长2S—26mm ............黄黑木t t  X * (K .)

%  ( 3 8 )曆基中央纵向及端缘横向形成倒形黄斑纹；头、胸、腹及足均被黄褐色毛；体长2 0 -

23mm ................ ..............................................................................朱胸木蟑 X . ( K . ) ru/E«pr
40 ( 3 7 ) 唇基无黄斑

41 ( 4 4 ) 全体被黄毛

42 ( 4 3 )体毛长，红褐色；腹部第 M 节背板被红色长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被黄红色毛；体长

24~ 25mm ................................................................................ ....••中华木蜂 X . {K .) sinensis
43 ( 4 2 ) 体毛短，灰黄色；腹部第3—6 节背板侧缘被黑毛；后足胫节以黑毛为主，外表面的内、外

侧各具1 排黄色毛；基跗节被黑毛；体长 18—23mm ...................杂木錄X . [ K . ) «w力

44 ( 4 1 )体被黑及黄两色毛；头部顏面中央、胸部中央及腹部中央被纵向黑色毛带；头部眼侧、胸部

两侧及臛部背板两侧具纵向黄色毛带；足被黄毛，杂有黑毛；体长 13rmn ...........................

...........................................................................................................中黑木嶂X . 【 K J

柿木蜂亚属  吵 i Michener， 1938

Ctempoda Maa, 1938, Rec. Indian. M us.f 4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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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rKxryiix.vpa Michener, 1942 , Jm tr, N . Y .  Kntom. Soc. f 5 0 :2 8 2 .

Baana Sandbouse, 1943, Proc. U . S . N , M . , 92：530.

Cterm ^Loajpa Michener, 1963 , Hurd &  Moure, Umv. Calif. Pub, Entem , , 2 9 :1 7 1 — 174.

模式种 Fabricius，1798.

体小或中遛。雄性颜面黑色，前单眼明显大于触角窝；雌性两侧单眼间有横的隆 

起 ；LOD为 O OD的2 倍 （雄性）或明显大于OOD (雌性）；雄性前胸盾片伸至中胸侧 

片靠近窝缝顶端；小盾片正常；胫基板顶端分叉；翅深烟色，基部透明，端部具紫光 

泽；雄性腹部第3 节背板气孔处有介壳形片；雌性臀上板亚顶端两侧各具圆柱状或扁平

的刺突D

分布于埃塞俄比亚界，向东可至东洋界的印度及斯里兰卡亚界及古北界南部，共 8 

种 。我国1种，分布于华南及云南热带地区。

窗 木 蜂  Xy/oc〇|Ki (Ctenorĵ ocopa} /«vt冰 rato Fabricius, 1798

A pis fen estrata  Fabricius, 1 7 9 8 , Suppi. Entom . Syst. , 273 . ^

X ylccopa lunata  K lug, 1 8 0 7 , M ag. Ges. Naturf. Freunde, Berlin, 1 :2 6 4 *

Xyl〇cx>pa in d k a  Kiug, 1807» Mag* Gea. Naturf. Freunde» Berlin, 1 :2 6 4 ,

X ylocopa gardrn eri Cameron, 1 9 0 2 , Faun Geogr. Mald-I-accad. Archip. , 1 ,  Hym. , 62 .

XyUxopa serripes Hedicke, 1938, D eut. E n tom . Z eitsckr. ? 189.

X ylocopa hedickei M aa, 1940 , Notes d a n te m . C hinoise(Slw ighai), 7 i 131,

X ylocopa ( C tm opoda) f^ testra ta , M aa, 1 9 3 8 , ♦ In d  * M us. , 4 0  ： 285 *

X ybcopa  (  Ct^nrxryloafpa) jen estra ta , Maa» 1954 , V iden sk , M ed d . D ansk . N atu rh . F o r v 116 ：

221.

X ylocopa {C tenoxylocopa^ fenestrata  Fabricius» W u f 1 9 6 1 T A ci. K ntom , S in ,t 1 0 (4 — 6 ) ：500^

雌体於 2 2 — 2 5 r m n ; 黑色；翅闪紫色光泽；两侧单眼间具横的隆起。头宽；曆基宽 

短，密被粗大刻点，前缘光滑；上唇宽为长的3 倍；上顎3 齿；颚眼距极短；触角第1 

鞭节长约等于节2 + 3 ; 中单眼凹陷，周围具密刻点；颜面刻点密；颅顶及颊刻点较稀； 

单眼至复眼的距离小于单眼至颅顶的距离；中胸背板刻点密，中央光滑；腹部背板刻点 

稀，向端部各节渐变密，第 6 节最密；后足胫节胫基板端部分叉。体黑色；触角鞭节黑 

褐色。体毛黑色，颜面、颅顶、中胸背板前缘、足、腹部两侧及腹板均被黑毛；颊及胸 

侧毛长，黑褐色。

雄体长16—18n ro; 与雌性主要区别为：复眼大；前胸后侧叶延伸至中胸前侧片； 

腹部第3 节两侧具椭圆形气孔，周围具隆起。翅基部透明。中胸背板四周被黑褐色毛，

内圈毛灰白色。

分 布 石南；印度，缅甸，尼泊尔，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斯里兰卡，马达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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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蜂亚属 Xjy/oo御  办 . L a tre ille ，1802

X ilocopa  Larrielle, 1302 , Hist. N ai. 431 .

X ylocopa Latreille, 1 8 0 2 , H ist. N at...............Crustaces e\ des iasectes, 3 : 3 7 9 .

X yiocopa Lalreille, 19 4 4» M ichener, B u ll, A m er. M us. N at. 8 2 ： 289 ,

X ^ ocopa I-atreillek 1^47, Popov, Bull, Acad* Sci. I JR S S , ser, BioL , 1 :  29-^ 30» 33-~ 47 .

XylfX：〇p a  l-aiteille, 1954 , Videribk M eddel D anJz N atu rh ist. j b r K 〇beku vn y 1 1 6： 1 9 1 ,2 1 2 — 2 2 ). 

X ylocopa i.atreiUe, 1963 , Hurd &  Moure, Univ, Calif. Pub. E n to m .» 2 9 ； 185— 189.

模式种 Apis  molacea LLnnaeiis, 1758.

体中型。雄性颜面黑色；单眼正常；IO D 大于OOD; 小盾片正常。雌性胫基板顶 

端分叉；翅深烟色，具紫色光泽或蓝或绿色光泽；臀上板亚顶端两恻各具扁的剌突。

分布于古北界西部。于木中筑巢，共 6 种。中国1 种，分布于西北蒙新地区。

紫木蜂 X片oc&po 5分，）m /ga G ŝtaecker, 1872

A pis violacea Christ, (n e c U n n e ) , 1791 , Naturg, I n s ., 119. $

X ylocopa valga  Gestaeckec, 1872* E n tom . Z eitg, S tettin . , 3 3 :2 7 6 .

X ylocopa ram ulorum  R〇ndanir 1 8 7 4 , B u ll. Soc. E n tom . Ita t. , 6 :1 0 5 .

Xylocopa convexa Sm ith , 1 8 7 8 , Sci, Res. 2nd Yarkaud Miss. Hym. ,8.

Xylocopa (Xylocopa)valga, M aidl, 1912, Ann. K . K . Naturh. Hofmus, Wiea, 2 6 :2 5 4 .  ^

X ^ ocopa tenuiscapa and X ylocopa fen estrata  9 Dover(in p art)1922 , R ec. In d ian M u s. , 2 4 :8 5 ^ 8 6 . 

X ^ oco p a{s. s tr s )v a lg a  Gestaecker, 1 9 6 5 , W u , Econ. ins, Fauna China, Fasc. 9 ：68 .

雌体长25—26nnn; 黑色闪光；翅闪紫色光泽。头宽于长；上颚2 齿；唇基前缘稍 

凹陷；唇基前缘及上顎光滑闪光；上颚基部有少数刻点；唇基及颜面刻点密；唇基中央 

有 1平滑带；额脊不明显；触角第1 鞭节短于节2 + 3 + 4 ; 颊的最宽处比复眼窄1/3; 

颅顶刻点稀，后缘凹陷浅；中胸背板中央闪光无刻点，四周刻点逐渐加密，中胸背板中 

盾沟及惻盾沟明显；小盾片前半部光滑，后半部刻点细；小盾片后缘及腹部第1 节背板 

前缘圆；后足胫节胫基板大，为胫节长的2/ 3 ,板上有疣状突起；腹部第1—4 节背板 

刻点稀，尤以箄1节为甚，各节背板两侧刻点较密，第 5 - 4 节刻点密。触角第1 一  1〇 

鞭节黑褐色；翅闪紫色光泽。体被黑毛；颜面、唇基、中胸背板四周、中胸侧板、后盾 

片、腹部各节背板两侧、臀板及足均被黑毛，尤以中胸侧板、臀板及后足胫节1：的毛为 

长。

雄 体 长 似 雌 性 ，主要区别为：体较小；翅紫褐色。后足胫节上无疣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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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起。除额被少量黑毛外，体上其他部分均被黑褐色毛。

采访植物为多食性，采访多种植物。

分 布 内 蒙 古 、甘肃、新《、西藏；西古北界的中部及南部。

双 月 木 蜂 亚 属 M aa，1938

B ilu n a  M aa, 1 9 3 8 , . In d ian  M us. , 4 0  ： 276~~2 7 7 .

B ilu n a  M aa, 1 9 6 3 , Hurd &  M oure, Univ. Calif. Pub- E n to m ., 2 9 ： 190— 195*

模 式 种 及 y/oc冲awass/ts. Westwood，1842.

体中或大型。雄性颜面黄色，前单眼两侧具黄色弯月形隆起；雌性前单眼两侧具光 

滑的弯月形隆起；IOD短于 OOD; 小盾片正常；并胸腹节发达，弓形；雌性有简单的 

胫基板，雄性则无；翅探烟色或紫色，具蓝、绿、紫、金黄或粉红光泽；雌性臀上板亚 

顶端两侧各具发达的扁平刺突。

分布以东洋界为主，古北界及澳洲界也有分布。于竹中筑巢，共 4 种。中国有3 

种，分布于长江以南。

长木蜂 (K lu n a) (Swederus)，1787 (图 71)

A pis tranquabarorum  Swederus, 1787 , K . Vetensk. Acad. Nya H andlingar(Stockholm ), 8 :2 8 2 -  ^  

X yhxopa ^ ctifro n s  & n ith , 1 8 5 2 , Trans E n to n . Soc. Loncbn, 2 . ?

X ylocopa attenu ata  Perez, 1901 , Act, Soc* Lirnin Bordeaux, 5 6 r 4 6 + ■¥■

Xytocopa auripennis (nec L ep eletier), Matsumura, 1 9 3 2 , List Benef. Ins. Japan，134.

X ylocopa orichalcea  (nec Lepeletier), Cockerell, 1 9 1 1 , T ran s. A m er. E n tom . S o c . ,  3 7：236 . 

X ylocopa form osan a  Matsumura, 1912 , Thous. Ins. Jap- Su p p i., 4 :2 0 1 .

X ylocopa form osan a  var. kellogi Cockerell, 1931 , A n n . M ag. N a t. H ist. , 1 0 (7 )  ：40.

X ^ ocopa jbrm osan a  var* om etana  M aa, 1 9 3 6 , E n tom . &  P hyiopath . , 4 ;  4 6 7. 早 

X ylocopa {B ilu n a )p k tifro m i,io tn ^  typica) Maa in W u ,1941 Cat+ Ins. Sin. , 6 ：3 0 9 h 

X ^iocopa( B U u n a) tranquabarvrum  (Sw & decus) 1 9 5 4 , Y u , M em * C o li. A grie* Tavwan U niv + 

(T a ip e i) , 3 ( 3 )： 64—75 .

X ^ ocopa {B ilu n a')atten u ata  Perez, 1961 , W u , A ct. E n tom . S in . , 1 0 (4 — 6 ) :5 0 0 ,

雌体长23—26imn; 黑色；翅深褐色，端部近黑色。头宽于长（图 71) ;上颚2 齿； 

唇基刻点密，端缘光滑，边缘稍凹陷；额脊明显；触角第1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颊 

显著窄于复眼；颅顶后缘凹陷较深；中胸背板中盾沟及侧盾沟明显，中部光滑闪光，被 

极少点刻，四缘刻点密且细；小盾片后缘及腹部第1 节背板前缘圆；腹部背板中部刻点 

稀少，两侧则较密，第 6 节背板刻点极细；后胫节胫基板位于该节的3/7处。触角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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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 10鞭节黑褐色；翅基片黑褐色；翅深褐 

色透明，端部色深。体被黑毛，胸部四缘， 

侧板及腹部臀板上被黑绒毛；足被黑褐色毛， 

中足及后足胫节及跗节被长的红黑褐色毛； 

腹邡背板光滑无毛。

雄体长22—27mm; 以雌性，主要区别 

为：后足腿节粗大。唇 基 （除前缘外）、颜面 

及额均黄色；中单眼被2 新月形黄斑包围。 

中胸背板、侧板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黄褐色 

毛；其他部分被黑毛^

采访植物油菜、向日葵、萝卜、南瓜、 

丝瓜、猪屎豆、蚕豆、皂荚、槐、栗、女贞、

图7 1 民木蛑

tranquabarorum  年 头 部

紫藤、夏枯草、矢车菊、小蓟、蜀葵、牵牛花、蔷薇、长春花、飞雁草、芝麻、金鱼草 

等。

分 布 江 苏 、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广西、 

四川、云南；东亚。

金翅木雄 XjrfocojMi t 丨 auripeimjs Lepeletier, 1841

X ylocopa au ri pennis Lepeletier, 1 8 4 1 , Hist^ Nat^ In s- H ym . ,  2 ： 181.

X^ocopa hemichlora CockerelU 1929, Ann. Mag. Nat. Hist.^ 1 0 (3 )： 203. ■¥■

X ^acopa irid ipen n is var. sernipurpurm  Cockerell, 1929? A n n . M ag. N a l. 1 0 ( 4 )：302.

X ylocopa auH pm nh  var. phenuchroa Cockerell, 1929» A nn. M ag . Nat^ Hi^t. , 1 0 ( 4 )：303 . 

X ylocopa n asalis au ripm n is Lepeletier, 1 9 3 8 , M a a ,iie c . In d ia n M u s .9 4 0 :2 7 9 . 

Xyi〇c〇pa{D tlu tia)au ripen n U  Lepdetier, 1 9 4 6 , M aa, Biol. Rull. » Fukien Christian Univ. , 5 :7 5 .  

X ylocopa {Q iLuna) auripennis Lepeletier, 1 9 8 8 , W u , Apoidea YunnanT8 6 ,

雌体长24—2 5 _ ; 黑色。上囅2 齿；唇基密被刻点，中央较稀；中胸背板中部光 

滑无刻点，边缘密被刻点；腹部背板刻点稀，人而不均勻，密度依1 一6 节顺序依次而 

加大；后足胫节胫棊板端部较圆，位于1/2处。翅紫褐色；前翅棊部闪蓝绿色光泽，端 

部有强的金黄色光泽。体毛黑色。

雄似雌性，但曆基（除前缘黑色）、额、颜侧及前单眼两侧的月形斑均橘黄色；中 

胸背板前缘、胸 侧 （翅基片下）被浅黄色毛。后足腿、胫节均膨大，无胫基板；并胸腹 

节较雌性隆起外露而明显。

采访植物豆蔻 U

分 布 云 南 ；缅甸，锡金，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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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木蜂 Xyfocopa (BUuna) nasa极 Westwood，1838

Xy^^icopa Ttasalis West\voudf 1 8 3 8 , Ebnovan Nat. Hist. Ias, Ind. 2 n d e d it.9 2 . (n ec ^-)

X^iocopa d issim ilis Lepeletier, 1 8 4 1 , H ist. N at. In s. H y m ,, 2 :1 8 0 .

X ylocopa lu nu lata  Lepeletier, 1 8 4 1 , H ist. N at. Ins- Mym, , 2 ：1S4, ^

X yiocopa Lunulata minensis Cockerell, 1 9 0 9 , A n n . M ag , N a t, H h t^  8 ( 4 ) :4 0 4 .  $

■Xjy/oco/niiiisjim出s ，M aa，1 9 3 6， ，4 :6 0 (访花习性 ） .

X yiocopa ( B ilu n a )n asa lis  9 M aa, 1938 , R ec . Indian  M tis, , 4 0 :2 7 7 .

■Xy〇c〇/ia( Westwood, 1961, Wu, A：i . Eutom . S in +，10(4—6)： 500.

雌体长23—24imn; 黑色。头宽于长；上颚2 齿；唇基前缘稍弯；额脊明显；触角 

第 1鞭节长亍节2 + 3 + 4 ; 颊显著窄于复眼；颅顶后缘凹陷宽；中胸背板中盾沟及侧盾 

沟明显；小盾片后缘及腹部第1 节背板前缘圆；后足胫节胫基板顶端尖，位于胫节3/7 

处；唇基及颜面刻点规则且密；颅顶及颊上刻点浅且不均勻；中胸背板中央光滑闪光， 

四缘刻点小而密；腹部各节背板刻点少而均匀；第 5—6 节背板上刻点较密。翅闪蓝紫 

色光泽；翅基片黑色。体毛少，均为黑色；颜面毛稀少；颊上毛较长；中胸背板前缘、 

侧缘及侧板密被绒毛；腹部各节背板两侧及足被长而硬的黑毛。

雄体长27—2 8 _ ;似 雌 性 ，主要区别为：唇 基 （除前缘）、眼侧及中单眼两侧新 

月形斑均为黄色；中胸背板前缘、后缘及侧板中部均混杂灰白色毛。

采访植物裹篙樵、小蓟、阳春砂仁、紫云英、荞麦。

分 布 江 苏 、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四川、云南； 

缅甸，印度，日本。

线木蜂亚属 M aa，1939

Bom biojcylocapa M aa, 1939 , L in g rian S ci. J o u r .t 1 8 :1 5 5 -^ 1 6 0 *

B om biajy locopa  Hurd &. M〇u re ,1 9 6 3 , Univ. Calif. Pub- Entem . , 2 9 :1 9 5 — 199 .

模式种 成 Smith, 1879,

体中或大型；体毛密且长D 雄性颜面有浅色斑；复眼大；单眼正常；IO D大于 

OOD (雄）或小于OOD (雌 雌 性 颚 眼 距长；小盾片正常，明显隆起；有胫基板，不 

分叉；翅黄色或褐色透明，微闪紫色光泽；雌性臀上板亚顶端两侧无剌突。

分布于东洋界，共 3 种。中国3 种均有，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台湾。

莽氏域木蜂 Xyh)copa (B〇m^ ajrj?hicopa) /r i^ a n a M aa» 1939

X yiocopa ( B o ^ i c a ：3^oa)/w){rieseana Maa, 1939, L in n . S c i. Jo u r . 18(2)： 159.



X ylocopa{B om biox^ .ocopa) fri^sian£i M a a ,1 9 6 1 , W u, A ct. E n tom , Sin^ ? 10(4~ 6 ) : 5 0 0 ,

雌体长2 2 _ ; 体宽大；腹部被火红色长毛。头宽；唇基扁平，密被刻点，前缘光 

滑，两侧角刻点较稀，中央具纵的无刻点纹； h颚扁平光滑，具 2 齿；颚眼距长，稍超 

过宽的一半；颅顶刻点密；两侧单眼后各具1块刻点极稀的小区；触角第 i 鞭苷稍长于 

节 2 + 3  + 4 ; 中胸背板刻点较颅顶稀，中央光滑；后足胫节胫基板位于3/5处，端部2 

齿；臀板中央具脊。体黑色；触角鞭节2 —10节褐色；翅烟褐色7 闪紫色光泽，端缘及 

前缘色深；翅脉褐色。头被灰褐及黑褐色混杂的毛；颅顶以灰褐毛为主；颜面及唇基以 

黑褐毛为主；胸部被灰黄色毛，中部杂有褐色毛；胸部腹面被黑褐色毛；腹部第1 5 

节背板及第3—5 节腹板被火红色长毛；足及臀板具栗褐至黑褐色毛。

雄：未明

分 布 福 建 、广东、云南。

中华级木蜂办{〇〇叩a 叩 a 丨 c/i細 n出  Friese，1911 (图版 II : 6 ，7)

Xylocopa ckirjerjjih KrieseT 1911 ̂ Yerh, zool-bot. Gesel. Wien, 125,

Xylocopa chinensis Strand, 1913, Suppi. Entom . , Z;43*

Xylocopa{ B〇fnbi〇jylccopa)chiriensis FrieseT 1939, L in n , Sci. Jour.^ 18(2)： 156. 

Xytocopa( B〇/mbi〇jcyUicopa)chinensis Friese, 1983, Wu,2b〇/. Res, , 3(2);194, 195.

雌体长20—24mm; 被黑毛；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黄色毛。唇基刻点粗而密，端 

缘及中央各具1 无刻点纹；上顎3 齿，光滑，基部具稀刻点；顎眼距长，其最短距离约 

为触角第1 鞭节的一半；颅顶中部刻点较唇基稀，两侧及颊刻点稀而浅；触角第1 鞭节 

稍长于节2 + 3 + 4 ; 中胸背板中央无刻点；后足胫节胫基板位于胫节的4/7处，顶端 

尖；腹部背板刻点密。翅褐色透明，端缘稍深，稍闪铜色光泽；体黑色；触角鞭节3— 

10节土黄色；中足及后足胫节及跗节黑褐色。唇基、颜面及颊被稀的黑毛；颅顶、中 

胸背板及腹部第3 - 4 节背板被黑褐色毛；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黄毛；各胫节端部、跗 

节及腹部第4 节端缘及第5—6 节被火红色毛。

雄体长22—23trmi; 与雌性主要区别为：复眼大；唇基、额唇基区及颜侧（触角窝 

以下）均为黄色；中胸前半部、胸侧下部的一块斑及前足胫节外侧均被黄毛；后足胫节 

胫基板位于3/7处，端部尖。

分 布 浙 江 、福建、广西。

台 湾 敏 木 細 nioWes Smith* 1879

^ ______________ 蜜蜂总科 蜜蜂科 木蜂亚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3

Xylocopa bomboides F * Smith, 1879, Descr. N. Spec. Hyra. Coli. Brit* Mus., 124, t  

Xylocopa Frî astii 1901, Eiienen. Eurtopa i 6：233. ^

Xykfcopa bombiomorpha Strand» 1913, Suppi- Entom., 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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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locopa bom biom orpha Sonan, 1 9 3 2 , T ran s . N a t , H ist. S o c . Form osa y 2 2 :1 3 5 *

XyUx.-upu ix/mbuiclm, Sonaii, 1934, T ra n s . . HiU  . 5ot， FvrzwANa , 24:226.

X ylocopa{Ihm hiaa:^ ocopa)bcjm bm des S n irh , 1939 , M a a ,L in n . S c i. Jo u r . , 1 8 ( 2 ) :  157, 

X ylocopa{B om biox^ ocopa)b(m ib(ndes sm ith, 1 9 8 3 ,W u f ZooL R es. y 3 ( 2 )： 194 , 195,

雌体长21—25mm; 雄体长23— 似中华绒木蜂，主要区別为：体被黑或烟 

褐色毛；腹部不被黄毛；腹部第3 节背板、第 4—6 节背板及腹部被火红色毛；足毛黑 

褐色，仅中足胫节内侧及跗节被红褐色毛。雄性头部无黄斑。

雄：未明 

分 布 台 湾 。

夜 木 蜂 亚 属 必 加 Cockerell， 1929

N yctom elitta t Cockerell, 1929 , A nn . M ag. N at. H is t .j 1 0 ( 4 ) ： 303►

模式种 Bombus tran qu abarka Fabricius, 1804, Origmal designfltion.

体大型；体壁微红色；体毛黄褐色；腹部背板可见毛带；翅透明无光泽。雄性复眼 

内眶平行；颜面窄，具黄斑；单眼很大，裸露，前单眼直径大于触角窝，后单眼间距明 

显大于单眼至复眼眶的距离；额脊明显；触角第1 鞭节短于节2 + 3 + 4 ; 小盾片与后盾 

片正常；中胸盾片中央具1 窄的无刻点区；胫基板位于1/2之前，双叉状，端缘明显。 

雌性臀板两侧平行，具亚顶侧针。

本亚属仅分布于东洋界。马骏超（1940)认为此亚属是东洋界木蜂属中的最原始类 

群。夜出性，趋光，可用灯光诱集。于芒果树的干树枝、伐木或其他木中筑巢。共 3 

种，我国1 种，分布于云南。

夜木雄 X̂ ylocVjpa (JV̂ c如 淑 a } (Fabricius)，1804 (图 版 8)

Bomdus tran qm barica  Fabricius, 1804 , Syst. P ie z ., 343 .

tranqw^barka IUiĝ r, 1806, JVfeg. t 5̂ 172.

XyLocopa ru fescere r F* Sniith , 1 8 7 4 , T ran s. E n tom . S oc. L om ion , 2 7 1 ,

Xylocopa (Nyctomelitta) tranquabarim f (Fabricius) 1929 , CockereU, A nn. M ag. Nat. Hist., 10

⑷ :303.

X ylocopa (N yctom elitta  )  (F ab d ciu s), 1 9 6 1 , W uf A i i . E n tom . Sin , , 1 0 (4 — 6 ) ：499— 5 0 0 .

雌体长20—25xnm; 黑色，密被黄褐色毛^唇基刻点密，基部2/3处具脊，前缘光 

滑；唇基缝S 形；上颚2 钝齿；中单眼椭圆形；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十3 ; 中胸背板 

刻点密，中央光滑；腹部刻点密；后足胫节胫基板顶端分叉。体黑色；触角红褐色；翅 

基片深红褐色；翅黄色，前缘较深，翅脉褐色；足褐色；胫基板黑色；腹部第 i —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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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板端缘红褐色。唇基前缘、上唇及上颚外侧均具金黄色硬毛；唇基及颜面被黄褐色绒 

毛；胸部及腹部第1 节密被黄褐色绒毛；足被黄褐色毛；后足腔节及基跗节被红褐色长 

毛；腹部第2—4 节背板被黑毛，端缘具黄褐色毛带；第 5—6 节背板被红褐色长毛。

雄体长24—2 9 _ ; 与雌性主要区别为：复眼大；唇基黄色；触角、翅基片、足及 

腹部腹板均为红褐色；体毛长。

分 布 海 南 、云南；锡金，缅甸，印度，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泰国。

类 木 蜂 亚 属 JVftmo巧/〇〇3辦H u rd过 M oure，1963

M im oxylixopa Hurd &  Moure, 1 9 6 3 1 Univ* Calif, Pub+ Enrom* j 2 9；2i)3— 206*

模式种 Sm kh，1852.

体小型e 雄性颜面具浅色斑；复眼小，单眼正常；IO D短于 OOD; 顎眼距较长， 

等于触角第2 鞭节长；颅顶弯；触角柄节远超过复眼顶端；小盾片正常；有胫基板，雌 

性的胫基板顶端为不对称的叉状，雄性的不分叉；翅烟色透明，具浅的紫色光泽；雌性 

臀上板亚顶端巧侧具圆柱状针突。

分布于中国古北界东部，陕西及长江以南广大地区，仅 1 种，于干树枝或梁柱中筑

巢。

赤足木蜂 {Mimoxy/ocopa} ni/ ^ sSm U h, 1852 (图版 H : 9，10)

X ^xxopa ru fip es  1 8 5 2 , T ran s. E n tom . S o c . Londortt 2 ：4 2 .

Sm ith，1 8 5 2 ， T r a m  En/om. Soc, Lont/on，2 :4 2 ,  ?

X ^ ocopa {X ylocopa) r u f i p e s M aidl, 1 9 1 2 , A nn, N atu rk. H ofm u s. W ien t 2 6 :2 5 8 ,

X ylacopa pen icilligera  Hedicke, 1 9 3 0 , M itt. D eut. E ntom . G es. , 1 ：140 . ^

Xylacopa rufipes var. inconspicua M »a, 1937s Entom. &  Phytopath. , 5 :365. ?  

X̂ d〇copa(Z〇rwhirsuta)rufipes Sm ith , 1940, M aa, Lingnan Sci. Jou r. , 1 9 : 3 8 .  ?  

XyUxopaiM imoxylacopa)rufipes Sm ith, 1963)Hurd &  Moure, Univ. Calif. P ab . Entom. » 29:203- 

Kylocopa (M inuur^ocopa)rufipes Smith, 1961» W u , A a . Entom. S in ,9 1 0 ( 4 ^ 6 )：5〇0*

雌体长18—20nun; 黑色；后足跗节及腹部后缘被红褐色毛。上颚2 齿；触角第1 

鞭节稍短于节2十3 + 4;颊脊不明显；颊最宽处显著宽于复眼；唇基前缘平滑；上颚光 

滑闪光；唇基、额、颜面及颅顶刻点不均匀；两侧单眼外侧各有1 小平滑区；颊上刻点 

少而分散；中胸背板中部光滑闪光，四周刻点大深且密，中盾沟及侧沟明显；小盾片后 

缘及腹部第1 节背板前缘圆；后足胫节胫基板位于胫节3/5处，顶端为长度不同的二分 

叉；腹部各节背板刻点密而深，仅第 1 节背板上刻点较浅。触角顶端褐色，翅褐色透 

明，闪铜绿色光泽，顶端呈云状暗色。胸被褐色毛；中胸侧板、小盾片、腹部第1 节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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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及第2 节背板前半部被灰褐色毛；前足跗节、中足胫节及跗节、后足胫节均被红褐色 

毛；后足跗节为黄红褐色毛；腹部末端两恻及各节背板后缘被红褐色毛。

雄体长20— 2 1 _ ;体 被 黄 绒毛；与雌体主要区別为：体黑色被黄绒毛，仅额、唇 

基 及 腹 部 末 端 被 黑 色 头 部 中 央 （纵向）具黑色纹，两侧黄色。

采访植物油菜、蚕豆、紫藤。

分 布 陕 西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西、四川、贵州； 

印度马来亚区。

领木蜂亚属  Maa, 1938

Zonc^kirsuta M aa, 1938 , R ei . In d ian M u s.^  4 0 ;2 7 0 ,  3000.

Zonohirsuta M aa, 196 3 f Hurd &  Mourei Univ. Calif. Fubn Entotn* , 2 9 :2 1 1  — 215 .

模式种 I êpeletier，1841.

体小型；毛色变化大。雄性颜面浅色；头窄；复眼上端明显靠近；单眼正常；I〇D 

大于OOD (雄性）或小于OOD (雌性）；小盾片弯曲，呈水平面及垂直面，但不遮盖 

后盾片；有胫基板；翅浅至深烟色，雎性翅具强紫色光泽；臀上板亚顶端两侧具近圆柱

形的齿。

分布于东洋界、古北界南部及澳洲 界 ；于 伐 木 或 朽 木 申 筑 巢 ，共 3 种 。中 国 2 种 ，

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

领木蝝亚种检索表

雎

1 (2) 前胸领及侧板具白色毛，腹面为黑褐色毛；中胸盾片大部、小盾片、后小盾片、足及腹部背

板均被黑至黑褐色毛；体长 17—20mm ......领 木 緯 萍 氏 亚 神 (Z •丨CoMorisW/tgfciwif

2 (1) 前胸领及侧板具白或浅黄色毛，腹面毛非黑揭色；其他部分杂有白或浅黄毛

3 (4) 前胸领及侧板均具觯黄色毛；腹部第1 节两侧角被浅黄色毛，第 2 节 或 第 3-4 节侧缘具少

量浅黄色毛；体长 19一21 mm ................ 領木蜂萨氏3E神 X _ {Z . I «rfioris

4  ( 3 )  前胸领具白色或浅黄色毛

5 ( 6 ) 前胸领白毛带中部较窄，伸至侧板杂有少量褐色毛，至腹面揭色毛居多；小盾片大部分被黑

褐色毛；体长16^18rnm .................. 领木蟑杨氏亚种X - (2* 1

6 (5) 前胸领白毛带较宽，侧角更宽，领的端缘毛渐呈浅红黄色，侧板毛浅黄色；小盾片被白毛t

后小盾片及腹部第1一2节背板被部分浅黄色毛；体长17—19mm ......................

.....................................领木蜂熏白亚种X .

雄

t (2) 腹部第4一7 节被红褐色毛，第 1 一3节被黄褐色毛；中单眼下具纵向平行的黄斑纹，中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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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不具黄斑；体长17—20mm ..............领木蜂伊氏亚种X + (Z .} coWoris saafm*

2 (1) 腹部第4一7 节被黑毛，第 1—3 节被灰黄色毛；中 单 眼 下 的 黄 斑 呈 形 ，达中单眼侧1/2

处，中单眼上部具2 黄斑

3 (6) 触角第2 鞭节至末节褐色

4 ( 5 ) 中足及后足胫节外侧被黄毛；中足第1 附节基部具少量黄毛，余各节被黑毛；体 长 17—

20inm..................................... 領木嫌萍氏亚种 X . (Z* 1 coW<i/is Whgfewti
5 (4) 中足内表面多少具黑毛；胸部腹面毛色较暗i 第 4 腹板有少录浅色毛1 体长丨S—21m m …

....................................... 领木嫌篇白亚种X . (2*) coWarii； <»幼〇〇咖細

6 (3) 触角第1 鞭节基部及第2 节 （基部1/2)下衷面黑色，非黄或褐色；中足腿节及胫节下表面

被黑毛，余各节无黑毛；体 长 17—20mm ... 领木鋒杨氏亚种X . (Z . 1 coHam

领木蜂萍氏亚种 (Ztwwftirwi(f l) c〇//aWsWi松AflffiiCockerell，1911

X y〇co/w co/iaHs I êpeletî partim), 1841, Hist, Nat* Hym . 9 2:189*

Xyiocopa collaris F. Smith(partim), 1854, Hym. Ins, . Brit. Mus,f 2 r357*

X ylocopa collaris F . Sm ith (p artiin ), 1873 , Jo u r . P roc. L in n , Sro- Z ooi. 1 1；393 .

XyLocopa collaris XKir, , Bingam , 1897 Faun, Drit. Ind+ Hym, , 1 :5 4 3

Xylocopa collaris m r, bin^hami  ̂Cockerell, 1904 Aĥ h M ag. Nat. Hist., 14：30*

Xytocopa collaris var. btnghami r Cockerell, 1911, Proc* U - S . Nat. Mmj. , J 9 ：638,

X ylocopa od ia r is  y Paiva(partiin) , 1912 , R e c . Jn d . M us. 9 8 r7 9 .

XylocopaiX.)coliaris9 MaidKpartim), 1912, Ann. Nat. hhfmus, W im9 26:292.

Xylocopa collaris var. bitigfiami, Ramakrishim Aiyar, 1921, Jour . Bcmtbay Nat. Hist. Mus. ,27:98. 

Xylocopa collaris, Dover (partim), 1922, Jfec. Tnd. Mu j, ( 24: 87.

JCy〇co/w (X .) ca//aWs» Dusmet (pariim)，1924，Tra/». M«s. JVac. Gen. Nai.
49： 30.

Xylocopa (Zonokirsuta) collaris hinghami, Maa, 1938, Rec. Ind. Mus. , 40： 301.

Xylocopa {Zonokirsuta) collaris binghami Maa., 1940, Lingnan Sci. Jour. , 19 (3)： 397-398. 

Xylocopa (Zonohirsuta) collaris binghami Maa, 1963, Hurd, &  Moure Univ. Calif* Pub. Entom,, 

29: 215.

Xy/ccopa (Zonohirsuta) collaris I^ jeletier, 1982, Wuf Ius. Xizang, 2 ： 420.

雎体长17—20rnm; 中胸背板前缘被浅黄色绒毛。上颚2 齿 ；额脊明显；触角第1 

鞭节短于节2 十3 + 4 ; 颊的最宽处窄于复眼；颜面、颅顶及颊的刻点密；两侧单眼后各 

有 1 平滑小区；唇基刻点较粗大，中央较稀，前缘光滑；中胸背板中盾沟及侧沟明显， 

背板中央刻点较稀，四周较密；小盾片后缘及腹部第1 节背板前缘垂直向下，无脊状隆 

起，小盾片前缘刻点稀，后缘密；后足胫节胫基板位于胫节1/2处，顶端分叉；腹部背 

板各节刻点细密。体黑色；翅褐色，前缘较深。体毛少；唇基前缘有1 排褐色毛；颜面 

被稀的黑褐色毛，仅触角窝周围有稀的白毛；颊被浅色毛；并胸领被白毛，侧板毛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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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腹面毛黑褐色；并胸腹节及腹部第1 节背板两侧被浅黄色绒毛；中胸盾片、小盾片 

及后小盾片被短的黑毛；各足及腹部各节腹板均被黑褐色毛；腹部第1 一 4 节背板被短 

而稀的黑毛，第 5—6 节背板毛黑褐色。

雄体长17—20_;与 雌 性 主 要 区 别 为：复眼大；颊极窄。上颚基部、唇基、颜 

面、中单眼下的“Y ”形斑、中单眼上部2 斑均为黄色；翅浅褐色，闪紫光。颊、中胸 

背板及侧板、各腿节及胫节外侧、腹部第〗一2 节背板被灰黄色毛，第 3—7 节背板被黑 

毛；前足胫节及跗节外侧黄毛特长；中足及后足胫节外侧被黄毛；中足第1 跗节基部具 

少量黄毛，其他各节被黑毛。

分 布 西藏；印度北部，锡金。

领木蟑杨氏亚种 X抑 copa (Zono/iir加 a } co!丨arisjfvmguviZZa M aa，1963

X^docopa collaris hingham i f Cbckerell(nec Cockerell, 1 9 0 4 )1 9 1 1 , T ran . A m er, E n tom . S o c .t 3 7； 

237 +

Xyl〇co p a {X  t )coLtarh  M aid l(p artim ), 1 9 1 2 , Ann. N at. Hofmus. W ien, 2 6 :2 9 2 .

XyU)c〇pa  ( X . )  collaris  (  nec I.epeletier, s. s.) + Xyivcvpa (X .) c a la r is  M ngfiam i (nec Cockerell), 
M aa, 1937» E n tom . &  P hytopath* 5 :3 6 5 *

X ^docopacollarii {r^iz Lepdetier, s. 5 . )  + K ylocopa collaris b in g h a m tin ec  C ockerell), Hoffmamij 

Lingnan S ci. Jo u r . , 1 7 :4 5 9 .

Xyktcapa (Z cffiok irsu ta)coliaris yartgw eilla M aas 1 9 4 0 , L in g n artS ci. J o u r .,  1 9 (3 )  ：398~~3 9 9 . 

X ^ x op a(Z on oh irsu ta) co llaris yan gw eilla  1 9 6 3 , Hurd &  Moure* Univ. Calif. Pub. E n to m ., 

2 9 :2 1 5 .

X yhcopa{Z on oh irsu ta)collaris  l-«peletier, W u, 1961 , A ct. E ntom . S iri. , 1 0 (4 — 6 ) :500-

与领木蜂萍氏亚种的区别：

雌体长16—18mm; 颜面被白、褐及黑色混杂的毛；颊毛为黑及白混杂毛；前胸领 

白毛带中部较窄，伸向侧板杂有少量褐色毛，向腹面褐色毛渐占优势；中胸盾片及小盾 

片大部被少量黑褐色毛；小盾片端缘及后小盾片被白及黑色混杂的毛；前足胫节背面及 

腹部第2 节侧缘具少量短的白毛；胫基板端缘中央稍凹，外侧的较小面圆，内侧较小； 

腹部第1 背板侧角具小白毛撮。

雄体长17—2 0 _ ;触 角 第 1 鞭节下表面大部分及第2—3 鞭节基半部黑色，非黄 

或褐色；中 足 （除腿节腹面及胫节外）无黑毛。

分 布 海南；老挝，越南D

领木蜂籯白亚种 X^ ooopa(Zam^ rsula)coUarisaUM>-xan成a M aa，1%3(图版 Q : 11)

X yU xxtpa(Z anohirsuta)collaris albo-xan tha  M aa, 1940* Lingnan Sci. Jo u r , , 1 9 (3 ) ;3 9 9 ~~400. 

X ^ ocopa(Z an oh irsu ta)aIbo-xan tha  M aa, 1 9 6 3 , Hurd &  M oure, Univ, Calif. Pub. Entom. , 2 9 :2 1 5 .



蜜蜂总科 蜜蝾科 木蜂亚科 139

Xy^jcopa(Zonokirsuta)〇}llaris Lepdetier, 1982, WutZool. Res. r 3(2)： 194.

与上述各亚种的区别为：

雌体长17—19mm; 前胸领的白毛带宽，侧角更宽，领的端缘渐呈浅红黄色毛；小 

盾片被白毛，后小盾片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一些浅黄色毛。

雄体长18—21_;胸 部 腹 面 毛 色 较暗；中足内表面杂有黑色毛；腹部第4 节背板 

具少量浅色毛。

采访植物芸香科 Rutaceae， 汝dD 
分 布 江 西 、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领木蜂萨氏亚种 Xy/ocopa (Zortol^ si^a } cQ{f〇ri$5a邮 rj (Fri ŝe}r l 963

XyLocopa sauteri Friese, 1 9 1 0 , V erh. zooL-bot. Ges. W ien, 409 ,

X ylocopa c d la r b  nigrescms (jcyckeidi, (necFriese, s. s*)» 1911, Procv U , S . ?m t, MtLS,, 39:638. 

X y 〇ra/»asatrfer£，Cbckerell, 1 9 1 1，T ra u . Awier, E nfom . Soc，，3 7 :2 3 6 .

X ylocopa sauteri t sttand, 1913 r S u p p i. E n to m ., 2 ：4 2 .

X ylocopa sau tert, Sonan, 1 9 3 2 , T ra n . N a t, H ist. S o c . F orm osa , 2 2 :1 2 0 .

X ^〇cop a(X y l〇copa.)sau teri 9 Maa, 1937, E n tom . &  P hytopath . , 5:365.

X ylocopaiZ om oktrsuta)collaris sau teri{F n ese) 9 194 0 ?M aaf L in gn an S ci^  J o u r .9 1 9 ( 3 )：4 00~~401 - 

X yiocopa(Z orw kirsu ta)collaria  sau teri(Friese), 1 9 6 3 , Hurd &  M oure, U n iv . C a lif . Pub* E n to m ., 

3 9 :2 1 5 .

与其他亚种的区别为：

雄体长16—2 0 _ ; 体无黑毛；胸部被灰黄色毛；腹部第1 一3 节背板被黄褐色毛； 

足及腹部第4一 7 节背板被红褐色毛，以第6—7 节毛最长；中单眼下的黄斑不呈“Y ” 

形，仅为两条平行的黄斑纹，中单眼上部无黄斑。

雌体长19一21mm; 前胸领被鲜黄色毛；頰、小盾片端部、后小盾片、胸部腹面侧 

面及腹部第1节背板两侧角均被浅黄色毛；腹部第2 节或第3—4 节背板侧缘具少量浅 

黄色毛。

分 布 台 湾 。

曼氏木嫌 Xjrfocopa (Zortoliirswto 1 mcHi Hedicke，1930 (图 72)

X ylocopai,Z oncA irsuta)m elli Hedicke, 1930 , M itt. L)eut. E ntom - Ges* f 1 ( 9 ) s 135— 1 3 9■矛

雄体长18—24rmn; 黑色；胸及腹部密被黄毛。复眼较大；上颚2 齿；唇基中央有 

光滑纹，两侧刻点粗大；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腹部背板刻点粗大，第 3—5 

节背板基部两侧各具光滑无毛小区（图72: b) , 第 3 节的小区近半圆形》第 4一5 节的 

小 区小（有时隐藏于前一背板之下）；前、中及后足腿节均膨大；中足胫节端部外侧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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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 曼氏木蜂；fynco/w(2.)me出 ？ 

a. 头部；b. 后胫节；c.后腿节；d. 后基跗节; 

e. 腹部第3—5背 板 （示光滑小区）

具齿状突起；胫基板位于3/4处；后足胫节亚端部内侧有1 凹陷，端部具片状突起（图 

72: d) ; 后腿节基部宽扁，下缘脊状，亚基部具1 凹 陷 （图 72: c) ; 后基跗节亚基部 

宽，向端部逐渐变窄（图72: e)。唇基中央1 纵斑、端缘两侧各1横斑、上顎基部1 圆 

斑 （图72: a)、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黄色；翅基片褐色；翅烟色透明，翅脉黑褐色。 

体毛黄色；朐部毛密且整卉；足毛黄色，以胫节及跗节外侧毛最长；腹部各节背板毛较 

胸部稀，腹部侧缘及第5—7 节背板毛长而密。

雌：未明。

分 布 福 建 、广东。

异木蜂亚属 M aa，1939

Alloxylccopa Maa, 1939, LingnanSci. Jour .t 18:155.

Allox^ocopa Maa, 1963, Hund &  Moure, Univ, Calif. Pub. Emom. , 29:239—242.

模式种 外 * Smith，1852.

体大型。雄性头窄，顔面具浅色斑；单眼正常，前单眼等于触角窝直径；IO D2 倍



大于OOD (雄性）或短于OOD (雌性）；雄性小盾片弯，呈水平面及垂直面，但不遮 

于后盾片之上；雌性小盾片背面与垂直面交界处角状，只遮住后盾片的一部分；有胫基 

板，雌性者端部分叉；腹部第1 节背板圆角状倾斜；翅烟色，基半部色浅，闪紫光；雌 

性臀上板无亚顶端两侧突。

分布于古北界东部，少数种类分布于东洋界。于枯树或枝干中筑巢，共 6 种。中国 

2 种，广布于辽宁以南的多数地区。

蜜蜂’总科 蜜蜂科 木蜂亚科 ⑷

灰胸木蜂 (AHoxytocopa} pAalo成oroxLepeletieri 1841

K ylocopa phalothonuc Lepeletier, 1 8 4 1 , H ist. N at. Ins- H ym . t 2 :1 9 4 .

X ylocopa ckiriotharax  ̂1907, B u ll, A m er. M us. N a t. H tst. 3 23:228. *?■

K ^ acopa {K optorthosom a) fh a lo iJu jrax  j M aidl, 1 9 1 2 , A nn. N atu rk . H ofm us r W ien t 2 6 :3 0 9 , 

X ylacopa {K op torthosom a)pen icillata  M aidl, 1 9 1 2 f A n n . N atu rh . H ofm us- W ien , 2 6 :3 0 8 . 

Xytacopa dracon is Cockerell, 1 9 1 7 , A nn- M ag . N a t. H ist. r 8 ( 1 9 )  ：4 7 3 . ?  

X ^ acopa{X ^ ocopa)phaiothorax -, Dusmet* 1 9 2 4 , T ra b . Mus* N ac, d en ^  Nat^ M ad rid Z ool. r 4 9 ： 

3 4 , ■¥•

X yhcopa (A /lozy lacap a) phalothoraj：f W u, 1 9 4 1 , C at. In s. S in . , 6 ：31 4一315*

X ylocopa phaiothorax  Lepeletier, 1 9 6 5 , W u , Econ. Ins. Fauna China, Fasc, 9 :6 9 .

雌体长21—22mm; 黑色；胸部被灰白色毛。头宽于长；上颚2 钝齿；额脊明显； 

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頰最宽处窄于复眼；头部除颅顶上为极稀少的刻点 

外，其他部分刻点密；唇基中央及前缘光滑；中胸背板中央光滑闪光，中盾沟可见；小 

盾片后缘及腹部第1节背板前缘垂直向下，无脊状隆起；后足胫节胫基板不明显，位于 

胫节1/2处；腹部各节背板刻点密。翅闪深紫色光泽。唇基及颜面被白及黑色混杂的短 

绒毛；颅顶后缘、中胸背板及侧板上部、小盾片均被白毛；中胸侧板下部被灰黑色毛； 

腹部各节背板及足均被黑毛，尤以第5—6 节背板毛为长。

雄体长23—24mm; 胸黄色；与雌性区别为：唇基大部、额、上颚基部及触角柄节 

外侧均黄色；唇基两侧各1黑斑；触角鞭节外侧褐黄色；翅褐色，稍闪紫色光泽。中胸 

背板、侧板及小盾片被黄毛；前足胫节及跗节被黄棕色毛，中足及后足胫节及跗节被棕 

色毛；腹部第1 节背板毛棕色，第 2 节前半部为黄色及黑色混杂的毛，其他各节背板毛 

为黑色；第 3—4 节背板两侧具黄至褐色绒毛，尤以第6 节后缘最长Q

采访植物荆条、丝瓜、芝麻、野茄子。

分 布 河 北 、福建、海南、广西、四川、西藏。

黄脚木蜂 Aj;focopa (Al/oxjlocopa) 1852

Xylocopa appendiculata Smith, 1852t Trans. Enixrni, S x . Lcmdmf 2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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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locopa circum-txilans Srniiht 1873, T ran s. E n tom , Soc. Lmruhn^ 205.

XyUKopa (K optorthoson u i)appen d icu lata, M aidl, 1 9 1 2 , A n n . N atu rk. H ofm u s. W ien, 2 6 :2 6 2 .  ?

X ^ocopa (X ^ ccop a )a p p en d icu la ta , Dusmet, 1 9 2 4 , T rab . M us. N ctc. C ien t NatMadrid Zoo, 4 9 ;9 .

半

Xyltxopu appendiculata circumvolans, Yasumatsut 1934, Mu^ii f 7:25.

X ^ ocopa (K optothosom a)appen d icu lata circum volans, M aa, 1 9 3 7 , E n tom . &  P hytopath. ,  5 :3 6 1 .

Xylocopa halincrwskii Radoszkowsky, 1887, Hat1, Soc  ̂Entam. Ross.t 21:434.

X y locop a(A lb jcy l(x op a)ap p en d icu la ta> M aa, 1939 , L in g m n S c i. J o u r .,  1 8 :1 5 5 ,

Xylocopa(Coptmm£hosoma)appendiculata Stnith, 1961, Wu, A ct. Entom. Sin., 10(4~~6)：500.

雌体长24—25mm，黑色，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黄毛。头宽于长；上颚 2 齿， 

额脊明显；触角第1鞭节短于节2 + 3 + 4 ; 颊最宽处稍宽于复眼；唇基前缘及中央光 

滑；唇基及颜面刻点密且大；颅顶及颊刻点稀少；中胸背板中盾沟可见；中胸背板中央 

光滑，四周刻点大面密；小盾片后缘及腹部第1 节背板前缘垂直向下，无脊状隆起；后 

足胫节胫基板顶端中央稍凹人，位于胫节1/2处；腹部各节背板刻点不均匀。翅褐色， 

端部较深，稍闪紫光。颜面被深褐色毛；颅顶后缘，中胸及小盾片密被黄色长毛；前足 

胫节外侧毛黄色；足的其他各节被红黑色毛；腹部第1 节背板前缘被稀的黄毛，腹部末 

端后缘被黑毛。

雄体长24—26nrni; 似雎性，主要区别为：后足第1 跗节末端内侧具半圆形凹陷。 

唇基、额、上顎基部及触角前侧鲜黄色。腹部第5 - 6 节背板被黑色长绒毛；各足第1 

跗节外缘被黄褐色长毛。

采 访 植 物 苜 蓿 、荆条、木槿、蜀葵、珍珠梅、黄剌梅、千屈菜、小蓟、阳春豆 

蔻、向日葵、紫藤。

分 布 辽 宁 、甘肃、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 

湖北、湖南、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广布于东亚，北至 

俄罗斯远东沿海地区，日本，朝鲜。

宽足木蜂亚属 W estw ood, 1840

P latynopoda Westwood» in Jardine, 1840, Naturslist Library, 26(Entemology val. 6 )：271, 

Aw ^n^aLepeletier，1841，H ist.N a i.Insects，Hym+，2:203.

P latin opoda  Dalla Torre, 1896, Cat̂  Hymenoptera, 10:202.

A udinetia  Ashmead, 1899, T ran , A m er  ̂ Entom   ̂ Scc. i 16:71.

P latynopoda Westwood, 1963, Hurd &  Moure, Univ. Calif. Pub. Entom. , 29;252j—255. 

模式种 A p is  la t ip e s  ! } r u r y ， Y 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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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大型。雄性颜面有斑线；腹部扁平，侧缘具毛撮；雄性复眼大，颜面窄；单眼正 

常；IO D为 OOD的 2 倍 （雄性）或小于O OD的 1.5倍 （雌性）；小盾片背面及垂直面 

交界处脊状，遮盖部分后盾片（雄性）或遮盖全部后盾片（雌性）；雄性前足基节具向 

后弯的针突，前足跗节宽扁，后基跗节宽大，雌性者正常；雌性有胫基板，雄性则无; 

翅深色，具蓝、绿 、紫及铜色重叠的光泽；雌性臀上板亚顶端两侧无针突。

主要分布于东洋界，古北界和澳洲界也有分布，共 6 种。于 木 （竹）干或枝中、或 

建筑物的梁柱中筑巢。中国有5 种，均分布于云南。

穿孔木蜂 X^ocopa (Ptofjnoporfa) per/orolorSmith， 1861

Xylocapa perforator Smith» 1861, Jou r. Proc. hinn. Soc. London, ZocJ.. , 6 ：61,

Xylocopa (P lalynopoda)perforator9 Maa, 1938, Rec, IndianM us,, 40:321.

X ylocapa(P latyn opoda) p erfo ra to r  Smith* 1983, W u,Z〇i〇Z. R es . 9 3 (2 ) :1 9 4 , 196.

雌体长22—23r m u 黑色；翅闪蓝紫色光泽。唇基大部稍隆起，端部扁平，两侧具 

稀面大的刻点，中部光滑；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中胸背板中央无刻点；小 

盾片端缘具脊，截断状；腹部宽扁，第 1 节背板截断状，具脊；后足胫节胫基板位于中 

央。翅基片黑色，翅褐色闪紫色光泽。体被黑毛；唇基前缘、触角窝周围、颅顶、中胸 

背板基半部及两侧、小盾片两侧及腹部第1 节背板均密被黑色短毛；足被黑至黑褐色 

毛；后足胫节及棊跗节毛刷黑褐色。

雄：未明。

分 布 云 南 、西藏；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

圆 柄 木 AfX>rf〇c〇|ia (Pto^nopocfa) tonuiscajiaWestwood, 1840

X^ocopa tenuiscapa Westwood, 1840, Duncan Nat. Hist. Bees. 271, ^ (nec

ir〇it/wnnis(Latreille in Iitt* )LepeietierT 1841, Hist. Nat. Ins  ̂tiym., 2:205.

版 LepeJetier, 1841， No/. Jw5. ■Hjyw., 2:206.

Xylocapa lativm trh  Blanchard, 1844, Jacquetnent Voy. dans. Tlnde etc 4 ； 30*

Xylocopa alhofasdata Sicbel, 1867, Reise Novara Zool. Hym . ,  2( 1) ： 154. ^

X ylocopa la tip es , 1867 , R eise N evara Zool > H ym r , 2 ( 1 )； 154 ► -?■

Awn/iCTin  ̂ de Niceville(Nec Lepeletier), 1 9 0 0 , Jo u r, BoTrtbayNat. H ist  ̂Soc ►, 13:174, ^

X ylocopa (P laty n op od a) tenuiscapa  ̂ M aa, 1938 , , Indian Mu^ r •, 4 0 :3 2 1 ,

X ylocopa(PU itynoprxia)tenuiscapa Westwood» 1961 j Wiii A ct. K n tom . Sin*^  1 0 (4  6) i501.

雌体长31 — 32mm; 雄体长29—30mzn; 似扁柄木蜂，主要区别为：雌性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3 + 4 : 雄性触角柄节顶端圆柱状；前足跗节扁平，但 第 1 跗 节 呈 “S” 

形，长约为宽的3 倍；中 足 胫 节 有 明 显 的 形 突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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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植物野百合、鸭嘴草属。

分 布 云南；印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大木蜂 Xjtacapa (Pia〇ffiopoda) magni/ica Cockerell，1929

X ^ocopa m agni fic a  Cockerell, 1929, A nn , M ag. N at. H ist. , 10(4)： 302, 

XylcK〇pa(P latyn opoc^ )n u L gn ifica f Maa, 1938, R ec . In d ian M u s,^  40:314,

X yiocopa (P iatyn opoda) m agnifica. Cbckerell, 1983, Wu, Z ool, R es ►, 3(2) ； 196, 197.

雌休长28—3 2 _ ; 体黑，宽大y 唇基刻点较粗大，中央具1无刻点的脊；触角柄 

节扁，第 1鞭节稍短于节2十3十4;颜侧、颅顶及颊光滑，具极稀的刻点；中胸背板中 

央无刻点；小盾片端缘及腹部第1节背板前缘扁片状；腹部扁平。体黑色；翅基部闪蓝 

绿色光泽，端部闪金色光泽。体毛黑色；颅顶边缘及中胸前缘被黑绒毛；足被黑毛；腹 

部各节两侧具刷状黑毛。

雄体长28—30in r m 触角柄节端部扁平；唇基端缘及侧缘黄色，中央具明显的无刻 

点脊；上颚2 齿，外齿较长f 顶端尖；触角窝间的距离明显短于复眼间的距离；前足基 

跗 节 “S”形，黄色；前足基节具长的剌状突起；后足胫节距的顶端宽圆，S 形；后足

胫节胫基板顶端不分叉。

分 布 云 南 （西双版纳）、四川；印度，巴基斯坦。

扁柄木蛛 Xy{〇cppa (PtaovtopcHla) fari/»路 {Drury}，1773 (图版IQ: 7)

Apis latipes Drury, 1733, Ilius. Nat. Hist. , 2：87. ^

Apisgigast deGeer, 1773, Mem. Hist. insBct̂  3:576. $

Xylocopa latipes t Fabricius, 1-804, Syst. Piez, 337. $

Koptortkosama talipes^ Gribodo, 1894» Bull. Soc. Entom. Itat. , 26:272.

Ashmead, 1904, Jour* N. Y. Entom. Soc.，12:3. 

Kylocopa(Koptorth〇sonui)iatipest Maidl, t912, Ann. K- K . N aturk. H ofinus9 W ien9 26:294. 

Mesotrichia. latipes  ̂Cockerdl, 1915, Afifi . M ag. N at. Hist. , 8 (1 5 )2 6 2 .. 

Mesotrichia{P!atynop〇d a ) lati p es, Cockerell, 1912, Philippine Jour 9 Sci. 12D, 347 f 349. 

Xylocopa(Pi^ynop〇dayiatipes(Ykury), Maa, 1938, Rec. IndianM us. , 40:325. 

Xyhcopa(PUitynopoda)ianpes(Drury) r 1961, Wu, Act. Entom, Stn. , 1 0 ( 4 6) :501.

雌体长33—34rmn; 大型，黑色。上颚2 齿；触角第1 鞭节短于或等于节2 + 3 + 4; 

颊最宽处为复眼宽的2/ 3 ;唇基前缘稍弯，中央平滑；额中央平滑；颜面、唇基及触角 

窝刻点不均勻；单眼周围、颊、颅顶刻点少且不规则；中胸背板中央光滑闪光，四周刻 

点较密，中盾沟及侧盾沟明显；小盾片上刻点较浅，小盾片后缘及腹部第1节背板前缘 

平直且垂直向下，边緣呈脊状；后盾片位于小盾片之下；后足胫节胫基板位于胫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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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后足胫节距扁平；腹部各节背板刻点细而密。翅基部偏于肉绿光，端部内紫光。体 

光滑；唇基前缘及触角窝被稀的黑毛；颅顶后缘、中胸背板前缘、侧缘及侧板均被黑绒 

毛；足上毛黑色，以后足跗节毛最密且长；腹部各节背板商侧具2 撮黑色长毛c
雄体长31—3 2胃 ；似雌性，主要区别为：复眼大，内缘顶端几接近；单眼较大; 

触角柄节顶端2/S 处明显加宽扁平。上颚基部、唇基前角及侧緣均为黄色。前足跗节扁 

平 “S”形黄色，其外侧具黄及黑色长毛；后足胫节顶距稍分叉。

采访植物马兜铃。

分 布 云南；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

:南木蜂 Xjrfocopa (W afj咖p od a} W u, 1982 (图 73)

Xylocopa (Platynopoda)yunnanensis Wu, 1982, Zooi. Res. , 3(2):198.

雌体长13— 14m m; 黑色；翅褐色闪蓝紫色光泽。唇基、顔面密布刻点；唇基前缘 

光滑，中央具1 纵的无刻点带；上颚具2 钝 

齿，光滑，基部具小刻点；额唇基区刻点较 

稀；触角第 1 鞭节稍短于节2 + 3 + 4 (图 

73);触角窝间具1 短的纵脊；颅顶及颊刻 

点稀而不均勻；中胸背板中央光滑；小盾片 

端缘脊状；胫基板位于后足胫节中央；腹部 

扁平，第 1 节背板前缘截断状；第 1—5 节 

背板刻点粗大，1 一3 节较稀，4一5 节较密，

第 6 节刻点小而密；肛上板光滑，两侧缘具 

脊；翅明显超过体长。体黑色；触角柄节、

图7 3 云南 木 蜂 ）3«胡反納1此 

早头部

梗节和第1 鞭节的端部均为枣红色，2—10节前表面红褐色；翅基片黑红色；翅深褐 

色，闶蓝紫色光泽。体毛黑至黑褐色；胸部前缘及侧缘毛长而密；腹部侧缘具长的黑

毛D

維：未明。

分 布 云 南 。

尖足木蜂亚属  Hurd 过 Moure， 1963

Hoplcxyiocopa Hurd et M onre, 1%3T Univ. Calif. Pub. Entom. t 29t26CH~263.

棋式种 Smith，1854.

体中型。雄性颜而有浅斑，复眼大；单眼正常；IO D 2 倍大于OOD (雄性）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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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小于0 0 D (雌性)；雄性小盾片正常；雌性触角柄节顶端稍超过复眼顶端；小盾片的 

水平面与垂直面交界处尖脊状，遮住后盾片的一部分；有胫基板，不分叉；雄性前足基 

节有短针突；中足转节腹面尖脊状形成顶部针突；后转节腹茴顶端呈长而弯的针状，后 

腿节基部具3 个齿状突起，腹面宽扁，近基部有疣突；中胫节中部具1 齿 ，后胫节具2 

齿；雌性中胫节具1 齿，后胫节具2 齿，但内齿不明显；翅烟色，具绿、金黄、紫、 

蓝、铜色等光泽；雌性臀上板亚端部两侧无针突。

分布于东洋界，1种 。我国仅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

尖足木WXjtocflpo {itopfcwjtocoipo} ocMrtjKrtmsSniitli, 1854 (圈 74，图版 12)

Xylocopa acutipennis F . Smith, 1854, Cat. Hym. Insects Coli ■ Brit. Mus.> 2:355. $

Xybcopa acutipmnis y Eitigham, 1897» Faun. Brit. Ind., Hym., 1:537.

Xylacopa ( Cyadrteoderus ) acutipennis, MaaT 1938, , Indian Mus *, 40 ； 319.

XylMpa(HopUu:ylocopa)acutipennisj Hurd & Mour, 1963, Univ. Calif. Pub. ih Enloftlology. 263. 

X^^opa^HopUa^xopa)acutipennis Smith, 1982T Wu, Zool. Res. r 3(2)； 196, 197.

雄体长20mm; 黑色；翅褐色透明，闪铜色光泽。头 明 显窄于胸宽；复 眼 大 （图

外侧及2—5 跗节均被黄毛；中胸背板前缘杂有黄毛。

雎体长18—19rmn; 与雄性相似，主要区别为：唇基及额唇基黑色，非黄色，且边 

缘稍隆起；唇基中央光滑，两侧具大刻点；触角第1 鞭节稍长于节2 + 3 + 4 ; 胸部密被 

黑色短毛；足正常，被黑毛。翅褐色，闪紫色光泽。

分 布 海 南 、云南、西 載 （墨脱）；缅甸，锡金，印度，印度尼西亚。

图 74 尖足木蜂

方头部

7 4 ) ;唇基光滑，仅两侧具稀的刻点；中胸背 

板中央光滑；后足转节具尖的突起；后足腿 

节膨大，基部具2 齿状突起；后足胫节扁平， 

内表面光滑，内侧近端部隆脊，端部具1 宽 

扁的齿状突起，外侧端部具1 针状突起；腹 

部扁平，第 1 节背板前缘直，将背板明显分 

为水平及垂直两部分。体黑色；唇基、上唇 

基部两个斑、上類基部小斑、额唇基三角形 

斑及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黄色。颜面、中胸 

背板四周、腹部背板两侧及腹面均被黑毛； 

颅顶被黑褐色毛；颊、胸部腹面、足的各基 

节、前足胫节及鲋节外侧、中足基跗节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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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胸木蜂亚属 Ko/^ori/w>5〇m a G ribodo，1894

K optorthosom a Gtibodo* 1 8 9 4 1 B u ll. Soc  ̂ Kntom^ U alian at 2 6 :2 7 1 ,

K〇/>iurZ/«jso//tti Dalla T orre, 1 8 9 6 , C at. H ym enoptera, 1 0 :2 0 2 .

Cop£orthosom a Perez, 1 9 0 1 , A r t. Soc t L in n . , Bordeaux, 5 6 (ser, 6)^ 6 ： 3.

O rbitella  M aa, 1938. J?ec. In d ia n M m . , 4〇r270 , 350.

Maiella M ichener, 1 9 4 2 t Jour. N . Y . Entom. Sbc. , 5 0 r2 8 2 .

E uryapis Sandhauae, 1943 , Proc . U , S . N . M . , 9 2 r5 5 1 .

K optorthosom a Gribodo, 1 9 6 3 , Hurd &  M oure, Univ, Calif* Pub. E n tom *, 2 9 :2 6 7 — 275.

模式种 Ko/^or认osoma 职Aonica Gribodo，] 894.

体小、中或大型；胸部以浅色毛为主，腹部常被密的状卧的浅色毛；雄性复眼小， 

颜面具浅色斑；单眼正常；IO D稍大于OOD (雄性）或短于 OOD (雌性）；雄性小盾 

片正常或特化，如果特化则水平面及垂直面交界处脊状，遮盖后盾片的部分或全部；有 

胫基板，顶端简单；翅透明或烟色，常具紫色光泽（雄性），或翅深烟色，具强的紫色 

或重叠的蓝、绿等金属光泽；雌性臀上板亚顶端两侧无侧突。

主要分布于埃塞俄比亚界及东洋界，古北界南部及澳洲界也有分布。于各种枯枝中 

筑巢，包括橘、棕梅、竹、茶等树，故常构成一定危害，共约 170余种。我国有4 种， 

大多分布于南部热带地区，仅中华木蜂分布较广。

莎木蜂 1902 (圏版IV: 8，9〉

X ylocopa sh£lfcffidi Cameron, 1 9 0 2 , Jo u r . S traits B ran ck B r it . R oy . A su iticS oc. (Singapore), 3 7 ： 

128.

Xylccopa. (O rh itella ) perversa sh elford i (C am eron), M aa, 1 9 3 9 , T reu b ia t 1 7 ( 1 )：82.

X ylocopa ( K optartosonut) s k e lfo rd i, Hurd &  Moure, 1 9 6 3 , Univ. Caiif* Pub. in Entom〇[〇gyt 2 9 ： 

2 7 4 .

X^docopa (K optorthosom a) sh elfo rd i Cameron, 1 9 8 2 , W u , Z ool. R es. r 3 ( 2 )：1 9 4 T 196.

雌体长12—13mm; 体黑色；胸 部 （除中胸背板前缘中央被黑毛）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黄毛。唇基刻点密，中央具纵的无刻点带；颅顶刻点较稀；上颚3 齿；中胸背 

板中央光滑；腹部背板刻点较粗大。翅浅褐透明，前缘色较深；翅痣及翅脉褐色。颜 

面、颅顶、足及腹部第3 4 节均被不同程度的黑毛；胸部背板及腹部第1 一2 节均被黄 

毛，中胸背板前缘中央被黑毛。

雄体长13mm; 与雌性主要区别为：头部颜面中央、胸部及腹部中央被黑毛，其两 

侧各具宽的浅黄色毛带（包括眼侧、颅顶两侧、颊、胸侧及腹部第1 4 节背板中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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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节背板端缘具1排白毛；第 7 节背板端缘具2 撮黑毛；前足及中足的胫节及基跗节 

外侧被长的黄毛；后足胫节外表面两侧被黄毛，中央具黑毛；基跗节外表面具黄毛，内 

表面被黑毛。

分 布 广 西 、海南；印度尼西亚。

中华木蜂 Apocopa si/iem isSm ith, 1854 (图版羾：1，2)

X yhcopa siriensis Sm ith, 1854 , C ai. Hym. B rit. Mus, , 2r35&-

X ylocopa {K optothosom a') dnensis MaidU 1 9 1 2 , Ann . N aturh, H ofm u,s. Wien , 2 6 ： 262 +

1926， Cockerellj Ma发■

X ^ taopa {K optortosorrui) sinensis, l^ aa , 1 9 3 7 , E n tom , &  Phytopath^  , 5 :3 6 2 . ^

X ylocopa hoppanis Sonan (nec Matsvunura), 1937, T ran s. N at* H ist. S oc. F on n osa, 2 7 :2 1 6 .

(Or&iteWa) h n en iis，M a a，1 9 3 8 ’ Ree* Jw d iartM iw .，4 0 :3 0 5 .

XyUxxjpa {KopCortoscnna) .nn€n.«s,Hurd &  Moure,1963,Univ. Calif. Pub. in Entomology* 29:275, 

Xylocopa (Coptorthosoma) sinensis Smith, 1961, Wu, Act. Entarn. Sin. , 10(4 —6):500.

雌体长25—26mm; 体黑色。头宽于长；上颚2 齿；额脊明显；触角第1 鞭节短于 

节 2 + 3 + 4 ; 颊最宽处宽于复眼；唇基前缘及中央平滑；上颚仅基部有分散而浅的刻 

点；颅顶及颊上刻点深且大；两侧单眼外侧各有一平滑区；中胸背板中盾沟可见；小盾 

片后缘及腹部第1 节背板前缘垂直向下，无脊状隆起；后足胫节的胫基板明显，顶端分 

叉，位于胫节的3/5处；腹部各节背板刻点深，不均匀，以第5 4 节背板上者为密。 

翅褐色，顶角处深，闪紫色光泽。唇基、额及腹部第5 —6 节被黑褐色毛；颅顶后缘、 

颊、中胸、腹部第1 节背板及第2—3 节背板两侧被黄色长毛；胸部被黄毛；足的各胫 

节及跗节被褐色毛，尤以后足的毛为长。

雄体长24—25m r m 与雌性主要区别为：唇基中央及前缘、上顎基部及额均具黄 

斑；触角柄节外侧及鞭节外侧黄色。体被黄色长毛，尤以腹部末端为长；各胫节及跗节 

被黄至黄褐色毛。

采访植物长春花、大丽花、向 日 葵、海棠、桃。

分 布 辽 宁 、河北、浙江、江西、湖北、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四川、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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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黑木蜂 (KoptortOTomo) /lavo^grescCTis Smith, 1854 (图版K : 3)

X ylocopa fiavo-n igreseces Sitiith , 1 8 5 4 , C at. H ym . insecta C o li. B r it . M m5 . ,  2 ：3 5 4 .

X ^ ocopa m alayarm  Cameron, 1901, P roc. Z oal. S oc. L on don , 1：32. $

X ylocopa (O rb ite lla ) fiavo-n igrescen s, M aat 1 9 3 8 , J?€c . Jn d ia n M u s ,, 4 0 :3 1 2 .

X ylocopa (K optortosom a) flavo-nigrescens^  Hurd Moure, 1963, Univ. Calif. Pub. inEntomology, 

29= 274.

X ylocopa {C optorthasom a) fia v ^ n ig rex en s  SmithT 1961, Wu, A ct- EnC〇m . $ t n . ,  1 0 (4一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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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体长23—2 4 _ ; 黑色；胸部被黄毛^ 头宽；唇基密布刻点，前缘及中央光滑； 

上颚2 钝齿；触角第1 鞭节短于节2 + 3 + 4 ; 中胸被细密刻点，屮央光滑；小盾片端缘 

截断状；腹部第1节背板刻点较稀，2 —3 节较密，4—̂ 6节最密；后足胫节胫基板位于 

腔节的一半处，端部较尖。触角鞭节2—10节黑褐色；翅深褐色，闪紫色光泽。唇基、 

颜面及颊被黑及黄色混杂的毛；颅顶被黄色长毛，杂少量黑色长毛；胸部背板及侧板上 

半部及腹部第1 节密被黄毛，后者较稀而短；足、胸侧下半部及腹部均被黑毛；腹部背 

板被短面稀的毛。

雄体长25—27m im 头显著窄于胸宽；后足腿节膨大，基部腹面具脊状突起，脊窄 

面明显；前足、中足及后足基跗节均延长，前及中足基跗节外侧被黄色长毛；腹部第 

1 一3 许背板被稀的黄毛，4一7 节背板被黑毛。

分 布 湖 北 、云南；锡金，马来西亚，新加坡。

杂 木 (Kb/的)rtosoma) coit/usaPerez, 1901 (图版 I : 4)

X ^ ocopa confusa  Perea, 1 9 0 1 , A ct. S oc. L in n . B ordm u x , 5 6 (se r . 6 ,  v〇l. 6 ) ; 3 9 f 57.

X ylocopa (O rb itd ^ i) con fusa  M aa, 1 9 3 8 , R ec, In d ia  M us. t 4 0 :3 1 3 — 314.

X ^ocopu {.K optortosonui) confusu  Hurd &  ^D ure, 1 9 6 3 } Univ. C a l i f. Pub* in Entomology» 2 9 :2 7 4 . 

X ylocopa (K optorthosom a) con fu sa  Perez, 1 9 8 2 , W u , ZooL R e s .,  3 ( 2 )： 194 , 196 .

雌体长18— 似黄黑木蜂，主要区别为：个体较小；雌唇基中央不具平滑 

纹；颅顶杂有极少暈黄毛；胸部被黄毛；腹部第1 节被稀的黄毛。

雄体长18—23mm; 体毛黄色□后足腿节腹面具脊，基部呈针状突起。唇基中央、 

额唇基一小斑及上颚基部一圆斑均黄色；翅浅褐透明。后足胫节外侧及基跗节被黑毛； 

腹部第2—5 节背板被黄毛，杂有少置黑毛，第 H 节背板两侧黑毛较密，第 6 节背板 

端缘被红黄色毛。

分 布 云南；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

朱胸木嫌 Xyfocopa {Koptortosoma} ru/icejisF iiese, 1910 (图版瓜：5, 6)

XyUxopa ru fk ep s  Friese, 1 9 1 0 , V erh. Z 6ol.-bot.G es- W ienT 1 9 1 0： 4 0 8 .

X ylocopa kopponis Matsumura, 1 9 1 2 , Thou&. In s. J a p , S u p p . r 4 ： 2 0 3 .

X ylocopa hopponis + X .  ru ficep s9 Sonant 1 9 3 2 , T ran . N . H ist. S oc. F orm osa, 2 2 : 1 3 9 . 

^ ^ ccopa (K optorthosom a) ru ficeps^  1 9 3 7 , M aa, K ntcn*. &  P hytopath . , S ： 364 . (Redescription) 

X ^ ocopa {C ^rbitelia) ru ficep s, M aa, 1940» Notes E ntom . C h in *t 7 ： 132.

雌体长25—28mm; 胸部、腹部第1 节背板及足密被红褐色毛；翅具浅紫色光泽。 

唇基刻点粗而密，纵向中央稍隆起，无刻点，眼侧区刻点粗而浅；颅顶刻点似唇基，但 

较稀 i 中胸盾片中央无刻点区较雄性大；后足胫基板位于1/2处，端部分叉；腹部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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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点较稀。体黑色；翅基片红褐色；翅基半部浅烟色，端半部烟色，翅具浅紫色光泽。 

颜面被稀的红褐色短毛；颅顶、胸部、足、腹部侧缘及端缘、腹板端缘均被红褐色长

毛。

雄体长20—23_;体 密 被 黄 褐 色 毛 。体黑色；唇基中央纵向及端缘横向呈倒“T ” 

形黄纹；上颚基部、额唇基区、颅顶2 圆斑均为黄色；触角柄节黄色，鞭节红褐色；翅 

基片红褐色；翅浅烟色，仅顶角色较深。颅顶、胸部、腹部及足均密被黄褐色毛。

本种在植物的枯枝内建巢，偶而也在建筑木材内筑巢，巢内径为18m m 左右^常危 

害架空电缆。

分 布 台 湾 。

蓝木蜂亚属 Ashm ead，1899

Qyanaacferej Ashmead，1 8 9 9 ’ T ram » A/ncr. S o c .，2 6 :7 0

模式种 Qjoneocferes /afrc/u+Zt/f Ashmead, 1899 ( :  Fabricius,

1804)

体中或大型；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密被蓝色绒毛，腹部背板两侧缘具毛撮；雄性 

复眼大，颜而窄；单眼正常；IO D 3 倍大于OOD (雄性）或小于OOD (雌性）；雄性仅 

上顿棊部色浅；小盾片特化，分为水平面及垂直面；雄性小盾片不遮盖后盾片；雌性小 

盾片水平而及垂直面交界处尖脊状，遮盖全部后盾片；胫基板筒单；翅透明，雄性紫 

色，雌性深烟色，具重叠的蓝、绿、紫色等金属光泽；雌性臀上板亚顶端两柄I无针突。 

分布于东洋界，于枯树枝干中筑巢，共 9 种。中国有2 种，分布于热带地区。

蓝脚木蜂 (Qoneoderes} com ica (Fabricius), 1804 (图版 I I : 12)

Bombus caeruleus Fabriciu?, Syst̂ Piezr t 345.早
Bombus caeruleus Illiger ̂  1 8 0 6 , Mag, Insektenkunde, 5 :1 7 2 .

Xylccopa serniarmenia Latreille, 1821 , Wiedemann M ag■ /■ Entom, , 4 ； 421 

Xylccopa caerulea Lepeletier, L841 ,  Hist + N at, Inaret Hym . , 2 ： 200 .

Koptortosorria caerttlea Gribodo, 1 8 9 4 , Bull^  Sor* Entom * I t a l* ,  2 6 :2 7 2 .

Cyaneoderes fu irch ild i^  C . c a e ru la  Ashmead, 1899 , T rans- A m er. Entom^ S o c^  2 6 :7 0 , 

K optortosom a caeruleum  Cameron, 1901 , P tvc. Z ool. Soc. London  , 1 ：34*

M esotrichia caeru lea  Cockerell, 1909 T P roc . S .  Nat^ M u s .,  3 6 :4 1 5 *

邮T(/esa Maidl, 1912, K , K . JVafwrA. /Jb/miis. Wi拥，26:295■才

X ylocopa  ̂ Friese, 1914 , T ijd* E n to m ,, 5 7 ：7 ,  33 .

M esotrichiuiC yarw oderes)caerulea i CockerelU 1918 , Enlom ologist r 51^137一138.

Xybcopa{ Mesotrichia) caertdea, Pagden, 1933» Stylc 3̂6p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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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Uxiopa ( Cyajteudtres) caerulea ( Fabricium), MaaT 1938, Rec. indian Mm  ̂ , 40:318. 

Xyl〇c〇pu(Cya7i〇jderes)c<iendea{FahnciKi&) j 1961, WuT Act. Kntum- Sin . y 10(4— 6 ) : 301.

雌体长23—24mm; 黑色；胸部及腹部第1节背板被蓝色绒毛。上 颚 2齿 ；触角第 

1 鞭节长等于节2 + 3十4 ; 唇基中央及前缘平滑，唇基及颜面刻点较密；颊最宽处稍窄 

于复眼；颅顶刻点较稀；中胸背板中央光滑闪光；后盾片位于小盾片之下；小盾片后缘 

及腹部第1 节背板前缘平直，边缘脊状；腹部各节背板刻点稀疏不规则^翅暗色闪紫 

光。头、胸、前足腿节外侧、腹部第1节背板及第2 节背板两侧被蓝色绒毛；其他部分 

被黑毛。

雄体长18—19mm; 似雎性，但稍小；主要区別为：上颚2 齿较钝。体毛色较浅； 

唇基及颜面均被灰蓝色毛。

分 布 广 西 、海南、云南；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

小篮木蜂 X只ocopa (Cyonm fem) 加nidaFriese，1903 (图版瓜：11)

X ylocopa tum ida  Friese, 1 9 0 3 , Zeitschr, f . Hymenopiemlogie 4  Dipterologie, 205* J  

X ylocopa ( Cyaneoderes ) tu m ida  , M a s , 1 9 3 9 , T reubia  , 1 7 ( 1 ) :  93— 94 .

X ylocopa (C yan eoderes}tu m ida  Friese, 1 9 8 2 , W urZ〇〇l .  R es. 3 ( 2 ) : 9 3 9 4 .

雌体长15—16mm; 体黑色。极似蓝胸木蜂，但个体显著小。唇基密被刻点，中央 

具纵脊，前缘光滑无刻点；上颚2 钝齿。翅紫褐色，闪紫色光泽。唇基被稀的黑毛，杂 

有少量白毛；头部颜面及颊被白毛，杂有少量黑毛；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灰蓝色绒 

毛；足被黑毛；前足腿节外侧、中足腿节外侧基部被白毛；腹部腹板及背板侧缘被黑

毛D

雄：未明。

分 布 海 南 、云南；印度尼丙亚，斯里兰卡f 马来西亚，印支半岛„

芦蜂族  Ceratinini

Ceratinini Michener, 1 9 4 4 » B id i, A m er. M us, N at, H ist. , S2 ( 6 ) :  288.

Ceratinini Rcag-Alsina &  M ch en er, 1 ?9 3 , S c i. B u ll, U n ivt K a n sr , 55  (4 ^ - 5 ) i  155.

体中或小型，黑 色 具 黄 斑 蓝 色 或 绿 色 光 择 （H 淡 体 毛 少 ，光滑 

或具刻点；前翅3 个亚缘室，第 1室大于其他两个室，第 3 室上部明显窄于下部；雌性 

后足毛刷位于胫节，无臀板，第 6 节背板端部中央尖；雄性第8 腹板简单，无顶突；生 

殖刺突与牛殖节合并。

本族包括3 个属。 仙 分 布 于 全 北 区 ， 分布于非洲界及东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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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ontowenw分布于北美。中国有2 个属。

属 检 索 表

1(2 )并胸旗节短的背区与斜区间有1隆脊；颅顶与后头间有脊或边缘尖；腹部第6 腹板中央具明姐

的脊；蓝绿色、铜色或蓝色..................................... 绿芦嫌属PWW汝

2 ( 1 ) 并胸旗节背区与斜医间无隆脊，圆或钝角状；蓝色、黑色具黄斑纹...... 芦鋒厲Cferarina

绿 芦 蛛 属 Pi故i份 Klug， 1807

P itk itis  K lug, 1 8 0 7 , M ag. Jn j .>  6 :1 9 8  , 2 2 5 .

P ith itis  K lug, Htra^himar 1966? K on tyu f 3 4 :3 1 5 ,

模式种 Fabricius，1787.

体具金属光泽（蓝、绿、红），圆柱形，体毛极少，密被粗刻点，腹部不具毛带； 

雌性采粉刷位于后足胫节D 下颚须6 节；上颚3 齿 （早）、2 齿 （$ ) ; 额唇基区上部具 

倒 “V”脊；有前后头脊；中胸盾片的盾中沟、盾纵沟、盾侧沟均明显；腋片端部呈针 

状突起，明显与小盾片分离（P i決/心亚属），或非针状，不与小盾片分离（朽祝0和执 

亚属）；并胸腹节基部短，基部具纵脊；基部水平面与垂直面交界处为尖脊状；后胫 

节不具齿突；从上表面看腹部第2 节后各节基部缩缢；腹部背板除第1 节外均无斜脊 

(gradulus)，而雌性2—5 腹板及雄性2—6 节腹板均有明显的斜脊；雌性蜡腺位于第2 

及第3 节腹板或仅位于第2 腹板；无臀板；后足胫节有采粉毛刷；雄性第6 腹板顶端两 

侧各具1 小突起，生殖刺突不具梳状毛。

本属分为2 个亚属：绿芦蜂亚属丹执出5及Pro邮 亚 属 ，前者分布于埃塞俄 

比亚界及东洋界，后者仅分布于埃塞俄比亚界。我 国 分 布 有 绿 芦 蜂 亚 属 朽 的 2 

种。

绿 芦 蜂 亚 属 P i此 出 灯 r ，K h ig，1807

P ith itis Klugt 1807 , M ag. Jn s. w 6 :1 9 8 .

P ith itis K lug, V echt, 1 9 5 2 , Zool^ V erh. f 1 6 ;1 5 .

P ith itis Kliig, Michener, 1 9 6 5 , B u ii, A m er. M m j. N at. H is t ., 1 3 0 :2 2 1 .

P ith itis  K lug, Hirashitnfl, 1 9 6 6 , K on lyu , 3 4 ； 315

P ith itis K lug, Sakagami, 1 9 6 9 , N ature &  L ife  in South&ist A sia 3 6 r l4 0 .

模式种 Fabricius, 1787.

体中、小型，具蓝或绿色光泽；体毛少；几裸露；体密被粗刻点；腋片端部呈针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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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起，与小盾片分离；腹 部 第 1 节背板具斜脊；2—5 节 腹 板 （雌 〉及 2—6 节腹板 

(雄）有斜脊；雌性后足胫节有采粉毛刷；雄性第6 腹板端缘两侧各具1 小突起；生殖 

剌突不具梳状毛。我国分布有2 种。

绿芦蜂 P 价. ） (Fabricius}，1787

A pis sm aragfiu la  Fabricius, 1 7 8 7 , M artt. In s . , 1 :3 0 5 .

C^atina sexntaculata Smith, 1879, Desc. New Spec. Hym. Brit. Mus.,

C eratina (  P ith iiis  ) sm uragdula {  Fabricitis), Hedicke, 1 9 2 6 , Deuti». E n t. Z sckr . , 5 :4 1 9 .

Pithitis ( Pithitis )  srnaragduia ( Fabricius). Hirasbirna, 1969, Pac. In s., 11 ( 3^-4) ： 661^662.

如 济 iwi!a Fabricius, 1 9 6 3，W ii，A cf. Entowi- S j.n .,  1 2 ( 1 ) :8 3 .

雌体泣7—9mm。头宽；颃顶宽，后缘 f 直；颅顶及颊刻点小；頰窄于复眼；体被 

大而圆的粗刻点；唇基中部平滑，两侧刻点较小；额及眼侧刻点大而密；中胸背板及小 

盾片刻点较眼侧区小；后胸背板刻点极细密；并胸腹节中央小区为纵皱褶；腹部第〗节 

刻点均匀；第 2—4 节背板两侧刻点均匀、中部较稀；第 5—6 节背板刻点细；第 6 节背 

板基缘平滑；各节基缘及端缘平滑。体黄绿至蓝绿色，具金属光泽；上颚、上唇、唇基 

边缘和触角为黑色；中胸背板中央具4 条黑纹；腹部第2—5 节背板基缘及第2—4 节背 

板中部两侧各具1 小黑斑（第 2—3 节背板斑较大，第 4 节背板的斑不明显）；腹部第6 

节背板及足为黑色；唇基中央、前胸背肩突、前足腿节内侧、各足胫节外侧基部均具黄 

斑；翅基片黄至褐色。体被极稀少的白毛。

雄体长7—9 _ ，似雌性，主要区别为：上唇具倒三角形黄斑；腹部第2—3 节背 

板中部两侧各具1 小黑斑，第 4一6 节背板中部两侧各具1 大黑斑；腹部第7 节背板端 

缘尖。

采 访植物南瓜、向日葵、芝麻、蚕豆、菊花、大丽菊、蛇莓、荆条、扶桑、芥蓝 

莱、蔷薇、杜鹃、矢车菊、少毛白花苋等。

分 布 江 苏 、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广布于南亚及东南亚，自巴 

基斯坦至菲律宾均有分布。

蓝再嫌Pf故姐s {s，对r *) UAi細 cufora {Smith), 1879

C eru lim  u n im oad ata  Srnith, 1 8 7 9 , Descr. New. Spec. Hj^m* B rit. M u s ., 9 3 ,

C eratina unim acu lata  Sm ith, V echt, 1 9 5 2 , Znni. V erh. , 1 6 :1 9 .

P ith itis( P itk h is ) u n im acu iata ( S m ith )f Hirashima, 1969 , P a c . J n j . , 11 (3 — 4 ) ；662— 6 6 3 .

C eratina ( P ith itis  )  unim acu lata  Sraith , I % 3 , W u T A ct. E n tom . S in . , 12 ( 1 )  ： 84  -

雌体长7—8min，雄体民5—6mm。似绿芦蜂，但体为深蓝色；与绿芦蜂的主要区 

另1J : 雌性黄斑少，仅脣基中央黄色；前胸背肩突中夹具小黄斑；前足胫节基部黄斑不明



显；腹部第2—5 节背板各具2 黑色细斑纹（第 4一5 节背板斑纹近端缘）。雄性腹部第 

7 节背板向腹面弯人，端缘圆。

采访植物鸡冠花、杜鹃、牡丹、少毛白花苋。

分 布 湖 南 、江苏、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印度尼西亚。

154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第二十卷

芦蜂厲 Cerarina L a tre ille，1802

Ceratina Latreille, 1802, Hist. N at. Crust. Ins., 380.

Ceratina Latreilk, Hirasbima, 1971, Jourf Fac. Agrie, Kyusku Untv.$ 16(4)：36〇.

体小型或中型，较细长^体黑色具黄斑，少数蓝色。体毛少，光滑或具刻点；前翅 

缘室较宽大，具 3 个亚缘室，第 1 室大于其他两个室；其他特征见族征。

属内分若干亚属 ， Vecht (1952)在研究东洋界种类时分为6 个亚属： 

C hloroceratina, Catoceratina r L ioceratin a， X anthoceratina C eratin id ia. Michener 

(1965)分为 3 个亚属：C erafim , CemhmWia, fW ii出 ， Hirashima (1969)根据腹部背 

板 斜 脊 （gmduli) 的 分 布 特 征 将 属 提 升 为 独 立 的 属 。在 V ech t的基础上 Hi- 

rashima (1971)增加 2 个亚属：■Ettcemiiwjt及 Neoceratina，故目前共有8 个亚属。本 

志中记录我国分布的6 个亚属2 6种；根据Hirashima (1971)记录尚有 

亚属，本人未见到种类记述及标本，故未包括在内〇另台湾产3 种：Gerariwawm^ri 

Straniit 1913， Strand，1913，Cer扣 饥 z 1914，只有记 

述 ，未见标本，故未列入文内。

亚厲及种检索表 

雌

1 (2) 体具蓝色金属光泽；头部刻点强；上唇、唇基及足黑色；腹 部 1 一4 节背板有斜脊；第 6 节

背板中部具纵脊（光泽芦蜂亚属EttCW ina) ; 后足胫节基部外表面有浅黄色斑；6^-7inni... 

............................................................ C . (E .) cytmea

2 (1) 体黑色，不具金属光泽；雎 部 1一5 节背板均有斜脊

3 ( 1 8 ) 黑色或蓝色，体仅具少数浅色斑，如有，则位于头、前胸背肩突或足上

4 ( 1 7 ) 小或中型；下额须5 节或6 节 （芦蜂亚属

5 ( 1 0 ) 体长超过7mm

6 (7) 前胸背板两侧有齿突；唇基黑色，不具黄斑；体细长，眼侧光滑，仅具1一2 排小刻点；8—

10mm ............  .........................峨屑A i» C . {s . sfr. ) em^ensis sp. nov.

7 (6) 前胸背板正常；唇基黑色，中央有I 椭圆形黄斑

8 (9) 9一10mm; 体宽大；限侧密被粗大刻点— 单̂ —芦峰 C . (s - sJtr.) unicolor

9 (8) 7— 9mm; 体细长；眼侧刻点细小....................... 瓜芦鳙C . (£• 5fr.} cucur îf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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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5 ) 体长不超过7mm

11 ( 1 6 )唇基有黄斑

12 ( 1 3 )唇基端部黄斑窄小；4一5tnm   .......中国芦峰C* (s , 价, ） 在

13 ( 1 2 )唇基中部黄斑大

14 ( 1 5 )中胸盾片基部（翅基片以上）刻点小而密；4 ^ t. 5imn.....棒突芦蜂C . (s. rfr.) satoi

15 ( 1 4 )中胸盾片基半部刻点较大；6imn .........................无齿芦蜂C\ {s. 财 . 1挪 Wi

(1〉 曆棊黑色，无黄斑；前胸背肩突黑色；4一4.5inm ........齿突芦蝾C，（s , 对r *) jwcUai

17 ( 4 ) 小型 i 下顎须5 节；体光滑；腹部 1 一5 节背板及1— 4 节腹板均有斜脊（旗尾芦蜂亚属Ne〇-

唇基中央有1 长的黄斑；前胸背肩突、前足、后足胫节基部均具黄纹；5—6rnm 

.......................................................................................................齿 腔 芦 蜂 (JV,) dcn构ws
18  ( 3 ) 体黑色，头、胸、腹部具丰富的黄斑纹

19 ( 4 4 ) 复眼及单眼间有淸楚的刻点；中胸侧片刻点密，仅在前侧赣之上有光滑无刻点小区；腹部

2M 节背板斜脊前区一般黑色（花芦蜂亚属

20  ( 3 1 ) 中胸盾片黑色，无黄斑纹

21 ( 2 2 )唇基、颜面、颅顶均具粗大刻点；曆基中部压平状，黄斑近三角形；腹部2—5 节背板端缘

两侧黄纹宽；6_ 8 mm ................................. 冲绳芦蠔C - (C . 1 otoiaiwwa

22 ( 2 1 )屏基、顔面、颅顶光滑，刻点不密

23 (26)眼 侧 （触角窝以下）光滑，刻点稀少，不超过10个

24  ( 2 5 ) 小盾片黑色；唇基前缘黄纹细，中部黄斑不达唇某长的 1 / 2 ;眼侧黄纹细，仅达触角窝中

部；中单限前有2 个小黄斑；腹部1H 节背板端缘黄纹中断；足黑色；7—8mm .......

..................................................滑面芦蜂C . (C .) iaeviuscuUi

25 ( 2 4 )小盾片黄色；唇基黄斑倒“T”形，几达基缘；眼倒黄斑宽，达触角窝上部；中单眼前2 个

大黄斑；腹部1—5 节背柜端缘黄纹宽；足黄色； …… 南方芦《 C . 丨C .) cogfutta

26 ( 2 3 )眼 侧 （触角窝以下）刻点超过15个

27 ( 3 0 )前胸及小盾片黑色

28 ( 2 9 )唇基端邢黄斑宽大；眼侧斑细长，端部弯曲；9mm........刻面芦蜂C . (C•丨totficuloto

29 ( 2 8 ) 屏基端部2 个小黄斑；眼侧斑中断，端部不弯；8—^min ..........................................................

................................................日本芦蜂 Cerafirea (C .) /flpoftfca

30 ( 2 7 )前胸及小盾片黄色i 眼侧黄斑较粗，端部弯（图83: a); 7—8mm ....................

...................................................... 波氏芦雄 C . ) popovf

31 ( 2 0 )中胸盾片有黄色纵条纹

32 ( 3 3 )中胸盾片两侧各具粗短的黄斑；小盾片及后小盾片均黄色；腹 部 1 一4 节背板端缘黄带宽；

7— iimm .......................................................................................................................紧芦蟑 C *  ( C . } carnjwcm

33 ( 3 2 ) 中胸盾片具4 条黄纹

34 ( 3 5 )唇基黄斑非倒“T”形，仅前缘黄纹中部稍陸起；中胸盾片4 条黄纹短，不甚明显；5—6mm

........................................................ 花芦ttC M C .)

35 ( 3 4 )唇基黄斑倒 “T ”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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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4 1 )唇基黄斑达唇基长的1/2

37 ( 3 8 )顔面光滑；眼 侧 （触角窝以下）光滑，几无刻点；4—6mm...  3!芦蜂C * (C *)

38 (37)眼侧有刻点

39 ( 4 0 )眼侧刻点大而稀；后头脊不明盛； .................. 鮮 》 C . {C ， 、 flavipes

40 ( 3 9 )眼侧剌点 5—10个；有后头脊；5.0—7.0mm ............台湾芳•  C ‘ takasagona
41 ( 3 6 )唇基黄斑达唇基基部

42 (43)唇基纵向黄斑宽大；足大部分黄色，仅基节、转节及腿节部分黑褐色；8— lOnun ........

...........................................................................................似黄'芦嫌 C* {C-)  hiemglyphica
43 ( 4 2 )唇基纵向黄斑较窄；足黑色，仅腿节端部及胫节大部分黄色i 7—8iwn ................

..........  .............................................马氏芦蜂 (C .} mcuu*

44 ( 1 9 )复眼及肀眼间无刻点；中胸侧片刻点稀；腹部2—4 节背板斜脊前区部分或完全黄色；唇基

中部光滑，极少刻点

45 ( 5 0 )唇基中部革状；并胸腹节革状，背而中央常闪光；中胸盾片基部刻点细密（单芦蜂亚属

ceratina )

46 ( 4 9 )唇基全部黄色；小盾片黄色；中胸侧板黄色或桔黄色

47 ( 4 8 )中胸盾片黑色，具 4 条纵的黄斑纹；并胸腹节黄色，小区具一三角形黑褐色斑；雎部桔黄

色；腹部第1 背板两側各具1 纵黑斑；第 2 节两侧各具1 横黑斑；3—5 节背板基半部黑褐 

色；8— llmm    ... ........................... 黄钱芦峰C * (L .} 办即沖加

48 ( 4 7 )中胸盾片黑色，无黄纹；并胸雎节表面烟黑色；腹部黄色，第 1 节背板两侧各1 长黑斑；

2—4 节背板各具长黑斑；5—6 节背板基部黑色，端部黄色；9nim ....................

..................................................花革芦蝝 C * (L *} Jtosemponis

49 ( 4 6 )唇基黑色，中部具倒“T”形黄斑；小盾片黑色，具 4 个小黄斑；中胸背板黑色，两侧各1

小黄斑；腹部黑色，各节端半部黄褐色；9 - llrm n …… 四斑芦蜂C . 【L .) «woilriiiiiiicwm

50 ( 4 5 )腯基光滑，表面呈浅皱状，非革状（黄芦蜂亚属Xz 

雄

1 (2) 体具蓝色光泽；头部刻点强；第 7 背板向后下方延伸，端部具2 个齿突（光泽芦蜂亚属E«-

塍基有倒“T”形乳白色斑；雎部1 一4 节背板有斜脊；6.0—6.5mm..........

........................................................ 青芦蜂 C * (E .} cjwwa

2 (1) 体黑色，不具金属光泽；腹部 1一5 节背板有斜脊

3 ( 1 8 ) 黑色或篮色；体上仅具少数浅色斑，腹部无黄斑纹

4 ( 1 7 ) 小或中型i 下颚须5 或 6 节 （芦 蜂 亚 属 Jtr.)

5 (10) 体长超过6mm

6 (7) 唇基端半部及上唇黄色（图75) ;眼侧黑色无黄斑；第 7 背板端缘圆，中央尖；6.5 — 7*5mm

........................................... 蛾眉芦» C . ($. str.) eitmensis sp* nav.

7 (6) 唇基全部黄色，上唇全部或部分黄色

8 (9) 眼 侧 （触角窝以下）黄色；上唇黄色；第 7 背板弯向腹面，顶端中央截断状；6.5—8.5mm

.................................................. JSDlt C * (s- sfr*) uni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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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眼侧黑色；上唇有浅黄色斑；第 7 背板端缘宽钝；5.5—7.5mm .......................

..................................................瓜芦 » C . rfr.} cucurbitina

10 (5) 体长不超过6mm

11 ( 1 4 )后足腿节不具突起

12 ( 1 3 ) 第 7 背板近三角形，向下方延伸（图 7 6 : c ) ; 唇基中部黄斑上部窄，向下部渐加宽；上唇有

3 个黄斑，中央者大，两侧者小，4mm ................ 中国芦鋒C * ($_价 》)

13 ( 1 2 ) 第 7 背板非三角形，端缘宽直；唇基黄斑三角形；上腠黑色，无黄斑； ............

....................................................无齿芦嫌 C . (s*

14 ( 1 1 )后足腿节中部具突起

15 ( 1 6 )后足腿节中部突起齿状（图 77: b); 第 7 背板端缘直，中央稍突起；4.(H ~4_3mm .....

... ................................................ 齿突芦蜂 C . (s. srr, 1

16 <15)后足腿节中部突起棒状（图 77: a) ; 第 7 背板端缘平直；3.5—3.7mm ................

.................................................... Ct (s. satoi

17 ( 4 ) 小型；下颚须5 节；上唇具白斑；唇基有倒“T”型浅黄色斑；后腿节中部膨大；后胫节宽，

内惻有圆钝齿7 其上被一束长毛；第 2 腹板中央有癯突（旗 尾 芦 蜂 亚 属 4— 

6mm ....................................................齿E 芦蜂 C . (N .} derrtijws

18 ( 3 ) 体黑色，头、胸、腹具丰富的黄斑纹

19 (3S> 复眼及单眼间有清楚的刻点；中胸侧片刻点密，仅在前侧缝之上有光滑无刻点小区；腹部

2 4 节背板斜脊前区一般黑色（花芦蜂亚属

20 ( 2 3 )中胸盾片有纵黄纹；第 7 背板端缘圆，中央稍突出

21 ( 2 2 )中1 盾片有4 条纵黄纹；前胸黄色；唇基黄斑达唇基长的4/ 5 ;眼侧黄斑上刻点少于5 个；

8~~9mm ....................  ...........................南方芦螓C . [C 4  Mgnafti

22 ( 2 1 )中胸盾片两侧各1 小黄斑纹；前胸黑色；盾基黄斑达唇基顶端；夂5—5.5nim ..........

..................................................台湾芦蜂C . 【C .) fafaMagona

23 ( 2 0 )中胸盾片全黑色，无黄斑纹

24 ( 2 9 )前胸盾片黄色

25 ( 2 6 )小盾片黑色；顔侧光滑，刻点少于5 个；唇基中部黄斑达唇基长的4 / 5 ;顶端圆；4一5mm

...................................................... 花芦•  C * simiHima

26 (25>小盾片黄色；眼侧刻点起过15个；唇基中部黄斑达唇基长的3/5 ;第 7 背板两側缘直，端缲

向中央倾斜，中央尖（图 8 2 : b ) ;  7—8mm ..............刻面芦蟑C * ( C .) dOT/icwtold

29 ( 2 4 )前胸盾片黑色

28 ( 2 9 )第 7 背板端缘中部截断状；唇基全部黄色；眼側刻点超过15个；腹部2—5节背板端缘黄纹

中断；6 _ 7 mm ..................................... 拟黄芦嫡 C，（C . 1

29 ( 2 8 )第 7 背板两侧缘直，端缘向中央傾斜，顶部尖

30 ( 3 6 ) 唇基非全部黄色

31 ( 3 7 ) 眼侧刻点超过1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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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3 3 )体刻点粗大而密；腹部宽，两侧平行；2—3 节背板端缘黄带中断；5—7_

33 ( 3 2 )体刻点浅、细、较稀；腹部基部窄，中部宽

冲S|芦蜂 C . {C _} 〇*加 》nwwt

34 ( 3 5 )上唇黑色；前胸背肩突、中胸小盾片均黄色；前足胫节黄色，中及后足胫节基部有小黄斑 ;

6—8mm ............................................................................................... 波氏芦1 *C . (C*)  jwpovi
35 ( 3 4 )上唇黄色，有 3 个小黑斑；胸部全黑色；前、中、后足胫节及跗节均黄色； ……

................................................................................................... 日本芦蜂 C . {C-)

36 ( 30) 唇基全部黄色；第 1一3 节背板端缘黄纹中断； 5—7mm ...............黄芦蜂C. (C* 1 仰 _

37 ( 3 1 )眼侧刻点少于10个；第 1一5 节背板端缘黄带中断，4一5 节中断极窄................

........................................................................................................... 马氏芦蜂C. { C . } inoai

38 ( 1 9 )复眼及单眼间光滑；中胸惻片光滑，刻点稀；腹部2—4 节背板斜脊前区一般黄色

39 ( 4 2 )唇基及并胸腹节均细革状（革芦蜂亚属

40 ( 4 1 )第 7 背板端缘有3 个钝齿；生殖刺突顶端有向内弯的长针； .................

............ ..... *.................................黄绣芦蜂C . {!/•} /fewpicto

41 ( 4 0 )第 7 背板端缘困，无齿；生殖剌突顶端针小，不向内弯；9mm

花革芦蜂 C . (L .)

42 ( 3 9 )唇基光滑，非革状（黄芦蜂亚属X如也

光泽芦蜂亚属 £；i/cerah7za H irashim a， M oure 对 D aly，1971

Euceratina Hirashima, Moure ̂  Daly, 1971, Jour* Fac, A g rk . Kyusku U niv  ̂t 16(4)：369—370. 

模式种 Fabricius，1794.

个体较大的具金属光泽的种类；体刻点密；下顿须5 节或 6 节；触角窝，额、眼 

侧、颊及胸部均具明显刻点；颅顶后侧缘角状；并胸腹节基部斜，具粗刻点，后两侧具 

一短横脊；腹部刻点强，第 4一5 节背板长刻点呈排状排列；雌性1 一4 节背板及腹板均 

具斜脊；雄性第1一 4 节背板及1 一 5 节腹板均有斜脊；雌雄性第6 背板具中纵脊；第 7 

背板特化，端部中央呈三角形突起或简单或具双齿；雄性第2 腹板中部有瘤状、横脊或 

突起；第 6 腹板端部中央具深凹；生殖刺突与生殖节明显分开，生殖剌突细长，被毛; 

两性胫基板发达，雌性后足毛刷发达。

本亚属分布于古北界的欧洲、北非、亚洲西南部。共 16种，我国1 种。

靑芦蜂 Cfemri/wt (£wcmiriiia ) ĉ wnea (Kirby)，lS〇2 中国新记录

Apis cyanea Kirby, 1802, Monogr, apum. Angi. , 2：308〇 

? Megilla callosa. Illiger t 1806» . f . Insect - T 5 ： 138.

Ceratina coerulei Smith, 1855, Cat. Brit* Hym* Brit< 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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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rutina chevrieri Toum ier, 1 8 7 7 , P et. muv^ d iu rn i, , 2 r8 6 .

Kirby, Hirashima，丄971， Kj mAa LJwV, 16(4):
37L.

雌体长6—7nnn。唇基中部光滑，其部具稀刻点，上唇中部刻点较唇基密；上唇与 

唇基均闪光；额、眼侧、额唇基、颅顶及颊均具一致的密刻点；中胸盾片刻点一致，闪 

光；并胸腹节基部被粗皱；腹部第 1 一4 节背板具斜脊，刻点密；第 4 节背板为第1 节 

背板宽的2 倍；第 6 节背板端部有中纵脊，末端针状。体蓝色，但上唇、唇基及足均为 

黑色；后足胫节基部外表面有浅黄斑；距浅黄色；翅浅烟色透明，翅痣及翅基片深褐 

色。后足毛刷白色。

雄体长6.0—6 . 5 _ ,似 雌 性 ，主要区别为：唇基有1 £‘丄”形乳白色斑；腹部第 

6 节背板端部有1纵脊，第 7 节背板端部具2 齿。

分 布 新疆；欧洲D

芦蜂亚属 Cmm+Ttci 5 . 5t r . L^tre ilie，1802

C lavicera L^treille, 1802» H ist. ttat. Crusta Ins.^  433.

C eratin a  Latreille, 1 8 0 2 , H ist. n at. C ru st. In s ,,  3 r3 8〇.

P itk itis  Illiger, 1 8 0 7 ,M ag* Ins^ t. , 6 ：198,

Zadontom erus Ashmead) 1 8 9 9 , T ran . A m er. Entom^ Soc. , 2 6 ：69<

C eratin a(C eratin id ia)C ockei^ \  *& Potex, 1 8 9 9 , A n n . M ag, N a t. H is t ., 7 ( 4 ) ;4 0 6 .

Ceratina(G-CTtieZ/a)Cockerell, 1 9 0 3 , A nn . M ag, N at* H is£. r 7 ( 1 2 )：202.

C eratina  ( C hloroceratina  ) Cockerdl, 1918 , P h ilp . Jo u r  ■ 5 c i , ,  13  ： 143 * 

C eratim ((M (iocem tin a)(yxk& ^ \ , 1 9 2 4 , P roc. E ntotn . Soc. W ashington, 2 6 :7 7 .

棋式种 a版/a6ris Fabricius= Apis cwcw/i&irina Rossi.

小至大型，黑 色 （少数具浅色斑）。少数种类具光泽（产于欧洲的 

/osa)。分布于古北界。共 15种，我国分布有7 种，其中1 个新种。

峨眉芦蜂Cerauna ($■ sfr*) 四紐挪出sp. nov, 新 种 （图75)

雌 8— lOmm。体黑色，光滑闪光；翅痣大。头部宽大于长表面光滑，刻点稀少； 

上唇刻点粗大+ 呈皱状；唇基端缘及两侧为大而稀的刻点；复眼内侧刻点小，圼 1 一2 

排排列；额唇基微隆起，有纵脊，刻点较密；前单眼前部、侧单眼上方及颅顶具稀而大 

的刻点；颅顶两侧角刻点较密；颊光滑闪光，仅上類部具数个刻点；前胸侧片两侧具角 

状突起；中胸基部及两侧刻点细密，中部光滑闪光；胸惻片刻点粗大；并胸腹节基部小 

区革状；腹部第1节背板光滑无刻点，基部凹陷；2—5 节背板均具明显斜脊，脊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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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峨眉芦蜂 G r如Via (C.〉eweiew«_i■才 sp* nov. 新种 

a.头部;b.第7背板;c.第6腹板id.生殖节* 、f.生殖刺突侧面

光滑，脊后部刻点较粗大，特别是4一5 节；第 6 节背板刻点细密；前足基节扁平粗大， 

外侧扁平突起；各腿节中部膨大。体黑色，触角鞭节黑褐色；翅基片及翅痣黑褐色，翅 

黄色透明，翅脉深褐色；径脉与翅痣于中部相交；足的 2—5 跗节及爪黄褐色；腹部 

2—5 节背板端缘黑褐色；距黄色。体毛稀少，白或浅黄色；上唇被浅黄的直毛；胸部 

基部及侧板被稀的浅黄色毛；足毛白色；跗节毛较密而长，跗节内表面毛金黄色；腹部 

被稀的白毛。

雄 6.5—7.5nun。与雌的主要区别为：唇基有近三角形黄斑，黄斑占唇基长的 

1/3—2/3 (图 75: a) , 顶端中央有黑色纵纹；第 5 腹板端缘平；第 6 腹板端缘中央凹， 

凹内有3 对小齿突（图75: c) ; 第 7 背板端缘圆 f 中央顶端尖（图75: b) ; 生殖节的 

生殖刺突顶端双钩状（图 75: e)。

正模早，四川峨眉九老洞，1800—1900m，1957. «. 31,王宗元釆。副模9早早， 

5 3^;四川峨眉山九老洞，180〇一19〇〇111，1 9 5 7 . 1 . 7 ,，2半朱复兴采，1957.见. 

17.，1 早、1957, W. 30.，1 早、1957. «* 22—2 7 ,，2 早，芦佑才采；1957, 1  11， 

22, 3 1 ,，3羊，黄克仁采；洗象池，1 800—2 O00m，1957. V . 22—25. 5 牙才，黄克

仁采。

本种近似 Gemfiwz (s■珀r .) Yasumatsuet Hirashima，主要区别为：

雌体较宽大，头宽稍大于长，非细长，头宽与长相等；唇基前緣及侧缘刻点较多；中胸 

基部及胸侧刻点较深、大且密；触角梗节与第1 鞭节等长；后翅轭叶短于扇叶，非为扇 

叶 的 腹 部 第 1 节背板仅基部凹，非大部分凹雄唇基黄斑近三角形，非 “T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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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达唇基长的1/3 — 2 / 3 ,非达顶端；眼侧黑色，x 黄斑；第 5 腹板中央平，不凹； 

第 6 腹板端缘中央凹陷有3 对小齿突；第 7 背板端缘圆，中央有1 明显的小尖突。

单 一 芦 蜂 价 . ）卵W /orFriese, 1 9 1 1 中国新记录

C eratina unicolor Friese, 1911 , Verh , Z ool-bot. , 6 1 1 126— 1 2 8. 半 

Q ra fin a  ( Cerafi.wi) F riese，Cockerell，1911， ，4 4 :3 4 1。?

雌体长9一 lOnrni; 体黑色；唇基具1 椭圆形黄斑。唇基中部光滑，两侧具大而稀 

的刻点；额唇基区光滑；頟、限侧、颅顶及颊均密被粗人刻点；中胸背板基部、两侧及 

端缘被大刻点，中部光滑；小盾片端半部刻点密且小；中胸侧片刻点密；腹部第1一5 

节均具斜脊t 1 一3 节背板刻点细密，4 1 节刻点粗大呈皱状；腹板具刻点Q 足黑色； 

后足距浅黄褐色；翅透明，翅基片及翅脉深褐色。唇基表而被稀的直立的金黄色毛；前 

胸背肩突周围密被黄色毛；足毛及后足毛刷浅黄色；后小盾片及腹板毛白色^

雄体长6.5—8.5mm，似雌性，主要区别为：唇 基 （除顶端侧缘）及 眼 侧 （触角窝 

以下）具大斑；上 唇 （除 2 褐色斑外）及额唇基上的1小斑均为黄色；前足腿节及胫节 

外侧具黄色条纹；中、后足腿节基部外侧具1 小黄斑；腹部末节背板两侧缘向端部倾 

斜，顶端截断状；体毛较雌性稍多。

分 布 江 苏 、浙江、福建、台湾；欧洲。

瓜其蜂 U •议r .} cumrfririita Rossi，1792 中国新记录

Afns cucurbitina 1792» M ant. Insect. , 1:145 

Hyiueus aibilabris Fabricius, 1793, Entom . System. , 2:305- 

Oa汝era Latreille’ 1802, Ffet. Nat. Fourmis* 433.

Cerauna a 6̂i7oirfs Laireielle, 1805, H ist. N at. Insecta 14:50.

M egilla cd bilabrh  IHiger, 1806 , M agaz, f .  , 5 i l3 9 .

Ceratina decolorans Brulle, 1 8 3 2 , Exped, Scient. Moree. Zool, , 2 ：34〇. J  

Gera/ina I-epeletiea:T 1841 , Hist^ N ai. Insect, H ym en. t 2 \ 5 ^ ,

C eratina cucuiintina Friese, 1 8 9 6 , T erm esz. F u z .t 1 9 :4 1 .

C eratin aiC eratin a)cu cu rbitin a  Rossi, 1 9 7 1 , Hirashima, Jo u r , F a c . A g rie. Kyushu U niv.^  1 6 ( 4 ) :  

361 .

雌体长7—9nim。体黑色，唇棊中部有椭圆形黄斑。头部较光滑，上脣刻点大且不 

规则；唇基前缘及黄斑两侧刻点大而稀；眼内侧有1—2 排小刻点及若干分散的大刻点； 

额脊明显，沿脊两侧刻点较小；单眼周围及颅顶刻点大而稀；颊光滑；中胸盾片基部及 

端緣、侧缘刻点小而密，中部光滑；小盾片刻点与中盾片相同；后盾片与并胸腹节小区 

革状；胸侧板刻点大而稀；腹部第1背板光滑；第 2—3 节背板基部边缘刻点细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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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节较粗大；2—5 节背板均具斜脊。触角鞭节黑褐色；翅透明；翅基片黄褐色；翅痣及 

亚前缘脉黑褐色，余脉黄褐色；腹部 1 一5 节背板端缘褐色；腹板褐色；足距黄色。 

雄体长5.5—7.5mm。唇基全黄色；上唇具浅黄色斑；第 7 背板端缘宽钝。

分 布 浙江；南欧。

中国芦鋒 Cmu/iia (s . s m ) cfcin肌sis (Wu)，1963 (图 76)

Neoce7ntirui chinensis W u , 1 9 6 3 , A ct. E n tom . S in . ,  1 2 ( 1 )：88~~89►

C era£in a(C eratin id ia)ch in en sis (W u )r Hirashima, 1971 , Jo u r , F a c , A g r k . Kyushu JJn iv , , 1 6 (4 )： 

362.

图 76 中国芦蜂 (s . 办 ■ ) c/iittensb 逆

a ■头部 i b , 膣部端部镧面规；c. 第 7 背板；i 第 7 腹 祓 ；匕 第 8 联板 ; 

f . 生殖 节 ；g . 生殖节侧面观；h . 生殖刺突难部

雄体长4mm。头稍宽于胸，近方形（图76: b) ; 颜面下半部突出；唇基长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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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刻点大而稀；上唇2 倍宽T 长，刻点稀少；上顎无齿；下颚须5 节；触角长达小盾 

片基缘；中单眼大，后单眼间距2 倍于中至后黾眼之距；颅顶后缘稍凹陷；颊最宽处为 

复眼宽的2/3弱；中胸背板基半部刻点密，点间距为点直径的1々一1，沿中胸背板中 

线及两侧刻点大且稀，其他部分光滑闪光，端缘刻点小且密，点间距不超过点直径的 

1/2;小盾片隆起，2 倍宽于长；后胸背板极窄，为小盾片宽的1仏小盾片及后胸背板 

基部和端缘刻点细小，中央稀；屮胸背板闪光，刻点分散，端缘有〗排整齐的小刻点； 

并胸腹节中央小区刻点细密，点闾距不超过点直径的1/ 2 ;足细长；腹部圆形，各背板 

刻点密；第 7 背板向下延长呈三角形（图76: c) ; 第 7 腹板短，端缘凹陷，中部具乳状 

突 起 （图 76: d) ; 第 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76: e- h。体黑色，具黄斑纹；沿唇基中部 

向另一端缩小的条纹（纹的最宽处为唇基端缘宽的1/3)，上唇3 个 斑 点 （中间者最大， 

两侧者很小），前胸背肩突、前足腿14•外侧、中足腿节基部及后足腿节的小斑，均为黄 

色。体被稀而短的白毛；足被密的长毛。

雌 （新记述）体长4一 5胃 ；体较光滑、闪光，刻点稀少。头部光滑闪光，仅唇基 

侧缘具几个大刻点；眼侧具1 排较小的刻点；颅顶刻点明显；颊光滑；中胸背板基部及 

端部刻点较小且密，两侧刻点稀，中央光滑；小盾片光滑，基部及端缘有刻点；并胸腹 

节基部细皱状；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均具斜脊，第 1节背板光滑，第 2—3 节背板基部及 

斜脊后背板具细刻点，第 4一6 节背板密被大刻点。体黑色；唇基中部具椭圆形黄斑； 

前胸背肩突黄色（少数不明显或黑色)。

分 布 云 南 、四川。

棒突芦SlCfentfina {s . 即如 Yasumatsu, 1936 中国新记录

C eratim {2 aod m tom eru s)sa to i Yasumatsu, 1936 , A nnot, Z ool. J-ap . , 1 5 :5 5 0 .

C eratina ( C eratina )satot Yasumaisu, 1 9 7 1 , Jo u r . F a c . A g rie. Kyushu U niv, , 1 6 ( 4 )；3 6 .

雌体泣4.0—4.5nim。体黑色，闪光；唇基中部椭圆形浅黄色斑D 体光滑，刻点 

少；上唇粗皱状；唇基端缘有大而稀的刻点；额唇基区光滑；额脊明显，脊两侧密被中 

等刻点；颅 顶 （复眼顶端之上）刻点大而密；前单眼周围一圈大刻点；中胸盾片基部 

(翅基片以上部分〉刻点小而密，余光滑，沿中盾沟两侧有若于大刻点；小盾片基半部 

光滑，端半部密被中等刻点；后盾片刻点小而密；并胸腹节小区革状；前、中及后足腿 

节均肿大；腹部第1节光滑；2—3 节背板刻点较小而稀；4_5节背板刻点中等大且密； 

2—5 节背板均具斜脊，2—3 节背板脊前区具小撗纹。唇基椭圆形，浅黄色斑大；触角 

鞭节红褐色；翅透明，翅痣、翅基片及翅脉均黑褐色；2—4 跗节黄褐色。体毛稀少， 

胸侧，腹部5—6 节被稀的白毛；毛刷白色。

雄体长3.5—4.Omm。与雌主要区别：上唇中部浅黄色；唇基具倒“T”形浅黄色 

斑；后足腿节中部膨大，其上具棒状突起（图77: a) ; 第 7 背板端缘平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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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7 芦蜂后足腿节

a . 槔 突 芦 蜂 b .齿 突 芦 峰 如 ‘

(仿 Ya»utnatsu Hirashima，1969)

采访植物玫瑰、荆条、中国槐、苜蓿、苦菜花等。

分 布 北 京 、山东；口本。

齿 突芦蜂 C erad/ia (s . s tr•} /w aW  Yasum atsu，1936 中国新记录

C eratin a{Z〇()donlCfm erus)itijiXdai YasumatsUj 1936 , A nnot. ZggI .  } a p . y 1 5 i5 5〇. 

Cera.£ijia{Zantlontonterus)i'w a.tai YasiimaLsu, 1946^ M uski f 1 7 (5 )  ；25 .

C eratin a(C eratin a)i-w atai Vasumaisu, Hirashima, 197], jo u r . F a c . A g rie. K yu d m V n iv . ,  16(4)：

36L

雌体长4.0—4.5mm; 体黑色，细长、光滑。头宽大于长；复眼内眶向唇基内倾； 

侧单眼至复眼的距离为后单眼间距的2 倍；上唇刻点粗大；唇基端缘具几个大刻点；额 

唇基刻点较密；眼侧有1 排刻点；额光滑；颅顶刻点大且密；中胸盾片光滑闪光，仅边 

缘具大刻点；小盾片及后盾片刻点较小而密，中盾片中部具纵的无刻点区；中胸侧片刻 

点大而稀；并胸腹节刻点细密，后表面刻点粗大；腹部第1 节背板除中部可见稀刻点外 

几无刻点，以下各背板密被小刻点。唇基中央具1 纵的浅黄色斑（小或不明显）；后足 

跗节黑褐；翅透明，浅烟色，有光泽，翅痣及翅脉暗褐色^

雄体长4.0—4.3mm，似雌性，主要区别为：唇基浅黄斑“丄”型；上唇中部浅黄 

色；前胸背肩突浅黄色；前足腿节端部及跗节浅黄色（有时为浅黄纹）；中后足腿节褐 

黄色，基部具黄斑；跗节浅黄；中足及后足腿节背腹向宽扁，几呈三角形；后足腿节中 

部突起处有针状突（图 77= b) 腹部第6 节 背板（侧面观）与体轴几乎垂直，第 7 节背 

板端缘直，中央稍突出。

采访植物中国槐、苦菜花、水柳、胡枝子、油菜、荆条y 

分 布 北 京 、四川；日本。

无齿芦蛑 Cerarina ( s • 对 Yasumatsuef Hirashima, 1969 中国新记录（图 78)

C ^ a tin a ( C eratin a)esak ii Yasurmtsu et Hirashiina7 1 9 6 9 ? K on ty u t 3 7 :6 4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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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体长6mm。似 O r a l ia  (■、. Mr,) 主要区别为：前胸前侧片无侧齿状

突；头 部 （正面观）较圆；复眼内缘端部内倾；唇 基 （侧面观）稍隆起，中部有黄斑, 

黄斑前缘刻点少，不超过10个刻点，沿唇基缝具若干大刻点；中胸盾片基半部刻点较 

大；并胸腹节小区边缘稍隆起，表面革状，斜面细皱状；腹部 2—3 节背板较小且密; 

后翅轭叶短丁•扇叶的〗々 。

雄体长5mmD 唇基黄斑近三角形；后足腿节下表面中部膨大，无齿，基部被毛； 

第 6 节背板中部顶端有一撮褐色毛；第 7 节背板两侧圆，顶端宽直；第 6 腹板顶缘中部 

凹 宽 （图78: a) , 生殖剌突（上面观）顶端角状，被 毛 撮 （图 78: b)。

采 访植物毛茛、红三叶草。

分 布 福 建 、台湾；日本。

N eoceralim i Perkins, 1 9 1 2 , A n n , M ag . Nat^ H ist. t 8 ( 9 ) t l i 7 .

N eoceratina Perkins, Hirashiraa, 1 9 7 1 , Jo u r . F a c . A g rk . Kyushu U n iv ., 1 6 ( 4 ) :3 6 2 .

模式种 N eoceratina australensis Perkins, 1912*

下颚须5 节；额表面具明显刻点； 般具少量浅色斑，仅雌性唇基中央具1 长的 

斑，雄性上唇有黄斑；眼侧区黑色；前胸背肩突浅色，足上有白斑；雌雄性后足胫节上 

均具浅色斑（个别种消失）；腹部背板斜脊明显，雄性 1 一5 节 背 板 及 节 腹 板 、雄 

性 1 一6 节背板及腹板（第 6 节较弱）有斜脊；第 2 腹板中部有小瘤状突；雄件第7 背 

板向后下方延伸，顶端不具齿或具双齿；第 6 腹板具一对变化较大的旗状突起（个别种 

端部中央U 型凹陷）。小或中型。

本亚属分布于西太平洋，澳洲界、东洋界及非洲部分地区。共 8 种，我国分布1 

种〇

图 78 无读芦蜂 Cetatirta ( s . . ) esukii

(仿 Yasumatsu and Hirasnima, 1969) 
a t第6腹板；b■生殖刺突（上面观）

旗尾芦蜂亚属  AfeocemtiMa Perkins,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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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腔芦蜂  Cerodna (N eoceralina)办nlipes Friese， 1914 (图 79)

C eratina dentipes Friese, 1 9 1 4 , T ijd . E n tom ^  5 7 :7 ,  32 .

C eratin a(C eratin a)d en tip es  Friese, Cockerell, 1 9 1 6 , P h ilip , Jo u r . Sci* D * T 1 1 :3 0 8 *

C eraiinaip. Afo〇t：era^na)dentipes F n ese , Van der V ech t, 1952 , Z ool. V erh^ t 1 6 :2 7 .

C eratina dentipes Friese, W u, 1 9 6 3 , A ct, Entom * S in . , 1 2 (1  ) ：84 .

C eratina (N eoceratin a) dentipes Friese, Hirashima, 1 9 7 1 , Jo u r , F ac- A g rie. Kyushu U n iv .i 16 

( 4 ) ：364 .

雌体长5 - 6 mm。体光滑，刻点少；唇基黄斑光滑，无刻点，两侧刻点亦稀少；眼

侧、额及颅顶刻点较大且稀；触角窝光滑；中 

胸背板前部刻点细颗粒状，斜向排列；小盾片 

刻点细密；中胸背板大部分及胸侧刻点稀疏； 

后胸侧扳光滑无刻点；腹部第1 节背板几乎无 

刻点，第 2、3 节背板基部及顶端刻点密，中 

央较稀；第 4 4 节背板刻点密集。体黑色， 

具浅黄色斑纹：唇基中部 1 斑 （长 2 倍于宽， 

基部及顶端圆），前胸背肩突，前足、后足胫 

节基部各1 纹，中足胫节基部1 小斑，均为浅 

黄色D

雄 体 长 似 雌 性 ，主要区别为： 

上唇具白斑；唇基前部两侧斑宽大，似 倒 “T ” 

形；后足腿节中部膨大；后足胫节宽，内侧具 

圆钝状齿，其 上 有 1 東 长 毛 （图 79: a) ; 足 

2 - ^ 跗节浅色；腹部第2 腹板中央具小疣，第 

6 节腹板端缘具小旗状突起（图 79: b) ; 第 7

图7 9 齿腔芦蜂Ceraria 

(仿 Vecht，1952)
后足雎节及胫节；b +第6 肢板；c . 第 7 背板

背 板 （图 79: C) 近三角形。

分 布 江 西 、广东、云南；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花芦蜂亚属 Cerarinidia Cockerell 过 Porter， 1899

C eratin id ia  Cockerell et Porter, 1 8 9 9 , Ann^ Mag^ N at, 7 ( 4 ) :4 0 6 .

模式种 Ceratina hieroglyphica Smith, 1854*

体黑色，具黄斑；一般刻点明显；下颚须6 节；前后头脊有或不完整（少数）、或 

缺少；雌雄两性腹部1 一5 节背板及腹板均有斜脊，但雄性第5 腹板的斜脊弱，有的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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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几乎无；雄性第6 腹板具一对黑色突起或具A型脊；生殖刺突具梳状毛，毛分为两 

部分。

本亚属是芦蜂属中最大的亚属。分布广，自西伯利亚，乌苏里至中国，日本，印度 

支那半岛，泰国，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及巴布亚新几内亚。本亚属共 

2 4种，我国13种，分布北自东北，南至海南、台湾。

冲辑芦蟑 O ra如 a (Cera如M ia) oftinawana Matsumuraet Uchida，1926 (图 80)

C eratina okiriaw ana  Matsuraura ^  Uchida, 1926, Itis , M atsum .-, 1 (2 )  ; 67

C eratin a{C eratin id ia)okin axvan a  Matsumura ^  U chida, V echt, 1952 ZooL. V erk * ,  1 6 :5 5 .

C eratina{C eratinidia)okiTU iV jarui Matsumura et Uchida, W u, 1963> A ct. E n tom . S in . y 12(1  ) ：84 .

C eratirta okinavuana Matsumura et Uchida, 1 9 8 8 , W u , Apoidea Y unnan, 97.

雌体长6—Srnn^ 唇基中部具压平线；唇基、颜面、颅顶刻点密而粗大；触角窝光 

滑闪光；颊光滑闪光，仅具稀少分散的浅刻点；中胸背板前部中央刻点较两侧密，中央 

表面刻点不明显；中胸背板中盾沟两侧具不规则刻点，端缘刻点带状，基缘刻点零星分 

散；中胸侧槔刻点密；中足基节外表面，前胸背板被细皱褶。体黑色，具黄斑纹：唇基 

具基角短面尖的三角形斑（斑变化较大），颜侧各1 长 斑 （有时中断），前胸背板具窄黄 

纹与前胸背肩突的黄纹相连，前胸背肩突之后具1 不明显的斑，小盾片端半部窄的斑， 

腹部第3 节背板窄的中断斑，前足腿节顶端外表面1 斑，中足及后足腿节似前腿节的斑 

(但斑较小），前足胫节外侧的纹（长几乎达顶端），中足及后足胫节的斑纹均为黄色; 

t 颚、唇基、触角第1 节及胸侧板均为黑色；足暗褐色。

图 80  冲绳芦蜂 ( C .  )  (仿 V ech t，1952)

第6 腹板；K 第7 背柜；c.生殖节

雄体长5 — 7imn; 与雌性区别为：上唇黄色，具 3 暗色斑；唇基ffi平线不明显，刻 

点稀；唇基黄斑较大；颜侧黄斑窄，下部宽；中胸背板两侧具黄纹；小盾片端部黄斑窄 

而圆；腹部第2、3 节背板均具侧黄斑，第 4、5 节背板端缘具窄的中断黄带；足具较大



168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第二十卷

黄斑；前足腿节内侧具黄短斑；前足及中足基跗节基部外侧具小黄斑；中足及后足胫节 

外侧具黄纹，长为胫节长之半； 足胫节具黄纹，后足第2 跗节具黄斑；腹部第 i 节背 

板黑色;第 6 节腹板具2 齿（图 80:a),第 7 节背板端缘圆（图80:b);生殖节见图80:c。 

分 布 四 川 、云南；日本。

滑面芦蜂 C eraria (Orarinidid} /aeviiiscwfa Wu，1M3 (图 81)

C eratina {C era tin id ia ) laeviu scida W u t1963,Act  ̂ E ntom , S i n t , 1 2 ( 1 )：88,

雌体长7—8 _ 。头宽于长（图 81 ) ,等于胸 

宽；唇基表面中央凹陷不明显，刻点分散且稀； 

上唇刻点少而祖大；触角窝及颜侧黄斑之间不超 

过 15个浅而分散的刻点；中单眼至后单眼之距等 

于单眼直径；颅顶后缘稍凹陷，刻点深粗而稀少; 

复眼内缘乎行；颊最宽处窄于复眼；中胸背板基

滑 面 芦 蜂 缘 、侧片及小盾片端缘刻点密，点间距等于点直 

_ 狀 山 早头部 径的0.5—1.5倍；中胸背板端缘及后胸背板刻点

细密；小盾片2.5倍长于后胸背板；并胸腹节中央小区与小盾片等长，中央小区刻点细 

小；腹部最宽处为第4 背板，腹部末节顶端尖；腹部背板书央刻点稀，沿边缘较密。体 

黑色，具黄斑纹：唇基前缘、额唇基、眼侧的斑、额唇基区的2 斑、颊、前胸背板、前 

胸背肩突、前足外侧、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端缘（其中1一3节具中断）的斑纹，均为黄 

色•，小盾片表面有或无斑纹D 体被少而短的白毛；胸侧及足毛稍长。

雄：未明。

分 布 云 南 。

南方芦蜂 C eraria (O rafin油 a ) c哨 ia£a Srnith，1879

Ceratina cognata £m ithT1879 , Desc. New Spec+ Hym- , 94.

C eratina conscripta Cw kerdU 1 9 1 9 , Ann. M ag. N ut. H ist, r 9 ( 3 ) ;  247 .

C eratina selangorensis Cockerell, 1 9 1 9 , Ann. Mag. N at. H ist. , 9 ( 3 )： 248.

C eratina laosorum  CockerelU 1 9 2 9 , Ann. M ag, N at.  HiU. t 10(4)r 151 h 

C eratina  ( C eratin id ia  ) cognata Sm ith , 1 9 5 2, V ech t, Zool. V erk - j 16 ； 69—70.

C eratina (C era tin id ia ) cognata Sm ith , 1 9 6 3 , W ut A ct. Entom. S in . ,  1 2 (1 )： 84*

雌体长8—9mm。体被稀少刻点；颅顶刻点粗且稀；额具纵脊；触角窝凹陷处刻点 

细；中胸背板中央为无刻点的光滑区；小盾片及后胸背板刻点细密；并胸腹节基部被皱 

褶；腹部各背板基部几乎光滑，端半部刻点粗而密。体黑色，具黄斑纹：唇基 1 “山” 

形 斑 （中央者几乎达脣基顶端，且较宽），额的 1 横斑，颜侧各1 长条斑，中单眼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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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各1 小 圆斑（唇基、触角、上唇均黑褐色），前胸、前胸背肩突、小盾片的斑，腹部 

第 1节背板端缘1 梭 形斑（斑上具2 褐色小圆形斑），第 2—5 节背板端缘的横带（2—4 

节背板两侧横带约宽于中央的1 倍以上，第 5 节横带中央较两侧宽），前足跗节及中足、 

后足胫节和跗节的斑，前足腿节端半部外表面及胫节和跗节的斑，均为黄色；翅基片杏 

黄色；翅脉及翅痣褐黄色；翅透明。足被浅黄色毛。

雄体长8—9mm，与雌性主要区别为：上唇黄色；腹部第6 节背板端缘中央具2 小 

黄斑；前足腿节、胫节、跗节和中足、后足胫节及跗节均为黄色。

分 布 广 东 、云南；锢甸，印度尼西亚，广布于印度马来亚区。

刻面芦蟑 (Cera如通 a } 办n^cu/ota Wu, 1963 ( 图 82)

C eratina ( C eratin td ia) den ticu lata  W u, 1963, A ct. Kntom * S in .  , 1 2 { 1 ) ； 86~~8 7 .

图 82 刻面芦蜂 Cemtfna (C.) tfentfcw/afa
半头部；b . 第 7 背板；c . 第 7 腹板；d . 第 8 腹 e，生殖节; 

f、g. 生殖节侧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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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体长9mm。头宽于长；唇基表面中央凹陷，刻点大小不勻，中央凹陷处刻点稀 

少而大；上唇长力形，2 倍 宽 于 长 （图 82: a)，刻点粗，点间距为点直径的1/2—1; 

上颚3 齿，基部宽大；触角短小；触角窝与眼侧黄斑间超过15个刻点，颅顶后緣呈宽 

且浅的凹陷，中央截断状凹人，颅顶刻点似唇基，但稍深而密、粗大；颊平滑闪光，其 

最宽处几乎等于复眼宽；复眼内缘直；中单眼至后单眼之距等于单眼直径；中胸背板基 

缘及侧片被粗密刻点，点间距不超过点直径的1 " ，端缘及小盾片刻点密而小；小盾片 

2 倍长于后胸背板；并胸鹿节中央小区最长处窄于小盾片，但宽于后胸背板，中央小区 

皱褶状，侧面不闪光；腹部最宽处为第4 节背板，末节顶端尖；旗部各背板被小而不勻 

的刻点，边缘点间距等于点直径的1 " 一:U 体黑色，具黄斑纹：唇基前緣、额唇基、 

颜侧的斑，额唇基区2 斑点，颊、前足外恻、腹部第2—3 节背板及4一5 节背板端缘中 

断的条纹，均为黄色；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黑色（有的个体具不明显的黄斑）。体被 

稀少白色毛；胸侧、腹部腹面及足毛较长。

雄体长7—8mm; 似雌性，区别为：体色较暗；唇基黄斑较明显；鹿部第2、3 节 

背板两侧为不明显的黄斑，第 4、5 节背板为黄条纹；第 7 节背板顶端中央齿状，齿的 

两侧平直向上，背板两侧圆，中部凹陷深（图 82: b) ; 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82:

C ^go

分 布 云 南 。

日本芦蜂 Cmlh伽 ydjtonica Cockerell，1911

C eratina hieroglyphica japon ica  Cockerell, 1911 , P ro c . U . S . N , M . ,  3 9 , 1806 , 605 ►

雌 体 长 8 4 _ 。体黑色有黄斑纹；胸部全为黑色。上唇刻点均匀，中等大而密； 

唇基、眼 侧 （触角窝以下）刻点中等大而稀，超 过 15个；额脊不明显，两侧刻点密； 

眼 侧 （触角窝以上）光滑；单眼周围刻点较密；颅顶有2—3 排密刻点；颊光滑；中胸 

盾片基半部、端缘及小盾片均密被刻点，中胸盾片中部刻点稀少而光滑；后盾片及并胸 

腹节小区细革状；胸侧刻点中等大且稀，侧板上区（翅基片下）有 1光滑小区；腹部第 

1 节背板刻点极小而稀，第2_3节背板刻点相同，第 4一5 节背板刻点较2—3节者大 

而密。体黑色；唇基端部及中央2 小斑、额唇基、眼侧的细而中断的纵纹、额上2 小斑 

及颊上细纹均为黄色；胸部全为黑色，无黄斑；前足褐黑色，胫节基部外侧具黄斑；翅 

透明，翅基片、翅痣及翅脉均为深褐色；腹部第1 节背板端缘具细黄纹，第 2—5 节背 

板端緣的黄纹较粗，但 2—3 节者中断。体毛少；胸侧及腹部端部2 节及腹板被稀而短 

的白毛；后足毛刷白色。

雄体长6—7nun，与雌性主要区别为：上 唇 （除 3 个小黑斑外）、唇 基 的 倒 形  

斑、复眼内侧、额唇基及眼侧斑均为黄色；前、中及后足腿节端部、胫节及附节均为黄 

色；腹部第1 节背板两侧具小黄斑，第 2—3 节背板端缘的黄带中断，第4一5节端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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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带完整；第 7 节背板端缘直，中部稍突出。 

分 布 江 西 、四川；日本。

波氏芦蜂 Cemfiim (Cera如 id ia) Wu, W63 (图 83)

Ceratiria (C eratinidia) p〇p〇-vi Wu, 1963, Act, Entom. Sin, , 1 2 (1 )：85—86.

雌体长7—8m m。头稍宽于长，与胸等宽；唇基表面中央稍凹陷，1.5倍宽于长， 

刻点大小不匀，前缘及中部光滑闪光；上唇长方形，宽 2 倍于长，刻点粗大，点间距不 

超过点直径的1—1/2;触角短；触角窝光滑闪光；上颚3 齿，基部极宽；中单眼较小,

图 83 波氏戶蜂 Ceraria (C .〉

半头部i b . 第 7 背板i c■第7 腹板i 丄 第 8 腹板；匕生殖节i 

f、g* 生殖节側面观

其与后单眼之距等于中单眼直径；颅顶被粗刻点，后缘凹陷宽，具龙突，中央截断状凹 

人；复眼内缘几乎平直；颊无刻点，颊宽稍窄于复眼；小盾片2 倍长于后朐背板；中胸 

背板基缘及侧片被粗密刻点；并胸腹节中尖小区基缘被细小皱褶，两侧粗糙；腹部最宽 

处为第4 节背板，末节顶端尖；腹部背板刻点大小不匀，点间距为点直径的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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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各节背板端缘稍密。体黑色；具黄斑纹：唇基前缘、亚唇基、颜侧的斑，额賡基区 

的2 斑，颊、前胸背板、小盾片、前足胫节外侧及腹部第1一5 节背板端缘的斑纹，均 

为黄色；腹部第1 节背板黄斑由3 个小黄斑连成。体被稀少白毛；胸侧及后足胫节毛密 

且长。

雄体长6—8mm; 似雎性，主要区别为：体色较暗；唇基黄斑明显；小盾片黄斑有 

或无；腹基部3 节背板表面为中断的黄斑纹，第 4 节黄斑纹完整，第 5—7 节背板均黑 

色，第 7 节背板末端逐渐变尖，两侧稍圆。

分 布 云 南 、广东、广西。

紧芦蜂 Oraffiia (Cemdn油 a ) compacta Smitli, 1879

Ceratina compacta Smith, 1879, Desc. New Spec. Hym. , 91.

Ceratina ( C eratinidia) compacta Smith, 1952, Vecht, Zool. Verh.y 16： 66,

Ceratina { Ceratinidia) compacta Smith, 1963? WuT A u . Entom . S in . , 12(1)： 84.

雌体长7—8mm。头明显宽于长；上颚3 齿，基部具庞状小突；颅顶及小盾片端缘 

圆。体黑色，具黄斑纹：上颚基部1 不明显的斑，触角第1 节基半部前表面的斑，唇基 

表面1 “山”形 斑 （中央者达唇基基部），额的1 斑，靠近额唇基侧缝处各1 小圆形斑， 

颜侧复眼内缘各1斑，中单眼前2 肾形小斑，颊的宽斑纹（由颅顶后缘两侧至颊前缘）， 

前胸背板、前胸背肩突、中胸背板两侧靠翅基片内缘各1 斑，小盾片、后胸、腹部第

1— 3 节背板端缘、第 4 节背板基部和端部及第5 节基部的横带，前足腿节基半部及胫 

节的斑纹，均为黄色；足褐色；翅脉及翅痣褐黄色；翅浅色透明；腹部第4 节腹板中央 

及第5 —6 节腹板均黑色。体毛少；上唇及腹部各背板被少量浅黄色短毛。

雄：未明。

分 布 云 南 、西藏；菲律宾。

花芦蜂 Cera以na ( O m 咖油 a )  仙 ma Smith, 1854

Ceratina sim illim a &nith, 1854, Cat. Hym. Brt, Mus+, 2 ； 225,

Ceratina { Ceratinidia)  sim illim a &nith, 1952, Vecht, Zool. V crk. ^ 16: 61 —62,

Ceratina sim illim a &nith, 1963, Wu, Aci. Em〇m , S in . , 12(1): 83-

雌体长5—6mm。唇基光滑，仅被少数刻点；颅顶后缘刻点粗大；触角窝周围光 

滑；颜侧近复眼处有若干刻点，上部光滑。体黑色，闪光；具黄斑纹：唇基前缘倒 

“T”形斑，额 1 横斑，颜侧各1 长斑纹，颊 1 长的斜纹，前胸两侧各1 斑，前胸背肩 

突，中胸背板的4 条纵纹、小盾片1 新月形斑，腹部第 1 一 5 节背板端缘的横带（第

2— 3 节背板两侧横带较中央者约宽2—3倍 ，第 1 节背板为窄横带，但中部宽干两侧， 

两侧横带几乎呈圆形斑），前足及中足腔节外表面的斑，后足胫节基部外表面的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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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黄色；足褐色；翅基片及翅脉均黄褐色，翅透明。体被极少数浅黄色短毛。

雄体长4一5mm，与雌性主要区别为：唇基具“山”形黄斑，中央者较长，斑色较 

深；上唇黄色；中胸背板无黄纹；前足、中足胫节及跗节及前足腿节外侧具黄斑D

分 布 云 南 、西藏；印度，緬甸，日本。

莫芦蜂 Cemdna (Cemhn油 a } /norawifzi Sickmaim, 1894

C ^ a tim  Tmtmzuitzi Sickmatinr 1 8 9 4 , Zool. J a k r b , S y s t . ,  8 :  2 6 3 .

Ceratiriti flavopict^a Morawitz, 1 8 9 0 , H or. S o r . Entom , R ass. , 2 4 ： 356,

Ceratina msyraxmUd Sickmann, 1 9 5 2 , Z〇(ji. Verh. , 1 6 ： 7.

Ceratina {C era tin id ia ) m oraw itzi Sckm arm , 1 9 6 3 , W u, A ct- E ntom , S in , ,  1 2 ( 1 )： 84.

雌体长4一6mm。体光滑闪光；上唇黑色，唇基刻点粗而稀；颜面光滑，仅有稀而 

大的刻点；颅顶刻点粗稀；中胸背板周缘刻点粗大，中央为光滑区；并胸腹节基部具皱 

纹；小盾片、后胸背板、并胸腹节两侧及腹部背板刻点均细密。体黑色，具黄斑纹：唇 

基表面的倒“T”形 斑 （中央者达唇基之半），额的 1 横斑，额唇基侧缝各1 圆形斑， 

颜侧沿复眼内缘各1 长斑，中单眼前2 小斑，颊的条形斑，中胸背板中央两侧及两侧缘 

各 1 纵 纹 （侧缘纹为中侧纹长的1 4 ) ，前胸及前胸背肩突的斑，小盾片新月形斑，腹 

部第1—5 节背板端缘横带（2—3 节两侧横带宽于中央，4一5 节中央的宽于两侧），均 

为黄色；足深褐色；前足、中足胫节及后足胫节基部外表而浅褐色；各足跗节褐色；翅 

基片及翅脉褐色；翅浅色透明。体光滑，仅足被少量浅黄色短毛。

雄：未明。

分 布 台 湾 、广东、云南；日本。

黄芦蟑 Ceratina {C^ a tin id ia) flav ipes Smith! 1879

Ceratina flaxdpes  Stnith, 1897, Descr. New Spec. Hym. Brit, Mus, , 93.

Ceratina flav ip es  1941 > W u ? Cat. Tns. Sin. , 6 ： 286*

Ceratina (C era tin id ia) jlav ip es  1 9 6 3 , W u, Act^ E ntam . S in . , 1 2 (1)： 84-

雌体长8一9mm; 黑色 t 具黄斑纹^头稍宽于长；上颚2 齿；颅顶后缘稍凹陷；颊 

最宽处稍宽于复眼；体上刻点较少；颜而光滑，仅唇基及眼侧区有少里浅刻点，且不均 

勻；额具均匀刻点；颅顶刻点稀少，仅后缘较密；中胸背板周缘及小盾片后缘刻点细 

密，后盾片刻点更细；并胸腹节中央小区被纵皱褶；腹部第1 节背板光搰，第 2—6 节 

背板刻点密而浅。唇基的“山”形 斑 （中央者不达唇基之半）、眼侧、额上 1斑、触角 

窝上部2 小斑、各胫节基部大小不同的斑、腹部第1 节背板3 个斑、第 2—3 节背板中 

断的斑纹、第 4 一5 节背板后缘纹均为黄色。体被极少的浅黄色毛。

雄体长5—7nim，似雌性，主要区别为：黄斑多；上顎基部、上唇、唇基、眼侧、



174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第二十卷

额上的斑、触角柄节前侧各2 斑及足的跗节均为黄色；腹部第7 节背板后缘中央尖，两 

侧稍凹人。

釆 访 植 物 荆 条 、苦荬莱、蒿子、鸡冠花。

分 布 吉 林 、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云南；日本。

台湾芦蜂 O m dua loftasagonct Shiokawaef Hirashima, 1982 (图 84)

Ceratina (Cerat-inidia) takamgomi Shiokciwa et Hirashima, 1982, E sakiay 19： 178-^181,

雌体长5.0—7.OmmP 前后头脊低，但可见；颊宽；头部的颅顶、额、颜侧刻点 

稀，光滑；眼侧下区有5—10个刻点；中胸盾片侧盾沟及盾侧沟之间光滑，无刻点；并 

胸腹节基部有不明显的脊。体黑色具丰富的黄斑：唇基具倒T M 斑达唇基长1A 、眼侧 

黄斑纹端半部粗大、额唇基横斑、额上一对较大的黄斑、颊上黄纹（上部常粗大），前 

胸及弯的背肩突均黄色，中胸盾片具4 条黄纹；小盾片上黄斑大，端部中央稍凹，后小 

盾片中部有1 小黄斑；前胸侧片上黄斑；腹部 1 一5 节背板端部黄带完整、较宽；各胫 

节大部分及腿节顶端黄色。

困 8 4  台湾芦蜂 (C T) (仿 S h io k a w a

et Hirashima, 1982)

a ■ 第 6 瞋板 i b . 生 殖 节 （背 、腹面）；c. 后足转节及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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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体长4.5—5.5m m u 似雌，主要区别为：头部黄斑纹较雌丰富，唇基除端缘及侧 

緣外、_h颚 （除端部）、上 唇 （除 2 个小斑外）、颜侧斑大、额唇基区、单眼外侧一对小 

黄斑、颊上的纹有时中断；前胸及背肩突均黄色，中胸盾片有4 条短的黄纹；小盾片中 

部黃斑大（有时不明显）；翅基片上小黄斑；胸侧有黄斑；腹部第1 一6 背板黄色带（或 

中断各足的胫节及跗节黄色，腿节顶端黄色；后足腿节亚基部有松散排列的金黄色 

毛 （图 84: c ) ; 第 6 腹 板 （图 84: a) 端缘具- - 对边缘圆的叶状突起，表面扁平，基部 

具一对靠近的尖突起；生殖基节端部向内弯（图 84: b)。

分 布 台 湾 。

拟黄芦蜂 CmifiKa (C r̂atinidia) 初ca Smith，1854

Ceratina hieroglyphka Smith, 1854, Cat. Hym. Brit* Mus. , 2: 226.

Ceratina hieroglypkka Smith, 1941, Wu, Cat. Ins* Sin. , 6 : 286.

Ceratina { C eratin id ia ) hieroglyphka. Smith, 1963, Wu, A c t . E ntorn , S in . , 12(J ); 84.

雌体长8—10mm，雄体长6—7mm。本种似黄芦_ ，主要区别为：雌性颜面刻点较 

多，唇基黄斑呈“山”形 ，但中央者较长；中胸背板四条斑纹较明显；雄性第7 节背板

后缘中央凹人。

采 访 植 物 荆 条 、黄草木樨、向日葵、盖蓝菜、南瓜、牵牛花、玫瑰。

分 布 北 京 、山 东 安 徽 、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广西、云南; 

日本，缅甸，印度，菲律宾。

马氏芦蜂 Cferafinfl (O ratin id ial maai Shiokawa 扨 Hirashima, 1982 (图 85)

Ceratina {C era tin id ia) m aai Shiokawa ^ Hirashima, 1982, E5〇k i a t 19: 181—183.

雌体长7—8im n。无前后头脊；唇基具相当粗的刻点，中央具纵的不明显的脊；眼 

侧区有10—15个刻点；并胸腹节基部中纵脊不明显。体黑色，具黄斑纹：唇基前缘、 

颜侧、额唇基横斑、单眼两侧小斑、颊的纹、中胸盾片2 条纵纹，小盾片上2 个小斑、 

腹部第1一5 节背板端缘黄带（其中1 一2 节的黄纹中断)。

雄体长5.5—6.5m m 。似雌，主要区别为：黄斑较雌多，唇基全部（除端及侧缘）、 

上 唇 （除 2 个小斑）、额唇基横斑、颜侧区；柄节顶端、上 颚 （除端部）、颊上细纹、前 

胸背肩突，中胸盾片靠近翅基片处一对小斑（或无）；腹部 1 一5 节背板端缘黄带，中央 

有时中断；胫节及跗节黄色，前足腿节黄斑宽，中足及后足腿节顶端具黄斑；后足腿节 

亚基部小突起上有金黄色的长毛撮（图85: c) ; 第 6 腹板顶缘中部具2 个叶状突起，其 

顶端中央角状，叶片表面光滑，基部有一对相距较远的端部稍向外侧弯曲的齿（图 85: 

a) ; 生殖节见图85: bc

分 布 浙 江 、福建、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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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马氏芦蜂 Gerdiina ( C .  ) Twoai (仿 Shiokawa 过 

Hirashima, 1982)
& 第 6 腹 板 ；h. 生 殖 节 （背、腹面）；匕后足转节及提

革芦蜂亚属 Lioceraffm  V e ch t，1952

Lioceratina Vechtt 1952, Zool. Verh . ̂ 16: 32*

模式种 /Zatopfc如 Smith，1858

下颚须6 节；雌唇基革状或仅中部革状；雄性上顎2 齿 （仅以《〇^3齿）；无前后 

头脊；眼侧上区光滑，无刻点；并胸腹节基部细革状；雌性后足胫基片退化；雄性无胫 

基片；雌性第1一5节背板及腹板、雌性第1一5 节背板及第1—6 节腹板均有斜脊，但

5—6 节者不明显或消失；雄性生殖器无毛撮，生殖刺突顶端有毛。

本亚属分布于南亚及东南亚，共 6 种，我国分布3 种，其中1个新种。

黄绣芦蜂 Cem油ta {liocen itina  ) /Iavo/iicto Smith_ 1857 中国新记录（图 86)

Ceratina flavopicta Smith, 1857* Jour. Prae. L in n . Sbc. Zml. , 2: 47.

Ceratina flaxjopicta Smith, Morawitz, 1890, Hor r Entom, Ross. , 24: 356. 

Ceratina (Lioceratina) flavopicta Smith, Vecht, 1952, Zool̂  Verk. , 16： 35—36.



图 86 黄绣芦蜂 Cera細 （C .) 才（仿 Vecht，1952)
a，第 6 脗板；b . 第7 背板；C .生喊HV

堆体长8— llm m。体黑褐色间有黄斑纹；腹部橘黄色具黑色横带。头宽大；上颚 

基部宽，端部窄，呈弓形；唇基革状，前緣光滑，中部扁稍凹；上唇扁平，表面刻点不 

规则；额唇基稍隆起；沿额脊刻点明显；眼 侧 （触角窝以下）刻点浅且稀；单眼后的颅 

顶刻点粗，2—3 排，较稀；颊光滑；中胸盾片基半部刻点细密，端半部光滑闪光，端 

缘刻点细密；小盾片刻点较稀；中胸侧板刻点粗大而较稀，刻点间光滑闪光；前侧缝上 

区光滑，后半部刻点细；并胸腹节革状，•两侧小颗粒状，小区中央具浅凹；腹部第1 一 

3节背板细革状，基部刻点较密；第 4一6 节背板刻点较2—~3节者粗且密；第 2—3 节 

腹板刻点粗且稀；第4一6节腹板刻点密且细。体黑褐色间有黄色斑纹；上颚顶部黑色； 

额、唇基及颅顶黑色；上颚、上 唇 （除顶部黑色）、眼 侧 （达触角窝上部）、中单眼下的 

2 个椭圆形小斑、颊、颅顶后缘与后头相接处、柄节前表面均为黄色；触角黑色，各鞭 

节外表面黑红色；中胸盾片黑色，具 4 条桔黄色纹，中部细两侧者粗；胸侧黄色，沿两 

侧有褐色斑；小盾片、后盾片及并胸腹节大部均为黄色；并胸腹节背面有1 钝三角形黑 

斑；前足和中足桔黄色，后足黄色；翅透明，黄色；翅痣及翅脉褐色；腹部大致格黄 

色；第 1节背板两侧各1 纵黑褐色斑，第 2 节背板两侧各 i 横黑褐色斑，第 3—5 节背 

板基半部具黑褐带，第 6 节背板黑褐色。



178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第二十卷

雄体长 7—9 _ ; 体黑色；颜面、复眼内眶、唇基、上唇、上顿、颊、复眼之上的 

小斑、前胸、中胸中部2 纵纹、后胸两侧各1纹、翅基片、翅下方 i 斑均为黄色；翅半 

透明，翅脉黄褐色；腿节基部浅红褐色；腹部基部及未节、第 2一 5 节背板端缘均为黄 

色；腹部第7 节背板具3 钝 齿 （图 86: b) ; 第 6 腹板端缘中部凹，具 4 个 齿 （图 86: 

a) ; 生殖刺突具向内弯的长针突（图86: c)。

分 布 云 南 （西双版纳）；印度尼西亚。

花革芦峰 Cerdrtrta (LioceraK/ia } Strand, 1913 (图 87)

Ceratina kosemponu Strand, 1 9 1 3 , Suppi* Entam,, 2 ： 30,

Ceratina kosemponh Strand, 1914? Archiv  ̂ Naturg. t 80 A, 1： 138H 

Cerauna (?  L iocem hna) Strand，1 9 5 2，Vecht， Ver/i ” 16: 39 *

Ceratina ( Lioceratina) kosemponii  ̂ Slratid, 1971 , Hirashima, ]ou.r. Fac. Agrie, Kyushu Univ. f

雄 体 苌 9 _。体黑色，具丰富的黄斑。触角窝以下的曆基、眼侧宽斑均黄色；上 

唇黄色，有 2 个黑斑；上颚黄色，顶端黑色；额唇基具宽长方形黄斑；前胸黄色；中胸 

黑色，侧板黄色；并胸腹节后表面烟至黑色；足黄色至黄褐色；腹部第1 节背板黄色， 

两侧具2 个黑色长形斑，几占背板的1/2; 2—4 节背板黄色，两侧各具长形黑斑；5—6 

节背板端缘黄色，基部黑色，有时呈蓝色；腹板浅黄色，端缘黄褐色。唇基革状;眼侧 

刻点不明显；中胸光滑，闪光，两侧刻点稀;并胸腹节革状;腹部第1 节背板光滑闪光;第7 

背板端部无齿;第 6 腹板端缘稍凹，中央具2 个圆齿（图87>;生殖剌突顶针很小。

雌 9imn。似雄，体较宽，色彩及图案均似雄，主要区别为：单眼之上的黄斑较大; 

胸部侧黄纹较宽；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基部黑带中断；腹部腹板黑色，端缘黄色。

分 布 台 湾 。

16(4) r 355.

图 87 花革芦蜂 (L . )

第 6 S 板 （仿 Hirashima，1971)

图 88 四斑芦蜂 Gerafina (L . ) 

C故如 SP. nov. 头部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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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斑芦蜂 Cm^ina (Liocemfirta) gwodrijwncfara sp, nov， 新种（图 88)

雌体长9—iOmm。体黑色，具黄至黄褐色斑纹。唇基革状，表面有10余个分散的 

大刻点；上唇皱状；眼侧光滑，刻点细小；1 一2排；沿额脊小刻点密；单眼/n 刻点密； 

颊光滑；中胸盾片基部及端部密被小刻点；小盾片的刻点较中胸盾片者人稀；胸恻刻 

点较大，点间距小亍点的直径；并胸腹节小R 革状，两侧光滑；腹部第1节背板基部光 

滑，端部及第2节基部刻点较稀；第3_6节背板刻点较细密；第1一2 节背板端缘黄带 

上具小横皱；第2—3节腹板中部有1宽扁的浅凹。体黑色；上唇基部有三角形黄褐色 

斑；唇基的倒“下”形斑、与眼侧等宽的长斑（达触角窝上部）、颊的长斑、前胸背板 

端缘两侧斑、前胸背肩突、中盾片达翅基片处的小斑、小盾片上4小斑（两侧者在腋片 

上稍大，中部者较小，几等距）、前足胫节前表面1长纹均为黄色；翅基片黄褐色；翅 

透明，翅痣黑褐色，翅脉黄褐色；胫节及跗节均红褐色；腹部第1一5节背板端部黄褐 

色，基部黑色；第6节背板黑色；第1一4节腹板黄褐色，端缘两侧具黑斑；第5—6节 

腹板黑色。体毛少；上唇被金黄色直立毛；胸侧毛浅黄色，较稀；足毛浅黄，毛刷浅 

黄；腹部第2—3节腹板中部浅凹中被细白毛；各节端缘被1排黄色毛。

正摸早，四川峨眉山华严寺，1 500—1 800m, 1964. V .4 , 吴燕如采。副模2半， 

忆西牯岭，1935.1.13, O . Piel 采。

本 种 与 (L/oceraWmO 沐t a 区别显著。本种体以黑色为主，杂有黄斑纹，

非以黄色为主，杂以黄斑纹；胸部黑色，前胸两侧、背肩突，屮胸盾片两侧各其1斑 

纹，均黄色；非中胸盾片具4 条黄纹；胸侧黑色，非桔黄色；并胸腹节黑色，非桔黄 

色，背面有1三角形暗斑；足黑色，前足胫节前表面具纵黄纹，非3对足均黄一結黄 

色；腹部黑色，1 一5节背板端缘黄褐色，非桔黄色具黑斑纹。

黄芦蜂亚属 Xawz/iocerarina V e c h t，1952

Xanthoceratina Vecht, 1952, Zool. Verha?tdel. ,  Leiden, 16： 39.

模式种 Ceratina cladura 0 > ckerell, 1919.

下颚须6节；头部光滑具稀刻点；唇基光滑；颅顶后缘圆；并胸腹节刻点较粗；胫 

基板明显；雌性腹部1— 5 节背板及腹板（第4一5 节腹板不明显或退化）斜脊明显；雄 

性 1 一3 节背板及1 - 6 节腹板（第 6 节常退化或消 失 ）斜 脊 明 显 ；雄性 3—5 节腹板密 

被短毛；第6 节腹板端部中央具2 个小圆齿；生殖节顶端具4 毛 撮 。

体色变化大，黑色或红色，具丰富的黄斑；至少雌雄性眼侧区均具黄斑i 腹部背板 

斜脊前区黄色。

本亚属分布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缅甸，斯里兰卡，屮围。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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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1971)记载，我国应有2 种，但作者未见到记述及标木，故本志中未

予介绍。

小 芦 蜂 族 Allodapini

AJlodapini M ichenen 1988，Social Itisectst A n Evolutionary Approch to Castea and Repixxluction, 131. 

Allodapini Midiener^ 1993 , Sci, BulL Univ . Kans. f 55( ^—5)： 155,

小型，少 数 人 型 M flc rog dm ) 黑色，颜面有浅色斑；腹部黑色或红 

色，光滑，不密被毛，腹部无毛带（除 Aiao^ga/m ) ; 体密被毛，腹部具毛带；后足胫 

节一般被毛，但不局限于一小区（除 /U/o而涔外）；雄性第7 腹板有或无皱；生殖节… 

般长大于宽，少数宽大于长；牛殖刺突形状各异，或靠近中线有突起。

本族主要分布下非洲、马达加斯加岛；除非洲外， 也分布于南亚至澳洲 

北部，Exwiewrw/a 在阿拉伯半岛也有分布。

于枯干茎干或中空枝条、甲虫孔洞中筑巢，不分巣室。人多为渐进式饲育（除 

H afe ra批s 外）。

共 7 个属e 我 国 南 部 热 带 地 区 有 心 分布。

布朗蜂属五 rawiapfs Michener， 1969

Bmunafns Michener, 1969, Jour. Kan.\. Entom  ̂ Soc., 42(3): 290,

模式种 灰 办 cidz/is Gestaecker.

体小型；一般黑色；唇基具黄斑；前翅具2 亚緣室，第 1 室远大于第2 室；雌性后 

足胫节有毛，但不局限于胫节的某-小区；雄性第7 腹板有若干皱；生殖器一般短T 或 

长子其自身宽度；生殖刺突一般为膜质的拍状，有时2 个，一个明显的平顶状的突起几 

乎靠近中线。

本属是小芦蜂族A llo d a p in i中最大且分布最广的属。分市以非洲为主，经 南 亚 （中 

国南部的云南南部、海南、香港、台湾；索罗门群岛）南至澳洲北半部。干枯枝内筑 

巢，其习性与其它独栖性蜂有区别，例如巢内不分独立的巢室；各齡幼虫聚于一室T 可 

自由活动；成虫以渐进式饲育，直接词喂幼虫；在幼虫体上存贮蜜；有类似社会性生活 

的现象，例如有专营生殖的成蜂支配采粉蜂的现象；成蜂饲喂幼蜂及成蜂间食物交換的 

行 为 1991)。

东洋界19种 （Reyer，1991)，我国已知有2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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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检 索 表

雌

1 (2 )  唇基黄色；上唇黄褐色；前足及中足的第2— 5 鲋节、后足轻节及跗节均黄褐色；体长 4 .0 —

5,5mm ...................................................... 何威布朗蟑B . hewitti

2 (1) 唇基黄斑基半部宽，端半部窄，两侧黑色；上唇黄褐色；各足的第2—5 跗节均褐色；后足

胫节及基跗节黑色；体长：4.5—6.0min ...................... 普安布朗臃B . /Hwmgmsis

雄

1 ( 2 ) 后足腿节基部膨大，中部凹；体长4.0—5.2mm .............. 普安布朗螓！?•

2 (1) 后足腿节基部稍膨大，中部正常；体 长 5 . 0胃 .................. 何威布朗蜂U. Amitti

何威布朗蜂Bmimapis fcew相f/ (Cameron)，1 9 0 8 中国新记录（图 89)

Praiopis hewiui Cameron, 1908, J^eut. Entom. Zeit., 565,

A llodape satOerwlla Cockcrdl, 1916 , P h ilip . Jo u r . S ci. t 1 1： 149 .

图 89 何威布朗蜂 (仿 Reyers 1991)

a .下鬍早；b .下唇平；c .生殖节背餌(右)及腹面(左）:d .生殖剌突(侧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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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体长4.0—5.5mm; 唇基黄色，中部两侧稍凹。头宽与长之比为1,的：1，16;颜  

面光滑，仅眼侧及单眼间有刻点；触角柄节+达前单眼；下 颚 （图 89: a) 胫节及盔节 

均长于轴节，下颚须6 节；下 唇 （图 89: b) 前颏长，中唇舌长于前颏，下磨须5 节， 

第 1 节宽短，第 2 节长于3 + 4 V/之和。中胸盾片革状，杳小而浅的刻点；腹部背板刻 

点较胸部密；腹部第6 背板勺状。体黑色；头部黑色；M 基黄色，屮部两侧凹处黑色； 

触角柄节黑色（海南标本），前衣面黄色（云南西双版纳标本）；前胸领及侧肩突、翅基 

片均浅黄色；翅痣及翅脉黄褐色；前、中足2—5 跗节、后足胫节及1 一5 跗节均褐色； 

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端缘黄褐色透明。体毛稀少，A 色；后足胫节毛氏而密，基跗节次 

之；腹部第4一5 节背板被俯卧的细毛。

雄体长5.Omm, 与雌性区别为：唇基、上唇均黄色；眼侧各具1短而窄的黄斑纹; 

各足跗节均黄褐色；后足腿节基部稍膨大，中部正常；第 7 背板密被细毛；生殖节见图 

89； c ? d〇

分 布 台 湾 、香港、海南、云南；泰国，老挝，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

律宾、

普安布朗蜂 pMangcjiWs (Cockerell), 1929 中国新记录（图 90)

AlltKlape puarigmstx Qockereil, 1929, Atm . Mug. Nat. 10(4)： 149,

A llodape i-watai Sakagami, 1961, Nature & L ije  in SouiheaU A s ia ,  1 : 424.

雌体长4 .5—6 .O im n;唇基黄斑基半部宽，端半部窄。头宽与长之比为1 . 06 : 1 , 11 ;  

颜面光滑；唇基黄斑中部具极稀少的刻点，两侧具几个较大刻点；触角柄节不达前单

图 9 0 普安布朗蜂 i B r a w n a / w s辟 ^ 

(仿 R eyeis，1991)

a . 生殖节背面（右）及腹面（左） i ^•生殖剌突 

(侧面观）

眼；领顶及单眼周围有小而稀的刻点；中胸 

盾片革状，有小而浅的刻点；腹部背板剡点 

较胸部密。体黑色；头部黑色；唇基黄斑基 

半部宽，端半部窄，两侧黑色； h唇黄褐色； 

前胸领及侧肩突均浅黄色；翅基片、翅癌;及 

翅脉黄褐色透明；足的2—5跗节均褐色；腹 

部 第 1 一5 节背板端缘黄褐色透明。体毛稀 

少，白色；后胸及并胸腹节毛较密；后足 @ 

节毛长而密，基跗节次之；腹部第4一6 节背 

板被俯卧的细毛。

雄 体 长 4 ■ 0—5■ 2mni; 与雌性区别为： 

唇基黄色，仅中部两侧凹处黑色；眼侧斑黄 

色：头宽与长之比为1.10:1.13;后足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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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部膨大，下表面凹；生殖节见图90: a，b。

分 布 台 湾 、香港、海南、云南；泰国，马来西业。

(二）蜜蜂亚科Apinae

本亚科是蜜蜂总科中最大的亚科，包括社会性、独柄性及盗寄生类群；据 Micheii- 

er (1997)最新观点，此亚科共包括丨9 个族。我闻分布有条蜂族Anthophorini, 长须蜂

族 EuceHn丨，柿 距 蜂 族 Qcnoplectrin丨，蜜 蜂 族 Apini，麦 蜂 族 Meliponin丨及熊蜂族 

B〇mbini。本忐包括前5 个族，熊蜂族不包括在此志内。

条蜂族  Anthophorini

Podalirii Latreille? 1802, Hist. Natur- , Cittierale Part  ̂ Crustraces er des Insectes 3, C, S. Soninî  

Paris, 377.

Anthciphorini Dahlborn, 1 8 3 5 , Clavis Novi Hymenopterorum Sysieniads A d ju ta  Synopsi Larvarum Kjus- 

dcm Ordinis Scadinavicaruin Kruciformiuni. Lund» Berling, 4 0 ,  5.

Megillina Thom son, 1869» Opuscula Eniomologica ( Systematisch Faunistische Angaben uber skandi- 

navische Injsckten) Fasc. I ,  Lund, Lundbergska Boktryckerkt y S 2 i 7*

^\nthophoridac, 1882 , Sclimiedcknecht, Apidae Europeae, 1 ； 7 8 0 .

Anthophorinac，Â hmea山 1899，TrarLF」 En/. ，26: 49—100.

Anlhophorinae, Michener, 1 9 4 4 , Hull. Am er, M us. N a t. Hist ^ 8 2 ( 6 )： 270.

Anthophoridae, Michener, 1965, B ulL  Am er. M us. N at, Hist 1 3 0 : 10,

Anthophorini, Roig-Alsina &  Michener, 1 9 9 3 , S l̂ h B u ll. U n iv . K ans.  ̂ 5 5 (4 — 5 ) :  155 +

分类简史

林 奈 （1758) _ 次 记 述 的 条 蜂 是 r扣财2 , Pallas ( 1772)曾记述 AntAo沖 t/H2 

抑 如 辦 ， Fabricius (1775)记述了 AnrA咖 卿 灿 f/松，后人认为 A ■ 坤 和 A .

及 L + (1746)同是…种。Latreille (1802)提出 Pbrfa/tWiw 属名，

[Michener (1986) 根据围际动物命名法规，用 沐 《 via Latreilla，1803 替代了 R >-

山/iWws，因 巳 被 植 物 界 优 先 占 用 ] 。 Dahlbom (1835)第-次提出条蜂族An

thophorini; Fabricius (1805) 曾)fl 属名 （现为 An紈o/Aora 异名 ）， Friese (1897)

沿用 属名。Michener(1944)将其升为 Anthophorinae，（1965)再提为条蜂

科 Anthophoridae。 Marikovskaja (1976)根 据 属 的 特 征 独 立 划 分 出 回 条 蜂 族

H a b ro p o d in i, H a b ro p h o ru l^ i  ̂ E ia p h r o p o d a   ̂ P a c h y m e lu s , D e l -

i 划归为固条蜂族中。 Broofe (1988)及吴燕如（1991)沿用条蜂科分为条蜂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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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条蜂族的系统。Roig-Alsina和 Michener (1993)在全面研究长口器蜜蜂（8 2 种）成 

虫 131个特征、幼期77个特征，以准蜂科为外群，用支序分类方法分析推断后确认条 

蜂是蜜蜂科Apidae蜜蜂亚科Apinae的一个族，即条蜂族Anth〇ph〇rini, 回条蜂族不再 

成立c 其支序图如图91所示。本志采用条蜂族的分类地位。

分布与生物学特性

条蟀族是蜜蜂科中最大而纷杂的类群，包括非寄生的独栖性类群。世界性分布。条 

蜂属一般分布于温带，特别是干旱地区，古 北 界 （地中海地区、非洲北部、中亚地区， 

中国西北部）、新 北 (美 国 西 南 部 ）、澳洲大陆。无垫蜂属AmegfWu多分布于南部热 

带及亚热带地区，澳洲界、非洲及印度马来亚界为主。回 条 蜂 属 分 布 于 全  

北界及东洋界。D出吵出a 分布于新热带界。

我H 条蜂族属级分布（表 1 2 )的特点是：

1.条蜂属为典型的古北界区系成分，83种中蒙新区占首位，其中新疆达30种，甘



肃、内蒙古分别为1S 种 、16种；西 藏 （20种）、四 川 （〗4种 ）多分布于高山地区；华 

北的河北达1 6种；华东、华中分布的种类多为广布种。

2. 无绝蜂属与条蜂属不同，无垫蜂种类大多分布于南方亚热带及热带地区；各业 

属的分布界限较明显，如 舌 无 垫 蜂 亚 属 在 蒙 新 区 X 分布，而斑马无垫蜂 

亚 属 服 及 小 无 垫 蜂 亚 属 Mfrram级i//o 仅分布 f 蒙新K  (详见表12)。

3 .  回条蜂属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的业热带山区，个别种类北延至华北、西北。长 

足条蜂属种类少，集中分布于江以南 D 细条蜂属为中国特有属，仅分布于亚热带的低 

山区。

条蜂一般于土中筑巢，群居、半群居或独居型；仅 矮 面 蜂 亚 属 于 朽 木 中  

筑巢。一般为多食性，少数为寡食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蜂总科 蜜蜂科 蜜蜂亚科 185

表1 2 条螓族备厲、种分布



体小型至大型，多数为中型。雄件颜而-般具浅色斑纹 t 雌性中存些（AnMo批〇- 

也具.浅斑纹；唇基常隆起，衣面向后下方弯，故自侧面观与体轴平行；前翅3 个亚 

缘室，第 1 囬脉与第2 亚 缘 室 下 缘 中 部 相 交 一 〇r a ) 或与第 2 中横脉相交 

(WWropcWa) ; 前足基节--般长大于宽；雄性中足胫节或跗节一般正常，少 数 （儿z- 

的一些亚属）具毛撮；后足基甜节一般正常，少 数 （A?zi/i〇M〇r a 的一些种） 

具齿、脊膨大；爪具中垫，无 垫 蜂 属 以不具中垫；雌性后足胫节外表面由松散 

的毛组成携粉器官，内表面光滑；无花粉篮；腹部末节有臀板（雌性，雄性的大多数）; 

雄忭生殖刺突1个 （A M c神ora) 2 个 叶 状 或 浆 状 等 ）。

本志包括5 个属。

J^ 6 ____________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第 ：十卷

属 检 索 表

L (4) 前翅第 I 冋脉与第2 亚缘室F 缘中部相交；第 3 亚缘室上缘与下缘几乎等长；雄性生殖刺突

非浆状或叶状

2 (3) 足具爪垫；雌性体毛一般浅色；腹部如具毛带，非具金属光泽；雄性颜面具浅色斑纹，雌性

一般黑色：雄性生殖剌突窄长或退化...............................条蜂厲 Anl/ioptom

3 (2) 足不具爪垫；雌性腹部毛带一般具金厲光泽；雌、雄性颜面均具浅色斑；雄性生殖剌突-般

退化为疤状或无..................................................无塱鋒属

4 0 )  时翅第1 回脉与第2 中横脉正交（图 J65:b) ; 第 3 、E 缘室上缘短于下缘；雄性生殖刺突2

个，浆状或叶状

5 (6) 时翅第2 及第3 中横脉弯曲，两者几平行（图 165: b) ; 缘室长，其长度为缘室顶角至翅顶

角的2 倍多；单眼靠近，_ 单眼间距明显小于侧单眼至复眼间距；唇基短，明显短于唇基基

部至颅顶边缘的距离；1：脣端缘突出；第 7, 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84 ..................

.......................................................... 细条蜂属

6 ( 5 ) 前翅第2 及第3 中横脉弯曲，但绝不平行（图 165: a) ; 缘室短，其长度为缘室端角至翅顶

角的2 倍以内

7 (8) 唇基短，明显短于唇基基部至颅顶边缘的距离；唇基隆起昶；上唇端缘中央有凹陷；足正

常，个别种类雄性腿节膨大；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70 ........回条嶂属Haivo/wda

S (?) 唇基氏，怜于或稍短T 唇基基部至颅顶边缘的距离；唇基强_ 起；上唇端缘突出；雄性足的

腿节粗大，内衷面具纵脊；后足胫节端郁内侧有突起；第 7—8 腹板及生飱节见图1911…… 

........................................................ 长足条峰厲Eiap#wo/wda

条蜂属 A n^ op/iora L atre il丨e ，1802

Podalirius Latreillc, 1802 , Hist. Nat. des f〇urmi,s. 4 3 0 .

Anthophara Latreille, 1 8 0 3 , Nouvelle dietionnaire d^histoire naturelle, 18： 167*

模式种 Kabrkius, 1775.



体小至中型。苻爪间垫。雄性颜面常具浅色斑纹（黄 、白、乳 色 ），雌性顔向一 

般黑色；唇基扁平或稍隆起；雄性中足胫W或末跗常具毛撮，后足基跗节常特化，具 

齿 、脊或膨大；雌性后足胫节毛简单，有时边缘具分枝状毛；雄性第6 腹板一般扁平， 

有时两侧或顶缘中央凹陷，或腹板中部具脊或瘤突；第 7 腹板中央端缘凹或具钝突，侧 

缘简单，具 1一2 叶，腹突较长或短，第 8 腹板顶端窄戚宽，具 2 个小叶；生殖基节端 

部形状多样：简单、双叶或三叶状；生殖刺突长、窄或退化或X  (少数），绝非扁平或 

叶状；无矢形突；第 7 背板常具2 个端齿或具臀板◦ 雌性体毛一般浅色（扫或浅黄或浅 

褐色），毛带少数为俯卧的毡状毛。

分类系统

本属种类繁多，前人曾将其分为一些亚属或分立出一些属，如 

Cockerell* 1901; Melea Sandhouse, 1943; Heliophila Klug, 1807; Clisodon Patton, 

■Pam/w呀以心 Friese, 1897; Marikovskaja，1976:但属的划分界限不清 u

B r〇〇k s (1988)在研究世界性种类基础上，以无垫蜂属为姐妹群，选用7 0个特征作了支 

序系统分析，共分为14个 亚 属 （图92)，其亲缘系统如图9 2所示。本志采用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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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分布与区系特征

条蜂属种类大多分布于温带、暖温带地区，较集中分布于古北界及新北界；新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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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及埃塞俄比亚界也有分布；东洋界及澳洲界尤分布。

条蜂属起源于旧大陆的古北冈，依据是：

( 1 )  古北区拥冇的亚属数量最多，达 13个，其中6 个亚属：条蜂 亚 属 句 >/iora 

.? • i t r . 斑面条蜂亚属 C brcm汍 ，花条蜂亚属 A M im w职7/ a，鼻条蜂亚属拙/- 

n o ，多毛条蜂亚属Dt£A；ym如 //fl，齿足条蜂亚属朽如/〇对仅分布于 I V 北界， 

而花条蜂亚属及鼻条蜂亚属的大多数种类分布于占北界东部的高山高原地区；另 4 个亚 

属的大多数种类分布于A•北界西部地中海周围及中亚地区。4 个亚属：冠毛条蜂亚属

灿 训 f/io/Viora，蜜 条 蜂 亚 属 M d m , 准 条 蜂 亚 属 及 矮 面 蜂 亚 属  

与新北区共 有 ；其 他 3 个 业 属 ：臀 条 蜂 亚 属 P3辦 似 鳞 毛 条 蜂 亚 属  

从吵/i〇m ，泽 条 蜂 亚 属 与 新 热 带 界 或 埃 塞 俄 比 亚 界 共 有 。

( 2 )  古北界种类最集中，条蜂属382种 （Brooks，19 8 8 )中约7 5 %分布T 古北界， 

如臀条蜂业属60种中的39种、准条蜂亚属6 0种中的4 0种、齿足条蜂亚属2 1种中的 

18种均分布T 地中海地区；花条蜂亚属及鼻条蜂亚属只分布于古北界的高山高原地区； 

条蜂亚厲及矮面蜂亚属均起源于古北界。

(3 )  具有原始祖征的种类多，例如臀条蜂亚属、斑面条蜂亚属的大多数种类具原始

特征c

中国条蜂属种类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性条蜂的种类及地理分布。我国条蜂属至 

H 前共13亚属85种，远超过世界种类的1 0 % ，已达22.5% (表 12) ;分布高度多在 

2 600—5 500n i之间；窄布种及特有种多。其恃点综述于下：

1. 种类多：我国多样性的地形与植物为条蜂属的分布提供了有利条件，8 3种占世 

界 382 种的 21,72% (表 13)。

2 .  特有种多：如分布于西藏的 io ie，A . , A ■ xizangen-

Ws, A . A . A . orop/ti/a 等仅分布于西藏，个别种类与

喜马拉雅山脉周边国家共有；如分布于新疆的八./?^/^加，4 1 <̂ /如〇1，八 .此 ^- 

fcA rh，A , a ir ic i//a ，A . A . A . 等均为仅分布于中亚地

K 的种类；我国与中亚地区共有种达2 1种。

3 .  窄布种多，广布种少：8 5种中除少数种如/Vwr/io/Aord A + /erreo/a ，

A . p/agVaZa，A . A . /狀⑵故分布较广外。窄布种中有些种类仅分布于蒙

新、东北、华北地区，如 A . 7rt<?/att〇gn<2f/i a ，A . A . ftorm/fs,

A . 等；5 个种仪分布丁蒙新区；分布丁新疆的14种；分布于两藏的7

种；分布T 四川的4 种；分布于长江以南的1 种 A . (JVfe/m ) 而分布丁云

南西双版纳勐腊的A . 办 ） 仏 属 T 分布于非洲的热带争原的A .

( hfplinphila) vestita 种 面 。

4 .  从种级平面分布格局分析，以蒙新区及西藏种类最多：新疆3 0种，西藏20种，



表 1 3 中 国 与 世 界 条 蟑 厲 各 亚 属 分 布 及 种 类 比 皎

亚 属 名

分 布 地 区 种 数
%

(中国 /世 羿 ）
世 界

/

中 国
世界

(B ro〇)t S j l 988)
中国

条蜂亚■属A n M op fto™  匕 占J t 界 蒙 新 、华 北 、西 南 、华 东 、东北 11 8 72,7

臀 条 蜂 亚 属 P j[g a：niAt>/Aora 全北界、新 热 带 界 、埃寒俄 比 亚 界 蒙 新 、东 北 、华北 60 10 1&.6

冠％条蛛亚属 全北界 栽新 30 3 i f >.0

鱗毛条蜂亚属 ; 釾 北 界 、新 热 带 界 、古 北 拌 东 北 、蒙 新 、华北 21 4 19.0

斑 面 条 禅 亚 属 G tm n ifio p ^ / rn 古北界 蒙 新 、西 藏 、西南 8 6 75.0

准条蜂亚属 全北界 西 藏 、象 新 、华北 60 13 21+6

蜜 条 蜂 亚 属 M i 全北界 西 藏 、蒙 新 、华 北 、西 南 、华东 9 6 66.6

花条蜂、]1  属 A n lh o m e g i l la 古 北 界 (髙 山 ） 西 藏 、蒙 新 、华北 8 7 87.5

典条蜂亜M  R h u to m e g iU a 占北界 (髙 E“） 西 藏 、西南 5 5 i o o . n

街 足 条 蜂 亚 属 i V a /似冰 non 占北界 蒙 新 、华北 21 5 2 3 . S

多 毛 条 韓 亚 属 /iisyrrt哪 '此 古北界 西 藏 、蒙 新 、华 北 、西南 6 4 66.6

矮 M  蜂-亚 M  C iis o d o n 全北界 西 栽 、蒙 新 、华 北 、东 北 、西南 5 5 100.0

澤条蛘亚 M  H 必句如 埃 塞 俄 比 亚 界 、古 北 界 、新北界 蒙 新 、沔 尚 （及南南部） 9d 4 4.4

小条蜂亚 M  A f i t h o p ^o n ^ e s 新 热 带 羿 、新北界 尤 12 0 0

尚末归 A 亚属 36 5 13.9

总计 1
382 85 22.3



甘肃18种 ，内蒙古及河北各16种，青海及四川各14种，其他各备分布的省均低于8 

种。

5•从亚属级及种级分布格局的高度分布分析，13个业属中有7 个业属19种分布于 

西藏，分布高度为2600—5 500m，见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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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亚属级及种级离度分布

亚 属 名 梅 拔 <m ) 西藏种数/亚属总种数

Caranthophora 2  8 0 0 1/6

Piirutnegilla 2  4 0 0 — 4  7 0 0 2/ 1 3

Melea 2  8 0 0 — 4  7 0 0 4/6

Antho^negiUu 2  4 0 0 — 4  湖 4 /7
Rhinom^gtila 3  4 0 0 — 5  5 0 0 3/ 5

Oasyr/ie^plla 2  6U0— 4  0 5 0 2/ 5

Cfisodon 2  7 5 0 — 3  9 0 0 3/5

其 中 C/boc/ow，A n成 4 个亚属均以超过一半的种类 

分布于西藏的高山髙原地区c

条蜂属绝大多数种类于土中筑巢，群居或半群居型；矮面蜂亚属的种类于朽木中筑 

巢。

食性不同，但由于条蜂口器较长，故嗜访花管深的植物花朵，如唇形科、豆科等， 

是一些经济作物—— 药 材 （砂仁、黄芪等）、牧 草 （苜蓿、三叶草、沙打旺）和瓜类的 

重要传粉蜜蜂。

亚属检索表

雌

1 (2) 上颚3 齿；触角第1鞭节长等于2 + 3 —4 ;颜而扁平；® 基 （侧面观）为复眼宽的1/2;胫

基板明显.............................................. 矮面蟑亚属CtooiioR

2 (1) h颚 2 齿

3 (4) 颚眼距长稍大f 宽；唇 基 （侧面观）等于复眼宽；后足胫节毛刷基侧缘毛简单，非羽状；唇

瓣端部具君干小叶......................................... 鼻 条 錄 亚 属 山i

4 (3) 颚眼距宽大于长

5 (6) 颚眼距宽为长的2 倍以下；唇 基 （侧而观〉等于复暇宽；后足胫节毛刷基侧缘毛简单，非羽

状；唇瓣端部完整，2/3处窄......................... ....... 花条蝝亚属

6 (5) 颚眼距宽为长的2 倍以上

7 ( 2 4 ) 唇基（侧而观）明显小于复眼宽

« ( 9 ) 唇 基 （侧固观）仅为复眼宽的1/4—1 / 3 ;个体较小，不超过 lltn m ; 唇 基 具 倒 形 黄 斑

.................................................. 泽条蛛亚属Hefiopfei/a



9 (8) 唇 基 （侧面观）为复眼宽的1/2或 ）々 以上

10 ( 1 9 )唇 基 （侧面观）为复眼宽的

1丨（1 6 )触角第1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12 ....... ............ ............................................ Mystanthophora
13 ( 1 2 )唇基表面毛直立

14 (1 5 )第 6 腹板端缘具亚端齿..........................................................

15 ( 1 4 )第 6 腹板IF常；腹部板常具伏卧状细毛 ................ 多毛条蜂亚属

比 （1 1 )触角第1鞭节长等于节3十4 + 5 + 6

n  ( 1 8 )体被长毛；大多數种类腹茚背板不具毛带（除 个体较大，1〇一

............................................... ...  J^gart̂ wpfeora

1S ( 1 7 )体毛较短；腹部背板一般具毛带，个体较小，L(j—42mm..... 齿足条蝝亚馬Pefalostemon

19 ( 1 0 )唇 基 （侧面观）超过复眼宽的

20 (2 1 )后足胫节毛刷基侧缘毛羽状；唇基一鲛具浅色斑............斑面条蟑亚属

21 (2 0 )后足胫节毛刷基侧缘毛简单，非羽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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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2 3 )唇基真.1黄斑；腹部背板端缘有毛带（哪 或 背 板 被 伏 卧 状 毛 ，无 毛 带 此 ） …

...........................................冠毛条雄3£属 Loptew^wp/ioni

23 ( 2 2 )唇 基 黑 色 （除 ) ; 腹部被伏卧毛形成的端缘中断毛带（a坊 ,

) 或具完整毛带...................................准条鳙亚属PanMIMgiHfl
24 ( 7 ) 唇 某 （侧面观）等于复眼宽，•后足胫节毛刷基侧缘毛羽状；颚眼距宽为长的5 倍；触角第1 

鞭节等于以下3 至 4 节之和：唇浓完整.................... 条蜂亚属An故optoia 对r .

雄

1 (2) 上颚3 齿；无臀板；第 7 背板端部具2 顶 中 齿 ...................矮面蝉亚属

2(1) 上颚2 齿

3 (8) 腹部第7 背板有臀板（图 98: a)

4 (7) 臀板发达，两侧不具齿突；中足有毛撮

5 (6) 臀板界限明M，端缘完整或稍凹（图 98: a) ; 第 7 背板有或无侧突；第 6 腹板正常......

......................................................................................Ĥ SH3EM Pyganthophora

6 (5) 臀板伸出呈钝突片，基部隆起，两侧圆；第 7 背板有明显侧突；第 <5腹板表面有1对斜脊

..................................................冠毛条嬅亚厲LopAanflropftora

7 (4) 臀板两侧具齿，边 缘 圆 （图 112: b) ; 第 7 背板无侧突；中足无毛撮；后基跗节多特化（具

齿或突起）；后足腿节及胫节粗大.............................. 准条嫌3E属 Ponwi切iHa

8 (3) 腹部第7 背板无臀板

9 ( 1 2 ) 后足胫节有M基板；第 7 背板具2 小顶中齿；中足宋跗节有毛撮

10 ( 1 1 )个体大，9—13mm; 后足睡节及肢节粗大；第 7 背板无侧突（图扣3: a) ..............

.................................... ................... 鱗条蟑亚厲Mj油wfftfltpftorfl

11 ( 1 0 )个体小，8— lUmm; 后足腿节及胫节正常；第 7 背板槲突呈齿状… 津 条 蟑 亚 厲 此

12 ( 9 ) 后足胫节无胫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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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1 4 )颚眼距长稍大丁+宽；第 7 背板中部延伸为扁平突起，其端缘中央稍凹，表面中央具达端缘的

纵脊，无侧突；触角鞭节栉状............................. 羹条蜂亚属

14 ( 1 3 )颚眼距宽大于长

15 (2 0 )上唇端缘具3 小突起（齿状或圆〉

16 ( 1 7 )颚眼距宽为长的2 倍以内；第 7 背板中部有不达端缘的纵脊，端缘有2 顶中齿，齿间凹浅，

无侧突；触角鞭节摊状..................................... 花条蝝亚属A财!

17 ( 1 6 )颚眼距宽为长的2 倍以上

18 (1 9 )第 6 腹板端缘具较浅的宽凹，表面无毛垫；第 ？背板端缘具2 顶亚中齿，无侧突；后基跗节

两側多具齿突........................................... 齿足条嫌亚属

N ( 1 8 )第 6 腹板端缘具深而窄的凹，基半部密被毛垫；第7 背板端缘具短的2 顶亚中齿，无侧突

......................................................毛 足 条 嫌 亚 厲 你 ilio

20 ( 1 5 )上唇端缘正常，无齿突

21 ( 2 2 )屮足基跗节及末跗节均无毛撮；后基跗节较宽，具齿突；第 7 背板具2 钝的亚中齿，齿间凹

浅，无 侧 突 ......................................................蜜条蜂亚属

22 (2〗）中足基鲋节及末跗节有毛撮

23 ( 2 4 )中足跗节正常，具稀而K 的毛；后基谢节正常；后胫节及腿节正常；第 7 背板端缘具2 顶亚

中齿，无侧突........................................... 条 蜂 亚 属 s. sir.

24 ( 2 3 )中足各跗节均延长，不具长毛；后基跗节特化（宽扁、有突瓱或具齿）；后胫节及腿节均膨

大；第 7 背板具2 个相距较远的顶亚中齿，无侧突..........斑面条蜂亚属Gmw決opftom

条蜂亚属 咖 . L atreille，1802

• . P
Podalirius Latrcillc, 1802, Hist. Natur., Generale et Farticuliere des Crustaces et des Iasectes 3. C.

S. Sonnini, Paris, 430. Name suppressed by ICZM Opinion 151 (Hemming, 1944)

Anthoph&ra Latreille, 1803, Nouveau Dictionnaire d^Hislorire Naturelle, Appliquee aux Arts, a TAgri- 

culture» alaMedidne, etc. Deterville, Paris, 18, lst edit. 167.

Lasius Panzery 1804, Faunae Iru^orum Germaniae iniliae... Band7, Heft. 86. 16.

Megalia Fabricius (1805), Syst«na Piezatorum Secundum Odmes, Genera, Species, Adjetis Syn

onymis, Locis» Observationibus» Descriptionibus. Brunsvigae» 328.

模式种 A/«5 Fabricius，1775*

体长 10 — 19rmn; 体毛长而密；腹部背板一般具白毛带。

雌件触角第1 鞭节等于以下3 至 4 节之和；颜面大多为黑色；颚眼距宽为长的约5 

倍；唇瓣完整。雄性无臀板；第 7 节背板端部具2 齿；中足鮒节、基跗节、末跗节均有 

毛撮；第 7 腹板上部侧缘具2 发达的突起，1 个位于背面，另 1 个位于腹面；腹突长， 

不具侧齿；第 8 腹板顶端宽，基部齿突钝且短；生殖基节顶端凹，呈 2 叶；胫基板不发 

达或无。



本亚属包括2 种团，共 l t 种。分布于欧洲、地中海区，至亚洲东部的朝鲜及中国D 

我国共8 种及亚种，主要分布丁北部，个别种分布于长江以南。

种 检 索 表

雌

1 (2) 胸部及腹部第1—2 节背板密被白色毛；腹部第〗一4 节背板端缘具宽白毛带；后足毛刷黄

色，毛馓金黄色；体长 15— Hnim .................. 黄跗条《 议r . 1

2 (1) 胸部被及黑褐色混杂的毛，或灰黄色毛

3 (8) 胸 部 被 毛 ，杂有少量黑毛；腹部第2—4 节背板端缘具宽U毛带

4 (5) 颜面被白及黑褐色混杂的毛；后足毛刷及毛馓t 色；体长16〜17mm ...................

................................................黑银条蜂 A . (s . s fr.)

5 (4) 顔而毛白色

6 (7) f i足毛刷及毛l徵金黄色；体长12〜 14mm .............. 乌亚条蜂A . (s . sir.) «yartinf

7 (6) 后足毛刷白色；体 长 11— 13inm .........................毛足条蜂A ■ (s. sfr.)

8 (3) 胸部被灰黄色杂有大量黑毛；腹部第1 一4 节背扳有毛带

9 ( 1 0 ) 颅顶及胸部均被灰色长毛，杂有黑毛；腹部第1 - 4 节背板具宽的白毛带；体长14一 15mm

....................................................继条蜂 A■ (S, S(r _ ) ptUrweZis

10 ( 9 ) 颅顶毛黑色；胸部毛色暗，杂大岢黑毛

11 ( 1 2 )腹部第1 一~4节背板具窄的白毛带；毛刷及毛绁均金黄色；体长14一 1 6 胃 ..............

..................................................毛謝撕条蜂 A , (s. sfr ■)

12 (U ) 腹部第1—4 节背板被灰及黑色混杂的毛，无毛带；毛刷红黄色，毛缴黑褐色；体长 14inrn

.....................  ........... ..... ............ 老条蜂 A . ( s ■价•) senescens

雄

1 (4) 上颚黑色；胸部及腹部笫]节背板被灰白色杂有黑褐色毛

2 (3) 腹部第2—4 节背板端缘具灰白色毛带；中足基跗节端部内侧具1 撖黑毛，末跗节两侧具黑

长毛 i 体校 13—14mm .......................... 黑 ®条蜂彳 . < s. srr.) metowigrKUAtt

3 (2) 腹部第1一4 节背板被灰及黑色混杂的毛，不具毛带；中足基跗节具长的黑色纤毛，末跗节

两侧具黑毛；体 长 L4一15mm .......................... 老条蜂A * (s * 对r ,丨senescens

4 (1) 上顎具黄斑

5 (6) 体宽大；胸部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灰白色毛；第 3—4 节背板端缘具细白毛带；中足基鲋

节内侧具黑毛撮，外倒具短而密的黑毛及黄色长毛；末跗节两_具黑长毛；赓基黄色，仅前

幕骨陪处具黑斑；体长14—16mm ..................黄时条雄A * (s * sfr.} /wMtorsis

唇基侧缘具黑色带状；体长13mm…… 黄跗条蝝中画亚神A , u _

6 (5) 体窄长；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均被黄褐色或灰黄色毛

7 (8) 唇基基半部具2 黑斑；中足基跗节端部内侧具密而短的黑褐色毛撮，外侧具长而稀的黄毛；

末跗节两侧被密的黑褐色长毛；体长 13—I5mm ......毛跗黑条峰A ■ { s■ rfr ■) p/«mipes

8 (7) 唇基前幕骨陷处有小黑斑或侧缘有窄的黑纹

蜜蜂总科_ g 蜂科 蜜蜂亚科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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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 0 ) 唇基前幕骨陷处有小黑斑；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灰黄色长毛；腹部第2—4 节背板端缘 

具宽的白毛带；中足基跗节内恻貝黑毛撮，外侧具M的黑毛；末鲋节两侧具黑毛撮；后足基

甜节外側密被黑短毛〖体 长 I3_14 tnm .................. 继条蜂 A . ( s. .) pafrwd/s

It) ( 9 ) 唇基侧缘有窄的黑纹；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扳被灰黄色长毛，第 2—5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

11 ( 1 2 )中足基跗节内侧端部具1 撮黑毛，外侧被稀的长毛；末鲋节两侧具黑色长的毛撮；体长

!■0— I2mm........................................... 乌亚条蜂 4 . (a;* 灯r .)

12 (丨1 ) 中足基跗节两侧均具黑毛提；末跗节两侧具黑色长毛；体长 11 一 13rmn ................

.... *... ............ *...... ....................*....毛足条蜂 A • (s . sfr.} soivioc

黄跗条蜂如 丨 ^〇 沖 〇 印 （s * str，丨 /wlvitarsis Brulte，1832 (图 93)

Anthophx/ra fu lin ta rm  Brulle» 1832, Exped, sc. Moree, Zool. t 2： 329.

personata (Illiger) ErichsonT 1838 , W altl： Rcise d. Tirol ctc. 2 ,  109.

Anthophom  xopipes  Spinola, 14538, A nn, soc. entom . F ran cey 7 :  545 ,

Lepeletier, 1 8 4 1，H isf. N at. fruserf , 2 :  62 .

Antfuyphora naauta Lepeletier^ 1 8 4 1 , Hi,i/. N a t. Insect. H ym en. , 2 : 66

Anthophora fu lo itarsis  Sch enk,1859» Jahrit. V erb. N aturk, N assau , 1 4 ： 166— 169.

A nt^ phora p eron a ta  Dours, L 869 , Mcinogr. icon.. Anthopbora, 164 .

Anihophora personata var* nasuta Ebuis, 1 8 6 9 , Mcoiogr. icon. Anthophora, 166.

Anthophora personata var. squalens Dours, 1 8 6 9 . Monogr, icx)n. 167. ?

A nt^ phora fu l-vitarih  Brulle, 1 8 8 0 ? Morawiu^ Buli^ A c o d S c i.  P e te r sb .y  2 6： 4 43— 518.

Anthopfiora fu M tars is  Brullej 1 8 9 0 , H or. Soc  ̂ Entorn. , 2 4 ： 354 .

Pixlalirius fu lv itarsis  Brulle, E)ie Bienen Europa!s, 3 j  丄69>

Atithophora fui^oitarsa BrulLe, 1 9 8 5 , W u, in (*Li.ving Thitigs of Tianshan Tornurfeng Regions of Xin- 

jian g \  143.

雌体长15_17mm; 体宽大；胸部被白色毛；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端缘具宽的白毛 

带。唇基闪光t 具排列整齐的细刻点，纵向中央较稀；唇 基 （侧面观）稍窄于复眼宽； 

上唇表面具粗大刻点；触角第1鞭节长于节2 + 3 + 4 ; 颚眼距长为宽的1/5 ;后足胫基 

板近圆形；腹部背板刻点细小均匀；臀板泣，端部尖。体黑色；头部黑色（但新疆巴里 

坤 1 雌性的唇基前端中央具2 小黄斑、上唇中央大部黄色）；翅基片、翅脉及距均为浅 

褐色；足黑褐色。上唇表面、唇基两侧、眼侧、额及颊均被白色长毛；颅顶杂有大量黑 

毛丨胸部背板密被长的白毛，杂少量黑毛，胸侧密被白色长毛；足毛除前足胫节外侧被 

内长毛外，其他均为黄毛，尤以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密而长，形成毛刷；毛缴金黄色； 

腹部第1 节背板密被白色长毛，第 2 节密被短的白毛，第 3—5 节背板被黑色毛；第 

1 一4 节背板端缘具宽的白毛带；第 6 节臀板两侧为密而长的桔黄色硬毛。

雄体长14一 16im i; 与雌性主要K 别：脣 基 （除前幕骨陷处各1 近三角形小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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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唇 （除基部两侧各1 小而圆的黑斑）、上颚基半部、眼 侧 （触角窝以下）、额唇基横 

斑、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黄色；触角第1 鞭节等于节2 +  3 +  4 ; 中足基跗节内侧具黑毛 

撮，外侧具短而密的黑毛及黄色长毛；末跗节两侧具黑长毛（图 93h 第 7 背板端侧角 

各具1尖齿突。

采访植物二叶草等豆科植物。

分 布 内 蒙 古 、 肃、胄海、新疆；欧洲，北非C

围 93 黄树条蜂 (A -) $

中足跗节（仿 Friese, 〖898)

黄谢条蜂中国亚种 jirtrtopftora 价 •）/irfviWrs/scfc— s Friese，1919

Anthopiiora fuboitarsis var  ̂ chinensh  Friese, 1919 , Dcut* Kinom. Zeit. , 278 .

雄 性 体 个 体 较小；与黄跗条蜂主要区別为：沿唇棊缝侧缘为黑色宽带 

状，非仅前幕骨陷处三角形小黑斑。

分 布 上 海 。

黑额条蜂 An f̂eop/iom ( s .  s t r . l  Cockerell» 1911 (图版IV : 1，2 )

Anthophura m elanognatka  Cbckerell, 1911 ? P n x . N at. M us. , 4€： 2 6 3 .

Anthophora tnelanogmitha Cockerell, 1 9 6 5 , Wu, Econ. Ins. Faun. CH na, 9： 62*

Anthophora {A n thophora) melanognathu  Cockerell, 1988 , Bitx)ks» S r i .  B u ll. Univ. K a n s . t 53  

( 9 )： 460 .

Anthof^iora melanognatlm  Cockerell, 1965, Wu, Eoon. Ins. Fauna China, Fasc. 9:63,

雌体长 1 6 — 1 7 n m i; 体被黑毛及毛带。唇基隆起；上颚 2 齿；体被细密刻点；上唇 

刻点粗；唇基刻点较小，前缘者较密，中部则稀。足黑褐色；翅透明，翅脉深褐色《体 

被密而长的毛；颜面、颅顶及胸部被灰白色及黑褐色毛；前足股节及胫节外侧具黄色长 

毛；中足及后足胫节及跗节外侧毛金黄色，内侧黑褐色；腹部第1 节背板及2—4 节背 

板后缘被灰白色毛带，第 2—4 节背板被黑毛，第 5 节背板两侧为浅黄色毛。

雄体长〗3—14_ ;与 雌 性 区 别 为 .• 上 唇 （除两侧缘黑色）、唇 基 （除两侧缘黑



色）、眼侧区、额的边缘及触角柄节前侧均黄色；中足基跗节末端两侧被1 撮 黑 毛 （内 

侧更密）；末跗节两侧具长的黑毛；腹部笫7 节背板未缘两侧具较尖而长的齿；中足及 

后足被黄色长而稀的毛。

采 访 植 物 桃 、迎 #花 、黄刺梅、偷叶梅、紫薇、藤萝、&科牧草。

分 布 辽 宁 、甘肃、青海、河北、江苏、浙江。

本种在华北地区为出现最早的条蜂，3 月屮下旬山桃开花时开始活动。笔者在北京 

香山卧佛寺观察到此神于石洞内用泥土筑巢。群居型，儿十至几百只雌蜂在洞内筑巢。

乌亚条蟑 Aufhophora U •对r .) iedtsclienko, 1875 (图 94)

A ntkopkora u ljan in i Fedtschenko, 1 8 7 5 , Turkeslan A p id ., 1 :1 9 1 .

/Knthophora ( Anthophr^ra) uljctnini Fedtschenko, 1 9 8 8 , Brooks, S c i. Buli^ Uniz/. K a m .  » 5 3 ( 9 )： 

4 6 0 .

A ntkophora u ljan in i Fedlschenlco, 1 9 8 5 , W u , in KU ving Things of Tianshan Tomurfeng Regions of 

X in jian g", 142-

雌体长12—14rrm i; 胸部被灰黄色毛；腹部第2 —4 节背板具白毛带。唇基刻点小 

而均勻，中部及端缘稀；上唇粗皱，基部两侧各1 圆形光滑斑；触角第1 鞭节长T 节 2 

+ 3 + 4 ; 颚眼距很短，长约为宽的1/3 ;胫基板小；臀板细长。体黑色；翅基片、翅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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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4 乌 亚 条 辞 （為，） 3 中足附节 

(仿 Friese，1898)

均黑褐色；距浅褐色；跗节均黑褐色。体毛变化很大，由灰白至灰黄至黄褐色；上唇及 

唇基两侧、眼侧、额及颊均被灰Q 至灰黄色毛；颅顶、胸部及腹部第1节密被灰白（有 

的灰黄或黄褐）色毛，杂有极少量黑色长毛；腹部第2—4 节背板被稀的黑色（杂有少 

量灰白色）长毛，端缘具宽的白色（或黄褐色）毛带；第 5 节背板中央密被黑褐色毛； 

腹面腹板端缘具灰白（或浅黄色）色长毛；足毛浅黄色（或金黄色），以后足腔节及基 

跗节毛刷长而密；毛缴金黄色。

雄体长10—12_;体毛色与雌性相同；主要区别为：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3; 

唇 基 （除下侧缘窄的黑纹）、上 盾 （除基部2 圆黑斑）、眼侧 v 形斑、额唇基横斑、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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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柄节前表面均为乳白色；中足基跗节内侧端部1撮黑毛，外侧被稀的长毛；中足末跗 

节两侧其黑色长毛撮（图 94)。

采 访 植 物 杏 、苹果等。

分 布 甘 肃 、青海、新疆；中亚。

毛足条蜂 Ararfcopftora U _ sfr _) (Panzer), 1S05 中国新记录（图 95)

l^iaiun salinae Panzer, 1 8 0 5 , Kaun. Insect German, 8 ： 86 ,

Anthophora ephippium  I-epeletier, 1 8 4 1 , H is t . N at. Insect H ym en. f 2 : 67 .

Anthoph<^a crinip^s Sm ithj 1 8 5 4 , Cat^ Hyrn. B rit. M u s., 2 ： 324 ,

雄体长11—1 3 _ ; 胸部被灰黄色毛；中足基跗节两侧缘具浓密黑毛刷。唇基光 

滑，仅两侧具稀刻点；上唇光滑，具较大而稀的刻点；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足细长；腹部背板刻点细密。体黑色；唇 基 （除前幕骨陷处以下的边缘窄边黑色）、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蜜 ^总 科  蜜蜂科 蜜蜂亚科

图9 5 毛 足 条 蜂 (A .) J 中足腔节及谢节

C仿 Friese, 1898)

唇 （除基部两侧褐色圆斑）、眼 侧 （具深凹）、额唇基横斑、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黄色； 

翅基片、翅脉深褐色；距褐色。上唇及唇基两侧、额及颊被白色长毛；颅顶、胸部密被 

白及黑色混杂的长毛；胸侧上部被黄毛，下部被白毛；足被灰白色毛，尤以腿节及胫节 

外侧毛长；中足基跗节两侧均具密的黑色长毛撮i 末跗节两侧具黑长毛（图 95 ) ;腹部 

第 1 一3 节背板被白及黑色混杂的长毛，第 2—5 节背板端缘具细白毛带，第 4一6 节背 

板以黑毛为主，两侧具白毛T 第7节背板两侧具黑硬毛。

雌体长11 一 13_;与 雄 性 主 要 区 别为：顔面全为黑色，无黄斑；触角第1 鞭节等 

于 2 + 3 + 4 ; 后足毛刷白色；毛缴金黄色。

分 布 江苏；欧洲，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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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条蜂 An你 (s , s tr,} pafr财他 Cockerell，1931

Antfiophora patruelis  Cockerell, 1 9 3 1 , K m er . M «5- N ov. , 4 5 2： 2*

Anltmphora (Ant^topfioru) patruelis  Cockerell» 1 9 8 8 , Brooks, S ci. B u ll. U niv . K ans.-, 5 3 ( 9 )； 

4 6 0 .

雌体长14一15mm; 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灰黄色长毛；腹部第2—4 节背板端 

缘具宽的内毛带。唇基刻点大小不一，不均匀； h唇中部具粗大刻点；触角第1 鞭节K 

等于节2 + 3 + 4 : 颚眼距长不超过宽的1/5;胫基板半圆形；腹部背板刻点细小而密； 

有臀板。体黑色；翅基片、翅脉黑褐色；足深褐色；距浅褐色。体毛密而长； i •唇被稀 

的浅黄色毛；唇基两侧密被浅黄色民毛；额毛灰白色；颅顶及胸部背板均被灰黄色长 

毛，杂有黑毛；颊及胸侧被密而长的白色毛，杂有少量黑毛；腹部第1 节背板被灰黄色 

长毛，第 2—5 节背板被黑色长毛，其端缘具白色毛带；第 6 节两侧被黄褐色长毛；腹 

板端缘被浅黄色长毛；足毛黄色；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密被金黄色毛，毛缴金黄色； 

后胫节及跗节内表面被黑毛。

雄体长13—14imn; 与雌性主要区别：唇 基 （除前幕骨陷小黑点）、 J；:唇 （除基部 

两侧的圆形黑褐色斑）、颜侧靠唇基基部外侧各1条纹、额唇基横纹、触角柄节前表面 

均为黄色；中足基跗节内侧具黑毛撮，外侧具短黑毛；末跗节两侧具黑毛撮；后足基跗 

节外侧密被黑色短毛，

分 布 山 东 （济南）、y 肃；h 本。

毛谢黑条蜂 (s , s tr.} p/cimi/tes (Pallas)，1772 (图 96)

Apis plum ipes Pallas, 1 7 7 2 , Spicilegn zool  ̂ , 9 ,  2 4 h 

Apis acervorum  Linne, 1758 , Syst. Nat. Ed. 10 , 1 ;5 7 9 ,

Apis pilipes Fabricium, 1775 , Sysi. Eniom, ,3 8 3 .

A jidrena hirsuta  Fabricius, 1787 , M ant, Insect, T 1 ： 299.

C hrisi, 1791 , Naturg. d. Insect. 132.

A pis palm ipes Rossi, 1 7 9 2 , M am . Insect. , 141.

Antfiophora ntgrofulva  Lepeletier, 1841 , H ist. n a t , Insect - H ym en . ,  2 ： 88 .

Anthoptiora pennata  Lepeletier, 1841 , Hist* n a t . Insect, H ym en, »2： 59 ,

Anthophora sicula Sm ith ? 1854^ Ca£. Hymen. B r it . M uar1 2 ： 327,

Smith, 1854, QjL BnV. Mus” 2: 338, ?
Anthophtjfru acerborum  athipes Friese, 1896 , Bienen E u rop a^ , 3s 267.

Friesc, 1 衫96， 3: 267.

Ant^mphora acervorum m^ri^es F r ie ^ i 1896, Bieneri E uropals  ̂ 3 ： 267 ,

Anthophatra acervorum ^ im iduita  Alfken, 1913 , Abh . Ver. Br^nen., 2 2 ：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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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thophora acerijrjrum interniij：ta  Alfken, 1 9 1 3 , A b h . Ver. Brernen, 2 2 :  117.

Anthopiiora pirtgshiangensis Strand, 1913 , A ix k . N atur^, , 7 9 A S 3 ;  105.

Anthop^tora acerixjrunt-oaniLm  Friese, 1 9 2 2 , Konowia, 60,

A nthofhora acervorum lidir/rtensis Cockerell, 1922 , A n n . M ag, N a t, H i st. , 9 ( 9 )： 664 .

Anthophora acervorum  paleslinensis Hedicke, 1 9 3 6 , Sitz^. G ezel, N a tu r . F reu n de , 3 :  3 9 7 _ 4 0 2 .  

Anth〇̂ i〇ra acerm rum  cypriuca  M avnxnoastakis, 1957 , Ann^ M a g . N at. H ist. 1 2 (1 0 )： 331 — 333.

Sm ith，1 9 6 5 , Wu Econ. Faun aC hina，9 :  6 4 .

Anthophora acervorum villosela  Sm ith , 1 9 8 2 , W u, lns. Xizang» 2 ： 415 .

Anthophora (A n thophora) plum ipes  (P a lla s ) , 1988* Brooks, S ci. B u li.  U niv, K a n s -j  5 3 { V ) :  

460 .

雌体长1 4 _ 16mm; 胸部被灰黄色毛；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端緣具白毛带（有 *些

图 96 毛蝴'黑条蜂

a- 头部早i h■ 中 足 跗 节 c 第7腹板i d, 第8腹板；e< 生殖节; 

L 牛殖货（腹面观）

个体，头、胸、腹均被黑毛）。唇基密被细刻点，纵向中央光滑；上唇粗，纵向中央稍隆 

起；颚眼距短（图96: a) ; 触角第1 鞭节长于作2 + 3 + 4 ; 胫基板桶圆形；臀板较长。 

体黑色；翅基片、翅脉均褐色；足黑褐色；胫基板黄褐色；腹部第〗一5 节背板端缘^ 

褐色《上唇被金黄色短毛；唇基两侧、额、胸部背板被灰黄色毛，杂有黑毛；频顶毛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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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颊、胸侧、腹部第1 节背板及1 一4 节背板端缘密被长的白毛带；中足胫节及基跗 

节密被细黄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为金黄色长毛；毛皤金黄色；腹部端缘具稀的 

白毛；臀板两侧毛褐色。

雄体长13— 15_;与 雌 性 主 要 区 别 ：唇 基 （除基部2 黑斑）、上 唇 （基部两侧2 

圆褐斑）、上颚大部、眼 侧 （触角窝以下）、额唇基横斑及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黄色；中 

足基跗节端部内侧有1 撮密而短的黑褐色毛，外侧被长而稀的黄毛（图 96: b) ; 腹部 

第 7 节背板侧端角各具1 尖齿；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96: c f 。

采 访 植物油茶、桃 、梨、樱桃、黄芪、迎春花。

分 布 辽 宁 、青海、新疆、河北、北京、陕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 

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日本，欧洲，北非。

老 条 蜂  AnfAojiAtfra (£ • 灯/**}鄉 辟 ceiLv Lepeletier， 1841

Anthopkora smescens , 1841, Hist. nat. Insect, Hymen, r 2： 71.

Lucas，1 8 4 6， soc. A/geWe, Z b o i,，3 :  15(h

A n th o^ ora  senescens Lburs, oo, 1 8 6 9 , Monogr. icon. Anthophora, 174 .

Antkopkora sene^ens Gribodo» 1893, Bull. jcjc. entom. ital  ̂, 25： 279.

Antkophora senescens var. canescens tfeurs, JVIonogr̂ icon. Anthophora, 175.早

Anthophora senescens var. ioidea Dours, Monogr. icon. Anthophora, 175. ■¥■

雌体长1 4 _ ; 颅顸、胸部及腹部第5—6 节背板被黑毛D 唇基具皱状刻点；颚眼 

距与触角箄4 鞭节等长；中胸背板暗，中央刻点稀；腹部暗，刻点明显；腹部背板端缘 

压平状c 翅透明，翅基片及翅痣褐色。颜面被灰毛；颅顶、胸部及腹部第5 —6 节背板 

被厲毛；足被黑毛；胫节顶端具红黄色毛；毛刷红黄色；后足基跗节端半部及后胫节内 

表面被黑褐色毛；毛缴黑褐色；腹部第1一4节背板被黑色及灰色混杂的毛。

雄体长14一 15_;与 雌 性 区 别 为 ：触角柄节前表面、唇基及上脣（除边缘及基部 

两圆斑〉、额唇基斑及眼侧三角形斑均为黄色；触角第1 鞭节等于节2 + 3 + 4 ; 第 7 背 

板端缘具2 小齿突；腹板褐色，边缘色浅，两侧具长的内毛，中部无伏卧状毛；第 6 腹 

板端缘深凹；后足腿节及胫节密被0 毛；后基跗节被黑毛；中足基跗节具长的黑色纤 

毛，末跗节两侧具黑毛。

分 布 甘 肃 （兰州）；欧洲，北非。

臀条蜂亚属 /^ygan^ io/j/ionz B rooks，1988

Pyganthophora  BrooksT 1 9 8 8 , S ci. B u ll . U niv. K aru . , 5 3 ( 9 )； 460 .

模式种 邮wsa Linnaeus，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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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 12— 16mm。雌性触 角 第 1 鞭节等于以下3 至 6 节之和；颜面黑色；颚眼距宽 

为长的3—6 倍；唇瓣端部具几个长的指状叶。雄性具发达的臀板，其界限明显，端缘 

完整或中部凹浅，不具齿；颜面及上颚具或不具浅色斑；胫基板界限明显；中足的跗 

节 、基跗节及末跗节有或无毛刷；第 7 腹 板 端 侧 具 2 不发达的突起，背面及腹 面 各 1 ， 

腹突常具侧齿；第 8 腹板顶端宽，基部针突腹向，长而钝；生殖基节顶端明显或不明显 

分叉，很少简单。

本 亚 属 分 为 3 个 种 团 ，共 6 0 余 种 。分 布 于 全 北 区 、南 美 及 南 非 。我 国 共 1 0 种 ，分 

布 于 蒙 新 亚 区 、东 北 及 华 北 。

种 检 索 表

雌

1 (4) 胸部被白毛

2 (3) 翅基片间具黑色毛带；腹部第2—4节背板端缘具细的白毛带；后足毛刷白色；体长13—

14mm .........*.... .. ...............................黑白条縧4* erschowi

3 (2) 胸及腹部第1—4 节背极全被白毛；后足毛刷黄色；体长13Tmn…… 茜条蟑A . { P .

4 (1) 胸部毛灰色、灰黄色或揭色

5 (8) 胸部被灰色或灰黄色毛

6 (7) 胸部玻灰毛；后足毛刷桔黄色，毛撖照色v 腹部第t 节背板桩灰毛，第2 节被黄毛，第 3—

6 节被黑毛4 体长15_16mm ............................... 足条蠔A, (P .} jwtfafa

7 (6) 胸郁被灰黄色毛；后足毛刷白色，毛绁黑色；腹部第1一4 节背板端嫌具白毛带；体长1〇—

.....................................................典I t 条•  A - [P - 、 finitima

8 (5) 胸部被黄色或黄褐色毛

9 ( 1 6 ) 后足毛刷白色，毛缴黑色

10 (15>腹部背板具毛带

11 (12>腹部第2—4 节背板端缘具细的白毛带；胸部密被灰黄或黄揭色毛；体长14—15mm .....

......................................................... A * { P . ) reiusa

12 (11>腹部第4—6节背板或3—6 节背板被黑毛

13 (14)腹部第4 一6 节背板被黑毛，第 1 一3 节背板端嫌具宽的白色或褐色毛带；胸部及腹部第1 一3

节背板密被白色或褐色毛；体长10mm ................. 白 腔 条 蜂 (P .) d/ftofiWa沿

14 (13)腹部第3—6 节背板被稀的黑毛；第2—3 节背板端缘具细白毛带；体长12—13mm .....

....... ..................  .........波氏条蜂 A * f I*， ） potonini
15 (10)腹部背板不具毛带；胸部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浅黄色毛，雎部第5 节背板两侧各具1提

白毛；体长15 —L6mm.... ....................... .....中迎条峰4  , (_P *} /relmufAi

16 ( 9 ) 后足毛刷金黄色 、'

17 ( 1 8 )后足基跗节毛嫌黑褐色；胸郁密被黄或黄撝色毛；腹部背板无毛带；体长 I 4一15rmu

................................................. 网 尔 泰 条 蜂 { I1.) aulica



202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第二十卷

18 ( 1 7 )后足基跗节毛馓金黄色；胸部密被褐色毛；腹部被黑毛；第 1 - 4 节背板端缘具细的黑褐色

毛带；体长 16—ISmm ................................. 尖靥条蜂 A • (P .) ocu^oiiris

雄

1 ( 1 0 ) 雎部背板具毛带

2 (7) 唇基两侧缝上具小黑斑；后足腿节及胫节正常；腹部背板毛带细，不明显

3 (6) 中足基跗节外侧具长毛

4 (5) 中足基跗节外侧具稀的黑毛，末跗节正常；胸部及腹部笫1 节背板被灰色或黄褐色毛；体长

13——15mm ..................................................粗条蜂為. （P ,} retea

5 (4) 中足基跗节外側具黑及黄色长毛丨未跗节两惻被黑毛撮；胸部及腹部第1—2 节背板被浅黄

毛，第 3—6 节背板被黑毛，第 2—3 节背板具细白毛带；体长17—18mm ..............

...................................中亚条螓 Anrfiopftora ) /rcimwlW

6 (3) 中足基跗节两側具浓密的黑毛撮，末跗节两侧具黑毛撮；后足基跗节两侧被稀的长黑毛；胸

部及腹部第1节被黄褐色或灰色毛；体长丨2— 14mm ........黑白条螓A .  (P .}

7 (2) 唇基基部具黑斑

8 (9) 中足跗节正常；后足腿节及腔节粗大；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端缘具较宽的白毛带；体 长 10—

12mm ..................................................弗尼条蜂 A •(!*•}

9 (8) 中足末跗节两侧具黑毛撮，基跗节两侧均具黄色长毛；后足腿节及胫节正常；腹部第2—4

节背板端緣具细的合毛带；体长1 5 _ 17mm * ...... … 尖屏条嫌A P

10 ( 1 ) 腹部背板不具毛带

U ( 1 2 )中足末跗节两侧具黑毛撮；腹部光滑；唇基M侧具小黑斑纹；胸部及腹部第1节背板被黄色 

或黄褐色毛；体长12—I4m m.............................阿尔泰条蟑A . (f*.} uftatol

12 ( 1 1 )中足基跗节具长毛或毛撅

13 ( 1 4 )中足基跗节两侧具黑毛撮；腹部第2 4 节背板被黑毛；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灰色毛;

体长 15m m ..................................................足条蟑 A . (P .} pedata

14 ( 1 3 )中足基跗节具长的灰白色纤毛，末跗节被短而密的黑毛；胸部及腹部被脏灰色毛，腹部第

3—6 节背板被直立的黑毛；体长12mm ...................... 酋条峰A

粗条蜂 A nltopftora (P双ait^ EopJtora) re加 ra (Linnaeus)，1758 (图 97)

Afns mtusa I-. t 1758 , Syst. N at. Ed. 1 0 , 1 ： 575 .

Apis aestivalis Panzer, 1 8 0 1 , Faun. Insect. G erm an ., 7： 81,

Api^ kowothana Kirby, 1802, Monear* apumAngL, 2 r 307,

MegUla monacha Erichaon, 1 8 4 9 , M em + acad, sch St, Petetsburg, 6» N at. sc. , 3〇6 . ^

Anthophura ruthenka Morawitz, 1871T ¥ b r . Soc. Rntom, Ross* , 7r 305,

Anthophora retusa var. m eridionalis  Perez, 1 8 7 9 , Actes soc. L in n . B orde au je , 3 3 ； 137, 

Anthophora retusa var. obscu ra  Friese, 1 8 9 6 , Term esz. F u z .  T 1 9： 2 6 6 .

Anthopkora retusa var. sareptanu^ Friese, Term esz, F « s *  1 1 9： 2 6 6 .

Coclierell，1911, fV oc. (7. S .  /Vdt. A f c .  , 4 0 :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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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phora retura var. fa sc ia ta  Alfken, 1 9 1 3 , Abk. V er. Bremen  , 2 2； 116.

Anthophora aestivatis buicalfsrtsi^ Heclicke» 1929 , Deutsche E nt. Zeitschr. , 65~^~71.

Anihophara retusa sem inigra Benoist, 1 9 3 0  ̂ B u il. Soc* S ci, N at* M arrx , 9 ： 120  — 121  ̂

Anthophora aestivalis alta ica  Hedicke, 1 9 3 1 , M itt. Zool. M us*t B er lin ,  1 6 { 6 ) j  853 .

Atti/io/Aonz r e t i is  ( L ) ，1 9 8 8，Brooks, 5 3 ( 9 ) :  4 6 2 .

Anthophom  retusa meridionalia Perez, 1 9 8 5 , W u, in ^Living Things Tianshan Tcm urfer^ Reg. X in- 

jiangrt, 142+

雌体长14一 15m n。体毛灰黄色，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浅黄（或黄褐色）毛。唇 

基 （侧面观）与复眼等宽，表面密被刻点，暗；上唇粗皱；触角第1鞭节长等于节2 +

图 97 粗条蜂 (P .) rrttm 方

(仿 Friese, 1898)
a . 中 足 跗 节 （上表面）；b . 基 跗 节 （下表面）

3 + 4十5 ;胸部刻点细密；胫基板圆；臀板细长。体黑色，足、翅基片均黑褐色，翅脉 

褐色，各跗节及距均褐色。体毛灰白（或灰黄或黄褐色）；眼侧、额唇基、颊被浅黄色 

毛，颅顶毛黑色；胸部及腹部第1 一2节背板密被灰白色（或灰黄）毛；足毛灰黄（或 

黄褐）；后足胫节毛刷白色，内侧黑褐色毛；3 4 节背板被较稀黑毛，端缘具浅毛带 

(有时中断)。

雄体长13—15mm。似雎性，主要区别为：唇基（仅两侧缘具黑色条纹>、上唇 

(端缘及基部两个黑褐色圆斑）、眼侧（触角窝以下）三 角形斑、额唇基横纹、触角柄节 

均乳黄色；触角第1鞭节短于节2 + 3 + 4 ;体毛较雌黄；中足基跗节外侧有黑毛撮（图 

97)。

分布新 I I ;欧洲，非洲，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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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条蜂 An伯ophora Fedtschenko, 1875 中国新记录（图

9 8 , 图版IY: 3)

A ntkophora erschawi Fedtschenko, 1875, Turkestan A p id . , 1:39.

Antkophora erschmvi Fedtschenko^ 1 9 3 6 , A lfkm , A rk . f .  Z ool.*  21 A ,  3 7： 1 _ 2 4 .

A ntho^iora (Pyganthaphom ) erschmm Fedtschenko, 1 9 8 8 , Brooks, Sci. B u ll. U niv. Kans. , 53  

( 9 ) ；462.

雌体长13—14mmD 体黑色。头、胸及腹部第1节被灰白色毛，中胸翅基片间被黑 

色毛带；腹部2—4 节背板端緣具白毛带。唇基密被细刻点，端缘中部较稀；复眼直径 

宽于唇基（侧面观）；上唇表面具皱，基部两侧圆斑平滑；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十3 + 

4 ; 胫基板半圆形，端部稍尖；臀板长面大。体黑色；翅基片、翅脉及距均深褐色；胫 

基板黄褐色。体毛白色，上唇、唇基、眼侧、额、颊、胸 部 （除翅基片间黑毛带）及腹 

部第1 节背板均被白色长毛；后足毛刷白色。

图 98 黑白条蜂 Antfto/Aora (P ,) 方

&. 第 7 背板（示臀板h  b . 第7 腹桎；c . 第8 腹板；d. 生殖节

雄体长12— 14mm。与雌性主要区别：胸部毛灰黄色，非白色，也无翅基片间黑毛 

带；唇 基 （前幕骨陷处小黑斑）、上 唇 （基部2 个褐色圆斑)、眼 侧 （触角窝以下）、额 

唇基横纹、触角柄节均黄色；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2 + 3 + 4 ; 中足基跗节外侧密的黑毛 

撮，内侧黑毛撮较短，末跗节两侧具黑色长毛；后足基跗节两侧被长而稀的黑毛。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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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第 7 背板、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98: a—d。
分 布 东 北 、内蒙占、新疆、北京、河北、山东；欧洲，北非，原 苏联（中亚）。

茜条蜂 仙 op/tom (P j期mfhop/io ra) ruftricus Dours, 1869

A n tkophora  ruhricrus  Dours, 1 8 6 9 , Monogr. icam. Anthophora, 171 +

A n tkophora  rubricrus D duis, 1 9 3 6 , Alfken, A r k . f .  Zool^ t 2 7 A , 3 7 ; 1 — 24.

A nthophnra ( p ^ an th op h o ra ) rubricrus DoursT 1 9 8 8 , Brooks, Sci- B td l, U n iv . K a n s ,, 5 3 ( 9 )  r 

4 6 2 .

雌体长13rmn; 黑色，被黑毛，颜面毛灰色；胸部被白毛；足被锈色毛；后足毛刷 

黄色；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被白毛。

雄体长12mni。触角柄节前表面、唇基、上唇及额唇基横斑均为黄色；上颚黑色。 

颜面、胸部背板及腹面、腹部第 I一2 节背板均被脏灰色的毛，第 3 - 6 节被直立的黑 

毛；足被灰及黑色混杂的毛；中足基跗节被长的灰白色纤毛撮；末跗节被短面密的黑毛 

撮。

分 布 甘肃；希腊。

足条蛛 An^iojiAom (P观aitffcopAom} pafala Eversmann, 1852 中国新记录

A nthophora p ed ata  E veransnn, 1 8 5 2 ? B u ll. S c. N a t. M ose. , 2 5 ： 3 ,  116.

A nthophora pedata  Fedtschenko, 1S75 , Turkestan A p id ., 1 ： 11 .

A nthophora pedata occip ite Morawitz, 1 8 7 8 , Hor^ S oc, E n tom . B oss. , 1 4： 2 0 .

Podalirius pedatus Everanann, Die Binen E u r o p a 3 ： 253—2 5 4 .

A nthophora pedata ntgn>sc〇pacea  Friese, 1 9 1 9 , Deuts. Entotn* Z eitschr*, Berlin, 280 .

A nthophora {P ygan thophora) pedata  Everanann, 1 9 8 8 , Bnooks, S ci. B u ll. U n iv , K an s. , 5 3 ( 9 )： 

462 ,

雎体长15— 1 6 m m ;头部被黑毛；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灰毛。头长；唇基具粗 

而均匀的刻点，中部几乎光滑；上唇具密的皱；颚眼距长于触角第2 鞭节；触角第1 鞭 

节长等于节2 + 3 + 4 十5 , 节 3 、节 4 的长宽相等；胸部具粗刻点，中部光滑闪光，腹部 

刻点不明显Q 体黑色；颚眼距红褐色；触角黑色；翅端缘暗色，翅痣褐色，翅基片黑 

色。头被黑毛；颅顶具黄毛；胸部密被灰毛；后足胫节毛刷橘红色；后基跗节及毛m  

黑色；腹部第1 节背板密被灰毛，第 2 节背板两侧被黄毛，以下各节背板被黑毛；腹部 

下表面毛黑色。

雄体长15n]m; 与雌性区别为：上唇浅黄，边缘均黑色；唇基浅黄色，具黑色边 

缘；额唇基具黄横纹；沿复眼前缘有长的黄线；触角柄节黄色。中足基跗节两侧密被黑 

毛撮，其后缘比前缘毛长；腹部第1 节背板两侧具长的浅黄色毛，以下各节被黑毛；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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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背板毛红褐色。

分 布 廿肃；中亚。

弗尼条橡 A/if/top/tora (尸搏cutf/top/iora) /Inifima Morawitz, 1894 (图 99)

Anthaphora finitima Morawitz, 1894, Hor. Soc. Entom. Rossi. t 28： 191.

Anthof^iora finitim a Morawitz, 1936, Alfken, Ark. f .  Zool. , m 27A, 37： 1—24.

Anthophora {Pyganthophora) finitim a Morawitz, 1988, Brooks, Sci. Bull. Uni-u. Kans, , 53(9)： 
462.

图 9 9 弗 尼 条 蜂 (P .) / i W h ™ 才 

a - 头部；K 第 7 腹 板 ；c . 第 8 腹板 i d . 生殖节

雌体长10—12mm;胸部及腹部第1节背板被灰黄色毛。唇 基 （侧面观）明显窄于 

复眼，表面刻点小而密，整齐；上唇具粗大刻点；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胫 

基板端部宽圆；臀板宽大，表面较隆起。体黑色；翅基片、翅脉深褐色；足黑褐色；距 

浅褐色；臀板黑褐色；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端缘浅褐色。上唇、唇基被较稀而短的白毛； 

颊、眼侧被白长毛；额被白毛，杂有黑毛；颅顶以黑毛为主，杂有白毛；胸部背板被灰 

黄色毛，杂有黑毛；胸部侧板被灰黄色长毛；足毛浅黄色；后足胫节毛刷白色；基跗节 

表面被浅黄色毛；毛缴黑褐色，基部稍浅；胫节及基跗节内表面毛浅黄色；腹部第1 

节背板被灰黄色K 毛，第 1 一4 节背板端缘被白毛带，第 2—5 节背板表面被黑毛；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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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被黑长毛。

雄体长10—12mm; 与雌性区别为：上颚基半部、上 唇 （除基部侧角2 黑斑和端缘 

黑色）、唇 基 （除基部两侧及额唇基缝黑纹）、眼 侧 （触角窝以下）、触角柄节前表面均 

黄 色 （图 99: a h 各足腿节均膨大，下缘呈三角形；中、后足胫节较膨大；第 7~8腹  

板及生殖节见图99: k -d。

采访植物蒙古岩黄芪、沙打 旺 。

分 布 吉 林 、内蒙古、甘肃、青海、北京、河北、山西；中亚。

图 100 白腔条蜂 (P .)

早头部

白胫条蜂 Anfftopftora {Pjfgo/Uftopftora) fli&ortWaWs sp. n o v . 新种（图 100)

雌体长10mm; 颜面、胸部背面、腹部1一3节背板被白毛或黄褐色毛；胸部腹面、

腹部腹面及足的大部分被黑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 

雪白色Q 唇基刻点粗大，不均匀；上脣大部分粗皱，

两侧较光滑；颚眼距长约为宽的1/5 (图 100: a);

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中胸刻点细小，中 

央光滑；后足胫节有胫基板；臀板较长而尖。体黑 

色；翅基片及翅脉黑褐色；足及距均黑色；跗节黑褐 

色d 上唇被稀的浅色短毛；唇基、颜侧、额的毛色较 

胸部浅，为浅红褐色；胸部密被黄褐色或白色长毛；

前、中足大部具黑色短毛，但胫节及基跗节表面被细

白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雪白色；基跗节毛缴黑褐色，余各节均被黑毛；腹部第

1 一3 节背板密被黄褐色或白色长毛，第 2—3 节背板端缘毛更密，形成宽的毛带；第

4 - 6 节背板全部被黑毛；各腹板端缘被黑毛。

本种近似包氏条蜂A . 如如以⑷，主要区别为：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白色，非金 

黄色；腹部第3 节背板被红褐色毛，非黑色毛。

正模早，青海共和，3 I 50m，19 5 7 * 1 , 1 6 ,张毅然采。副 模 2 早，青海贵南，

2 10Q- 3  120in, 1957.Y L20, 1早，张毅然采；内蒙古锡盟，19 8 0 . 1 3 1，1早，王淑 

芳采。

雄：未明。

分 布 青 海 、内蒙古。

波氏条鋒 AnltopAora (Pj^cut^iopltara) pofaniiiU Morawltz，1890 中国新记录

Anthophora potaninii Morawiz, 1890, H or. Soc. Entam . Ross. , 24: 353.-?■
P txlalirius pc/ianinii Mctrawit^» 1897» D ie Bienen Europ s ,  3 ： 21 2 — 2 1 3 .

potaninii (Morawitz), 1988» Brooks, Sci. B id i. U ntv- Kans-t 53(9)；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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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体长12 — 13mm。体黑色，头部、胸部、足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黄褐色毛， 

腹部3—6 节被黑色毛。唇 基 （侧面观）与复眼等宽；唇基刻点粗人，中央具不明显的 

纵平滑带；上唇横宽，表面粗；触角等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颚眼距线状；腹部背 

板刻点细密；臀板端缘钝。体黑色，颚眼距中部褐色，足褐色；翅基片深褐色，翅脉色 

较浅，翅透明。唇基及上唇被稀的直立的黑毛；额、颅顶、胸部、足及腹部第1 一2 节 

背板被黄褐色长毛；3 4 节背板被稀的黑色短毛；腹板端缘被黑毛，2—3 节背板端缘 

具细白毛带。

雄：未明。 

分 布 甘 肃 。

中亚条峰74/油〇；)*»^(巧抑油〇!的〇«〇^冊/^[6(118(4»〇111〇1 1875中国新记录(图丨〇1)

A nthophom  fre im u th i Fedtschenko, 1875, Turkestan ApLd, , 2： 13—14■早 

A nthophora oschanin ii Fedtschenko, 1875, Turkestan Apid*, 2 r 15—16- J

图 101 中亚条蜂 AntAo/jfcom (P -) 和 ? • 忒  

^ 第 7背板；b. 第6菔板：c. 第7 « 板；d. 第8腹扳；e. 生殖节

雄体长17—1 8 _ ; 体黑色；胸部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浅黄色毛。头宽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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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唇基、眼 侧 （触角窝以下）表面光滑，刻点较浅不均勻，中部较密，端部稀；上 

唇表面较粗，刻点大小不一；触角第1鞭节长几等于节2 + 3 f 4 ; 中胸及腹部背板刻点 

小而密；臀板顶端截断状（图 101: a)。上 唇 （除基部两侧各一黑褐色圆斑）、唇基 

(除幕骨陷处小黑斑）、眼 侧 （触角窝以下三角斑）、额唇基区1 横斑、触角柄节前表面 

均为浅黄色；翅基片黄褐色，翅透明，翅脉深褐色；距、各足2—5 跗节均黄褐色。体 

毛长而密；上唇两侧、唇基两侧角、额、触角窝周围及颊均被白毛；侧单眼外侧被少量 

黑毛；颅顶、胸部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均密被浅黄色长毛；足毛以浅色为主；各腿节 

外侧被稀而长的白毛；前及中胫节外表面被较短而密的浅黄毛；后胫节被黄毛，外侧毛 

密；中足基跗节两侧均被黑褐及黄色混杂的长毛，内侧毛更长；末跗节两侧被少量黑 

毛；后基跗节外表面被稀而短的黄毛，外侧缘被稀而长的黑毛，内表面密被金黄色短 

毛；腹部第3 - 6 节背板被黑毛；第 2—3 节背板端缘有窄白毛带；第 1—5 节背板端缘 

毛色浅。第 6—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01: h e Q

雌体长15—16mm; 与雄性区别为：腹部第5 节背板两侧各1 撮内毛；后基跗饩具 

黑毛缴；胫节毛刷内色。

分 布 新 疆 （巴里坤h 中亚。

阿尔泰条蜂 An/feopAora (P对 也 cum Radoszkowskl， 1882 中国新记录

( 图 版 4、5)

A nthophora a lta k a  Radoszkowski, 1882» Wiadom. z, irnuk prasyrodz. Warszowa, 2 ： 76 , ■¥■

Erichson，Mewi. se. S i .  6 ( 6 ) :  3 0 6.早

A nthophora (.Pyganthophora") attaica  Radoszkowsky, 1 9 8 8 , Brooks, Sci- BulL. U n io. Kans^ ■, 53  

( 9 ) :  462 .

雌体长14一 15ram。体黑色；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密被黄褐色长毛，腹部光滑闪 

光。唇基密被细密刻点，端部具一弧形隆起，纵W中 央 （仅达弧形隆起）光滑；上唇 

粗、刻点大；触角第1 鞭节远长于节2 + 3 + 4 ; 腹部第3—5 节背板几乎光滑，仅具细 

小毛孔；胫基板大半圆形，臀板较长。体黑色，翅基片黄色透明，中央有一褐色斑，•翅  

脉褐色；足黑褐色，距黄褐色；胫基板褐色。上唇、唇基、眼侧及颊被白毛；额毛长旦 

直立，白色；颅顶、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密被黄褐色长毛；前足及中足的胫节外表面 

及外侧被黄色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金黄色，毛馓端半部黑褐色；腹部第2 节背 

板被短而较稀的白毛。

雄体长12 —14mm。似雌性，但 唇 基 （仅前幕骨陷处各1 小褐斑）、上 唇 （基部两 

侧黑褐色圆形斑）、上顎基部1 小斑、眼 侧 （触角窝以下>、额唇基横斑、柄节前表面均 

黄色；体毛色较早浅；第 7 背板端缘钝；中足末跗节两側具黑毛撮；各足胫节外侧具长 

的浅黄色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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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内 蒙 古 、甘肃；中亚。

尖唇条蜂 An丨fcopfcorfl (i ^ ganfAopAora} ocurito&ris Morawkz, 1880 (图版IV: 9〉

AniAo/Awaacwii/a6risMorawitz，1880, iw^i. sc. Si. Peterj&w r̂’ 26: 346-方 

Anthophora (Pyganthophora) acutilabris Morawitz, 1988, Brookss S a . BulL Univ. K ans.t 53 

(9)： 496.

Anthophora acutilobrus Morawitz, 1996, Wu, Ins* Karakorum-Kunlun Mt., 300.

雌体长 16— 18m m; 似雄，主要区别为：体全黑色，无黄斑；触角第 1 鞭节长几等 

于以下5 节之和；上唇表面袓；中足末跗节正常；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黄褐色；头 

部、前足、中足基节及转节、胸侧、腹部背板及腹板均被黑毛；胸部背板被灰白色毛。

雄体长15_17mm; 体宽大；胸部及腹部第1 一 2 节背板密被浅色长毛；唇基及上 

唇有黄斑。唇基隆起，其髙度与复眼直径（侧面观）相等；唇基刻点小而浅；上顎2 

齿，外齿尖；上唇宽稍大于长，端缘中央尖，表面中部刻点密集，四周稀少；触角第1 

鞭节稍长于节2 + 3 + 4 (13:11);腹部第7 背板、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02: a— 

d。体黑色；头部的黄斑变化大；唇基基半部中央及端半部三角形黄色（有的个体基部 

中央黑色，仅端半部有黄斑；有的个体端半部中央隐约可见小黄斑，或全黑色）；上唇 

基半部及端缘黑色，中部黄色（有的仅中部两侧各1 小黄斑；有的全部黑色）；眼侧有 

黄斑纹〈有的可见断续的黄斑纹；有的全黑色）；触角柄节前表面黄色（极少数可见黄 

纹，个 别 全 黑 色 翅 基 片 、翅脉均褐色；足均褐色；距浅褐色；末跗节黑褐色；腹部 

第 1 一5 节背板端緣深褐色透明。上唇被短而稀、唇基被较长的黑褐色毛；额、眼侧、

圈 102 尖唇条蜂 Anf/topfiora ( P.) ocm仙 $ 

a■第7背板；b■第7胲板；c.第8鹰板；d. 生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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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及腹部第1 一 2 节背板密被浅黄褐色（或黄揭色或浅黄色）长毛•，第 3— 7 节背板被 

稀的黑褐色毛；足毛色与胸部相同，毛较长；中足末跗节两侧被黑褐色长毛。

采访植物黄芪。

分 布 新 謹 （巴里坤）。

冠 毛 条 蜂 亚 属 Lophanthopi

_
B ro o k s，1988

Btooks, 1988，Sci. Ka似■，53(9): 464.

模式种 _A«认op/iora/Jorimie Cbckerell, 1900.

体长 11 一̂ Omm。雎性触角第1 鞭节等于以下3 至5 节之和；颜面黑色（除 arrfd/- 

k ， 具浅斑）；囔眼距宽为长的3—8 倍；唇瓣顶端具指状突。雄性颜面具黄斑； 

上顎黑色；胫基板界限明显；第 6 腹板端部具1 对斜脊，基半部具1 对向端部内倾的斜 

脊；生殖基节顶端简单、扁平、向腹面弯；有臀板，中央虽钝的突起，顶缘稍凹，基部 

及两侧缘岡，不具脊；有些种具中足跗节毛刷，无中足基跗节毛刷，有中足末跗节毛 

刷。

本亚属分为3 个种团共30余种。分布于欧洲、北非、地中海区、中亚及美国。我 

国共 3 种，分布于新《及甘肃。

种 检 索 表

m
1 (4) 曆碁具黄斑

2 ⑶ 唇基黄斑倒“T”形；上屏及额唇基横纹均黄色；头及胸部密被白长毛；腹部第1一3 节背板 

密被伏卧的白短毛，第 4一5 节背板被黑褐色直立的毛，第 5 节背板端缘具弧形无毛区；后 

足毛刷白色，毛缴黑褐色；体长16mm ...................... 磨条蜂A , (L .} apricijla

3 (2) 唇基中部具圆形黄斑；上唇基部具不规则的斑及上颚1 斑均为黄色；胸部被灰黄毛杂有黑

毛；腹部背板被短的黑毛，第2—4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后足毛刷白色，毛缴黑褐色；体

长 ..................................................圆斑条蜂 A . (L .) agama
4 (1) 曆基黑色，表面具小皱，中央具光滑纹；胸部被灰黄色毛杂有黑毛；腹部不具毛带，第 3一5

节背板被黑色；后足毛刷白色，毛缴红褐色；体长16— 18mm ........................

...............................................双 毛 条 鋒 (_L ,)

雄

1 (2) 屏基黑色，具 倒 "T”形黄斑；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灰黄色长毛，3—5 节背板被较稀的黑

毛，无白毛带；体长15—16mm ...........................双毛条蜂A ■ ( I  • )贴 松如

2 (1) 唇基黄色，具 “八”宇形黑斑；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白色长毛， 节背板被黑色短毛，

2—4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体长13mm ............. ........腼斑条蜂A , (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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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条蜂 An执ophom (LopAanrhoplwm) afria7fa Eversmann, 1852 中国新记录

A nthophora atricilU i Eversfnanrij ? 1 M 6 , B u il, soc. n atu ral, M oscou, 1 9 1 437  ̂

A nthophora a tr ic illa  Eversmann, 1 8 5 2 , B u ll. $fjc. n atu ra l. M chaĉww , 15 : 1 1 6 .^

Anthophjoru hypopolia Tiours, 1869, Monear, icon. Anibopboraj 87.-?- 

A nthophora a tr ic illa  Fedtschenko, 1 8 7 5 , Turkestan Apid, , 1 ： 14, ^

Awrto灿ora Fedtschenko，1 8 7 5 ， Turkestan A pici.，1 : 14.方

P odaliriu s a tric iliu s  Eversmann, 1 8 9 7 , Friese, Die Bienen Europa^ 3 ： 165—*1 6 6  ‘

Anthophora (Lophanthophora) atricilla Eversmann, 19S8, Broolcs, Sci. Bull. Univ. Kans.9 53 

( 9 )： 466 ,

雌体长16mm; 胸部密被白色长毛。唇 基 （侧面观）稍宽于复眼宽；唇基刻点密， 

中央具纵隆起；上唇粗，基部圆斑光滑；触角第1鞭节远长于节2 + 3 + 4 ; 胫基板近圆 

形。体黑色；唇基具宽大的倒T 形黄斑；上 唇 （除基部有2 圆形浅褐色斑）黄色；额 

唇基1 黄色横纹；翅基片浅褐色透明，翅脉褐色；足黑褐色；距浅褐色。上唇及唇基表 

面被稀而较短的白毛；唇墓两侧、眼侧及额均被技而密的白毛；颅顶及胸部密被白色长 

毛；腹部第1一3节背板密被卧伏的白色短细毛，4一 5 节被黑褐色直立的毛，第 5 节背 

板端缘具弧形无毛区，第 6 节背板两侧具黑褐色硬毛；腹板端缘具较密的黄色纤毛；前 

足及中足的胫节外侧缘密被白色长毛；中足胫节外表面密被黄色细毛；后足胫节毛刷白 

色，基跗节毛大部金黄色，端部黑色，毛缴黑褐色；后胫节及基跗节内表面具黑毛。

雄：未明。

分 布 新 礓 （石河子）；中亚。

圆斑条雄 AnfAopAora (LojiAanritopfaoral a^oina Radoszkowsky, 1869

AntAo/ifcora Radoszkowsky, 1869 , H or. Soc. E ntom . R oss. t 6 ： 101.

A nthophora personata var. eu ris Dours, 1 8 6 9 T Monogr. icon* Anthophora, 166. *?■

A nthophora ( LoJ^ionthophora ) agam a  Kadoszkawsky, 1 9 8 8 , BrooksT S ci * Bull. U n iv . K a n s. , 53  

( 9 ) ：466 .

雌体长15mm; 唇基端部中央有1 圆形黄斑；胸部被灰黄色毛。复眼明显短于唇基 

(侧面观）；唇基密被细刻点，中央纵向稍隆起；上唇粗皱状；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3 + 4 ; 胫基板较大；臀板端部较尖。体黑色；唇基端部中央】圆形黄斑；上唇基部1 块 

不规则斑及上顎基部1 斑均为黄色；翅基片、翅脉及距均褐黄色。唇基两侧、眼侧、 

额、颊均被浅黄色毛；颅顶具黑毛；胸部被灰黄色毛杂有黑毛；胸侧具浅黄色长毛；腹 

部第1 节及第2 节基半部被褐色毛，第 2—4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2— 5 节背板被短的 

黑毛；后胫节毛刷白色，基跗节毛浅黄色；毛缴黑褐色。



蜜蜂总科 蜜蜂科 蜜蜂亚科 213

雄体长13mm; 与雌性区别为：唇基黄色，具宽的八形黑斑；上 唇 （除基部2 褐色 

圆斑）、上颚大部、眼侧纵向长三角形斑、额唇基细纹、触角柄节前表面均黄色；腹部 

第 1 一2 节背板被白色长毛；第 7 背板端缘钝。

分 布 甘肃；欧洲。

双毛条蜂 (LojpAo/tffcopfeora) WciKoto Lepeletier，1841 中国新记录

Anthophara bkiliata  I-epeletier» 1841, H ist. nat, Insect, Hymen 2 ： 83.

Arahopham mucida Gribodo, 1873, Btdl. soc. entom . 5 :  80.-?■

Anthophora a trk iila  a^yptorum  Prisner, 1957, B tdl. soc. entom. Egypt- » 41: 1— 145. 

Anthophura (Lopkanthe^hora) biciliata Lepeletier, 1988, Btoĉ cS) S a .  B ull. Univ. K an$.» S3(9)t 

466.

雌体长16 — 18mm; 与雄性区别为：唇基小皱状，中央具纵光滑纹；上唇粗皱状， 

两侧各具1 圆的红褐色斑；第 1 鞭节等于2 + 3 + 4 ; 后足毛刷白色，内表面黑褐色；毛

缴红褐色。

雄体长15—16mm; 胸部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灰黄色毛。唇 基 （侧面观）稍宽 

于复眼宽；唇基刻点细而浅；上唇较唇基粗大，纵向中央具隆起；触角第1鞭节等于节 

2 + 3 + 4 ; 胫基板小，半圆形；腹部第7 节背板的臀板钝，隆起。体黑色；唇基具倒T  

形黄斑，两基侧黑斑大，且端部斜；上唇基部两侧圆的褐色斑光滑；眼侧具1纵向细黄 

纹；翅基片、翅脉、距及各跗节均褐色；足黑褐色。体毛浅色，唇基两侧、额、眼侧、 

颊均被白长毛；颅顶、中胸背板、侧板均被灰黄色毛杂有黑色毛；胸部腹面被白长毛； 

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灰黄色长毛；第 3—5 节背板被较稀的黑毛；足毛少，白色。 

分 布 新 蜃 ；高加索，中亚，北非。

体长9一16nim。雌性触角第1 鞭节等于以下2 至 3 节之和•，颜面扁平、黑色；颚 

眼距宽为长的5—16倍；唇辫顶端具几个指状叶；唇基侧面观多为复眼宽的一半；大多 

数唇基毛顶端钩状（但旧大陆的A . 及A . 无)。雄性颜面具黄或乳白色

斑纹；上颚基部具白斑；胫基板界限不明显或无；中足末跗节两侧具黑毛撮；无臀板， 

但具1 端缘中凹的突起；第 7 背板端部具2 齿突；第 6 腹板端缘具宽的探凹；第 7 腹板 

宽，顶端具2 发达的侧叶；第 8 腹板宽，端部具深凹，基侧部具小齿；生殖基节顶端复

鱗 毛 条 蜂 亚 属 決  B rooks，1988

Mystanthophom Brooks» 1988, Sci* BulL Univ^ Kans. * S 3 (9 ) : 466—468. 

模式种 执opfeora Twonfana Cresson，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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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本亚属分布多在北美和南美，旧大陆仅有6 种：a . 及A . 分布于

中欧、伊朗至西伯利亚。中国分布有4 种，其中 A . hebei纪nss huashunens€ I 胃i
种，主要分布于我国北方D

种 检 索 表

雌

1 ( 2 ) 胸部被灰黄色毛，杂有黑毛；腹部背板被黄色鳞状毛，第2-4节背板端缘黄色毛带不明显，

第 5 节背板中部红褐色〖体长9—llm m .......................缘 条 A . (M *)

2  ( 1 )  胸部被黄褐色毛；腹部第 2— 5 节背板被黑毛，端缘具白毛带；体长 12— 14im n ........................

雄

1 ( 6) 

2 (5 )

河 北 条 {M*} tesbeienw

唇基及颜面具黄斑 

唇基上黑斑大

3 (4) 唇基基半邢（3/5)全部黑色，端 部 （2/5)黄色；胸部被黄褐色毛；® 部背板具白毛带；体

长 11 一13mm.................  ......................... 河 北 条 尤 （M *) Aebeicnsp

4 ( 3 ) 唇基基部具2 黑斑；胸部被灰黄色毛，杂有黑毛；腹部背板端缘浅黄色毛带不明显；体长

8— lOmm ..................................................嫌条蟑 A , {M .)

5 (2) 唇基仅两侧具小黑斑；胸部被褐色长毛；腹部第2—6 节背板被稀的白毛，端缘毛较密；体

长 一12mm ....................................... 华山条嫌 A . (M • > hiawfcortCfise

6 (1) 唇基及靝面具白色斑；胸部及腹部第1 节被黄褐色长毛，腹部第 H 节背板被黑毛，杂有

浅黄色毛，端缘具浅黄色毛带；体长10mm .................... 捷条鋒A , (M .1 _

缘条蜂如 ^ropbora (M_ aam^io沖o ra) 如出 MorawitZ，1864 中国新记录（图 103)

A nthofhjora borealis Morawitz, 1 8 6 4 , Bult, soc. n atu ra l. f Moscou, 3 7 ; 4 .

P odaliriu s borm lis Morawitz, 1 8 9 7 , Die BLenen Europa' s , 3 ： 154一 155 +

Anthophora (Mystacantho^ wra) borealis CMorawitz), 1988» Broobs, Sci. BuU. Univ. Kansif S3 

(9): 468+

雌体长9— llm m ; 体毛灰黄色；腹部背板被鱗状黄色细毛D 头扁平；唇 基 （侧面 

观）仅及复眼的1/2;触角第1 鞭节短于节2 + 3 + 4 ; 唇基及上唇密被刻点；腹部宽短。 

体黑色；仅翅基片及翅脉褐色至黄褐色^体毛灰黄色；顏面及颊被灰白色毛；足毛大部 

分灰白色，后足基跗节毛缴黑褐色；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密被黄色毛杂有黑毛；胸 

侧密被黄色长毛；腹部第2—5 节背板密被鱗状黄色细毛，第 2—4 节背板端缘有黄色长 

毛形成不明显毛带，第 5 节背板中部毛红褐色，第 6 节背板端部毛黑褐色；腹板端缘具

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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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缘条蜂 (M .) 此方

a. 第7 背板；b. 第7雎板；c. 第8 ® 板i d. 生殖节

雄体长S—1〇 _;与雌性的区别为：触角第1 鞭节短于2 +  3; 上 唇 （除基部两侧 

各 1 黑圆斑、端缘黑色）、唇 基 （除基部两块近正方形的黑斑，其间仅1 细黄纹相隔）、 

眼侧区（触角窝以下）、额曆基 i 横带、上颚基部〗椭圆形斑及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黄 

色；中足末跗节两侧均具黑毛撮；腹部第7 背板屮央凹（图 103: a) ; 第 7、8 腹板及 

生殖节见图103: b—d。

采访植物苜蓿、抄打旺、黄芪、枸杞子。

分 布 黑 龙 江 、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河北、北京、山西；欧洲。

河北条蜂 ( JVfjstanfbopfeora)如姑棚卵 sp. n o v . 新 种 （图 104)

雌体长12—14mm; 与雄性区别为：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头部全黑色， 

无黄斑纹；胸部及腹部第1节背板毛色较雄性者浅；足毛长而密，尤以后足胫节最密； 

胫节端部毛撖黑褐色；腹部第2—5 节背板端缘白毛带较宽。

雄体长11 一 13mm; 头、胸及腹部第1 节背板密被黄褐色毛，第 2 4 节背板端缘 

具白毛带。唇基及颜侧均具较稀而细的小刻点；唇 基 （侧面观）约为复眼宽的1 " ; 上 

唇刻点较唇基粗大且不均匀i 触角第 1 鞭节稍短于节2 + 3 ; 颚眼距线状；后足腿节及 

胫节粗大；胫基板小；腹部末端中部光滑隆起，端缘具2 小 齿 （图 104: a) ; 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04: b—d。 体黑色；唇基端部2/5 (除基半部3/5黑色）、上 唇 （除 

两侧各1 圆黑斑和端缘黑色）、上颚基半部、颜 侧 （触角窝以下）、额唇基区1 横纹、触 

角柄节前表面均为黄色；翅基片、翅脉深褐色；距浅褐色；后足第2—5 跗节褐色。上 

唇、脣基、额及颊均被白毛；颅顶被黄褐色毛；侧单眼前被1 撮黑毛；胸部被黄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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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河北条蜂 (AI.) 方

a, 第7 背板；b■第7腹板；c■第8腹板；d. 生菹节

毛，背板杂有少量黑毛，侧板下部被白色毛；腹部第1 节背板被黄褐色毛，第 2—6 节 

背板基部被稀的黑毛，第 2—6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第 7 节 背 板 （除中部）密被细白 

毛；腹板端缘被白纤毛；第 6 腹板密被白毛，基半部毛极密且伏卧；足毛白色，以基节 

及后足腿节毛最长；中足末跗节两侧有黑毛撮。

本种近似缘条蜂A . ±要区别为：个体较大；雌性腹部2—5 节背板被黑

色直立毛，非浅黄色鱗状毛；背板端缘白毛带明显；雄性唇基黑斑完整，纵向中央无黄 

纹等。

正模方，河 北 （H o pe, Tapii^ t i)，1915,\111-4，Licent 采；副模：河 北 （Chahar， 

Yangkiaping)，1937.114, 1 方，O- Peil 采； （雾灵山）1987.117, 1 方，黄春梅 

采；内蒙古（包头），1985.^.25, 1早 （采集者不详）；Eastem Tom b，4年，4 ^ t (日 

期及采集者不详八

华山条蜂 Ait成印Aora (M卿 onf/top/tora) feuos/ianert雜 sp* nov* 新 神 （图 105)

雄体长11 一 12imn; 头 部 （图1〇5: a) 具黄斑；胸部密被黄褐色长毛。唇 基 （侧面 

观）稍窄于复眼直径，唇基表面具细而浅的刻点；上唇宽大于长（3:2)，表面刻点较粗 

大；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短于节 2 十3 ; 后足腿节及胫节稍膨大；后基跗节宽几与胫 

节端部等宽；第 7 背板端缘凹（图 105: W ; 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05: cr- f。体 

黑色；唇 棊 （除前幕骨陷至基部小黑斑)、上 唇 （除基部两侧黑褐色圆斑〉、上顆基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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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华 山 条 蜂 印 ( M .) 办 邮观方 

a，头部；b . 第 7 背板；̂ 第 7 腹板；d、 e■第8 腹板及侧面观；

L 生殖节

圆斑、眼 侧 （触角窝以下）、额唇基横斑、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黄色；触角各鞭节黑褐 

色；翅基片褐色透明，翅痣及翅脉褐色；足黑褐色；距褐色；腹部各节背板端缘黑褐 

色。上唇、唇基、眼侧、额及颊均被较稀的白毛；颅顶、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黄褐 

色长毛；足毛浅黄色；前足及中足腿节及胫节外侧毛密而长；后足胚节及基跗节表面具 

较短黄毛，基跗节内表面密被金黄色毛；腹部第2_4节背板具稀的白毛，端缘较密。 

雌 ：未明。

正模方，陕西华山，1 200—1 300n i，1 9 6 3 , 1 4，毛金龙采。副模2 方，陕西钟南 

山，1 9 5 6 . 1 6 ,采集者不详D

本种近似Ani/io灿 但 唇 基 黑 斑 小 ，非大黑斑；后足腿节及腔节不如 

A . 粗大；外生殖器不同。

提条蜂 A/t^ophora (M j如 印 tora) ftodia W iiii. name, 1993 (图 106)

H eliophila sichuanervds W u, 1 9 9 3 , ins, HengduanMt. Region. , 2 ； l  406— 1 4 0 7 , ^

雄体长10mm; 胸部及腹部第 l 节背板被黄褐色长毛；中足末跗节两侧具黑毛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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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基光滑，具稀而大的刻点；上颚2 齿 〈图 106: a) ; 触角第1 鞭节明显长于节2 , 第 3 

节短于节1但长于节2 ; 腹部第7 节背板端部中央具2 齿状突起（图 106: b) ; 第 7、8

图 106 捷条蜂 AmAo/jftora (M .) 彳 

a. 头部；b, 第7 背板；c，第7腹板；d. 第8腹板；e. 生殖节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06: e- e。体黑色；触角黑褐色；额唇基区具1横白色斑；唇基端半 

部、眼 侧 （触角窝以下）、上 唇 （除四周及基部两圆斑黑色》及上颚基部各具1 白色斑； 

翅基片、翅脉褐色；腹部第3 - 6 节背板端缘褐色。头部颅顶、触角窝周围、唇基基部、 

上唇四周均被黄褐色毛；颊及各足腿节外侧毛白色，中足末跗节两侧具黑毛，足的其他 

部分被浅黄色毛；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黄褐色长毛，第 3 - 6 节背扳毛以黑色为主， 

杂有少量黄褐色毛；第 3 - 6 节背板端缘具浅黄色毛带。

雌：未明。

分 布 四 川 （乡城中热乌)。

斑 面 条 蜂 亚 属 C am »決o/ f̂eom B ro o k s，1988

P
Ganmtfejpfeora Braoks，1988，Sci’. BwW. fOww.，53(9):47D* 471，

模式种 A«执o/)/iora dtt/owWf Lepeletier，1841.

体长8.5—18mm。雌性唇基一般具倒"T " 形浅色斑（除 如 ，浓 • 祕 触 角



第 1鞭节为以下2 至 3 节之和；顎眼距宽为长的5.5—11_7倍；唇瓣顶端具指状叶。雄 

性中足跗节无毛撮，基跗节及末跗节毛撮发达；后足基跗节后缘内表面光滑，纵凹上有 

稀的毛；后足胫节及腿节均宽；无胫基板；第 7 节背板具2 相距较远的小齿突；第 6 腹 

板端缘浅凹，有时顶侧缘具角突；第 7 腹板中部长宽相等，腹突很短；第 8 腹板宽短， 

侧顶缘具亚中角叶，侧叶圆；无臀板。

本亚属共6 种，分布于地中海、欧洲东部至印度北部及中国西部。中国分布有6 

种，其中2 新种：A + 及A . shfofeia, 主要分布于新疆、甘肃及西藏等高山

地区。

种 检 索 表

雌

1 (4) 唇基具白色倒“T”型斑

2 (3) 上唇中部具白斑，腹部黑色，第 5—6 节背板端缘被褐色毛，背板表面被白色鳞状毛；后足

基跗节端部毛缴红褐色；体长9,5 — 10mm .................. 毛条蝝焱■ (C .) jwteaww

3 (2) 上唇黑色；联部黑色，第 1 —4 节背板端缘具宽的白毛带 i 毛刷白色，毛馓金黄色；体长

12ram ***** *.....  ........................拟无隹条蝾 4  ■ (C .) sp. nov.

4 (1) 唇基他色

5 (6) 唇基黑色，无白斑i 上唇中央具白斑；腹部第2—5 节背板被细黄毛，第 5 节背板端部中央

被黑褐色毛；后足基謝节觸部毛馓黑褐色；体长 lOnim ........ * 明 条 蠔 [C .l

6 (5) 唇基、上唇、上顿、额唇基横纹、足及腹部第1一5 节背板端缘均为锈红色；唇基光滑.刻

点很稀s 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密被白色长绒毛；毛刷银白色，毛嫌金黄色；体 长 13—

14mm.............................................. A . (C .) stUMa sp. nav.

雄

1 (2) 后足基跗节内侧顶端具钝齿，后足胫节正常；中足基跗节内側具黑毛撮；末ffi节两侧具黑毛

撖；体长 8.9~ 9.5m m......................................毛条蝝 (C *} pKtesccrw

2 (1) 后足基跗节正常；后足胫节具刺突；中足末跗节两側具黑毛搛

3 (4) 后足基跗节宽扁，埔缘圖；后足胚节端部具剌突（图 108: C) ; 体长8—9m m............

.......................................................... 宽W条蟑 A - (C .)

4 (3) 后足基樹节宽，端部芷常，内侧具黑毛撮；后足胫节内侧末墙延长为刺状（图 n o : b) ; 体

长 10mm .....................................................  W 条•  A * {C.)

拟无隹条峰 Anrfwphorw (Corarirtiophom) am明iitoides sp，nav.新 种 (图 107,图版]Y :10)

雎体长12mm; 头宽；曆基黑色具黄斑；腹部第1 - 4 节背板端缘具宽的白毛带。 

唇 基 （侧面观）约为复眼宽的2/3 (图 1 0 7 ) ,表面刻点细小且整齐；上唇刻点粗大；触 

角第 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胸部刻点细密，中部者稀，光滑闪光；腹部背板刻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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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更细密；胫基板近圆形；臀板细长。体黑 

色；唇基黑色，基 部 具 倒 “T ”形黄斑；眼侧 

下方的小斑及额唇基横斑均为黄色；翅基片及 

翅脉褐色；足黑褐色，距褐色。眼侧、额及颊 

均密被白毛；颅顶及中胸基部、胸侧及腹部第 

1节背板密被浅黄色毛；中胸背板大部分及小 

盾片裸露无毛；中足胫节及基跗节表面密被白 

色短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白色；毛馓金 

黄色；腹部第1一4节背板端缘具宽的白毛带； 

第 5 节背板中央及臀板两恻密被金黄色毛。

正模早T 新 疆 （乌苏），450m，1958.Y I. 9 ,洪淳培采，副模早，新 疆 （尼勒克） 

850—1 250m，1957.1.25，洪淳培采。

本 种 近 似 細 扣 主 要 区 别为：头部非全黑；唇基大部分黄色；眼 

侧下方的小黄斑、额唇基横斑均黄色；中胸背板基部及胸侧密被浅黄色毛，不杂黑毛。 

雄：未明。

毛条蝝 An你〇jp^ora (C aran出opAora) putescens (Fabricius) t 1781 中国新记录

A pis pubescens Fabricius, 1 7 8 1 , S pec. Insect. , 1 ; 484 ,

A nthophora pubexens Fabricius, 1 8 0 4 , Syst. Pie». , 377.

A ntkophora fla b e llife r a  Lepeletier, 1841, H ist. n a t. Insect. H ym en. , 2： 40* ?

A nthophora pubescens Lepeleti-er» 1841, H ist. v a t. Insect. H ym en. t 2: 54.-?- 

Lucas，1846，E r/j/o r. sc. 八/容抒女.Zbo/.，3: 144■才 

A nthophora pubescens Dours, 1869, Monogr. icon. Anthophora, 176.

A nthophora fla b ellip es  Licht€nsteint 1 8 7 1 , A n n . soc. entorn . F ra n te , 5 , 1 ： 76.

Anthof^ujra fla b d life r a  M orawitz, 1 9 7 1 , H or. soc. en tom . R o^ s., 7 ： 308.

A nthophora {C aran thophora) pubescens Morawitz, 1988, Brooks, Sci. B u ll. U n iv . K an s.^  53(9)： 

470.

雌体长9.5— lOmm; 体被黄色毛。唇基具细密刻点；上唇刻点较祖大；触角第1 

鞭节短于节2 + 3 + 4 ; 胸部刻点明显、闪光D 体黑色；唇基的倒“T ”形斑、额唇基窄 

纹、上唇中部宽带均为白色；上颚红色；翅基片及翅痣黑褐色。头及胸部裱灰黄色杂有 

黑色毛；足毛白色；后足毛刷白色；毛纟散红褐色；后腿节及胫节内表面具黑褐色毛； 

腹部第1节背板被白色长毛，以下各节背板被短的白色鱗状毛，其端缘毛较密；第 5— 

6 节背板端缘毛褐色；腹板中央毛红色。

雄体长8,5—9,5mm; 与雌性区别为：触角第1 鞭节稍长于节2 ; 颜面白斑较多:

图 1 0 7 拟 无 塾 : 条 蜂 (C .)

sp. nov. 羊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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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 基 （除基部2 “八，，形窄黑斑）、上唇、眼侧三角斑、上颚基部、触角柄节前表面均 

为白色。中足基跗节具长片毛，内侧具1撮黑毛；末跗节两侧被少量黑毛；后足胫节及 

基跗节几等宽；后基跗节内顶具1 钝齿；第 4 腹板中部有一半圆形黑斑；臀板宽f 有 

齿。

分 布 新疆；欧洲。

宽附条IfcA iu to j成ora (Coron执 細 Uni (A lfken)， 1936 (图 108)

A nthophora hedin i Alfken, 1936, A rk. f .  Z ool. t 2 7 A , 37:19~~20.

W u, 1 9 8 5 , A ct. Zootaxcm, S in t , 1 0 ( 4 )： 418— 4 1 9 h

雄体长8—9mm; 唇基及上唇具奶白色斑；后足基跗节宽扁。上颚2 齿；上唇及唇

图 108 宽附条蜂 yWAo/Aora (C . ) Zieiinf 方 

a- 头部；L 中足跗节；c■后足基跗资i d, 第 7背板；e.第 7腹板i 
f . 第S 腹板；g，生殖节（背面观）；h，生殖节（腹面规> ;丨.生殖节

(侧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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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刻点浅而稀；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中足跗节均延长，中足基跗节与胫节等 

长；后足胫节端部内侧具1 刺狀突起，突起两侧各具1 距；后足基跗节宽扁，端缘圆 

(图 108: c)，内表面中部具宽的纵隆起；腹部第7 背板、第 7一 8 腹部及生殖节见图 

108: d—i。体黑色；头 部 （图1〇8: 上颚基部、上 唇 （除基部2 黑斑）、唇基端部

中央三角斑（少数为断续条状）、颜 侧 （触角窝以下）、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奶白色； 

前 、中足2—4 跗节、后足1_4跗节均为褐色D 颜侧、颊被白长毛；触角窝及单眼周围 

被黑色直立长毛；胸部毛黑；足被浅黄色毛，中足基跗节端半部两侧被黑长毛，末跗节 

被 黑毛（图 108: b) ; 腹部第1 节具黑毛，第 2—6 节背板被稀的黑短毛，端部及两侧 

被黄短毛。

雎体长 lOmm; 似雄性；主要区别为：足正常；后足基节不宽扁。唇基全黑色；上 

唇中部具纵向宽的乳白斑，上顎基半部具乳白色斑。后足胫节及基跗节被较长的白毛， 

胫节及基跗节内表面及外表面端部被黑褐色毛；腹部第 i 节背板被浅黄色杂黑色长毛； 

第 2—5 节背板被细小的黄毛，端缘较密，形成毛带状；第 5 节背板端缘中部被黑褐色 

较长的毛。

分 布 四 川 （康定、巴塘）、云 南 （德钦）、甘肃。

光条蜂 Am伯即ftora (Cora财AojAora) 对 sp. nov. 新 种 （图 109)

雌体长13—1 4 _ ; 唇 基 、上唇及足为锈红色。唇基侧面观稍窄于复眼-表面光

滑，仅具稀而分散的浅刻点；触角第1 鞭节稍短于节2 + 3 + 4 ; 上唇表面具粗大刻点，

亚端部具2 片状隆突，其 间 （从上部观）形成凹槽

状；眼侧区光滑，具稀刻点；中胸刻点细密；腹

Y j 部 背 板 誠 韻 雜 ；践 滑 ；9S 絲 近 圆 形 ；

y / 臀 板 细 ^唇 基 、上唇、上15 (除 腦 暗 褐 ）、额

® 鋪 關 微 、賴 賊 觸 节 及 足 均

为锈红色（图 109);翅基片浅黄透明，翅脉褐色；

^M n o 来 主 , 距黄褐色；腹 部第 2—4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 
图1 0 9 光条蜂An如沐抑（C. )

to sp nov•早头部 1 一5 节腹板端绿t均力镑红色。 侧、额、® 顶、

^  颊、胸部、腹部第1 节背板基部两侧及前足腿节

外侧均密被白色长绒毛；前、中足腿节、胫节及跗节表面被短的黄色细毛；后足胫节及 

基跗节毛刷银白色；毛缴金黄色；中、后足基甜节内表面具金黄色毛；腹部第1 节背 

板端半部、第 2H 节背板端缘（第 4 节中断）具宽的白色毛带；第 5 节背板端缘被整

齐的锈红色毛；臀板细长，两侧毛黑褐色。

正 模 早 ，新疆青 河 一 . 台 ， 940m， 1960. V I.30， 王书永采。副模 3 半，地点同上,

1960,130, 2半；1960,1.1，1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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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未明。

本 种 近 似 主 要 区 别 为 ：上唇、上領、唇基、额唇基及 

复眼内侧角的斑均为锈红色，非仅上唇具倒“T ”形黄色斑；唇基光滑，具很稀疏的刻 

点，基部两侧无明显黑斑，非大黑斑。

刺条蜂 An你ophora (Caran故ojv̂ o ra) tote Bingham，1898 (图 110)

Anthophora ioie Bingham, 1898, Jour. Bwnbayt Nat. Hist. Soc. , 12： 128.

Heliophila unispina Wu, 1982, Insects of Xizang, 2： 417—418. ̂

A nthophora (C aran lh op h ora) Bingham, 1$88, Biooks, Sci. Bull. ilniv  ̂Kans. , 53(9)： 470*

雄体长 lOiinn; 触角长达后胸；中足基跗节细长。上颚 2 齿；上唇刻点粗而浅；唇 

基光滑刻点细；触角第1 鞭节短于节2 + 3 (3:4);胸部刻点密集；后足胫节内侧末端 

延长为刺状，位于两距之间，其长为距长的1/4一 1/5 (图 110: b) ; 后足基跗节宽扁；

g . 生殖节（侧面观)

腹部第7 节背板两侧各具1 齿状突起（图 110: c) ; 腹部第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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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d—g。体黑色；唇 基 （除两侧缘黑色）、上 唇 （除基部两侧各具1 圆形黑斑）、上 

顎基部、颜侧、颚唇基区1 横纹及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浅黄色；上顎顶端红褐色；翅基 

片及翅脉黑褐色；足黑褐色，跗节色较浅。体被白色长毛；颜侧及单眼周围被黑毛，杂 

有黄白色长毛；胸部背板被灰白色杂有褐色长毛；中足基跗节细长，内侧具黑色刷状 

毛，两侧缘毛长，末跗节具黑长毛（图 110; a); 后足基跗节内侧毛黑色；腹部第1 节 

背板被稀疏的灰黄色长毛，第 2—5 节背板端缘被白毛带，第 2—6 节背板被稀疏黑短 

毛。

雌：未明。

分 布 西 藏 （吉隆)。

准条蜂亚属 Friese, 1897

Param egiU a Frieae, 1897, Die Bienen Europas7 3 : 18,25.

S olam eg illa  Marikovskaya, 1980, E n tom . O bozr. , 59： 650—652.

模式种 A/ *  Pallas, 1773.

体长9,5—24mm; 腹部被伏卧或半直立的毛形成的中断的毛带。雌性触角第1 鞭 

节长等于节2 + 3 +  4 ; 颜面黑色，少数具浅色斑；颚眼距宽为长的5_5—13倍；唇瓣顶 

端具若干指状叶。雄性颜面具找色斑；后基跗节一般特化，具隆起而发达的齿或扁平; 

一般无胫基板，少数有；第 6 腹板端部具凹，顶缘向腹面弯，有 1横压痕；第 7 腹板顶 

端有 2 或 4 突起；第 8 腹板顶侧角状，侧缘不明显角状或几乎是直的；第 7 背板变化 

大，均具2 侧齿；臀板发达，常具侧齿。

本属约6 0 种。广布欧亚大陆及非洲，2 种分布美国西部。我国共13种，其中 2 新 

种：A . cocfe«如 a 、A . 分布于：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河北、西

藏。大多在2 400-^ 700m 的髙山地带。

种 检 索 表

m
1 ( 2 ) 体毛黑色，具白毛斑；头大部、中胸基部、胸侧被白色长毛 i 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两倒具白

毛斑；后足毛刷及毛馓黑色；体长13—1 5 _  ..........白斑条蜂A . (JP.) ««wmcalato

2 (1) 体毛他色，不具白毛斑

3 ( 4 ) 胸基部被白毛，中部被黑毛；腹部第2— 4 节背板被鱗片状细黄毛；第 5 节中部檐黄色；毛

刷黄色，毛嫌金黄色；体长 12mm .........................胂胫条蜂A . (P .) porfagm

4 〇) 胸部毛黄色或黄褐色

5 (8) 唇基黑色，具他色斑



蜜 蜂 总 科 蜜 蜂 科 蜜 蜂 亚 科 225

6 ⑴唇基端部具不明品的绣色斑 i 后足毛刷及毛嫌黑色；胸部毛灰黄色；体长15—1 6 m m ……

............................................................................... .... A • (I1.} prsewalsftjri
7 ( 6 ) 唇 基 具 倒 形 黄斑；后足毛刷锒白 色 毛 纟散红色；胸部毛黄褐色杂有黑色毛；腹部第

2—4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体长 10mm .................. 黄角条蜂A . (JP d 沖

8 (5) 唇基黑色，不具他色斑

9 ( 1 6 ) 胸部毛黄色

10 ( 1 5 )腹部背板具毛带

n  ( 1 2 )腹部第2-y 节背板被浅黄色长毛，端缘具中断的白毛带；后足毛刷浅黄色，毛馓黑褐色； 

体长 15—16mm ......................................... ..... A . (i>.) /ulviw
12 (t l ) 腹部背板被黑毛

13 〇 4)腹部第1—5 节背板被黑毛，端缘具黄毛带；后足毛刷及毛缴均黄色；体长14—15ltim……

....................................................................................................................... ...... ....A .  { P . l  rfuWa

14 (13>腹部第2—5 节背板被黑毛，第 2-M 节背板端缘具宽的黄毛带；后足毛刷白色，毛纟散黑褐

色；体长 llmm ...............................  A . (P .) qingfmkrtse sp. mw*

15 ( 1 0 )腹部背板不具毛带；腹部第1 一2节背板被细而短的黄毛；足均褐色；毛刷及毛绁均金黄色;

体长 12mm ........................................... 蒙古条蟑 A . (P ， ） inongofica
16 ( 9 ) 胸部毛黄褐色。

H (18>腹部第2—5 节背板被伏卧状黄毛；后足毛刷白色，毛馓黑色；体长 14一nrrnn..........

....................................................沙漠条鳙 A . (P •) deserfioola

18 ( 1 7 )腹部第2 - 6 节背板及旗板被黑毛；毛刷黄褐色，毛嫌黑色；体 长 14胃 ................

........................................................强条蜂 A . (P .} Ao/neonnn
雄

1 ( 1 2 ) 中足及后足均特化或后足特化

2 (5) 中足及后足均特化

3 (4 )  中足腿节粗大，下表面呈三角形；胫节宽，内侧端缘端部具L小齿突，基跗节内表面具1 凹

陷 i 后足转节具向内弯的钩突；腿节膨大；胫节膨大呈三角形，外凸内凹；基跗节端部内側 

具 1小尖齿，外侧具角状突；第 5 跗节长，为第2 节的2 倍 （图 114: b) ; 体长12i m n … 

..................................................................................................................A.  ( P . )  gracilipes

4 (3) 中足腿节正常，基节具1 长剌；后足转节具短剌突，腿节粗大，胫节内側具末端分叉的片状

突 起 （图 115: b ) ; 体长 14mm ”…  .............. 又腔条蜂 A . {IM  /wrcoriW îs

5 (2) 后足特化，中足正常

6 (9) 后足腿节及胫节均粗大 ，

7 (8) 后足基跗节内側具2 齿 ，外齿大而尖，内齿小；胸部及腹部第1一4节背板被浅黄色长毛，

第 5—6 节背板被较稀的黑毛；体长9一 10mm..... 联齿条蟑A，（P ，> sp. »〇¥•

8 (7) 后足基跗节内侧具1齿，跗节端部呈尖齿状；胸部被灰黄色毛；腹部背板被半直立的黄色长

毛；体氏 12mm ......................................... 肿胫条蟑A . (P .) podogm

9 (6) 后足腿节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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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1 1 )基跗节内側具1齿突；胸部及腹部密被黄褐色长毛；体长14一17mm ..................

...................................................... 沙瀵条蝝 A , IP .) deserticoia

11 ( 1 0 )后基跗节顶端具三角形钝突起；头及胸部被白毛；腹部第2—5节具宽白毛带；体长 12mm

....................................................象古条螓 A , (P .) mongtrfioa

12 ( 1 ) 足正常

13 ( 1 4 )唇基黑褐色，不具黄斑；距黑色；胸部及菔部第1 节被灰黄色毛，腹部第1一3 节背板端缘

具白毛带，第 5 - 6 节端緣被红褐色毛，两侧被白毛；体长 14—1 5 胃 ..................

...................................................... 黑距条鳙A . {P .l premi/欢

14 (13>唇基黄色，具黑斑

15 (1 8 )唇基侧缘前幕骨陷处具小黑斑

16 ( 1 7 )腹部第2—4 节背板具宽的白毛带，第 2—7 节背板被短而稀的黑褐色毛；体长 l lm m ……

....................................... A. (P .) qm^taiense sp. nov,
17 ( 1 6 )胸部及腹部第1节背板被黄褐色长毛；腹部第2 - 4 节背板端缘具黄毛带；体长12—13mm

........................................................黄胸条蟑A . (P ‘ ） dwto

18 ( 1 5 )唇基黑斑位于基部或側缘

19 ( 2 0 )唇基基部具2 梯形大黑斑；头及胸部被黄色毛；腹部第2—5 节背板被黑毛，端缘具白毛带；

体长 1 4 _ 15mm ......................................... 黄足条鳙 A , (i1.)

20 ( 1 9 )唇基侧缘具宽的黑斑纹，前缘为窄的黑纹；上唇基半部黑色；胸部被灰毛；應部背板端缘被

褐色毛；体长 12—14mm .................................激 条 A , l P .、 balneorum

白斑条嫌 AmAopAora (P o/w ^ gj/j a ) aZ&oirtacubua Radoszkowski, 1874 中国新记录

A nthopkora aUxmiacuUua Radoszkowski, 1 8 7 4 , Hor. Soc. Entom . Rogs. , 1 0： 190 .

P odaliriu s cdbom aadata  Radoszkowski, Friese, 1897 , Bienen Europa^, 3 ： 59- ^

RadoKkowski, 1960, Ponamarevar Obozr.，45

( 1 ) :  92 .

雌体长13—15inrn; 体具白毛斑。屏基密被刻点；上腾端缘中央具三角形凹，表面 

粗皱状；触角第1 鞭节稍短于节2 + 3 + 4 ; 中胸盾片刻点密，中央光滑且稀刻点；胫基 

板椭圆形；腹部背板具细密刻点。体黑色；触角、翅基片、翅脉及足黑褐色；翅暗烟 

色；距黑色；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端缘褐色。体毛大致白色；上唇密被短的黑毛；唇基 

基部、眼侧、颅顶、颊及中胸盾片基部均被白色长毛；胸 侧 （翅基片以下〉及腹部第 

1H 节背板两侧均密被白色长毛，形成白毛斑；中胸盾片、小盾片及后胸被稀而短的 

黑毛；足毛均黑色；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密而长；毛馓黑色；腹部第5—6 节背板密 

被黑毛；臀板两侧毛黑褐色；腹板端缘被黑毛。

雄：未明。

分 布 黑 龙 江 、甘肃、青海、新疆、陕西；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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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腔条蜂 An故o/rfu>m (Pom in^H a} jwdagra Lepeletier, 1841 中国新记录（图 111)

A nthophora podagra  Lepeletier, 1S 41 , H h t. n at. In sect. H ym en. , 2 ： 4 4 . ^

A nthophora cirwreu Eversmflim, 1 8 5 2 , B u li, soc. n atu r. M oscouy 2 5 : 3 ,  112. ?

segnis E v tm oan n , Bull. soc. n atu r. M oscou, 25： 3, 113.

A nthophora segnis Dours, 1 8 6 9 , Monogr. icon, Anthophora, 139.

Anthophora fulvipes Dours, 1S69T Monogr. ioon. Anthophora, 108.

A nthophora p o d a ^ a  F . Morawitz, 1876, H or. Soc. E n iom . R o s s ., 12： 21- 

A nthophora tom entosa Mocsary, 1878, Term esz Fuzet 7 2: 17.

A nthophora (P a ra m eg illa ) pod ag ra  Lepeletier, 1988» Brooks, S c i. B u ll. U n iv . K a n s ., 5 3 ( 9 ) :  

4 7 6 .

雌 体 长 胸 部 基 部 被 白 毛 ，中部具黑毛；腹部末端具桔黄毛。唇 基 （侧面 

观）仅及复眼宽的1/3 ,表面刻点细密；上唇端缘中央有3 小齿突，表面粗皱；触角第 

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胫基板椭圆形，端部宽圆；臀板端半部两侧几平行，端缘钝。 

体黑色；翅基片、翅脉均褐色;距黑色；胫基板黄褐色，周边 

黑色；腹部第1一5 节背板端缘黑褐色，其中第4 节色较浅，

为褐色。体毛灰白色为主；眼侧、额、颅顶、颊 、胸部背板基 

部、侧板、后胸、并胸腹节、腹部第1 节背扳及足的腿节外侧 

均被长的白毛；中胸中部密被黑毛；前、中足各胫节外表面密 

被细黄毛；前足基跗节外侧缘被黄毛，毛的端半部黑色；中足 

基跗节外表面具较短的黄色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为黄
图 1 1 1 肿胫条蜂

色；毛缴金黄色；各足胫节及基跗节内表面被黑毛；腹部第 / n 、 ^ .
phora ( P J  podagra &

2 - 4 节背板密被鱗状细黄毛，第 5 节背板两侧密被浅黄色长 后践跗节

毛，中部具桔黄色毛；臀板两侧具黄褐色长毛；腹部端缘被白 

或浅黄色纤毛。

雄体长12mm; 与雌性区别：唇 基 （除前幕骨陷处小黑褐色）、上 唇 （除基部两侧 

小黑褐斑及端缘黑色)、上顎基部近方形斑、额唇基横斑、眼侧三角形斑、触角柄节前 

表面均为乳黄色；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体毛均灰黄色；腹部背板绝大部分覆 

以黄色半直立的长毛；臀板黑色，端部钝；无胫基板；后足基跗节内侧具齿（图 111); 

后腿节粗，后胫节宽；足密被细小的白毛；距黑色。

分 布 新 疆 、甘肃；欧洲，中亚，伊朗。

黑距条蟑 AnfAoptorfl (ParomcgiHa) iirzewaMyi Morawitz，1880

A nthophora przew alsky i Matrawitz» 1 8 8 0 , B u ll- Acad, Sc. Fetersb. , 26： 3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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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J^iora pilosa  Morawitz, 1 8 8 0 , B u ll. A ^ad, Sc . P etersb, T 2 6 i 3 5 1 . ^

A ndtopfiora perezii Morawitz, 1 8 9 5 , l i o r . S oc. E n tom . R o ss*7 2 9 ： 51*

A ntfw phora p iiosa  M oraw iu, 1 9 5 4 , Popov, T r . Z/N, 16 : 3 5 7 . $

P aram eg illa przew atskyi M oraw tz, 1 9 6 0 , Ponamareva, T r . Z IN  r 2 7： 161.

雌体长15_16m m; 与雌性区别为：颜面黑色，无白斑；上唇密被毛，具粗皱；唇基 

具密的刻点，隆起，端部具不明显的锈斑；所有跗节均黑色；后足胫节基部杂有白毛。

雄体长14一 15im n; 颜面具白斑；距黑色。唇基刻点密，具明显的脊；上唇宽大于 

长，密被刻点；触角第1 鞭节短于节2 + 3 + 4 ; 中胸刻点密，中部稀而闪光；后足基跗 

节宽扁，具 2 齿状突起；第 7 背板锥状，两侧具小齿。体黑色；上 顎 （除端部黑色）、 

上 唇 （除 2 圆黑斑及边缘色暗）、柄节前表面的纹均为白色；眼侧、唇基黑褐色；翅基 

片黑褐色，各足跗节及距均为黑色。头部具灰黄色毛；颅顶及眼侧均被肖毛；胸部密被 

灰黄色毛；足被灰色毛；腿节毛密而长；胫节及跗节被密而短的灰色毛，内表面毛黑 

色；腹部表面均密被灰黄色毛；腹部第1一3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第 5—6 节背板端缘 

具红褐色毛，两侧具白毛；腹板端缘具白纤毛。

分 布 新 疆 、四川；中亚。

黄角条蜂 AntAopAora (PareunegfUa} /lavicomte Morawitz, 1886 (图 版 7)

AniAofAora/Zaiyicarnij Morawitz，1886» ffor* Soc. Eutoiw. Ji挪 .，20: 210.

A nthophora JT avkornts Morawitz, 1941, Wu, Cat  ̂ Ins, S ai. t 6： 299.

A n thofbora {P a ra m eg illa ) fla v ico m is  Morawiu, 1988, B^xulcs, S ci, B u ll. U niv. K an s, , 53(9); 

476.

雌体长10mm; 体被灰黄色毛；触角鞭节下表面黄色。唇基密被刻点，闪光；上唇 

宽大于长，具横皱；颊光滑；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腹部闪光，具细小刻点。 

体黑色；唇基端缘及中央具黄色宽带；上颚黄色，顶端黑色；触角柄节及2—11鞭节下 

表而均黄色；翅基片锈色；足褐色；距色浅。体毛色浅；胸部表面具黄褐色毛；中胸盾 

片杂有黑色毛；后足毛刷银白色；后足跗节被红色小绒毛；毛缴红色；腹部第1 节背 

板具黄褐色毛；第 2M 节背板端缘有白毛带；第 5 节背板中部具黄褐色小绒毛。

雄 i 未明D

分布西藏与新疆交界的吉利尔山脉（KeriaGebir^e)。

黄足条蜂 An決印/tora /u/vj/ws Eversmaim，1846 中国新记录

Anthophora fuhapes Eversmaim, 1846, Bull  ̂soc. natur. Moscou, 19： 2S 438- ? 

A nthophora fu lv ip es  Eversm ann, 1852 , B u ll. soc. n atu r. M oscou, 1 9： 5 ,  115 .

Morawitz，1876，/for. Soc. Eniom. J&ms，，12: 25■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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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alirius croceipes Morawitz, 1 8 9 6 , Dalla T orre, Cat. Hymen. , 1 0： 264 .

Podalirium croc^ipes M arawiiz, 1 8 9 7 , Friese, £Xe Bienen Euiopa's, 3 ： 119.

A nthophom  {P a ra m eg ilk i) fuLvipes Eversmann, 1 9 6 0 , Ponamareva, Entom * Obo^z. t 4 5 ( l )； 92 .

雌体长15—16mm; 胸部密被黄毛；腹部第2M 节背板端缘具中断的白毛带。唇 

基密被细小刻点；上唇粗皱，端缘中央有3 小突起；触角第1 鞭节长几等于节2 + 3 + 

4 ; 胫基板端部呈卵圆形；臀板细长，端部窄而钝。体黑色；触角第2 至末鞭节黑褐色； 

足、翅基片及翅脉均褐色；距浅褐色。上唇被黑褐色短毛；唇基被白色短毛；眼侧、 

额 、颊、颅顶、胸部、腹部第1 节背板均密被浅黄或黄褐色长毛；前足基跗节外侧缘被 

基部黄、端部黑的长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浅黄色；毛缴为黑褐色长毛；后足胫 

节内表面被黄毛，后基跗节内表面被黑毛；腹部第2—4 节背板端缘两侧密被半直立的 

浅黄色长毛；第 5 节背板中部密被褐黄色长毛，两侧具浅黄色长毛；臀板两侧被黄褐色 

长毛；腹板端缘被浅黄色纤毛。

雄体长14一 15mm; 与雌性区别：上颚、上唇及额唇基区均为红黄色；唇基上2 梯 

形黑斑；触角柄节前表面黄色，各鞭节红色；头、胸、腹部第1 节及足被黄色毛；腹部 

除第1 节外均黑色，2—5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

分 布 青 海 、新疆、甘肃、河北；欧 洲 （俄罗斯，乌克兰）。

黄胸条蛛 AnfAopAora (Paramc^/切）du秘i Eversmann，1852 (图 112)

A nthophora du bia  Evei^mann» 1852, B u ll. soc. n a tu ra l. Moscou f 25： 3, 114.

A nthophora saussurei Fedtschenko, 1875, Turkestan Apid,, 2： 30* ?

A nthophora sem peri Fedtschenko, 1875, Turkestan Apitl, , 2： 41.

A nthophora fa d d e i Radoszkowski, 1882, Wiadorn z nauk przyrcxiz. Waizawa, 11： 75.

A nthophora satissura  Fcdtschenko, 1 8 8 4 , R ev . m ens. E n tom . , 1 ： 125 . ^  (nec 

PodaU H us sem peri Feduschenko, 1 8 9 7 , D ie Bienen E u r o p e 3 :  5 9 .

Podalirius dubius Fedtschenko, 1897, Die Bienen Europas, 3: 72.

A nthophora sem peri var* cerberus Fedtschenko, 1 9 1 9 , Friese, Deutsche Entem* Zeitsch, , 280* ^  

Antho^hjora ( P aram eg iila ) dubia Eversmann, 1 9 6 0 ? Ponamareva, E nio* O bosr, 4 5 ( 1 )： 9 L

雎体长14一15inrn; 与雄性区别为：胸部密被黄毛；腹部黑毛；腹部第1 一5 节背 

板端缘均具黄毛带；足被黄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内表面具锈色毛。

雄体长12—U iran; 头部具白斑；胸部密被黄褐色毛。唇基和眼侧刻点细小，上唇 

表面粗，具大而不均匀的浅凹；触角第1 鞭节长于第2 节，等于第3 节；第 7 背板两侧 

角各具1 齿，其 间 凸 起 （图 112: b)。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12: 上颚基

部、上 唇 （除圆斑暗色）、唇 基 （除 1 小黑斑）、额唇基横斑、眼 侧 （触角窝以下）、触 

角柄节前表面均为白色（图 112; a h 足褐色；跗节鲜褐色；距黑褐色；翅浅色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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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黄胸条蜂 ( P . )  孑

头部；b . 第7 背板；c . 第7 腹板；d. 第 S 腹板；e. 生殖节

翅脉色深。体毛黄色；颅顶、胸部被黄褐色长毛；足被黄毛；后足胫节毛很密；腹部第 

1节被黄褐色长毛，第 2—4 节背板端缘密被由黄色毛组成的毛带。

采访植物苜蓿、沙打旺。

分 布 陕 西 （秦岭）、甘肃；蒙古，中亚，原苏联（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

沙澳条嫌 i4n故 «fesertfoobi Morawitzi 1873 (图 113,图版 1V:11，12)

A nthophora deserticoia  M orawitz, 1 8 7 3 , H or. S oc. E n tom . R o s s .y 9 ： 48 .

图1 1 3 沙溴条蜂

(R ) 才后足基跗节

A nthophora ( P aram eg illa  )  deserticoia  Morawitz, 1988,

B iooks, S ci. B u ll. Uni-u* K a n s ., 5 3 ( 9 )： 4 7 6 .

雌体长14一 17mm; 体黑色；胸及腹部密被黄褐色 

毛。唇基具细小刻点；上唇粗，似小突起状；第 1 鞭节 

短于节2 + 3 + 4 之和；臀板长，端部截断状。后基跗节 

及距黄褐色；翅烟色，翅基片及翅脉深褐色。唇基被短 

的黑褐色毛；上唇被短黄毛；眼侧、额、胸部密被黄褐 

色长毛；前足腿节及胫节外侧被长黑毛，跗节内、外表 

面均被黑毛；中足胫节及基跗节被黄毛，但中足及后足 

基跗节内表面被黑毛；后足毛刷白色；后基跗节毛馓黑 

色；腹部第2—5 节背板密被伏卧状的黄毛；第 2—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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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板端缘具黑毛，两侧毛色浅。

雄体长14一17m m; 似雌性；但触角柄节、上颚基部、上 唇 （除基部两侧圆斑黑 

色）、唇 基 （除基部2 小黑斑）、额唇基1 横斑均为浅黄色；触角第1 鞭节短于节2十3; 

腹部腹板被长黄色毛；第 4 4 节腹板中央有1 撮鲜褐色毛；第 7 背板钝，两侧各具1 

尖齿；后基跗节内侧基部具1 齿状突起〈图 113)。

采访植物黄芪。

分 布 内 蒙 古 、新疆；中亚。

薄足条蜂 Anfftppftora (Poram^ Ha) grodHpes Morawitz, 1873 中国新记录(图 114f

图版V :l ，2)

A nthophora gracilipes Morawitz, 1 8 7 3 , H or* S oc, Entom^ R oss. t 9 :  46 .

A n^ ophora gracilipes  Fedtschenko, 1875 j Turkestan Apid. f 1 ： 29 ►

A nthophora (P aram eg iU a) gracilip es  Morawitz, 1 9 8 8 , Hrw ks, S c i. B u ll. V n iv . Kan^. , 5 3 ( 9 )： 

476 .

雄体长12mm; 体黑色，被灰白色毛；腹部第2 - f i节端缘具白色毛带。头 部 （图 

H 4: a) 的上唇及颜侧（触角窝以下）光滑，具稀的大刻点；上唇基部两侧各具1 圆 

斑；上颚2 齿；唇基刻点较上唇密，基部黑斑上刻点密；触角第1 鞭节稍短于节2十3; 

胸部盾片刻点密集，中央光搰闪光；中 足 （图 114: b> 腿节膨大，下表面呈三角形； 

胫节较宽，内侧缘端部具1 齿状小突起；基跗节内表面中央具凹陷（占胫节内表面一 

半），外表面内缘中央稍凹陷；后 足 （图 114: c) 转节具1 向后弯曲的钩状突起；腿节 

膨大，内表面平而光滑；胫节三角形，外表面凸，内表面光滑；基跗节扁平t 形状特 

殊，内缘突起，亚端部具1 小尖齿，外缘端部具角状突起；第 2 跗节基部窄，中部以后 

逐渐加宽；第 3 及第4 跗节等长，稍长于第2 跗节；第 5 跗节最长，约为第2 跗节的2 

倍；腹部背板刻点密；第 7 节背板端缘具2 小 齿 突 （图 114: d) ; 腹部第7—8 节及生 

殖节见图114: e_ g。上 颚 （除顶端黑）、上 唇 （除基部2 圆斑红褐色>、唇 基 （除基部 

2 黑斑）、颜 侧 （触角窝以下）及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杏黄色；触角黑色，第 1 鞭节端 

部红褐色，各鞭节上表面均红褐色，下表面为黑褐色；前足腿节、各胫节及跗节均为褐 

色；中足腿节内表而及端部、后足腿节端部均为深褐色；后足转节钩黄褐色；各距均浅 

黄色；翅透明，翅脉及痣深褐色；腹部黑色；第 1—6 节背板端缘褐色，第 7 节背板褐 

色。体毛灰白色；上顎外缘、触角窝周围、颅顶及颊均被灰白色毛；胸部密被浅灰黄色 

毛；前足腿节被白色长毛；中足腿节下表面三角形处被1撮金黄色毛；中足胫节及基跗 

节外侧被细小白毛；后足腿节端半部内侧密被白色长毛；后足胫节外表而外侧半部密被 

白毛，内缘具白毛；腹部第1节~背板密被浅灰黄色毛；第 2 4 节背板端缘被白毛带; 

腹部腹板端缘两侧备具白纤毛；第 2 4 节腹板中央各具1 小撮短的白毛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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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薄足条蜂 (P .)奶3^2/«5 ?

a. 头部；b. 中足； 后足；丄 第 7 背扳端缘；e . 第 7 腹板; 

f. 第 S腹板i g . 生殖节

雌：未明。

分 布 新 疆 （木垒）；原 苏 联 （撤马尔罕、高加索)。

叉腔条蜂 An也ophom (JPammcgiiia) /«rarfiW aHs W u，1985 (图 115，图版V : 2)

Anthophora fu rco tib ia lis  Wu；, 1985 > Act. Z ootax. Stn.̂  10(4): 418—419. ̂

A n/hophom  (^Para/negilia) fu rcotibkd i^  W u ? 1 9 8 8  ̂ Rrcoks? S ci- B u ll* UnizK Kanit- * 5 3 ( 9 )： 4 7 6 .

雄体长14mm; 体黑色；头部具黄斑；后足胫节具叉形片状突起。上颚2 齿；上唇 

宽大于长;上唇、唇基、颜侧光滑具浅而稀的刻点；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屮足基节具1 长剌突；后足转节具短的刺突（图 115: b h 后腿节粗大；后胫节端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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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叉肢条蜂 (P .) 此才

a . 头部；b■ 后足；c . 第6 腹板端缘；d 第7 背板端缘；e 第 7 腹板；f. 第 8 雎板; 

g■生殖节（背 面 观 h. 生殖节（腹面观)；i , 生殖刺突（侧面观）

侧具1末端分叉的片状突起；后足胫节距短而扁，•足的中垫细长；第 7 背板端缘平直 

(图115: d) ; 第 6—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15。头 部 （图 115: a)、唇 基 （除两侧各具1 

长条黑斑）、上 唇 （除基部2 圆黑斑、端缘具黑边）、上顎中部 i 块斑、颜 侧 （触角窝以 

下）、触角柄节前表面、额唇基上1横斑均为桔黄色；翅基片及翅脉黑褐色；后足胫节 

内侧突起褐色；第 2—5 跗节褐色。头及胸部毛较长；上唇两侧、上颚外缘被白色长毛； 

唇基及颜惻被白色及混杂黑色直立的毛；触角窝周围被浅黄及黑色直立的毛；单眼周围 

及颅顶被浅黄色长毛；颊被白色长毛；胸部及腹部第1 节被浅黄色及黑色混杂的长毛； 

足被白毛，以后足毛最长；腹部第2—5 节背板被黑毛，第 2 节基部被稀的白色长毛， 

第 2—5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

分 布 四 川 （乡城）、西 藏 （莎迦吉丁）。

联齿条蜂 Aftfbophom ( Poromc^/Ia) coden加a sp. nov. 新 种 （图 116)

雄 体 长 9一 10_;体 被 黄毛；颜面有黄斑；后足基跗节具2 齿& 唇 基 （侧面观） 

窄于复眼宽（1:0.7)，其刻点光滑且较稀而浅；上唇宽大于长，端缘中部有3 小突起, 

表面光滑，具较小刻点；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十3;前、中、后足腿节较粗；后足 

胫节较粗大；后足基跗节内侧1/2处具2 齿，外侧者大而尖，内侧者小，端部内侧也尖 

(图116: b) ; 腹部第7 节背板端缘直，无齿；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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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联齿条蜂 AniAo/rfiora ) roefenia&i 方 sp+ nov,
& 头部；b . 后 足 基 跗 节 第 7 ® 板〖丄第 8 ® 板i e_ 生殖节^ 后足基跗节中齿(侧面观)

体黑色；唇 基 （除幕骨陷处小黑斑）、上 唇 （除端缘及基部两侧圆斑黑色)、眼 侧 （触角 

窝以下）、額唇基1 横 纹 （图 116: a)、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浅黄色；翅基片、翅脉均 

黑褐色；距及后基跗节的齿均黑色；第 2—5 跗节黑褐色。唇基、眼侧、额、颅顶及每f 

均被白色长毛；胸部被浅黄色长毛；足被浅黄色毛，尤以腿节外侧毛长；腹部第1 1  

节背板被浅黄色长毛，其中第1 节背板的毛密而长；第 5 4 节背板被较稀的黑色毛。 

正模？，甘肃酒泉，1957.1_25,张毅然釆。

副模方，内蒙古锡盟，1971.VI.2 4 , 章有为采。

雌：未明。

本 种 似 黑 距 条 蜂 主 要 区 别 为 ：个体小；上颗全黑色，无 

白斑；后足基跗节中部有2 齿 （1 大 1小），非基部有齿。

靑海条蜂An故ophom (Parante^iU a} 妙<1如站sp* nov* 新种 (图 117)

雌体长 llm m ; 与雄性主要区别为：头部全黑色；上唇刻点粗皱；触角第1 鞭节长 

等于节2十3十4;颜面被稀黄毛；颅顶以黑毛为主；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黄褐色 

毛；后足毛刷0 色，毛缴黑褐色；腹部第2—4 节背板端缘具窄的黄毛带，第2—5 节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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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被稀黑毛；腹部末端被黑毛。

图 117 青海条蜂 ( P .  )

sp* nov. ?

a. 第7 背板；b . 第7 腹板；c . 第 8 腹板；丄 生殖节

雄体长 lh m n; 颜面奶白色；胸部及腹部第1 节被灰黄色毛，腹部第2—4 节背板 

端缘具白毛带。唇基闪光具细小刻点；盾 基 （侧面观〉明显宽于复眼宽；上唇宽，闪 

光，具粗大刻点，端缘中央具小凹陷；触角第1 鞭节稍短于2 +  3 ; 腹部第7 节背板端 

缘中央具三角形突起，两侧角各具1 尖的齿状突起（图 117: a) ; 第 7—8 腹板及生殖 

节见图117: b—d。体黑色；唇 基 （除前幕骨陷处小黑斑点）、上 唇 （除基部两侧黑褐 

色斑）、上颚基部、眼 侧 （触角窝以下）、额唇基横斑、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奶白色；翅 

基片黑褐色，翅脉褐色；各足腿节黑褐色，中、后足胫节及跗节褐色；距褐色；腹部背 

板端缘及第7 背板黑褐色。唇基、上唇、眼侧被很稀的白毛；额、颅顶及颊被白毛；胸 

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灰黄色毛；足被浅黄色毛；腿节及胫节外侧毛较长；腹部第2— 

4 节背板端缘具白的宽毛带，第2—7节背板被短而稀的黑褐色毛。

正模才，青海贵德，2340—2 640m，1961.YI.27，张毅然采。副模早，同正模。 

雌：未明。

本 种 近 似 但 第 7 节背板端缘中央具三角形突起，两侧角各具 

1 尖齿突，非平直；腹部第2—4 节背板端缘具宽白毛带，背板表面不具白毛。

蒙古条蜂 Artriioptoro ( )  mongDiioo IVtoawitz，1890 中国新记录(图版V : 10)

叫o/ica Marawitz，1890，Hor. Soc. Ertiom. Rc似■，2 4 : 354- 

Anthophcera rnongolka  McfrawHtz, 1988, Brooks  ̂ S c i. B u ll. U n iu , K a n s^  53 (9)：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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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体长12imn; 颜面有浅斑；各足均为黄褐色，被金黄色毛。头明显宽于长（5: 

唇基光滑，具细、浅且稀的刻点；上唇粗，具不规则的小隆起；唇 基 （侧面观）约 

为复眼宽的1/2 ;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胸部背板刻点稀而浅；后足有胫基 

板。体黑色；唇基端半部、基部中央1 小斑、上 唇 （除基部两侧各1 黑褐色斑）、上顎 

大部分均为黄色；足、翅基片、翅脉均为黄褐色；爪黑色。体毛浅黄色；颜面、颅顶、 

胸部均被黄色毛；腹部各节背板均被细而短的黄毛，末节中央密被黄毛。

雄体长12mm; 与雎性区别为：上颚、上 唇 （除基部两侧各1 褐色斑）、唇 基 （除 

基部边缘各具1 不大的黑斑）、额唇基宽横纹、眼侧、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黄色；触角 

第 1 鞭节短于节2 十3 ; 后足基节、转节黑色；后基跗节中部具三角形钝状突起，下边 

缘稍凹；足浅红色，距红黄色；腹部第7 节背板红色，具脊，两侧具小钝齿，中部具浅 

的凹。头部被白毛；胸部背面被浅黄色毛；腹部第1 节背板被浅黄色毛 f 第 2—5 节背 

板有宽的浅黄色毛带。

分 布 内 蒙 古 （乌盟）、甘肃；蒙古。

强 条 蜂  AnfAop/iora (Paramc^/ Ia ) balneorum Lepeleder, 1841 中 国 新 记 录 （图 118)

A ntkophora balneorum  Lepeletier, 1841,  H ist. n at. Insect* H ym en ^  2 ： 81.

A ntho^ iom  obesa Giraud, V erh. zool. bot. Ges. , W ien, 1 3： 4 3 .

var. ytiew 1879 ,  Acies, soc, Linn. Bordeaux, 3 3 1 143♦

A nthof^iora balneorum  ( Paramegilla) Lepeletier, 1 9 8 8 , Brcoks, S c i . B u ll. U niv* K a n s ,r 5 3 ( 9 )： 

476 .

雎体长14mm; 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黄褐色毛。唇基具斜向排列的密的刻点; 

上唇较粗具皱；唇 基 （侧面观）较复眼窄（1:0.8);颚眼距极短；触角第1鞭节长于节

图1 1 8 强条蜂A批̂ 均被黑长毛；胸部及腹部第1节背板被黄褐色毛；后足 

( P . )  Wneorwm早 端 部 毛黑色，基部毛黄褐色。

臀板（仿Brwks, 1988) 雄体长 12— 14m m ; 与雌性区别为：触角第 1 鞭节长等于

节 2十 3十 4;第 7 节背板具窄而钝的臀板。触角黑色；上唇及 

唇基白色；唇基两侧具宽缘及窄的前缘均黑色；上唇基半部、前缘的窄纹及基部两側的 

圆斑均黑色；胸部被灰色毛；腹部背板端缘被褐色毛；第 6 腹板中部隆起，端缘具深 

凹。

分 布 北 京 ；意大利。

2+ 3  + 4 ; 后足胫节胫基板明显，呈椭圆形；臀板端部钝（图 

118)。体黑色；翅基片与翅脉褐色；跗节黑褐色；距褐色。体 

毛长面密；顏面、颅顶、颊、足及腹部第2 - 6 节背板及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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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 条 蜂 亚 属 Sandhousc, 1905

Anthemoessa Roberison» 1905, Tran. Am er. Entom. $〇c ., 31; 365—372.

Melea Sandhouse, 1943, Froc. U. S. nat. Mus, , 92： 569.

挨式种 Say, 1837,

体长13—17mm。雌性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颜面黑色；颚眼距宽为长的 

3.2 — 7.8倍；唇瓣端部具若干指状叶；后足胫节后缘毛简单，非羽状；后基跗节端部 

具尖突；第 6 腹板具亚端齿。雄性颜面及上颚具浅斑；后基跗节内缘具齿或角状突起； 

无胫基板；第 7 背板两侧具齿突；第 7 腹板顶侧缘具1 大圆叶，第 8 腹板顶端窄，基部 

三叶状；无臀板。

本亚属分两个种团：A . Somfioiisfes, A . 共 9 种，前者分布于美国，后者

分布于欧洲中部至中国。我国共6 种，分布以高山地区为主（西藏4 神），少数分布于 

华北、华东及华中。

种 检 索 表

雌

1 (2) 胸部背板密被灰色毛，其他部分均被黑毛；后足毛刷及毛缴黑色；体长13«nm ..........

..........................................................................................A. (M .) cirmitkoracis

2 (1) 胸部毛他色

3 (4) 胸部及腹部均被红黄色毛；胲部笫5 - 4 节背板被黑毛；后足毛刷红寅色，毛缴金黄色；体

长 14—15mm ..............................................红条蜂 4, (M .) /«moto

4 (3) 胸部被黄褐色或灰黄色或黑色毛

5 (6) 胸部及腹部第1节背板均被黄褐色毛；旗 部 第 节 背 板 端 缘 具 细 的 黄 毛带；后足毛刷黑

色；毛缴黑褐色；体长12—14mm .......................黑面条錄A _ (Af_)

6 (5) 胸部被灰黄色毛，杂有黑毛

7 ( 8 ) 胸部以灰黄色毛为主，杂大釐黑毛；腹部第1一4节背扳端缘具白毛带；后足毛刷金黄色，

毛纸黑色；体长12̂ —13mm ............ ............ 芒康条蜂A. (M *) man典

8 ( 7 ) 胸部毛色变化大，灰黄色杂少董黑毛，或灰色、黄褐色或全黑色；腹部不具毛带，毛色变化

大，或灰黄或黄褐或狐红色；后足毛刷灰黄色或黑色，毛燉黄褐色或黑褐色；体长彳2—

.................................................... 盗条蟪 A . {JVf,}

雄

1 (4) 后足基跗节具齿突

2 (3) 后足基跗节内側端部2/3处其 1钝的突起；体毛密而长，色泽变化大，或灰黄色或黄红色或

灰色；体长10 —14mm ..................................... 盗条蜂4* (M .) ptegtoa



3 ( 2 ) 后足基跗节内缘中央（偏端部）具 1 小 突 起 （图 122: a ) ; 胸部被灰白或灰黄色毛；腹部第

1 ~~5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体长 12 — 13mm .....純齿条蜂a . (M >) ohtusispinu
4 (1) 后足基跗节正常。

5 (6) 胸部及腹部均被红黄色毛；腹部第5—6 节背板被黑毛；体长 14一  15mm ..............................

..................................................................................................... A . (M .) ferreola
6 (5) 胸部毛他色

7 (8) 胸部被灰色杂有大量黑毛；腹部第1M 节背板端嫌具灰寅色毛带；后足被浅色毛；体长

11—12mm ....................................芒康条蜂 A. (M .) mongfciunfip»红
8 (7) 胸部被黄褐色毛；旗部第2—4 节背板端缘具黄色细毛带；后足被黑毛；体长 11 一  13mm

................................................................................................. 黑面条蛛 | M _ ) ni$ri/rw»

灰胸条蝝 Anfhopftora (M d m ) Wu, 1982 (图版F t  6)

Anthophom cinerithoracis Wu, 1982» Insects of Xizang, 2： 414-.

Anthophora (Melea) cinerithoracis Wu, 1988, Brooks, Sci. BulL Untv. Kam. ? 59(9) i 478.

雌体长1 3 _ ; 体毛黑色，仅胸部背板被灰色毛。唇基刻点细密，排列较规则，前 

缘及中央的刻点较稀且闪光；上唇基部及端缘刻点较密，中央光滑，其他部分刻点大而 

稀，基部两侧有2 褐色瘤状斑；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颚眼距宽为长的1/2; 

颜侧、颅顶、胸及腹部刻点细密革质；臀板窄，末端尖。

雄：未明。

分 布 西 藏 （吉隆错戳龙)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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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条嫌 (M e fm )介rreola Cockerell， 1931 (图 119)

A nthophora ferreola Cockerell, 1931, Amer. M tts. N ov *, 466:7.

A nthophora ferreo la  Cockereli, 1936 , M aa, Entom . &  P k y to p a th ., 2 9 ( 2 ) ,3 一4 ;S 9 — 6 2 .

A nthophora fer reo la  Cockerell5 1 9 6 5 , W u, Ecun. Ins. Faun- Cliina, 9 ： 62 .

Anihophora (Melea) ferreola G x：kerell, 1988, Btooks, Sci. B ull. Univ. Kans, , 53 (9)： 478.

雌体长14—15min; 体被红黄色毛。唇基隆起；上顎 2 齿；颊窄小；体上刻点细 

密，仅唇基及上唇刻点较大且不均匀□体黑色；上顎基部疣状突起及翅基片褐色；翅浅 

褐透明，翅脉深褐色；足黑褐色。体毛红黄色P 密且长；唇基及颜面大部分被黄色毛； 

颅顶被黄及黑二色毛；胸侧及腹部腹面被灰白色毛；足及胸部背板被密而长的红黄色 

毛；后足胫节及跗节外侧毛红黄色，毛辙金黄色；内侧毛色暗；腹部第 1 一4 节背板被 

红黄色毛，第 5 —6 节背板被黑毛。

雄体长14一 15mm; 与雌性不同为：上颚基部、上曆及靠近唇基的眼侧区及额上1 

横斑均浅黄色；体被红黄色长毛；胸部背板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红黄色毛，腹部第2— 

4 节被红褐色毛，第 4 节背板后缘及 5 — 7 节背板被黑色长毛，边缘为黄色毛；各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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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 红条蜂 沐ora (M .)  方

a . 第7 腹板；b .第8 腹板；c, 生殖节

内侧被金黄色毛；腹部第7 节背板末缘中央凹陷；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19。

采 访 植 物 桃 、荼、豆科植物、荞麦。

分 布 内 蒙 古 、青 海 、新 疆 、河 北 、北 京 、山东、江 苏 、湖 北 、四川。

黑面条蜂 (Ale/挪） Cockerell, 1931

A nthophora n igrifron s Cockexell, 1931 , A m er. Ntw. * 4 6 6  : 7,

Anthophora { Melea) nigrifrons G xkerell, 1988 , Brooks? S c i. B u il. U niv. Kans. t 5 3 ( 9 )： 478.

雌体长12—14mm; 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密被黄褐色毛。展基突起显著，表面密 

被刻点、闪光，中央具纵脊，达端缘；触角第1 鞭节长等丁节2 十3 ; 后胸中部及小盾 

片前半部光滑，具小刻点；腹部背板具细密刻点。体黑色；复眼褐色；翅基片透明浅褐 

色，翅浅褐色；距暗褐色。上唇被黄色毛；颊及胸部下表面被灰白色毛；唇基被白及黑 

色混杂的毛；额及颅顶被黑色长毛；胸部背面及腹部第1节背板被黄褐色毛，不杂有黑 

毛；足被黑毛；后足毛刷黑色；前足腿节外侧被白毛；腹部第2—3 背板被黑色杂有黄 

色的稀毛，两侧浅黄色毛明显，端缘被浅黄色纤毛；第 4 4 节背板被黑毛；第 2—4 节 

腹板被白毛。

雄体长11 一  13mm; 与雌性主要区别：唇 基 （除前幕骨陷处小黑斑）、上 唇 （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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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两侧黄褐色透明圆斑）、上颚基部、额唇基横斑、眼侧三角形斑、触角柄节前表面均 

为乳黄色；触角第1鞭节稍短于节2 + 3 ; 足毛大部分黄色，仅后足胫节及基跗节被黑

毛。

分 布 江 苏 、浙江、福建、湖北C 

芒康条蜂 Anrfiopfeom {M efoa} mangkamcrtsis Wu, 1982 (图 120)

Anthophom mangkamensis Wu, 1982, Insects of Xizang, 2: 415. -?■

A nthophora (M elea) m an ^ atn en sis Wu, 1988, Brooks, S ci. B u ll. U n iv . K a n s ,, 53(9)： 478. 

A ntho^tora m angkam ensis Wu, 1988, Z ool, Res. t 5(1)： 26, ?

雌体长12—13mm; 胸部被灰黄色毛，杂有黑毛；腹部第1—4 节背板后缘具白毛 

带。唇基具粗大而排列整齐的刻点，中央平滑无刻点；上唇闪光，结构粗糙，基部及端

囝 120 芒康条蜂 AnC/io沐ora ( M . )  ™ 叫Aa/wmsb ? 

a - 后足基跗节；b . 第 6 胲板；c，第 7 背板；d.第 7 联板i e . 第 S 联板；

f. 生殖节

缘具细刻点，基部两侧各具1 圆形褐色斑；顎眼距稍长于触角第2 鞭节；触角第1 鞭节 

稍短于节2 + 3 + 4 ; 中胸背板及腹部背板被细密刻点。翅基片、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及 

腹板端缘、后足胫节距、各足2—5 跗节均为褐色；后足胫节内表面外缘黑色；翅浅褐 

透明。上唇及唇基被黄毛；颜侧及颅顶被黑毛；额唇基区及触角窝基部被黄色杂有黑色 

的长毛；颊被灰黄色杂有黑色的长毛；中胸背板被灰色杂有黑色的长毛；胸侧以黄毛为 

主，上半部杂有少童黑毛；各转节及腿节被白色长毛；胫节及跗节外侧被金黄色毛；胫 

节内侧外缘被黑毛；后足胫节毛刷金黄色，后足基跗节端部毛刷黑色；腹部第1 一4 节 

背板后缘具白毛（稍带黄色）带，第 〗一3 节背板被黄毛，彳日第3 节杂有少量黑毛，第 

4一5 节背板被黑毛；各腹板后緣及第5 - 6 节背板两侧被白毛。



雄体长11—12mm; 与雌性主要区别为：唇基、上 唇 （除基部两侧各1 圆形黑褐色 

斑）、额唇基横斑及上颚基部内侧椭圆形斑均为黄色；触角第1 鞭节长丁节2 + 3 , 唇 

基、上唇、上颚、额及颊被白色长毛；颜侧及颅顶被黑毛。后足基跗节内侧缘端部1/4 

处稍突起（图 120: a) ; 腹部第7 节背板端缘两侧尖，中 央 凹 （图 120: c)，第 6 腹板 

中央凹（图 120: b)，第 7—8 腹板及生殖1i 见图120: d— fD 

釆访植物毛茛科。

分 布 云 南 、西藏。

盗条蜂 An你opbom (MeZea} plagfato IlUger， 1806 (图 121，图版V : 8 ，9)

Megilla plagiata Illiger, 1805, Magaz, / *  Insectertk, 5： 140.-^

Apis parietina Fabricius» 1793, Emom, system., 2： 323.

Anthophora parietina var. fulvocinerea Dours, 1869, Monogr. icon. Anthophora, 168̂

Anthophora turanka Fedtschenko, 1875, Turhestan Apid ^  1: 10.

Anthophora parietina var. schenkii Da)la Torre, 1877, Zeitschr* Ferdinandeun Irnisbriick, 3 (21)： 

162.

Anthophora simplicepes Morawitz, 1880, Bull, acad. sc. St. Pertsburg f 26: 344. ?

Anthophora mlokosewit̂ i Radoszkowsky, 1884, Hor. Soc. Entom. Ross. , 18： 24.

Morawitz, 1886, Hc/r. Soc. 20: 205* 早

Anthophora simpl&r Morawitz, 1894, Hor. Soc, Entom. Ross. , 28： 17.

var, Friese, 18%, TVmejs:. ■Ftir-，19: 268.

Podalirius parietina var, nigrescens Friese, 1S97, Die Bienen Ruropa's, 3： 270.

Anthophora pulcherrima Bingham, 1910, Ann  ̂ Mag  ̂ Nat. Hist^ 8(5) l 413*

Anthophora fihhnerae Friese, 1908, Exped. Sc, Filchnert l 〇( t )： 98+

Anthophora k̂ uimbarui Cbckerell, 1910, Ann. Mag, Nat. 8(5)： 415.

Anthophora khainbana atramentata Cockerell? 1911, Entamologist t 44： 177,

Anthophora piloselUi Friese, 1919, Deut. Entom. Zeit., 278.

Anthophora parietina pamiricvia Hedicke 1931, Mitt. Zool, Mus. , Berlin, 16(6)：853一855- 

Anthophora khambana chodjana Hedicke, 1940, Mitt. Deut. Entom, Ges. , 9(6—7):86. 

Anthophora parietina ladahtuina Hedicke, 1940 3 Mitt. Deut. Entom. Ges. , 9(6—7) ：86. 

Anthophora parietina baltistantca Hedicke, 1940» M itt- Deut, Entom. Ges*, 9(6~ 7 )：85. 

Anthophora ptdcherrima ktTrtalayaensis Wu, 1982, Insects of Xizang, 2： 413.

雌体长12—16mr〜 唇基密被排列整齐的粗大刻点，中央具纵向平滑纹；上唇基部 

具小刻点；触角第1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颚眼距长为宽的2/3。翅基片、翅脉及翅 

_ 为 褐色；胫节距及第2—5跗节均为褐色。颜面被灰白或灰黄色毛；颅顶两侧被稀 

而长的黑毛；眼侧、触角窝间及中胸背板被灰白色毛杂有少量黑色长毛（中胸背板及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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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黑毛较多）；足一般被灰黄或灰白色毛，.内侧毛黑褐色；后足基跗节端部毛缩黄褐色 

或黑褐色；头、胸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灰黄色毛（或黄褐色或黑色长毛胺部第 2—5 

节背板毛色变化极大，或灰黄色或黄褐色或狐红色；腹板灰白或灰黄或具黑色长毛；末 

节背板被黑褐色或黑色毛。

图 121 盗条蜂 ( M ， ） J

a . 第7 背板；b . 第7 胲板；c. 第 8 联板；d. 牛殖节

雄体长10—14mm; 与雌性区别为：唇基、上 唇 （除基部2 圆形褐色斑）、上颚大 

部分、额唇基1 横斑、眼侧各1 斜斑纹均为黄色；后足基跗节内侧端部2/3处具1 钝的 

齿状突起；腹部第7 节背板端缘屮央是半圆形凹陷（图 121: a)。毛色似雌性，变化很 

大；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灰黄或黄褐或红褐色毛；腹部第2 - 6 节背板被灰黄或黄 

褐或狐红色毛；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21: b—d。

分 布 吉 林 、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河北、北京、江苏、浙江、四川、云 

南、西藏；欧洲，中亚D

本种毛色变化极大，从灰白至黄褐至红褐至黑色，因此被不同学者命以多种种名或 

亚种名，故异名很多。

钟齿条蜂 Anrfwpftora (M eiea} oftftu isp iiia W u, 1982 (图 122〉

Antĥ tphcira fthtuxiapijm Wut 1982, Innects of Xiziing, 2： 416*

Anthophom {Melea) obtusispiTia Wu? 1988? BiooksP Sci. Btdl. Univ, Kans. r 53(9):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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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体长12—13mm; 胸部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扳被灰黄色毛，第 2 - 4 节背板端缘具 

由白色长毛组成的毛带。唇 基 光 滑 ，具稀而大的刻点；上颚 2 齿；顎眼距长为宽的

图1 2 2 铸齿条蜂An法o/Aorfl (M_〉 如 珍 ira ?
a .后足基跗节；b .第 7背板；c . 第 7腹板；d .第 8腹板； 

e. 生殖节

1/3;触角第1鞭节短于节2 十3 ; 胸部及腹部背板刻点密集；后足基跗节内缘中央偏端 

部 （5:3,5)具 1 小 突起（图 122: a) ; 腹部第7 节背板端缘中央稍凹陷（图 122: b); 

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22: <r i 。体黑色；唇基、上 唇 （除基部两侧各1 圆形褐 

色斑）、上颚的大部分、颜 侧 （沿唇基缝）及额上1 横斑均为黄色；翅基片及距褐色； 

翅脉及翅痣深褐色；各足2—5 跗节褐色；腹部第1 1 节背板及其端缘黄褐色，第 7 节 

背板端缘褐色透明。体毛长而密；上唇、唇基、颜侧、额及触角窝周围、颊、胸侧均被 

白色长毛；颅顶被黄毛杂有黑长毛；胸部被灰黄色毛，杂有少量黑毛；各腿节、胫节及 

基跗节的外侧均被白长毛；各基跗节内侧被金黄色毛；腹部第4一5节背板被稀的黑毛， 

第 3 及第5 节背板被稀的黄毛，杂有少童黑毛；第 6 节背板密被金黄色短毛；第 2—5 

节腹板端缘两侧各被密而长的白毛。

分 布 四 川 、云南、西藏。

花 条 蜂 亚 属 Anthomegilla Marikovskaya, 1976

P
Anthomegilla Marikovskaya, 1976, Entom* Obozr.y 55(3): 68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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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种 anr^ c： Morawitz，1883.

体长9—1 4 _ 。雌性触甬第1 鞭节等于以下3 至 4 节之和；颜面黑色；颚眼距宽 

为长的约1.7倍；唇瓣顶端完整，端半部或2/3处变窄，两侧平行；后足胫节后缘毛简 

单，非羽状^雄性上唇宽大于长，端部 3 突起；颜面具浅色斑；颚眼距宽为长的近2 

倍；第 7 腹板腹突短且远离；第 8 腹 板 具的腹突，基部的针突向前背弯；第 7 背板具 

1 不达端部的纵脊，端缘具2 小钝齿；无臀板；阳茎瓣无发达的小毛。

本亚属共8 种，分布于旧北界东部（西伯利亚，中亚，蒙古；中国的新疆、西藏） 

的髙山髙原地区。中国共7 种，分布西起西藏的普兰县，沿喜马拉雅山，北至新繮（昭 

苏、拜城）的海拔2 400—4 700m 之间，有 1 种分布于北京。

种 检 索 表

雌

1 (2) 上唇端部1/3处中央有1 小横脊；胸部背板密被黄褐色毛，无黑毛混杂；腹部第1 一2 节背

板密被黄褐色毛，第 3 4 节密被黑毛，其中3—5 节两侧有少最白毛i 体长 l2mm .....

......................................................黄黑条蠔 (A .) /Zflwwigra

2 (1) 上唇端部1乃处中央无小横脊；胸部背板毛他色

3 (6) 胸部背板密被白或黄褐色毛，杂有黑毛；腹部第1 一 3 节背板密被灰白或黄褐色毛，第 4 - 4

节被黑毛，但两侧被大量褐色毛覆盖

4 (5) 腠基刻点密集，尤以端部中央更密，刻点间距小于刻点直径；中胸背板毛中杂有较多黑毛；

体长 12—14mm ........................................... 北方条鋒 A _ ( A •} antfc

5 (4) 唇基较光滑，刻点较稀，刻点间距大于刻点直径；中胸背板毛中杂有板少黑毛；体长 13—

14mm....................................................中华条蝝 A ■ (A } sivtensis

6 (3) 胸部被黑毛；腹部第3—5 节背板中部被黃红色毛，第 4一5 节背板两侧被白毛；唇基两侧刻

点密；足黑色，被黑毛；后足毛刷金黄色，毛缴红色；体长12mm ....................

.................................................. .....黑足条鱅

雄

1 ( 4 ) 后足基跗节长为基部宽的4 倍以上

2 (3) 腹部第7 节背板端缘几平直（囹 123: b) , 仅中央有可见的凹陷；胸部背板被灰电或浅黄色

毛，杂有极少量黑毛；腹部背板端缘不具白毛带；体长 U _ 1 3 mm ....................

........  .................................................北方条雄 A * ■) artfic

3 (2) 腹部第7 节背板端缘中央凹陷明显（图 124: b) ; 胸部密被黄褐色长毛，杂有少量黑毛；腹

部第3 —5 节背板端缘具由灰白色长毛形成的窄毛带；体长 13mm ......................

................................................................ A * (A .) beijingmsis

4 (1) 后足基躕节长为基部宽的4 倍

5 (6) 第 7 背板墒緣中央的凹陷宽而较浅（图 125= a) ; 第 8 腹板端部针突长，几占背板长的1/2

(图125: c) ;胸部及腹部1 一2 节背板密被灰白或黄褐色毛，间杂较多的黑毛；第 3—7 节背



蜜蜂总科 蜜蜂科 蜜蜂亚科 245

板被灰白或黄褐色毛；体长9一12mm .... .................... 吴氏条鳒A . {A .) nwie

6 (5) 第 7背板端缘中央凹陷深，其两侧角较圆

7 ( 8 ) 第 8 腹板端部针突为背板长度的2/3 (图 126: d); 胸部及旗部第1 一2 节背板密被红褐色毛，

不杂黑毛；第 3 - 7 节背板及腹板均密被黑毛；体长 llmm .............................

...............................................................................西藏条 嬅 A. (A-J xiumeens^

8 (7) 第 8 腹板端部针突为背板长的1 / 7 ;第 7 背板中央凹陷呈三角形；胸部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

被褐色毛；第 3—7 节被黑毛；体长12m m .................. 宽额条臃A ■ [A .) /o/igeno

北方条•  An汝opAora 财hom^iUa) arctis (Morawilz}，1明 3 (图 123,图 版 V:5,6)

Anthofihora arctic Morawitz, 1883, Mems. cfentom .y  1 (2 ) ;  33.

Anthomegilla arxtic (Morawitz), 1976, Marikovgkaya  ̂Entem. Q bozr^  55(3): 688,

图 1四 北方条蜂  和i〇ra(A ? (仿 Brcofes»1983)

也上唇 i b. 第7背板；c. 第7 腹板；d. 第S腹板；

e . 生榷节；f . 生箝节（侧面现）



雌体长12—14min; 体黑色，密被黄褐色及灰白色毛。颚眼距宽稍大于长（4:3〉， 

光滑；唇基隆起髙度（侧面观）等于复眼宽度；唇基基部刻点较小，端半部刻点较大； 

上唇表面极粗，凸凹不平，+央有纵脊；上颚2 齿；触角第1 鞭节等于节2 + 3 + 4 ; 胸 

部具细小而浅的刻点；腹部刻点细小；第 1一 4 节背板端缘有宽的光滑带。翅基片黄褐 

色，翅脉深褐色，翅透明。头部触角窝及中胸盾片密被灰黄色杂黑色长毛；颊及胸侧被 

灰白色长毛；足毛以白色为主，后足胫节毛刷白毛，基跗节毛缴金黄色；距及各跗节 

毛褐色；腹部第1 一3 节被黄色长毛，第 4一6 节被黑长毛。

雄体长11 一 似雌性，主要区别为：上唇宽大于长（4:2.2)，端缘具3 突起

(图123: a) ; 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唇基、上 唇 （除基部两侧各1 圆褐斑及端 

缘黑色）、额唇基区1 横带、眼 侧 （触角窝以下）及触角柄节均为黄色；腹部第1 一2 节 

密被黄褐色长毛；第 4 一 7 节被黑毛；第 7 背板端缘直，中央稍凹（图 123: b) ; 第 7— 

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23: c f 。

分 布 新 疆 （昭苏阿腊散、拜城）；西伯利亚，中亚，帕米尔。

北京条蜂 神m i (AnfAwieg讯a ) (Wu)，1986 (图 124)

A nthom egilla imjingjensis Wu, 1986 f SiTto^ool. , 4: 210. ̂

Anthophara {Anthom^ illa) beijingensis (Wu),1988, Bt〇c>ks, Sci* Bull* Univ. Kansas 53(9)： 

482+

雄体长 13m m ; 体黑色。上唇宽于长，表 面 光 滑，具稀的粗大刻 点 ，端缘有3 个小

246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第二十卷

图 124 北M 条蜂 A/tiAo/rfionz ( A ，） 才 

头部；b . 第 7 背板；c . 第7 肢板i d . 第8 腹板；e . 生殖节；f . 生殖节（侧面现)



突起；唇基及颜侧黄斑上刻点稀；颚眼距宽于长，光滑；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足的末跗节长，等于前三跗节的和；腹部背板具较密的毛孔〖第 7 背板、第 7、8 腹板 

及生殖节见图124。体黑色；上 唇 （除端缘及基部两圆斑褐色）、唇 基 （除端缘褐色） 

颜 侧 （触角窝以下）、额唇基上1 黄斑及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桔黄色；翅基片褐色；胫 

节 、距节及末跗节均褐色。体毛长；触角窝以下各部分被黄色长毛，触角窝以上杂有黑 

褐色毛；颊及颅顶被浅黄色长毛；胸部背板及胸侧上半部密被黄褐色长毛，杂少童黑 

毛；胸侧下半部及足的基节、转节、腿节及胫节均被灰白色长毛；腹部第^ - 2 节背板 

被黄褐色长毛，第 3— 6 节被黑色长毛，第 3—5 节背板端缘具由灰白色长毛形成的窄毛 

带；腹板各节被白色长毛。

雌：未明。

分 布 北 京 （卧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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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 条 蜂  A时Ad/由併ia {A/i故〇ffî z7/a ) Kwoe Brooks, 1982 (图 125)

A?iifeo/w^7^ah«en^Wu,1982，Insect3〇fX izaiig ,2i412.

Anthof^ara (Anthomegiila) tuuae 1988, Brcoks, Sci. BulL. Univ. Kans^  53(9): 482,

雌体长13—1 4 _ ; 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灰黄色毛；后足胫节毛刷金黄色。唇 

基刻点较密但不规则，中央较稀，端缘无刻点，端部三角形小区刻点粗糙；上唇结构 

粗；颚眼距几呈方形，为触角第2 及第3 鞭节之和；侧单眼外侧各具1稍凹陷的平滑小 

区；触角第 1 鞭节稍长于节2 + 3 + 4 ; 柄节宽扁；胸部及腹部闪光，密被极微细的刻 

点，中胸背板中央几无刻点。体黑色；上颚端部枣红色；翅基片及第2—5 跗节、后足 

胫节距均为褐色；翅浅褐透明。头被灰毛，仅颜侧及复眼外侧杂有少量黑毛；胸部背板 

及侧板被灰黄色毛，腹板被灰毛；腹部第1 节背板被灰黄色毛，第 2 节两侧、第 3 节两 

侧及中央被灰黄或锈色长毛；第 4 节背板被稀的锈色毛，端缘为黑毛；第 5 节背板及第 

6 节两侧被黑毛，第 4 节端缘两侧及第5 节两侧被白毛；各腹板端缘具白毛，但 3—5 

节腹板被稀疏黑毛；足被白短毛，前足及中足胫节端部外侧及基跗节内侧被金黄色毛； 

后足胫节外侧、基跗节内外侧及端部小毛刷均金黄色u

雄体长9_1 2mm; 与雌性区别为：颜侧、颅顶及单眼周围被灰色杂有黑色的毛 

(昌都地区的个体以黑毛为主，杂有少量灰毛）；触角上表面栉齿状，末端扁平；上唇、 

唇基、颜侧、触角柄节正表面均为黄色，但上唇基缘及基部两侧具黑圆斑；唇基前缘及 

两侧缘、顔侧靠近复眼内缘均黑色；胸部背板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灰黄色毛（羊八 

井及札达所采个体均为褐色毛），3—7 节被黑毛；足被灰白色毛；腹部第7—8 节腹扳 

及生殖节见图125。

分 布 西藏、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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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吴氏条蜂 AniAo/t/wwia (A + ) ttt必方 

a . 第7 背栝i b■ 第 7 腹板：̂ 第 8 腹板；d . 生殖节; 

^生殖刺突（侧面现）

西蒙条蜂 Anf/top/iora ( )  xko/明 明 （Wu)，19SS (图 126〉

Anthom^illa ̂ izan^ensis Wu, 1988, Act, Zootax  ̂Sin - , 13(1): 69™70. ̂

雄体长 llm m ; 体黑；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密被红褐色长毛；第 3—7 节背板毛 

黑色。上唇横宽，宽为长的两倍，刻点粗大，浅而稀；磨基光滑，刻点粗大且稀；顎眼 

距宽稍大于长；触角第1 鞭节长短于节4 + 5 + 6 , 但长于节4 + 5, 2—10鞭节等长，光 

滑，表面基部均具1 半画形粗糙的压平区，末节端部扁乎，上表面稍凹陷；前足2 - 4  

跗节宽短，末跗节膨大；后足距长，达基跗节一半；第 7 背 板 （图 126: b)、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26: c- 如 头 黑色；唇 基 （除侧缘黑纹）、额唇基横斑、颜侧 

(触角窝以下）、上 唇 （除中部两侧黑褐色圆斑)、触角柄节前表面1 块斑均为浅黄色 

(图126: a) ; 足的2—5 跗节褐色；翅基片红褐色，翅脉黑褐色；距褐色；爪黑色。上 

唇、唇基、颜侧被白色长毛；单眼后颅顶处、胸部背板及中胸侧板上半部、腹部第1一 

2 节背板均密被红褐色长毛；颊、胸侧下半部及腿节、胫节外侧均被白色长毛；颊靠近 

复眼边缘及颅顶两侧角处均被少量黑毛；中足胫节端部内侧被1 撮红褐色短毛。

維：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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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西 藏 （吉降宗昽乂

图 126 西藏条蜂 An^/io/Aora ( A . )  ?
a . 头部；b , 第7 背板；c 第 7 腹板；d . 第 8 腹板i e. 生殖节（背面现） ; 

L 牛殖节（腹面观）；丨生殖剌突（侧面观）

宽頻条蜂 Aftrtoptora (A拟ftomg仙 i l /a处《 fia Morawitz, 1886

A nthopknra Uuigena M arawitz, 1 8 8 6 , H o r. S oc. E n tom . R o s s ., 20 : 2 0 5 .

Anthophora reinigi Hedicke, 1 9 3 0 , M ttt* Zool. M w j. Berlin, 1 6 (6 )： 8 5 6 8 5 7 .

A n thofhora latig sn a  Morawitz, 1 9 4 1 , W u , C at. In s. S i n . ,  6 :  299*

A nthom egilla iatigena  (Mcnrawitz), 1976 , Marikcwskaya, Entom ^ Ob〇z r . 9 5 5 ( 3 ) :  688 .

Anihopkora (AnthomegtUa) iatig r̂ta Morawitz, 1988, Brooks, Sci. B uli. Vniv- Ka^ . , 53 (9 ): 

482.

雄体长12ixun; 胸部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黄褐色毛。颚眼距宽；上唇横宽；触 

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足简单；后基跗节光滑闪光，两侧平行；第 7 背板端缘中 

央凹深；第 8 腹板端部针突为腹板长的1/7。体黑色；唇 基 （除端缘黑色）、上 唇 （除 

两侧褐色斑）、眼 侧 （触角窝以下）及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黄色；翅基片及距浅锈色； 

足红褐色。胸部侧面具灰色毛；胸部背板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密被黄褐色毛；第 3—~7 

节背板被黑毛。

分 布 西 藏 （现为与新礓交界处的吉利亚山脉，原釆 集 地 是 ：T itet: KeriaGer- 
birge)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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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黑条嫌 An/topltom /Zawiiigra Wu_ 1988  (图 127)

Anthomegilla flavonigm Wu? 1988, A it. Zoatax. Sin. > 13(1): 70. -f-

雌体长12irnn; 体黑色；胸部及腹部第1节背板密被黄褐色长毛，第3 4 节背板

被黑毛。上唇长与宽比为1.5:2 (图127)，表面 

粗粮，具不规则的皱褶或大刻点，中下部有垂直 

片状突起；唇基基部及两侧刻点较密，中部稀， 

端缘刻点细密；«眼距长稍短于宽；顔侧及颅顶 

刻点细密；侧单眼外具1平滑小区；触角第1鞭 

节等于节2 + 3  + 4 , 节 2 ~ 1 0表面基部具1半圆形 

粗糙压平区，各节等长，仅末节稍长；前足2_4 

跗节宽短，末跗节膨大；中足距长，约为基跗节 

长的一半。头黑色；翅基片褐色，翅脉黑褐色； 

各跗节及距均褐色。上唇端缘、唇基、额唇基区、 

触角窝及颊均被白色长毛；颜侧被白及黑色混杂的毛；胸部背板、腹部第1一2节背板 

密被黄褐色长毛；中胸背板杂有少置黑毛；胸侧及腹部第1 一3 节腹板端缘被白长毛； 

前足被白毛，中足腿节及胫节外侧被白色长毛，表面被短而整齐的白色及浅黄色绒毛， 

中足胫节及跗节内侧、后足腿节及跗节均被黄褐色毛，后足胫节毛最长，后足跗节端部 

毛缴黄褐色。

雄：未明。

图 1 2 7 黄黑条蜂Ani/io沐ora (A .〉 

早头部

分布西 藏 （康马县)。

黑足条蟑 An成opAora (A/t成 MorawitZt 1886

Anthophxira au ripes Marawitz, 1 8 8 6 ? H or. Soc. E n tofn . R oss, r 20： 207 ,

A ntkophora au ripes Morawitz, 1941T Wu, C a t, In s. S in , , 6： 299.

A nthophora (A nihom egiiU i) au ripes Morawitz, 1988 , Brooks, S ci* B td L U rtiv .K a n s* fS 3 (9 )：4S2.

雌体长12n m ; 体被黑毛，腹部中部被红色毛。颚眼距宽；唇基两侧具细密刻点； 

上唇近方形，具粗刻点及皱；触角第1鞭节等于节2 + 3 + 4 , 第 4 节宽大于长，第5 节 

长宽相等，稍长于以下各节；胸部背板闪光，具细刻点。体黑色；翅基片浅褐色，翅痣 

及翅脉浅褐色，翅沥青黑色；足黑色，距浅褐色。体被黑毛；上領下表面被黑毛；胸部 

被深黑色毛；足毛黑色；中足胫节前缘及后足胫节、跗节具金黄色毛；基跗节内侧毛红 

褐色，毛缴为红色；腹部表面黄红色毛；第1节背板被黑毛，端缘有白毛；第4节背板 

仅两侧具红毛，端缘两侧具白毛；第5节背板端缘两侧具白毛；末2 节被黑毛。

雄：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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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条蜂亚 属 你 «撕 7Za Brooks， 1988

P
Rhinomegilla Brooks, 1988  ̂Sa.. BulL Urtiv. Kans.̂  53(9)： 482—483.

棋式种 me职 Cockerell, 1910.

体长 8—19rnm。 雎性触角第1 鞭节约等于以下4 节之和；颜面黑色；颚 眼 距长稍 

大于宽；口器特别长，其盔节长超过后足基节，唇舌长为14一 15min; 唇瓣帚状，顶端 

具若干小短突（图 128: b) ; 后足胫节后缘毛简单，非羽状。雄性颜面具浅斑；唇基 

(侧面观）为复眼宽的1.7倍；无胫基板；第 7 背板端部宽，端缘中凹，表面中央具1 

纵 脊 （图 128: c ) ; 无臀板；生殖基节的生殖剌突分为腹叶及背叶（图 128: g ) ; 阳茎 

基腹铗很窄，阳茎腹铗桥钝，延伸呈窄的突。

本属共5 种，其中 1 新种：A . ( ] ? • ) _ 切《a , 均为髙山种，分布在海拔4000rn 

以上。5 种均分布于我国西藏和四川，其中一种还分布于锡金。

种 检 索 表

雌

1 (4) 胲部背板端缘具毛带

2 (3) 体大型；中胸被暗红色毛，两侧杂有黑毛，端部被灰白色毛；腹部第 3—4 节背板端缘具灰

毛带；后足毛刷白色；体 长 18—19m m  *..... 大条蝉自由亚神A * {R .)

3 (2) 体中型；屮胸被灰白色毛；胲 部 第 节背板具白毛带；后足毛刷浅黄，毛馓褐色；体长

1 2 13m m  ..............................................刺 請 条 鐮 尤 （R _)

4 (1) 腹部背板不具毛带；胸部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褐色长毛，第 4_6节 背 板 被 黑 色 长毛；足

被黑褐色毛；后足毛刷红褐色；体 长 12—13m m  .............褐胸条鏵 A . (R _) «ro/rfw/a

雉

1 (4) 旗部背板端缘不具毛带

2 (3) 胸部及旗部第1 一2 节背摄被褐色长毛，第 3 - 6 节背板被黑揭色长毛；中足胫节端部外側具

角状突起；颜面斑行 *黄色；体长 13—15m m  ...............褐胸条蟑 A . (K • 丨 如

3 ( 2 ) 胸部及腹部第1一4 节背板被白色长毛，第 5—6节背板被黑色毛；后足基跗节内侧基半部稍

隆起；颜面斑乳白色；体 长 ............................ 山 条 蟑 ( « • ! _ _

4 (1) 腹部背板端缘具毛带

5 (6) 后足基跗节基部内缘具1 齿突；胸部被灰黄色杂有黑色毛 i « 部 第 1 一5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

带；体 长 U — I 2m m ..................................... 刺跗条鋒 A * ( « _ l  spf»你Mnsis

6 (5) 后足基跗节正常

7 (8) 上唇乳白色；唇基黄色，周缘黑色；体 长 16— 18nu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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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条蜂自由3E种 A . ( J l j
& (7) 上唇及唇基、顔侧三角形斑、额唇某横纹、触角前表面均为黄色；胸部被浅黄褐色长毛杂有

一半黑毛；腹部第2—6 节背板被黑毛，第 2—5 节背板端緣具白长毛带；体 长 1 3 胃 …… 

....................................................四川条蜂 A * (JI，} sichMowJihs

大条蜂自由亚种如执 opbom (RhiViom知 /fa) Cockerell, 1910 (图 128)

Anthnph^ra megarrhina solutu Cockerell, 1910, Arm. Mag. Nat. Hist., 8(5)： 414—415.

A nthophora (R h im n n eg itla) m egarrkin a soluta Cockerell, 198 8 T Brooks, S c i. B u ll. U niv. an s^ , 53  

( 9 )； 484^

雌体长18—19mm; 体无浅色斑纹。唇基明显突出，闪光，不具密刻点，中央具 

脊，脊的端部呈分叉状；上唇具强刻点；颚眼距长大于宽；中唇舌很长，唇瓣顶端具若 

干短小的突起（图 128: b) ; 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3 + 4 (图 128: a) ; 中胸中央闪 

光 ，刻点分散，两侧密且小。体黑色；翅基片褐色，翅色暗。体毛黑色；颜面及颅顶毛 

褐色；頰下方为长的白毛；中胸前缘暗红色，两侧红色杂少量黑毛；胸端部具灰白色 

毛；腹部第1节背板两侧有少量甶毛，第 3—4 节背板由灰白色毛组成的毛带，其中第 

3 节毛带中断；腹部腹面具白色长毛；前足腿节被长的白毛；屮足胫节顶端前面及基跗 

节外侧具白毛，后足胫节及跗节外侧毛刷具白毛；前足跗节内侧被浅黄色毛。

图 128 大条绛自由亚种 ( i?  ) (仿 Brooks，1988)

a . 头部早；b . 中胯S 端部（厣瓣）早；c . 第7 背板；d . 第 7 腹板；e . 第 8 腹板；f . 生殖节;

g . 生殖刺突（細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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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体长16—18mm; 与雌性区别为：上唇乳白色，基部两侧各具1 大褐色斑；唇基 

三叶除侧缝及端缘黑色外，均为黄色；额唇基1 横带及眼侧（触角窝以下）均为黄色； 

额唇基区毛灰色；唇基顶端两侧各具1 撮白毛；颊被白色长毛；中唇舌及下唇须均很 

长；下颚须第2 节顶端有一撮红色毛；第7 背板顶端凹（图128: c) ; 第 7、8 腹板及生 

殖节见图128: d—g。

分 布 四 川 （甘孜）；锡金。

剌附条蜂 AnlftopAora sptojtorsls Wu， 1982 (图 129)

Anthophora spiniiarsis W u, 1 9 8 2 , Insects of XizangT 2： 4 1 5 — 4 1 6 .

( 册 士 W u，1 9 8 8 , Bm oks， Bw仏  U n io . Kitww.，5 3 ( 9 ) :  4 8 4 ,

雌体长12 — 13imn; 体被灰白色毛；腹部第〗一4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唇基光滑 

闪光，前端及两侧刻点较密，中部刻点较稀少；上唇粗，刻点粗大；中胸背板刻点密而 

小，中央光滑；腹部背板革状；臀板尖三角形。体黑色；上颚中部、上唇基部两侧各具 

1 圆斑；翅基片、翅脉、后足胫节距、第 2—5 跗节及爪均为褐色；爪的端部及基跗节 

黑褐色。体被灰白色毛；单眼周围被黑褐色长毛；中胸背板被灰褐色杂有少量黑色的 

毛；各胫节端部外侧角密被浅黄至锈色毛；各基跗节内侧毛褐色；后足基跗节端部毛刷 

褐色；腹部第1 节背板被稀的白色长毛，第 5 节背板两侧具白毛，中部毛黑褐色，第 6

图 1 2 9 刺 跗 条 蜂 (/?.) s細丨tar也 3

a t 生殖节；b .生殖节（侧面观）；L 第7 腹板i d .第8 腹板; 

^后足基跗节；f . 第7 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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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背板两侧具长的黑褐色毛。

雄 体 长 11_12_;与 雌 性 区 别 为 ：触角第1 鞭节短于节2 + 3 + 4 ; 后足基跗节基 

部内缘具 1 齿 （图 129: e) ; 腹部第 7 节背板端缘平直（图 129: f ) ; 第 7—8 节腹板及 

生殖节见图129: 山 唇基、上 唇 （除基部两侧各1 褐色斑）、颜侧及触角柄节前侧

均为黄色；中胸背板毛灰黄色，杂有少量黑毛。

分 布 西 藏 、四 川 （甘孜

褐胸条蜂 Anrfiĉ pfeoTO orGpfei/a CocketTdl， 1910 (图 1 3 0 ，图版V : 3，7)

A nthophora orophtla  Cockerell, 1 9 1 0 , Ann> M ag , N a t, H ist, , 8 ( 5 )： 4 1 5 — 416.

A nthophora orophila  CockereUj 1 9 8 2 , Wu* Insect of XizangT 2 ： 4 1 4 .

A nthophora pseu dorphila  W u, 1 9 8 2 , Insect of Xizang, 2 ： 414— 4 1 5 .早 

A nthom egilia orophU a (C bckereU ), 1 9 8 6 , W u , S in ozool. t 4 ： 2 1 0 .

A nthopkoru  ( R hinom egilla  )  orop h ila  Cockerell, 1 9 8 8 , Brooks, S c i. B u ll . U n iv . K an sas , 5 3 (  9 ) ：4 8 4 .

雌体长12—13mm; 体黑色；胸部及腹部第1一2节背板密被褐色长毛。唇基刻点 

稀而不匀；上唇粗糙；触角第1 鞭节几乎等于节2 + 3 + 4。上颚大部暗红色；翅基片褐 

色；翅脉褐色，缘脉黑褐色；2—5 跗节及距褐色；臀板褐色。头大部分被黑色毛；上 

唇被稀而短的浅黄毛；颜侧边缘及唇基毛黄褐色；单眼之间及颅顶被黄色毛；胸侧、足 

及腹板均被黑至黑褐色毛；腹部第4一6 节被黑色长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红褐色， 

外侧黑色。

图 130 褐胸条蜂 (i?. ) 才

a . 生殖节；b，第7 膣板；c：. 第8旗板；d 第 7 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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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体长13—15mm; 体黑色；胸部及腹部第1 一2 节被褐色长毛。唇基光滑几无刻 

点；上唇宽长之比为15:8,上唇前缘具3 齿状突起，刻点浅而稀；顎眼距宽，长为宽 

的2/ 3 ;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中足胫节端部外侧具角状突起；腹部第7、8 节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30: a—c。唇 基 （除基部具2 褐色斑）、上 唇 （除前缘及基部2 圆斑 

为褐色）、颜侧及触角柄节前侧均为柠檬黄色；翅基片褐色透明；翅透明，翅脉褐色; 

跗节褐色。唇基、颜侧、颅顶、胸侧、腹部两侧、腹部腹板端缘、足 （除跗节外）均被 

白色长毛；颜侧及中单眼两侧被褐色长毛；前足及中足外表面毛褐色；前足胫节外侧被 

白及褐色混杂的毛；胸部背板黄褐色杂有稀少的黑褐色毛；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黄褐 

色毛，第 3 - 6 节被黑褐色长毛。

分 布 西藏；锡金。

四川条嫌 A/i由opliom (RJUnom從 dcAuonensi.s {W u}, 1986 (图 L31)

AntkomegUUi skhuanensin Wu, 1986, Sinossxxd. , 4 i 210—212. ^

AnthophoraiRhimmiegil^ skhminen îsiW^ A ^ jBto^ ^ Sci. Btdl. Univ. Kansaj ,53(9) ： 484.

雄体长13mm; 体黑色。头宽于长（图 131: a) ; 上唇宽于长，端缘有3 个小突起， 

刻点稀；唇基及颜侧黄斑上刻点较稀；上颚2 齿；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第 7 

背板端缘平直，中央稍凹（图 131: b) ; 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3U 体黑色；唇

图 131 四川条蜂 孑

a , 头部；b , 第 7 背板； <：. 第 7 腹板；d . 第 8 腹板；e . 生殖节（背面观） ; 

f . 生殖节（腹面观）i g . 生殖突基节及阳茎腹铗（側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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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上 唇 （除端缘及基部两圆斑褐色）、颜 侧 （触角窝以下）、额唇基上1 横斑及触角柄 

节均黄色；触角2—4 鞭节黑色，余各节黑褐色；爪的端半部黑色。体毛长；唇基两侧 

被白色长毛；颜侧及触角窝间被白毛，杂有黑色长毛；中单眼后具1 撮直立的黑长毛， 

杂有少量黄褐色长毛；胸部被浅黄褐色长毛t 杂有约1/2的黑毛；颊被白毛；近复眼外 

缘被少量黑毛；足被白毛；跗节内侧被金黄色毛；腹部第1 节背板被灰白色长毛，第 

2—6 节背板被黑色长毛，第 2—5 节背板端缘具由白色长毛组成的窄毛带。

雌：未明。

采访植物蔷薇。

分 布 四 川 （乡城)。

小鼻条蜂 A i油ojifeora microrAimi sp. n e u  新 种 （图 132)

雄体长9iran; 颜面具乳白色斑；体被白毛。唇 基 （侧面观）稍宽于复眼宽（图

图 132 小鼻条蜂 ( i ? . )  sp- nov- ?

a，头；b . 头侧iM; c . 触角：d . 后足跗节；t 第 7 K 扳；f . 第& 

腹板；g. 生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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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a)，唇基光滑具稀的浅毛孔（被白毛覆盖）；上唇宽于长1/3 ,基部与端部具圆的 

大刻点；触角第1鞭节稍短于节2 + 3 十4 , 各鞭节内表面栉状（图 132: c) ; 颚眼距长 

为宽的1/2;胸部刻点较密；后基跗节内侧基部稍隆起（图 132: d) ; 腹部背板刻点细 

小，第 7 背板端缘钝，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32: e—g。唇 基 （除前幕骨陷至基 

部的黑纹）、上 唇 （除基部两侧黑褐色圆斑）、额唇基横斑纹、唇基缝外侧的眼侧及触角 

柄节前表面均为乳白色；上顎黑褐色，端半部红褐色；翅基片及翅脉褐色；各基跗节黑 

褐色，第 2—5 跗节黄褐色，距黄褐色c 头、胸及腹部1M 节背板全被白色长毛；各基 

跗节内表面毛佥黄色；第 5 4 节背板被黑毛。

近 似 ，主要区别为：个体小，体被灰毛，非胸部被黄褐色 

毛；颜面乳白色斑，非黄斑；后基跗节内侧基半部稍隆起，非近基部具齿突；7—8 腹 

板及生殖节不间。

正模次，西藏扎达曲松，4200m，1976.V L1 4 ,黄复生采。

雌：未明。

蜜蜂总科 蜜蜂科 蜜蜂亚科

齿 足 条 蜂 亚 属 Brooks， 1988

Petalosteryion Brooks, 1988, Sci. Bull* Univ. 匿 ,53(9)： 484—486.

模式种 A nf/io/j/w a  Perez，1895.

体长10— 12.5mm。雎性触角第1 鞭节等于2.5—4.3节之和；颜面黑色；颚眼距 

宽为长的3—6.3倍；唇瓣顶端具若干指状叶。雄性颜面具浅色斑；上唇端缘具3 小叶 

状突；后足腿节或胫节、跗节具齿状突起；无胫基板；第 7 背板顶端具2 亚中齿，有时 

有中纵脊；第 6 腹板端缘具深凹，第 7 腹板的腹突具侧突，第 8 腹板顶端具宽凹，顶侧 

呈角状；生殖基节顶端特化。

本亚属共21种，分布于地中海，向东至蒙古东南部。我国分布有5 种，以蒙新区 

为主，向南延至北京。

种 检 索 表

雌

1 (2) 后足毛刷金黄色，毛缴金黄色；腹部第2—3 节背板被稀的浅黄色长毛，第4一5节被较短的

黑毛；胸部及腹部第1节被黄褐色长毛；体长 11—13mm ••■铜腹条蟑 A . (P ,)

2 (1) 后足毛刷暗黄褐色，毛馓浅红褐色；腹部第1一5节背板端缘具长的黄褐色纤毛，第 4一5 节

背板两侧具灰毛；体长10.5—llmm ..................白 級 条 蟑 （尸，）a浙/asd挤
雄

I ( 2 ) 后足腿节特化，顶端有1 弯钝齿，中部具1 大t ，两齿闻呈弧形；胸部及雎部被黄褐色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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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 10.5—llmm   .....*..... .......... *..... *.....白板条鋒 A • (P .}

2 (1) 后足腿节及胫节正常 i 后基跗节宽，内侧特化，具齿突或膨大或较长

3 (8) 后基鲋节特化

4 (7) 后基跗节内侧具齿

5 ( 6 ) 后足基跗节内侧中部具齿突（图 133: a) ; 胸部被白毛杂有黑毛；腹部第2—6 节背扳端缘具

白毛带i 体长8—9mni ................................... 汉森条蟑A _ (i\  } hansc^i

6 ( 5 ) 后足基谢节端部内侧1乃处具齿突，顶端也具齿突，两者间呈弧状凹（图 134: a) ; 胸部被

黄褐色毛；腹部偶见铜色光泽，不具毛带，第 1一3 节背板被白毛，第 4一7 节被稀的黑褐色 

毛；体长 10.5—12mm................................. 销腹条蜂4 . (P , }  twneirai此

7 ( 4 ) 后基樹节端半部明显宽大；胸部被灰白色毛；腹部背板被白毛，第 1 一4 节背板端缘形成白

毛带；体长9—10mm ................................... 棒附条蟑A, (P ，丨

8 (3) 后基跗节长为宽的4 侑；体被白毛；腹部第2 4 节背板端嫌具宽的白毛带；体长8—8.5mm

................................................无戎条蜂 A * (P .} onofifiira sp« nor.

白额条蜂 AfiZto/ihora (P^afo^m oiil a历i/oc細 Alfken， 1936

Anthophora albi facies Alfken, 1936, Ark. f . Zud ,̂ 27A, 37： 18—19.

An加p/tara (PetoZosterwm) Aifken，1988，Brooks, Sd. Unip. Kans.，53(9):

486.

雌 体 长 1 1 _ ; 胸部及腹部被黄褐色毛；腹部第4一 5 节背板两侧被灰毛。唇基闪 

光，具分散而细的刻点；上唇具粗刻点；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胸部中央光 

滑闪光，两侧刻点密；小盾片强闪光；腹部密被小刻点T 第 7 节背板端部窄t 呈三角 

形。上颚端部红褐色；上唇基部2 圆斑红褐色；翅痣红褐色，翅脉黑褐色；第2—5跗 

节红褐色；腹部背板端缘浅黄褐色。胸部被黄褐色毛；后足毛刷暗黄褐色，毛缴浅红 

褐色；腹部被黄褐色毛，第1一5 节背板端缘具长的黄褐色纤毛，第 4一5 节背板两侧具 

灰毛。

雄体长10.5— llm m ; 与雌性区别为：上颚黑色，顶端红褐色；上 唇 （除窄的褐色 

边及2 褐色圆斑)、唇基、眼侧均为乳白色；触角第1鞭节长等于节2十3 ; 后足腿节顶 

端有 1弯钝齿，中部具1 大齿，两齿间呈弧形；第 7 节背板端侧具小齿，齿间呈半圆形 

凹。

分 布 内 蒙 古 。

汉森条嫌 A财ftopfeora (Petfllorfmwml hansenii Morawitz, 1883(图 133,图版V :12,13) 

Anthaphara hanserdi Morawitz, 1883, Rev. mens, d êntom*, 1； 2,35* ?

Podalirius hansenii Morawitz, l S 9 7 t Die Bienen Europe's, 3 ： 285 .

Anthophora (Petahstemm) hansenii Morawitz, 1988, Bnx>ks, Sci. BulL Univ. Kans,9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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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体长8—9mm; 顏面乳白色；腹部第2一6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唇 基 （侧面观) 

稍窄于复眼宽；唇基、上唇及顔面光滑无刻点；触角第〗鞭节 

长短于节2 + 3 + 4 ; 后足基跗节宽，其长度仅为宽的2 倍 〈不 

包括齿），内缘中部具1 齿 突 （图 133);腹部第7 节背板两侧 

角各具1 齿突，齿突间距大。体黑色；唇 基 （除前幕骨陷处小 

褐斑）、上 唇 （除端缘褐色）、眼 侧 （触角窝以下）、额唇基区 

横带及触角柄IV前表面均为乳白色；足黑褐色；各足的跗节均 

为黄褐色；翅基片黑褐色。体被灰白色毛；唇基、上唇、额、图1 3 3 汉森条蜂六”如

颊及颅顶均被白色长毛，仅复眼顶端内侧杂有黑毛；胸部密被

白氏毛，中央杂有少量黑毛；足毛均白色；腹部各节背板被白 后足基谢节

色稀的长毛，其中第1 节和第5—6 节者毛密；第 2 - 6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

雌：未明。

分 布 青 海 、甘肃、北京；西伯利亚。

镝腹条蜂 AmftopAora (iVtoiostoTwm) Hedlcke，1931 中国新记录（图 134)

A nthophora aem ivm tris  Hedicke, 1 9 3 1 , M itt. Z ool. M us^t B er lin , 1 6 (6 )： 850 .-?- 

A nthaphora aeneiventris R ein igr 1 9 3 1 , D eut. E n t. Z eitsckr. t 1 : 62*

A nthophora aeneiventris Hedicke, 1966, Fonamareva, Ent. O dozr. , 45(1)： 86—87. ̂

Anthophora (Petalosternon) aeneiventris Hedicke, 1988, Brooks, S c i. Bult. Univ. Kans. , 53(9): 

486.

雌体长11 一 13mm; 胸部及腹部第1 节密被黄褐色长毛。头宽；唇 基 （侧面观）稍 

短于复眼宽，表面刻点较密，愈近中部则渐稀，中央乎滑几无刻点；上唇具粗刻点及粗 

皱；触角第1 鞭节稍长于节2 + 3 十4 ; 腹部光滑，刻点很细小，端緣具宽的平滑带。体 

黑色；翅基片及翅脉黑褐色；中足及后足跗节均褐色，距褐色；腹部第2—5节背板端 

缘褐色。唇基及颊被浅黄色长毛；眼侧、额、颅顶及胸部密被黄褐色长毛；前足胫节端 

部及外侧被金黄色毛，中足胫节表面密被细黄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均为金黄色， 

毛撖金黄色；前足及中足跗节外侧均被金黄色毛；腹部第 1 节背板密被黄褐色长毛， 

第 2—3 节背板被稀的浅黄色长毛，第 4一5 节背板被较短的黑毛；臀板两侧毛黑褐色； 

腹板端缘毛黑色。

雄体长10.5—12mm; 与雌性主要区别为：颜面具奶白色斑：唇 基 （除前幕骨陷处 

小黑点）、上 唇 （横宽，除基部两侧浅褐色透明圖形斑）、眼 侧 （触角窝以下）、额唇基 

横斑、触角柄节前表面均奶白色；触角第〖鞭节长于节2 + 3 ; 后基跗节宽，其端部内 

侧 1/3处具齿，与基跗节端部内侧角的齿形成1 凹 弧状（图 134: a) ; 腹部偶见铜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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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铜腹条蜂 (J3.) 丨

(仿 Ponamarerva，1%6)

~后足埘节；I 第7 腹板；t 第8腹板；d. 牛.殖节

泽；腹部第1 一 3 节背板被白毛；4一 7 节背板被稀的黑褐色毛；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 

见图134: b—d ; 第 7 背板端缘钝。

采 访 植 物 豆 科 （黄芪、锦鸡儿)。

分 布 内 蒙 古 、甘肃、新疆、北京 ；蒙古，中亚。

棒附条蜂 Anrfwpfeom {Petolostemo/i } ctov紅arsis Wu, 1990 (图 135)

A nthophora clav itarsis W u , 1 9 9 0 , Entomotcuro n am ia , 1 2 (3 — 4 )  ： 247— 248.

雄体长9一10mm; 被灰白色毛。头宽明显大于长度；上唇端缘中央具1 对小黑齿； 

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十3十4 , 第 2 鞭节短于节3; 唇基及上唇光滑，仅具稀而浅的 

刻点；中单眼与额唇基区间光滑凹陷；颊窄于复眼（侧）宽；前足及中足基跗节细长， 

后足基跗节扁平（图 135: b)，端部宽大；腹部第7 节背板截平（图 135: c) ; 第 7、8 

节腹板及外生殖节见图135: d— f。体黑色；头部黑色；唇基、额唇基区、眼侧、上唇 

及上顿大部分（除端部及基部外）均桔黄色；触角黑色，柄节前表面桔黄色；足黑色; 

各足跗节均为黄褐色；翅基片黑褐色，翅脉褐色；腹部第7 节背板端缘端部黄褐色。头

部颜面'颊、胸部及足均被灰白色毛；腹部各节背板被灰白色毛，第 1一4 节背板端缘 

形成白色毛带。

雌：未明。



分 布 内 蒙 古 （阿拉善 右 旗 ）。

图 135 棒跗条蜂 Anrfio/iftora (P .) ^

a，头郁；b.后足胫节及跗节第7背板〖丄第7應板；e. 第8腹板；f.生殖节

无 戎 条 蜂 叩 /tora (凡加丨极切7i〇u ) ancipium sp. nov» 新 种 （图 136)

雄体长8—8.5 _ ; 颜 面 乳 白色；体被白毛；腹部第2—乂节背板端缘具宽的白毛 

带。唇基几光滑，具稀而小的刻点；上唇端缘具3 个小突起（图 136: a)，表面具数个 

大而圆的刻点；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无胫基板；后足基跗节长为宽的4 倍； 

腹部第7 背板具2 尖的端齿（图 136: b)，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36: 体黑

色；唇 基 （除前幕骨陷小黑斑）、上 唇 （除基部两侧2 黄褐色圆斑）、眼 侧 （触角窝以 

下)、上 颚 （除端部红褐色）及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乳黄色；翅基片及翅脉浅黄透明， 

翅痣黄褐色；各足的跗节均黄褐色；距浅黄色透明；腹部第1一6节背板端缘黄褐色。 

体毛白色；唇基、上唇、额、颅顶及颊均密被白色长毛；胸部及腹部背板第1节被白长 

毛；足毛白色；前足及中足腿节外侧被稀而长的白毛，胫节前表面密被细白毛；后足胫 

节及基跗节密被长的白毛；旗部第2-七节背板被伏卧状细白毛，端缘毛密形成白毛带。

JE模： 新驩阿图什，1 350m，1987.Y I.22,张学忠采。

副模： 新疆莎车、喀拉图孜，2 250-2 550m，198H 22, 张学忠采。

雌：未明。

本种似Anr/io灿 主 要 区 别 为 ：个体明显小；后足基琳节IE常，无齿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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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颚大部分乳白色，非黑色；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不 同 。

图 136 无戎条蜂 Aw如 /*fe〇r(2 (_P. sp. nov-方

a .头部；b .第 7 背板；c .第7 腹板；d ,第 8 腴板；e.生殖节

多毛条蜂亚属  Brooks， 1988

Da〇w i^7/a Brooks, 1988，Sci. iW /, Ka/t5-，53(9>: 486.

模式种 qmiiirtVnacaZato Panzer. 1798.

体长10—12.5mm。雌性触角第1 鞭节等于以下3 节之和；颜面黑色；顎眼距宽为 

长的5 —7 倍；唇瓣顶端具若干指状叶。雄性颜面具浅色斑；上唇端缘呈3 个小叶状 

(有些种不太明显，如 m uscaria及 无 腔 基 板 ；第 7 节背板项端具2 小齿，顶 

缘向腹面弯；第 6 腹板基半部密被毛；第 7 腹板完整或端缘具浅凹，侧缘具2 叶，腹突 

长且宽，2 个腹突远离，上部短小；第 8 腹板端缘中央稍凹；无臀板；生殖基节顶端2 

叶 （侧面观）；生殖刺突长。

本亚属共6 种，分布于欧洲（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地中海地区向东至中国的中 

部及南部。我国分布有4 种，以新通、内蒙古、西藏等地为主要分布区。

种 检 索 表

雌

1 (2) 胸部被白毛杂有黑毛；腹部背板端缘具白毛带；后足毛刷白色，内表面黑揭色，毛》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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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 9—10mm ............................................規条蜂 A ■丨I>*) muscaWa

2 (1) 胸部被灰黄色毛杂有黑毛；腹部背板被黄色绒毛，端缘具白毛带；后足毛刷白色，内表面金

黄色，毛缴金黄毛

3 (4) 唇基刻点均匀；体长9— l t m m .........................狐条蜂 A ■ (P _) guodrimocutoto

4 (3) 唇基刻点稀不均匀，中央较密，端半部具不明M隆脊；体 长 10— llimn ................

........................................................ 瓦氏条鋒 A . {O.} wofcowi

雄

1 (2) 触角末角膨大呈圖形，侧扁，触角长达中胸端部；前足及中足腿节及胫节均粗大；后足腿节

及肢节明M祖大；体毛灰黄色；体长8tnm .................. 免条岬A . (D.)

2 (1) 触角末节正常；足正常

3 (4) 顔面斑乳白色；胸部被& 毛；腹部第2—5 节背板具白毛带；体长8—9mni ..............

...................................................... 白飯条蜂 A * {D.}

4 (3) 顔面斑黄色；胸部被灰黄色毛杂有黑毛；腹部背板被灰黄色细毛，端缘具白毛带

5 (6) 唇基侧缘具小黑斑；后足腔节正常i 体投8—10mm......狐条嫌 A * (D *) guodrimocuJlata

6 (5) 唇基基部及两侧具大黑斑；后足胫节内侧弯曲，端部呈角状；体长10-lln u n  ..........

........................................................ 瓦氏条蜂 A , (D * 1 waftonj

鳙条蜂 An你pp/iora (/>〇5)9rt£ ^ t(a ) musca/ia Fedtschenko, 1875

A ntho^ iora m uscaria Fedtschenko,' 1875 , Turkestan A p id . , 1 :  2 6 .

雄体长8—9mm; 颜面有乳白色斑，被白毛。复眼明显宽于唇基（侧面观）；唇基、 

上唇、眼 侧 （触角窝以下）光滑，具极少而细小的刻点；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无胫基板；第 7 背板端部具2齿。体黑色；唇 基 （除前幕骨陷处小黑斑）、上 唇 （除基 

部两侧黑褐斑)、眼 侧 （触角窝以下）、额唇基横纹及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乳白色；触角黑 

褐色；翅基片、翅脉均褐色；足黑褐色；距浅黄色；各跗节黄褐色。体毛白色；唇基两 

侧角、额、眼侧、颊、足及腹部第1节均被白毛；腹部第2—5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

雌体长9一10mm; 与雄性区别为：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唇基黑色，光 

滑，具大而稀的刻点；上唇具小皱；颅顶及胸部被白毛杂有黑毛；足毛白色；后胫节及 

基跗节毛刷白色，内表面黑褐色；毛馓褐色；腹部第5 节背板端缘中部被黑毛；腹部 

腹面具灰白色毛，

分 布 新疆；中亚。

狐条蜂 An^ io沖ora (IXi^ 切 (Panzer), 1798

Apis quadrimaatlata Panzer, 1798, Faun. Insect. Gmnan. t 5: 56. $

A pis vu lpin a  Panzer, 1 7 9 8 , Faun. lnsect» G erm an., 5 :  56 .

A pis sub^lobosa W . F . K irby , 1 8 0 2 , Monogr. apum Angi. , 2 ： 2 9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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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thophora v ara  Lepeletier, 1 8 4 1 , Hist^ n at. Insect, H ym en. ,  2 ： 4 3 ,

A nthophora qu adrim acu lata  Lepeletier, 1 8 4 1 , H u i. n at. H ym en . ,  2 ： 8 5 . ^

A nthophora m ix ta  Lepdetier, 1 8 4 1 , Hi^t, n a t . InSect. Hym^n * ,  2  ： 8 5 ,

A nthophora qu adrim acu lata  Eversmann, 1852 , B u ll. so c . naturul M oscou , 25 ： 3 .

M egilla quadrimaculata Nylander, 1852, Notis. Sadsk. faun. &  fl. Fenn. Forh. 2(Revis)： 267*
A nthophora qu odrim acu iata  Schenck, 1 8 6 7 , Jahrb, V er. Naturk. Nassau 21/2 1867/8 ( 1 8 7 0 ) ,  

277 , $

A ntkopfiora qu adrim actdata  Dtiurs, 1869 , Monogr. icon. Anthophora, 145.

M egilla quadrim acu lata  Thcm son, 1872 , Hymen. Scandin. , 2 ： 54 .

A ntho^ iora quadriTnacuiata Saunders, 1884 , T ran s. E n tom . soc. L on don , 222 .

P odaliriu s vulpinus Fanzer, 1 8 9 7 , Die Bienen Europa^, 3 l 150.

A nthophora vu lpina  Panzer, 1 9 8 2 , W u, In s+ Xizang, 2 ;  417.

雌体长9一1 1 _ ; 胸部背板被灰黄色绒毛杂有黑色长毛；腹部第2—4 节背板端缘 

具白毛带。唇基密被均勻刻点；上唇刻点粗糙，基部两侧各具1 黑褐色疣状突起；触角 

第 1 鞭节长于节2 + 3 + 4。体黑色；上颚端部暗红色；翅基片及翅脉黑褐色；各足第 

2—5 跗节黑褐色；距褐色。唇基及上唇密被整齐的灰黄色短毛；颜侧、额、颊均被灰 

白至浅黄色毛；颜侧、颅顶及单眼周围杂有黑色长毛；胸侧密被黄毛；后足胫节及基跗 

节毛刷白色；基跗节内侧被金黄色毛；腹部第1 节背板大部分被灰黄色长毛，端缘杂有 

少量黑毛；第 2—5 节背板被稀的黑长毛，间有密的灰黄色绒毛覆于背板上；第 5 节背 

板端缘中央及臀上板周围被黑褐色毛。

雄体长8_ 1 0mm; 与雌性主要区别为：脣 基 （除沿两侧缘各1 小黑斑）、颜侧、 

额、上颚基部、上 唇 （除基部2 褐色圆斑）及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黄色；体毛色较浅且 

较 长 （个别个体胸部毛黄褐色)；腹部第7 节背板端缘两侧各具1小齿状突起。

采访植物沙打旺、苜蓿、养麦。

分 布 内 蒙 古 、河北；欧洲，北非。

瓦氏条蜂 (DosjiwwgiHa} waiftwii Cockerell丨 1910 (图 〗37)

A nthophora vu lpina -waltom  Cockerell, 1910 , Ann. Msg. N at. Hist. , 8 ( 5 ) :  410~ 411.

A nthophora ^waltoni Cockerell, 1 9 1 1 , Entom ologzst f 4 4 ； 177.

A nthophora vu lpin a vtxiitoni CockereU» 1 9 8 2 , Wu, Itis. X izar^t 2 :  417 .

A nthophora vu lpina 'wcdtoni Cockerell, 1 9 8 8 , Wu, Ins. M t. Namjagbarwa Regn Xizang, 5 5 0 h 

A nthophora (D asym eg iila) taxtlton i Cockerell, 1 9 8 8 , Brooks, S c i, B u ll. U nvo. K a n s . f 5 3 ( 9 ) :  

4 8 6 ,

A nthof^iora -oulpina -wcdtoni Cockerell, 1 9 9 3 , W u, Ins. Hengduan M t- Reg. > 2 :  1 405 .

雌体长10— l lm m ; 体被灰黄色及黑色混杂的毛；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后缘具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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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唇刻点较粗；唇基刻点较稀且不均勻，中央较密，端半部具不明显的脊状隆起;

上颚2 齿；腹部背板刻点细密。体黑色；翅基片褐色，翅透明，翅脉黑褐色；足 （除基 

跗节）及距均为褐色；腹部第5 节背板后缘黑褐色。唇基、颜侧、颊均被灰白色毛；单 

眼周围及颅顶杂有黑毛；中胸背板被灰黄色杂有黑色的毛；胸侧具灰黄色毛；足被灰白 

色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内侧具金黄色毛，基跗节端部有金黄色毛组成的毛刷；腹部第 

1 节被灰白色长毛，第 2—4 苗背板被长而稀疏的黑毛及短而稀的黄色绒毛；腹部腹面 

具灰黄色毛。

雄体长10— llm m ; 似狐条蜂，主要区别为：唇基基部及其两侧具大的黑斑；上唇 

基部边缘及两侧的斑均黑色，端缘黑色宽； h颚基部及触角柄节黄斑均较小；后足胫节 

内侧弯曲，端部呈角状；腹部第2—5 节背板被黑色毛；触角长达后胸。第 7、8 腹节及 

生殖节见图137。

采访植物紫云英。

分 布 四 川 、云南、西藏、甘肃。

角条峰 Anf/top/tora antennalis Wu，1988 (图 138)

雄体长8mm; 触角末节膨大为圆形，侧扁。头部明显横宽（长比宽为5:7h 上颚 

无内齿；上唇横宽（长比宽为3:4)(图 138: a)，刻点粗而不均匀；唇基隆起较弱（图 

138: b)，刻点较大且稀，不均匀；下 颚 须 6 节；下 唇 须 4 节 （第 1 节极长）；触角长达

图 137 瓦氏条蜂 J

心 第 7 旗板；b . 第8 旗板；c . 生殖节

AnfAo/Aora 伽加肪沿 W u，1988, A :， . En/oro+ Sin ■, 3 1 (2 ) : 210~ 21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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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头部；k 头部（W面观）；c . 触角；d . 爪；e，前翅；f 第 6 應板；g . 第 7 

背板i h■ 第8 腹板；i，第7 腹板； 第7 應板（侧 面 观 ^ 生殖节；1、m .生

殖剌突（侧面规）

中胸背板端缘；触角柄节稍长于以下3 节 的 和 （图 138: C)，第 1 鞭节稍短于节2 + 3 

(12:17),第 3—11鞭节等长，第 12节稍长，末节膨大为圆形 t 侧扁；颊宽为复眼宽 

(侧面观）的2/ 3 ;后单眼间距稍长于单眼至复眼的距离（10:9),后单眼与颅顶边缘的 

距离小于单眼直径；中胸背板刻点密集，中央光滑具稀刻点；小盾片刻点较中胸四周 

稀；前及中足腿节及胫节稍膨大，后足腿节及胫节明显膨大，基跗节宽；爪具中垫（图 

1 3 8 :  d ) , 内齿短于外齿；前翅 3 个亚缘室（图 1 3 8 :  e ) ; 腹部背板刻点较小而密；第 6



腹板端缘中央凹陷（图 138: 0 ; 第 7 背板端缘具2 齿状小突起（图 138: g) ; 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38: h—m。体黑色；头部唇基、上 唇 （除基部两侧圆形褐色斑）、 

上 颚 （除端部黑褐色）、眼 侧 （触角窝以下）、额唇基区、触角柄节及梗节的前表面均为 

黄色；触角鞭节上表面红褐色，第 1鞭节基部及末节黑色；触角下表面黑褐色，足的各 

基跗节黑褐色，2—4 跗节褐色；翅墓片红褐色；胫节距浅黄色；旗部第1一5 节背板端 

缘黄褐色。体毛以灰黄色为主；额、颅顶边缘被灰黄色长毛；唇基两侧角、颊、胸侧、 

前足腿节下表面、中足腿节及胫节下表面、后足胫节端部外侧均被白色长毛；各跗节均 

被短而密的黄毛•，中胸背板及腹部第1节背板被灰黄色长毛。

蜜蜂总科 蜜蜂科 蜜蜂亚科 m

雌：末明。

分 布 新 疆 （焉耆）。

矮 面 条 蜂 亚 属 a iw fo n  P atton, 1879

P
Ciiscdon Patton， 1879， BiM • U . S . Gfxd ■ Geogr ■ Surv. Terr\ t 5: 479*

P odalirius Friese, partim, 1 8 9 7 , I3ie Bienen Kurc^as, 3 ： 18.

模式种 Anthophora term inalis Cresson, 1869.

体长11—14mm; 颜面隆起弱， -般不超过复眼的直径（侧 面 观 上 唇 宽 于 长 ； 

前足跗节宽短；爪垫发达；第 5 跗节发达，与第2 跗节等长。雎性触角第1鞭节等于以 

下 3 节之和；颜面黑色；颚眼距宽为长的7 倍；唇瓣端部完整；上颚3 齿；胫基板长， 

顶端尖；爪的内齿粗，以 2 倍长于外齿。雄性上颚2 齿；爪的内齿短于外齿；第 7 背板 

端部具2 角状突起，其中央凹陷处呈等边三角形；第 7 腹板宽；第 8 腹板宽短，端部两 

侧角各具1 撮毛；无臀板；生殖基节端部宽而直，具齿；生殖剌突小，明显退化，但全 

部骨化；阳茎腹铗退化，内铗宽大；阳茎自由。

本亚属共5 种，分布于全北区，北美仅1种，欧洲、中亚至东亚都有分布9 我国共 

5 种，分布于北部◊ 采访植物广达20科 （Popov，1951)，但以唇形科为主。半群居或 

群居，巢室为单室，呈线状或分枝状排列，在阔叶树的朽木中筑巢。一般5—8 月活动， 

每年一代。

种 检 索 表

蛛

1 (6) 腹部第2—5 节背板具浅色毛带

2(5) 第 5 节背板端部及第6 节被狐红色毛

3 (4) 后足胫基板顶端稍圆；后基跗节毛馓伞黑褐色；体长12—14mm .......................

................................................................................................. (C.) terminalis



4 (3) 后足胫基板顶端尖；后基跗节毛激金黄色；体长 Uh- i2mm ...........................

..................................................叉条蜂商加索亚种A . ( C .  1 /itrcoxa

5 (Z) 第 5 节背板端部及第6 节被黑色毛；后足跗节毛激黑褐色；体长12—1 3 _  ............

................................................................................... (C. )  nignuxiudata sp» nav,

6 (1) 腹部第2—5 节背板不具毛带；除 5—6 节背板外其它背板均被狐红色毛。

7 (8) 腹部第5—6 节背板被狐红色毛，第 4 节背板端部杂有狐红色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fi

色，基跗节毛數黑褐色；距黑色；体长 11 一 12mm ......新 *条 螓 A. (C. )

8  ( 7 )  腹部第 2— 6 节背琴均被狐红色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狐红色，基跗节毛馓金黄色；距

黄褐色；体长 llirnn .......................................................................中华条螓A. (C. )
雄

1 ( 4 )  腹部第 2— 5 节背板端缘具细的白毛带；第 3— 5 节腹板两侧均具浓密的白毛撮；背板被毛，

端部毛锈红色

2 (3) 腹部第7 背板端缘中央凹陷浅；齿突顶端较圆（图 139: a) ; 体长 12— I4rm i............

........................................................ 顶条嫌 4 .  (C. t

3 ( 2 )  腹部第 7 背板端缘中央凹陷深；齿突顶端较尖（图 1 4 0 : a) ; 体长 10— l l m m ..............................

...................................................................................................................叉条m  { C . ) /uroflfa

4 (〇 腹部光滑，儿裸露，无白毛带；腹部端部被黑色毛；第 7 背板端缘中央凹陷深；齿突顶端较

尖 （图 14 1 :  a ) ; 体长 1 lm m  .................. 黑尾条鋒 A * ( C . ) sp* nov.

顶条嫌 Aji法印如 ra (C7i和don) 如yni/iali^ Cressoi^  1869 (图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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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resson), 1 8 6 9 , T ra n s ‘ A m «r. E ntow . S b c . ,  2 :  292« 

P o c ^ / z r i f ^ G t i s s a k a i v s k i jT 1 9 3 2 , A rk . f .  Z o d . y 2 4 A , 1 0 ： 58 .

Clisodon terminedis 1951, Popov, Z〇〇l  ̂Jour^9 30 (3): 244*

C lisadon term in alis Cresson, 1982, Wu, Ins. Xizang, 2： 418.

A nthophora {C liso d o n ) term in alis Cresson, 1 9 8 8 , Brooks, S c i . B u ll, U niv. K a n s * t 

4 8 9 .

5 3 ⑷ ：

G isodon  term in alis Ot^ss^rit 1 9 9 3 , W u , Ins. H engduanM t. R eg. t 2 ： 1 408 .

雎体长12—14mm; 体黑色。唇基宽扁；唇基、额、颜侧均具密刻点；上颚 3 齿； 

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颊刻点较细密；上唇表面粗糙；后足胫基板长，顶端 

稍圆；腹部背板刻点稀。体黑色；翅基片及翅脉黑褐色；翅浅色透明，距深褐色。上唇 

被较短而整齐的金黄色毛；唇基大部分被黑褐色硬毛，前端部及中央有一撮金黄色毛； 

眼 侧 （触角窝以下）和额被黄褐色毛；单眼周围及颅顶均被黑毛，颅顶边缘偶杂有灰白 

或浅黄毛；颊、胸侧、中胸基部、小盾片两侧、并胸腹节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灰白色 

毛；中胸被灰白及黑色混杂的长毛；后基跗节毛缴黑色；后足胫节毛刷白色；腹部第 

2—4 节背板及第5 节基部被稀的黑毛，第 2—4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第 5 节背板大部 

分及第6 节两侧被狐红色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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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 139 条蜂 An执o/Aom (C. ) 方

a i第7背扳；仫第7 «板；C 第8雎板；d.生殖V; e-生殖砗（侧面观)

雄体长10— llm m 。与雌性的主要区别：唇基、上 唇 （除基部两侧各1 黑圆斑）、 

眼侧近三角形斑（触角窝以下）、额唇基的横斑均为黄色；触角柄节黑色；上颚 2 齿; 

第 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第 7 背板2 角 突 圆 （图 139: a) i 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 

139: b~ e〇

分 布 甘 肃 、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湖北、四川、云南、西藏；俄 罗斯（西 

伯利亚、沿海边区），北美，加拿大南部。

叉条嫌 An 你opAora (CUsodoti) /uncaln (Panzer), 1798 (阁 140)

Apisfurcata Panzer, 1798, Faun, Insect. German. , 5； 56.

Apis duTmntorum Panzerl798, Faun* Insect. German., 5: 56.

A n th o f^a fu ro a ta 1808, Insect- Ligur., 2： 195*

Megila furca£a Nylander, 1848, Notis Saellsk. faun* &  fl. Fenn. Forh. 1： 245.

M egilla furcata var, norvuegiai Nylander, 1852, Notis Saellsk. £aun. &  fl. Fenn. Forh. 2： 267. 

Podalirius fucatus var. caucastcus Friese, 1897，Bienen Europa*s  ̂ 3: 284*

Anthophora atrata furcata Hedicke, 1929, Deutsch. Entom. Zeitschr., 65—7L



CUsodon fu rcatu s Vanzer ̂  1951, Popov, ZooL. J o u r . r 30 (3)： 244.

Ciisodon fu rcatu s caucabicus Friese, 1951, Popov, 2 o o l. J o u r , , 30 (3)； 244.

C lisodan fu rcatu s cavcasicus Friese , 1 9 8 2 , W u , Ins. Xiaang, 2 :4 1 8 .

A ntkophora (CZisodon) fu rca ta  (F an zer), 1 9 8 8 , Brooks, S ci. B u lt. U ni-o. K an s, , 53 ( 9 )： 489 ,

O isodon  fu rra tu s caucasictLs FnsGi 1 9 9 3 , W u , Ins. H engduanM t. R eg. , 2 ： 1 4 0 8 *

雌体长10—12mm, 雄体长9一 llm m ; 似顶条蜂，主要区别为：雌性体毛较浓密， 

上唇、唇基及眼侧（触角窝以下）均被黄褐色毛；中胸中部以黑毛为主；颊，头顶边 

缘、中胸基部、小盾片、胸侧、并胸腹节及腹部第1节背板均被黄褐色长毛；后基附节 

毛馓金黄色；后足胫节毛刷白色，基部1/3具黑褐色毛；腹部被密而长的毛；第 2一4 

节背板表面及第5 节基部被黑褐色毛，端缘为浅黄色毛带；第5节大部及第6 节被狐红 

色毛；距黄褐色。雄性触角柄节前表面具黄斑纹；第 7 背板2 角 突尖（图 140: a) ; 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40: h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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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4 0 叉条縴Aw执〇加om (C.)加 r a t o 方 

a . 第 7 背板；b 第 7 雎板•，c. 第 S 腹板；d . 生殖节

分 布 吉 林 、北京、河北、育海、新疆、湖北、云南、西藏；中亚地区，蒙古，俄 

罗 斯 （高加索）。 '

黑尾条蜂 A rtrfiop hara (C H sod on) 炉w a ttd a to Sp , nov. 新 种 （图 141>

雌体长12—13m m ; 体黑色；腹部第2—5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唇 基 （侧面观) 

约为复眼宽的1/2,唇基表面刻点细密；上唇表面粗糙；触角第1 鞭节稍长于节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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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上颚圆钝，无齿突；颊几与复眼等宽，颊具细密小刻点；中胸背板刻点较大，中央 

光滑无刻点；腹部背板刻点细密。体黑色；翅基片及翅脉深褐色；距褐色；2_ 5 跗节 

褐色。头部唇基、眼侧、额均被白毛，颅顶被黑色直立毛；胸部背板以M毛为主，杂少 

量白毛；胸侧、并胸腹部及腹部第1 节背板密被白色长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白 

色；毛激黑褐色；基跗节内表面毛黑色；腹部第2—4 节背板端緣具白毛带；第 5 节端 

4 部及臀板两侧被黑色毛。

图 141 黑 昆条海 A nthophora ( C . )  n igw caudata 印 ，贈 ， $  

a」第7 背板i L 第 6 腹板i c ■ 第7 腹板；d，第8 腹核；e, 生殖节

雄 体 长 1 1 _ ; 与雌性主要区别：唇 基 （前幕骨陷处有黑斑）、上 唇 （基部两侧具 

圆褐斑）、额唇基横斑、眼侧下方“丫”形斑均为黄色；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十3 + 

4 ; 腹部光滑闪光；第 4一5 节腹板两侧缘有长毛组成的毛撮，尤以第5 节者浓密；第 7 

背板端部具2 齿 （图 141: a) ; 第 6—8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41: b—e。

正模早，北京东灵山t IlO O m; 1991.1.24,杨龙龙采。副模7半t 方，北京东灵 

山，IlOOm; 1991U 4, 2早，1 ? ，199H .30, 5早；杨龙龙釆。

本 种 近 似 如 ora (C/isod伽）term/似沿，主要区别为：腹部第5 节背板中部及 

臀板两侧被黑毛，非锈红色；后基跗节内表面被黑毛，非金黄色毛；唇基及上唇表面被 

白毛，非锈红色毛；胸部背板被黑毛，杂少量白％，非中部被黑毛，边缘具白毛带。雄 

腹部光滑闪光；背板端缘无细纤毛组成的白毛带；中胸背板背面被黑毛，杂有白毛，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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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白 （灰黄）色毛，无黑毛；腹部第4一5 节腹板两侧具毛撮，尤以第5 节密而长，非

3—5 节均具毛撮；第 6—8 腹板及生殖节均有区别。

新疆条蜂 Artrftop/tora (CZisodott) jdnjio/i讲ns isW u ,  1985 (图版V : 14)

Cltsockm. xinjiangert^is W u, 1985 Animals of M t. I\i〇muer Areas in Tianshan, 147— 148 ■早

雌体长11 一 1 2 _ ，体黑色。上颚3 齿，中齿较长；上唇宽大于长，表面粗糙；唇 

基宽稍大于长；触角第1鞭节长等于节4 + 5 + 6 ; 唇基、颜侧及额均具密刻点；颊与复 

眼等宽；颅顶及颊的刻点较唇基稀而浅i 中胸刻点密集，中央较稀；后足胫基板较大， 

顶端尖；腹部各背板革状。体黑色；翅透明 f 前缘较深；翅脉及翅痣黑褐色。上颚外侧 

具黑色长毛，端部被几根火红色长毛；上唇密被火红色长毛；唇基及顔侧（触角窝以 

下）被火红色毛，但较上唇者稀；颅顶、颊、颜 侧 （触角窝以下）均被黑毛；颊的端部 

被少量白毛；中胸背板前缘、后胸、并胸腹节、胸侧、腹部第1 节背板、第 2、3 节背 

板两侧及前足转节、腿节及胫节外侧均被白色长毛；足被黑褐色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 

外表面被灰白色毛刷；后足胫节基部被少量黑色长毛；基跗节毛激黑褐色；腹部第2— 

4 传背板中央被稀的黑毛；第 4 节背板端半部被稀的细小的火红色毛，两侧密被长的火 

红色毛；第 1、2 腹板边缘被白纤毛，第 3 - 6 腹板被火红色毛。

雄：未明^

分 布 新 疆 （昭苏阿腊散h

中华条峰 An成〇|i/iora (C/jsodon} s切挪地（Wu)，1982

1982, Ins, Xizang，2: 4 1 9 .早

«neniis Wu，1988，Brooks，S d. BwW. Kanj.，53 (9): 489*

雌体长 llm m ; 腹部被狐红色长毛。头宽大于长；颜面低矮；上唇及唇基均横宽； 

唇基及额唇基区刻点密集；上唇表面较粗糙；上顒3 齿 ，基部具疣；颊窄小；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中单眼周围刻点细，呈纵排列；侧单眼外侧各具1 平滑小区； 

胸部刻点密，近中央渐稀，正中央光滑；后足胫基板舌状，顶端稍圆；腹部各节刻点密 

且均匀，但较浅。体黑色；上顎基部疣褐色；翅基片黑褐色；翅脉黑褐色；翅褐色透 

明，但前缘较深；足黑褐色；第 2—5 跗节褐色；距褐色；腹部各背板及腹板后缘褐色。 

上脣及上領外侧被狐红色毛；脣基被褐色毛；顔侧及颅顶被黑毛；中胸背板前緣及侧 

板 、小盾片、后胸及并胸腹节两侧密被浅黄色长毛；中胸中部被密而长的黑毛；前、中 

足胫节及基跗节均被狐红色毛；胫节内侧端部具黑毛i 后足胫节及基跗节外侧被狐红色 

长毛；后腿节内侧被黑毛i 后足胫节端部外侧被较稀的黑长毛；腹部第1 节被浅黄色 

毛；第 2 4 节背板密被狐红色长毛，两侧杂有黄毛；第2_5节腹板后缘被狐红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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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末明。

分 布 西 藏 （吉隆托当）。

泽条蜂亚属 K lu g，1807

Heliophila 1807, Magazin fur Insektenkunde, 6： 227.

Saro/)〇da Latrcillc, 1809» Genera Crustaceorum et Insectorum Secudum Ordineum Naturalem in Famil

ias L^apcsiia» ........Tome 4 ： 177.

Micranthophora Gxkerell, 1906» Tran. Am er. Entom. Soc. f 32j 66.

Anthofhjora (Heliophila) Btooks» 1988, Sci. Bull. Univ. K a m . t 53 (9 )： 489.

模式种 Apis Panzer, 1798.

体长6.0—15.Omm，-般 lOmm左右。雌性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5 ; 颜面 

常有倒“T ”型浅色斑，很少全黑色；颚眼距宽为长的5—16倍；唇瓣具若千指状叶； 

后足胫节后缘毛简单。雄性颜面具黄斑；有胫基板；第 7 节背板具2 小齿；旧大陆种类 

腹部第6 节和第5节腹板常有厚的毛垫，盖于腹面亚端部；第 7 腹板端部稍扩大，中凹 

或较圆；第 8 腹板端缘中央凹，两侧角状；生殖基节顶端双叶或三叶状；生殖刺突短， 

扁 平 （侧面观

本亚属分为三个种闭，共 90余种。我国分布有4 种，其中 3 种 均 属 于 种  

团。此种团共41 种，分布于非洲、欧洲、地中海地区至亚洲。其他两种团分布于非洲 

和北美洲。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的1 新种A . (H .)?nac«/iZa6r<2&属于分布于非洲肯尼 

亚 至 南 非 热 带 草 原 的 种 团 〇

种 检 索 表

雌

1 ( 4 )  唇基基半部具2 黑斑，斑间黄色；上唇表面正常；后足毛刷白色，毛激黑色

2  ( 3 )  足红褐色；上唇基部2 圆斑褐色；体毛浅黄色；体长 8 — 9m m  .........................

......................................................双斑条錄A. (!£•} bunaaiUUa

3 (2 )  足黑色；上唇基部2 画斑黑色；体毛白色；体长 10— 1 2 m m ..............腔条蜂A . ( I / , ) 扣油i抱

4 (1) 唇基基半部黑色，端缘中央稍凹；上曆亚端部具小齿突；上唇四周缘黑色宽带；后足毛刷内

侧白色，外側黑色；体 长 8— lO m m .......... 斑赓条嫌 A . {H .} m a n i油必^成$ 印 .n〇v.

雄

1 (4) 中足胫节正常；中足末鲋节两側具黑毛撮

2 (3 ) 唇基乳白色，基半部具2 黑斑；体长 8 -^ n m  ............双斑条蟑A , (H .>  Wmacutoa

3 (2) 唇基全部乳白色，无黑斑；体长 8 -^ in m ................ 白脸条« A . 丨籽.）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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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中足胫节端部具长的端部渐变窄的叶状突起；体长9—10m m …… 胫条蜂A .

双斑条蜂 An伯ojifaora 油nooitom (Panzer)，1798

A pis b im acu iata PanzGrf 1798, Fauna G e rm .t 55. -?■

A pis rotundata  Panzer, 1798 , Fauna Germ. » 56 . S"

S aropoda bim acxdcda Latreille, 1809 , O en, C rust, et I n s 4  ： 177.

Anthophora albifrrms Eversmann, 1852， B“U ■ de Mose ■ , 21 115.

雌体长8—9 _ ; 头 宽扁；唇基、上唇及上颚具黄（或白）斑；体毛洩黄色。唇基 

扁平；唇基、上唇、眼侧刻点排列整齐，呈斜排排列；单眼周围刻点小而密；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3 ; 两侧单眼外侧凹陷明显；中胸背板及小盾片刻点较唇基密且深；腹 

部背板刻点小而密。体黑色；额唇基1横纹、唇基中央及端半部、上 唇 （除基部两侧各 

1 褐色圆斑）及上颚基半部均为黄色或白色；翅基片及翅脉褐色，翅透明；足红褐色； 

距浅黄色；各负爪跗节黑褐色；腹部第1 一6 节背板端缘黄褐色透明；后足胫基板深褐 

色。体毛密；唇基、上唇、眼侧、额均被浅黄色毛；颅顶毛黑色；颊、头顶端缘，胸侧 

及并胸腹节被较长的浅黄色毛；中胸背板被黄及黑色混杂的长毛；腹部第2—5 节背板 

基部或大部分被浅黄色细而短的黄毛，第 2—4 节背板端缘具黄毛带，第 5 节背板中央 

密被黑毛。

雄体长8— 似雌性，主要区别为：眼 侧 （触角窝以下）三角形斑、触角柄 

节、唇基端半部、上 唇 （除基部边缘黑色）及上颚基半部1 斑均为黄色；后足腿节粗 

大；基跗节内侧被黑或黑褐色毛；末跗节两侧被黑毛；第 7 背板端部具2 小齿突，中央 

凹陷浅。

分 布 新 通 （阿尔泰、阿合奇欧洲中部及南部。

腔条蜂 An成opAom (HeU〇iiA£/a } riNa版 Morawitz，1894 (图版 V : 11)

Antfto/jftwa:必 Momwitz, 1 8 9 4 ’ H ?r. Soc. Enftwn. 2 8 : 22 ,

雄体长10—12mm; 似双斑泽条蜂A , 主要区别为；足全部黑色，非红

褐色；翅色较暗；上唇基部两侧的圆斑黑色，非褐色。体毛以白色为主，非以浅黄色为 

主；头部的眼侧、额、颊均被白毛；颅顶被少量黑色长毛；胸侧、并胸腹节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白色长毛；中胸盾片及小盾片被白及黑色混杂的毛；足毛以白色为主，前足及 

中足的基跗节两侧毛黑色；后足胫节毛刷白色；基跗节端半部、毛撤及内表面毛均为 

黑色；腹部第2—5 节背板表面密被细小白毛；第 2—4 节背板端缘有白毛带；第 5 节背 

板端缘中央密被锈色毛；腹部腹面被灰自色毛。

雄性第7 背板与双斑条蜂相同；中足胫节端部具长的端部渐变窄的叶状突起。

分 布 新 通 （昭苏）；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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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觸条蜂 Anthophora (H elio p h iia 、 m tcu lila b n lis sp* n m . 新种（图 142f 图版V : 15)

雌体长8— lO iran;头宽扁；唇基及上唇具黄斑；上唇端部 1 / 3 处具小齿状突，唇 

基刻点基半部较密，端部稀，但中央有一刻点密集的三角形，中央具纵脊；上唇具不规

格的小凹陷，近端部1/3处中央有1 黑色齿状 

突起；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3 ; 胸部及腹部 

密被刻点。体黑色；唇基端部约1/3黄色；上 

曆中部及上顎基部1 斑均为黄色（图 142);翅 

基片褐色，翅脉黑褐色，翅透明。体毛以黄色 

为主；上唇毛稀而短；脣基、眼侧、额、颊、 

胸侧、并胸腹节均被黄色长毛；颅顶边缘被黑 

长毛；中胸背板及小盾片被黄色及黑色混杂的 

长毛；前 、中足胫节被黑短毛，但端部密被短

图 142 斑唇条蜂 Anihopftora (H /) rmad- 

1_以 时 扮 sp. n o v .早头部

黄毛，内表面毛黑色；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

表面内侧毛长白色，外侧具黑色毛；基跗节毛激及内表而毛黑毛；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 

端缘具黄毛带；第 1 节背板端部及第2—4节背板被稀而短黑毛；第 5 节背板黑毛长而 

密〇

近似Att/Ac讲 om ton aoi/a to，主要区别为：上曆黑色，中部具1 不

规则形大黄斑，非全部黄色；唇基黑色，仅亚端部具一宽的黄带，非基半部具2 块黑 

斑。

正模早，云南西双版纳勐腊，1982.IV.1 2 ,吴燕如采。副模23早半，同上，1982. 

JY.20—23, 21早，勐仑，1982.IV.12, 1早；勐海，1982.JV.17, 1早，吴燕如采。

雄：未明。

釆访植物野草莓。

包除条錄  A n thophm i iH e lio p h ila }  albifron eH a B rookst 198S

Heliopkilaalbifnm&Vfyiy 1985, Animals of Tumuor Mt. R^ion of Tianshan, 148—149. $ 

Anthophora {Heliophila) albifirmella Brooks« 1988» Sci* BuU. Univ, Kans. , 53 (9): 491.

雄体长9mm; 头宽扁；曆基和上唇具白斑；中足末跗节两侧被短黑毛。唇基扁平， 

中央稍隆起，刻点密而浅；上 唇 宽 （10:7)，刻点粗且不均匀；上颚2 齿；眼侧刻点似 

唇基；触角长达翅基片后缘，柄节长，稍弯曲；触角梗节与第2 鞭节等长，第 1鞭节为 

第 2 鞭节长的2 倍，第 3 节稍长于第1 节；颊仅为复眼宽的1 " ; 中胸及小盾片刻点密 

集；足的负爪节端部膨大；腹部背板剡点较胸部稀；第 7 背板端部双齿状，中央凹陷 

深。体黑色；唇 基 （除两侧各具1 小黑点），上 唇 （除基部两侧各1 浅褐色圆斑)、眼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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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角窝以下）、上颚大部分及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白色；翅基片浅褐色，大部分透明； 

翅透明，翅脉及翅痣黑褐色；跗节黑褐色；中足3—4 跗节及末跗节基半部褐色，端半 

部黑褐色；腹部各腹板深褐色。体毛较长，唇基、上唇、眼 侧 （触角窝以下）及颊均被 

白长毛；眼 侧 （触角窝以上）颅顶、胸部背板及侧板、腹部第1 节背板均密被黄至黄褐 

色长毛；胸腹面及各胫节外侧、中足基跗节外侧均被白长毛；中足及后足基跗节内侧被 

黑褐色毛；中足末跗节端部两侧被短黑毛；腹部第1一5 节背板端缘具宽的浅黄色毛带; 

第 6 背板密被短小的浅黄色毛。

雄；未明。

分 布 新 疆 。

未归亚属种类

罗条蜂 {oczyi Mocsary, 1892

A nthophora laczyi Mocsary, 1892» T e r i^ z . F u z et% 15： 130.

A nthopkora loczyi Mocsary, 1 9 4 1 , W u, Cat^ Ins. S in ,7 6 ： 299 .

A nthophora Ujczyi Mocsary, 198B, Brooks, S ci. B u ll. U n iv . K a n s .t 53 (9)： 299.

雌体长12mm。胸部被白毛，杂有黑毛；腹部大部分被白毛，后足毛刷白色。颚眼 

距线状；触角宽短，第 1 鞭节短于节2 + 3 + 4 ; 唇棊表面刻点规则，中央具纵的光滑 

纹；上唇具粗皱；中胸密被刻点；腹部背板刻点密。体黑色；距褐色；翅透明，顶端色 

暗，翅基片黄褐色。额及胸部背面被黑毛杂有白毛；足被白毛；后足胫节被白绒毛；腹 

部第〗节背板被雪白色长毛，第 2—3 节背板被短的白毛，第 4一5 节背板被白绒毛，但 

第 4 节杂有小黑毛，第 5 节端部中央被褐色绒毛，第 4一5 节背板端缘具灰色绒毛带， 

腹面被白纤毛。

雄：未明。

分 布 西 藏 （Jarkab)。

转条蜂/4n咏opfcora eversa Cockerellt 1911

Anthophora eversa Cockerell, 1911, Prae. U . S . Nat. Mus. f 40; 260.

A nthophom  eversa Qcxixi&c^, 1941, Wu, C at, In s . Sin., 6: 297.

Anthoph&ra ev er^  1988» B io oks—Sc«. B u ll. Uttiv^ K a n s.y  53 ( 9 )： 2 9 7 .

雌体长14mm; 体被白毛；头及胸部杂有黑毛。头宽；上唇亚方形，表面具粗皱， 

基部两侧的斑平滑；颚眼距短；唇基隆起，表面闪光，具明显稀刻点，中央具1 纵的光 

滑线；触角第 i 鞭节长于节2 十3 + 4 ; 中胸中央闪光，具分散的刻点；腹部椭圆形；臀 

板很窄。体黑色；头部黑色；复眼灰红色；翅基片锈色，基部褐色；翅色暗；足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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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节锈色；负爪节红色；距桔黄色。体毛白色；顏面及胸部被白毛，杂有黑毛；后基跗 

节毛撒红色，•腹部第 1 节背板被白毛，第 2—4节背板被黑毛，其端缘具白毛带；第 4 

节背板中央被灰毛；第 5 节背板被灰白色，中部端缘被暗褐色毛；腹板毛白色。

雄：未明。

分 布 甘 肃 （兰州八

狐红条緣 加 Cockerel], 1922

A nthophora abjuncta  Cockerell, 1 9 2 2 , P ro c . U . S . Nat^ M u s .f 60  A ris  1 8； 7 t 

A nthophora abjuncta 〇yz\^T^\., 1941 s W u , C at. Irts. S i n , ,  6s 297.

Ani/w/Aora 必jwnc奴 Gxkereil，1988，Brooks， Bw//. LWv. Ka财 ■，幻 (9 ) : 496，

雌体长12—14mm; 似 Atti/iopftorapijtmi/jes，主要区别：触角第1 鞭节较短。翅基 

片锈色，翅浅烟色；末跗节暗红色；距红色。头部被黑毛；颊被灰色毛；胸部被鲜狐红 

色毛，无黑毛混杂；胸部腹面被白毛，但侧板被狐红色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暗红 

色，端部黑色；腹部第1 节背板被灰黄色长毛组成的毛带，其他各节被黑色或黑褐色 

毛，并具长的浅黄色毛带。

雄；未明。

分 布 四 川 （Suifu)。

白毛条錄 4̂it成ojrftora robU Cockerell, 1911

Anthophom wbU Oxk&^^\9 1911, Proc. U. S- N at. M us.9 40： 292*

Anthopkora robH Cocfeerell, 1941, WuT Cat. Ins. Sin., 6 ： 298,

A nthophom  rv (^  Cock& ^il, 1 9 8 8 , firooks, S ci. B u ll. Unix;. K an s. 53  ( 9 ) ;  4 9 6 ,

雌体长14一 15mm; 体具白毛斑；后足基跗节全部被黑毛。体黑色。颜面、颊、前 

胸、胸侧、中胸端部、小盾片、并胸腹节及腹部第1 节背板均被雪白色毛；颅顶、中胸 

(翅基片间）、腹部第2—5 节背板均被短黑毛；后足毛刷黑色；腹部第2—4 节背板端缘 

具白毛带。

雄：未明。

分 布 北 京 。

花园条蜂  /rortensis M o n w i l z ，1886

A nthophora hortensis yior^w itzt 1886 , H or* soc. E n tem . , 2 0 :  209- 

P<^lirius horiertsts W hi^ iX z, 1 8 9 7 , ¥ r im t Bienen E u ropafŝ  3 ； 148.

P odaliriu s hortensis Morawiu» 1941! Wu, C at. S in . f 6： 299.

雄体长10— llin m ; 胸部背面被浅黄色毛；腹部被白色长毛。唇基及眼侧具细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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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的刻点，强闪光；颚眼距极短；触角第1 鞭节稍短于节2 +  3 + 4 + 5 , 第 4 节宽于长， 

以下各节长于宽；腹部刻点密，第 7 节端緣具2 针状突。上颚基部、上 唇 （除基部2 浅 

褐色圆斑)、唇 基 （除顶缘及侧缘窄的黑斑）、眼侧、额唇基横宽纹均为乳白色；翅基片 

浅黄色；翅痣暗褐色；距白色；中足跗节浅红色。头部表面被白毛；胸部背面被浅黄色 

毛，腹面被银白色毛；足毛白色；后足基跗节内侧毛黄红色；中足末跗节两侧被长的黑 

毛；腹部被白色长毛，背板端缘具雪白色毛带。

雌：未明D

分 布 西 藏 。

无里蜂属  Friese， 1897

A m en tia  Friese, 1897 , Die Bienen Europa^. 3 ； 277 -

Alfke/ieLla'BoneTt 1919 > Stammesgeschichte der Piauftflugler BicJ. Zentalbl. , 39: 168,

檎式种 de Villers.
体小至中型。无爪间垫；雌雄性颜面均具色斑（黄、白、红黄或褐色），很少全部 

黑色；唇基扁平或稍隆起；雄性中足及后足简单，无毛撮；雌性后足胫节毛简单，边缘 

分枝状毛；雄性生殖节简单，圆或背腹向扁，生殖剌突一般退化疤状，有些全无；雄性 

无臀板，雌性臀板无中纵脊。腹部一般具俯卧状毛带，色彩鲜艳，具蓝、绿、桔黄等金 

属光泽，特别东非的种类更艳丽。

分类系统

无 垫 蜂 属 分 为 11亚 属 （Bitjoks，1988):无 垫 蜂 亚 属 (东非及 

南非、地中海、中欧，东至印度北部），澳无垫蜂亚属 iVotom明 ( 澳 大 利亚〉，细足 

无 垫 蜂 亚 属 ( 澳 大 利 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带无垫蜂亚属Zbnawwg沿a (澳 

大利亚至中国东南部及印度），双 带 无 垫 蜂 亚 属 （索马里、印 度 斑 马  

无 塾 蜂 亚 属 ( 非 洲 全 部 、地中海地区至印度南部），舌无塾蜂亚属Gfos- 

(印度至东南亚至印度马来亚区），小无塗蜂亚属M im m cg瓜a (非洲南部、 

中部及东部至地中海地区至印度东北部），宽 顶 无 垫 蜂 亚 属 ，非洲无垫蜂 

亚 属 及 大 无 垫 蜂 亚 属 M叹 3 亚属均分布于非洲，全世界共约246 

种。我国分布的有5 个亚属：Aweg以ia s . 办 ，，Zbna邮 gi/Za , Ze6ra/rt保W a，Gfos- 

Micram ĝi7/a 共 2 6种，占世界种类的10.5%。5 个亚属的分布界限明确 

(表 15)，小无垫蜂亚属及斑马无垫蜂亚属仅分布于我国西北部；舌无垫蜂亚属及带无 

垫蜂亚属分布于我国亚热带及热带地区，个别种延伸至华北或东北（辽宁）；无垫蜂亚 

属 3 种中2 种分布于我国北部，另 1种以南部分布为主。此 5 亚属的26种占5 亚属144 

种的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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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4 3 无 垫 蜂 属 亚 属 支 序 图 （仿Brooks，1988)

Brooks (1988)利用17个成虫特征进行了支序分析，各亚属间的亲缘关系见图143 

(以条蜂属为姐妹群)。

表1 5 中国与世界无垫峰AniegjWa亚厲分布及种类比较

亚属名
分 布 种 数 %

世 畀 （动物畀） 中 国 （大区） 世界 中国 ( 中囯 /世界）

带 无 里 鋒 亚 属 瓜 I 澳洲界、东洋界、古北 华南、西南、华东、华 5 0 6 U . 0

界 北 、东北、西北

舌无塗蜂亚厲 东洋界、古北界 西南、华南、华 东 、华 

北

2 6 11 4 2 .3

斑马无热錄亚厲 非洲界、古北界、东洋 蒙新 40 3 7 , 5

gilh 界

无塾蜂亚属 AwwgrZifl s i r . 非洲界、古北界、东洋 华 东 、华北、蒙新、青
12 3 2 5 .0

界 藏

小无绝蜂亚厲 非洲界、古北界、东洋 

界

蒙新 16 3 1 8 .7

总 计 1 144 2 6 1 8 .1

地理分布

无垫蜂属与条蜂属分布不同，无垫蜂属以分布于旧大陆的热带地区为主。自支序图 

看，4 个 亚 属 （第 8 腹板端部宽的）丨 A介仰嘴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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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以非洲为主，其中小无垫蜂亚属M icm胃 iH a也在东洋及古北界有少 

量种类分布；舌无垫蜂业属G化 分 布 于 东 洋 界 ，古北界东南部也有分布；余 

6 个 亚 属 （第 8 腹板端部较窄）中 斑 马 无 垫 蜂 亚 属 及 无 垫 蜂 亚 属 Amegi//a 

分布也以非洲为主，9 0 %种类分布于非洲，古北界地中海地区、东洋界的印度及斯里兰 

专均有分布，故此 2 亚属可认为源于非洲。Z〇M »iegi7/a , Asaro^oda , JVofowiegiZfa均 

以分布于澳大利亚为主，其 中 在 东 洋 界 ，特别是印度马来亚区种类最多, 

古北界有少数种类； 尚分布于巴布亚新几内亚； 仅分布于澳大 

利亚； 衍保d/a 分布于非洲及印度北部。总之，本属可分为两系，一是以非洲为 

主，另一是以澳洲为主，印度马来亚区种类丰富。

亚厲及种检索表

雌

1 ( 1 2 ) 腹部背板端缘毛带具铜色光泽（铜绿、铜蓝、铜黄色等）；有眼侧斑；盔节至多达中足基节，

为前足胫节长的2,5倍 （带无垫蜂亚属

2 (3) 胸部被灰篮色杂有黑色毛；腹部第1—4 节背板端缘具宽的金馬蓝绿色毛带；唇基黑斑大，

长方形，中央黄纹端部较宽；体长12—13mm ............，无垫絳A _ (Z .) cingwK/em

3 (2) 胸部被黄褐色毛或杂有黑或黑褐色毛

本（5) » 部第1—4 节背板端缘具蓝绿色毛带；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3 + 4 ; 唇基黑斑长方形，斑

间黄纹较宽；后足基跗节内、外側均被黑毛；体长12—1 4 _  ........................

...................................................... 梳无整鋒 A . (2.) cwwfceW

5 (4) 腹部第1一4 节背板端缘具黄绿色毛带；后足基跗节外侧毛黑色或基部有少量浅色毛

6 (7) 腹部第1一4 节背板全部被黑色毛；唇基黑斑大，几达端缘，斑间黄纹窄而直；后足胫节外

侧被白毛；中及后足胫节被黑毛；体长 12—14tnm ..........绿条无笙蜂A . (Z .)

7 (6) 后足基跗节外侧被黑色毛，基部有少量浅色毛

8 (9) 触角第1鞭节短于节2 + 3 ; 头部的斑乳白色；唇基黑斑较大，似靴形；体长11—1 2 胃 …

..................................................东通无整蜂A . (Z .} 职你

9 (8) 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3 , 等于节2 + 3 + 4 ; 头部黄色

10 (1 1 )胸部毛锈色，杂有黑毛S 唇基黑斑大，长方形，斑间黄纹呈喇叭状；体 长 …

..................................... ........... …… 考 氏 无 整 峰 (Z .} 如油此出

11 ( 1 0 )胸部毛黄褐色，杂有黑毛；曆基具2 个基部相连的黑斑，斑内缘呈弧形；体长

..................................................鞋斑无里鋒A ■ (Z .} axJcd/em

12 ( 1 ) 膣部背板端缘不具毛带或具浅色毛带

13 (44〉体中型（起过 llm m〉

14 (3 3 )腹部背板端嫌具浅色毛带或不具明显毛带（少数种类）或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密被短的浅色

细 毛 （少数种类）；眼側具三角形斑或条纹；盔节长达后足基节中部或后缘，为前足胫节长 

的 3 倍 （舌无绝蜂亚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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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1 6 ) 胸部被灰及白色混杂的毛；翅色暗；腹部第5 节背板两侧具白毛；体长 17— 19mm ..............

.................................................... 灰胸无里蜂A • [G. 1 /Zmfcriom

16 ( 1 5 )胸部及腹部毛他色；翅浅色

17 ( 1 8 ) 胸部被黄毛；腹部第 1 节背板具黄色毛，第 2 节及 3—4 节背板甚部均被黑毛；第 3—4 节背

板端部及第5—^6节全部为桔黄色，并被桔黄色毛；体长 14一 16mm....................

..............................................熊无盡蜂 A . {(；*) pwwrfoftowiiojrf雄

18 ( 1 7 ) 胸部毛全为黄至黄褐色

19 ( 2 2 ) 腹部背板端缘不具毛带

20 ( 2 1 )胸部被黄褐色长毛；腹部第1一2节背板密被黄褐色短毛，第 3—^节背板被黑M毛；足红褐

色；唇基黄色，具 2 大褐斑；体长16—18mm ........軎马无垫蠔A . (G.)

21 ( 2 0 )胸部被黄毛，腹部第1 一 2 节背梹及第3 节背板两侧及端缘均赍被黄色毛；箄 3 节背板大部、

第 4一6 节背板均被黑毛；足黑色，腿节及胫节均被黄毛；体长 13rnm..................

....................................................海南无鱼蜂 A * (G-1 felinflnCTwis

22 ( 1 9 )腹部背板端缘具明显浅色毛带 

2 3 ( 3 0 )触角第1鞭节稍长于节2 十3 + 4

24 ( 2 5 )腹部第1 节背板中央被少量黑毛，第 2 节背板中央的黑毛形成大黑斑，两侧被细小黄毛；第

1 一4 节背板端缘具黄褐色毛带；唇基卵黄色，被黑揭色毛；体长 14一 16mm ..........

....................................................黄黑无整蜂A . (G.} fnalacce拟红

25 (24>腹部第 1 节背板全部被稀黄毛或红褐色毛

26 ( 2 7 )腹部第1 节背板被稀的红褐色长毛；第 1 - 4 节背板端缘具细白毛带；唇基卵黄色，被黑毛；

体长 12^ 15mm ........................................... 蝥无整蜂 A . ( <? J  urens

27 (26>腹部第 1节背板被黄毛，3—5 节被黑毛；足红褐色

28 ( 2 9 )腹部第1—2 节背板被钿小的黄毛，〗一3 节背板端缘具黄毛带，第 4 节毛带白色 i 唇基杏黄

色，被金黄色毛；体长15 — i6nun.................... 云南无Ife蜂 A , (G. 1 jwmwnewsfs

29 ( 2 8 )腹部第1 节背板被稀黄毛，第 2 节被稀而短的黄毛；第 2—4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唇基黄

色，被黑褐色硬毛；体 长 13—15mm ........................ 骓无垫蜂A . (G.) jacoW

30 ( 2 3 ) 触角第1鞭节稍短于节2 + 3 + 4

31 (32)腹部第1 一2节背板被红揭色短毛，第 2节背板中部具2块黑短毛组成的小斑；第 3—6 节背

板以黑毛为主，杂有少量红褐毛；第 节 背 板 端 缘 具 浅 黄 或 白 色 毛带；曆基柠槺黄色， 

被黄及黑褐色混杂的毛；体长15—17mm .................... 花无垫蠔A ■ (G .)

32 ( 3 1 )腹部第1 节背板被红揭色毛，杂有少量黑毛；第 2 节背板被短的红褐色毛，基部及中部被稀

的短黑毛；第 1一3 节背板端缘具黄及白色毛带；唇基黄色，被浅黄色毛；体氏16 _18nim 

................................................揭胸无隹醣 A . <G .l mcwpjJrrfta

33 ( 1 4 )腹部背板端緣具白毛带；触角第1 鞭节等于或长于节2 + 3 十4

34 (狗）有眼侧斑；触角第1鞭节等于节2 + 3—4 (斑马无垫蜂亚属办

35 ( 3 8 )唇基及额唇基区具浅色播状斑；颜侧具黄或白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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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3 7 )上唇宽大于长；唇 基 （侧面观）与复眼等宽；颜面斑白色，颜侧具窄的白纹，不达复眼中

部；第 5 背板基半部被密的白色鱗状毛，杂少量黑色直立的毛，背板侧面被长的毛；体长 

9— llmm ........................................... 白期无堅蜂 {2e. 1

37 ( 3 6 )上唇长大于宽；唇 基 （侧面观）比复眼宽；顔面黄色，颜侧具黄纹，达复眼中部；第 5 背板

基半部具稀的直立黑毛，背板侧面为白色长毛i 体长12—13mm ......................

..................................................宽S 无塾練A . (Ze.丨Mvignyi

38 ( 3 5 )唇基及额唇基区具浅色斑_ 非锚状；唇基端缘线纹窄，为其长的1/6— 1A ; 颅顶及中胸背

板杂有黑毛；后足腿节及腹板中央有黑毛；体长11—12mm ..........................

..................................................R 尾 萆 雜 蜂  A , tZe*} salviae

39 ( 3 4 )无眼槲斑；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3 十4 (无 整 : 蜂 亚 属 此 ）

40 ( 4 3 )胸部被灰白色毛

41 ( 4 2 )唇基黑斑几达唇基端缘或几与上唇的较大黑斑靠近；后足胫节及基跗节基半部均被浅黄色长

毛；腹部第1一4节背板端嫌白毛带较窄；体长 13—15m m .............................

...................................................... 杂无整蜂A . (f . 价 .）oon/咖

42 ( 4 1 )唇基长方形，黑斑不达端缘；后足胫节及基跗节均被银白色毛；腹部第1_4节背板端缘白

毛带较宽；体长11 一 12m m ........................ 蒙古无势t t  A ■ ($ ■

43 ( 4 0 )胸部被锈禰色毛；唇基黑斑不达腯基端缘，上唇黑斑小；后足胫节外表面外半部被白毛，内

半部被黑毛；基跗节全部被黑毛；腹 部 第 节 背 板 端 缘 具 宽 的 白 毛带；体长14一 16mm 

...................................... ...四条无垫蜂A . {$. sfr.)

44 ( 1 3 )体小型（不超过 liram ); t t 部背板除端缘具白毛带或有的种类背板尚被伏卧的浅色细毛；

后足毛刷浅色；无眼侧斑（小无垫蜂亚属Mitra™ 炉_也）

45 (4 6 )胸部被浅黄褐色长毛；腹部#节背板密被白色伏卧的细毛；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具宽的浅黄

色毛带i 膊基黑斑内倾，其基部不相连；体长9— lln n n...............................

....................................................黑角无里蜂 A . (M .}

相 （4 5 ) 胸部被灰白色长毛；腹部第L一4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第 2—5节背板被稀的黑色直立的毛

47 (4 8 )唇基黑斑长度趄过唇基1/2 ,黑斑间芊行i 体 长 卜 1 1胃 .............................

...................................................... 捷无蛰蜂 A * [M .) wfoc/ssima

48 ( 4 7 )唇基黑斑基部内傾，黑斑间呈三角形；体长h lO im i......山无垫蜂A * (M .) monriwfia

堆

1 (12) «部背板端嫌具铜色光泽（铜蓝、铜绿、铜黄）毛 带 （带无® 蜂亚羼2bnwM?gii/a )

2 (3) 胸部被灰蓝色杂有黑色的毛；腹部第1 一^节背板端缘具宽的蓝绿色毛带；体长 10— llmm

.................................................... 领无势W (Z j 咖职奴/em

3 (2) 胸部被黄褐色杂有黑色的毛

4 (5) 腹部第〗一4 节背板端缘具蓝色毛带；第 5 腹板中央凹陷宽；曆基黄色，具 2 细 小 呈 “八”

樓黑斑（图 145); 体长 10 —12mm ....................… ■梳无绝嫌A . (Z .丨eomiieH

5 (4) 腹部第1 1 背板端缘具黄绿色或蓝绿色毛带



6 ( 7 ) 第 5 腹板端缘直，不凹陷；旗部第1 一5 节背板端缘为黄绿色毛带；膺基黄色，具 2 船形黑

斑 （图 149: 体长 10— llmm .......................鞋斑无垫鋒 A . (Z .) cafcci/era
7 (6) 第 5 腹板端缘中央呈半圆形凹陷

8 ( 1 1 ) 唇基黄色

9 ( 1 0 ) 唇基2 小黑斑位于前罄骨陷处（图1柄：b) ; 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端缘具绿或蓝绿色毛带；体

长 U—13nim ............................................绿条无垫鋒A . Jwrwto

10 ( 9 ) 唇基具2 靴形黑斑（图 148: b) ; 腹部第1 一 5 节背板端緣具黄绿色或宝石绿色毛带；体长

11—13mm ........................................... 考氏无垫蜂 A , (Z -> coWwe讯

11 ( 8 ) 唇基奶白色，唇基黑斑位于两侧（图 147);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端缘具金属绿色毛带；体长

11 一 ..........................................东亚无里蜂 4 . (Z .)

12 ( 1 ) 腹部背板端缘不具铜绿、蓝等色的毛带

13 (42 >体 中 型 （超过 llmm)

14 ( 3 1 )腹部背板端緣具浅色毛带或不具毛带（少数种类）或1一2节背板被压平的浅色细毛（少数

种类盔节长达后足基节中部或后嫌，为前足胫节长的3 估 <舌无垫蜂亚属

15 ( 1 6 )胸部被灰白色毛；腹部及足被黑毛，腹部第5 4 节背板被白毛；唇基黑斑占唇基长的2/3;

翅暗褐色；体长14一15mm .......................... 灰細无里嶂A ■ {G*) 方

16 ( 1 5 )胸部毛他色

17 ( 1 8 )胸部被黄毛；翅间具宽的黑毛带；上 唇 （除基部2 圆斑）、唇基大部、额唇基三角形斑均黄

色；腹部第2 背板被黑毛，笫 3—4 节基部黑色；第 5 4 节背板及腹板端缘桔黄色，并被拮 

黄色短毛；体长 16 —17m m........................ 冊无S ltf A . (G . ]

18 ( 1 7 )胸部被黄褐或红褐色毛

19 ( 2 4 )唇基隆起明％，趙过复眼侧面宽的1/2

2 0 ( 2 1 )胆部背板不具浅色毛带；腹部第1一2 节背板密被细小黄毛，第 3—5 节背板被细而稀的毛； 

唇基斑及触角均红褐色；体长16—18mm ............軎马无里嫌為• （£!•)

21 ( 2 0 )腹部背板端缘具浅色毛带；唇基斑黑色；顔侧唇基缝以下有黄斑

22 ( 2 3 )腹部第1 节背板被稀的黄揭色直立的长毛，并具不明显毛带；第 2 - 6 节背板被稀而短的黑

毛，第 2 - 4 节背板端缲具窄毛带；体长13—16rmn............ 螯无垫蜂A . (G.)

23 ( 2 2 )雎部第1 一 2 节背板被较稀的细黄毛；第 2 - 4 节背板被稀而短的黑毛，第 3 - 4 节背板端缘

具窄毛带i 体长13—15mm ........................ 云南无里蜂4  • (G. ) jwtwiMMrwfa

24 ( 1 9 )厣基隆起，不超过复眼侧面宽的1/2

25 ( 2 8 )膊基黑斑大，约占唇基长的4/5

26 ( 2 7 )盾基桔黄色，黑斑间基部内倾，触角第1鞭节几等于第3 节长；腹部第1 背板中部及第2 背

板大部被黑毛；第 1一4 节背板具白毛带；体长 12—15m m.............................

..........................................................................................褐胸无& 绛 A . mesopyrrhtt

27 ( 2 6 )唇基卵黄色，黑斑间黄致窄且平行；触角第1鞭节稍长于节4 + 5 ; 腹部第1 节背板褐色，中

央形成半月形黑毛斑，第 2 节背板中央被黑毛斑，第 1—4 节背板端缘具浅黄毛带，第 3一右 

节背板被黑毛；体长13—16imn...................... 黄黑无垫蜂A . (G.) uw/flowns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蜜蜂总科 蜜蜂科 蜜蜂亚科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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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2 5 ) 唇基黑斑较小，短于唇基长的4/5。

29 ( 3 0 )盾基黑斑约占唇基长的2 / 3 ,间距宽，基部内倾；腹部第1—2 节背板被黄毛，第 1 一4 节背

板端缘具白毛带，第 3—4 节背板被黑毛；体长13—14m m …… 花无垫蜂A .

30 ( 2 9 )唇基黑斑约占唇基长的1乃，基部内倾，内缘M小弯曲状；胸部背板及侧板密被桔红色毛；

前足跗节桔红色，末节锈色；体长13—17mm ................ 雅无垫«  A ♦ ( G •)

31 (14)腹部背板端缘具宽的白％带

32 ( 3 ? )第 7 腹板端部两側正常，不向两側扩展，长 宽 相 等 （图 158: b) (斑马无垫蜂亚属為-

bramegiila)

33 ( 3 6 )唇基、上唇、触角柄节及颜侧黄色：后足基跗节外表面被黑毛，有时基部具1 小撅白毛

34 ( 3 5 )上唇宽大于长；唇 基 （侧面观）宽于复眼；唇基基部具明显的黑斑；第 5 节背板毛带密；体

长10—llmm .................................. .....................................宽唇无势轉A. (Ze，）savi伊
35 ( 3 4 )上曆窄，其宽度短于长；颜侧白斑三角形，直达复眼 1/2处；触角鞭节褐色；体 长 9 -

Umm ................................................白嫌无绝蜂A . (Z^  )

36 (33) «基 基部及顔侧均黑色；颜面斑黄色；颅顶及中胸背板杂有较多黑毛；腹板被黑毛；体长

9—10mm ........................................... 規尾草无势蜂 A _ (Zc*)

37 ( 3 2 )第 7 腹板端部明显向两側扩展，宽大于长；无生殖剌突（无垫蜂亚属

38 ( 4 1 )胸部被灰白色毛；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端缘具细白毛带；后足基跗节被白毛

39 ( 4 0 )唇基两侧缘具条状黑斑；体长11 一 12mm ................ 杂无垫蜂A , (s srr.) aw/usa

40 ( 3 9 )唇基基部具2 个长方形黑斑；体长9nan ............蒙古无里鋒A * {s •对r *} monglko

41 ( 3 8 )胸部被锈褐色毛；头部斑黄色；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端缘具宽白毛带；后足基跗节被黑毛；

体长 12—13mm ...............................四条无蛰錄 A . U . 对，•}

42 <13)体 小 塑 （不超过 llnm O; 腹部背板垴缘具白毛带或有的种类背板尚被伏卧的浅色细毛（小

无塗蜂亚属

43 ( 4 4 )胸部被浅黄褐色长毛；腹部第1一5 节背板端缘具浅黄色宽毛带；唇基黑斑沿额唇基缝，呈

细八宇形；体长8—lOmm ............................. ............ 黑龙无绝蠊A. 协**}
44 ( 4 3 )胸部被灰白色毛；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埔缘具白色毛带

45 ( 4 6 )唇基黄色；前幕骨陷处各具1 小黑斑；体长8—10mm.................................

...................................................................................捷无金蜂A. (5. str 4) velodssima

46 ( 4 5 )盾基乳白色，黑斑大，基部内倾，斑间呈大三角形；体长8""9mm ....................

........................ .................................................................  (s . str^) montivaga

带无塾蜂亚属  Z o n a m em lla  Popov, 1950

_
Zimamegilla Popov> 1950, Entom. Oboxr., 31： 260.

換 式 种 xon ata, 1758.

体 长 10— 14rran; 大部分种类腹部具铜蓝或铜绿色或钢黄色毛。雎 性 有 眼 侧 斑 ；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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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第1 鞭节等于以下2 节至 3 节之和。雄性第5 腹板顶缘中部具宽或浅的凹（除 

cef/e m 外），第 6 腹板顶端1/3处具侧凹陷，表面 1/3处 具 “丫，，形纵脊，有时中央瘤 

状，顶端中部或在瘤上具1 撮黑毛；腹突端部简单，无侧突起；第 8 腹板顶端窄，双 

叶；生殖基节三角形（腹面观） （除中国的OTnato四方形），向内弯；生殖刺突退化为 

泡状成扣状。

本亚属分布于澳洲、中国和印度，共 50种。我国有6 种，分布于亚热带及热带地

区。

领无整蟑 (Zonom^ Ua) dnguli/era (Cockerell), 1905 (图 144)

A ntkophora cin g u lifera  CockerellT 190 5 T A n n . N at. H ist~ , 8 ( 5 ) :  410 -

A m egilla rtxdkeri (C ockerell), 1 9 5 0 , Popov, E ntom , O b o z r ., 31 (1—2 ) :  2 5 9 .

Ame^llu wcdhert (C ockerell)* 1988  Wu eic. 9 Apoidea Yunnanr 7 0 .

图 1 4 4 领 无 垫 蜂 (Z . ) ci叫wW片m 
a .屏基早；b , ® 基 ？； c .第 7 背板；也 第 7 雎板；e ■第 8 膿 板 ；£.生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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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体长12—13nim; 胸部被灰蓝色杂有黑色毛。上颚2 齿，外齿尖；唇基、上唇及 

额的刻点密；腹部各节背板剡点细且密。上颚基部、唇基及上唇均黄色；上唇基部黑 

色，两侧各具1小黑斑；唇基基部两侧具2粗大长方形黑斑（图 144: a)，端部稍宽； 

额唇基三角斑及触角柄节前表面顶端斑均为黄色；翅基片黑色；足及距均黑色；翅烟 

色。上唇密被黄色毛；额及唇基被黑色毛；颜面、触角窝间及颅顶均被灰蓝色及黑色混 

杂的毛；颊被灰蓝色毛；胸部及胸侧密被灰蓝色毛杂有黑色毛；前足腿节外侧、胫节、 

跗节及中足胫节均被灰蓝色毛；后足基跗节基部外侧被黑毛，基部1 小撮白毛；腹部各 

节背板毛稀少，黑色；第 1—4 节背板端缘为蓝绿色毛带，杂有白毛，具强光泽；第 

1 一5 节背板基缘被黑色短毛；第 5节背板两侧被白色毛；腹板端缘毛黑色。

雄体长10—11_;与 雌 性 区 别 ：唇基、颜面及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乳黄色；唇基 

黑斑八字形（图 144: h) ; 胸部毛以暗灰色为主；后足跗节毛黑色；腹部第1一5 节背 

板基部被蓝绿色毛带；第 5 腹板稍凹陷；第 6 腹板端部尖；第 7 节背板端缘具2 齿状突 

起 （图 144: c); 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44: d— f。

采访植物假连翘、豆蔻。

分 布 台 湾 、云 南 （西双版纳）、西 藏 （墨脱)；缅甸，印度，伊朗，斯里兰卡，澳

大利亚。

梳无里蜂 comferi (Cockei^ ll)，1911 (图 145)

A n th o^ ora com beri G x k ere ll, 1 9 1 1 , A n n . M ag. N at- 8  ( 7 )： 493*

com teV Cockerdl, 1 9 8 8 , W u e tc . , Apoidea Yunnan, 7 0 .

A m egilla {Z onarriegilla^ com beri (C ockerell), 1 9 8 8 , Brooks, S c i. B u ll. Univ^ K a n s , ,  53  ( 9 )： 

51L

雌体长12—14mm; 头、胸被黄褐色杂黑色毛；腹部被闪光的绿蓝色毛带。触角第

1鞭节长于节2 + 3 + 4 ; 小盾片刻点细密；中 

胸背板及腹部背板刻点细小且密；中胸背板中 

央具1 光滑区。颜面具浅黄色斑；唇基黑斑较 

大呈长方形，斑间黄带较宽；触角柄节前表面 

具黄斑，第 3 鞭节以后全为褐色；腹部黑色。 

小盾片被黄黑色毛；中胸背板被黄褐色毛杂有 

黑色毛；中足及后足胫节内侧被黑毛；后足基 

跗节内外侧均被黑毛；中足基跗节外侧被白 

毛；腹部各节背板被黑色毛，第 1一4 节背板 

端缘具翠蓝色毛带，第 5 节背板两侧具白毛带a

雄体长10—12nnn; 与雎性区别：唇基、上唇、颜面均为黄色；唇基 2 黑斑极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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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部两侧细线状，呈 形 （图 145)，为唇基长的1/ 2 ;腹部第2—5 节背板端缘具 

绿蓝色毛带，第 6—7 节背板被黑毛，第 7 背板端部两侧各具1 齿突；第 5 腹板端缘中 

央凹陷宽。

采访植物砂仁。

分 布 广 西 、云南、贵州，•印 度，巴基斯坦。

绿条无里蜂如场/«〇【Zonam堪iHa) sawoto (IinnaeusM 785 (图 146，图版YI: 15,16)

A pis am atus Lirms.eus, 17 8 5 1 Syst, Nat. lO th e d ., ( i ) t  576 .

Andrena conatus Fabricius, 1775, Syst. Entom. , 377,

Fabricius, 1804, Syst. Pies, 331.

A nthophora sonatus L^treille, 1 8 0 9 , G en. Crtt^t. 8l Insect. 4 ： 171 .

A n th of^ ra-tv a lk eri n igritarsis D over, 1 9 2 4 , Entom olo^ ist, 5 7 ： 2 3 1 .

AniAo/^iora (C o ck ere ll)，1 9 1 0，A n n . iVuf. H i s t , ， 8  ( 5 ) :  4 1 2 .

A nthopfw ra d (rv ^  C ockerd lt 1 9 2 4 , Kntom ologist y 5 7 ： 226 .

Podalirium axmatus L . 1 9 4 1 , W u , Cat, Insect. S in .»  6 ： 3 0 0 .

A m egilla {Zonarnegitla^) zonata  L , , 1 9 5 0 , Pbpov, E n tom . O bozr. , 3 1  (1 — 2 )： 259 .

Am egiU a sxmata L . , 1 9 6 5 , Wu^ Econ. Ins. Faun. China, Fasc. , 9 :  65 .

A m egilla {Z om rm g iiia ) zonata L , , 1988 , Brooks, Sci^ B u il. U niv, K a n s . f 53 ( 9 ) :  575 .

雌体长12—14inm; 颅顶及胸部密被黄及黑褐色混杂的毛；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端 

缘具绿至蓝绿色毛带。唇棊稍隆起，中央平滑；上顎狭长，2 齿；上唇及唇基刻点较 

大；颅顶、胸部及腹部背板刻点细小不明显。上顎基部、上唇、唇基前缘、侧缘及中 

央、眼侧区及额上三角形斑、触角柄节前表面1 小斑均为黄色；上顎顶端，上唇端缘及 

基部、唇基基部两侧的2 大斑均为黑褐色，斑的内缘直（图 146: a) ; 触角各鞭节、各 

足腿节及胫节内侧均褐色；翅浅褐透明，翅脉黑褐色。上脣及曆基被黄色短毛；颅顶及 

胸部背板密被黄及黑褐色混杂的毛；胸侧板及并胸腹节密被黄色毛，杂有黑毛；前足基 

节、转节及腿节外侧被黄色长毛；前足胫节及跗节外侧、中足胫节外侧及基跗节外缘、 

后足胫节外侧均被白色毛，以后足胫节毛最长；中足及后足胫节及基跗节被黑毛；腹部 

扁平，各节背板被黑色短毛，其中第1 一4 节背板端缘具绿至蓝绿色毛带，第 5 节背板 

端缘被整齐的黑褐色毛。

雄 体 长 与 雌 性 区 别 ：唇基黑斑很小（图 146: b) ; 腹部第1—5 节背板 

端缘为绿至蓝绿色毛带；腹部第5 腹板端缘有深的半圆凹陷，被黑毛；腹部第7 节背板 

端缘具2 齿 （图 146: c)，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46: d— f。

采 访 植 物 砂 仁 、苜蓿、油菜、向日葵、南瓜、野豌豆、豇豆、芝麻、荆条、扶 

喿、玫瑰、蜀葵、木槿、鸭柘草、蒿属、南五味子、水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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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6 绿条无垫蜂

a.眉基及上磨早t b.唇基及上膊矛i c，第7背板；d.第7腹板；e 第8政板；f.生殖节

分 布 辽 宁 、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日本，缅甸，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 

亚，菲律宾，澳大利亚。

东亚无绝蜂 (Zonam^ Ha) pa/ ^ pa鉍 Lieftinck，1975 中国新记录（图 147)

A m egiU a {Z on am eg ilk i) Liefrinck, 1975 , A nn . H ist, N a t. Mits* N a ti. H u n g . ,  6 7：

286—289,

雄体长11 一 12mm; 头部具奶白色斑；胸部被浅黄杂有黑色的毛；腹部第1 一5 节 

背板端缘具金属绿毛带。上唇宽于长，表面具较稀的网状刻点；触角第1 鞭节短于节2 

+ 3 , 第 1 节几与第3 节等长；后基跗节表面凹，光滑具刻点；腹部背板刻点稀且少； 

第 5 腹板中央呈半圆形凹陷，两侧具梳状毛；第 7 背板端缘两侧具齿突（图 147: c ) i 

第7—8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47: d—f。体黑色；唇 基 （除两俩各具1 小黑斑），上唇 

(除基部两侧各具1 圆的黑褐色斑）（图 147: b)、上喱大部分（除端部黑褐色)、额唇 

基区的横斑、颜 侧 （额唇基缝以下）及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奶白色；触角远端暗红褐 

色；翅基片褐色，翅透明；足黑褐色，距及爪深黑色。头部毛浅黄色杂有黑毛；颅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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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7  东业无整蜂 (之.）

心唇基早；b .唇基才；c，第 5 腹板墙缘；d. * 7 K 板；e . 第 8 腹板；f . 生殖节

部被黑色长毛；胸部被浅黄色杂有黑色毛，胸侧大部分被浅黄色毛，近腹面1/3处具白 

色毛；各基节及腿节被浅黄色毛，胫节及跗节外侧毛灰黄色，内表面暗褐色；后足胫节 

的长毛撮白色；后基跗节被黑毛，基部有浅色毛；腹部背板被黑色短毛，第 1—5 节背 

板端缘具金属绿色毛带，第 1 节毛带最窄，第 3—4 节毛带中央向前延伸；第 6—7 节背 

板被黑毛，第 6 节两侧有浅色毛；腹板黑褐色。

雌体长12—13im n; 与雄性区别：上唇稍厚，中央小瘤状；唇基黑斑大，内缘平行 

(图 147: a) ; 唇基刻点粗而深，端部脊处光滑；触角第1 鞭节稍短于节2十3; 中足胫 

节顶端被密的锈色毛；后足腿节顶端毛白色；后足胫节毛刷浅黄色；腹部腹面被黑色长 

毛；后足基跗节外表面基半部被浅黄色毛，端半部深黑色，内表面深红褐色，毛撮黑褐 

色；腹部毛带较雄性色鲜；第 5 节背板被黑毛，两侧被白毛；第 6 节背板具黑色毛。 

采 访 植物水柳、荆条、益母草、野麻、蜀葵、木槿、薄荷。

分 布 辽 宁 、甘肃、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四川；朝鲜半岛。

考氏无垫錄 AjiwgiMii (ZofioiiMgiUa) caWweW {Cockerell)，1911 (图 148)

Anthophora caldwelli Cockerell, 1911, Ann, h^ig- Nat> Hist.* 7 (8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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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phrtra c a ld u ^ li Oxik^ceUy 1911 ̂ Entonw logist t 4 4： 233. $

A nthophora korcttensis CockerelJ, 1 9 1 3 , A n n . M ag . Nat^ Hist^ , 7  ( 8 ) :  491.

AmegilLu {Z onaT nesilki) ca ld w elli Cockerell, 1 9 5 0 , P〇porvt E n tem . O b o z r ., 31 (1-—2 )； 258 . 

A rU ho/^ ra ^ /la ^ s c e n s  Ys&\miatsvi9 1 9 6 5 , K on tyu , 3 3 ： 256— 2 5 8 .

雌体长13—15mm; 胸部被红或黄褐色杂少量黑褐色毛。头宽于长；颅顶©缘平 

直；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上颚2 齿；头部及腹部刻点均细密。触角柄节前 

表面具黄斑，第 3—12鞭节黑褐色；上唇黄色，四缘深褐色；额具三角形黄斑；上颚基 

部深黄色，端部栗褐色；唇基基部具2 大黑色斑，近长方形，黑斑间基部内倾，基部接 

近端部处稍宽，呈喇叭状（图 148: a)。上唇被浅黄色毛；眼侧、颅顶、触角窝间均被 

黑白混杂的毛；胸部被红或黄褐色毛，杂有少量黑褐色毛；后足胫节外表面被浅黄色 

毛，内表面被黑毛；后足基跗节被黑色毛，基部外恻具1 撮浅黄色毛；腹部背板被黑色 

短毛，其中第1 一4 节背板端缘为黄绿色或宝石绿色毛带，第 5 节背板端缘具黑毛。

图 148 考氏无塗蜂 (Z , )

a . 脣棊半i b . 唇基才；c . 第7 背板i d，第S 胺板；e . 第7 腹板；f. 生殖节

雄体长11—13mm; 与雌性区别：唇基基部两侧黑斑靴状（图 148: b) ; 前足胫节、 

跗节及中足、后足胫节外表面被浅黄至白色毛，各足跗节被黑褐色毛；腹部第1 一5 节 

背板端缘具黄绿色或宝石绿色毛带，各节毛带向后节逐渐加宽；第 7 节背板末端具2 小 

齿状突起（图 148: c) ; 第 5 腹板端缘中央有深的半圆形凹陷；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 

图 148: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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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植物罗芙木、向日葵、大理菊'芝麻、豆蔻。

分 布 山 东 、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广西、四川 

贵州、云南。

鞋斑无垫蜂 A m b ite (ZwwmegiHa) micei/em (Cockerell}, 1911 (图 1 4 9 ,图版见 i 1)

A nthophora c a l^ je r a  O ^ t x d l ,  1 9 1 1 , Ann. M ag. Nat. H i s t . t 8 ( 7 )： 491— 4 9 3 .

A nthophara ca k e ife ra  var. tain an  Strand, 1 9 1 3 , S u p p i. E n tom . , 2 ： 49— 50 .

A m effilla {Zonarrw ^U a) c a k e ife ra  (C ockerell), 1 9 5 0 , Pc^ov, E n tom . C b o zr^  31 (1 — 2 ) :  2 5 8 . 

A w g tlla  (Z ortam egilla) ca lce ifera  (C ockerell), 1 9 S 8 , Bixx>ks, S c i. Bull. U n iv . K an s. , 5 9  ( 9 )： 

510— 5 1 1 .

图 149 鞋斑无塾蜂

脣基早；L 唇基方i c.第7背板；d■第7腹板1 e.第8腹板；f.生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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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ez/mt Cockerell, 1 9 8 8 , W u etc. , Apoidea Yunnan, 69 .i

雌体长10—12rnm; 体较窄小；胸部被褐黄色毛，杂少量黑毛；腹部第1 一4 节背 

板被黄绿色毛带。上颚2 齿；触角第1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腹部卵圆形。触角柄节 

前表面乳白色*第2—12鞭节前表面暗褐色；上颚基部褐黄色，端部黑褐色；上唇、唇 

基中央、前缘及两侧、额均具黄斑；唇基具基部相连两侧呈弧形的2 黑斑（图 149:

足栗色；腹部黑色。眼侧及额被黑白混杂的毛；颊密被白色毛；胸部被褐黄色毛，杂少 

貴黑毛；胸侧密被灰黄及黑色混杂的毛；后足胫节外表面（除胫基板内表面被少量黑 

毛）及基跗节基部外侧被白毛，内侧被黑毛；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被黄绿色毛带，其余 

各节被稀疏黑色毛。

雄体长10— l lm m ; 与雌性区别i 触角柄节前表面黄色，第 1鞭节前表面端部褐红 

色；唇基基部2 船形黑斑（图 149: b) ; 腹部第1 节背板基缘被稀的黄毛，第 〖一 5 ^  

背板端缘具黄绿色毛带；第 5 腹板端缘直；第 6 腹板端半部明显脊状，顶端加宽，着生 

1小撮毛•，第 7 节背板端缘具2 小 齿 （图 149: c h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49: d—f。
采访植物大丽菊。

分 布 甘 肃 、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福建、 

台湾、广东、海南、广西、四川、云南；朝鲜，尼泊尔、缅甸，泰国，越南，马来半 

岛，印度尼西亚，印度。

舌无塾蜂亚属 1988

GloasaTnegilla Brooks, 1 9 8 8 , S c i, B u il. Urtiv> K a m .^  53  ( 9 )： 512-

模式种 灿ora Cockerell，1930。

体长 13—20mxn; 毛褐色；胸部被短而密的绒毛；腹部毛伏卧，盖于背板上或仅边 

缘形成毛带。雌性触角第1 鞔节等于以下2.7节至3.5节之和。雄性第7 腹板顶端完整 

(除 A ■ 扣 且圆，顶侧缘具1—2 叶；第 8 腹板宽，顶端有2 小钝突，侧 

缘稍向远端倾斜；生殖基节顶端不扩展，顶 叶钝（除 A . 尖）；无生殖刺突。

本亚属分布于印度至东南亚到印度马来亚区，共 26种。我国有11种，主要分布于 

亚热带及热带地区。

灰 脚 无 绝 蜂 r々nM ata (Smitti), 1879 (图版^[: 2)

A nthophora fim b r ia ta  Sm ith , 1 8 7 9 , Descr. New ^ )ec. H ym en., 122.

P odaliriu s Jb^ briatu s S m ih t 1 8 7 9 , Fricse, Die Binen E u ro p ., 1 ； 2 9 4 .

Am egiU a (G lossa^ m f^ lla) fim b r ia ta  (^ n i th ) ,  1 9 8 8 , Brcoks, S d . B u ll. Urti-o. K an s. , 53  ( 9 ) t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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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 egitla fim b r ia ta  Sm ith , 1 9 8 8 , Wu etc. Apoidea Yunnati, 72— 73*

雌体长17—19m iru体黑色；胸部被灰色毛。唇基隆起，唇基及上唇刻点较粗大； 

上颚2 齿；颅顶后缘平直；颊窄小；颅顶、胸部及腹部各背板刻点细密。头部具黄斑； 

t 颚基部、上唇两侧及中央三角形斑、唇基前缘及中央尖三角形斑、额具扁三角形斑及 

眼侧区近唇基侧缘的斑，均为黄色〇上唇被浅黄色毛；唇基被黑毛；眼侧、触角窝、颅 

顶、中胸背板、小盾片及前足基跗节外侧均被黑白两色混杂的毛；颊、中胸侧板上部、 

前足胫节外侧及并胸腹节被白毛；中胸侧板大部分、足的各节、腹部各背板及腹板端缘 

均被黑毛；后足胫节及跗节扁宽；腹部宽，臀上板明显。

雄体长14一 15m m; 与雌性区别为：头部黄斑较多；上 唇 （除基部2 圆黑斑）、唇 

基前缘及眼侧均淡黄色；触角柄节前表面具1 黄斑；中胸侧板无黑毛斑；腹部第5—6 

节背板两侧被白毛；腹部第7 节背板端缘具2 角状突起；后足胫节不宽扁。

采访植物砂仁。

分 布 云 南 ；H本，缅甸，印度。

熊无绝蜂 (Glossamc如 Ha) pmidohwt&o/des (Meade~\Valdo), 1914 (图 150，

图版 \1: 11, 12)

A nthophora pseudobornboides Meade-Waido, 1 9 1 4 , A nn. M ag . N a t .  H ist. y London, 8  ( 1 3 )：

53,

A rnegilh. bornbiom orpha W u, 1 9 8 3 , A c t , E ntom . S tr t - , 26  ( 2 )： 2 2 2 .

A m egillu  ( Glossa?n€gUla ) p^e^dobo^boides ( Meade-Walcio) ,  1 9 8 8 7 Btooks? S ci. B u ll. U niu , 

K ans. , 53  ( 9 )： 513 .

雌 15—1 7 _ ;  口器特长；头部被黑毛。头宽等于长；唇基隆起；唇基、上唇及额 

刻点粗大且密；上颚2 钝齿；唇基前缘及中央具纵脊纹；颅顶及胸部刻点密集；触角第 

1鞭节稍长于节2+ 3 + 4 ; 腹部卵圆形，密被粗大刻点；臀上板明显。头部及触角均黑 

色；上唇黄色，四缘黑色；额唇基区具三角形黄斑；上颚基部褐黄色，端部黑色；唇 

基、额及颜面均黑色（图 150: a) ; 翅褐色，翅脉黑色。头部被黑色毛；上唇、唇基及 

颜面均被黑色硬毛；胸部被黑色宽的毛带；各足密被黑至褐色长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 

基部被狐红色长毛，基跗节端缘被1撮狐红色毛；腹部第1 节背板、第 3 节背板端缘及 

第 4 - 6 节背板均被褐黄色毛，以第1 节背板毛较稀，第 2 节背板及第3 节背板基部黑 

色并密被黑色毛；第 5 节背板端部中央被1 撮黑毛。

雄体长16—17_;与 雌 性 区 别 ：上 唇 （除基部两侧各具1 圆形黑斑外）、唇基大 

部 分 （侧缘黑色）及额唇基区三角形斑均为黄色（图 15(h b ) ; 上唇被细小黄毛；颊、 

胸部及腹部第1节背板密被黄色长毛；腹部第2 节背板端部两侧、第 3 节背板端部、第

4—6 节背板及腹板端缘被狐红色毛，第 1一4 节背板端缘具浅黄色毛带；第 7 节背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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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具2 尖的齿状小突起（图 150: c) ; 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50: d— f。

釆访植物锐齿凤仙花。在昆明地区，该緙多在8—10月间上午9 时至下午5 时左 

右群飞于锐齿凤仙花上进行采粉活动。

分 布 浙 江 、四川、云南。

軎马无里蜂 如maW棚 {Radosxkowski), 1882 (图 151)

A nthophora him alajen sis Radc&zkowski, 1 8 8 2 , Wiadom. z. nauk. przyrodz. Warszowa» 2 ： 75* 

A nthophora proserpina Gribodo, 1 8 9 3 , B u li，S〇c- Ent〇m , Jp?.l.«  2 ： 112.

A nthophora pahaugensis Meade-Waldo, 1914 , Ann. M ag. N at .  Hist.-,  Lonckm 8  ( 1 3 ) t 5S . 

ArnegiUa ht7naiayaensis y 1 9 S 8 , W u e tc , Apoidea of Yuirnan, 7 5 ,

AmegiUa {GLossamegiUa) hhncdajensis Radoszkowski, 1988j Sci. Buli. Univ. Ka7ts. f 53 (9): 

512 .

雌体长 1 6 — 1 8 _ ; 胸部密被红褐色毛。唇基隆起；上顎 2 齿，外齿尖；唇基中央 

具 1无刻点的纵脊；唇基，上唇及额刻点较粗；腹部各节背板刻点细而密。上唇、唇 

基、额及触角均红褐色；上颚基部至顶端为淡黄至深黄至褐色t 足红褐色；翅基片红褐 

色；翅褐色透明，前缘色深。上唇被褐黄色毛；唇基及额均被黑色毛；颜面、颊及颅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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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151 喜马无塑蜂 Awegi/Za (G.) 次

a . 笫 7 背板；b ■第5 腹板；c . 第 7 腹 板 ；d .第 8 腹 板 ；e . 生殖节

密被红褐色毛；胸部被红褐色毛；足被红褐色毛；中足胫节内缘2/3被黑毛，基跗节外 

缘 1排褐色毛；后足胫节内缘被黑毛；腹部第1一2 节背板密被褐黄色短毛，其余各节 

毛黑色。

雄体长16—18imn; 与雌性区别为：触角较长；足细长；翅色深暗；第 7 背 板 （图 

151: a) ; 第 5、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51: b—e。

采访植物金鸡纳。该蜂在金鸡纳开花期，飞舞于花丛间，飞行敏捷，采粉迅速， 

不易捕捉，是金鸡纳的主要传粉蜂。

分 布 云 南 ；细甸，印度。

海南无垫蜂 Am啦 Hfl (GtomimegiHa) fra切flrte«s issp* nov. 新种(图 1 5 2 ,图版YI: 9, 

10)

雌体长13mm; 胸部、腹部第1—2 节背板及第3 节背板两侧及端缘、足等均被黄 

色毛□唇基刻点较上唇密，唇基中央具弱隆起的纵脊；触角第1 鞭节稍短于节2 + 3; 

唇基隆起弱，为复眼宽的1/2弱 （图 〗52)。体黑色；上顆基半部、上 唇 （除基部两侧 

各 1 圆褐色斑)、唇 基 （除2 大锈色斑)、额唇基三角形斑、颜 侧 （额唇基缝以下）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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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黄色；触角锈色; 

翅基片及翅痣、翅脉均黄褐色，翅透明。上唇 

被稀的浅黄毛；唇基斑上被稀的黑褐色毛; 

额、颅顶、颊、胸部密被黄色长毛；各足腿节 

毛少，仅前足腿节外侧被长黄毛；各足胫节及 

跗节均密被黄色长毛，其内表面被黑毛；腹部

图 1 5 2 海南无势蜂Awieg /̂a ( C . ) /wi如rt- 

ensis sp. n o v .头部

的黑毛

第 1一2 节及第3 节背板两侧及端缘（中央中 

断）密被黄毛（较胸部短），第 2 节背板中基 

部、第 3 节大部及4 4 节均被黑毛；腹板有短

正模早，海 南 （保亭>，80m，1960. V .16,张学忠采。

本种近似喜马拉雅无垫蜂，主要区别为：体较小；胸部被黄色毛，非黄褐色毛；腹 

部及第3 节背板两侧及端缘均密被黄毛，非全部被黑毛；第 3 节背板大部分、第 4 4  

节背板均被黑毛；足黑色，非褐色。

雄：未明

黄黑无结:蜂 A/n^gjUa (Gfornun雄iU a) (Friese)，1853

A nthophoru viliosu ta  Sm ith , 1 8 5 3 , Cat. H yrn. B r i i , M u s . ,  2i  338*

A nthopkora viltosu la  var+ nudaccensis Friese, 1918 , Z ool. J a h rb .  Jen a ,  A bt. , 4 1 ： 511.

A nw gilla leptocom a 1 9 5 6 j T ool, Verh,^  30: 35—4 1 .

Lrieftinck，1 9 8 3，V/u* A c r  E n iam . S i n . ,  2(i ( 2 ) :  2 2 4 .

Amentia leptncoTnu Lieftitick, 1 9 8 8 , W a, etc. , Apoidea Vuntiarij 7 3 ,

Airiegilki {GUissamegilta) jmtaccensis Friese, 1988, Btooks, Sci. BulL Univ, Kans.f 53 (9)： 

5 1 3 .

雌体长14一 16mm; 体黑色；胸部密被红褐色毛。上颚2 钝齿，基部乳白色，顶端 

黑色；上唇、唇基及额刻点深；触角第1 鞭节稍长于节2 + 3 + 4 ; 胸部及腹部各背板刻 

点较细密。上唇乳白色，基部及两侧具2 小褐色圆斑，四缘褐色；唇基基部具2 粗大长 

方形黑斑，2 黑斑基部内侧相连；颜面黄色；额具三角形黄斑；触角黑色；翅浅褐透 

明。上唇、唇基及额均被黑色毛；眼侧触角窝间、颅顶及颅顶后缘、颊均被红褐色毛； 

胸部密被红褐色毛；前足腿节外侧、胫节、跗节均被褐色毛；中足胫节被红褐色毛，跗 

节被黑毛；后足跗节内侧被黑毛；腹部第1 节背板中央被少量黑色毛，第 2 节背板中部 

被黑褐色短毛，两侧被细小黄毛；第 1一4 节背板端缘具中断的黄褐色窄毛带，其余各 

节背板被黑毛。

雄体长13—16n m ; 与雌性区别为：上颚2 齿，外齿尖；唇基乳黄色，黑斑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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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基部内倾；触角柄节前表面乳白色，第 1 鞭节稍长于节2 +  3 ; 上唇被白毛；腹部第2 

节背板中央被黑毛，第 3 节背板端缘为中断的白至黄色窄毛带，腹部第5 节腹板直，第 

7 节背板端缘具2 小齿；各足胫节、跗节均被褐色毛。

采访植物扶桑、大丽花、金鱼草、金锒花、锐齿凤仙花。

分 布 湖 北 、台湾、云南c

整无绝緣 蝴i//a ) umis {Cockerell)» 1911 (图 153)

An/Ao^iora urens Cockerell, 1 9 1 1 , EnUmtoiogist t 4 4 1 341,

A m egilia urens Cockerell, 1983, Wut Act. Entm n. S i n . f 26 (2): 224.

Am egiU a (G lossam eg illa) urens (C ockerell), 1988 , Brooks, Sc?, B t d l . Univ, K a m . t 5 3  (9 )^

513.

雄体长12—1 5 _ 。唇基、颜侧及上唇被稀毛孔；唇基中央具光滑的脊；触角第 i

鞭节稍长于节2 + 3 ; 腹部第7 背板末端具2 齿 （图 153: a) ; 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 

图 153: b—dD 体黑色；唇 基 （除基缘及2 圆斑黑褐）、上 颚 （除端部黑红）、颜侧、额 

唇基三角形斑及柄节正表面均为黄色；触角鞭节外表面褐色；翅基片红褐色；翅痣及翅 

脉深褐色；足黑褐色；距黑褐色。上唇被稀的黄毛；唇基及颜侧被黑毛；触角窝间、颅 

顶及中胸背板被红褐色及黑色相杂的毛；头下表面被白色长毛；胸侧、后胸及并胸腹节 

密被红褐色长毛；前足及中足被黄毛；胫节及跗节内表面被黑毛；后足胫节外表面被浅

图1 3 3 整 无 塑 蜂 此 （G.) urow ?

第7 背板；b . 第7 腹板；c . 第8 腹板；d. 生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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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长毛，端部外侧具1 撮白色毛，胫节内表面及跗节被黑毛；腹部第1 节背板被稀的 

红褐色毛，第 2—7 节背板被稀而短的黑毛，第 1 一3 节背板端缘具红黄色窄毛带，第 4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

雎体长13—16mm; 与雄性区别：触角柄节黑色；唇基黑斑大；颜侧仅具1 黄条 

纹；触角第1鞭节稍长于节2 + 3 + 4 ; 中足具黑毛，但基附节具一些红毛。

分 布 台 湾 、四川。

云南无塑峰 (Giossaineg/Wfl) jJwwioiwiiyfs Wu， 1983 (图 154，图版YI: 5，6)

A m egtlla yunnanensis 1983, A ct. E n tom . S i n , 9 26 (2)： 223*

A m egilla (G lossam eg illa ) yunnanensii Wu, 1988, Hreoks, S ct. Bull^ JJn iv . K a n s . ,  53 (9)： 

513.

雌体长15—16imn; 胸部及足被红褐色长毛。唇基显著隆起，髙度为复眼侧面宽的

图 154 云南无塗蜂 ( Gh )

a . 头部芊；L 头部方；c . 第 7 腹板；d , 第 7 背扳；匕 第 8 联板；f . 生疽节

2 / 3 ;唇基及上唇具大而稀的刻点；唇基中央具光滑的纵脊，脊不达端部；上颚2 齿； 

顔侧近唇基缝处明显隆起呈疣状；触角第1 鞭节稍长于节2 + 3 + 4 ; 胸部背板刻点较 

密。体黑色；上 颚 （除端半部黑褐色）、上 唇 （除基部2 圆形褐色斑）、唇基中央及前 

缘 、触角柄节前表面、颜侧及额唇基区三角形斑均为杏寅色（图 154: a) ; 触角深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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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第 1 鞭节端部及第3—10鞭节均红褐色；后足基跗节黑褐色；翅基片及足红褐色； 

翅淡褐色，前缘色稍深，翅脉及翅痣黑褐色；腹部黑色，各背板端缘黑褐色。上唇，上 

顎边缘、唇基、颜侧、触角柄节、触角窝、颅顶及颊上半部均被金黄色毛；单眼附近被 

少量黑色直立的长毛；胸部及足被红褐色长毛；中胸背板杂有极少童黑毛；腹部第1节 

背板被较长的黄毛，第 1 节背板端部中央及第2 节背板被黄色短毛，第 3—5 节背板被 

黑色短毛，第 3 节背板杂有少童黄色直立的毛；第 1一3 节背板端缘具窄的黄毛带，第 

4 节背板端緣具较宽的白毛带；第 5 节背板及第6 节背板两侧具红褐色毛；腹部被稀的 

黄毛，仅第5 腹板密被黑褐色硬毛。

雄 13—15mm; 与雌性区别：唇基黑斑较小（图 154: b)，被黑毛；触角第1 鞭节 

为其顶端宽度的一倍半；第 1 鞭节稍长于节2 + 3 ; 足色较深，基节及腿节深褐色；腹 

部第7 背板端部具2 小齿状突起（图 154: c) ; 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54: d-—^

分布：云南。

雅无绝蜂 Amcgi/ta (G!ossam«giHa) Jocobi (Liefiinck)，1944 中国新记录（图 155)

Anthophoraja£〇biLi^\iTick9 1 9 4 4 , Treubia, 1 ( 1 )： 1 1 6 " 1 2 0 .  

jaco&i Lieftmck, 1956> Zooi. Verk.t 30: 1 ̂ 41.

A m egilla (G tossam egiU a) jacob i U eftin ck , 1 9 8 8 , Brooks, S c i , B id i ,  Univ. K a n s . t 53  ( 9 )： 

51h

雌体长13— lSmm; 腹部栗黑色；胸部被红褐色毛。唇基隆起不明显，中央具不明 

显纵脊，唇基及上唇被粗大刻点；触角笫1 鞭节稍长于节2 + 3  + 4 ; 胸部背板刻点密 

集；腹部刻点较胸部浅。体黑色；上 颚 （除端部黑褐）、上 唇 （除前缘及四周黑褐、基 

部 2 圆形斑褐色)、唇基前缘及中央细窄的纹及额唇基上三角形均为黄色；触角第1 鞭 

节端部至12节褐色；唇基前缘2 大斑黑褐色（图 155: a); 翅基片褐色；翅浅黄褐色， 

翅脉及翅痣黑褐色；前、中足红褐色，跗节色深；后足黑褐色。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端 

缘深褐色；臀板红褐色。唇基被黑褐色硬毛；唇基黑斑上被黑褐色毛；颜侧及触角窝间 

被黄、黑混杂的毛；单眼周围被直立的长黑毛；颅顶被黄褐色毛，杂有一些长黑毛；颊 

下部被白毛；胸部被红褐色毛，杂有少童黑毛；前、中足被黄毛，但腿节内表面被少量 

黑毛，胫节及跗节内表内被黑毛；后足腿节被稀的黑毛，胫节被金黄色长毛，内缘玻黑 

长毛；基跗节外表面以黑毛为主，基部被黄毛，内表面被黑褐色毛；腹部第1 节背板被 

稀的黄毛，第 2 节被稀而短的黄毛，第 3—5 节被黑毛，第 5 节毛较长而密，第 2-4 节 

背板端缘具白毛带，其中2—3 节的白毛带中央间断；臀板两侧玻黄色毛。

雄体长13—17mm; 似雌性；第 6—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55。

分 布 云 南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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圏 155 雅无势蜂  Amegiiia (G . ) jocoW (仿  Liefiinck，1944) 

a，头 部 芊 （其余为沴）；b , 第 6 ® 板；c , 第 7 背板；d .第 7 腹板 i 

^ 第 8 » 板 ；f . 生 殖 节 （腹面现h  S . 生 殖 节 （背面观）

布氏无整嫌 如 （Bingham}, 1890， 中国新记录

Antiwphora ifrook^  3ii)gbsra^ 1890, Jour* BcmjbayNat* Hist. Soc-y 5 ： 250.

Anthopfiora brookine Binghams 1926, Matsumura & ； Uchida, Inst^ M atsum tira, , 2 ： 63一 69, 

AmegiUa (GlossamegUlu) bmokiae (Bingham), 1988, Brooks, Sc*, B u ll. U m v. K ans. y 53 (9)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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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体长15—16rrnn; 体黑色g 唇基明显突起，具 1短的中纵脊；胸及腹部具细而密 

的刻点。体黑色；上颚基部、上唇、唇基及额唇基上三角形斑均为黄色；唇基两侧角有 

大的四角形黑斑；翅透明，翅基片及翅脉锈色。头及胸部密被长毛；唇基及额被短而稀 

的毛；颅顶、颊及胸密被褐毛，触角及足内表面毛为黑色；腹部及足的外侧被浅黄褐色 

细毛；腹部背板端缘具白毛带。

雄：未明。

分 布 台湾；印度。

花无整蜂 (G/卿 ome^ U a) {Smith)，1879 (图 156)

A nthophora flo r e a  & n ith , 1 8 7 9 , Descr, N* sp* Hym* B rit. M us. » 123 .

PodaltH tis flo reu s Snuih* IS 9 7 , Friejse, D ie Binen E u io p ., 1 ： 2 9 4 5 .

A m kopkora tsushim ensis Cockerell, 1926 , P a n . P a c . EnU rni.y 3 :  83*

A m egilla flo r ea  (S m ith ), 1 9 5 0 , Popov, E n tam . O b o z r ., 31 (1 — -2) \ 259.

Amegilla flo r ea  (S m ith ), 1 9 5 6 , L ieftinck, Verhand. Leidenr 3 0 i  5 ,  8 .

A m egilla { G lossam eg illa) flo r ea  (S m ith ) , 1 9 8 8 , Brooks, S c i. B u ll. U niv. K a n s ., 53 ( 9 )： 

305 .

图 156 花无绝蜂 (G . ) JZoraa ?

a. 第 5 腹板；b. 第7 K 板；c . 第 8腹板i d. 生殖节；e. 第 7 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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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im i Smidi，Wu, 1983, A ri. Entom, S，n ”  26 ⑵ ：224.

雌体长15—17ram; 体被黄色毛及浅黄色毛带。唇基稍隆起；上颚2 齿；颊窄小； 

体被细小刻点；唇基刻点较粗大，中央平滑。体黑色，具黄色斑纹；上颚基部、上唇、 

唇基前缘及中央、眼侧区及额均为褐色；上颚顶端、上唇前缘及基缘、唇基前缘、触 

角、足的基节、转节及腿节均为褐色；距黑褐色；翅褐色透明，翅脉深褐□颅顶及胸部 

背板被黄色毛并混有少童褐色毛；颊具灰白色毛；胸恻及腹面具灰白色毛；足被黄色 

毛；后足跗节内侧及胫节被黑色毛；腹部第1 节、第 2—3 节背板后缘具浅黄色毛带， 

第 4 节背板前半部及第5 节背板具黑色毛；臀板两侧毛金黄色。

雄体长13—14im n; 与雌性区别：黄斑较雌多；眼侧区及触角柄节前侧有黄斑；腹 

部第7 背板后缘两侧具2 齿状突起；腹部第1一5 节后缘有浅黄至白毛带；腹部第5 腹 

板 （图 156: a) 端缘中央浅凹；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56。

分 布 河 北 、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台湾、广东；日本。

褐胸无绝嫌 (Gtossamc^iH a) meso仍rrAa (Cockerell)，1930 (图 157)

A nthophora m esopyrrha Cockerell, 1930, A nn- M ag . N at. H is t .j  10 (6)： 53.

AmegiUa mesopyrrha (Cockerell), 1956, Wu, Econ. Ins. Faun. China, 64~ ■65.

A m egilla m esopyrrha (Cockerdl), 1950, Popov, En£〇m . O bozr. , 31 (1—2 ) ; 259.

Antegilki ( GiossamegiLla ) mesopyrrha ( Cockerell) T 1988, Brooks Sci t B uli . U niv. Karis + , 53 

(9 ) ;  512+

雌 体 长 头 郁 具 黄斑；胸部背板、侧板及足密被红褐色毛D 唇基隆起， 

中央稍突起，刻点较粗大；上颚狹长，2 齿；颊最宽处显著窄于复眼；颅顶后缘平直， 

颅顶刻点密；胸部及腹部各背板刻点细密。头部具黄斑：上颚基部、上唇、唇基前缘、 

唇基两侧及中央、复眼内侧及额上三角形斑均为黄色；上颚端部及唇基基部2 大斑均黑 

褐色；唇基前缘及上唇基部2 圆斑为褐色；翅基片褐色，翅浅褐透明，翅脉深褐色；足 

红褐色。体被红褐色毛；胸部背板、侧板及足密被红褐色毛；后足胫节内侧具黑褐色 

毛；颜面、腹部第1—2 节背板两侧被较稀的红褐色毛，第 1 一2 节背板端缘为窄的黄色 

毛带，第 3—4 节背板端缘为窄的白毛带，第 5 节背板端缘为整齐排列的红褐色毛，第 

3—5 节背板被稀的黑色短毛；腹部扁宽，臀上板明显。

雄 12—15mm; 与雌性区别：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端缘为黄色毛带，第 3 节背板端 

缘为窄的白毛带，第 7 节背板端缘具2 小 齿 突 （图 157: a) ; 后足胫节外侧被黄色毛， 

内侧被黑毛；第 5 腹 板 （图 】57: b) 端缘中央稍凹；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57。

采访植物砂仁。

分 布 福 建 、四川、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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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 7 褐胸无热蜂A»%沿a (G .〉 办rrfea孑 

a .第7 背板；b .第5雎板；c. 第7肢板i d ,第8 雎板i 
c. 生殖节

斑 马 无 塑 蜂 亚 属 级 i Brooks, 1988

ZAramegilla Brooks, 1988» Sci. Bttll. Univ. Kans.^  S3 (9)； 502.

模式种 Aw认o/j/iom a/6!gena Lepeletier，1841

体长 S—14mm; 腹部背板端缘具白色毛带。雌性一般有眼侧斑；触角第1 鞭节等 

于以下2 节至4 节之和。雄性第6 腹板端缘完整或中部稍凹；第 7 腹板顶端完整、圆或 

3 叶状，两侧角圆或呈角状，有亚中圆小区；第 8 腹板顶端窄，侧缘1/2—1/3处变窄； 

生殖基节背腹向扁，向内弯，内顶缘钝或圆；有生殖剌突，但退化为泡状。

本亚属分布于非洲、地中海地区、欧洲、印度南部、原 苏联（中亚），共 4 0种。我 

国有3 种，分布于西北部地区（与中亚部分共有)。

臼额无绝蜂 (Zefcram ^Hfl} gH切ena (Lepelettor)， 1841 (图版览：7 , g)

Lepeletfer 1841，Hist. Nat- Insect. Hym，， 28» 

Antkophora aUngena Lucaŝ  1846» Expior. Sc. ^gene- Zool. t 3：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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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phora aibigena D onts, 1 S 6 9 , Monogr. ico  ̂ Anthophora, 75 .

Antkophora albifserUL f 1 8 7 2 , M oraw tz, H or . Sac. E n tam . R o s s .f 8 :  196.

Podalirius albigenus Lepeletier, 1 8 9 7 , Friese, Die Bienen Europa^j 3 ； 7 7 7 8 .

Arne^gilia a lb ig em  beipdeu €rt Popov, 1 9 5 0 , E ntom . O b oszr., 31 (1 — 2 ) :  2 5 8 .

A m egilla  oUngena (L^Deletier), W u» 1996, in MIns. Kflrakonim-Kunlun M t.w 301.

a访 Lepeletier，Bnx>ks，1988，Scz- BuZZ. 53 (9):

504.

雄体长h l l r m u 头部黄斑多；胸部密被灰黄色毛D 唇基为复眼侧面观的1 " ; 上 

唇长短于宽；触角第1 鞭节短于节2 + 3 ; 中胸背板刻点细密，但中央者稀且光滑；腹 

部背板刻点较胸部者大；第 7 背板端部具2 齿突。体黑色；唇 基 （除两基侧缘各1 小黑 

斑）、上 唇 （除基部两侧各1 黑褐小圆斑）、上«基半部、触角柄节前表面、额唇基三角 

形斑、颜 侧 （额唇基缝以下）三角形斑均为奶白色；触角鞭节黑褐色；翅基片及翅脉均 

褐色，翅透明；距黑色。上唇、唇基被稀的白毛；颊被密的白长毛；额、颅顶、胸部背 

板及侧板、腹部第1节背板基部均被灰黄色长毛；各足外表面均被细密白毛，各足内侧 

均被黑短毛。腹部第2—4 节背板基半部、第 5 节背板中部及第6—7 节背板均被短的黑 

毛；第 1一5 节背板端缘为较宽的白毛带；腹板被短而稀的黑毛。

雌体长9一 llm m ; 与雄性主要区别：唇基上具2 大 黑斑（不达唇基端缘）；颅顶及 

胸部背板黄褐毛中杂有黑褐毛；触角第1 鞭节约等于节2 + 4 ; 各足腿节均被稀的黑毛； 

中、后足胫节及基跗节外侧均被白长毛；后足基跗节端半部被黑毛。

分 布 内 蒙 古 、新疆；中亚，欧洲，北非。

宽 唇 无 势 蜂  (Zefrixur吨出a ) 和vfgnjri (Lepeletier}， 1841 中 国 新 记 录（图 158)

Ant/i〇/rfi咖a sav igny  Lepeletier, 1 8 4 1，f f ir f  + Na/. ■，2 : 47  ■

Anthophora magniiabris Lepeletier, Morawttz^ 1880» B u ll. A ca d . S c. Peter^>.9 2 5： 4 43~ 518-

Anthophom magnilabris Fedtschs!ilsot 1875, Turkestan Apid. , 1： 22.

Podalirius saingnyi L^p^-GtiGr, 1897, Friese, Henen. E u r o p a 1： 308.

A m egilla  savign^n (lepeletier),. Pcpov, 1 9 5 0 , E ntom . O b o s z r .f 31  (1  —2 )： 2 5 9 .

Am ^gilla ( ZebraTn^g illa ) savignyt Lepeletier, Brooks, 1 9 8 8 , S c i, B u ll. U n iv . K a n s, , 53  ( 9 )： 

504 +

雄体长10— l in u m 胸部被黄褐色毛；腹部具白毛带。上唇宽于长；唇基刻点较 

密，呈斜向排列；上颚2 齿；触角第1鞭节短于节2 + 3 , 长于第2 节，几等于第3 节； 

中胸背板及小盾片刻点较腹部背板刻点密且小；中足及后足腿节均较粗大；后足胫节宽 

大；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端缘光滑；第 7 背板端部具2 齿突；第 7 背板、第 7—8 腹板及 

生殖节见图158。体黑色；唇 基 （除前幕骨陷处各1 小黑斑）、上 唇 （除基部两侧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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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 8 宽 唇 无 塾 蜂 A m egi/ Z a ( 之.） 方 

a . 第 7 背 板 i b . 第 7 联板；c . 第 8 腹 板 ；d . 生殖节

褐色斑）、额唇基横斑、上颚大部分（除端部褐红色）及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浅黄色； 

翅基片、翅脉均褐色，翅透明；足及距均黑色。唇基具短的白毛；颜侧、额、颅顶、 

颊、胸侧及并胸腹节均被长而密的白毛；额及颅顶处偶见黑毛；胸部背板被黄褐色毛； 

前、中足腿节外侧具稀的白长毛，胫节外表面密被白毛；后足腿节及胫节内表面被黑 

毛；后足基跗节密被黑毛，仅基部有1 小撮白毛；腹部第1 节背板基部被白色长毛，第 

2—4节基半部、第 5 节中部及第6 节均被黑毛，后 2 节毛校；第 1一5 节背板端缘具白 

毛带。

唯体长12—13nnn; 似雄性，主要区别为：唇基两黑斑大，斑的间隔约占额唇基缝 

的 1 5 ; 颜侧及触角柄节前表面黑色，无黄斑；触角第1 輞节稍短于节2 + 3 + 4 ; 后足 

胫节被白色毛刷，基跗节外侧毛黑色。

釆访植物向日葵。

分 布 新疆；土库曼。

鼠尾草无迪蜂 Am初 Ka (Morawite)，1876 中国新记录(图 159)

Anthophora salv iae Momvvitz^ 1876, H ar* Soc  ̂Entom. Ross  ̂t 12: 29.

A ntkophom  pipens Mocsary, 1879 , Term* fuzetek. , 3 :  9-

雄体长11—1 2 _ ; 体黑色，被灰白色毛。上颚单齿；唇基中央刻点较稀，两侧黑 

斑上刻点较密；触角第1鞭节稍短于节2 + 3 + 4。头部黑色，但 上 唇 （除基部两侧各1 

褐色圆斑）、上颚大部（除端部黑褐）、唇基端缘及中央三角形的斑均为黄色；距黑色； 

翅基片黑褐色。胸部密被白毛；后足毛刷白色，毛缴黑色；各足的胫节及跗节内侧均 

被黑毛；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端半部具宽的6 毛带，第 5 节背板两侧被白毛；第 2—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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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 9 鼠尾草无型蜂Amegilla (Z.) m lviae攻
a . 第 7 腹板i b . 第 8 旗板i c . 生殖节

背板被稀的黑毛，第 5 节背板中央密被黑毛；第 1 节背板基部被白毛，中部杂有黑毛； 

腹板端缘有白色毛带。

雄体长9— lOmm;似雌性，主要区别：触角长达后胸；第 1一3 鞭节长度比为5:7:8 ; 

唇基端缘黄斑较宽；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59。

釆 访 植 物 鼠 尾草。

分 布 内 蒙 古 、甘肃、新疆；罗马尼亚，俄 罗斯（髙加索），匈牙利。

无垫蜂亚属 对?-. Friese，189*7

A7negUla Friese, 1897 Bienen Europa^, 3: 18.

Aljkenelia Borner, 1919, Biol. 2̂entralbl. , 39 ： 168.

模式种 «故 de V illers, 1789.

体长9—16mm; 腹部背板端缘具宽的白毛带。雌性无眼侧斑；触角第1 鞭节长 f  

以下3 节或4 节之和。雄性第7 腹板顼端完整，两侧亚端部具浅骨化的圆小区；

板顶端较圆，具毛；生殖基节顶端（侧面观）双叶不明显；无生殖刺突。

本亚属分布于东非、南非、地中海、中欧、东至印度北部，共 12种。我国有2f t， 

1 种分布于北方，另 1 种分布于南方。

杂无势鋒 (s * sftr.) (Smith}， 1854 (图 160，图版VI: 13，14〉

Anlhvphora confim  1854, Cat. Hym, Brit- Z; 337.
A nthoph^ a a m fu ^  1911, Ccxkerell, P w . U . S . n a t. M w., 40*. 260.

Anthophcnn ccmfusa Srmtht 1913» Strand, Supp. E n to m ,, 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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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 egilla {A n w silla ) con fusa  (S m ith ) , 1 9 7 5 , L ieftinck, A n n . H i« .  N a t. M us. H ung. N at. 

27； 283— 286*

A m egilia (A m eg illa ) conjusa (£ m ith )f 1 9 8 8 , B iooks, Sci. B u ll. Univ. Kans.9 53  ( 9 ) t  5 0 4 . 

A m egilla confusa & nith, 1988, Wu etc. , Apddea Yunnan, 71—72,

雌体长 13— lSinm ; 头部及胸部密被黄褐色毛，并杂有黑色毛。头宽于长；上唇及 

唇基刻点细密；上颚2 齿；中胸背板中盾沟可见；胸部及腹部各背板刻点细密。唇基具 

2 大黑斑，几达端缘，唇基中央及额基部三角形斑均黄色；上颚基部黄色，端部深褐 

色；触角黑色；翅浅褐色透明。上唇被黄色毛；颊被白色毛；颜面及颅顶被黑白混杂的 

毛；胸部被密毛，以黄褐色毛为主，杂有黑色毛；后足胫节、基跗节外表面基半部被黄 

色长毛，内侧及基跗节端半部被黑毛；腹部第1节背板基缘及两侧被褐至黑褐色毛；第 

1 一4 节背板端缘具白色毛带，其余各节背板被黑色毛。

雄体长11 一 12mm; 与雎性区别：唇基基部两侧黑斑较宽大；足被白至浅黄色毛; 

各足转节端缘外侧黄色；胫节外侧、跗节内表面被黄色毛；后足腿节、胫节及基跗节密 

被褐黄色毛；各足胫节及基跗节内侧具黑色毛；腹部第1 - 6 节背板端部为白色毛带， 

第 1 节背板基部被浅黄色及黑色混杂的毛，第 2 - 6 节背板被黑色短毛；第 7—8 腹板及 

生殖节见图160。

采访植物大丽菊。

分 布 北 京 、河北、山西、山东、安徽、浙江、四川、云南、西藏；朝鲜，缅甸， 

印度，尼泊尔。

四条无势蜂 (s . s t r.} guodri/oscfata (ViUers)，1790 (图 161)

图 160 杂无塾蜂 Awi«职7/a (s. i?

第7腹板i b. 第8 K板& c. 生殖节

Apis quadri fasciata YiWeŝ , 1790, C* Linnaei Entom, t 3: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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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ui nidulans Fabncivs, 1793, Entom. Syst.f 2： 330.
Anthophara quadri fasciata Spirtola > 1808, Insect Ligur. , 2： 205.

Megilla quadri fasciatu Klug, 1817, Germar； Reise n. Dalmatj 2： 208- 
Megilla iiibterranea Germar» 1826, Faun. Insect. Europ, , 12.

Anthophora quadrifasciata var, nana Evetsmaniii 1852, Bull. s〇c  ̂notural JVfoscm, 25; 3, 112. 

Anthophora maderue Sichtl  ̂1867, Reise d* Novara. aool. , 2 (1); 152,

PodaLinits qiiadnfQ.sciam 1897, F>e Binen Europ., 1： 62—64.

Amegiila quadrifasciata (Villers), 1950? Popov, Entom. Obozr, , 31 (1 一2): 208.

AmegtUa quodrifasciata (Villers), 1965, Wuj Econ* Ins. Faun, China? Fasc. 9： 65~~66» 
Amegilla (Amegilla) quadrifasciata (VilLers), 1988, Brooks, Sci. Bull, Univ. Kans,, 53 (9)：

505.

雌体长14—16mm; 黑色。唇基突起；上颚 2 齿；颅顶后缘直；颊显著窄丁复眼;

体被细刻点;唇基刻点稍大；中胸背板刻点细密呈革状；腹部背板刻点细且稀；腹部扁； 

臀板明显。头部具黄斑；上顎基部、上唇、脣基前缘及中央、额上三角形斑、上颚端 

部、上唇基部2 圆斑及唇基2 斑均为黑褐色；前足及中足的腿节及胫节黑褐色；翅浅褐 

透明，翅脉深褐。头部眼侧区、触角窝、颅顶、中胸背板、小盾片及并胸腹节均被浅黄

图 161 四条无蜜:蜂 (A .)押oafri/oiriato 方
^ 第 7 腹 板 ；K 第 8 腹 板 ；c. 生 殖 节 ；d . 第 7 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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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黄色密绒毛；单眼周围及颅顶被黄色及黑色毛；颊、中胸侧板、前足腿节外侧、各胫 

节外侧及前足第1 跗节外侧被白毛；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后缘为白毛带：第 5 节背板两

侧被白毛；腹部各节背板及足的其他节均被黑毛。

雄体长12—Um m; 与雌性区别：头部黄斑多；上顎基部、上唇及唇基大部分、眼 

侧区、额上三角形斑均为浅黄色；上唇基部、上颚顶端及唇基两侧的小斑均为黑色；腹 

部第1 节背板前缘被黄毛，第 7 节背板后缘具2 小齿；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61:

9~—C〇

采访植物荆条、豆科牧草。

分 布 内 蒙 古 、甘肃、新疆、河北、北京、山西；印度，緬甸，斯里兰卡，旧北区

南部。

蒙古无垫蜂 (s - str-) /mmgoiica Wu, W90 (图 1K )

Amegilla 7rt〇ngolka 1990, Entomotaj^omia t 12 (3—4)： 248—249.

雄体K 9nun; 头上有黄斑。上颚2 齿；上唇刻点粗大；唇基黑斑上刻点较小而密;

图 162 蒙古无里蜂 (A .)

a. 头部？； b. 头部早；l 第7 背板〖i 第 7联板i e■第8臛板；f, 生殖节

触角第1鞭节明显短于节2 + 3 ; 胸部背板刻点较腹部背板者细密 i 腹部第7 节背板凹 

陷 （图 162: C ) ; 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62: d— fD 头 部 （图 162; a): 上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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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基部两侧各1 黑斑)、上颚大部（除端部为黑褐色）、唇基中央及端部均为黄色；翅 

基片及翅脉黑褐色；距黑色。体密被白色长毛；额及颅顶杂有黑色匕毛；中胸背板中央 

杂有少量黑毛；足毛白色；中足及后足胫节及跗节内侧被黑毛；腹部第2—5 节背板被 

黑毛，端缘均具白毛带；腹部腹板全部被黑毛。

雌体长11 一  12mm; 极似雄性，主要区别为；头 部 （图 162: b) 唇基黑斑大；触角 

第 1 鞭节等于节2 + 3 + 4 ; 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端缘白毛带较宽，第 2—6 节背板被黑 

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白色，基跗节端部毛馓黑色。

分 布 内 蒙 古 （阿拉善右旗)。

小无垫蜂亚属  ^ ^ ram eg illa  Brooks» 1988

M k ra m ^ illa  Brooks» 1 9 8 8 , S c i . B u ll. U n iv . K a n s .t 53 ( 9 )： 508 .

模式种 A«汰op/iora 滅《 a Friese，1905.

体长9一18mm; 体较小，腹部背板端缘具白毛带，有些种类背板尚具伏卧状细毛。 

雌性无眼侧斑；触角第1 鞭节等于以下2 节至3 节之和。雄性第7 腹板顶部中央有1 撮 

毛，无侧亚端部弱骨化圆小区；第 8 腹板顶端宽，中央具2 个靠近的小突起；生殖基节 

顶端简单，背腹向扁，无生殖剌突。

本亚属分布于非洲南部、中部及东部，直至欧洲的地中海军域，东至印度北部，共 

16种。我国有3 种，主要分布于西北。

黑 角 无 塾 縴 执 Ia (Microme运flfa) it切ricor»私 {Morawltz)，1 8 7 3 中国新记录（图

163,图版对：3, 4)

Mjrawitz，1873，fiyr. S x . _R〇5s.，9: 45.

A m egilla n igricorn is (Mcorawitz), 1 9 5 0 , Popcfv, E n tom . O bozr. , 31 ( l — 2 ) :  2 5 9 .

Anthophora pt4：ic〇rnis Fed\^bexiko9 1875 9 Turkestan Api<3ae, 2 ： 34.

A m egilla {M icra m eg illa ) n igricorn is (M o ra w itz ) , 1 9 8 8 , B iooks, S ci. B u ll. U niv. K a n s , , 

5 3  ( 9 )：5 1 0 .

雎体长9一 llm m ; 胸部被浅黄褐色长毛；腹部各节密被白色伏卧状细毛。头部宽 

于长；唇基隆起弱，两侧刻点稀，中部较密；上唇刻点粗大而均匀；上顎2 齿；触角第 

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4 + 5;复眼较大，下端向内倾；颚眼距极短；颊窄，约小于复眼 

侧面宽的1/ 2 ;中胸盾片刻点细小。体黑色；唇基黄色，基侧部各具1 黑斑，黑斑基部 

向内倾；额唇基上有1 小三角形黄斑；上唇黄色，基侧角具褐色圆斑；上顿黄色，端部 

褐黄色；翅基片褐黄色透明；翅透明，翅痣及翅脉褐黄色；距黑色。体毛长而密；头部 

颜侧、额、颊及颅顶均密被白色长毛，但颅顶杂有黑褐色长毛；胸部密被浅黄色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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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6 3 黑角无 堅 蜂 （从 〉 

aT第 7背板；b■第7腹扳：c, 第S腹板i 土生殖节

杂有少量黑毛；胸侧及并胸腹节被白长毛；足外表面均被白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密被 

白色长毛，基跗节端部具黑毛；中足胫节内侧被整齐的黑长毛；后胫节及基跗节内侧均 

被黑长毛；腹部第1一5 节背板基部被黑毛，端部被宽的伏卧状细毛组成的浅黄毛带； 

第 6 节背板两侧具白毛，中部密被黑毛。

雄体长8— lOmm; 与雌性区别：唇基两侧黑斑小；腹部第6 节背板中部及第7 节 

背板均被黑色毛；第 7 节背板端缘中央凹陷，两侧各具1 齿 突 （图 163: a) ; 足被短 

毛；第7—8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63: b—d。

分 布 内 蒙 古 、甘肃、新疆；前 苏联（乌拉尔至哈萨克斯坦）

捷无里蝝 {M^nune^ b i) velocissima (Fedtedwnko), 1875 中国新记录（图 164)

w/ocisstffia Fedtsctienko, 1 8 7 5 , Turkestan Apidae, 2 ： 33— 34 .

A m egilla-velocissim a Fedtschenko, 1950 , Popov, Entom^ O b os^ .9 31 (1 — 2 )： 259 .

Ameg^Ua ( M i^ram egilla ) velocissim a Fedtschenko, 1988, Brooks, Sci. B u lt. U n iv, K a n s■， 

53 (9)j510.

雌体长9— llttm i; 近似黑角无垫蜂，主要区别为：雌性唇基黑斑大，占唇基的 

4/5;额唇基三角形黄斑较大；胸部背板被白及黑色混杂的长毛；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端

缘具白色宽毛带，第 1节背板基部被白色及黑色混杂的长毛；第 2—4 节背板基部被短 

而稀的黑毛。

雄体长8 — lOmm; 近似黑角无垫蜂，除唇基、上唇、上顎基部黄色外，颜 侧 （额 

唇基缝以下）亦黄色；唇基两侧具1小黑斑；触角抦节前表面具黄斑；足表面毛较少， 

仅后足胫节及基跗节外侧被白色短毛；后足腿节稍膨大。腹部第7 _ 8 节腹板及生殖节 

与黑角无垫峄显著不同（图 164: b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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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4 捷无塑蜂 (M. ) wteiwiwia 沪
a . 第7 背板；b . 第7 膣板；c . 第 8 « 板；d. 生殖节

釆访植物向日葵。

分 布 内 蒙 古 、甘肃、青海、新礓。

山无势鋒 montiVaga (Fedtsctienko}，1875 中国新记录

AnthophorQ montivaga Fedtschenko, 1875, Apid. Turkestan, 34.

Amegilla montivuga (Fed tschen ko), 1950» Popov, Entom. Obozr.f 31  (1—2 ) :  2 5 9 .

(Fedtschenko)，1988，Btooks, Sci. BwW. ⑶ 心  Kicww.i

53  ( 9 ) ：510 .

雌体长9一lOtnm; 体黑色；腹部第1 - 4 节背板具宽的白毛带。唇基刻点稀；上唇 

表面粗；上顎2 齿；触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3。唇基中部长三角形斑及端部1 6 、上唇 

(除基部两侧黑斑)、上颚 1/2、额唇基三角形均为奶白色；翅基片及翅脉均褐色；距黑 

色。体被浅色毛；颜侧、额、颊及胸侧均被白色长毛；颅顶、胸部被白毛，杂有黑毛； 

前足腿节外侧、前足及中足胫节外侧被短而密的细毛；前足及中足基跗节外表面具白 

毛，后足胫节外表面毛刷白色；基跗节大部被白毛，端部1/3及毛激均黑色；各足内表 

面均被黑毛；腹部第1 一4 背板端缘具宽白毛带，第 1节背板被浅黄色长毛，第 2—5 节 

背板被短的黑毛，两侧均被细白毛。

雄 体 长 8 1 _ ; 与雌性主要区别：唇基黑斑稍小；上颚2/3黄色；触角第1 鞭节 

短于节2 + 3。

分 布 内蒙古、甘肃。

回条蜂属 Sm ith, 1854

H abropoda & n ith , 1 8 5 4 , C a t. H ym . Brit>  M w . ,  2;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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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dalirius (Habropoda) Friese, 1897, Bienen Eut〇pa's, 3： 18,
Ew/j/ioro/wis Ashmead, 1 8 9 9 , T ran , A m er. Entom  . Soc 2 6 ： 60*

壤式种 Ha6ro/)〇dla tarsata Spinolaf 1838.
中型。一般体色暗；颜面常具黄斑；体毛一般色浅，少数深色；腹部具毛带或毛带 

不明显或不具毛带。唇基短，明显短于唇基基部至颅顶边缘的距离，表面隆起弱；上唇 

宽大于长，一般雄性端缘中央具凹陷；前翅第2 及第3 中横脉弯曲，但不平行；缘室较 

短，其长度为缘室顶角至翅顶角的2 侑 以 内 （图 〗65 ) ;足正常，一些种类雄性腿节膨 

大；第 7 腹板端部宽或中央具尖突，腹突较短；第 8 腹板宽短，下缘圆；生殖刺突2 

叶，一般内叶宽大，外叶细长呈桨状或棒状。

图 1 6 5 前 翅 （部分）

a , 回条蜂癘Fiz&ro/udia; Ik 细 条 蜂 属 c . 长足条蜂属

北美分布的Empfe r̂o/wijAshmead (1899)与欧亚大陆分布的回条蜂属误认为是两 

1独 的 属 ，Lieftinck (1966)认为是同一属，Ewi灿 是 回 条 蜂 属 的 同 物 异 名 。 

并 自 回 条 蜂 属 中 分 出 长 足 条 蜂 属 ，1974年又分出细条蜂属Hfl6n?M 〇rw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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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分布

回条蜂属分布于全北区及东洋界，其中古北界6 种，新北界2 2种，东洋界2 8种 

(表 16)。中国共18种，占亚洲种数（3 4种）的一半以上。本属在古北界分布北界是分 

布于北京、天津、山东和甘肃的北京回条蜂H ■ 灰 中华回条蜂H ^邮n心是 

广布种，北起甘肃南至云南。其他绝大多数种类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山区，其垂直分布 

在 200m 至 2 700—3 OOOm之间，较多集中分布于1 000—2 500m 之间。

表 1 6 回条蠔厲、长足条鋒厲和细条蜂厲的分布

厲 名 古北界 新北界 东洋界 总计

回条蛛属H aiiro/jnia 6 2 2 2 8 5 6

长迅 条 嫌 M Elapkmpoda 1 0 10 11

细条蜂厲 0 0 4 4

回条蜂属起源于亚洲东南部山区，可以推断，回条蜂属向西经中亚地区沿地中海周 

围扩展到欧洲南部，在联合古陆解体前（三叠纪末期 1 . 9 5亿年前），应已出现的回条 

蜂 ，以后在各大陆均朝着适应本地区条件的方向分化，因此在北美西南部地区仍分布有 

( = 和彳5属>;而分布在欧洲大陆的回条蜂由于冰期的影响，使北部

分布区逐渐缩小^我国分布的北京回条蜂及欧洲、中亚分布的带回条蜂加似加私  

形态特征近似，由此两种的间断分布可证实第三纪冰期的影响，因此古北区仅保留6 

种，而绝大多数种类均较集中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此外分布于我国亚热 

带及热带地区的长足条蜂属E/a/Ano/Joda及 细 条 蜂 属 形 态 特 征 的 相 似 性 ， 

可推断是由回条蜂属分化出的两个属，前者分布较广（亚洲南部及东南部后者仅分 

布 于 我 国 北 纬 以 南 t 是我国特有属。

种 检 索 表  

雌

1 (4) 体被黑毛；腹部不具毛带

2 (3) «部 第 2 _ 4 节背板黑褐色T 表面被红黄色毛；体长 14一 16m m.........................

....................................... 台淹回条峰台南亚神H . tainanicola tainankela

3 (2) 腹部第2 4 节背板黑色，2-_4 节表面被黑色或黑«色毛，5—^节被红黄色毛；体 匕 14一

16tnm ...........  ....................... 台湾回条鋒五月亚种

4 (1) 胸部背板毛非黑色

5 ( 1 4 ) 胸部背板掖灰黄色或黑褐间杂灰白色毛

6 ( 1 0 ) 胸部毛灰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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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腹部第〗一5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唇基前缘及中央黄色；体长14一 15m m..............

............................................................ 中华回条蜂U . sinensis
8 (7) 腹部被灰黄色毛，背板端缘毛带不明显或具黄至黄褐色毛

9 0 1 ) 唇基全部黑色；后足胫节毛刷红黄色，基部内侧被黑褐色毛；鹰部各背板密被黄色短毛，毛

带不明显；体长14一 16mm .................................峨眉回条蜂JT

10 ( 6 ) 胸部被黑褐色杂灰白色毛；腹部第2—3 节背板以黑褐色毛为主，第 4 节以白毛为主，杂少

童黑褐色毛；体长 llmm .................................四 回 条 峰 H _

11 ( 9 ) 唇基黑色，端部中央具1 近似三角形黄斑

12 ( 1 3 )颚眼距长，为触角笫1 鞭节的1.5倍；唇基不具脊；腹部被黄毛，各背板端缘毛带不明显；

体长 13—14mm ....................................... 黄 斑 回 条 ff*

13 ( 1 2 )穎眼距极短，短于触角第1 鞭节的一半；唇基基半部具脊；腹部背板被黄毛，杂有黑毛；第

1一5 节背板端緣具黄毛带；后足胫节毛刷浅黄色，基跗节内、外侧均被金黄色毛：体长

10mm ...................................................... 红足回条鋒！£•

U  ( 5 ) 胸部毛黄褐色、浅黄色，或翅基片间有黑色毛带

15 ( 1 6 )胸部毛黄褐色，翅基片间有黑毛带；前单眼膨大；腹部第2 节背板被黑毛^ 3—6 节被桔黄

色或黄色毛；唇基端缘有半圆形深凹；唇基黑色，仅额唇基区有1 小三角形黄斑；体长

.............................................................. 花回条蠔

16 ( 1 5 )胸部毛色一致；翅基片间无黑毛带

18 ( 1 9 )上唇、B 基全部黑色；后足觃节毛红黄色；腹部第丨一4 节背板端缘具宽的白毛带5 5 4 节

端缘被红黄色毛；体长16—17rmn ..................... .....北 京 回 条 鋒 技

19 ( 1 8 )上唇、塍基端部及上顎均为黄色

20 ( 2 1 )后足基跗节毛全部黑色；上唇深褐色；胸部及腹部第 i 节背板密被长的红揭色毛；体长

^ mrn ..................................................海南回条蜂 Aajnanmfff
21 ( 2 0 )后足基跗节外表面被黑褐色毛，内表面被金黄色毛；上唇黄色；胸部及旗部第丨节背板密被

黄揭色长毛；腹部第1 - 4 节背板端缘具浅黄色毛带；体长 l2mm......................

............................................. .....宽头回条蜂 H .

雄

1 ( 2 ) 前足基节具弯而长的针状突起i 后足腿节膨大；体宽大；胸部密被长的浅黄褐毛；腹部第

1 一5 节背板具宽的白毛带；体长13—15nim .................. 北京回条鳒 t f . pdWnrois
2 (1) 前足基节正常4 后足腿节不膨大，仅后胫节端部偶有膨大

3 ( 6 ) 中胸背祓被黄褐色毛；翅基片间具黑毛带；腹部第2 节背板被黑毛

4 (5) 唇基及额为黄色；腹部第2—5节背板端缘被黄毛带；体 长 U lS m r n ..................

........*........... ... ........ ... ....... ■… 花回 条 雄 minwfica
5 ( 4 ) 唇 基 （除中部2 黑斑）及颜側黄色；额被黑毛；腹部第3一 5 节背板被黄毛；体长U m m 〜

...................................................... 西截回条软ff* xisa/t抑沿

6 ( 3 )  胸部翅基片间不具黑毛带，均为黄褐色毛

7  ( 1 8 ) 腹部背板端缘具毛带



S (9) 腹部第1一5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体长 10— llmm ........... 中华回条雄ff.

9 (8) 腹部背板端缘具黄或黄色毛带

10 (1 1 )顏側黑色；唇基黄色，侧缘黑色；额唇基区具1 横黄斑；胸部被黄色长毛；腹部毛红黄色；

足被黄或褐色毛；后足胫节内侧及基跗节外倒被黑色长毛；体长 l H 4im i ............

.......................................................... 峨 眉 回 条 蜂 omdensis
( 1 0 )顔 侧 （触角窝以下）黄色；额曆基区黑色；胸部及腹部被黄毛，杂有黑毛

12 ( 1 3 )唇基黄色，侧緣黑色；腹 部 第 节 背 板 端 嫌 具 黄 色 毛 带 ；足毛均黄色；体长 i〇 mm……

........ *.............................................云南回条蜂ff.
13 ( 1 2 )唇基黑色，中央有黄斑

14 (1 5 )曆基中央具1 喇叭状黄斑；体毛黄色；体长12m m .............. 棋仿回条*| ff• imifo/tc

15 ( 1 4 )唇基中央具葫芦状斑

16 (1 7 )唇基的斑黄色；胸部及腹部第1节被灰黄色长毛，杂有少量褐色毛；腹部第2—5 节背板被

黑毛，第 6 节被细绒毛，杂有黑褐色毛，1 一5 节端缘具浅黄色毛带，1—6 节侧缘被稀的白 

色长毛；体长 lOnun ................................... 腹毛刷回条鳙H

17 ( 1 6 )唇基的斑奶油色，中部具1 对小黑斑；腹部第1节背板端缘具宽的黄毛带，2—4 节被稀的

黄毛；体长9mm ......................................... 墨脱回条蜂If. me扣gensis

18 ( 7 ) 腹部背板不具明显的毛带

19 ( 2 2 )唇S 及额唇塞区全为黄色

20 ( 2 1 )体毛漆黑色；后足胫节毛黄色；体长12—1 4 _  .....................................

....................................... 台湾回条 台南亚种 H * laimuij〇ofola£mmiooto

21 ( 2 0 )体毛黑褐色，杂有灰禰色毛；胸侧翅下毛色向腹面变浅，几乎呈白色；后足胫节毛黑色；体

长 12—14mm  ..........................台湾回条蝉五月亚种J J. ftiiiian/isoto

22 ( 1 9 )唇基黑色，具黄斑；«部被黄色毛

23 ( 2 4 )唇 基 具 形 黄 斑 ，其横纹较竖纹细；体长12mm .............. 頰固条t t  ff. 6 » _如

24 (23>唇基黄斑“工”形

25 ( 2 6 )唇基黄斑非“T”形；上唇黑色；«部被黄色长毛；体长12—13nim ..................

...................................................... 黄斑回条嶂H , radoszkowskii

26 ( 2 5 )唇基黄斑呈扇状，基部窄，向端部渐加宽；触角柄节黑色，不具黄斑；体长 llmm .....

........................................................ 拟箱回条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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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回条蜂 Haferopoda (Friese), 1911 (图 166)

A nthophora bucconis T ritsti 1 9 1 1 , V erh, zool.-bot^  G es. W ien 9 6 1 : 127.

HaJbropoda bttcconis (F riese)? 1 9 7 4 , T ijd . E ntom , , 117 ( 5 )： 2 0 1 — 2 0 2 .

H abropoda bucarnis ¥jiGS&, 1 9 9 1 , W u, Sci, Treat^ Syst. Evol. Zool. , 1 : 216.

雌体长14一 1 5 _ ; 体黑色；被桔黄及暗色毛。头部及胸部被细刻点，闪光；唇基 

隆起，具粗刻点；上唇具粗皱；触角第2 鞭节长等于节3 + 4 + 5 ; 顎眼距稍长于触角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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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66 额回条蜂 沴（仿 Lieftinck，1974)

a，策 7 放板f 匕第 s 旗板；̂ 生S 节及生殖刺突（侧面观）

节；臀板具明显的脊；腹部腹板具细而稀的刻点。唇基端缘中央具三角形小黄斑；上唇 

基部两侧具圆的黄斑；上颚某半部黄红色，触角黑色，下表面红褐色，臀板红褐色；翅 

边缘色暗，翅基片褐色，翅痣黑褐色；足红色，后足跗节黑褐色；腹部腹板端缘红色。 

体毛较长，头及胸部下表而被白毛；胫节表而被灰黄至黄褐色长毛；毛刷黑褐色，表面 

红黄色；后足跗节毛金黄色；腹部被黄红或黄褐色长毛，腹板被黄色长毛。

雄体长12tn n u 与雌性区别为：上顎基部、唇基外侧区、唇基中央的T 形斑均黄 

色，T 的横纹窄于纵纹；上顎基部及触角柄节黄色；触角长，黄红色，第 1 鞭节稍长于 

2 + 3 ; 后足基跗节外侧中部有1纵凹；腹部第2—5 节具浅色毛带；跗节较长；第 7、 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66。

分 布 台 湾 。

拟 颊 回 条 蟑  H aI^_toccono£d概 Wu， 1991 (图 167)

Habropoda bwxonoides Wu, 1991, Sci. Treat. Syst. Evol. Zool* , 2： 221 ~ 222* $

雄体长 llr n n ; 体黑色；头部具黄斑；体密被黄毛。唇基几光滑，表面刻点稀且粗 

大；上唇表而粗糙，端缘中央稍凹，两旁各具一小尖突；触角第1 鞭节稍长于节2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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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6 7 拟類回 条 蜂 方  

a . 头鄞i b■后足基跗Vf; c. 第 7 腹板；d . 第8 腹板；e 生殖节p L 生殖刺突（側面观) 

(注：本种标本为!>• R. W. Brooks借自美国自然博物馆提供作者研究用）

1、2、3 节的比例为4:3:3,以下各节等长；中胸背板刻点大；后足基跗节表面凹陷浅， 

位于近外侧处（图 167; b ) ; 腹部第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67: t f D 头 部 （图 

167: a) 黑色，唇基中部纵斑、上颚基半部（端半部褐色）、颜 侧 （触角窝以下）均黄 

色 ；触角全部黑色；足均为褐色，距浅黄色。体密被黄毛，唇基两侧及颅顶被一些黑色 

长毛；颊及胸侧被白色长毛；胸部密被黄长毛；胸及腹部的腹面、各腿节及中、后足胫 

节外侧被长而密的灰白色毛；后足胫节外侧毛短而密；腹部第 i 节背板密被黄长毛，第 

2—5 节背板端缘具桔黄色毛带。

雌：未明。

分 布 四 川 （汶川县）。

宽头回条蜂 Hoiropofa Wui 1991 (图 168)

Wu, 1991，Sci, Treat+ Syst, Evol+ ZooL，1: 222卜早

雌体长1 2 _ ; 体黑色；头 宽大（图 168: b)，具黄斑；腹部第2—4 节背板被浅黄 

色毛带。头宽大，长与宽的比例为5,3:7.3;触角第1 鞭节明显长于节2 ,第 1、2、3、4 

节的比例为14:8:5:7 (图 168, a) ;复眼宽大；唇基长度与宽度比为2:3.5 ,唇基黄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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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点与黑斑相似，大且密；臀板端缘平，无脊。头部黑色；唇基具黄斑(圈 168: b) ;t 唇 

及上额基部均桔黄色；翅基片黄褐色，翅浅褐透明；触角 t_ 4 节黑色，余各节外侧黑 

褐色。足毛黄褐色；中足及后足胫节外表面黑褐色，内表面金黄色，后足胫节被金色 

毛；颜面、胸部及腹部第1节背板被黄褐色毛，第 2—4 节背板被浅黄色毛带，毛带宽 

度约占背板长度的1/5;腹部第2—4 节背板被稀的黑毛，第 5 节被稀的黄毛c 
雄：未明。

分 布 广 东 （鼎湖山）。

图 1 6 8 宽头® 条蜂

eurycef^iala •?- 
a - 触角（部分） i L 头部

图 1 6 9 海南回条綠 fMro/wcifl 

hainanenxis
a , 觫角（部分h  b. 头部

海南回条蜂 Holw/xNla Wu_ 1991 (图 169)

^ b ro p o d a  hdinanensis W u, 1 9 9 1 , Sct T reat. Syst* Evol. ZcxjI. , l r  2 2 1 . ^

雌体长U m n i; 体黑色；唇基具黄斑；腹部第2—4 节背板有细黄毛带。唇基长度 

与复眼宽的比为0.7:1-5,唇基黄斑上光滑，刻点稀少，黑斑处刻点密；触角第1鞭节 

长为宽的2倍，第1、2、3、4节的比为10:5:6:7 (图169: a);臀板端緣具脊。头部 

黑色，仅唇基具山字形黄斑（图169: b)。颜侧毛浅黄色；后足胫节毛黄色；中足及后 

足基跗节均被黑毛；胸部及腹部第1节背板密被红褐色长毛；腹部第2—4节背板端缘 

具细的（约占背板长度的1/B ) 黄色毛带；第2- 6节背板及腹板均被黑毛。

雄：未明。

分布海南（尖峰岭)。

模仿回条蜂 ffafovpoda Lieftinck，1974 (图 170)

Hjbmpoda imitaris 1974, T ijd. £ ntom., 17 (5): 203—204.

}^abr〇p〇dn Wiij 1983, A ct. ZooUix* Sin. * 8 (1): 91~^92. ^

雄体长12mm; 体黑色；腹部第2—6 节背板端缘密被宽黄毛带D 唇基具密的小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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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0 模仿回条蜂fiain御▲ ?

a. 头部i b. 笫7 ® 板i e. 第8腹板：d.生疽节

点 ；触角第1鞭节稍长于节2 +  3 ; 后足基跗节外表面光滑，中央具一纵凹；第 7_8节  

旗板及生殖节见图170= b—d。唇基中央具一基部窄端部宽的喇叭状黄纹（图 17〇: a); 

上颚基部黄色f 端半部枣红色；颜 侧 （触角窝以下）黄色；颚眼距黑褐色；触角柄节前 

表面黄色，鞭节黑褐色，外侧褐色；上唇褐色；翅基片褐色，翅褐色透明，翅脉色深； 

足黑褐色，距黄褐色；腹部黑色，腹板端缘红褐色。上唇、唇基前侧角及颊密被白色直 

立的长毛；唇基表面被自两侧斜向中央的伏卧的白色长毛，两侧被几排直立的黑色长 

毛；颜侧黄斑上及额唇基区密被伏卧的白毛；前单眼周围及颅顶被黄毛，杂有黑色直立 

的毛；胸部被黄及黑色混杂的毛；足毛黄色；腿节毛色浅；后足基跗节外表面被稀的黄 

毛，外缘及内表面被黑褐色毛，背板均杂有少量黑毛。

雌：未明。

分 布 福 建 、云南。

墨脱回条蜂 Hainytodfl W u，1988 (图 171)

H abropoda m edogensis W n9 1 9 8 8 , Insect. M t. Namjagbarwa R eg. Xizang, 549 . S1

雄体长9 _ ; 体黑色；头部具黄斑i 腹部第3—5 节背板具黄毛带。头部刻点均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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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 墨脱回条蜂 J

& 头部i b■ 第7 雎板；c . 第8 政板；d .生殖节（背面观)

不明显；颅 顶 平 ，两侧单眼外侧平搰；触角第1鞭节等于节2 + 3 ; 中胸背板及腹部各 

节背板刻点较密；腹部第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71: b—上 头 部 （图 171: a) 的 

复眼内侧、唇 基 （两侧及中部两黑斑）大部分.、上顎基部（端部及内侧黑褐色）均为乳 

白色；触角鞭节外侧及翅基片红褐色；距褐色；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端缘黄褐色。体毛 

较长，以浅黄色为主；复眼内侧及颅顶杂有直立的黑毛；中胸背板被浅黄色毛杂有黑色 

毛；颊及胸侧、并胸腹节及旗部第1节背板被浅黄色长毛；前足及后足转节及腿节外侧 

被白色长毛；跗节被金黄色短毛；腹部第2—4 节背板被稀的黄色毛，第 3—5 节背板端 

缘具宽黄色毛带；腹部第3—"5节腹板被白色长毛。

雌：未明。

分 布 西 藏 D

花回条嫌 说i^flCockereH，1927 (图 172，图版11: 4，3)

Cdckerell, 192 7， M « s. M ra+，2 7 4 : 15 .

H abropoda m itnetica GackerelU 1 9 9 1 , W u t Sci. Treat. Syst. Evol. Zool, , 2 1 6 .

雌体长14—16mm; 体黑色；体毛为黄黑两色相间。唇基密被刻点 i 上唇粗，前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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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具半圆形凹陷；触角第1鞭节长为第2 节的3 倍，第 1、2、3、4 节的比例为16:5: 

7 : 8 ;臀板三角形，稍隆起。触角黑红色；翅基片深褐色，翅浅褐透明，翅脉深褐色； 

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端缘红褐色；臀板基部褐色，端部黑褐色。上唇端缘被金黄色毛； 

颜 侧 （触角窝以下）及触角窝间被小白绒毛；颜 侧 （触角窝以上）、颅顶及中单眼前部 

均被黑毛；颊被白毛；胸部前缘、小盾片、后胸、胸侧、并胸腹节及腹部第1节密被黄 

毛；前足及中足的转节及前足腿节被白毛，余均被黑毛；中胸翅基片间及腹部第2 节背 

板被黑毛；第3—6节背板密祓黄色短绒毛；第 2 ^ 节背板端缘被黄毛带；第 5 节端部 

及第6 节两侧被栗褐色毛。

雄体长13—15THI11;与雌性区别为：唇基及額唇基区的兰角形黄色；后足跗节细 

长；中胸翅基片间的黑毛带较窄•，腹部第2 节背板被黑毛，但杂有一些黄毛；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72。

分 布 江 西 、福建、广西、云南、四川、贵州。 

峨 眉 回 条 蜂 11£1如〇;»«1||_^似^ 州 1,1979 ( 图 173，图 版 \ ' 1 : 3 , 6 )

fbbrop cjd a  om eiensis 1 9 7 9 , A ct- E n tom . S i n . f 22  ( 3 ) ;  3 4 5一3 4 6 ,

雌体长14一 16mm; 体黑色；被灰黄色毛；腹部末端红黄色毛。头宽；唇基隆起， 

刻点密而均勻，前緣中央压平状，刻点较稀且不规则；上唇前緣中央半圆形凹陷，表面 

粗，基部两侧各具一瘤；上顎不分齿，端部圆；触角第1 鞭节远长于节2 + 3 , 但稍短

图 1 7 2 花 回 条 蜂 » 1 1 > « « 汝 < 2 才  

a，第 7 腹板；b , 第8 K 板；c . 生殖节；d .生殖剌突（側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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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节3 + 4 + 5。上唇黑褐，基部两侧瘤褐色；触角柄节基部及端部、第 3 鞭节至顶端外 

侧褐色；足褐色；翅基片及翅脉褐色；腹部第6 节背板褐色。颜面及颅顶被黑褐色长毛 

及灰黄色短毛；颊及胸侧被黄毛 i 胸部背板密被黄色长毛，间混有少量黑褐色毛；前足 

基节、转节及腿节外侧被黑褐色长毛；中足及后足转节及腿节被黑褐色短毛；腿节顶端 

具红黄色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具红黄色毛刷，后足胫节内表面及基跗节基部内表面毛 

黑褐色；腹部第1 节背板被黄色长毛，第 2—5 节背板密被黄色短毛；腹部第1 一3 节腹 

板边缘为黄色长毛；第 5 节背板端缘及第6 节背板两侧及第4—5 节腹板边缘被红黄色 

毛 。

国 173 峨眉回条蜂 矛

a■第7 ®板i b, 第8腹扳i c.生殖刺突（脚两观）山生植节

雄体长13—14mm; 与雌性区别为：唇基大部分黄色，仅两侧缘黑色，前缘褐色。 

触角第1 鞭节为第2 节的3 倍，第 1、2、3 节比例为15:5:8。前足腿节外侧具浅黄色长 

毛；中足腿节被褐色长毛，胫节内侧及基跗节内侧毛黑色；后足胫节内侧及基跗节基部 

外侧具黑色长毛；体毛色相似，腹部背板毛较年长，红黄色；第 2—5 节背板端缘组成 

宽的红黄色毛带g 膦部第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73。

分 布 湖 北 、四 川 （峨眉山）。

北京回条蜂 ffa&ropodapeWnenrisCockerell, 1911 (图 174，图版W : 1)

C ockerdlr 1 9 1 1 , P roc. U- S *  JVaf* M xs. > 3 9 ： 642~ 6 4 3 . 

Habropoda alashanica Gussakowskyi, 1 9 3 5 , Tru- Z IN  Aca- Sci* Rus^a 2： 755— 757. 

Hcdfrvpoda p^ in ensis 1991» W u , Sci. Treat. Sysi. Evol. Z o o l., 1 ：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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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体长16—17inm; 体黑色；胸部被黄毛；腹部第1—4 节背板具宽白毛带。唇基 

明显隆起，密被刻点，端缘更密；上颚长，具 2 齿；触角第1 鞭节长为第2 节的 2 倍 

多，第 1、2、3 节比例为17:7:7;腹部宽大，臀板隆起。上颚中部红褐色；足黑褐色； 

中足基跗节及后足胫节■、基跗节均为褐色。上唇、头部、胸部及腹部第1 节密被黄色长 

毛；類被白长毛；足被黄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红黄色；腹 部 第 4 节背板具宽 

的白毛带；第 5 节端缘及臀板两侧被红黄色毛。

雄体长13— I 5mm; 与雌性区别为：唇 基 （两大黑斑）、颜侧、上 颚 （端部黑色） 

及触角柄节前表面均为黄色。触角第1鞭节长于第2 节，第 1、2、3 节比例为13:9:8,• 

前足基节具弯而长的针状突起；后足腿节膨大。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节 见 图 174。

分 布 甘 肃 、北京、山东、福建。

黄斑回条蝝 Hafrropoda (Dalla Torre), 1896 (图 175)

raiibszfeowsfeM Dalla Torre» 1 8 9 6 , Cat- Hym., 1 0 ： 2 8 5 .

Î ibr^poda montarm R^ oszk〇ws)si9 1 8 8 2 , W iadom nauk, 2 :  7 7 .

Habropoda rctdosŝ arwskii (r>alla T o rre ) , 1 9 6 6 , Tijd. Eniom .̂  109; 144—145 .

H a l^ p od a  radoszkaw ^iii ~Yomt 1 9 9 1 , W u f Sci. Treat, Sysl. Evol. Z o o l., 1 ： 2 1 7 .

雌体长13—14mm; 体黑色；被灰红色毛；腹部末端火红色。唇基隆起，基部刻点 

小面密，中央具脊，端部刻点祖大，具压平区；上唇粗；上颚2 齿；触角第1 鞭节长几

图 174 北京回条蜂 H a A r o p o t i a ?

第 7 肢板；U 第 8 應板；̂ 生殖节；d .生殖刺突（侧面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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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为第2 节的4 倍，第 1、2、3、4 节比例为23:6:7:10;胸部刻点密。唇基端部中央 

具一小三角形黄斑；上顎大部分褐色；触角鞭节暗褐色；翅浅褐透明，翅基片黄褐色; 

足黑褐色；腹部黑色，各背板端缘黄褐色；臀板三角形拱起，褐色。上唇中央及基部被 

黄毛；颜侧密被白绒毛，杂有黑色直立的毛；单眼周围及颅顶被白色和黑褐色混杂的 

毛；颊及胸侧被白色长毛；胸部背板及腹部被黄至火红色毛；足的基、转及腿节被白 

毛；胫节及跗节外侧被金黄色毛，内侧被黑至黑褐色毛。

雄体长13m m ; 与雎性区别为：触角第1 鞭节为第2 节的 2 倍多，第 1、2、3、4 

节比例为20:8:10:10。唇基中央具工字形黄斑；颜侧、触角柄节表面及上颚大部分均 

黄色；后足基跗节扁平，内缘稍凹，端部内侧角稍膨大；第 7 、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 

175。

分 布 浙 江 、云南、西藏；锡金，尼泊尔，印度。

红 足 回 条錄 rw/i/ws Wu， 1983 (图 176)

Habropoda rufipes Wu, 1983, Act. Kntom, Sin, , 8 (1)： 91.

雄体长 lO m n n体黑色；足红褐色；胸部被黄色及黑色混杂的毛。唇基隆起，为复 

眼宽的一半（侧面观h 刻点密，自两侧向中央斜向整齐排列，基部中央具脊，端部中 

央具1 小黄斑；额唇基区中央具脊f 上额2 齿；上唇刻点密，基部具2 褐色瘤状突起; 

触角第1 鞭节短于节2 + 3 + 4 ; 中胸背板刻点较唇基稀；腹部背板革状；臀板宽大。上 

顇大部分黄褐色，基部深褐，端部黑色；上唇黑褐色；触角红褐色，鞭节背面黑褐色;

图 1 7 $ 黄 斑 回 条 蜂 纩  

a. 第7 ® 板i b. 第8 E 板} c. 生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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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浅褐透明，前缘较深，翅基片褐色，翅脉深褐色；腹部第1 节红褐色，第 1 一3 节端 

缘红褐色。上唇被金黄色长毛；颅顶被黑色直立的长毛；颊被白色长毛；各腿节被稀的 

白长毛，各胫节及基跗节被短而密的黄毛；后足胫节毛刷浅黄色，基跗节外表面及内表 

面被金黄色毛；腹部第1 节被黄毛；第 2—4 节背板被黄毛杂有少量黑毛，端缘具黄毛 

带；第 4 节背板黑毛较多；第 5 节背板端缘被黃褐长毛，基部混有黑毛；臀板两侧被黑 

褐色长毛。

雄：来明。

分 布 北 京 （上方山）。

雌体长 llm m ; 体黑色。上唇基部两侧圆突起，上唇端缘中央具半圆形凹陷；上颚 

2 齿；唇基闪光，刻点细面稀，不均匀，中部更稀；触 角 第 1 鞭节短于节2 + 3 + 4 

(4:5)(图 177);腹部背板具细小而密的毛孔。上颚大部、触角鞭节、翅基片及翅痣、 

腹部第1 一 5 节背板端缘、第 1一5 节腹板端缘及足均为褐色。上唇中央及上顎外侧被黄 

色硬毛；头部颜侧被灰白色软毛，杂有直立的黑褐色长毛；前单眼前后被直立的黑色长 

毛，杂少量灰白毛；颅顶及胸部密被黑褐及灰白色混杂的长毛；颊及胸侧及腹部第1 节 

被灰白色长毛；前足和中足的基、转、腿节及后足基节被白长毛；前及中足胫节外侧、 

前足跗节外侧被黄毛，端部毛密；中足胫节外侧被浅黄色毛，侧缘被栗色长毛；后足胫 

节及基跗节密被黄色长毛，胫节内侧被黑长毛，基跗节内侧毛金黄色；腹部第1 节背板 

端缘、第 2 节背板及第3 节背板大部分被黑褐色长毛；第 2—3 节背板两侧、第 3 节背 

板端部、第 4 节背板及第5 节背板两侧被灰白色长毛，第 4 节背板杂有少量黑褐色毛， 

第 5 节背板端部及第6 节背板两侧毛红黄色；腹部腹板端缘被灰白色长毛。

围 1 7 6 红足回条蜂H 头部

图 1 7 7 四JI丨回条蝉

半头部

四川回条蜂 iioAropodci s/cfcwo庇mis Wu，1986 (图 177)



雄：未明D

分 布 四 川 （泸定）。

蜜蜂总科 蜜蜂科 蜜蜂亚科 327

中华回条蜂 Hiaftropoda sifiCTisis Alfken， 1937 (图 178)

1 9 3 7 ， Enfom t &  ■， S (2 0 > : 4 0 4 4 0 5 .

HaAro/jatii 5i7i£«iis A lfken, 1 9 6 5 , W u, Econ. Ins. Fauna China, Fasc, , 9 ： 66 .

雌体长13—15mm; 体黑色；被黄毛；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端缘具黄毛带。额及唇 

基隆起；唇基刻点稀；上颚2 齿；颅顶后緣稍凹陷；额及颅顶刻点极密；触角第1 鞭节 

短于节2 + 3 ; 颊极窄；后足第1 跗节外侧角延长；胸部背板刻点密，但较额上者大； 

腹部背板刻点细密。上颚基部、曆基前緣及中央、额唇基一小斑均为黄色；上颚端部、 

上唇、唇基前缘及基部2 大斑、额、触角及足均为红褐色；翅浅褐透明，翅基片浅褐 

色，翅脉深褐色。体被黄毛；触角窝及颅顶灰黄色；中胸背板被黄及深褐色混杂的毛； 

颊、眼侧区、胸侧及前足腿节外侧被白毛；足的其它各节均被黄毛；胫节及跗节内侧毛 

褐色；并胸腹节及腹部第1节背板被黄色毛；腹部第2—5 节背板被短的黑毛。

雄体长11—13rnm; 与雌性主要区别为：触角第1 鞭节稍长于第2 节，第 1、2、3 

节比例为10:9:8。唇 基 （除靠眼侧区的褐色小斑外）黄色：额唇基区有三角形黄斑。

图 17S 中华回条蜂 ?

a- 第7腹板；tK 第S腹板；c, 生殖节i 土 生殖剌突（侧面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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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第7 节背板末端直，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78。

分 布 北 京 .、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西、四川、贵州、云南。

台湾回条蜂台南亚种 Habropoda m/nanfco/a fa/nan細 fa Strand! 1913 (图 179)

Anthophora taimznicola StYsnd» 1913 ,  Suppi. Entom,, 2 ： 51—5 2 . 早 

Anthophora bucconis Friese, 1 9 1 3 , Suppi. Entom., 2 ： 51.

Em phoropxis %p^c. ̂  Michetier, 1 9 4 4 , B u ll. Am er. Mwi. , Nat* H is t . ,  82 i 2 8 6 . $  

bkibm poda tain an icola  Lieftinck, 1966 , T ijd ,  Ent〇m . t 109: 146.

Habrt)poda taijjankola Strand, 1991, Wu, Sci* Treat* Systn EvoL Zool. Ii 21S.

雌体长14一 16mm; 体黑色；被黑褐色毛；腹部第5—6 节背板被狐红色毛。唇基 

具较密的刻点；上唇前缘中央具三角形缺刻，基部具2 圆形瘤状突起；上颚2 齿；中胸 

背板刻点细密，中央较稀；腹部背板刻点小而密。上唇及上顎红褐色，上唇基部瘤浅褐 

色；触角鞭节外侧黄褐色；翅基片深褐色；腹部第1一5 节背板端缘黄褐色；足深褐色。 

上唇被黄毛；头、胸及腹均被黑褐色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金黄色，后足胫节内侧 

具黑色毛；腹部第5 - 6 节被狐红色毛。

雄体长11 一 12_;与堆性区别为••唇基、颜侧、上颚基部、触角柄节前表而均为 

黄色c 体毛黄褐杂有黑褐毛；上唇及颊被灰黄色长毛；胸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黄褐色 

毛；颅顶及颜面杂有黑毛；腹部第2 - 4 节背板被黑褐色毛f 第 5—6 节背板及腹板被金 

黄色长毛；足毛灰黄色；后足胫节内侧缘被黑毛。第.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79。

图 1 7 9 台湾回条蜂台南亚种f/a加

tainanicoia 汶(仿 Lieftinck，1974) 

a. 第7 腹板；b. 第8腹板；c. 生殖节（部分）



分 布 台 湾 。

蜜蜂总科 蜜蜂科 蜜蜂亚科 329

台淹回条嫌五月亚神 toiiiaiiiarfa mo/eHo lieftinck, 1931 (图 180，图版W: 2)

Hcdjropoda tain an icola  Cockerell, 1 9 3 1 , A m er. M us* Nov,  , 4 8 0 l 7 .

fainanux^a Lieftinck, 1 9 7 4 , T ijd . E n t o m . f 117 ( 5 ) :  193一 194. 

fh b ro p o d a  tairtanicola n ia ie lla  l^ itiT x ky  W u , 1991* Sci. Treat. Syst, E v o l* , 1 :  217 .

本亚种极似台湾回条蜂台南亚种，雌触角第1 鞭节长为第2 节的 2 倍多，第 1、2、 

3 节比例为 1 3 : 5 : 6 , 而雄的比例为9 : 7 : 7 ; 腹部第 7 、 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80。两个亚 

种的区别如表17。

图 IS O 台湾回条蜂五月亚^种技如吵01如 如 彳  

(仿 Lieftinck, 1974)

a . 第 7 雎板；b , 第 8 股板；c . 生殖节（部分）

表 1 7 台湾回条蜂两个亚种的区别

部 仿  ^

台湾回条蜂台南亚种 台湾回条蜂五月亚种

牟胸部及腹邮第1节毛 黑色 黑褐色
腹部第2—6 节背板毛 锈色 2—4背板毛黑色，仅第4 节端部 

及 5—6节绣色
后足腿节及胫节毛 锈色 色较深

3 腹部背板毛 锈色 灰黄色，5—6 节锈色
雎部背板 褐色 黑色
中足、后足轻节毛 锈色 中足胫节毛黄至锈色，后足胫饵 

内外铜均被黑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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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江 苏 、浙江、湖北、福建、四川、西 藏 （墨脱) c 

云南回条蜂 ffa&ropofto jviwHia/iCTisis Wu，1983，（图 181)

fh h ro p od a  yunnanensis W u, 1 9 8 3 , A ct. Zootajc, S i n . ,  8 ( 1 )： 92 — 93 , J

雄体长1 0 _ ; 体黑色被黄色长毛；腹 部 第 节 背 板 端 缘 黄 褐 色 ，被黄毛。唇 

基具密而浅的刻点；上唇端缘具一深凹（图 181: a) ; 上颚细长具2 尖齿；触角第^鞭 

节等于节2+ 3 ; 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81: lr—dD 唇基黄色（内侧缘黑色），端 

缘枣红色；顔 侧 （触角窝以下）黄色；触角黑褐色，柄节具-隐约可见的细黄纹，上w  

大部分黄色；上唇黑色；足及腹部背板均黑褐色；翅基片及腹 部 第 1—6 节背板端缘均 

黄褐色。上唇及唇基前侧角均被直立的白色长毛；颜侧、额唇基区及触角窝间被浅黄色 

毛；颅顶及前单眼前后均被直立的黑长毛；胸部被黄毛，背板杂有黑毛；足毛浅黄色; 

后足基跗节内侧被黑褐色毛；腹部被黄毛；第 2—5 节背板均杂有少量黑毛。

圈 181 云 南 回 条 蜂 矛  

a , 头部；b . 第7 腹板；c . 第 8 ® 板；d. 生殖节

雌：未明。

分 布 云 南 （西双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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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毛刷回条蜂 ife&ropodfl vmriscopirfct Wu, 1984 (图 182)

Habropoda ventiscopula^ M̂ 1984, Zml. Res ,̂ 5 (l )； 26~~2 7 , 才

雄体长 lOrrnn; 悴黑色；头部具黄斑；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具浅黄色毛带c 上唇端 

半部中央革状，余具密刻点，基部两侧各具一光滑的瘤状突起；唇基刻点较上唇稀；触 

角第 1鞭节明显长于第2 节 （11:7)、第 3 节稍短于第4 节 （7:8)，5—11节等长；中 

胸背板刻点密，中央较稀；中足胫节距长，超过胫节的一半；后足胫节较粗，后足跗节 

扁，长为最宽处的3.5倍；腹部第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82: b—d。0 基中央、 

颜 侧 （触角窝以下）及上颚大部分（除端部黑褐色）均为黄色（图 182: a) ; 触角黑褐 

色；翅浅褐透明，翅基片黄色透明，翅脉及翅痣深褐色。体毛较长而密；上唇、颜侧、 

额唇基、唇基及颊均被白毛；唇基侧缘、触角窝及颜侧被少暈的黑褐色直立的硬毛；颅 

顶边缘及中单眼后具黑褐色长毛；胸部及腹部第1 节被灰黄色长毛，杂有少量端部发褐 

色的毛；足毛白色；基跗节表面被细小金黄色毛；胫节及跗节内侧表面被金黄色毛刷; 

腹部第2—5 节背板被黑毛，第 6 节背板被细的黄绒毛，杂有大置黑褐色毛；第 1一5 节 

背板端缘具浅黄色毛带；第 节 背 板 侧 缘 被 稀 的 白 色 长 毛 ；第 1一5 节腹板端緣被白 

毛，中部较短，两侧极长。

图 182 腹毛刷回条蜂 ^

a . 头部；b . 第 7 腹 扳 【C. 第 8 肢板；土 生 殖 节

雌：未明。

分 布 云 南 （德钦阿东)〇

西纸回条蜂 1979 (图 183)

fi伽 响 职 rewjWu，1979，Acdrttom. S in .， 22 (3): 346. ?



332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第二十畚

雄体长12mm; 体黑色；头部具黄斑；腹部第3—7 节背板被黄毛。头宽稍大于长； 

唇基突起，宽大于长；唇基及颜侧具稀而浅的刻点；上唇刻点粗大，基部两侧具2 瘤状 

突起，中央具不明显的脊，前缘刻点较稀；上颚 2 齿；触角第 1 鞭节长等于节2 十3; 

后足基跗节内侧边缘加厚，端部内侧角稍突起（图 183: e) ; 腹部第7 节背板端部中央 

呈钝角状凹陷；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83: a—dy 唇 基 （除前缘）、颜侧及上颚 

(除四缘）均为黄色；上唇基部瘤深褐色；足的跗节深褐色；距褐色；翅基片及翅脉黑 

褐色◊ 上唇、上额、唇基大部、颜侧及颊均被黄毛；唇基两侧缘、触角窝四周及颅顶均 

被黑毛，杂有少量黄毛；中胸背板、侧板、并胸腹节及腹部第1 节均被黄色长毛；中胸 

背板翅基片间由黑色长毛组成的横带；足毛黄色；各基跗节内表而毛金黄色；腹部第2 

节背板大部分被黑毛；第 2 节后缘及第3—7 节背板均被黄色长毛。

图1 8 3 西 藏 回 条 鋒 供 n心才 

a. 第7腹板；b.第8旗板；c.生殖节；d. 生殖刺突（侧面观)；e.后足基跗节

雎：未明。

分 布 西 藏 （吉隆)。

细条蜂属 la  Lieftinck, 1974

HczbrophorvU U dtincky 1974, T ijd . Entrnn., 117 (5)： 217—218. 

樓式种 (Cackerell).

中型，体细长。雄性足细长，不特化。头宽大于长；复眼内缘上端稍内倾；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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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下颚须6 节，第 2 节最长；上唇雄性宽大于长，雎性长宽相等，表面有刻点，端缘 

不突出；上囅2 齿 ；唇基短，明显短于唇基基部至颅顶边缘的距离；单眼靠近，侧单眼 

间距明显小于侧单眼至复眼内缘的间距；触角第1 鞭节短，不长于第2 节。胸部短小而 

粗；足细长；爪分枝明显，雄性等长，雌性内枝稍短，爪垫发达；雌性后足胫基板圆三 

角形，端缘圆，雄性者小，但界限明显；翅短，前翅缘室长，长于缘室顶角至翅顶角间 

距的2 倍多；第 3 亚缘室中第2 室最小，第 2 及第 3 中 横 脉 （r-m) 弯曲，第 1 及 2 回 

脉与第2 及 3 中横脉正交，中 横 脉 （Cu-V ) 直，与基脉始点正交；后翅轭叶短小，臀 

叶长。体表色暗，刻点一般明显；雄性第7 背板端缘宽圆，第 6 节腹板端部两侧均具横 

的瘤突，第 7 腹板的枝突Upodemes) 长，向两侧伸，第 8 腹板近菱形；生殖节顶端的 

内腹突细长指状，几与生殖剌突等长。雌性臀板宽，三角形，端部圆。

本属仅分布于我国，共 4种。其分布区东起福建武夷山，西至贵 州 雷 公山及广西龙 

州大青山，分布高度为700—1 200m 之间。

种 检 索 表

雌

1 (2) 腹部第1— 节背板端缘具红褐色带，其中2—4 节的带很宽，不具毛带；体长 13 — 14iwn

....................................................................................................... … 云足细条蜂H. ituMfjpmnis
2 (1) 腹部第1一4 节背板黑色

3 (4) 足黑色；曆基黄色具大黑斑；12—13mm ............................ ................黑足细条蜂！?•

4 (3) 足红褐色；唇基四缘及“山” 斑红褐色；1 0 . 5 _  ...................锈餍细条蜂f f ■ _ 供

雄

1 (2) 足黑色；顔面具乳白色斑；胸部被黄色毛；体 长 l 〇m m .......... 黑足细条蜂H , nigripcs

2 (1) 足非黑色；顔面具黄色斑

3 (4) 足及翅基片均红褐色；触角红褐色；胸部被灰白色长毛；体长 12™  ..................................

............................................................................... ...........................云足细条蝝 Jtf. imiW构wmiis

4 (3) 足及翅基片均黄褐色；触角暗褐色；胸部被黄色长毛；体长 iOnun ..........................................

............................................................................ ..............................绣足细条蝉

云足细条蜂 紅 （Cockerell)» 1930 (图 184)

H adrvphoch nud^ipm nts G x ker^ lt  1930, A nn. M ag . N at. H is t ,, 10 (6)： 52,

HabrophoruUt m tbilipennis (Cockereil), 1974, Lieftinck, T ijd , K n to m ., 117 (5 )： 217— 218, 

H obivphonU a niihilipennis (Cockerell) > 1991? Wu, Sci. Treat. Syst. Evol* Zool., 1： 218.

雎体长 13— 1 4 m m ;体黑色；头部具黄斑；腹部第 2—4 节背板端缘具窄的红褐色 

带。唇基刻点粗大而稀，点间距一般大于刻点直径；上唇刻点较唇基稀而深；触角第1 

鞭节长于第2 节，第 1、2、3 节的比例为5:3.5:4.2 ; 上顎 2 齿；胸部盾片刻点密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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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腹部刻点比胸部更细小；上颚大部分（除端部）、唇基端部及中部具纵向纹。额唇 

基区的小斑、眼侧的三角斑（上端达触角窝）、上唇大部（除基部之外）斑均浅黄色; 

翅浅烟色，脉褐色，翅基片浅褐色；足褐色。上唇及上颚外侧被稀的金黄色毛，唇基及 

额以稀的白毛为主，唇基上有少量黑褐毛；单眼周围被稀的黑褐色毛；颊及颅顶被长的 

浅黄毛；胸部密被黄色长毛；足被黄毛，以后胫节者最长；腹部背板第1 节可见白毛， 

第 5 节端缘及第6 节被黑毛；余各节几乎见不到毛被。

图 184" zr 足条蜂 nw扣 才

a■第6联柜；b. 第7 ® 板：c. 第8腹板；d. 生殖节；e. 生殖剌突（侧面观）；f. 第7背扳

雄似雌性，区别为：唇基黄斑较宽大；柄节前表面黄色；上唇、触角、翅基片及足 

均红褐色；上唇基半部几光滑，端半部密被刻点；足细长；腹部第6、7、8 腹板及生殖 

节见图184。

分 布 福 建 、湖南。

绣足细条峰 fTflftrop/io n iifl/e rn ig irtip e s W u, 1991 (图 185)

Habruphorula ferruginipes^ î Xt 1991, Sci. Treat. Syst. Evol, Zool. , 2： 224—225. ^

雄体长10m m ; 体黑色；头部具黄斑；足锈色；体毛黄或黄褐色 ^头部（图 185: 

a) 唇基隆起，中央具1 纵脊，表面具粗大不很均匀的毛孔；触角第1 鞭 节与第 2 节等 

长*但短于以下各节；胸部及腹部背板刻点均匀；后足跗节宽度与胫节基部等宽；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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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5 镑 足 细 条 蜂 方

a t 头部；b. 箄7 背板；c. 第6 雎扳；d i 第7腹扳；e. 第 S 旗板；i 生殖节；g. 生殖刺突

(侧面观）

第 7 节背板端部黄色透明状，中央稍凹（图 185., b) ; 第 6—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85: 

1 。唇 基 （除黑斑外）、眼 侧 （触角窝以下）、上 唇 （基 部 2 褐色瘤）、上 顎 （除端 

部）、额唇基区一小斑.、触角柄节前表面均黄色；腹部各背板端缘褐色带宽；翅基片黄 

色透明；足 （除基部黑褐色外）均为锈色。体毛以黄及黄褐色为主；唇基黑斑上及颅顶 

上具少量黑色硬毛；颊毛白色，密而长；胸部密被黄褐色绒毛；足毛浅黄色；腹部背板 

及端缘有纤毛组成的不明显的浅色毛带；腹板端缘毛长。

雌：未明。

分 布 广 西 （龙州）。

黑足细条蜂 HoferopfeomtoBigrijwsWii，1991 ( 图 18 6 ,图版诹：9)

Hab^phoruia nigripes Wu, 1991, Sci* Treat. Syst. Evoi. 2〇〇1. 2 ： 2 2 3 2 2 4 ,

雄体长 lOxmn; 体黑色；头部具黄斑；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端缘具浅色毛带□上颚2 

齿；上曆表面刻点大而稀；曆基刻点较上曆稍密，但表面中央具1 不明显的纵隆脊；额 

唇基上有1 短的纵脊；眼侧乳白色部分光滑；触角第1鞭节比第2 节 短 （3.5:4.5),第 

2 节稍短于第3 节 （4.5:5);腹部背板刻点稀而浅；第 6 腹板端缘两侧各具一瘤状突起 

(图 186: b) , 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86: c~ f。头 部 （图 186: a> 的上颚大部分 

(除 端 部 黑 褐 色 外 唇 基 （基半部两侧各1 褐色斑〉、眼 侧 （触角窝以下）、触角柄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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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额唇基区中央 i 小斑均乳白色；翅基片及胫距、腹部第1—5 节背板端缘均为浅 

黄褐色；触角、足及腹部腹板黑褐色。体毛灰黄色，上唇、唇基、眼侧、触角柄节、胸 

部均密被灰黄色长毛；颅顶被黑色长毛；足毛短，浅色，跗节内侧毛锈色；腹部背板被 

短的黑毛，第 6 节黑毛较长。

图 1 8 6 黑足细条縴技加 吵 nfgri典  

a. 头部方；b.第 6雎板i c. 第7雎板t d. 第8 雎板；e. 生殖节 ; 

f , 生 殖 剌 突 （侧面观）；g . 头部导

雌体长12—13nim。与雄性区别为：唇基黑 斑 大 （图 186: g) ; 触角第1 鞭节与第 

2 节等长，但稍长于以下各节。足毛黄色，后足胫节被密而长的黄毛，跗节毛色深，为 

褐黄色，内侧毛锈色。

分 布 贵 州 （雷山雷公山）。

绣 饜 细 条 rtiMgolaftra/紅 sp. nov* 新 种 （图 187)

雌 10.5mm。唇基隆起，其侧面观窄于复眼宽，表面光滑，刻点细小分散，两侧角 

细密；上唇表面刻点粗大呈皱状，两侧基角各具一圆形瘤突；触角第1 鞭节稍长于节 

2 + 3 ; 额唇基、颜侧、颅顶及颊刻点细密，颊 （侧面观）窄于复眼；中胸盾片及小盾片 

刻点细密似頰的刻点，中央稍稀；腹部背板刻点细，较颊上刻点稀；臀板长三角形。体 

黑色；上唇、唇基四缘及“山”型 斑 （图 187)、上颚端部及顎眼距均红褐色；上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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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有黄斑；触角红褐色；翅逢明；翅基片黄褐 

色；翅痣及翅脉褐色，■足均红褐色，腹部背板 

黑色。上唇端缘被一排黄色硬毛；复眼内侧毛 

浅黄色，杂少量长而硬的黑毛；颅顶及单眼周 

围毛灰黄色；颊及胸侧密被白长毛；胸部及腹 

部第1 节背板密被黄褐色毛；腿节被白毛；中

足转节内表面及腿节内表面基部被金黄色短 

毛；前足及中足的胫节及基鲋节密被细黄毛; 

后足毛刷密而长、鲜黄色，后足基跗节内表面 

金黄色毛；距黄色。

钱IS细条•  }hbr〇ph〇rula rubig〇~ 
sp. n〇v. 早头部

正模早，江西，牯岭，1935,110, 0, P iel采。 

雄：未明。

近 似 一 咖 心 主 要 区 别 为：唇基光滑，具稀而浅的刻点，非较 

密且深的刻点；唇基无中纵脊；复眼侧（触角窝以下）黑色，非黄色；腹部背板端部黑 

色，非红褐色。

长足条蜂属  Lieftinck, 1966

Habropoda Buigham, 1897, Fauna Brit, India? Hym., 1： 414, 521—523 (partim).

EZa/Aropoda Ueftinck, 1966> Tijd. Entom.f 109 (6)： 148—150*

模式种 Habropoda iTnpatiens Lieftinck, 1944,

中型。唇基长且强隆起•，体及足均较长；体色暗，但常具红褐色或锈色斑纹；体毛 

少，但胸部密被长毛，腹部背板端缘具毛带。

下唇须4 节，长于盔节t 第 1节弯曲 t 远长于第2 节，端部2 节短；盔节长达后足 

基节之前，有时超过腹端部；中唇舌很长，具毛；下颚须几与基节等长，共 6 节，第 2 

节最长；头窄，复眼内缘上部有浅凹，侧单眼至复眼的间距约为后单眼间距的2 倍，但 

仅为唇基至单眼间距的1/2;唇基长于唇基至前单眼间距，也长于其基部的宽度，一般 

具中纵脊，明显隆起，自侧面观其隆起高度约等于复眼直径；单眼排列靠近，前单眼 

大，至后单眼的距离为后单眼间距的1/3 ;顎眼距短；上唇宽大于长，前缘突出；上颚 

共 3 齿；触角细长，鞭节宽度大于长度，雌性更明显；第 1 鞭节一般长于以下各节，约 

为第2 节的2 倍，第 3 节与第4 节等长。前翅第3 中横脉弯曲，不与第2 中横脉平行； 

缘室长度为缘室端角至翅顶角的2 倍以内；足细长， 一 般色鲜艳；雄性后腿节明显膨 

大，下表面具2 纵脊；后胫节侧扁，端部宽，内表面光滑，具长而尖的脊，端部内槲具 

三角形突起；爪垫发达，内爪短于外爪；雌性后足毛刷短而稀；胫基板明显。腹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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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雄性第6 腹板端部钝；第 7 腹板端部钝，被细毛；第 8 腹板亚四方形，端部凹；生 

殖刺突在生殖节端部为2 叶；阳茎腹铗厚，弯曲；雌臀板三角形，长度大于基部的宽 

度，顶端宽圆。

分布于亚洲东南部：中国；印度，尼泊尔，緬甸，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 

国。世界共11种 （Brooks, 1988)。中国有7 种，其中6 种分布于长江以南，仅黑跗条 

蜂 H a如 , 发现于北京上方山（500m)，是本属的北界；垂直分布最高 

者为分布于五南维西（2 400m ) 的万南长足条蜂E/a/Ara/xxAa 。

种 检 索 表

m

1 ( 1 0 ) 腹部黑色

2  ( 3 )  腹部第1一3 节背板密被金黄色毛；第 4一5 节背板被黑毛；第 5 节背板端部及第6 节背板两

侧被锈红色毛，不具浅色毛带；胸部及后足胫节密被金黄色毛；足红褐色；体长14m m … 

........................................................ 冊 长 足 条 £* pwfcfesTima

3 (2) 腹部背板端缘色浅，井具浅色毛带

4 (5) 唇基黑斑大，达唇基端缘；上唇两側及端缘黑色；眼側靠唇基处黑色；足黑褐色；胸部毛及

腹部第1一5 节背板端缘毛带为浅黄色；体长13—14mm ........玛长足条蟑E .

5 (4) 餍基黑斑不达唇基端缘；上唇黄色，侧缘无黑纹；眼侧全部黄色；足大部分锈色；胸部毛黄

褐色

6 (7) 后足基跗节内外表面及毛敝均黄色，无黑毛；唇基长度与唇基至中单眼的距离比为4:3 ;腹

部背根黑褐色，第 1 一 4 节背板端缘具浅黄色毛带；体长13.5im n ..............................................................................................................................

...................................................................................台涛长足条蝾 Aiituanica sp. nov.

7 (6) 后足基跗节具黑毛

8 (9) 后足基跗节外表面毛黑色；唇基隆起弱；腾基长度稍长于唇基基部至中单眼的距离

(1.0:0.9);第1—4 节背板端缘毛带白色；体长15mm........黑跗长足条縴E . n电rotorso

9 (8) 后足基跗节外表面基半部浅黄色毛，端半部有黑毛；唇基强烈隆起；唇基长度明显长于唇基

基部至中单眼的距离（1-25:0.9);腹部第1一4节背板毛带黄褐色；体长1 5 ^ V7m m …… 

..................................................天目山长足条蜂E . 办

10 ( 1 ) 旗部非全部黑色；足大部分红褐色

11 (1 2 )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或第3 节大部分）及足红揭色；第 节 背 板 黑 色 ，第 1 一4 节背板

端缘具白毛带；唇基具2 黑斑；唇基长度与唇基至中单眼距离的比为5+6:4;胸部被黄褐色

毛；体长13—16nun ................................... 粗 腿 长 足 条 雄 pmwrinaia

12 ( 1 1 )鳆部及足蜜色；唇基有两黑斑；胸部被黄色长毛；体长13m m …… 蜜色长足条4* £  •

雄

1 (6) 腹部背板黑色，端缘揭色带宽



2 〇) 足黑色，后足胫节端部内側突起大，尖 齿 状 （囝 188: c) ; 唇基基部两侧黑纹细，膊基长度

与餍基至中单眼距离的比为4 . 2 : 3 . 2 ; 上唇、上 顎 （除端部）、颜侧、唇基、额唇基区三角 

形斑、触角柄节前表面均奶白色：体长12iran ................ 玛长足条縴

3 (2) 足黄揭色

4 ( 5 ) 唇基中央纵脊不明显，两侧黑斑较宽；颜侧、上唇、上 瘰 （除端部）、赓基、触角柄节前表

面均黄色；后足肢节端部突起的顶端尖（图 】88: a); 体长14mm ...... ............

..................... ...................................黑謝长足条鋒£- ftigr^orsa
5 ( 4 )  唇基中央纵脊明显，两側黑斑细；顔侧'上唇、上 鳜 （除端部）、唇基、触角柄节前表固、

额唇基区三角形斑均黄色；后足胫节端郁突起圆钝（囝 b ) i体 长 .....

..................................................天 目 山 长 足 条 嫌 故 浙

6 (〇 膜部背板非黑色

7 (8) 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及足红揭色，第 3 - 4 节黑色；后足胫节端部圆钝（图 188: d) ; 上唇、

唇 基 （两侧为黑纹）、颜侧、上 領 （除端部）、额唇基区三角形斑、触角柄节前表面均黄色； 

体丧 13mm ........................................... 粗腿长JS条 蜂 percarinola

8  ( 7 )  腹部背板蜜色；后足基跗节长为端部宽的2 倍；唇 基 （除侧嫌及端部暗褐色）、额屑基三角

形斑及触角柄节前表面均蜜色；体 长 1 2胃 .................... * 色长足条鋒！；• rt«d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蜜蜂总科 蜜蜂科 蜜蜂亚科 339

a _黑跗长足条蜂£ .  nt*gr〇t o m ;b .天目山长足条蜂£ .  tientnusha，

; c，瑪长足条蜂 £ . 粗腿长廷条蜂 £ . /wncar^uzfa

蘭长足条蜂 £fctpftn)porfajiKfcfterriifiaWii，1985 (图 189，固版观：9)

Elaphropoda pukherrima 1 9 8 5 , Z〇〇L  Res., 6  ( 4 )： 3 7 7 .

雌体长W tnm ; 体黑褐色。曆基隆起明显，中央具纵脊^ 但脊不达端部（图 189)， 

刻点粗大，两俐较密；眼倒与唇基交界处具脊状隆起，眼侧刻 点 较唇基细而小，顎眼距 

与触角第3 鞭节等长；触角第1 鞭节明显长于节2 十3 ; 上颚3 齿；上唇长明显大于宽。 

头部、唇基中央、上唇、上顎端半部、颚眼距均红褐色；唇基端缘中央1小斑及上顎基 

半部、上唇基部瘤及颚眼距中部1 小斑均黄褐色；眼侧、触角窝外侧各具1 近圆形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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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8 9 丽长足条蜂

pu lcherrim a 辛 头 部

及臀板两侧为火红色较长的毛；第 2

斑；额及颅顶黑色；触角第 1 一4 节黑褐，其 

余各节褐色；翅基片黄褐，翅脉褐色；足及腹 

部褐色至黑褐色；胫节距浅黄色。头部被黑褐 

色 毛 （除颊端部柠槺黄色毛）；胸部被柠樺黄 

色长毛；足被黄毛；中足胫节端部外侧及基跗 

节被黑褐色毛；后足基跗节被稀而硬的黑褐色 

长毛，端部毛黄色，但每根毛中段褐色；后足 

胫节被柠楝黄色长毛；腹部第1 一3 节背板密 

被柠檬黄色短毛（侧面观更明显）；第 4_ 5节  

背板被黑褐色短毛，杂极少量柠檬黄色毛；第 

4 节背板端缘被柠槺黄色毛，第 5 节背板端部 

一3 节腹板端缘被稀的黄色长毛；第 4一5 节腹板端

半部被黄褐色长毛。

雄：未明。

分 布 四 川 （峨眉山清音阁）。

玛长足条蜂 E/ap/impocfa /na炉 姐 (Bingham )， 1897

Habropoda magreiiit Bingh&m , 1897, F&ijn̂ Bril. India, Hytn^  1; 5221 ?

H ahm podn fletch eri Cockerellj 1 9 2 0 , A n n . M agt N at. H ist. , 9  ( 6 )： 201— 2 0 2 . J

Elaphropodci fn agrcttii (B ingtiam ), 1966 , T ijd * E n to m ., 109 ( 6 )： 151— 152.

E lapkropoda yunnanmsi^  1990 , S in ozoohgia r 7 ;  21S ,

雄体长1 3 _ ; 头部具奶白色斑，胸被金黄色毛。唇基隆起，无纵脊，刻点大而 

浅，唇基至前单眼间距与唇基长度比为3.2:4.2 ; 上唇长与宽比为1.5:1.8 ; 第 1 一4 鞭 

节的比为6;3:5;5;后足腿节膨大，下表面稍凹，其两侧具不明显的脊；后胫节端部内 

侧具三角形锥状尖突起。体黑色；触角柄节前表面、眼 侧 （达触角窝）、额唇基冈、唇 

基 （除两侧缘各具细黑纹）、上唇、上 颚 （除端半部及基部瘤外）均为奶白色；触角黑 

褐色；翅基片黄色透明；足基部黑色，前足腿节、胫节及跗节锈色；后足腿节、胫节及 

基跗节均为黑色；距浅黄色；腹部各背板及腹板端缘均浅红褐色。体毛大部分金黄色； 

颊被白长毛；唇基、额唇基及颅顶被直立的黑毛；胸被金黄色长毛；足毛黄色，后胫节 

及基跗节外侧密被短白毛；腹部背板及腹板端缘具浅黄色纤毛。

雌体长15—16m ni; 体黑色；胸部被浅黄褐色羽状长毛；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端缘 

被浅黄色毛带。触角第1 鞭节为第2 节的2.5倍，第 1、2、3、4 节的比为5:2.5:3:3; 

唇基强隆起，中央纵脊不甚明显，唇基长与唇基至中单眼间距的比例为2.7:2.3;唇基 

及额刻点较深，近椭圆形；颅顶及颊刻点密且深；中胸背板及小盾片刻点较颅顶稀；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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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背板刻点细密；臀板刻点最细密；后足胫墓板宽，端 部 唇 基 两 下 侧 角 近 圆 形 斑 、 

中央纵纹、额唇基的三角斑、眼侧区近三角形斑、上唇中部纵斑纹、上颚大部分（除端 

部）均为乳白色；翅浅褐透明，翅基片浅黄透明；足褐色或黑褐色；腹部第〗一 4 节背 

板端缘黄褐色。体毛以浅黄色为主；上唇被稀的浅黄色直立的毛；唇基、眼侧、额及颅 

顶均被黑褐色直立的毛，胸部盾片密被浅黄褐色长毛；胸侧板及颊被白毛；足毛浅黄 

色；后基跗节内侧金黄色，毛激黑色；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被短的浅褐色毛；第 6 背板 

毛黑褐色；第 1一4 节腹板端缘有浅黄色纤毛。

原先将云南长足条蜂E , jyitmmrtertsis归为玛长足条蜂E . m agrem£ 的同物异名是 

基于：原云南长足条蜂是雌性，采自云南兰坪金顶(1984.8_26);最近又找到采自同一地 

点（1984.8.21)的一雄性，其特征与玛长足条蜂完全一致。前人也未有过此种雌性的记 

录。

分 布 福 建 、四川、云南；印度北部，尼泊尔。

台湾长足条蜂 Eiapftnjjwdd hiiiwHiica sp. nov，新 种 （图 190，图 版 12)

雌 体 长 13 , 5 _ ;体 黑色；头部具黄斑；体被黄褐色毛；足黄褐色。唇基隆起，中 

央具纵脊，唇基长度与唇基至中单眼间距为4: 3 ;触角第1 一4 鞭节比例为5:2:3:3;后 

足胫基板长宽比为11:8 ;臀板端缘圆。上唇、上顎 

大部分（除端部暗褐）、賡 基 （除中部两侧各具1 黑 

斑）（图 190)、额唇基三角斑及眼侧（达触角窝）近 

三角形斑均为黄色；触角黑红色；翅浅烟色透明，翅 

基片浅褐透明；足及第1一4 节背板及腹板端缘均浅 

褐色，背板黑褐色。体毛以黄褐色为主；唇基及上唇 

的毛为金黄色，但唇基黑斑上有黑褐色毛；胸部被黄 

褐色长毛；足毛黄色，较胸部毛短，但后胫节及基跗图1 9 0 台湾长足条蜂 

节较长，且后基跗节的内、外恻及毛缴均同色；腹部 ^ SP+ nov_

第 1 背板黄毛较长，第 2—4 节背板被短的细小黄毛，第 5 节背板被红黄色毛；第 1—4 

节背板端缘具浅黄色纤毛；第 2— 5 节腹板端缘具金黄色长纤毛。

正模早，台湾台北，1965.V I.17, T . Kurosawa 采 （NSM T-l-H yn u N o. 5750)。 

模式标本存于美国斯密森氏博檢馆（华盛顿

本 种 近 似 天 目 山 长 足 条 蜂 如 主 要 区 别 为：唇基 较 短 （约为天目 

山长足条蜂唇基长的4/5)，但两种的唇基至中单眼间距等长；唇基及上唇以金黄色毛 

为主，仅唇基黑斑上有黑褐色毛，非以黑褐色毛为主，间有少童黄毛；后基跗节毛缴 

黄色，内、外侧毛色一致，非黑褐色；足均褐色，非后足黑褐色；腹部背板黑褐色，端 

缘褐色，非背板黑色（端缘浅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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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未明。

黑跗长足条蠔 EZaphro iw danigrotanaW u，1979 (图 1 9 1 ,图版11: 1〇, 11〉

Etaphropuda nigrotarsa WiJt 1979, Act. Entom. S in .y 22 (3): 347.

雌体长1 5 _ ; 体黑色；胸部被黄褐色毛；腹部第1 一4 背板端缘具白毛带D 头宽 

大 于长 （7 : 6 ) ; 唇基隆起，中央具明显的脊，唇基稍长于唇基基部至中单眼的距离，两 

者的长度比为4.0:3,6,唇基刻点为整齐排列的稀毛孔；上唇长宽几乎相等，基部两侧 

具 2 瘤，刻点为稀的毛孔；上颚 3 齿；触角第 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单眼周围刻点较 

稀；中胸背板及小盾片刻点较密；后足胫节基部三角形片长为宽的1.5倍；腹部各节背 

板刻点浅而密，第 1 一3 节较稀，4一5 节较密。体黑色，上唇、上 顎 （除 齿 黑褐色）、 

眼侧、唇基前缘及中央窄长的斑、额中央的斑均为黄色；触角深褐色；足褐色，后足基 

跗节黑褐色；翅基片褐色，翅脉深褐；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及腹板端缘褐色；臀板端部 

圆，褐色。体毛以黄褐色为主；上颚外侧及上唇均具长而稀的褐黄色毛；唇基、额及颅 

顶具黑褐色稀而长的毛；眼侧具稀的黑褐色短毛；触角窝上半部具白色细绒毛：颊被灰 

白色毛；颅顶后缘具黄褐色毛；胸部背板、侧板、并胸腹节均祓黄褐色羽状毛；足毛黄 

褐色；后足胫节外表面由黄褐色长毛组成的毛刷，内表面毛较短；后足基跗节毛刷黑 

色，内表面黄褐色毛；距及足毛色相同；腹部第 2—5 节背板被短而稀的黑毛，第 5 节 

端 缘为长的黑褐色毛；臀板两侧为褐色毛；第 1一 4 背板端缘具细的白毛带。

雄体长14m m; 似雌性，主要区别为：唇基长度与唇基至中单眼间距比为4:3_5; 

曆基大部分黄色，黑褐色斑较雌小，中央纵脊不甚明显；触角柄节前表面黄色；后足腿 

节膨大；胫节膨大，端部呈三角形；转节具三角形突起；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

图 1 9 1 黑 册 长 足 条 蜂 丨  

a, *  8 腹 板 ；b ■ 第 7 W板 ；c. 生 殖 节 i d . 生 租 刺 突 （侧 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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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北 京 （上方山）。

天目山长足条蜂 EiapAni/wctatomMwsAaFWfwisWu，1979 (图 1 9 2 ,图版邓：7，8)

雌体长15—1 7 _ ;体 黑 色 ，被黄褐色毛。唇基明显隆起，中央具纵脊，刻点粗 

大，唇基的长度长T 唇基基部至中单眼距离（1.25:0.9);上唇基部具2 瘤状突起；触 

角第1 鞭节长于节2 + 3 , 但短于节2 + 3 + 4。唇基前缘1/3处及中央、眼侧、额 、上唇 

及上颚基半部均为黄色；前足及中足的腿节、胫节、跗节及后足胫节均黄褐色；后足腿 

节端部褐色；足的其他部分均黑褐色；翅透明色稍暗，翅基片黄褐色，翅痣及翅脉黑 

褐；腹部第1—4 节背板端缘为宽的黄褐色带。体被黄褐色毛；唇基被黑褐色稀的长毛； 

上唇被稀而长的褐色毛；额及颅顶被黄毛，杂有黑褐色毛；胸部密被黄褐色毛；足被金 

黄色毛；后足基跗节基半部毛刷浅黄t 端半部黑褐，内表而均为黑褐色毛；腹部第1— 

3 节背板被细小的黄毛，第 4一6 节被黑毛.第5 节端缘及第6 节的黑毛较长D

雄体长13—15m m; 似雎，主要区别为：唇基黄色，仅基部两侧缘各具 i 褐色斑 

纹；触角柄节正面黄色；后足转节下侧具角状突起，后足跗节内侧毛刷金黄色，非黑 

褐；M 节呈三角形，端部内侧角伸长；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92。

分 布 浙 江 （天目山）、西 藏 （墨脱)。

E/a辦ro/wtia "e n 1979，Aci. 22 (3): 346_

图1 9 2 天目山长足条蜂

tienmushanensis $

第8腹板t L 第7腹扳；c.生殖节；d.生殖剌突（側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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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腿长足条蜂 £1  叩Aroporfa percarimito (Cockerell)， 1930 ( 图 193)

Haimpock p^cariruzta Gjckere\\, 1930, Ann. Mag, Nat. Hwf., 10 (6)； 51.

Eiaphropod^ percarinata (C ockerell), 1966, Lieflinck, Tijd, Entom., 109 ($)； 157—159, 

Elafhropoda percaAnata (C ockerell), 1991, Wu, Sci. Treat. Syst. Evol, , 1； 221.

雄体长14im n; 体黑色；头部具黄斑；足及腹部部分红色。唇基长，明显隆起，中 

央具1达端部的纵脊；上唇宽大，其长与基部宽的比为5: 3 ;唇基至中单眼间距与唇基 

长度之比为4:5.6;触角第1一4 鞭节长度比为12:5:10:10;腹部第7—8 腹板及生殖节 

见图193。唇 基 （除上端各具-条窄纹）、眼侧区（达触角窝）、额唇基的三角形斑、上 

唇、上 顒 （除端部暗色）均为黄色；触角柄节黑色，下表面红黄色；鞭节色暗，但下表 

面红；前及中足腿节、胫 节 （除基部黑色）及跗节锈色，基节及转节黄褐色；后足转节 

褐色，腿节上表面具1 大黑斑；翅基片黄色 t 翅透明；腹部第1 一5 节背板端缘黄褐色， 

腹板端缘黄褐色带较窄。体被黄毛；颜面、额及颅顶具红色长毛；颊毛白色；胸部被狐 

红色毛，腹面毛白色；腹部背板端缘的纤毛黄至褐色。

雌体长13—1 6胃 ；似雄性，主要区别为：上唇长宽几相等；唇基至前单眼间距与 

唇基长度比为3.8:5;唇基基部黑斑大；足绝大部分锈色，后足腿节无黑斑；胫基板褐 

色；后足胫节及基跗节外表面被黄色长毛；后足基跗节内表面毛褐色；腹部第 1_2节  

背板红色（或第2 节屮部黑色）；第3—5节背板端缘锈色。

分 布 湖 南 、福建、台湾、广西、西 藏 （墨脱）；越南。

蜜色长足条鋒 fiwda (Radoszkowski)，1897

图 193 粗腿长足条蜂 方（仿 Lieftinck，1966)

^ 第 7 腹板；b . 第S « 板；c. 生殖节

Habr^poda n ^ lle r i 1897, Fauna B rit, Ind ia, H y m ., 1;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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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upkroixkh nuda todoszkowski  ̂ 1991, Wu, Sci. Trear. Syst. Evol., 1： 221.

雌体长13mn1;足及腹部蜜色。唇基强降起，唇基长度与唇基至中单眼间距的比为 

4.3:3.8 , 中央具纵脊，刻点大而稀；触角第1 一4 鞭节的比例为5:2:3:3;后足胫基板 

长于宽，端部较尖。头部黑色，上 唇 （除基部2 个瘤褐色>、上 颚 （除端部黑色）、唇基 

端半部及中部、额唇基区三角形斑、眼侧斑（达触角窝〉均为黄色；触角褐红色；翅基 

片浅褐透明；足 （除基节及转节较深）、腹部背板及腹板端部均为黄褐色，但背板蜜色； 

后足跗节黑褐色。体毛以黄色为主，头部的毛稀且直立；胸部毛密而长；足毛均黄色， 

以后足胫节毛最长；后足基跗节毛为金黄色；腹部第1 一 4 节背板密被短细毛；第 6 节 

背板毛长，金黄色。

雄体长 13m m ; 似雌性，主要区别为：唇基仅 两侧（自亚触角沟至前幕骨陷）及基 

部 （横的唇基缝）为暗褐色外，其余绝大部分均为蜜黄色；额唇基蜜黄色斑三角形，宽 

为长的2.5倍，隆起形成一个瘤状突起；触角柄节前表面蜜黄色；上唇长稍大于宽；唇 

基长与唇基至中单眼间距比为5.5:4.0;触角第1 一4 鞭节比为13:5:10:10;后足基跗 

节长为端部宽的2 倍。

分 布 福 建 （福州）；尼泊尔东部，锡金^

长 须 蜂 族 Eucerini

Eucerini Latreille, 1802 Hisl. Natur*, Generale Part, Crustaoes et des Insectes 3. C+ S* Sonini, Paris, 
377.

Eucerini Latr&Ue, Midiencr, 1944, BulL. Amer. Mus. Nat, H is t . t 82： 281.

Eucerini L a tre ilk , ef Sitdikov, 1988, Entotn. O bozr,, 66 (4 )； 846— 847.

雄牲唇基一般全部或部分黄或白色。触角第】鞭节几乎等于柄节长；翅表面被毛， 

翅顶端乳突不明显；缘室等丁或长于缘室顶端至翅顶的距离；缘室端部窄圆，逐渐弯向 

翅缘；亚缘室3 个 （第 1及第3 室大于第2 室）或2 个 （校须蜂属五^抑，第 2 室大于 

第 1 室）；翅痣退化很小；雄性后足较少退化；有爪间垫；一般有胫基板及臀板。

除澳洲外，分布于其他各地。独棲性D 全泄界共38属、约 550种 （ Pesenko &  S it- 

dikov，1988)，其中30个属分布于新大陆，旧大陆9 个属，还有5 个窄分布的属。古 

北界仅有4 个属： Cm心沾 a 、 及 p /woi/a , 除 第 1 个属神类较多 

外，后 3 个属均系窄分布的小属。我 国 有 长 须 蜂 属 及 四 条 蜂 属 了 分 布 ， 

各属种类均较少。

厲 检 索 表

1 (2) 前翅具2 个亚缘室，第 1 室小于第2 室 长澳蜂厲£uc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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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嫌JH 71 咖 /onia2(1) 前翅具3个亚缘室，第2室最小.........................

长须蝝属  £»cera Scopoli, 1770

Eucera Scopoii, 1770, Ann. H ist. N ai., 4; 8.

^icroglossa Radoszkafw^ y , 1884 i-Jor, Soc. Eniom* Ross*, 18： 17- 

Eutkyghs^  Radoszkowgky, 1884, Hor. S〇c . Entom . Ross,, 18 ： 21,

Eucera (Eticera) Friese, 1896, Bienen Europas, 2： 17*

棋式种 £ “cmi/owgicwT心 Scopol丨， = Linne，1758.

前翅具2 个亚缘室，第 1室小于第2 室；中脉2 长于中脉4 ; 下颚须6 节；少数5 

节；唇基黑色（摊)、黄色或部分黄色（雄）；雄性.触角长，远超过胸部；雌性腹部背板 

密被短毛，端缘具宽的浅色毛带；背板一般有斜脊；雄性第6 腹板斜脊弧形，第 7 腹板 

中部扁平；雌性后足毛刷发达；雄性中足基跗节正常或特化。

分布于古北界，共 132种，其 中 108种分布于地中海亚区 （Sitdikov &  Pesenk〇t 

1988) D 土中筑巢。

本属共分为8 个亚属。我国有3 亚属9 种。

亚属栓索表（古北界）

雌

1 (2) 唇基下半部具大黄斑；2—5节腹板端缘被绒毛；小型，7im n …… 寡长须鋒亚属Ofjgeuom

2 (1) 唇基无黃斑，暗色；2— S节腹板被直毛；大型，18mm
3 (4) 后足胫节外表面毛刷发达，内表面仅被短毛；《(眼距长度为上顎基部的1/2—1/7;较大，

12.5^17mm ............................................ ..................... ......... .......，长须蜂亚属 Ekcero

4 (3) 后足胫节外、内表面毛刷均发达

5 (6) 后足胫节外表面毛刷分枝；中胸盾片皱状，表面刻点状，点同距不超过刻点直径的0.5—2

倍；后足腿节前下表面光滑............................ 羽长须蜂通属

6 (5) 后足胚节外表面毛刷简单、不分枝

7 (S) 后足腿节圆，下表面无脊突；9一llm m ; 盾片光滑，刻点深而稀，点间距达刻点直径的3倍

以上；第2背板端缘区长度等于斜脊或短于斜脊后区长度…… 光腿长须蜂亚屬

8 (7) 后足腿节下缘具脊突

9 ( 1 2 )并胸M节后垂直面两侧具弯脊i 中胸盾片表面顆粒状，具稀刻点；12—17mm
1 0 ( 1 1 )  » 部背板端缘具羽状细毛组成的密而宽的白毛带；3—4 节背板斜脊后区被较稀的黑短毛; 

9—13mm; 颚眼距相当长，为上颚基部宽的1/3—1/5 ........ 旁长须蜂亚JB Ptomwero

11 (10)特征另样

12 ( 9 ) 并胸腹节后垂直面两侧0 ; 中胸盾片相当光滑，或具密刻点；8—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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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6) 复眼内缘下部明显内倾；s— llm m; 顎眼距相当长，小于上嚷基部宽；后小盾片刻点粗

14 ( 1 5 )中胸盾片刻点密，点间距明显小于刻点直径；后腿节前表面皱状；腹部第2 背板后斜脊区约

等于斜脊后区；末鞭节浅红褐色...........................皱腿长须錄亚厲

15 (U ) 中胸盾片刻点较稀，点间距至少为直径的丨―3 倍；后腿节前表面光滑，平坦；腹部第2 背

板后斜脊区长为斜脊后区的2 倍；触角全部黑色..............善长须蟑亚厲Ago決

16 (1 3 )复眼内缘平行或下部外倾；12胃 ；顎眼距相当短，为上颚基部宽的1/9一  1/10;后盾片刻

点较细

17 ( 1 8 )中胸盾片刻点密且深；后腿节前下表面光滑、平坦；背板端缘区闪光、浅黄色、透 明 …… 

.......................................................... 毡 长 须 蟑 亚 厲 如 战 ra

18 ( 1 7 ) 中胸盾片刻点较稀且浅；后腿节前下表面皱状；背板端缘区暗，不闪光

自长须錄亚厲A£opeMcera

m

1 C6) 生殖剌突（侧面观）弯角状

2 (3) 

3 ⑵  

4 (5)

寡长规嫌亚厲O{細ucml7.5—8 _ ; 后腿节下表面具角状突；鞭节上表面均浅褐色••…

10— 后腿节下表面直；鞭节暗色 

生殖刺突具内突；第 4 或 5 节腹板两侧被硬刚毛撮；中单眼下缘位于复眼上缘以上; 

tib ia lis外）\ 10—i 2.5mm     ... ...............羽长现錄亚厲

:;(除 £：. 

Pteneuoera

5 (4) 生殖剌突无内突；第 4 或 5 节腹板两侧无毛撮（除 £. 被均匀的毛；中单眼下

缘低于复眼上缘；12—16.5mm ................................... 长须錄亚属£ uc«to

6 (1) 生殖剌突直

7 ( 1 2 ) 中足基跗节扁，端半部宽截断状或特化

S (y) 触角第1 鞭节长为宽的2 — 2.2倍；阳茎端背句具失的向后側弯的角；阳茎瓣基部内突长，

自阳垄端背叶下面伸出；11.5_ 13.5mm...................... 自长须嬅亚属Aropewcena

9 ( 8) 触角第1 鞭节长为宽的1.2— 1 .5倍；阳茎端背叶具钝的后側角；阳茎瓣基内突短，不自阳 

茎端背叶下面伸出； U l l m m

10 ( 1 1 )阳茎瓣中部下缣明显隆起.没有亚基部中齿，有大的直角側齿；第 7 腹板外突具明显分离的

脊；第 8 腹板中部P3大，觸 嫌 分 叉 ............................ 半长须嫌亚厲 Jfemiewcem

11 ( 1 0 ) 阳茎瓣中部下嫌直，具亚中齿，无侧齿；第 7 腹板外突具不明显分开的脊；第 8 腹板中部凹

不 大 ....................................................... 光H 长须錄亚厲汾

12 ( 7 ) 中基跗节正常，弯或扁，端缘无凹，完整

13 ( 1 8 )第 7 腹板内突扩大，自外突后面伸出很多（除 如 及 £. a tr£corm：s 体 长 14一丨6m m );

中单眼位于复眼上緣之下（除 E . M 紐及 E . d n erw 如 外 ）； 16nm i

14 ( 1 5 )第 7 腹板外突腹脊明显向后侧腹方向延伸，内突窄，顶端有毛撮；第 6 腹板有前分枝脊突

........................................................... Pureuceru

15 ( 1 4 )第 7 腹板外突《脊较圆，内突宽，顶 端 无 毛 撮 （除 E . 灿〇/a ) ; 第 6 腹板无前分枝

脊 突 （餘  E , t e n d a r 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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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U 7) 生殖基节背齿窄，顶宽；阳茎瓣具亚基中齿；第 7 旗板外突具宽大腹脊................

.......................................................... 苗长顼麻亚厲

17 (1M 生殖基节背齿宽，向顶瑞渐变窄；阳茎瓣无亚基中齿；第 7 腹板外突另样..............

.......................................................... 异长须峰亚属He從reucera

18 ( 1 3 )第 7 腹板内突不大，不自外突后伸出或伸出不多；中笋眼下缘位于复眼上缘以上（除

p a rm ila ) 7— llm m

19 U0 ) 箄 7 腹板内突明显扩大，自外突后仲出很多；生殖基节背齿不发达，伸向中部；第 S 腹板端

部明显扩大，后侧缘角宽...............................皱腿长须条蜂亚厲HlyteMcm»

20 ( 1 9 ) 第 7 腹板内突一般，不伸出；生殖基节背齿发达，伸向中方；第 S 腹板自中都向端部渐扩

大，后侧缘角窄...........................................善长须条雄亚厲Ag〇成 棚 ^

种 检 索 表

雌

1 (6) 体被细绒毛；腹部背板全部或部分被白或黄褐色细绒毛

2  ( 3 )  触角下表面红褐色；腹部第 1 节背板两侧及第2— 5 节背板均被白至黄色细绒毛；第 〗一4 节

背板端缘透明，浅黄色，约占背板长的1/5—1 / 6 ;第 3— 5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10— l lm m  

........................................................ 白 纸 长 须 蟑 (i\ }  dnerea

3 (2) 触角暗&或黑色；腹部背板常具他色或他色毛带

4 ( 5 )  腹部第2 - 4 节背板端部斜脊后区黄褐色f 第 2 节背板基部及两侧、第 3 _ 5 节背板全部均被

黄褐色细绒毛；后足腔节毛刷白至浅黄色：14-15 imn ......花雎长须蜂£• (ff.丨tonrica

5 ( 4 )  腹部第2— 4 节背板全部被黄褐色细毛；后足胫节毛刷外側黄褐色，内侧及基跗节全部黑梅

色；14—16n]m ..................................... 北京长须蜂£■ {{/■)

6 (1) 体毛另色；腹部背板端缘被白毛带，非细绒毛

7 ( 1 2 ) 腹部第2—5 节背板端部具白毛带，其中第2 节毛带中断

8 ( 1 1 ) 唇基刻点密，斜向中央排列

9 (1U) 腹部第2—3 节背板白毛带中断；13—15mm ........中断长領蜂E * (s. sfr.丨

1〇 C9 ) 腹部第2 节背板白毛带中断；13mm .................. 红足长须蟑E . U . sfr J

11 ( 8 ) 唇基刻点密，排列杂乱不整齐；14一15mm .........社会长须蜂E . (s . str.) soriaWfe

1 2 ( 7 ) 腹部第4 节背板端部白毛带完整，第 5 节背板端缘具黄或黄褐色毛带

13 ( 1 4 )腹部第3^-4节背板基部密被黑褐色绒毛；13—15ram .................................

..................................................癯长领蜂 {s* sfr.)

14 ( 1 3 )腹部第3—4 节背板基部不被黑褐色绒毛；13—15m m …… 长须蜂E ，（s•协•.丨1〇„执^ 

雄

1 (2) 上唇黑色，唇基黄色；体被黄褐色毛；腹部第4 节背板端缘毛带黄褐色；第 5 节的毛带黄

色；第 6 节的毛带红褐色；第 6 腹板表面两侧具纵向弯脊，脊中央隆起明显；13mm . 

..................................................黑雇长須蜂E . (*• str.) discoidaiis

2 (1) 上唇及唇基均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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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0 ) 腹部背板端缘不具毛带或毛带不明显；第 1一2 节背板被暗色或灰白色毛；第 3—4 节背板被

黑毛

4 ( 7 ) 旗部背板端缘具不明显浅色毛带，其中第5 节者毛带明盛；第 6 腹板中部两侧不具齿突

5 ( 6 ) 触角长达腹部第3 节背板；唇基基部黑色，唇基黄斑不达唇基基部边缘；12—1 4 _  .…"

............. .................. .................. 中断长须蜂 E . |s . 对r .} fnferrupto
6(5) 触角长达腹部第4 节背板中部；曆基全部黄色；i 3—15_  ...........................

........... ...................................... 社会长领蜂E . U * 站r . > socioWfe

7 (4) 腹部背板毛色一致，无端缘毛带；第 6 腹板中部两侧具小齿突

S (9) 后足基跗节直，两侧缘平行；第 5 腹板表面中央凹，两侧纵脊明显；1 2 4mm ........

....................................................... U . s m } mierew/ato

8 (9) 后足基跗节端部稍弯，两侧缘不平行；第 5 腹板表面不凹，两侧脊不如上述明M ; 13—

...................... ..........................长须嫌 E . {$■ slr,) lon^comif
10 ( 3 ) 腹部背板端缘有毛带；大部分背板被黄或黄褐色毛

(12 )唇基及上唇黄色；腹部第2—5 节背板端緣被宽的黄色至锈色毛带；12—44mm ..........

....................................................北京长须蜂 E . I f l,)

12 ( 1 1 )唇基和上唇部分黑色i 腹部背板端缘毛带浅黄褐色或白色

13 ( 1 4 )唇基基部黑色；腹部被浅黄褐色毛及同色毛带；第 2—3 节背板端缘毛带中断；13—15mm

......................................................花长须蜂 E , (ff■) tourica

14 (〗3>唇基端郎 2/3及上唇部分黄色；腹部被灰色毛；第 2—5 节背板端缘白色毛带完整；11—

13m m …*...............................................白绒长须蜂E . (P *) a/wmi

红足长须蜂 £u ccra (s . s fr.) Sm ith，1879 中 国 新 记 录 （图 19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法 科  蜜縴科 蜜蜂亚科

Eucera rufipes Sm ith , 1879 Etescr. N , spec. Hym» , 110.

E vcem  ( E ucera) rufipes Smith, 1988, Pesenko &  Sitdikov, Proc. Zool. Tnst., I-eningrad, 175： 82,

雎 13tnm。唇基稍隆起，闪光，密被斜 

向中夬排列的刻点；触 角第 1 鞭节短于节 

2 + 3 ; 中胸盾片基半部密被刻点，中央及端 

半部刻点大且稀；小盾片刻点与中胸盾片相 

似；并胸腹节基部密被刻点呈皱状，中部有 

—三角形光滑区；腹部背板刻点细密，端缘 

光滑，黑褐色。头及胸部被灰黄色长毛；腹 

部第1 节背板被白色毛；第 2—4 背板端缘 

具宽的白毛带，其中第2 节毛带中断；第 5 

节背板端缘毛带黄褐色；第 6 节背板端缘黑 

褐色毛带；足被浅黄色毛，后足毛刷金黄色。

图 194 红足长须蜂 (£.) rw/i/i&s f
a. 第 7旗板；K 第 8 犋板；c，生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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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透明，翅脉褐色；距黄色；翅基片黄褐色。

雄 11 一 唇 基 （基侧角黑色斑）、上唇均浅黄色；触角第 2 鞭节稍长于第3

节 ；体毛均灰白色；腹部第2—4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腹部第7 —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 

图 194。

分 布 北 京 、陕西；波兰，乌克兰。

黑餍长须雄 Ewctra (s . s fr.) d/scoidflfis M oraw itz, 1878 中国新记录（图 195)

Eitcera d iscoidalis 1 8 7 8> H or, Soc. Entorn. R〇s s . t 1 4： 3 7 + ^

雄 13mm。唇基黄色，上唇黑色D 唇基刻点大而粗，刻点间距小于刻点直径；中胸 

盾片四周及小盾片刻点细密，中胸盾片中央光滑，无刻点；触角长达腹部第3 节背板末 

端 ；腹部背板刻点比中胸盾片细小且浅；中足基跗节稍弯；第 6 腹板中部两侧具小齿 

突，腹板表面稍凹、平滑，两侧具小脊突；第 7—8 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95。头部、胸 

侧及足、腹部第1 节背板均被浅黄灰色长毛；腹部第 2 节背板被较短的灰黄色毛；第 

3—4节背板被短的黑褐色毛；第 4 节背板端缘为黄褐色毛带；第 5 节背板端缘为黄色 

毛带；第 6 节端缘为红褐色毛带。翅透明，浅烟色；翅基片及距黄色；翅脉褐色。

图 195 黑唇长须蜂 fw cera ( £ *  ) 矛

心 第 7 腮板；b . 箄 板 i c. 生殖节

雌：未明。

分 布 东 北 、内蒙古；髙加索D

社会长涵雄£ucera (s. s fr.) soc知M is S m ith，1 8 7 3 中国新记录

Eucmz Sm ith, 1873 , Ent. Soc. LondonT 204 .

Eucera andreae Friese* 1910 , Verk, Zool,-bot, Ges. t Wien* 6 0 : 406.

狀恤仏  Sm ith，191 1，Cockerell，P roc. t/. S .  N也 . 4 0 ;  241—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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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ucera (E u cera ) soctabtiis Sm ith , 1 98S , Sitdikov et Pesenko,Proc. ZooL Instn ,L en in g rad ,175：82.

雌 14一 15nun。唇基闪光，密被强刻点；触角第 i 鞭节稍短于节2 十3 ; 中胸盾片两 

侧刻点密，中部闪光，具深的分散的刻点；小盾片刻点小而密。上唇被栗色毛；颜面、 

颅顶、胸侧及胸部盾片被浅黄色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浅黄褐色；腹部第3—5 节背 

板端缘具暗褐色带；第 2—4 节背板端缘具宽的白毛带；第 2 节毛带较宽，第 3 节毛带 

中断；第 5 节端部灰褐色毛带。触角暗色；翅基片黄褐色；翅色较暗。

雄 13— i 5m m。颅顶及胸部被红黄色毛；腹部2—4 节背板端缘被白至浅黄色毛带。 

分 布 北 京 、河北、陕西、福建、四川；日本、俄 罗 斯 （西伯利亚）。

长角长须蜂 Ewcem (s * 价*} /ongicoruis L inne，1758

Eucera longicomh Linne, 1 7 5 8 , Syst. N at. 12ih. ed. 1； 953> Perez, 1879.

Eucera difficilis FriesG 9 1 8 9 6 , Baenen Eurcpa^, 2 ： 104.

Eucera Umgicomis Linnaeus, W u , 1 9 6 5 , Econ. Ins, Faun. C hina, 9: 76 ,

E ucera (E u cera ) longiconis L inne, S td ikov  Pesenko, 1 9 8 8 , Proc. Zcx>L Inst. , Leningrad, 1 7 5： 

8 2 .

雌 13—15nnn。体黑色，被黄色毛。唇基刻点密且大；眼侧及颅顶刻点稀；触角第 

1 鞭节等于节2 + 3 ; 中胸背板刻点密且粗大；后足腿节下表面具脊状突；腹部背板刻点 

细密c 上唇、唇基、触角窝、頰及胸侧被灰黄色毛；颅顶、中胸背板、小盾片及腹部第 

1 节背板端缘被黄褐色毛；腹部第1一3 节背板端缘两侧为灰白色短毛组成的斑；第 4 

节背板端缘为灰白色毛带；第 5—4 节背板被黑褐色毛；第 1一4 节背板端缘为整齐的褐 

色毛。体黑色；翅透明；翅痣及翅脉黑褐至褐色。

雄 13—15nm i。与雌主要区别：触角长达第3 节背板；上唇及唇基黄色；后足基跗 

节弯；第 6、7 节背板两侧具小齿突。

采访植物豆科。

分 布 黑 龙 江 、吉林、甘肃、河北、北京、四川；俄 罗 斯 （西伯利亚）。

痼长须蛛 Eucera (s . s rr.) /wlwrciifcua Fabricius, 1793 中国新记录

E ucera tuberculata Fabricius» 1 7 9 3 1 E n tom . System . , 2 ： 33 4  

E iicera l(Mgtc〇rn is Fii^sid, 1 8 9 6 , Bieneti Europa^, 2 : 102.

Fabricius, L958 luga, Faun. R 印ub. Popul. Rcmine. Inselsta， 9 ( 3 ) :  203—

204,

雌 13— 15mm。唇基闪光，刻点密，呈斜向中央排列；触角第 1 鞭 节 长 于 节 2 +  3; 

颚眼距长为宽的1 / 2 ; 中胸盾片密被小颗粒状刻点；小盾片刻点浅，但稍大于盾片；后 

足腿节下表面具脊状突；腹 部 1 一3 节背板端半部刻点小于基半部，端缘光滑；臀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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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形，顶端较圆。体被灰白色毛；颜面、颊、胸部及腹部第1节背板毛密；第 2 节背板 

两侧基部被稀的短白毛，端侧无白毛斑；第 3 节背板基半部密被黑褐色短绒毛；第 4 节 

基部两侧各密被黑褐色短绒毛，端缘具宽的白毛带，第 6 节背板被黑褐色短毛；腹板端 

缘被至浅黄色纤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毛刷外表面浅黄色，基跗节内表面毛金黄色， 

馓金黄色。体黑色，翅透明，翅痣及翅脉黑褐至褐色；翅基片、距及2—5 跗节黄褐色。

雄 12—14m m。与雌主要区别为：唇基及上唇黄色；触角长达腹部第3 节背板；胸 

部及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灰黄色或黄褐色长毛；第 3 - 6 节背板被黑色短毛；第 5 节背 

板无完整毛带；第 6 节背板端缘具金黄色毛带；第 7 节背板端缘截断状；后足基跗节正 

常，两侧缘平行；足及腹板被白毛；第 6 腹板两侧缘各具一角状小突起；中胸背板刻点 

分散。

采访植物豆科 a

分 布 新 疆 、河北、北京、江苏、四川；欧洲。

中断长须蜂 s tr.) Baer, 1850

Eucera in terrupta B aei f 1850 , B u ll. soc. M ojcow, 23  : 5 3 3 .

E ucera sem istrigosa \JcnxrSt 1 8 7 3 , R fu . e tM a g . Z o o l., 1 ： 3 1 8 .

Kucera confusa (Kiiechbaum er) Gribido, 1 8 8 1 , B u ll. svc. en tem . I t a l . ,  1 3： 164,

Kucerxi in terrupta  Baer, 1965 , W u, Eoon* Ins. Faun. China, 9 :  76-

Eucera (Euceta) interrupta Baer, 1988 , Sitdikov e? Pesenko, Proc. ZooL Inst. f I^eningrad, 1 7 5； 

82.

雌 13_15nun。唇基闪光，密被刻点，四缘较小，中部较大；触角第1 鞭节稍短于 

节 2 + 3 ; 中胸盾片及小盾片刻点细密；并胸腹节基部具小纵皱；后足腿节下表面具脊 

突；腹部背板闪光，被稀而浅的小刻点；1 一3 节背板端缘光滑；4一5 节背板刻点细密； 

臀板明显U 型。体毛灰白色；头部颜面、颊、胸侧、并胸鹿节、腹部第1 节背板均被 

灰白色长毛；中胸密被浅黄褐色毛；腹部背板黑毛稀而短；2—3 节背板端缘两侧各具 

白毛斑；第 4 节端缘为宽的白毛带；3—4 节背板基部密被褐色毛；第 5 节背板基部密 

被较宽的黄褐色毛；腹板端缘被整齐的浅黄色毛；前足腿节及胫节被白毛；中足胫节外 

表面大部分密被黄褐色短毛；后足胫节毛刷外表面长毛浅黄色；基跗节外表面浅黄色长 

毛，内表面毛金黄色。体黑色；翅浅烟色透明；翅痣及翅脉褐色；翅基片及2—5 跗节 

黄褐色。

雄 12—14mm。与雌主要区别为：唇基及上唇黄色；触角长达腹部第2 节背板端 

部；体毛密；腹部2 ^ 1 节背板两侧各具白毛斑；第 5 节背板端缘毛带两侧白色，中部 

黄褐色；第 6 节背板端缘毛带黄褐色；第 5 腹板端缘中央稍凹，两侧被褐色毛；中胸背

板刻点细而分散，点间距大于刻点直径；第 7 背板端部截断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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釆访植物豆科。

分 布 北 京 、新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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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乐长须嫌^11<撕1{报欣挪挪*£|);?^|15明^5¥明!11丨131511,1946 (图195，图版^11:7)

E ucera fedtsch^?ik〇i pekingensis Yafiumatsu, 194 6 T MwsA3 ，1 7 : 2 9 .

E ucera jedtschenkoi pdtrngensis Ye^\miaxsMr 1965 , W u, K^on. Ins. Faun. , 9 ： 7 5 .

E ucera ( H etereu cera) p^iingensis Yasumatsu, 1988, Sitdikov et Pesenko, P i d c . Zcx>L In& t., 

Leningrad, 1 7 5； 85.

雌 14一 16mn^ 黑色，腹部2—6节密被金黄色短毛D 唇基密被大刻点；触角第1 

鞭节等于节2 + 3 ; 中胸背板刻点密且大；

腹部第1节背板前2/3处被大而密的刻点；

2— 5 节背板基缘点刻细密；1 一5 节背板端 

缘光滑；上唇、唇基及眼侧被褐色毛；触 

角窝、颊及并胸腹节两侧被白毛；颅顶后 

缘、中胸背板、侧板及腹部第 I 节背板被 

灰黄色毛；第 2 节 背 板 （或端半部）及

3 -  6 节背板密被金黄色短毛；2—5 节背板 

端缘被排列整齐的黄褐色毛；除中足及后 

足跗节被黑毛外，其他节均被黄褐色毛；

后足腔节内侧毛黑色；后足毛刷金黄色。 图1 % 北 京 长 须 蜂 ？

雄 12—14mm。与雌主要区别为：触 a.第7腹板；b.第8腹板：c.生殖W

角长达腹部第1 节背板端缘；上唇及唇基

黄色；体毛长而密，腹部背板毛色不如雌性鲜艳；足被黄毛；腹 部 第 8 腹板见图 

196: b ;第 7 腹板内突明显长于外突，端部弯钩状（图 196: a) ; 生殖刺突不具齿，端 

部 圆 （图 196: c )D

采 访 植物荆条、黄花草木樨。

分 布 青 海 、内蒙古、东北、河北、北京、山西、山东、江苏a

花长须蛛Eucm i (H邮 ) 如urkrci M〇raw jtz f 1 8 7 1 中国新记录

£w «rcf C«uricu Mor^witz, 1 8 7 1 , H o r. Sue. E ntam . R os.s., 3 ； 3 J1 .

Eitcera/iw/wna Lepeletier, 1841, H ist. N at. In^ect. H y m .r 2 ： 135,

Eucera spectabilis Mocsary, 1879, Acad- Himg- SgL Mathem. Fhys. Public. , 16； L5.

RtAcem pannonica Mocsary, 1 8 7 8 , Termes** Fuzet. , 17.

Etic^ra (H etereu cera) tau rica  Morawitz, 1988T Sitdikov et Pesenko, Proc* Zool. Inst. , Lening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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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 14一 15m m。唇基刻点细密，呈斜向排列；触角第1鞭节长于节2 + 3 , 但短于节 

2 十3 + 4 ; 中胸背板及小盾片刻点细密，小盾片基半部中央有1 纵向光滑带；中足胫节 

距长为基跗节的 I O ; 并胸腹节基部刻点粗大；腹部背板刻点较胸部细小，背板端缘光 

滑；臀板端部尖。眼 侧 （唇基以上）、额、颊 、颅顶、前胸端缘、中胸基半部及两侧、 

胸侧、小盾片端缘、并胸腹节两侧均密被白或浅黄色绒毛；上唇被直立的黄毛；唇基两 

侧白毛稀；腹部第1 节背板被浅黄色直立的长毛；2—4 节背板基部及端部、第 5 节全 

部均密被伏卧的浅黄色绒毛；第 6 节背板被黄蝎色毛；胲板被金黄色长毛；腿节被稀的 

白色长毛；前及中足胫节外表面密被伏卧的白或浅黄色毛，中足胫节内表面被整齐排列 

的金黄色长毛；前、中足基跗节外表面彼白色硬毛，内表面为金黄色硬毛；后足胫节及 

基跗节毛刷浅色，长而整齐；后足基跗节内表面被黑色长毛，毛缴金黄色。体黑色， 

触角及足黑褐色；腹部第1 一4 节背板端半部黄褐色；臀板黑色；距黄色；翅透明；翅 

基片及翅脉黄褐色。

雄 13—1 5 _ 。与雌主要区别：唇基端部大部分黄色，基部黑色；腹部背板大部分 

被黄褐色毛及同色毛带；第 2—3 节背板毛带中断；第 5 节背板端缘不具鲜色毛带；触

角投。

分 布 新疆；中亚。

白敏长须蝉Eucera (Pife如ic m i} d i秘m i Lepeletier, 1841 中国新记录

Euceradnerea Lqjdetier, 1841, Hist, Nat, Insect. Hym.9 Z： 123.

E ucera cana  B a r , 1 8 5 0 , BuU* Soc^ N a t .,  Mogoou, 2 3 :  535*

Eucera can tatrix  Bg i, 1 8 5 0 , B u ll* S oc, N a t ,f Moscout 2 3 s 536*

Eucera d neraria  E versm am , 1 8 5 2 , B utL  Soc. Nat. r Mceoou, 2 5  r 1 2 0 h 

E ucera consim ilis Ctours, 1873 , Rev> et M ag, Z ooi. 1 ■ 311.

Eucera ( P ileteucera  )  cin eraria  Eversmarm, Sitdikov et Pesenko, 1 9 8 8 , Proc^ Zool. Inst, t 

Leningrad, 1 7 5： 87.

雌 l l _ 1 3 mm。唇基密被粗刻点；触角第1鞭节短于节2 十3 ; 颚眼距很短；中胸盾 

片四缘刻点较密，中央光滑闪光；小盾片刻点比中胸盾片密；并胸腴节基部密被小皱； 

后足腿节下表面正常无脊突；腹部背板刻点细而浅，端半部近于革状，端缘光滑；臀板 

端缘圆。脣基基部、眼侧、中胸盾片四缘及胸侧密被绒毛；腹部 1 一2 节背板两侧密被 

细白绒毛；第 3—4 节背板基半部密被黄褐色绒毛，端半部具宽的白绒毛带，宽为背板 

的 1/2;第 5 节背板端緣被宽的白至浅黄色毛带；第 6 节被红褐色毛；后足胫节毛刷 

内、外表面均发达；基跗节内表面金黄色毛，激金黄色。体黑色；触角鞭节下表面、翅 

基片、翅脉、2—5 跗节均黄褐色；腹部背板端缘黑褐色；翅透明D



蜜蜂总科 蜜蜂科 蜜蜂亚科

雄 11一1 3 _ 。与雌主要区别：唇基端部及上唇黄色；中胸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黄 

褐色长毛；第 2—5 节背板端缘具白宽毛带；6_7节背板黄红色毛；第 6 背板两侧具齿

突。

分 布 新疆；欧洲。

四条蟑属  TVfralonifa Spinola, 1838

Apia p t . , 1 7 9 0 , Rossi» Faun. E tm s t 923 .

Eucera pi. 1 7 9 3 , Fabr. Entom . Syst, , 2 ： 343 .

M acrrjcera Latreille, 1 S 2 5 , Fam . NTat. (n ec Meig. Illig. Mag» 1803  D ip t*)

T etraion ia Spinola.r 1 8 3 8 , Ann. Soc. Entom . F r . » 7 .

前翅3 个亚缘室，第 2 室最小；第 l 回脉接近或与第2 亚缘室正交，有时与第2 横 

肘脉相交，第 2 回脉达第3 亚缘室顶端；缘室长于从缘室顶端至翅顶角的距离；触角第 

1 鞭节短于其他鞭节；雄性触角长；雌雄性腹部均具明显的浅色毛带。

广布属，分布于全北界及非洲界。本志记述11种。

种 检 索 表

雌

1 (8) 唇基非全部黑色，端部有黄斑

2 (3) 唇基黄斑皇冠状f 触角鞭节外侧红褐色；S— 10mm ............  SL細 条 蛳 T . mficomis

3 (2) 唇基黄斑非皇冠状，呈条状

4 (5) 唇基端缘黄条纹占唇基长的1/4;腹部背板刻点小而稀；12 — ....................

............................................................ 八齿四条蜱 T . dentata
5  (4) 唇基端缘黄条纹占唇基长的1/3

6 (7) 唇基黄条纹边缘整齐；腹部背栢刻点小而视；触角鞭节黑痗色；U—12mm ............

.......................................................... 六齿四条雎T\ acutangula

7 (6) 唇基黄条纹上缘弯曲不整齐；触角鞭节红褐色；10.5—11.5m m …… 小条臃T . 加如m

8 (1) 唇基全部黑色，无黄斑

9 ( 1 2 ) 上《非全部黑色，有黄斑

10 ( 1 1 )上顴端部有黄斑；腹部2—3 节背板基部、端部、第 4 节端半部被白毡毛；后足毛刷为松散

的浅黄色长毛，毛基部为小黑瘸突；10-13m m..............四齿四条螓r .

U ( 1 0 )上囑端半部全黄色；腹部2-4节背板被浅黄色毡毛；第 4 节背板端半部被白绒毛，杂有少

量黑色直立的毛；后足毛刷密，金黄色，基跗节内侧毛黑色；13mm ..................

............................  ...................云南四条鳙 T . sp. nov.

12 (9) 上顎全部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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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U ) 各对足的胫节及跗节均黄褐色；毛刷金黄色；腹部2—4 节背板毛带完整；13—14m m ……

... “ 亮冊四条蜂T1. poZjtftrwwa
14 ( 1 3 )各对足黑或黑褐色，仅 2—4 跗节他色

15 (1 8 )雎部2-4 节背板基半部被黑毛，端部为白毛带

16 ( 1 7 )腹部2—4 节背板白毛带宽；膊基中部扁平；13—14m m ............带四条峰T. /asctoa

17 ( 1 6 )腹部2H 节背板白毛带中部很窄，3—4 节毛带宽；唇基中都稍隆起；13—14m m........

.............................................................. 花四条Jtt T * /lomWa
18 ( 1 5 )腹部2 4 节背板毛另样

19 (2 0 )腹部第2 节背板及其两侧、第 3 节背板基半部、第 4 节背板全部均被白毡状毛；毛刷浅黄

色；13—15mm .................................................齿四条*  T■押Wiwosa

2 0 ( 1 9 ) 腹部第2 节背板基半部、第 3 节背板亚端部被浅黄褐色毡毛；第 3—4 节背板* 半部被黑色 

短毛，端半部被白毡毛；2—4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毛刷金黄色；14一 15_

21 (22)腹 部 第 5—6 节背板被金黄色毛i 4 节背板白毛带宽；14一 1 5 _ .....................

............................................................ 中国四条峰7\

22 ( 2 1 )腹部第5 - 4 节背板被黑色毛；2—4 节背板白毛带窄；1 1 , …… 雅克四条峰T , Jacvti 
雄

1 ( 1 2 ) 腹部埔半部背板两侧具齿突；曆基黄色或端部黄色

2 (5) 雎部端半部背板具H 对侧齿突

3 (4) 腹部第4、5、6、7 节背板两侧各具1 齿突；上颚基部及端部黄色，中部红褐色；腹 部 i—5

节背板端部红褐色；11 一12mm ...............................八齿四条t f  I\

4 (3) 應部第5、6、7节背板两侧各具1 齿突；上颚黑色；8—10〇™ ........................

......... *................................................ 六齿四条II 71. acuton^ulki
5 (2) 腹部端半部背板具1 一2 对侧齿突

6 (9) 腹部端半部背板具2 对侧齿突

7 (8) 腠基端缘黄色；腹部第6—7 节背板两侧各具1 齿突；H 13mm .......................

........................................................ 四齿四条t f T. macro妙?asa

8 (7) 唇基黄色；腹部第5—6 节背板两侧各具1 齿突；9一10mm  ....小四条鋒T . mifsufcum

9 (6) 腹部第6 节或7 节背板两侧各具1齿突

10 ( 1 1 )腹部第6 节背板两侧各具1 小齿突；上顎基部具黄斑；3—5 节背板白毛带宽；12_13mm

.........................................................................................二 齿 四 条 71* pofiXnosa
1 1 ( 1 0 )腹部第7 节背板两側各具1 小 齿 突 （常被毛掩盖）；上顆黑色；各胫节及跗节均黄褐色; 

13—14m in................................................亮丽四条鐮 r , priyclW a

12 腹部端半部背板正常，无侧齿突

13 (14) JS基端半部浅黄色，表面平滑，刻点浅而稀；腹部2一3 节背板基半部、4一5 节背板均被白

域毛；第 4 节背板端嫌被黑色短毛；13mm ........云南四条蜂T* jumuuuv»js sp. n〇v.

14 ( 1 3 )唇基全部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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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1 6 )上顆有黄斑，端部有1浅黄色斑；腹部第2—3 节基半部及4一5 节背板均被白租毛；3—5 节

1 0 - 1  Im m  ...........................................................................  fabata
16  ( 1 5 ) 上1 全部黑色

17 ( 1 8 )触角鞭节外侧黄褐色，内惻黑褐色；腹部第2 节背板白色毛带中央窄；第 3 节基半 部 第 4

节全部、第 5 节大部均具白毛带；7- 8mm .................. 红角四条!t  T. ru_/icomii
18 ( 1 7 ) 触角鞭节黑或黑褐色

19 (2 0 )腹部第1一2 节背板被浅黄色长毛，3—5节背板被黑毛；2—5节背板端缘白毛带明M ; 12—

13mm ........................................................ ...四条峰 T . /lom/ia

20 ( 1 9 )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被白毛；2—5 节背板被稀的白毡状毛；3—5 节背板墒縴白毛带细

21 (22) 胸部毛浅黄色；11— I2mni

22 (21) 胸部毛狐红色；11胃
中国四条蜂T .

… 雅克四条峰T . jVwori

红角四条蜂 Terraiw iia m /fcom is (Fabricius }，1804 中国新记录

E ucera ru fiaxm is Fabricius, 1 8 0 4 , Syst, P ie z *, 383 .

M acrccem  alticin cta  1 8 4 1 , H ist. N at. In^ect. H y m ., 1 ： 101 ,

M aavcera ru ficarn is Lucas, 1 8 4 6 , Expior, sc. Algerie. Zool. 3 i  105, 

T e tr a h n ia r iifk fjm u M n m ^ z , 1 8 7 2 , V erh . ZooL  ̂ B otan , G es, W ien f 2 2： 357* 

M acro cera ju llia n iiP erez , 1879 , A ct, S oc. Linn^ Bordm tLz, t 3 3 r 150 .

TetraU m ia var. birm  M ocsary, 1 8 7 9 , T erm esz. Fu^et^ 3r 233 ,

雌 8—1 0 _ 。体黑色；唇基端半部有一皇冠状黄斑；触角第3 鞭节以上红褐色。 

头明显宽；唇基闪光，刻点较小而均匀；触角第1 鞭节稍长于节2 + 3 ; 中胸盾片刻点 

密；小盾片刻点较盾片者小而浅；腹部背板刻点小而均勻。唇基黄斑周缘红褐色；翅透 

明；翅基片及翅脉褐黄色。上唇被白色细毛；颜面、颅顶及颊、胸侧均密被白色长毛； 

中胸盾片及小盾片密被黄褐色毛；腹部第2—3 背板基部及4一 5 节背板被白毡毛；第 3 

节基半部、第 4 节全部、第 5 节被白毡毛，5 节中部和第6 节均被黑褐色毛；第 2—4 

节腹板端缘毛金黄色；后足毛刷浅黄色。

雄 7—8mm。与雌区别：触角长达腹部第2 节背板；第 1鞭节与梗节等长；上唇及唇 

基均黄色；触角鞭节外侧黄褐色，内侧黑褐色；腹部第2 节背板基部白毛带中央很窄； 

第 3 节背板基半部、第4 节全部（除端缘外）、第 5 节背板大部分均被细白毛，呈毛带状。 

分 布 新 疆 、辽宁、北京。

八齿四条蜂T d m to n ia細加£1 K h ig, 1 8 3 5 中国新记录

Eucera dentata Klug, 1835» Germar, Faun. ins. Europ- Fasc, , 21. 

M acroceru tricinctKi LepeJetier, 1841 ,  H isl. N at  ̂ irui. Hym ^  2 ： l〇〇, 

M acrocera n igricorn is L ep d etier , 1 8 4 1 , H ist. N a t, in s. H y m .t 2 ： 107.



358 屮国动物志 昆虫纲 第二十卷

M acrxx^a den tata  1 8 5 2 , B u ll. soc. n a tu r a l,, Moscou, 2 5 ： 122.

T etralfm ia canescens 1 8 7 3 , R ev. e tM a g . ZooL. 1 ： 325 ,

T etraJon ia pollinosa }Aors^mxz, 1 8 7 5 , Fedtschenk. Reise Turkesi. M ellifer. 58.

Tetralortui pollin osa Amo\dt 1 8 9 4 , b h r . S oc. Entorn. R oss*f 2 8 ； 161*

雌 12—14mm。体黑色；唇基端缘有黄纹。唇基刻点粗而密；触角第1 鞭节稍短干 

节2 + 3;中胸盾片刻点大部分较唇基小而稀，盾片中部光滑，几无刻点；小盾片刻点较 

密；腹部第1 一3 节背板刻点细小且稀，端半部几无刻点。唇基端缘黄纹窄；触角上表 

面黑褐色，下表面褐色；翅透明，翅基片及翅脉褐色；足黑色，2—4 跗节黑褐色；腹 

部 1 一3 节背板端部红褐色。体毛灰白色 f 头部触角窝周围、颅顶、颊、中胸盾片基半 

部及侧板、后小盾片、并胸腹节基部均被白至浅黄色绒毛；腹部第1 节背板基部被稀且 

直立的白毛；2 _ 3 节背板基部密被白毡毛，第 4 节几全部被白毡毛；第 5 4 节背板被 

黑褐色绒毛，但第 5 节端缘两侧毛色浅黄；足毛白色，后足毛刷长而密。

雄 11 一 1 2 _ 。与雌的主要区别为：触角长达腹部第2 节背板端部；第 1 鞭节长于 

第 2 节；唇基及上唇浅黄色；上颚基部及端部浅黄色，中部红褐色；腹部 1 一5 节背板 

端部红褐色；臀板端缘截断状；2—3 节背板侧缘有脊突，4 ^ 节背板侧缘脊突端部呈 

尖齿状。

分 布 黑 龙 江 、内蒙古、河北；欧洲。

六齿四条蝝Tefraten/a iu似annuto M oraw itz, 1 8 7 8 中国新记录

Tetralonia actitangula Morawitz, 1878, Hor. Soc. Entom. R〇55*9 14： 35.

雌 l l _ 1 2 m m。体黑色，唇基端缘黄色。唇基刻点细密；触角第1 鞭节稍短于节 

2十3;中胸盾片刻点较唇基刻点粗，中部较稀；腹部 1 一4 节背板密被刻点。体黑色，唇 

基端缘黄色，约占唇基长的1/ 3 ;触角鞭节上表面黑褐色，下表面红褐色；翅透明，翅 

基片及翅脉均褐色；腹部背板端半部均红褐色；2—4 跗节红褐色。体被白毛；上脣被 

金黄色毛；颜面、颅顶、颊、胸侧、腹部第1 节背板基部被白毛；第 2—3 节背板、第 

4 节背板大部分及第5 节背板两侧均被白毡状毛；2—5 节腹板端缘为整齐排列的浅黄色 

长毛；足毛白色；后足毛刷浅黄色，基跗节内侧毛黑褐色。

雄 8—1 0胃 。与雌主要区别为：唇基黄色；腹部5 4 节背板两侧脊突端部尖齿状。 

分 布 新 《、黑龙江、辽宁、北京；欧洲。

四齿四条蝝 IW ra/onia m ocn^ossa Illig e r，1806 中国新记录

Apis malvue Bjassii 1790) Fauna Etrusca 2 1 107.

E ucera antennuata Fabricius, 1793 , E n tom . S ystem . f 2 ： 345 ,

T etrab n ia  m acroglossa Illiger, 1 8 0 6，M agaz. j\ ln sek ten k ,t 5 ： 3 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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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 10—13m m D 体黑色；上颚端半部有黄斑。唇基刻点粗但不均勻；触角第1 鞭节 

短于节2 + 3 ; 胸部刻点较唇基小a 稀：腹部基半部刻点细密，端半部光滑。体黑色， 

匕颚端半部黄斑大；触角黑褐色；翅透明，翅基片及翅脉黄褐色；腹部 1 一4 节背板端 

缘浅黄色透明。体毛白色为主，头部上唇、颜面、颅顶、颊 、胸侧、并胸腹节、腹部第 

1 节背板均密被白毛；中胸盾片及小盾片密被浅黄褐色毛；腹部 2—3 节背板基部及端 

部、第 4 节端半部密被毡状的白毛；第 5 节背板两侧被白毛；第 5 节背板中部及第6 节 

臀板两侧被橘黄色毛；2—5 节腹板端缘被整齐的白长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被松散的 

浅黄色长毛，毛的基部小黑瘤状。

雄 10— lln rn ^ 与雌主要区别：唇基端缘黄色；触角长达腹部第1 节背板端部；第

6—7 节背板两侧脊突端部齿状。

雄；未明。

分 布 新通；欧洲。

云南四条蜂 Tetratonia sp. nov， 新 种 （图 197)

雌 1 3 _ 。体黑色，上顎端半部黄色。上唇刻点细小；唇基及眼侧刻点较大且密； 

触角第1 鞭节短于节2 + 3 ; 中胸盾片闪光，刻点大，中央较稀；腹部第1 节背板刻点 

大而整齐，明显大于以下各节表面的细小刻点；腹部1 一3 节背板端缘光滑；臀板近三 

角形，表面具细横皱，端缘直。体黑色；翅透明；翅基片黄褐色，翅脉黑褐色；腹部第 

1 一4 节背板端缘红褐色；臀板黑色；足距黄色；2—4 跗节黄褐色D 头部密被白色长毛； 

复眼内侧及颅顶被黑色长毛；胸部背面密被黄褐及黑褐色长毛；小盾片以黑褐色毛为 

主；胸侧、并胸腹节及腹部第1 节背板密被白长毛；2M 节背板基部被毡状的浅黄色 

绒毛；第 4 节端半部被白绒毛，背板上杂有分散的黑硬毛；第 5 节密被黑褐色毛；第 6 

节臀板两侧栗褐色毛；2—5 节腹板端缘为排状金黄色毛；足大部分被白毛；前足及中 

足跗节被黑毛；后足毛刷金黄色；基跗节内側被黑毛；毛缴黑色。

雄 13mm。体黑色；唇基端半部浅黄色。唇基平滑，具稀而浅的刻点；触角长达第 

3 节背板；輞节弯曲，第 1 鞭节与梗节等长，箄 2 节长于第3 节；颊刻点均匀；胸背面 

刻点较颊上刻点大；腹部背板刻点似颊；腹部 1 一 5 节背板端缘光滑，第 6 节背板端缘 

两侧备具一小齿突；臀板较大，近梯形；前翅第1 回脉与第2 亚缘室的肘脉中部相交。 

体黑色；触角褐色；翅基片黑褐色；翅脉及翅痣黑褐色；腹部背板端缘黄褐色；臀板端 

部黄褐色；2—4 跗节黑褐色。上唇、眼侧、颅顶及颊均浅黄色；胸部背两及腹部第 i  

节背板密被黄褐色长毛；胸侧密被白毛；足被稀的白毛；腹部 2—3 节背板基半部被伏 

卧的白绒毛；第 4一5 节 背 板 （除端缘）全部被毡状的白绒毛，第 4 背板端缘被黑色短 

毛；第 6 节被黑褐色毛。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器见图197t a —

正模$云南丽江玉沟，2 750m，1984.1_24,范建国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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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7 7?南四条蜂 « « 如 嫩 心  sp, nov ?
& 第 7腹板 i b■第 8腹板；c . 生殖节

副模早云南兰坪金顶，2 350m ，1984.1.24,范建国采。

近似中国四条蜂Tefrafoniac/iiV i⑶土，主要区别：半腹部较窄；2—4 节背板基部被 

浅黄色毡状毛；第 4 节背板端半部被白绒毛，杂有少童黑硬毛。但中国四条蜂腹部较宽 

扁；第 2 背板基半部及第3 节背板亚端部被浅黄褐色毡毛；3 - 4 节基半部被黑毛，端 

部白毛。3 唇基端半部黄色，约占唇基长的1/2,非全部黄色；7一 8 腹板及生殖节区别

明显。

小四条嫌 T^ ra/on iam /rsu itu rjf Cockerell» 1911

JVtrafowiamf加 few^Cockereil, 1911， P n  N. M . ， 40 : 257.

雌体长10,5—11.5 _ 。体黑色；脣 基 端 缘 黄 色 ，上缘弯曲Q 唇基刻点密且 

深；触角第1鞭节短于节2 十3 ; 中胸盾片及小盾片刻点粗大，但中部光滑；腹部刻点 

小而密。体黑色；触角鞭节红褐色；翅基片锈色；翅透明，翅脉黄褐色；第 2 - 4 跗节 

黄褐色；腹部第1 一3 卄背板端缘红褐色。头及胸部背面被浅黄褐色毛；胸侧具白毛； 

足毛刷金黄色，基跗节内侧毛黄褐色；腹部第2 节背板基部被白色租状毛带，带的中部 

极窄；第 3 节背板基半部具白毡状毛；第 4 节背板全部被白毡状毛；第 5 节及6 节背板 

两侧毛暗红色。

雄体长9—10m m，与雌性主要区别：唇基及上唇黄色；上顎亚端部有一橘黄色斑； 

触角长达腹部第2—3节背板；触角第1 鞭节短，与梗节等长。腹部第1 节背板被直立的 

浅黄褐色毛，第 2 节背板基部及两侧、第 3 节背板基平部及第4一5 节背板均密被白毡 

毛；第 6 节背板被红褐色毛；第 7 节背板端緣截断状；第 5 - 6 节背板侧缘各具1 齿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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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黑 龙 江 、内蒙古、北京、河北、山西、江西、江苏、浙江。

亮丽四条蜂 re rra ton ifl p rfjc ftiw n o Cockerell, 1930 (图 198)

T etralon ia pdycknm u i 1930, Entom ologist t 63： 85.

雌 13—14inm 。体黑色；前、中、后足的胫节及跗节黄褐色被金黄色毛D 唇基刻点 

呈斜向排列；触角第1 鞭节稍短于节2 + 3 ; 中胸盾片刻点密，中央较稀；腹部各背板 

基半部具细而浅的小刻点，端半部光滑。触角鞭节黑褐色；翅透明，翅基片、翅脉及 

前、中、后足的胫节及跗节均黄褐色；前足及后足转节及腿节均红褐色；臀板黑褐色。 

上唇密被短的白毛；颜面、颅顶、颊密被白色长毛；胸部背面及恻面密被浅黄色长毛； 

腹部第1 节背板基半部被白色长毛；2—4 节背板基部、第 5 节背板及第6 节背板两侧 

均密被黑褐色短绒毛；2—4 节背板端半部为宽的白毛带；2—5 节腹板端缘为整齐排列 

的金黄色毛；足毛金黄色；后足毛刷金黄色。

图 198 亮 四条蜂 Tetmfowia 孑

a. 后足基跗苷；b, 第7膣板；c. 第8腹板；d. 生殖节

雄 12—13nm^ 与雌主要K 别为： h 唇及唇基均浅黄色；上唇密被白毛；触角长达 

腹部第 4一5 背板；第 1 鞭节约为第2 节长的 1/3; 2—5 节腹板端缘毛黑褐色；后足基 

跗节内侧中部凹（图 198: a ); 7— 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98: b—心 

分 布 北 京 、内蒙古、山东。

带四条蜂1 /asciato Sm ith, 1854 中国新记录（图 199)

TeSralonia fa sc ia ta  Sm ith , 1854? C a t. H ym . E r it . M j u . , 2 ： 303 ,

雌 13—1 4 _ 。体黑色；腹部2—4 节背板具宽的白色毛带D 唇基中央稍隆起，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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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9 9带R条 蜂 / 〇 义 化 站  

a . 第7 腹板；h ，第 8 腹板i c . 生殖节

被大刻点；上唇中央刻点细小，两侧较大；触角第1 鞭节等千节2十3;眼侧、颅顶及 

颊刻点较唇基小；胸部背板刻点似颅顶；腹部背板刻点细小，被毛遮掩；臀板表面具细 

横皱□体黑色；触角鞭节外侧黑红色，内侧黑色；翅透明；翅基片黄褐色，翅脉褐色； 

足黑褐色；距黄色；2—4 跗节黄褐色。上唇密被黄褐色毛，中部浓密；颜面及颊被浅 

黄色毛+，复眼内侧及颅顶被黑毛；胸部背板密被黄褐色长毛；胸侧及腹部第1 节背板被 

浅黄色长毛；2—4节背板端缘具宽的白毛带；第 2 节基半部黑色毛，3—4 节背板基半 

部被黑毛；第 5 节背板及第6 节背板两侧密被黑褐色长毛；2M 节腹板端缘为整齐排 

列的金黄色毛；转节及腿节被稀的白毛；中足及后足胫节密被黄褐色短毛；后足毛刷金 

黄色。

雄 10— llm m 。体黑色；上唇及唇基黄色；上颚端部有1 浅黄色斑；触角鞭节达腹 

部 3—4 节背板。第 1 鞭节稍长于第2 节；胸部刻点粗大；腹部背板刻点较细密，端缘 

光滑；第 6 节背板两侧各具1 小弯齿。触角下表面黄色；翅透明；翅基片及翅脉均黄褐 

色；2H 跗节均黄褐色。腹部暗棕色，端缘红褐色；头部颜面、颅顶及颊均被白色长 

毛；胸部及腹部第1 背板被浅黄褐色长毛；第 2—3 节背板基半部及4一5 节背板被伏卧 

状的白毛；3—5 节背板端缘具白毛带；第 6 节背板及第7 节背板两侧被浅色金黄色毛; 

足毛色鲜黄至白色。第 7—8 节腹板及生殖节见图199。

分 布 江 苏 、福建、广东、四川D

花 四 条 蜂 S m ltli, 1 8 5 4 中国新记录

T etralon ia flo r a lia  Sm ith, 1 8 5 4 , Cat. Hym. B rit. M u s ., 2 ： 3 0 2一3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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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体长13—1 4 _ 。体黑色；腹部第2—5 节背板端缘具宽的白毛带。唇基刻点密； 

颜面、颅顶及颊刻点细密；胸部刻点似颊；腹部背板刻点小而密，端缘光滑。体黑色； 

翅透明，翅基片及翅脉黄褐色；第 2—4 跗节锈色；腹部背板端缘黄褐色；臀板黑褐色D 

上唇端緣被金黄色硬毛；头部及胸部、腹部第1 节背板被白色长毛；腹部第2—5 节背 

板端缘具宽的白毛带，第 2—4 节背板基部被黑短毛；第5节背板中部被黑褐色毛，端 

缘毛金黄色；臀板两侧毛黑褐色；毛刷及毛缴均金黄色。

雄体长12—13m m，与雌性区别为：唇基及上唇黄色；触角长于体长，鞭节弯曲； 

胸部刻点显著，中部闪光；腹部第 1 一2 节背板被浅黄色长毛，与胸部毛色相同；第 

3—5 节背板被黑毛；第 2—5 节背板端缘为细的白毛带。

釆 访 植 物 桃 、甘蓝、榆叶梅、丁香、紫薇。

分 布 北 京 、河北、江苏、浙江。

二齿四条蜂 T过ralonfa poninosa Lepeletier, 1841 中国新记录

M acrvceru polli7iosa Lepeletier, 1841 s H ist. N at. Irmec. H ^ n ^ f 2 :  9 2 .

M acrocera m ediocria Evetsmann, 1852, B u ll. S oc . N at. M oscou} 2 5； 122.

TetraUm ia fossu lata  Marawitz, H or. S cc, E ntom . R ossi, 1 0： 141.

T etralon ia adusta  Moscsary, T erm esz. F u z ei. 1 : 233.

雌 13—15mm。体黑色。唇基刻点粗大不均匀；触角第1鞭节短于节2 + 3 ; 中胸盾 

片及小盾片刻点密；腹部 1 一3 节背板刻点小而密。翅透明；翅基片及翅脉均黄褐色。 

上唇被浅黄色毛；头部颜而、颅顶、颊及胸侧的下部被白色长毛；胸部及腹部第1 节背 

板基半部密被黄褐色毛；第 2 节背板基部及两侧、第 3 节背板基部、第 4 节背板全部密 

被浅黄色毡状毛；第 5节及第 6 节臀板两侧被黑褐色毛；第 5 节背板侧缘被白毛；腹部 

腹板被整齐的黄褐色长毛；足毛白至浅黄色；后足毛刷密而长。

雄 12—13rnm。与雌区别：唇基黄色；上顎基部有黄斑；触角达腹部背板第2 节; 

3—5 节背板具宽的白毛带；第 6 节背板两侧具弯的齿突。

分 布 甘 肃 、北京、河北；欧洲。

中国四条蜂17也|11̂ 1»|£〇£̂ 阳11̂ 1511也111 1854 (图200，图版11:8)

TetraUmia ckinensis Smith, 1 8 5 4 , Cat* Hym* Brit, Mus. , 2 ： 301 .

雎 14一 lSm rn。体黑色，腹部 2—4 节背板端缘具宽的白毛带。唇基稍隆起，刻点 

粗且密呈皱状，前缘平滑；颜面、颅顶及颊被细小刻点；胸部及腹部1 一5 节背板刻点 

细密，端缘平滑。触角第3 鞭节至末节红褐色；翅透明，翅基片及翅脉黄褐色；腹部 

1 一3 节背板端缘黑褐色；臀板栗色^上唇中部被黄色硬毛；颜而、颊及胸部密被浅黄 

色长毛；并胸腹节及腹部第 i 节背板被白色长毛；第 2 节背板基半部被浅黄褐色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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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0 中国四条蜂 cAijwmis： $
a . 第 7 腹板？ h . 第8 腹板：c. 生殖节

毛；第 3 节亚端部被浅黄褐色毡状毛；第 3—4 节背板基半部被黑色短毛，端半部被白 

色毡状毛；2 - 4 节背板端部为白色宽毛带；第 5 节背板被黑毛；第 6 节背板两侧被金 

黄色毛；腹部2—5 节腹板端缘被整齐的金黄色毛；各腿节毛白色；中足被金黄色毛； 

后足毛刷金黄色。

雄 11—12mm。与雌主要区别：触角几达体端部、鞭节弯曲；唇基及上唇黄色，体 

毛色较深；腹部3—5 节背板端缘白毛带窄；6—7 节背板被金黄色毛D 第 7、8 腹板及 

生殖节 见 图 200。

采 访 植 物 梨 、桃、榆叶梅、黄花草木樨、紫云英。

分 布 北 京 、河北、江苏、浙江、湖北、福建、广西、四川、云南；曰本。

雅克四条•  T«tra2onia/oco找 Cockerell，1930

Tetr€donia chinensh  var. jo co ti Cockerell, 1930, Entomologist, 63: 84.
Cockerell，1931， Mus. Not.，452: 3,

雌 11.5mm。极似中国四条蜂7\ 主要区别为：腹部第5 - 6 节背板被黑

毛；2—4 节背板白色毛带窄，背板表面毛不多，但呈毛毡状；中足及后足胫节及跗节 

被鲜狐红色毛。

雄 llm m ，与中国四条蜂主要区别为胸部背板毛浅黄色至狐红色。 

采 访 植 物 桃 、梨等。

分 布 山 东 、江苏、浙江、福建、四川。

柿距蜂 族  Ctenoplectrini

CtenoplectridaeCockerell, 1930, Australian Z od , , 6(2):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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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enoplectridae, 1944, Michener, Amer. Buil. Mus. Nat. H irt., 8 6 (6)： 255,

Ctcnoplectridac, 1980, IV^chener &  Gr̂ enberg, Zool. Jour. I înn. Soc. (Iu>nd〇n ), 69； 183一203.

Ctenoplectridae, 1986, Micliener, Jour. Kans. Kntom. Sbc. , 59(2)： 226.

Ctenoplectrini, 1 9 9 3 , Roig-Alsina &  Michener, 1 9 9 3 , Sci. Bidi. Univ. Kans. 5 5 ( 4 ,5 )： 151 .

分类系统

CockCTdl (1930)首先建立栉距蜂科 Ctenoplectridae; Michener (1944, 1965)将其 

定为亚科；Popov (1955 ) 也间意其为亚科；M ichener和 Greenberg (1980)在研究其 

成、幼期形态及生物学习性后，认为栉距蜂是蜜蜂总科中“短舌蜂”及 “长舌蜂”间的 

过渡类群，它既具有“短舌蜂”类的特征：下唇须各节等长或第1 节延长，非鞘状；无 

中唇舌桿（glossalKxl) ; 盔 节 叶 （galealblade) 无 肋 （r id > ; 中足胫节斜毛刷明显等； 

又具有“长舌蜂”类的特征：亚颏骨化呈“V ”型，其末端靠近或在盔节及茎节交界的 

关节上；颏骨化，端部尖且基部弯；中唇舌的涎腺沟封闭；唇舌顶端无分枝的羽状毛； 

有唇辦；有莲节梳（stip ita lcom b)，无蓝节梳（galealcomb) ; 亚唇舌突（subligularpro- 

cess> 弯；唇舌及盔节内叶长于茎节；胫节及基跗节有毛刷；中胸侧板无前前侧缝，或 

至少在窝缝之下；上 后 侧 窝 （upperm etap leura lp it) 在后侧片上或中部以下；轭叶短 

等，据此应成为独立的科，即栉距蜂科。Rdg-A lsina和 M ichener(1993)根据长舌蜂类 

蜜蜂成、幼期特征的支序系统学研究，将栉距蜂归为蜜蜂科蜜蜂亚科的一个族，即 

Ctenoplectrinio

本族共2 属： 和 Ctoio私 ，分布于澳洲、非洲、亚洲的中国和菲 

律宾。在 中 国 分 布 的 柿 距 蜂 属 种 。

生物学

于木孔道中筑巢。茧由半透明纤维组成。巢内蜂粮为植物花油（似 宽 痣 蜂 属 据  

李建强（1997)研究，葫芦科赤爬属 TW andiam/w 植物为雌雄异株，当雄花开放时， 

花药已纵裂开，花粉散落在花冠上B 花冠腹面有一种腺质绒毛，能分泌汁液将花粉吸聚 

在花冠上。赤飑属植物依靠其鲜黄色花冠及花瓣腹面的腺质茸毛，吸引角栉距蜂 

为其传粉，蜂停落在花冠上，口器伸向位于花冠中部的腺质莺毛吸 

食汁液，同时其胸及足沾上花粉。云南分布的3 种赤爬属植物均由角栉距蜂传布花粉。

主要特征：头小，明显窄于胸宽；亚触角区三角形；前翅2 亚缘室，第 1 室小于第 

2 室，缘室顶端远离翅边的缘脉（图201);雌性后足内距很大，半月形，内缘具长而细 

密的栉齿（图202);足不具爪垫；腹部第2 (或第3 ) 至第 5 节腹板具密而长的弯曲的 

毛缴；雄性外生殖器阳茎基腹铗不与或不明显地与生殖基节合并，剑 形 突 （spatha) 大 

且强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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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距蜂属  CfCTiopZccfra K ir b y ， 1 8 2 6

C tenoplectra K irby, 1826 , In K irby and ^ e n ces  An Introduction to Entomolc^y, 3s 681.

模式种 Ctenoplectra chafybea Sm ith，1857,

雌性后足基跗节与胫节几乎等长；胫节内距大，星月形，由很多细齿组成栉状梳 

(图202)。中胸侧片的窝（scrobal) 和前前侧缝的上半部明显；前翅2 亚缘室，缘室长 

于自缘室端部至翅端角的距离，缘室自边缘的一半处弯曲；翅痣长，为宽的2 倍；后翅 

轭叶长为臀叶长的1/2 (图201)。雄性无臀板，雌性臀板基部宽，端部窄。

图 2 0 2 相 距 蜂 厲 早 后 足

种 检 索 表

1 (2) 腹部蓝色，有光泽；雄性腹部第7 背板宽大；唇基中央具一纵平滑纹；体长 12—1 5 m m …

.............................................................................................................................. C* kelloggi

2 (1) 胲郁黑色；雄性腹部第7 背板正常

3 (4) 眼侧下区具角状突起（雄性突起不呈角状）；雌性触角第1 鞭节长为节2 的 1.5倍，短于节

2 + 3 ; 上曆刻点稀；体长雎8-^ n m iT雌 7 _ 8 mm ................ 角柙鹿蜂C . cornuto

4 (3) 眼侧下区正常， 无突起；雎性触角第1 鞭节长等于节2 + 3 ; 上唇刻点密，雌性中央具纵脊， 

雄性基部中央具一小齿突i 体 长 雎 雄 7— ..........无角栉距蟑C. rfav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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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样距蜂 Ctenopiecfm 你 Cockerell，1930

Ctenoplectra keltogi OxkerAl, 1930, Ann, Mag. Nat. 10(6): 49.

Ctenoplectra kelhgi Cockereli, 1978, Wu, Act. Entam . Sin. , 21(4)： 425,

雄体长12—15nrniD 头、胸及足黑色，腹部金属蓝色。唇基密被中型刻点，中央具 

纵隆脊，额脊明显；颅顶中央刻点密集；侧单眼外刻点稀；中胸盾片密被细小刻点；侧 

板刻点较中胸刻点大；并胸腹节光滑，被稀而浅的刻点；前、中、后足转节、腿节及胫 

节均具不同程度的稀而浅的刻点；腹部每节均被均匀的细刻点；第 2一4 节背板表面两 

侧均具不明显的压平，第 1 一5 节端缘平滑；第 7 节背板宽大。头部颜面、颊、中胸基 

部、并胸腹节均被浅黄色毛；颅顶毛黄色；足均被黑色至黑褐色毛；腹部背板被短的黑 

毛；第 6、7 节背板被黄毛◦ 触角、足、翅基片、翅痣及翅脉均黑褐色，翅烟色；各跗 

节均褐色。

雌 （新记述）体长13mm。唇基刻点粗大，但基半部较端半部小而密，中央纵脊较 

雄性者宽；上唇结构粗；上颚2 齿；额唇基及额中部刻点细密，额脊明显；眼侧区刻点 

较额唇基者大；额上部及颅顶刻点粗大，与唇基中部刻点相似，但两侧单眼外侧各具1 

不规则的平滑区；触角梗节稍短于第1 鞭 节 （4 : 5 ) ,第 2 + 3 鞭节稍短于第1 鞭节 

(4:5)，第 2、3 鞭节宽大于长，以下各节（除末节较长外）均等长且长宽相等；侧单眼 

至复眼的距离长于侧单眼至中单眼的距离，但短于两侧单眼间距，也短于侧单眼至颅顶 

边缘之距；中胸盾片密被细小刻点，侧板刻点大而密；小盾片腋片明显，中央具不甚明 

显的纵隆，刻点与后小盾片相同；并胸腹节垂直，三角区光滑；足各节均具疏密程度不 

同的刻点；各腿节下表面膨大，内表面有凹陷，端部内侧具瘤状突起；中足胫距端部钩 

状，内侧具小齿；后足胫节宽扁呈三角形，内距大，内缘具栉齿；腹部第1一5 节背板 

刻点较小而稀，以第1 节为最，各节端缘均具光滑无刻点带，以第1 节的刻点带为最 

宽；臀板长三角形，端缘圆。唇基、上展、上颚、翅基片、翅脉、足及腹部腹板均深褐 

色；触角柄节、梗节及第1 鞭节均黄褐色，余各鞭节褐色；前胸背板基部具1 浅黄色 

纹；翅浅褐透明；腹部背板金属蓝色，第 5 节背板基部具宽褐色带。头部毛短；眼侧 

区、颊、前胸盾片、后小盾片均被白色毛；颅顶被黄褐色毛；中胸盾片被极短的稀的黑 

褐色毛；中胸侧板被较长而密的褐色毛；足毛稀，褐色；前、中足基跗节及后足胫节、 

基跗节被长而密的黑褐色毛；腹部背板裸露，仅可见黑褐色短毛；腹板被较长的褐色 

毛；第 4一5 节腹板端缘具呈V V ’宇形的长而密的刷状毛。

分 布 台 湾 、福建。

角柙距蜂 C如 奶 m cornuta Gribodo, 1891 (图 203)

CtenopUctra cornuta Gribodo» 1891, Soc* Entom . /to/. , 3 3：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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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apter tuberculiceps S\mn6t t913, Supp^ Entomti  2； 28.

Ctenoplectra cxfm uta Gribodo, 1931? A n n . M u s. G enova% 5 5： 174 ,

C tenoplectra cockerelli Popov, 1 9 3 6 , Ann. Del, Mus. Civicodi Storia N at. CH Genovo, 2 8 1 ^ 2 8 4 , 

cornwfa GHbodo, W u , 1978，A c fT Entowi. i S h .，2 1 ( 4 ) :  4^5.

雌体长8 ^ 9 m m，体黑色。眼侧F 区、靠唇基处各具1 角状突起；上颚4 齿；唇基 

及额唇棊区稍隆起，具粗大而规则的大刻点，中央有纵的光滑纹；上唇刻点较曆基密， 

但不均勻；额、颅顶及眼侧刻点比上唇的小而密；触角第1 鞭节长约为节2 的 1.5倍， 

稍长于节3 ; 中胸盾片及小盾片革状，表面具不均匀的稀刻点；中胸侧板刻点较大；并 

胸腹节具刻点，中部具纵沟；腹部背板光滑，第 1 一2 节背板基部有不明显小刻点，第 

3—5 节有细小刻点。翅基片、翅痣及翅脉均黑褐色，翅烟色《唇基、眼侧及颊被稀的 

白毛；颅顶被稀的黑褐色毛；中胸盾片被黄褐色细毛；胸侧及并胸腹节被黄或黑褐色 

毛；足黑色（天目山1 雌足褐黄色），足毛黑褐，尤以后足胫节及基跗节长而密；距均 

黑色；腹部第3—6 节腹板及中足基跗节外侧角被长的簇状黑至黑褐色毛。

雄体投7—8mm。与雌性主要区别为：后足胫节及基跗节不密被长毛；第 4 节背扳

图 203 角 布 距 蜂  corw M ia ? (仿  Popov, 1936)
a . 生 殖 节 （腹面观）；b , 生 殖 节 （侧面观)；c. 第 8 腹板；d .第 7 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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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部被金黄色毛；第 2—4 腹柜端缘被黄毛；中胸盾片细毛较雌密；第 7—8 腹板及生殖 

节见图203。

采访植物 萌 芦 科：赤飑 属 仇 【var4 p m u la tu t  ̂ T * cord i fo lia  ,

T .  h o c k e ri〇

分 布 陕 西 （佛坪）、浙 江 （天目山）、湖 北 （鹤峰沙元）、四 川 （峨眉山、泸定）、 

云 南 （崇明）、台湾；缅甸。

无角柿距嫌 CtoiopiccmidavWi Vachal, 1903 (图 204，图版珊：5)

Ctenoplectra davidi Vachal, 1903, BulU Soc. Kjitcmi. France, 99.

Scrapter simpliciceps Strand, 1913, Supp. EnUym. » 2 ： 28，

CienopUctra davidi Vachal, Wa* 1978, Act. Entom . S in . , 21(4) r 426.

图 2 0 4 天 角 相 距 蜂 ra d a v id i ^  

a，第 7 背 极 ；b ,第 6 政板；c .第 7 雎板：丄 第 8 駔板；e ■生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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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体长8—9 _ 。唇基及额唇基隆起具稀而大的刻点；触角第1鞭节丧与顶端宽相 

等 ，等于节2 + 3 ; 上唇刻点比唇基密，中央具1 纵脊；眼侧区、额及颅顶刻点小而密； 

颊边缘的脊明显；上颚2 齿；中胸盾片革状，具分散的稀而浅的刻点；侧板刻点密，较 

盾片大；并胸腹节具刻点，三角区呈纵列的刻点；腹部背板光滑闪光，刻点稀而浅；第 

2—5 节背板端缘光滑。体毛稀少，眼侧、胸侧.、并胸腹节两侧被浅黄毛；中胸盾片被 

灰褐色细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密被长的黑或黑褐色毛，内表面具黑毛；前足及中足跗 

节被金黄色毛；第 3—5 腹板的毛簇黄褐色。触角、上颚端部、翅基片、翅痣、翅脉、 

腹部第2—5 节背板端缘均为深褐色；各足2—4 跗节褐色；翅透明；距浅黄褐色。

雄体长6.5tnm。头显著窄于胸宽；唇基刻点粗大而稀，呈纵向排列，基半部中央 

有 1不明显的脊；上唇刻点较唇基密，中央有1 纵脊；颜而及颅顶刻点较唇基密；两侧 

单眼外侧各有1平滑区；中胸背板及小盾片刻点大而浅，点间距几乎等于点的直径；并 

胸腹节基部稍凹陷，有纵皱褶；胸侧片刻点密集；腹部第1、2 节背板宽大，第 1 节端 

半部压平状，第 1 节基半部及第2 节大部分刻点较细密，第 2 节端缘光滑，腹部基部 

宽，向端部逐渐变窄；后足胫节三角形扁平，距非栉状。腹部、头及胸部黑色；触角、 

翅基片、足及第1 一6 节腹板均褐色。体被短而细的浅黄色绒毛；颅顶及并胸腹节两侧 

毛较长；中胸背板被密而短的黄绒毛；足的胫节及基跗节毛较长，金黄色；腹部第1 节 

压平区及第3 4 节背板上为密集的短小红黄色毛，闪光似锦缎。第 7 背板、第 6—8 腹 

及生殖节见图204。

分 布 浙 江 （天目山

蜜 蜂 族 Apini

本族体小（7mrn) 至 中 型 （20mm)。体被密毛，复眼被密毛；后足胫节无距；前 

翅 3 亚缘室，缘室长约为缘室顶端至翅顶角的4 倍；后翅轭脉及臀脉间H 浅 （图 208); 

工蜂后足胫节及基跗节组成花粉篮（图209: a i )。

分类系统

本族包括的是高级社会性蜜蜂，目前认为仅有1 属，即 蜜 蜂 属 1953年马骏 

超曾对本族作过详细研究，将它们分为3 个属 M m i坤 ， 心， A抑 属下分 

两亚属A /心和Sfgma如和s 亚属， 是 3 个属中的原始类群， 与句而系 

于同一演化阶段，而其中的S ig/na切扣j 亚属较々心原始，他还列出了 147种及亚种的 

名称。后人认为这些种的大多数为无效种，但对其分类的框架认为较合理。Michener 

(1990)提出蜜蜂属 9 个种。 R u ttm r (1 9 8 7 )对本族进行了细微的形态测量研究。 

Alexander (1991)进行了系统发育研究，为本族蜜蜂属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选用了 

19个形态特征及筑巢情况，得出的系统发育图（图20 5 )与马骏超提出的三个类群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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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 >is

Megapis

•Apis s. str.

Sigmatapis

围2 0 5 蜜蜂属系统发育图（仿 i 991)

架是相似的。

生活3]性

巢筑于洞内或暴露于外，巢内腹板蜡腺分泌的蜡制成巢脾，巢脾由相背的与地面垂 

直的两层巢室组成，巢室六角形，一般等大。雄蜂的巢室较大。蜂王巢室称王台，筑在 

巢脾边沿或悬于巢睥下沿y 幼蜂的食物是由成工蜂渐进式提供，幼蜂老熟后由成蜂封闭 

巢室。

蜜蜂群体内由工蜂（w orker)、雄 蜂 （dione) 和 峄 王 （蜂后 queen) 组成。蜂王专 

司产卵，其蜂王物质起着维系群体及抑制新蜂王产生的作用。雄蜂专司交配。工蜂的数 

董很大，营筑巢，守卫、清洁巢室和调节室温，更重要的是采集花粉、花蜜和饲育幼 

蜂，并为人类提供各种蜂产品。

关于蜜蜂属的起源问题，众说纷云。认为起源于印度次大陆及东南亚的观点占主导 

地位，少数学者认为近东地区是起源中心。中国不少学者认为我国西南或西藏髙原及横 

断山脉是起源中心。洪友崇（1992)则认为华北古陆为起源中心。

蜜蜂属  Apis Limiaeus， 1758

A/ay Linnaeus  ̂1758, Systema Naturae, lOthed, , 343, 574.

Apicula Rafinesque, 1814, Prindpes Fondamentaux de Somiobgie"...T Palermo, 29.
A p ian is  Rafinesque, 1815 f Analyse de la N at''re ou Tableau de 18 i*Univers et des crops Ch^atiises.

Palermo, 123.

Ashmead, 1 9 0 4 , P roc- Entom  • Soc. W ashington, 6 ： 120.

Micra/n; Ashmead, 1904 , JV w . E n tam . S oc. W ash.ington, 6 :  122,

2〇〇[r]

andrentforma

jlo rea

dorsata
gr〇up

mellifera

koschevmkovi

ceram



372 中国动物志 昆虫纲 第二十卷

Apis (S tn a p ii)  Cockerell, 1907  ̂ Entorm logist t 4 0 r 2 2 9 , ( fo s s il)  

H au ffap is  Armbmster, 1938 , A rch, Bienenkunde, 1 9： 37 . (fosail) 

A pis ( Sigynatapi^； ) Maa^ 19 5 3 1 Treubia, 2 1 ( 3 ) ;  556,

模式种 A jfe Linnaeus，1758.

根据马骏超（1953)及 Alexander (1991)等有关资料，现阶段将蜜蜂属分为4 个 

亚属较合理，即小蜜蜂亚属M icm /心、大蜜蜂亚属JVfega/n\、弯月蜜蜂亚•属 

及 蜜 蜂 亚 属 (s . 5i r .)。

蜜蜂厲亚属检索表

工蜂

1 (2) 唇基密被刻点；触角鞭节3—10节 等 长 （图 206: d) ; 下唇须第2 节长等于节3 + 4 ; 中唇舌

顶 端 1乃窄且密被短毛；上顎后脊与前脊等宽（图 207: a ) s 前翅缘室基半部宽于端半部 t 

后翅轭叶短于臀叶；腹板侧腺明显弯曲，侧区很宽；第 6 蜡板长为宽的2/3 (图 2 1 0 ) …… 

.............................................................. 小竇蟑亚厲Micro^

2 (1) 唇基刻点稀；触角鞭节3— 1 0节长宽相等（图 206: 下曆须第 2 节明显长于3 + 4 ; 中

唇舌端部3/4突变窄，密被长毛；上顴后脊明显宽于前脊（图 207: 前翅缘室基半部

不宽于端半部；后翅轭叶长于臀叶；腹板侧腺直或稍弯，侧区中等宽 i 第 6 蜡板长大于宽或 

稍短于宽

3 ( 4 ) 前翅深烟色；触角第 t 鞭节稍长于节3 ; 下唇须第4 节红色，很少长于第 3节；后基跗节内

侧 有 12—1 3排毛；第 2 腹板腺体角状或中部圆；腺前区中部最长；蜡板一般界限明确；第 3 

腹板常短于腺后区（图 2 1 1 ) ....................................... 大蜜_ 亚 属 M

4 (3) 前翅色较暗；触角第1 鞭节明显短于节3 ; 下唇须第4 节细长，明显长于第3 节；后基跗节

内惻有8—9 排毛；第 2 腹板腺体中部不明显弯；腺前区中部不长；蝤板界限不明显；第 3 

腹板等于或长于腺后区

5 (6) 后翅中脉分出M3+4，比 M 1+2长 2.5倍 （图 208: a ) ; 后基跗节内表面第1 至第 2 排毛间常

无短的排毛；后 2 排毛的中部距离约为第2 与 3 排间距的1.3倍 ；第 2 腹板的腺体前鲥圆

(图 212: a) .................................................. 弯月蜜 t t 亚属 Sigm otapis

6 ( 5 )  后翅中脉无M 3 + 4 〈图 20S : b )T 如有，则 仅 为 的 1/2长；后基跗节内表面第1 至第 2 

排毛间有短的排毛；后 2 排毛的间距等于第2 与 3 排间距的1 5 —2 倍；第 2 腹板的腺体前側 

宽圆........................................................... 蜜蜂亚厲 A/办 （s . s f r*)

蜂王

1 (2) 后单眼间距为单眼至复限间距的2 倍 i 腹 部 第 1 节背板明 f t 宽于第2 节 （自后缘测）；第 5

腹板长大于宽 .....................................................小蜜嫜亚厲 JVficropis

2 (1) 后单瞄间距为单眼至复睡间距的1.5倍；腹部 第 1 节背板宽等于第2 节 （自后缘测）；第 5

腹板明显短于宽

3 (4) 体与工蜂等长或稍长；头宽为胸宽的2/ 3 ;腹部顶端不超过翅顶...... 大蜜蜂亚属M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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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体为工蜂长的1 5 倍；头宽为胸宽的5/6;腹部顶端超过翅顶端

5 (6) 上颚无斜脊；亚端啬顶端凹、不 钝 （图 207: h) ; 触角第2 鞭节稍长于节1 或 3 (图 206:

e) i 后基跗节具明显的耳状（图 209: b) ;第6 腹板腺后区三角形，后缭圖，非双叶状（图

2 1 2： h) ..................................................弯月蜜蜂亚厲Sigmatoph

6 (5) 上顎有斜脊；亚端齿顶端钝、不 凹 （图 207 :丨）；触角第2 報节明显短于节1 或 3 (图 206:

f) ; 后基跗节具不明显的耳状；第 6 腹板腺后区亚四方形，后缘明显双叶状..........

.....................................................................蜜螓亚厲Apis

雄蜂

1 (2) 頟沟明 ® ; 前单眼明M大于后单眼；触角柄节为鞭节长的1/2,第 3—10鞭节长宽相等（图 

206: i) ; 上«尖的顶齿超过另一圆齿（图 207:〗）；后基跗节基部有叶状突（图 213);腹部

第 1 节背板完全遮于第2 节；腹板前内脊增厚 .................... 小蜜蠔亚厲

2(1) 额的前2/3脊状，后 1/3沟状；前单眼不明显大于后单眼；触角柄节不超过鞭节长的1/3, 

第 3—11鞭节每节长大于宽；上顎的顶齿不超过另一圆齿；后基鲋节简单，无叶状突；腹部 

第 1节背板的后側角暴露于外；腹板前缘正常，不增厚

3 (4) 单眼三角区明显隆起；单眼较工鏵的大且隆起；上顎亚端齿端部圆且弯，后缘常近于直（图

207: m) ; 后基跗节横断面四角形；第 2 腹板长为宽的2/3 (图 211: a，b) ; 第 5 腹板后缘 

稍收缩，不摩大（图 211:山 h) .................................大蜜蜂亚厲M堪〇扣

4 (3) 单眼三角区稍隆起，与工蜂的大小相同；上顎亚端齿顶端斜而钝，后缘或直或“S”形弯曲；

基鲋节横断而三角形；第 2 腹板长为宽的1/2:第 5 腹板后缘眵大

5 (6) 触角第1 鞭节明显长于节2 , 第 3 鞭节长稍大于宽，等于节1十2 (图2〇$: g) ; 上颚后缘直

(图207: k); 后基跗节側面观沿背缘呈“S”形；第 3—5 腹扳的腺前区约等于本节长的1/2 

(图212: i，〇 ..............................................弯月蜜蜂亚厲

6 (5) 触角第1 鞭节与节2 等长，第 3鞭节长于节1 + 2  (图 206: h); 上额后缣彼状（图 207: 1);

后基谢节侧面沿背缘稍弯曲；第 h - 5腹板腺前区等于或稍长于本节的腺后区............

................................................................... 蜜螗亚厲

中 国 蜜 蜂 属 种 类 早 已 有 记 录 （胡 经 甫 ，1 9 4 1 ; 马骏超，1 9 5 3 ; 王 平 远 ，1 9 5 9 ;吴燕  

如 ，1965, 1982, 1986)，共 6 种 。

种 检 索 表

工蜂

1 (4) 体长不趄过10mm
2 (3) 后足胫节及基跗节背面两侧被白毛；哪眼距宽度明显大于长度；腹部第1一2 节背板或第3

节背板基部红搗色，第 节 背 板 端 缘 具 白 色 绒 毛 带 i 体长7—10mm ................

.......................................................................................................................... 小蜜蜂  A.  ( M . )  /lorea

3 ( 2 ) 后足胫节及基跗节背面两侧被黑毛，■顎眼距宽度明显小于长度：腹部栗黑色，个别个体第1

节背板端缘及第2 节 基 部 （或部分）呈探红褐色；第 3 - 4 节背板基部具白绒毛带；小盾片 

黑色或深红褐色；体长8—9ram .................... 黑小蜜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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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体长超过 lOtnm

5 (8) 体艮不超过15mm

6 (7) 后翅中脉分叉；后单眼间距与后单眼至复眼距离之比为4: 5 ;唇基表面具三角形黄色斑；体

色暗；体长 l〇_13mm .......................东方蜜蜂中华3E种 A . 丨ceranacCTWia

7 (6) 后翅中脉不分叉；后单眼间距与后单眼至复眼距离之比为13.5:14;唇基黑色，无黄斑；体

色黄褐至黑褐；体长 12—14tnm ... 西方蜜嫌意大利亚种A . {s . sfr，）meHi/ero

8 (5) 体长趙过15mm

9 (10) 腹部黑色，第 〗一 5 节背板埔缘具细白毛带；翅浅烟色；体长 17—2 0 _  ..............

...................................................... 黑大竇蜂 A , (M e.)

10 (9) 腹部第1—3节背板密被黄色短毛，余各节黑色；翅黑褐色，闪紫色光泽i 体长 t^ lS irn n

.......................................................... 大寰鋒 A . {M».} dsirsa/a

西 方 •蜂 句 相 （s . 血 脚册/em Unnaeus, 175$

Apis domestica Ray, 1710, Historia Insectorum {Opus posthimim)...  Londonf Cburchill, 15 +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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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 2 0 7 蜜蜂属A加 上 颚 （仿 Maa，1953)

工 蜂 a， A . (M icrapis) andrenifarmis \ b. A . (M icrapis) f lo r e a m, c. A , (SigTnatapis) ceranai d. A . (s . s t r . )  
m ellifera \ e. A , (M egapis) dorsa&i; f. A . (M egapis) Uibonosa\ 蜂王  g. A . /Zorea; li. 儿 （5^ -
m atapis) ceram } i. A . ( i .  J f r . )  mellifera.^ 雄蜂  A . /Zaraai k. (S im a to批 ）cerans; 1』

( s . str, ) m ellifera ; m, A . (M egapis) dorsata

图2 0 8 蜜蜂属A細 后 翅 （仿 Snodgrass，1956)

a. Apis cerana j b. Apis meUif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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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0 9 西 方 蜜 蜂 卿 以 决 m 后 足 （仿 Snodgrass, 1956)

a.工蜂后足；b.工蜂后足胫节端部、基跗节基部；c.工蜂后足胫节花粉篮 i d.雄蜂后足

图 21 0 腹 部 第 2、3、5、6 腹 板 （工蜂）（仿 Maa, 1953)

a—d. A . ( M icm pis) attdrenijbrmis j e ~ h . A ,  (M icrapti) flu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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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 1 腹部第2、3、5、6 腹 板 （工蜂）

(仿 Maa，1953)

a~ d -A , (M<^opi.v) laboriosa} e—h . A .  {Megcipis) dorsuta

377

(此为林奈之前蜜蜂的双名命名）

A pis m ellifera  Linnaeus, 1 7 5 8 , Syst. N a t . , lO th e d , , 5 7 6 .

A pis gregqriu  Geoffrcy, 1 7 6 2 , Histoire abnegee des Insectes qui se tmvent aux Enviions de P a iisr dans 

laquelle ces Ammaux sont ranges suivant m  Orde methodique. P aris, IXirand, 2 ： 6 9 0 .

A pis cer ifera  Soopoli» 1 7 7 0 , Ann* Nat. Hist. , Lipsiae, H llsch er,, 4 ： 150-

Api& lig u stka  Spinola, 1806, Insectorum Liguriae species novae aut rariores, quae in agro Ligustico nu

per detexit, descripsi et iconibus illustravit. Genuar. , 1 ： 159+ 17.

A p isd a u rica  Fischer von Waldhdm* 1843* Magas. Zool. Anat. Comp* &  Paleon.» Faris 2, 5(122):

卜 ？

Api$ Kie^^nwetter, 1 S 6 0 , Berliu Eurom. Zeit̂ lrr, T 4 ： 315'— 317.

A pis m ellifica  var. cecropia t 1860 , Heri in Entem- Zeitschr* , 4； 315— 317.

Apt^ ceri fe r a  Gerstacker, 1 8 6 2 , Wander-Vers. deut. Bienenwirrhe. Fotsdam» Kraem erT 75 .

A pis mplLifir^ g^rm anica Pollmann, 1 8 7 9 , W ert der verschiedeneri Bienenrassen \md deren Varietaten 

bestinuni durch U n eile  namhafter Henenzuchter. Leipjng, 1— 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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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s mellifica co.Tnico, Pollrnatiiii 1879 j Wert der verschiedenen Bietienrassen und deren Vanetaten bes- 
timmt durch Urtdle namhalter Binenzuchter, I êipztg, 1—69.

Apis m^Uifka hymettea Pollmarm, 1879, Wert der verschiederien Bienerirassen und deren Varietaten 
bestimmt durch Urteile namhafter Bienenzuchter, Leipzig, 1 —69.

Apis sidliana Grassi, 1880, Saggio di una Monografia Api d'Italia. Milano,

A/>ii 邮出片“ var. nignto I—ticas，1882， Sftmccs S>c. Fraw e，62.

A/>is m«ZZ(/ica m«叫/ica var•姑如u’ BuUel-Reepen，1906，Mite. Mus. BerZin，3: 117—201.

Apis mellifica var. bamtica Grozd* 1926, Arto S x. Entom. Serb., Belgrade, 1： 4560.
Apis mellifera mellifera nstio tesquorum Skorikov, 1929, Repts. Appl  ̂Entom., Leningrad, 4： 1— 

60.

A/ns mellifera natio acervorum Skorikov» 1926, Repts. Appi. Entom. , I êningrad, 4： 1—60. 

mellifera taurica Alpatov, ZooL Jour. , Mdbodw, 17： 473—481.

Apis {Apis) mellifera mellifera Linnaeus, Maa, 1953, Treubia, 21(3): 593—597.

工蜂、雌性蜂王与雄蜂分化明显。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亚种及生态型（或品系）D

意大利蜂与中华蜜蜂的工蜂形态上的主要区别为：1 .唇基黑色，不具黄或黄褐色 

斑 ；2.体较大，为 12—14m m; 体色变化大，深灰褐色至黄或黄褐色；3 .后翅中脉不 

分 叉 （图 208: b)。

意 大 利 亚 种 (A . ) 咏rwsfioz是西方蜜蜂A扣s (A .) 的一个

亚种，是世界养蜂业重要的蜂种。19世纪初引入我国，现为我国养蜂业中的主要蜂种 t 

广布于国内（除热带地区）各地t 是提供蜂产品和为作物传粉的最重要经济蜂种D 除意 

大利蜂外，我国还引进过西方蜜蜂的两亚种：欧洲黑蜂和卡尼鄂拉蜂。

欧洲黑蜂A妗 服似 /e m 服出 / era L . , 是西方蜜蜂的指名亚种，其下有很多生态 

型 ，如英国蜂、德国蜂、中俄罗斯蜂等等。我国新疆伊犁地区饲养的黑蜂，初步认为是 

2 0世纪初引人的中俄罗斯蜂，现已混杂。

卡 尼 鄂 拉 蜂 欣 历 /em  c a rn e i Pollm ann是广布于世界的蜂种。我国2 0世纪曾 

引入，后已混杂。60年代末7 0年代初又引进几批，其后代在中国养蜂业曾起到一定作 

用。

曾用 名意大利蜂、意蜂、西蜂。

东方蜜嫌中华亚神 Apis {S相xnarajris) cemna cemna Fabricius, 1865 (图 212)

Apis Smith, 1865, Ann. Mag：* 灿 ，Hist .，London’ 15(3): 372—380.

Apis m dlifiai var. japonim Radoszkowski, 1877, bh r. Soc, Entom. J?〇ss. , 21： 428—436,

Apis indica skarikxnn. Maay 1944, Entom. Skaowuarut 9 1: 4—5. (in chinese)

Apis {Sigmatapis) ceram. Fabricius, 1953, Maa, Treubia, 21(3)： 584—̂ 587.

工蜂体长10—13mm; 前 翅长 7.5—9.0mm; 瞭长 4.5—5*6mrn。头部呈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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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东方蜜蜂 A如 cerana 
旗部第2、3、5、6 腹板（仿Maa，1953) 

a— d+工蜂；d 縴王；i—L 雄蜂

前端窄小;唇基中央稍隆起，中央具三角形黄斑；上唇长方形，具黄斑；上顎顶端有1 

黄斑；触角柄节黄色；小盾片黄或棕或黑色；体黑色；足及腹部第3 —4 节背板红黄色， 

第 5—6 节背板色稍暗，各节背板端缘均具黑色环带；后足胫节扁平，呈三角形，外侧 

光滑，有弯曲的长毛（花粉篮），端部表面稍凹，胫节端缘具栉齿；后足基跗节宽而扁 

平 ，基部端缘具夹钳，内表M 具整齐排列的毛刷；后翅中脉分叉。体毛浅黄色；单眼周

围及颅顶被灰黄色毛。

蜂王体长14—19m m ; 前翅长9.5—10.Omm。体色分为黑色和棕红色两类型。体被 

黑色及深黄色混杂的绒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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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蜂体长11 一14m m ; 前翅长 10— 12m m; 体黑色或棕黑色。复眼大，在头顶处靠 

近；足无釆粉结构。工蜂、蜂王、雄蜂第2、3、5、6 腹板见图212。

分布广布于除新疆以外的屮国各省K ，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各省的山区， 

是我国第2 大经济蜂种。原产于中国。

中 华 亚 种 是 东 方 蜜 蜂 Fabricius的指名亚种，简称中蜂。按其在国内的 

分布、体形和生物学习性的不同，又分为：东部中蜂、海南中蜂、阿坝中蜂和西藏中 

蜂。

东方蜜蜂的另•个亚种---^印度亚种八的 cerana Fabricius, 也是一重要蜂

种，在我国云南省南端有否分布，尚须进一步调査。

曾用名中华蜜蜂、中蜂、东方蜜蜂。

大蜜蟑 A pb (M egapis) Fabricius, 1793

A pis dorsata  Fabricius, 1793 , Entem . System.........Hafniae^ Pnofi. 2 ： 1— 579.

Apis nigripetinis Latreille, 1804, Ann. Mus ̂ l3aris t 4： 283—394.

Ajfwj 6̂ co/ar Klug, 1807, Magaz. Ges. . Freunde Berlin y 1： 263—265- 

Api  ̂zonata. Guerin-Menville 1833, Paris Zodugie, 441™5]2.

Ap/j 尤 以 F . & nith，1858， fVot. ■ Soc. .，2: 42—130,

Megapi  ̂dorsata (Fabricius), 1953T Ma?, Treuhia, 21(3)： 525—640.

工蜂体长16—1 8 _ ; 体细长。唇基刻点稀。头、胸、足及腹部端部3 节黑色，基 

部 3 节蜜黄色；上唇及下唇栗褐色；触角柄节及口器黄褐色；翅黑褐色，具紫色光泽， 

以前缘室及亚前缘室色最深，后翅色稍浅。体密被短毛；头、颜面毛稀面短，灰白色； 

颅顶、中胸背板及胸侧板被密而长的黑褐至黑色毛；小盾片及并胸腹节被蜜黄色长毛； 

足被黑色毛；前足各节外侧毛黄色，较长；中足及后足基跗节内侧被金黄褐色毛；腹部 

第 1 一3 节背板密被黄色短毛，其余各节被褐至黑褐色短毛。

雄蜂体长16—17m m; 复眼大，顶端相接，褐色；触节鞭节褐色；胸部黑色；并胸 

腹节、腹部第1 一6 节背板大部分（除亚端缘黑褐色）、令足及后足均红褐色；前足黑褐 

色；后足胫节长度与基跗节长度的比为5:3。体毛浅黄至灰黄色；复眼密被短的黄毛； 

唇基被黑毛；单眼周围、颊、前足腿节外侧、胸部及腹部第1—2 节背板及腹板均被黄 

色长绒毛。

釆 访植物砂仁、粗叶息钩了等。

分 布 海 南 、广西、云南；日本，泰国，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 

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曾用中名排蜂、岩蜂、挂蜂，捧语称“朋马”，西双版纳俗称马长蝉。

生物学习性大蜜蜂为野生蜂，性较凶猛c 栖息环境随季节不同有迁徙习性，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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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髙大的树上筑巢繁殖，子代蜂出巢后，由于受胡蜂等天敌袭击，而在林间流动。9 

月以后，迁至较低河谷的岩石处及茂密的灌丛中，筑巢忙蜜越冬。一般在海拔2 500m 
左右活动，巢筑于髙出地面10m 以上的树叉处，一 棵树上有蜂1 群至数群甚至百群。 

巢脾为单一垂直方向，长约0.5— lm ，宽约3— lOcm。脾上部和两侧为贮蜜区，下部为 

繁殖区。年可产蜂蜜25—40kg。由于处在野生状态，故天敌较多，有多种鸟类、胡蜂 

类，巢内有蜡螟及小蜂螨等。

黑大蜜嫌 Apis {M eropis} tabor如a S m ith，1871 (图版观：6)

ioftoriosa S n ith ， 1 8 7 1 , P ro a  Zool. Soc. London，244— 2 4 9 .

A pis bingham i sladen i G xkerelli 1 9 1 4 T A nn , M ag. N at. H ist. t London, 8 ( 1 4 )： 1— 13.

A pis ktTnalayana M aa, 1 9 4 4  ̂ Entom^ Sh^ow uartat 1 : 4— 5, ( in  chinese)

M ef^ pis laboriosa  (Smith), 1953, Maa» Treubia^  2 1 ( 3 )： 57〇—571.

工蜂体长17—20m m ; 腹部全为黑褐色。体细长；头长宽相等；唇基及额均稍隆 

起，其上的刻点粗细不均匀；颜面及颅顶刻点极细密；颚眼距长，为触角柄节长的3/4; 

腹部第3—5 节背板刻点粗大不均，第 6 节背板刻点极细密，腹部全为黑褐色；翅浅褐 

色。触角窝间被1撮白毛；颊、颅顶密被褐黄色毛；中胸背板、胸侧、腹部第1 节背板 

端缘及第2 节背板基缘毛密且短，深褐色；足被褐黄色毛，中足基跗节腹面毛最密；腹 

部黑褐色；第 1一5 节背板基部被极密的甶色毛带，第 6_节背板被黑色毛。

雄蜂体长16—17m m; 复眼大，顶端相接，褐色；触角鞭节黑色；胸部及旗部均黑 

色，无红褐色斑纹；足黑色；后基跗节内侧黄褐色；后足胫节长度与基跗节长度的比为 

5:3。体毛黄褐色；复眼密被短黄毛；唇基及单眼周围均被黑毛；颊、前足腿节外侧、 

胸侧及腹面、腹部第1 节背板、腹部腹板均被黄褐色长毛。

采访植物以杜鹃科植物为主，还有忍冬科、蔷薇科、菊科、豆科、唇形科及大戟 

科的一些种类。

分 布 云 南 （西北部及西部）、西藏；缅甸，不丹，尼泊尔，印度D 

t 用中名喜马排蜂。

生物学习性喜群居，常见数群或十余群聚届f 同一悬岩陡壁上的岩隙或突出的岩 

石上，离地面30^-40m。巢脾单一垂直方向，长约0.3— l *5m，宽约5—12o n , 上部为 

贮蜜区，下部为繁殖区。性较大蜜蜂凶猛，有主动攻击的能力。

小蜜蜂 Apis (M fcm p is) flo rea Fabricius，1787 (图 213，图版A : 3)

Apis florea Fabridus, 1787, Mantissa Insectorum ,.....Hafniae, Proft. 1： 1—348.

A pis sem iru fa  HoffmtiJinscgg, 1 8 1 8 , Z ool, M agaiz. t K ieI, 1 ( 2 )： 49— 110.

A pisldbaU i Smilh» 1 8 5 4 , C at, Hym. Coli- Brit* M u s ., 2 ： 199~ 4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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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is testacea Bingham, 1 8 9 8 , Jo u r  ̂ BrjmbayNat^ H ist. Soc. , 1 2： 115 — 130.

A/>tiL jlo r e a -v a r , m jl-oentris Buttel-Reepen, 1 9 0 6 , M ili, Zool^ M w j. B erlin  t 3 ： 117— 20 K 

A pis flo rea  jltjrea  v a r . fu scata  Enderlein, 1 9 0 6 , Stett^ E ntom . Zeits.^  6 7 ： 331— 334,

A pis nursei Cockerell, 1 9 1 1 , A n n , M ag, N a i. H isl, L on don , 8 ( 7 )： 310— 319.

A pis flo r ea  nasi^ana Cockerell, 1911 , A n n , M ag. N at. M ist. Ltmdon^ 8 ( 7 )： 310— 319, 

M icrapis flo rea  (Fabricius), 1953 , T reu biay M aa, 2 1 ( 3 ) r 603~~606 +

工蜂体长7—8 _ ; 黑色；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红褐色。头稍宽于胸；唇基刻点细 

密；两后单眼间之距离大于后单眼至复眼的 

距离；顎眼距长明显小于宽。体黑色；上颚 

顶端红褐色；小盾片黑色；腹部第1 一2 节 

背板红褐色，第 3 - 6 节背板黑色。体毛短 

而少；颅顶毛黑褐色；颜面及头部下表面毛 

灰白色；胸部被灰黄色短毛；后足胫节及基 

跗节背面两侧被白毛；腹部各背板被黑褐色 

短毛 t 第 3—5 节背板基部具白缄毛带；腹 

部腹面为细而长的灰白色毛。

蜂王体长13—15m m; 颚眼距宽与长几 

乎相等；两后单眼间的距离为后单眼至复眼的距离的2 倍；触角第1 鞭节稍长于第2 

节，第 2—7 节各节长宽相等。腹部第1 一2 节背板、第 3 节背板基半部及第3—5 节背 

板端缘均红褐色，其余黑色。

雄蜂体长U —]3m m ; 与雌蜂区别为：后足胫节内侧叶状突起长（图 213: a) , 稍 

超过胫节全长的2 5 。

采访植物砂仁、咖啡、芹菜、马鞭草、毛桐、野坝子、茴香等。

分 布 广 西 、云 南 （北 纬 26。以北）；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 

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

曾用中名小挂蜂、小草蜂、小蒿蛑。

生物学习性小蜜蜂栖息于海拔1 900n i以下、年平均温度在15—22C 的河谷、盆 

地边缘半山坡、耕地区和村寨周围的次生灌木丛及杂草丛中，在低矮隐蔽的灌木枝杈处 

筑巢，巢距地面0.2—3m 。巢脾为单一的，面积在200—450cm2, 其中20%  — 4 0 % 的面 

积为贮蜜区，下部为繁殖区，占 60%_8〇 %的面积 e 小蜜蜂也有随气候变化而迁移的 

习性，夏季一般多在山区，巢距地面较髙，秋末冬初则迁至河谷和坝区。性较温顺。天 

敌有鸟类、胡蜂类、蜘蛛类、蟾蜍等，是热带作物的重要传粉蜂。

图 2 1 3 小蜜蜂亚属后足胫节才

a. Apis (M icm pis) floreae  b. Apis (MicrapU) 

andrmiform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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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小蜜蜂 Apis (JVficra;^) and m ii/w m is Sm ith，1858

Apis andreniformu Sinitti, 1858, Jour, Proc, Linn. Soc. f London, 2： 42—130,

Apis florea andreniformis var. sumatrana Enderlin, 1906, Stett. Entom. Zeits, , 67 r 331 一334.

Mkra(ns andreniformis (Smith), Maa, 1953, Treubia 9 21(3): 601—603.

工蜂体长8—9mm; 栗黑色；腹部第1 节背板端缘及第2 节背板基部（或部分）红 

褐色。头宽于胸；唇基稍隆起，前缘脊状，平直；头部及唇基刻点细密；颚眼距长大于 

宽；两后单眼间的距离几乎等于后单眼至复眼的距离；中胸背板及小盾片刻点深且密； 

小盾片端缘圆；腹部各背板刻点极细密。体栗黑色；上颚基部黑色，顶端褐黄色；口器 

黄色；触角及中胸背板黑色；小盾片红褐色；腹部栗黑色；第 1 节背板端缘及第2 节背 

板基部或部分为红褐色；足黑色。体毛稀少；颜面、触角窝间密被白色短毛；唇基及颅 

顶被褐黄色毛；颅顶后缘及颊毛稀且长；中胸背板被稀褐黄色毛；并胸腹节被白色短 

毛；后足胫节及基跗节背面两侧被黑毛，前足基跗节毛密且长；腹部第3—5 节背板基 

部被白色毛带，第 3 节毛带较宽。

蜂王体长12—14m m; 腹部第 1 节背板端缘及第2—3 节基部红褐色。上顎 2 齿； 

颚眼距宽明显大于长；两后单眼间之距与后单眼至复眼之距的比为7: 5 ;触角第1 鞭节 

长于第2 节；中、侧盾沟明显，刻点细密；腹部背板刻点极细密。体黑色；上颚褐黄 

色，顶端深褐色；顎眼距褐黄色；触角黑色；中胸背板黑色；足黑色；翅脉及翅中部暗 

黑色；腹部第1 节背板端缘及第2—3 节背板基部红褐色。体毛稀而短；颜面、触角窝 

间密被白色短毛；颅顶及颊被稀而长的毛；唇基及颅顶均被褐黄色毛；胸部被短黄毛； 

足被黑褐色毛。

雄蜂10— l l ir n n ; 与雌蜂区别为：顎眼距长，最窄处等于触角第3 鞭节长；后足胫 

节内侧叶状突起较短（图 213: b)，约为胫节长的一半；腹部第4一5节背板刻点深且 

密。体黑色；上顎基部及顶端黑色；触角第1鞭节至第9 鞭节黄褐色。

采访植物砂仁。

分 布 云 南 （北纬26•以南）；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伊朗。

贄用中名小黑蜜蜂。

生物学习性黑小蜜蜂栖息地为 l 〇〇〇m 以下的村寨旁及次生林地，在小灌木及小 

乔木上筑巢，距地面3—5m 较为暴露的地方，单脾，面积为177—233cm2, 巢睥上宽下 

窄，巢房分化明显，上部为贮蜜区，约占总面积的2 0 % , 中部为工蜂房，约占总面积 

的5 0 % K ) % ，下部为雄蜂房及端部的王台f 约占总面积的3 0 % 。性凶猛，如触动其 

巢，则成蜂出击至30—40m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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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蜂族  Meliponini

Melipooidae vSchwarz, 1932, BulL Amer. Mus. Nat. tiist. , 63； 231—460̂  

Meliponini IVIichener, 1944f Bul/. Amer. Mus, Nat, Hist, , 82(6)； 292. 
Meliponinae Willer 1979, Biol. Trop. ? 27： 241 一277.

图 215 无剌烽 Trjgowi (IVigicma) cwk山/wa 

后足股节及基谢节(仿Mchener, 1990)
a .外表面山. 内表面(示纵向细毛带）

Meliponinae Michener» 1990> Sci. Bull* Univ.

Kanj., 54(4) ： 84.
Mdiponini Michener, 1993, Sci. Bull- Univ.

Kans^t 55(4)： 155.

世界热带地区分布的类群。社会性。 

Michener (1944)分为 及 TVigo邮

两属，前者分布于新热带界，后者广布于热 

带地区。Schwarz (1948) 分为 ，

TV igtm a及盗寄生的 Les£r i7tte/i加 3 个属； 

W ille 和 Michener ( 1 9 7 3 )增加 2 个属： 

和 Dac^y/w ri?za; Moure (1951) 

将新大陆的种类分为11属 2 4亚属，旧大陆 

为 2 3 亚属，1961年将新大陆改为1 0属， 

不分亚属。Sakagami (1975)结合印度马来 

区的种类综合为两类31个属，即

包 括 8 个属， 包 括 2 1 个属； 

Michener (1990)根 据 2 7个特征，利用支 

序法将 Meliponmae 亚■科分为 、

Hypotrigona > P ario trigona  ̂  L iso trig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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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igo n ism 、 Liotrigona  ̂  Plebeta、 Trichotrigona % U actylurina、 O xytrigana N 

Cephalotrigorm > Trigona  ̂  Lestrim elitta  ̂  M elipona v N annotrigonu  ̂  Scuptotrigona ̂ 

P an^ W gorta、P artam o n a、A似irop祕 M必pcmw/a 20 个属。1993 年 Michener 将其 

降为族e 我国南部热带地区仅有T rig o n a属分布n

中至小型。额唇基沟靠近触角窝，唇基不隆起；T 蜂后足胫节宽（图 215)，内表 

面扁平，表面具纵脊，外表面被简单的毛，或边缘被羽状毛；前翅一般无亚缘室（图 

2W ) ; 中横脉不明显，若明显则仅具1个亚缘室；螫剌退化。

无刺蜂属  TWgo/ta Jurine， 1807

Trigona Jurine, 1 8 0 7 , Hymenoptem, 245 .

模式种 Fabricius, 1807.

小型。头横宽；额平；唇基平，前缘直；胸部较圆，中胸稍隆起；小盾片三角形， 

超越后胸或并胸腹节中区；工蜂后足胫节宽扁（图 215: a)，浆状，外表面稍凹、光 

滑，边缘有毛，形成花粉篮；内表面中部具一纵向的细毛带区（图215: b) , 与其外侧 

光滑带之间呈缓坡状或陡雌状；基跗节宽，内表面有刚毛；雄性后足胫节及跗节圆；翅 

长且宽大，有 1 个封闭的亚缘室或无亚缘室（图 2 1 4 ) ;腹部一般宽短，有些椭圆，两 

侧平行。雄性生殖节长宽相等或长大于宽；生殖剌突变化大，长为宽的1.5—7 倍，螫 

刺退化。

分布于新热带界（墨西哥至阿根廷）、印澳区的印度、斯里兰卡至中国南部（台湾、 

海南岛、云南南部），东至卡罗琳岛、索罗门岛，南经印度尼西亚及巴布亚新几内亚至 

澳大利亚南讳3 4度。

巢筑于树洞或石缝中，表面被一层黑蜡，巢室球状，巢室并列，水平状排列或簇 

状。巢的树脂状产物可用于涂于般板以防水用。

本属分为9 个亚属。我国有2 亚属。

亚 厲 检 索

1 ( 4 )  工蜂及雄蜂后足胫节外缘毛简单，仅端部 1 / 5或 1 / 6处有羽状毛，内表面中部纵向细毛带与

其外侧光滑带之间缓坡状

2 (3) 头及胸具小而密的刻点；并胸腹节背面细网状；工蜂后足胫节外缘无羽状毛；盾片边缘具白

而密的鱗状毛（东南亚） ................................ 鳙无刺蜂亚厲

3 (2) 头及胸闪光，也具小而相当密的刻点；并胸腹节背面光滑闪光；工蜂后足胫节外缘具羽状

毛，边缘顶端1/5^—1/6有毛搌；盾片无明显的鳞状毛（新几内亚）....................

............................................................................................................. S 布无刺嶂亚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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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工 蜂 和 一 些 雄 蜂 后 足 胫 节 外 缘 部 分 毛 羽 状 —些种呈 2—3 分枝，故羽状不明

显），内表面中部纵向细毛带与其外侧光滑带间陡

5 (6) 工蜂上颚端部有4—5 齿；雄蜂及工蜂后足基跗节基部具透明小区（新热带界）..........

.................................................................蜂亚厲 rrigww

6 ( 5 ) 工蜂上颖下半部或端部1/3处有齿，边缘有1 一2 齿；雄蜂基跗节内表面无透明区，工蜂变

化 多 （新热带界，亚洲至涣洲）

7 (8) 腹部短，背腹向扁，约等于胸宽；工蜂后足肢节外缘有几根羽状毛，大多数仅具2—6根分

散的毛，不集中于顶端；无黄斑；前翅 M脉至翅顶均暗色（新热带界） ................

.......................................................... 尺无剌蝉亚厲Geottigww

8 (7) JK部窄于胸，长圆形；工嬅后足胫节外缘具明歷的羽状毛，顶端更集中；新热带区的一些种

类颜面具黄或浅红色斑；前翅 M脉渐消失（新热带界，亚洲至涣洲）

9 ( 1 2 ) 工蜂后基跗节内表面有遗明区，其上被小刚毛或无刚毛

10 ( 1 0 雄蜂第6 联板具中顶突，宽旦长，故腹板长大于宽（新热带羿） ......................

........................................................ 新热无剌嫌亚厲!

U  ( 1 0 )雄蜂第6 腹板宽于长（印度至澳洲区） ...................异 无 刺 蜂 亚 属 辟 《 a

12 ( 9 ) 工蜂后基跗节内表面刚毛一致，无透明区

13 (1 4 )雄蜂第6 腹板宽，无 顶 突 （东南亚）........................ 同无剌蜂亚屑flomoff切wa

14 ( 1 3 )雄蜂第6 腹板具窄的顶突，强骨化（新热带界）（Dwoto/a 雄性不明）

15 (1 6 )颅顶后缘明显弯；复眼端郁间有毛脊；工蜂后足胫节顶角尖…… 弯顶无刺蜂3E厲 Dttdkwto

16 ( 1 5 )颅顶后缘不弯；复眼端部间宽圆

17 ( 1 8 )下唇须1 一2 节具大的弯曲的刚毛.........................弗利无垫峰亚属fWwmeKno

18 ( 1 7 )下唇须具刚毛，不长于须宽，直或较直............... *........ 四无剌鋒亚厲TlrtTOgWM

种 检 索 表

1 (4) 工蜂及雄蜂后足胫节外缘毛简单，非羽状，内表面中部纵向细毛带与外侧光滑带间缓坡状■,

盾片、小盾片边缘、中胸铜板、并胸政节桐面被浅色鳞状毛；旗部第1节背板和腹板浅黄色 

或黑色具黄斑纹（变异多）；腹板黄色；第 5 节背板端缘及第6 节背板黄褐至浅黄色；头及 

胸部具小刻点，不闪光

2 (3) 后单眼至颅顶的距离几乎等于后单眼至中单眼的距离；唇基、上唇、上颚、触角鞭节均黑色

至褐黄色；触角基节、柄节基部及端部褐黄色或黄色......黄 纹 无 剌 蜂 (L .丨 沿

3 (2) 后单眼至须预的距离为后单眼至中单眼距离的2 倍；唇基基半部褐色，端半部黄色；上唇黄

色 i 上《基半部黄色，端半部黄梅色...................... 顶无刺蜂 I’，U ,)

4 (1) 工绛及雄蜂后足胚节外缘毛部分羽状，内表面纵向细毛带与外槲光滑带之间陡

5 (6) 前翅基半部烟色，端半部乳白透明；曆基、上顎、触角鞭节桔黄色，余各部分黑色 ； h

9mm ....................................................暗翅无刺蜂T . 】 vitfua

6 (5) 前翅色一致，透明



7  ( 8 )  前翅浅黄色透明，翅脉浅黄色；唇基、上颚、额唇基、触角、前足均蜜黄色；8— lO r n m …

.................................................................................................................................窗色无剌蟑T .  ( f f d 如加

S  ( 7 )  前翅无色，翅脉色深；体小型

9  ( 1 0 ) 腹部宽短；后单眼至颅顶边鳒的距离为后单眼至中单眼间距的2 / 3; 后足胫节外缘被深褐色

羽状毛；胸部黑色，被稀的黑毛；腹部栗红色；3— 4m m … 黑胸无剌蜂r . (J f. )  pafffcm4

10 ( 9 ) 腹部较长，非宽短

11 ( 1 2 ) 颅顶及额光滑闪光；头及胸黑色，触角、唇基前端及足褐色；腹部第 1 一2 节背板揭色；3—

4 m m   ............. ............................................................................................光足无刺W T .  ( f f .  1 lo«vicB|W

1 2  (1 1 )  ® 顶及额不闪光，具刻点；上颚及触角鞭节黄色；足红褐色；胸部黑色；腹部 2— 4 节背板

端缘及第5 节背板均为暗褐色；翅闪彩虹；3—■4mm ..............虹无剌蜂 T ,  ( l f . 1 iHrfipiwtis

黄纹无剌蜂 TWgona v n̂£m 出 S m lth，1857 (图 216)

T rigona ven tralis Sm ith , (portim ) 1857 , Jo u r . P roc . L in n . S o c . ZoU ^, 2 ： 50.

T rigon a Jlav ibasis  Cockerell, 1 9 2 9 , Ann^ M ag. N at. H ist. y 1 0 (4 )： 5 9 2 .

Trigioria (L ep id otrig on a) v en tralis v a r . ven tralis Schwarz, 193 9  > B u ll* A m er. N at. H is t ., 7 3 :

134 .

T rigon a (L ep td otrig on a) v en tralis v ar . hoosana Schw atz, 1939* B u ll. A m er. N at. H is t ., 7 3 :

135 .

T rigona (L ep id otrig on a) venCrulis v ar . doipaensts Schwarz» 1 9 3 9 , B u ll. A m er, N at. H ist  ̂ , 7 3：

136.

Lepidotrigona ventrcdu  Sm ith , 1961 f Moure, S tu dia E ntom . , 4 :  199 .

L epkiotri^ m a flv itm is  Cockerell, 1961 , Moure, S tu dia E n tom .  ̂ 4 ： 199 .

L epidotrigon a doipaensis Schwarz, 1961» Moure, S tu dia Entom * 9 4 ： 199»

L epidotrigona hoosana Schwarz, 1961 , Moure, S tu dia E n tom . , 4  r 199s 

L epidotri职 na a rc ifera  M oare，1961, S tu dia E tU om ., 199.

T rigon a {L ep id otrig on a) ven tralis flav ib asis  Cockerell, 1 9 6 9 , Yoshikawa et cd. , Nature &  Life S E  

Asia, 6 ： 174.

T rigona (L ep id otrig on a) ven tralis Sm ith, 1975 , Sakagami, Jo u r . F a c . S c i. b h kk a id o  U niv, 20

(1): 67—75.

Trigona ventralis Sm ith , 1 9 8 8 , W u , Apoidea of Yunnan, 105 h

工蜂体长4一5tn jn; 腹部第1 节背板和腹板浅黄色或具黄斑纹。头宽于胸；颚眼距 

长宽相等；后单眼至颅顶后缘距离与后单眼至中单眼距离之比几等长；头、胸及小盾片 

刻点细密；中胸背板中、侧盾沟明显；腹部扁圆形，光滑。体黑色；上颚褐黄色；唇基 

前缘黑色；触角柄节基部及端部褐黄色，中间黑色，各鞭节灰黄色；前足跗节红褐色， 

中足及后足基跗节黑褐色；翅浅褐透明；腹部第1节背板和腹板浅黄色或具黄斑纹，第 

2—4 节背板黑色，光滑发光；第 5—6 节背板褐黄色。头 部 （图216: a) 及小盾片被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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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毛；中胸背板周缘及胸侧被白色鱗状短毛；前足跗节被红褐色毛，中足及后足基跗节 

(图216: b) 被褐黄色毛；腹部第5—6 节背板被浅黄色毛。

后足胫节内表面纵向细毛带与外侧光滑带之间呈缓坡状；后胫节外缘毛简单，非羽 

状；腹部第5 - 6 节背板被浅黄色毛。

采访植物砂仁。

分 布 云 南 （西双版纳）；缅甸，印度，斯里兰卡 f 马来西亚。

图 216 黄纹无刺蜂 TWgJtma ( L  ■ ) tuCTifra/is 早 

(仿 S a k ^ a m i，1975)

a - 头部；b . 后足胫节及基跗节

顶无剌蜂 Trigona (i 印/dofrigw m ) E m inam  S m ith, 1878 中国新记录（图 217)

& n ith，1 8 7 8 , A siat. Sbc, Berega/, 4 7 :  169.

T rigona term in ata  Sm ith , 1 9 3 7 , Schwarz, B id i, M m . N ut. H u t ., 7 6 : 295^

Trigryna (T etrag otia ) term in ata  var. term in ata , Schwarz, 1939 , B u ll, A m er. M iw, N at. H ist. t 

7 8 ； 136-

Lepidotrigona term in ata , Moure, 1961, S tu dia Entum . , 4: 199.

T rigona {TetrngCfna) term in ata  terminataf 1969 , Yoshikawa e t a l ,  Nature &  L if e S E A a a ,  6 :  174. 

T rigona {Lepidotrigcm n ) term inata. & n ith , 1975 , Saka^amij Jo u r . S c i. tk ikka id a  U niv. r ser* 6 , 

Zool► 2 0 { 1} \ 65一66 ,

T rigona {L ep id o trig on a ) term in ata  Sm ith , 19 9 0 t M chener, S c it B u ll. U n iv . K a n s ., 5 4 ( 4 ) :

120.

极 近 似 黄 纹 无 刺 蜂 f 主要区别为：唇基前缘 

(或前半部）浅黄色，非黑色；前足基节及转节基半部黄至黄褐色；后单眼至颅顶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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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 7 两种无刺蜂《部 （仿Sakagami，1975)

顶 无 刺 蜂 (L , )汾 a. 第 3 腹板；b. 第 5 腹板； 

C. 第 6 腹板；丄生殖器

黄纹无刺蜂TV^ona (L +) e, 第 3 腹板；f. 第 5 腹板;

g. 第 6 腹板；h+ 生殖器

离为后单眼至中单眼距离的2 倍；腹板均黄色；雄性第 3 腹板顶缘中央凹（图 217: 

a) , 非 直 （图 217: e) ; 第 5 腹板端部凹圆（图217: b)，非 尖 （图217: f ) ; 亚端突指 

状 （2 个尖剌），非三角形且顶端无剌；第 6 腹板端缘侧凹深，中央具较长的突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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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 : c)，非侧凹浅，中 突 短 （图 217: g )，生殖基节长，生殖刺突短，阳茎基腹铗短 

(图 217: d)，但 相 反 （图 217: h) ; 体长 4—4 <5inm〇

暗翅无剌蜂 IVigoiKi vidua Lepeletier» 1836 (图版VI: 4 )

M eliprma vidua  Lepeletier, 1 8 3 6 , S k  Varg, Hist. nar, Ins, Hym. , 1 : 429 .

Trigona vidua Lxpeletier, 18541 Smith, Cat. Hym. , 2： 413.

T rigon a vidua  Lepeletier^ 1 9 8 8 , W uj Apoidea of Yunnan, 105.

工蜂体长6一9mm。小型，黑色；前翅基半部烟褐色，端半部乳白色透明；头宽于 

胸，胸宽 f 腹部；颚眼距窄，最窄处为第1 鞭节的1/2 ;小盾片超过后胸，端缘密被 

毛；腹部光滑，第 1 一2 节背板基部闪光。唇基、上颚、触角鞭节均桔黄色；头、胸、 

腹及中、后足均黑色。头部被灰黑色毛；胸部毛褐色；前足 2—5 跗节及爪褐黄色；后 

足胫节内侧纵向细毛带与其外侧的光滑区之间陡，后胫节外缘有羽状毛。

采 访 植物砂仁、文殊兰。

分 布 云 南 （西双版纳、景东、澜沧）；缅甸，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

蜜色无剌蜂 {H 时erofr切ona} Zurea Bingham，1897 (图版M : 1)

M elipona lutea Bingham, 1 8 9 7 , Fauna British India, 1 ： 564 .

Trigona lutea Bingham, 1988 , W u , Apoidea 〇f  Yunnan, 106.

工蜂体长8— lOmm。头、胸 、腹部及足暗蜜黄色；体闪光。头宽于胸；后单眼与 

颅顶后缘间距几等于后单眼与中单眼间距；柄节超过鞭节长的1 " ; 小盾片新月形，超 

过后胸；腹部宽扁，与胸等宽。上颚、唇基、额唇基、触角、前足均蜜黄色；腹部腹面 

色较浅；翅浅黄色透明，翅脉黄色。颜面、颅顶、颊均密被蜜黄色短毛；胸部及足被黄i
褐至蜜黄色毛；小盾片端缘毛长而密；腹部4一6 节背板被直立的褐色硬毛；足毛长， 

后足胫节外缘被整齐的羽状浅色长毛，内侧为整齐而稀的深色硬毛；翅基半部蜜黄色， 

端半部色浅透明。

分 布 云 南 （西双版纳）；印度。

黑胸无刺蜂 TWgomi (f f彻 ro fr纟讲n a) pagcfen/ Schwaiz，1939

T rigon a (T etrag on a) fu scaba lleata  var. pagdeni Schwarz 1 9 3 9 , 6 3 .

Tetragonula pandent Schwarz 1921, Maure, Studia Entant., 4: 208.

T rigon a (T etrag on u la) pagden i Schwar», 1 9 7 8 , Sakagami, Jour^ F ac- S c i. H okkaido U niv, , 21 

(2)： 219̂ -223,

T rigona pagden i Schwarz, 1 9 8 8 , Wu» Apoidea of Yunnan, 1 0 6 +

T rigvn a{H eterotrigon a)pagden i Schwarz, 1990» M ichener, S c i, B u ll. U niv. K a n s ., 5 4 ( 4 )：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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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蜂体长3— 胸部两侧缘及端缘被1 排灰白色毛。头宽于胸；后单眼至颅顶 

边缘距离为后单眼至中单眼距离的2/ 3 ;头及胸部背板光滑，几乎无刻点；腹部短宽， 

第 1 节背板基部两侧及第2—5 节背板端缘刻点稀。体黑色；上颚及触角黄褐色；胸部 

黑色；足黑色；腹部栗红色。体毛密而短；唇基、颜面及额均密被白色短毛；胸部中央 

被稀黑毛，两侧缘及端缘均被1 排灰白色毛；足被黑毛，前足跗节及中足、后足转节毛 

黄色；后足胫节花粉篮外侧被深褐色羽状毛，内表面纵向细毛带与其外侧光滑带间陡。 

分 布 云 南 （西双版纳> ; 泰国，印度。

光足无剌蜂 TWgona (H 故 ro fngD iia) {amceps Sm ith, 1857 (图版堋：2)

Smith，1857, P ro c. Eniow. Soc, 98: 51.

Cameron， 1901 (nec LepeJetier 1 8 3 6 )，尸?*«:. 2bo/. S o c .，2 :  36 .

T rigon a v ald ezi Cockerell, 1 9 1 8 1 A nn. M ag. N at. H is t .j 9 ( 1 1 )： 3 8 7 ,

T rigon a penengenm  Cockerell, 1 9 1 9 , P h il. Jo u r . S c i . , 1 4： 78 .

T rigon a iridipen n is var. irid ip en n is, Schwarz, 1939 (n ec Sm ith ) (p a r tim ), Bw//. A m er. M us, 

N a t. H isi. ,  7 8 : 111 .

Trigonu ir id i pennis var» vatdezi Cbckerell, 1939 , Schwarz, B td J . A m er. M us. N at* H is t ., 7 8 ：

116i

TetrQ gom da laeviasps Sm ith, 1 9 6 1 , M oure, Studia E n tem . 1 4 ;  208 .

TetragCfnuUt testaceicom is Cam eren, 1 9 6 1 T Moure, Stttdia E n tom . , 4 ； 208.

T etragonula valdezi Cockerell, 1961 , Moure, S tu dia E ntom , , 4 ： 208 .

T rigona {T etru g om ) ir id ifw n is  varr. , Voehikawa, Ohgushi &  S a k ^ a m i, 1969 (p artim ), Nature &  

L ife  S E  Asia, 6 ： 137,

Trigona {T etragonuU i) laeviceps Sm ith, 1978 , Sakagaxni, Jo u r , Fac^ S ci. H akkaido Unt* t ser, 2o- 

ol. , 2 1 ( 2 )： 200— 208*

T rigona Uurcnc^ps Sm ith , 1988» W u, Apoidea of Yunnan, 106.

T rigona (H eterotrigon a) laeviceps & nith , 1990 , Michener, B td l. U niv. Ktm£. , 3 4 ( 4 )： 126.

工蜂体长3— 4nm^ 体褐色至黑色，颅顶及额光滑强闪光。头宽扁光滑，显著宽于 

胸部；上颚3 齿，内2 齿小，上颚端半部宽于基半部；颅顶后缘稍圆；颊与复服等宽； 

后单眼至颅顶边缘的距离力后单眼与中单眼距离的1々；触角柄节长约为2—6 鞭节之 

和。唇基前缘具一黄褐色纹，触角杏黄色，鞭节色较深；上颚、翅基片、翅脉及翅痣、 

腹部1 一2 节背板均褐色，余各节黑褐色；头部、中胸背板、小盾片及并胸腹节均黑色; 

足褐至深褐色。体光滑，毛少，唇基及其前缘、顔侧端部、颅顶均被浅灰色细毛；上 

顎、中胸背板、胸侧、并胸腹节两侧及小盾片均被浅黄色短毛；腹部长卵圆形，光滑; 

足被褐色毛；后足胫节外侧边缘毛简单，端部有少童羽状毛；内表面纵向细毛带与外侧 

光滑带之间陡。



分 布 云 南 （西双版纳）；泰国，印度。

虹无剌蜂 Tr加 fta ir油pniiijs Smith» 1854 (图 218)

T rigon a itid ipen n is Sm ith , 1 8 5 4 , Cat. Hym. Brit* Mus. , 2 ： 4 1 3 .

T rigon a p raeterita  W alker 1 8 6 0 , A n n . M ag . N at. H is t ., 3 ( 5 )： 3 0 5 .

'i、n^〇n a  S n ith  1870 (n e c  I^amarck, 1 8 1 7 )，T ra n . S o c .，7 :  194.

? TH gom i bengalem is Cam erorif 1896, M em , P roc. M anchest. Ltt. P k tl. Soc. , 4-1： 143.

M eiipona iridipennib  Srnith» 1 8 9 7 , Faun. B rit. India, 1 ： 563.

M elipona sm ith ii B in g h a m l8 9 7 , Faun. B rit. India, 1 ： 563 .

Melipema. praeterita  W alker, 1 8 9 7 , Bingham, Faun. B rit. IndiaT 1 : 564*

Mdipmorytes devkm  Cockerell, 1921, A nn. Mag. ]Sat- Hist -, 9(9): 544 (Fresil).

Trifftm a {T etrag on a) trid ipen n is var. irklipetm is Sm ith , 1 9 3 9 , Schwar2 , (p a rtin i), B u ll. A m er, 

M us. N at. H is t ., 7 8 :  111.

Tetra^onuta irid ipen n is Sm ith , Moure, 1 9 6 1 , Studia E ntom . , 4 ： 2 0 8 .

Trig〇n a (T etrag on a) iru iipen n is Sm ith, 1 9 7 6 , Zeuner &  M anning, Bull* B rit. Mus. (N a t. H is t,)  

Geology, 2 7 ( 3 )： 222. (Fossi!)

T rigpna {Telragcm uU i) irid ipen n is Sm ith, 1 9 7 8 , Sakagami, Jo u r . F o c . S c i. H akkaidos U niv.^  21 

( 2 ) :  217— 2 1 9 .

T rig〇7ia irid ipen n is & n ith t 1 9 8 8 , W u , Apoidea of Yuunan, 104 .

Trigona (H eterotrigon a) irid ipen n is Sm ith , 1 9 9 0 , M ichener, S c i. B u ll. Unit). 5 4 ( 4 )：

126.

工峄体长3—-4xnru; 体光滑闪光，翅闪虹彩。頰及颅顶刻点细密；胸部刻点小；中 

胸背板中、侧盾沟可见；腹部细长，第 2—4 节背板端缘刻点细密，第 5 4 节背板刻点 

大小不均。上顎黄色；触角柄节和梗节褐黄色，各鞭节黄色；胸部黑色；各足红褐色； 

腹部第1 节背板基缘、第 2 ^ 4 节背板端缘及第5 节背板均为暗褐色，其余各节背板全 

为褐黄色。体毛少而短；头部被白色短毛；中胸背板侧缘被暗褐色绒毛；小盾片被黑褐 

色毛；足被褐色毛；后足胫节外缘端部被羽状毛，内表面纵向细毛带与外侧光滑带间 

陡。

雄性似工蜂，主要区别为：触角下表面黑褐色；小盾片四周被浅色杂有黄至暗色 

毛；后胚节宽，内顶角毛稀，外顶角及侧缘杂有羽状毛（图 218: b) ; 第 7 背 板 （图 

218: c) 顶端尖，表面有Y 形脊，侧缘稍凹；第 5 腹 板 （图218= d) 顶缘中央凹，第 6 

腹 板 （图218: e) 长大于宽，侧缘稍凹；生殖剌突自生殖节背面伸出，刀片状，中部 

宽，顶端圆；阳茎基腹铗宽片状，顶端细、弯 （图21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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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虹无刺蜂 ( H ,  )  方〈仿 Saka^ami，1978 )

头i b . 后足胫节及跗节；c . 第7 背板；c L 第 5 腹板；e . 第6 政板；L 生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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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摘 要

(Summary)

The present work is divided intx) two sections* Section one is the general accout of 

Apoidea. Section two is a systematic account of chinese bees. A  total of 271 species bees are 

described. They belong lo 18 genera and 48 subgenera which are grouped in t» two fatnilies： 

M elittidae, ODmprising 2 subfamilies (M elittinae, Dasypodinae), 3 genera and 3 subgenera, 

25 species; Apidae, comprising 2 subfamilies： Xylocopinae and Apinae- Xylooopinae includs 

3 tribes (Xylocopini, Ceratinim, AUodapini), 5 genera, 20 subgenera, 70 species and sub- 

species- Apinae includes 5 tribes (Anthophorini, Eucerini, Ctenoplectrini, A p in i, M eliponi- 

n i), 10 genera and 25 subgenera > 176 species and subspecies, Among them 53 new species 

have described by the author, 20 species are new to Sciences and 48 new records to China in 

tKis volume. A ll the type specimens are kept in the Institute 〇£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In the firs t section there are 4 parts. The part of the history o f bee reseach, includes the 

andent chinese literature records of bees, bee fossil investigated in China, brie f History 〇£ 

systematic of Apoidea, In  the part of morphology, a brief description is given- The part of 

bionomics includes life cycle, nesting habits, food habits and behavior, transference of chem- 

ical inform ation，foraging，natural enimies and eoonomic importance. In the part 〇n zoogeo- 

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faunistic analysis of Chinese bees, some prelim inary conclusion may 

be obtained； 1) Chinese bee-fauna m airily belongs to Palearctic Region and partly to Oriental 

Region; 2) Chinese bee-fauna closely related to Nearctic R ^ io n  comprises altogether 24 

units, estranged from Australia R^ ion； 3) The distributional character of chinese 65 genera 

and the ir retationship in the 7 districts in China show that the M ongol-Xinjiang district ranks 

the firs t (48 number of genera) i the South-West district (45) comes the next; N orth China 

(36) less； Qinghai-Xizang (32) and South China (32) the least. The arid and semiarid 

gtassland, forest-grassland and dessert in the Mongol-Xingjiang district are suitable for the 

existence of bees, the Central China distric t is the m ixture 〇£ both elemenis; the lopography 

in South-West China and Qinghai-Xizang distric t are varioas w ith abundant Palearctic an<i 

endemic elements and also O riental; the typical Oriental element distributes only in tlie  

South-China d is tric t, 4) Aniong the 65 genera, the wide distributed genera are: Anthof^io- 

r a t Lasioglossum, M egackile etc; M elitta  ̂D asypoda, Pseiuiapis m aitily distribut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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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part of CKtna, but extends to the aouth; A m e g ilia , Xylocopa 9 Habropoda, 

Rhopalomelissa ̂ Nomia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 part 〇f China? but extends to the 

no rth; the narrow distributed genera are： Panurginusr Rophites, Systm phaf M oraw itze l- 

la  ̂ Icteranthid ium  ̂ Form icapis (d istribute only in M ongol-Xinjiang d is tric t) > Proxyloco- 

pa , MeizUurgu (di&tribute in M ungul-Xinjiatig aud N orlh Chinci dislncLs) i ihe inuurilainous 

genera are： Halictoides, Dufourea and some subgenera of Anthopkora (Rhinom egilla and 

Anthcrm egilla) ; Habrophorula is endemic genus in China; Macropis and Halktoides are 

the interrupted distributional genera in N orth East and South W est, Central China; Trigo- 

n a , Braunapis y P ith itis , Ctenoplectra are the typical Qrlental genera, which distributed 

only in South China, 5)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bees is distinet, eapecially on the H i- 

malaya M ountain and M t, Hengduan Region (f ig . 27_29), The highest reoords of vertical 

distribution in Xizang are at 5 630m ( B o m b u s t a n g u s t ic u s ) and 5 500m ( A n th o p h o r a  

c r o p k i l a ) ,  The bound^ry line between Palearctic and Oriental Regions is discussed.

The descriptions of new species in th is volume are given as follows.

l,M e litta  fulvescenta sp. nov* (fig . 40)

^Len g th 12mm. Black. Thorax and abdomen w ith red-yellow pubescence, area be- 

Iween 3rd and 4 th abdominal tergites m ix w tth sparse black hairs; pubescence on clypeas, 

fro n t, gena, mesopleurum and legs w h ite. ApLcal margin o f ls t—5th tergites brown. Puno 

tureson clypeus scattered, apex smooth. ls t flagellum longer than 2nd，but equal to 3rd- 

7th—8th  stemites and genitalia as shown in fig . 40. W ings transparent, brovraish.

Sim ilar to M e litta  tomentosa Friese» the main differetices are： wings transparent, w ith- 

out dark m argin; 2nd flagellum shorter than 3rd , not equal; the 5th tergite w ith red-yellow 

pubescence, w ithout dark brown one; 7 th—8thste ra itesandgen ita liad iffe ren t-

Holotype ^  , X in jiang, Wensu Pochenze, 1 930m , 13. V I I, 1978, Zhang Xue ẑhong-

2* M elitta barealis $p. nov. (f ig . 46)

^ Length 12tnm . Black. Face, clypeus, lateral parts of propodeum, legst ls t—3rd ab- 

dominal tergites and stemites are covered by long white pubescence, but on 4 th—6 th tergites 

black; both side of eye w ith sparse black hairs (some individia l w ith greyish one); apical 

margin o f 2nd- 3rd tergites w ith white hair-bands> but on 4 th interrupted, 5th-6t l i and the 

middle of 7 th tergites w ith black pubescence; pygidial fim hria w hite. Punctures on clypeus 

scattered and shallow, margin smooth; ls t flagellum m o r e  2  times longer than 2 n d ; 2 n d  

longer than 3rd ; 7th—8th stemites and genitalia as shown in f ig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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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r to MeLitta m eianura Nylander, but the lower surface of flagellum normal, not 

ctenofurm  ̂2nd flagellum longer than 3rd, not equal to; 3rd abdominal tergite with white 

pubescence, no black onej 7th-8th stemites and genitalia different.

Holotype ^  , Inner M ongolia, X ilinG oL, 21* V IL  1987, Zhai^  Xuezhong. Paratypes 

3 ^ t Ulanqab L . Bimao T , 6. V I I. 1987, 1 ^ , Zliang Xue-zliong； X irijiang, Zhaosu

Alasan, 2 400m , 3. V IIL  1978, 1 ^ > Zhang Xue-zhong; M t. Tom ur 2 200m 4. V I I I. 

19771 1 ? , Han Y in-heng*

3.M elitta qinghaiensis sp« nov. (f ig . 48)

$  Length 13mm, Allied to M elitta borealis 9 the main diffetences are： ls t flagellum 

slight longer than 2nd, not 2 times; thorax with grey-yellowish pubescnece and m ix with 

black hairs in the middle  ̂not pure brown; hairs on 3rd— 5 th tergites short and black, 6 th  

tergite with yellowish hairs, nol black； 7 th— 8 th stemites and genitalia as shown in fig. 

48.

Holotype ^  f Qinghai, Xining* 21* V II. 1950, Lu Bao-ling, Yang J i-kung(

4.Dasypodu sichuanensis sp» nov. (fig . 63)

早 Length 12—13m ni. Head and thorax covered w ith mixed white and black 

pubescence, but the most part o f mesoscutum w ith black pubescence; scopa golden-yeltow; 

ls t abdominal tergite w ith long white Kairs; apical margin of 2nd一 4th te i^ites w ith wide 

white hair-bands, but hairs on 2n d 6 th tergites black; pygidial fim bria dark-brown. ls t  

flagellum longer than 2 + 3*

^  Length 11_ 12rnm. 2nd flagellum equal to 3rd one? hair-bands w hite; pubescence on 

ls t—2nd tergites yellowish * on 3rd—4 th  brown, on 5th一6th  black-brown, 7 th w hite. 

7th~ 8 th stemites and genitalia as shown in fig , 63.

Closer to Dasypoda chinensis, but the most part of mesoscutum of female are covered by 

black pubescence; pygidial fim bria of female black-brown, not yellow ish; 7th—8 th  stemites 

and genitalia o f male different,

Holotype 1 Sichuan, M arkam» 2 600m , 20. V I I I. 1983, Zhang Xue-zhong, 

Paratypes 1-^ , 1 ^ » same as holotype, Wai^  Rui-q i; Shanxi, Taihuai, 2 300m , 3 ^  ^  , 

4, V I I I. 1985, Deng Yes Inner M ongolia, X i Lin Go L * 2 ?  ^ T 25. V I I. 1980 Wang 

Shu'fa tig； X in jiang, Xabahe, 14. V I I. 1975, Tie l .ei-ya-t i; Gansu, Jiuquan» 1 ^ t V 1IL  

1982 (collector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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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O ra “ na ($• 撕 ieim s sp. nov. (%• 75)

早 Length 8—10m m. Shining black, lacking yellow markings. Head smooth w ith  

sparse punctures; punctures on labrum w rinkle like; apical and lateral parts of clypeus w ith  

large and sparse punctures; punctures on paraocular arca sm all; fronatal carina w ith dense 

punctures; puncturesaround ocelli laige and sparse; temple w ith dense punctures； genal area 

smooth. Propectus 〇f pronotum w ith an outwardly protruding prpjection at side- Punctures 

on basal and Lateral parts fine and dense; mesopleunim w itK large and exarse punctures； ls t 

abdominal tergite smooth, basal part concave； 2nd—5lh  te i^ites w ith gradulus, prqgradulus 

area smootk, po&tgradulus area w ith  coarse punctures» especiaily on 4th—5th tergites; femo- 

ra swollen.

方 l^ength 6,5—7,5nun, Clypeus w ith a triangular yellow m ark, paraocular area black 

w ithout yellow m ark; middle of apical margin of 6th sternite w ith 3 pair small tootK-lik e; 

apical margin of 7 th tergite round, apex w ith a small projection (f ig - 75).

Holotype , Sichuan, Emeishan 1 800—1 900m , 31. V I I I. 1957, Wang Zun-yuan. 

Paratypes 9 半早，5 $ $  ; same as holotype; 7. V IL  1957，2 羊，Zu Fu-xing; 17, V I， 

1957, 1 早，30, V I I, 1957, 1 早，22—27.V m _ 1957, 2 早，Lu Yu-cai; 11，22, 31， 

V I I I.1957, 3早，Huang ke-ren; 1 800—2 000m ，22—25.V . 1957, 5 $ ，H uangK^ ren.

Closely allied to C . {s . s tr.) megastigmata , but larger and sculpture rather dense 

and strong than in C * 如；clypeus of :  w ith txianguUr yellow m ark，not “T ”，

form ; paraocular area black w ithout yellow marks; 6th sternite, 7th tergite and genitalia as 

shown in fig . 75.

6 ^Ceratina [Lioceratina) quadripunctata sp. nov. (fig . 88)

羊 Length 9— lOmm. Black w ith yellow or yellow-brown markings. Clypeus finely oo- 

riaceous w ltK 10™15 scattered large punctures; paraocular area smooth w ith fine punctures; 

frontal carina w ith dense punctures; genal area smooch; punctures on apical part of mesoscu- 

tum  dense» on mesopleurum rather large and sparge; basal part of propodeum finely coria- 

ceous? lateral area smooth; basal part of ls t abdominal tergite smooth, apical part and basal 

part of 2nd tergiT.e w itK sparse punctures; 3rd—6th tergite w ith dense punctures; 2nd and 

3rd stemites w ith a wide and shallow concave > oovered w ith short and dense hairs- Body 

black w ith yellow markings, Yellow markings as shown in fig . 88. Interrupted transverse 

markings 〇n pronotum tubercle, twa lateral striats on mesoscutum close tegulae  ̂tw o m ark

ings on scutellum and tw o on axillae, longitudinal line on fron t tibiae yellow. Labrum w it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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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ngular yellow-brown spot j tibiae and tarsus red-brown; apical part of abdominal

tergites yellow b̂rawn; ls t~ 4 th sternites yellow-brown w ith black spots on Lateral.

SimiLar to C . ，but i t easity distinguesh by the follow ing char-

acters： body of th is new species black w ith yellow markings  ̂but C - flavop ic la yellow 〇r 

orange-yellow w ith black markin^ ,  except me9〇scutum black w ith four longitudinal yellow 

striats; triangular black marking on basal part of propodeum; abdominal te g ite  w ith black 

Striats*

Holotype 早，Sichuan，Em ei，1 200—1 800m , 4- V . 1964, W u Yan.-ru* Paratypes：

2 早孚，Jiangxi，Kuling，13- V III，1935. O . Piel.

T^Anthophara [Pyganthophora) albotibiatis sp* nov. (fig * 100}

早 Length llm m . Black. Face, mesoscutum, scutellum and ls t—3rd abdominal te r- 

gites covered by yellow-brown pubescence, bkck hairs on ventral surface of thorax, ab

domen, 4 th—6th terg itcs; scopa w hite; apex of basitarsus w ith black hairs, Malar area as 

long as 1/5 of eye w fdth. ls t flagellum equal to 2 + 3 + 4, T ib ia l piate present; pygidial piate 

iong and acute.

I t is well differant from its allied species Anthophora potanin i 9 but scopa w h ite» not 

goiden-yellow; the 3rd tergite w ith red-brown pubescence, not black-

Holotype Q inghai, Gonghe, 3 150m , 16.V I I I. 1957, Zhang Y i-ran. Paratypes2-¥- 

早，Qjnghai, Guinan，2 100—3 120m , 20, V L 1957, ZhangY i-ran; Inner M ongolia, X ilin  

G o L . 31. V I I. 1980, 1孚，W angSh+ fang.

A nthophora (M ystanthophora) hebeiensis sp* nov. (fig - 104)

^  Length 11——13m ra. Black. Head, thorax and ls t abdominal tergite w ith dense yel

low-brown pubescnece, apical margin o f 2nd^ 6 th te ^ ite s w ith w hite hair-bands, but base 

w ith sparse black hairs, l^ s  w hite, w ith middistarsal brush. Clypeus protuberant in profile 

as wide as 1 / 2 w idth o f eye; ls t flagellum shorter than 2 + 3; hind femora and tibiae th ick- 

ened, apex of 7th tergite w ith 2 small teeth> 7 th- 8th  sternites and genitalia as shown in 

fig . 104. Apical part o f ciypeus, labrum, basal part of mandibles, paraocular area (under 

antennal Socket), front-clypeal area and scape yellow.

^  Length 12一14mm, ls t fid e liu m  equai to 2 + 3 + 4 j head black; pubescence pater 

than male； scopa pale, apex of basitarsi w ith black-brown hairs; apical margin o f 2nd一5 th  

te i^ites w ith rather wide hair-bands.

Resembling to Anthofhora borealis, but A  , hebeiensis larger; 2nd一5 th tergites w 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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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ct black pubescetice, not yellowish tomentum; basal part of c l^e u s black, w ithou i longi- 

tudinal m ark*

Holotype ^ , Hebei (H〇-pe, Tap ing li), 4. Y IIL  1915, Licent. Paratypes, 6 ^  ^ , 

5 ^ ^ ,  Hebei (Chahar, Yangkianping), 14. V I I. 1937T 1 ^ , 0 .  Piel; W ulinshan, 17. 

V I I- 1987，1 方，HuangChung-m ei; Im ie rM ongo lia(Batotou) 25, V i l. 1985，1 早 （coi- 

lector unknown) ; Eastem Tom t 4*¥-, 4 ^  (collector and data unknown).

9 .Antkophara [M ystanthophora) huaskanensis sp* nov« (fig , 105)

^  Length 11—12m m. Head oovered w ith sparse w hite pubescence; vertex, thorax and 

ls t abdominal tergi te w ith long yellow-brown hairsj pubescence on 2nd~ 6 th tergite w hite, 

apical m ai^in rather dense, Clypeus protuberant in profile narrower than eye w id th; ls t flag

ellum longer than 2nd, but shorter than 2 + 3; hind femora and tibiae ligh t thickened; widtK 

of hind basitarsi equai to apex o f tibiae; 7th—8th  stemites and genitalia as shown in fjg . 

105. Black, clypeus, labrum, round mark on the base of mandibte, paraoculai area (under 

antennal Socket), front-ciypeal m arkt outer surface of scape yellow.

Sim ilar to Antkophora pubescens, but the black spot on the clypeus much smaller; hind 

femora and tibiae thiner than the A . pubescens \ 7 th- 8th stemites and genitalia different.

Holotype $  , Shaanxi, Huashant 1 200—1 300m , 4. V I, 1963, Mao Jin-Iong. 

Paratypes 2 ^  ̂  » Shaanxi, Zhongnanshan, 6. V I. 1956 (collector unknown).

lH^Anthophora [Caranthophom) ame^Uoides sp. nov. (fig . 107)

早 Length 12m in. Black. Head w ith white pubescence, vertex, mesopleurum and 1 st 

abdominal tergite w ith yellowish pubescence, apical margin of ls t~ 4 th tergites w ith wide 

white hair-bands; most part of mesoscutum and scutellum bare, w ithout hairs; scopa w h ite, 

basitarsal fim bria golden-yellow, middle o f 5th tergite and both side of pygidial piate w ith  

dense golden-yellow hairs. Clypeus protuberant in profile about 2/3 as eye w id th; ls t flagel

lum equai to 2 + 3 + 4; pygidial piate long and narrow. Clypeus yellow, basal part w ith black 

m ark, small spot on paraocular area and front-clypeal mark yellow.

Closer to Antkophora f in itim a  , but this new species having yellow mark on black face; 

basal part of mesoscutum and mesopleurum w ith yellowish pubescencet w ithout black hairs,

Holotype 早，Xinjiang, W usu，450m ，9,V I-1958, HungChun-pei- Paratype 早，X in- 

jiang, N ilka, 850—1 250m , 25.V 1I L 1957.

1 1 . Anthophora {Catantho^ to ra ) s tiltA ia sp* nov. (fig . 109}

早 Length 13—14m m. Black. Head, thorax, ls t abdominal tergite and outer surfa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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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erior femora covered with white pubescence; scopa silver-white; apex of basitarsi with 

golden-yellow hairs; apical margin of 2nd—4th (4th interrupted) wilh widc white hair- 

bands; 5th tergite with ferruginous hairs, hairs on both side of pygidial piate black-brown. 

Clypeus smooth with scattered punctures, clypeus protuberant in profile narrower than eye 

width; lst flagellum shorter than 2 + 3 + 4 ; punctures on labrum large, subapical part witVi 2 

small lobest middle convex; basitibial piate present, rounded; pygidial piate long and nax- 

row, Black, Clypeus，labrum, mandible (except apical dark-brown mark), front-clypeal 

mark, paraocular area, scape and lcgs ferruginous.

Allied to Anthophora martensis Fedtschenko, but mark on face ferruginous, not yel- 

lowish; black mark on clypeus smaller, not large; apex of hind basitarsi with golden-yellow 

hairs, not brown; apical margin of 2nd—4th tergites with wide while hair-bancb, not 

brown*

Holotype . Xinjiang, Qinghe, 940m, 3 0 .VI. 1960. Wang Shu-young. Paratypes 3 

早早. same as holotype，30.V I— 1 .V II .1960.

\2 * Anthophora [Param egilla) codentota sjp* nov. (fig. 116)

$  Length 9 lOmm. Black. Head with long white pubescence, thorax and legs witli 

yellow hairs. lst—4th abdominal tergites with long yellowish pubescence; 5th—6th teigites 

witli short black hairs. Clypeus protuberant in profile narrower than eye width, snHx>th with 

scattered punctures; clypeus wider than longt apical margin with 3 small projections; lst 

flagellum equal to 2 十 3 j hind femora and tibiae thickened; the half of itmer surface of hind 

basitarsi with 2 teeth, the outer one longer than the inner one (fig* 116) ; 7th—8th stemites 

and genitalia as shown in fig. 116. Black. Clypeus (lateral with small black spots) , labrum, 

paraocular area (under antennal socket), front-clypeal mark, scape yellowish; spur hlack.

Closer to ， but smaller， mandible black， without white spots;

hind basitarsi with 2 teeth.

Holotype 孑，Gansu, Jiuquan，25*VIII. 1957， Zhang Yi-ran. Paratype $ ， Inner 

MongoUa, Xilin Go L. 2 4 .VI. 1971, Zhang Yu-wei,

Anthophora {Param e^lla) qinghaiense sp. nov- (fig* 117)

Length llmm. Black. Head with white hairs* thorax and lst abdominal tergite with 

grey-yellow pubescence; apical margin of 2nd—4th tergites with wide white halr-bands; 2nd

—7th tergites with sparse dark-brown pubescence. Clypeus protuberant in profile wider than 

eye width; labrum wide, shining, with large puncturest middle of apical margin with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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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x; Ist flagellum shorter than 2 十 3 ; apex of 7th tei名ite with 3 teeth; 7th—8th stemites 

and genitalia as shown in fig. 117. Clypeus (except small black spot), front-clypeal mark 

and scape milk white; lega dark-brown.

Length llm m. Head black, w ithout yellow marks; 1 st flagellum equal to 2 + 3 + 4 ; 

thorax and lst abdominal tergite w ith yellow-brown pubescence; apical margin 〇£ 2nd~~4th 

tergites with narrow yellow hair-bands; 2nd — 5th tergites w ith sparse black hairs, acopa 

white; on apex of basi Tarsi dark-brown.

Rcsembling to Anthophora podagra , bat 7th tergite with 3 teeth, not straight; 2nd— 

4tK tergites with wide white hair-bands, surface without white hairs.

Holotype ^ * Qinghai, Guide, 2 300-—2 640m，27. VI. 1961， Zhang Yi-ran. Paratype 

same as holotype.

14 , Anthophora { Rkinom egilla) microrhina sp* nov. {fig. 132)

^ Length 9mm. Rlack. Thorax and lst—4th abdominal tergites with long white 

pubescence; 5th~6th tergites with black pubescencc; inner surface of basitarsi with golden- 

yellow hairs, Clypeus protuberant in profile slight wider than eye width, smooth, with 

scatered punctures; labrum as 2 /3  as width; basal and apical part with large and round punc- 

tures; lst flagellum slight shorter than 2 + 3 + 4 ;  inner surface of flagellum cteno-form; 

malar area as long as 1/2 width; inner surface of Kind basitarsi slight thickened; apical mar

gin of 7th tergite straight; 7th~8th  sternites and genitalia as shown in £ig, 132. Clypeus, 

labrum, front-clypeal mark, paraocular area and scape milk-white (fig. 132).

Similar to Anthophora spinitarsa , but smaller, face with tnilk'white mark, not yellow; 

7th—8th stemites and genitalia different; hind. basitarsi thickened.

Holotype ^ , Xi^ang, Zanda Qusum, 4 200m, 14. VL 1976, Huang Fu-sheng.

1 5 . Anthophora {C liso d m ) nigrocaudata $p. nov. (fig. 141)

Length 12一 13mm. Head with white hairs; vertex with erect black hairs, thorax 

are covered by black and mix with few white pubesscence; pleuion, propodeum and lst ter

gite with dense white pubescence; soopa white; hairs on the apex of hind basitarsi black- 

brown, inner surface black. Clypeus flat, with dense punctures, labrum with large punc- 

tures； lst flagellum longer than 2 + 3  + 4 ; mesoscutum with large punctures, middle 

smooth. Black, 2nd~4th tarsus brown*

^Length llmm. Clypeus, labrum, front-clypeal mark» paraocular area Y-form mark 

yellow; lst flagellum equal to 2 十 3 十 4 ; lateral side of abdomen, especially the 5th terg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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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brush. 7th~8th  stemites and genitalia as shown in fig, 141.

Aliied to Anthophora (C lisodon) terminalis f but ^  pygidial fimbria black, not fer- 

ruginous; 7th—8th stemites and genitalia different.

Holotype 竿 ， Beij ing，Donglinshan， 1 lOOm，2 4 . VIII • 1991， Yang Long-long * 

Paratypes, 7早早 ， 1 方， same as Ixjlulype，2 4 _ 3 0 , V III. 1991, Yar^ I^ong-long.

16 . Anthophora {H eliophila) maeulilabralis sp. nov. (fig. 142)

^  Ler^tH 8— lOmm. Body is covered by yellow pubescence; vertex, front and midribi- 

ae with black hairs, scopa white» inner surface and apex of basitarsi with black hairs; lst—  

4th tei^ites with yellow hair-bands; 5th tergite with long and dense black pubescence. Head 

wlder than length; apical part of clypeus» middle of labrum and basal spot of mandible yel

low* Basal part of clypeus with dense punctures, apical part scattered, a triangle area with 

dense punctures in the middle and with a longitudinal carina; labrum with irreguiar small 

concave, 1/3 of apical part with a black tooth-like projection (fig. 142); lst flagellum longer 

than 2 + 3.

Closer to Anthophora bimaculata > but the new species having the mar-

gir» of labrum black, middle with an irreguiar yellow mark, 1/3 of the apical part with a 

black tooth-like projection; clypeus black, subapical part with a wide yell〇w-bandt without 2 

yellow rnarks,

Holotype 孚，Yurinan，X【shuanbanna，Mengla，12 .IV .1982 , Wu，Yan-ru, Paratypes 

23 芊竿 ， same as holotype，20—23,IV\1982, 21 半芊；Menglung，12 .IV .1982 ， 1 早； 

Menghai，17. IV. 1982，1半 ， all the specimens are collected by Wu Yan-ru.

n .A m e g illa  {Glossamegilla) hainanensis nov. (fig. 152).

Length 13mm, Labrum with sparse yellowish hairs, but hairs on the black marks 

black-brown; front, vertex, gena and thorax are covered by long yellow pubescence; lst—  

2nd abdominal tergites, the lateral and apical margin of 3rd tergite with dense yellow 

pubescence, middle and apical margin of 2nd tergite, most part of 3rd and 4th— 6th with 

black pubescence» stemites with short black hairs; scopa yellow, inner surface of basitarsi 

with black hairs. Punctures un clypeus denser than on labrum, middle of clypeus with a 

weak Longitudinal carina; lst flagellum slight shorter than 2 + 3* Black, basal part of 

mandible, labrumt clypeus (except 2 ferruginous marks), front-dypeal mark, paraocular 

area (under front antennal suture), scape yellow; antennae ferrugineus.

Resembling to Am egilla him alajensiz, the main differences are: bcxly smaller; thor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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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 black; legs black, not fcrruginous.

Holotype 早，Hainan，Baoting，&〇m ，16-V -L960, ZhangXue-zhong*

lS .E laphropoda taiwanica sp. nov. (fig. 190)

Length 13.5mm* Body with long yellow-brown pubescence, 2nd—4th tergites with 

thin and shcrt yellow pubescence, 5th tergite with red-yellow hairs; apical margin of Ist—  

4tli tergites with yellowish thin pubescence; apical margin of 2nd— 5th stemites with long 

yellow thin hairs. Black. I^abrum, mandible (apex dark brown), clypeus, front-clypeal 

mark and triangular mark on paraocular area yellow; legs and lst—4th tergites and stemites 

brownrsh, others black-brown. The middlc of clypeus longer than distance from front-clypeal 

suture to the front ocellus; Ist flagellum equal to 2 + 3*

Allied to Elaphropoda tienm m hanensis, but clypeus shorter; surface of the black mark 

on clueas with sparse hlack hairs, not mix with yellow; hairs on apex of hind basitarsi yel

low > noi black-brown,

Holotype Taiwan, Taipei, 17*VI* 1965, Kurosawz. {NSMT-l-Hym. no, 5750).

19 , Habropherula rubigolabralis spn nov. (fig. 187)

Length 10*5mm. Clypeus protuberant in profile narrower than the width of ocular, 

stiriace smooth with small and scattercd punctures? lower angle with dense punctures; punc- 

tures on latrum coarse and large, wrinkle-like; lst flagellum slightly longer than 2 + 3 ; 

supraclypeal area, paraocular area, vertex and genal area with fine punctures; punctures on 

mesoscutum and scutellum same as vertex, but sparser in the middle; abdominal tergites 

with fine punctures, but sparser than genal area. Pygidial piate triangle-form, Body black, 

labrum, MlJlH marking on clypeus (fig. 187)* apex 〇£ mandible, malar area and legs red- 

brown; basal part of mandible yellow; wings transparent; abdominal tergites black. Apical 

margin of labrum with yellow hairs； paraocular area covered with yellowish pubescence and 

mix with long black hairs; vertex and around ocelli with yellowish pubescens; gena and 

mesopleura are covered with long white pubescence; thorax and Ist abdominal tei^ite covered 

with dense yel!〇w-br〇wn pubescence; scopa and inner surface 〇£ hind basitarsi with golden 

yellow hairs.

Similar to Habropkorula nubilipennis, the main differences; clypeus smooth with 

sparse and fine punctures, not strong and dense; clypeus without longitudinal carina; paracx:- 

ular area (under antennal socket) black without yellow marking; 6th tergite black, not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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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

Holotype , Jiangxi» Kuling, 1 0 .V II .1935, O* Fiel.

29.Tetralonia yunnanmsis sp» nov. (fig. 197)

$  Length 13mm, Black. Apica! half of clypeus yellowish, surface smooth with sparse 

punctures; antennae brown, extends to 3rd abdominal tergite; flagellum arcuate; 2nd flagel

lum longer than 3rd one; gena, abdominal tergites with well distributed puncturest but api- 

cal margin of Isi— 5th tei^ites smooth; lateral side of 6th tergite with small tootli; pygidial 

piate trapezoid* Tegula and stigma black-brown; apical mai^in of tergites yellow-brawn; 

2nd4th tarsi black-brown. Thorax and lst abdominal tergite with yellow-brown long 

pubescence; niesopleurum and legs are covered with white pubescence; basal part of 2nd-3rd 

tergites and 4th— 5th tergites with white tomentum; apical margin of 4th tergite with short 

black pubesccnce; 6th tegite with black-brown hairs; 7th—8th stemites and genitalia as 

shown in fig* 197.

早 I êngth 13mm. Black， apical part of mandible yellow, apical margin of lst~ 4 th  ab

domina! tergites red-brown, 2nd—4th tarsi yellow-brown; pygidial piate black- Labrum 

with fine punclures, but on clypeus and paraocular area lai^er and denser, lst flagellum 

shorter than 2 + 3 ; mesoscutum shining with large punctures* but sparser in the middle; 

punctures on lst tergite large, distinctly larger than on others; apical margin of lst - 3th ter

gites smooth; pygidial pLate rugose, apex straight* Head, mesopleurum» propodeum and lst 

tergite covered with long white pubescence. Thorax densely covered yellow-biuwn and black- 

brown long pubescence; basal part of 2nd~4th tergites with yellow tomentum, apical part of 

4th tergite is covered by white pubescence, mix with few black hairs; 5th tergite with black- 

brown pubescence; lateral parts of pygidial piate with brown pubescence; apical margin of 

2nd—5th stemites with golden hairs; scopa golden-yellow.

Holotype ^Yunnan, Lijiang Yugo, 2 750x11, 24 -V IIL1984. Fan Jian-guo. Paratype 

, Yunnan Lanping Gindin, 2 350m, 2 4 .VII 1.1984. Fan Jian-gm.

Closely allied to Tetralon ia chinensis, the raain differences： abdomen rather nar- 

t d w ; basal part of 2nd—4th tergites are covered by white pubescence and mix with few black 

hairs; ^ apical half of clypeus yellow* not ali clypeus yellow; 7th—8th stemites and 

genitalia as shown in fig, 197,

All the type specimens of above new species are kept in the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 

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except for that mentione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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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足 无 剌 蛛 391 

光 泽 芦 蜂 亚 厲 158

gul
硅 藻 木 蜂 3 

贵 熊 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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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ai

海 南 问 条 蜂 319 

海 南 尤 垫 蛛 295 

hfln

汉 森 条 蜂 258 

憾 熊 蜂 3 

he
何 威 布 朗 驊 181

河 北 地 蜂 46

河 北 条 蜂 214,215

黑 足 条 蜂 250 

黑 足 细 条 蜂 33S 

bong

红棒 腹 烽 47 

红 赤 黄 斑 蜂 47 

. 红 腹 縴 属 22,24,58 

红 角 毛 带 蜂 47 

红 角 四 条 姆 357 

红 束 熊 蜂 54,55 

红 条 蜂 238

红 突 眼 木 蜂 57,113.115 

红 足 长 须 蜂 349

黄 跗 条 蜂 中 国 花 种 ig：U S 5  

黄 跗 纣 蜂 54,57 

黄 黑 木 蜂 125,148 

黄 黑 条 蜂 250 

黄 黑 无 垫 蜂 51,296 

黄 {二 准 蜂 71.73 

黄 角 条 蛑 22S 

黄 绿 彩 带 蜂 42 

霣  A 蜂  156,158,173 

黄 芦 蜂 亚 漓 179 

黄 胸 彩 带 嬅 47,51 

黄 胸 木 蜂  47,57,110，125，141
褐 背 原 木 蜂 114

褐 背 原 木 蜂 新 ® 亚 种 114121

褐 翅 无 剌 蜂 42

褐 胸 分 丙 蜂 51,54,57

褐 胸 条 埠 54,254

褐 胸 无 垫 蜂 51，302

褐 足 原 木 蜂 108，11M 19

褐 足 彩 带 蜂 54

hei

黑 白 条 蜂 201,204 

黑 彩 带 蜂 27,42 

黑 側 熊 綠 49 

黑 唇 长 须 蜂 350 

黑 大 蜜 蜂  27 ,43.50 ,55 ， 281 

黑 地 蜂 47 

黑 顎 条 蜂 25,26,195 

黑 掛 长 足 条 蜂 47,64,342 

黑 腹 准 蜂 71,72 

黑 角 尤 里 蜂 310 

黑 距 条 蜂 227 

黑 龙 江 黄 斑 蜂 57 

黑 龙 江 准 蜂 47，72,76 

黑 而 条 蜂 239 

黑 毛 拟 隧 蜂 54,57 

黑 尾 条 蜂 270 

黑 伞 地 蜂 55 

黑 小 密 蜂 27.51,383 

黑 胸 无 刺 鳞 390

红足凹条蜂64,325 

红足木蜂 51,54，11〇  
红足隧蜂 47 

红蚁蜂 46 

虹无刺蜂 392 

hu

呱红条蜂 272 

狐条蜂 51,55,57,263 

hua

花长须蜂 353 

花地蜂 30 

花地蜂属 26,58,61 

花革芦蜂 150,158,178 

花回条蜂 51,54,57,321 

花芦蜂 55,155,157,172 

花芦蜂亚域 166 

花四条蜂 3M  

花条鲦亚属188,189,243 

花无垫蜂 51,301 

花闻条蜂 47,277 

肀山条蜂 214,216 

滑® 芦 蜂 155,16«
hoaing

黄斑蛑 27 

黄斑蜂属 12,23,58 

黄斑回条蜂55,324 

黄侧顦蜂 49 

黄跗条烽 193,194

黄 胸 木 蜂 亚 属 147 

黄 胸 条 蜂 46,229 

黄 胸 准 蜂 71， 84 

黄 熊 蜱 42,54,55 

茛 绣 芦 蜂 156，158，1开  
黄 纹 尤 剌 蜂 42,387 

黄 足 黄 斑 蜂 47 

黄 & 条 蜂 228 

hai

灰 胸 地 蜂 47 

灰 胸 木 蜂 5 M 2 5 J4 1  

灰 胸 条 蜂 238 

灰 胸 无 垫 蜂 292 

灰 菔 蜂 49,54,56 

冋 条 蜂 属  4 ,23,61,185,312

J

继 条 蜂 193,198 

jia

颊 回 条 蜂 316 

Jian

尖 唇 条 蜂 47,202,210 

尖 腹 烽 属 11,17,24,61 

尖 肩 淡 脉 隧 蜂 55 

尖 足 木 蜂 49 ,55S12M 46 

尖 足 木 蜂 亚 M 108,110,145

jlfl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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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宽痣蜂 

jiao
食 剌 胫 蜂 97 

角 额 壁 蛛 6 f 42 

角 条 蜂 1 1 ，265 

免栉距蜂 5t X 5 1，54,57,3G7 

j f e

捷条蜂 2 1 4 , 2 1 7  

捷 无 崔 峄 47,311 

jin
金翅木蜂 49,55,123,131

金 黄 毛 足 蜂 99,100,101

金 小 蜂 科 38

紧严蜂

jing
胫 条 蜂 274

jn
桔 背 熊 蜂 54,5^57

宽痣蜂属 5,18,30,60,85 

宽痣蜂.亚M 6 5，奶,94 

宽 舌 蜂 亚 科 7,44 

宽 胸 熊 蜂 5 4 , 5 6  

宽足木蜂亚癘 110,142

L

Ia

拉 达 切 叶 蜂 49,54,56 

拉 达 克 熊 蜂 49 

■an

蓝 荜 蜂 42 

蓝 彩 带 蜂 4 7 , 4 7  

蓝 木 蜂 52 

蓝 木 蜂 亚 属 10M 5U 

蓝 芦 蜂 49,153 

蓝 胸 木 蜂 124,150 

蓝 栉 距 蜂 367

领 木 蜂 鶩 臼 亚 种 13^13 8  

领木蜂萍氏亚种 110,136,137 

领 木 蜂 萨 氏 亚 种 13 6，139 

领 木 蜂 亚 属 136 

领木蜂杨氏亚种 136，138 

領 无 垫 蜂 285 

l ia

瘤 长 须 蜂 351 

蝤 拟 孔 蜂 47 

六 齿 四 条 蝉 358 

六 足 隧 蜂 47 

In

绿 光 隧 蜂 2S  

绿 芦 蜂 52.55,153 

绿 芦 蜂 属 59,152 

绿 芦 蜂 亚 属 152 

绿 条 无 垫 蜂 9，10,16，18,2«7 

鲁 熊 蜂 3

jn a n JftO 芦蜂属 12,26,60,154

鹃 眠 熊 蜂 47 老 木 蜂 3 芦蜂族 23,106,151

鹃 熊 蜂 47 老 条 蜂 193,200 芦 蜂 亚 属 159

卷须蜂属 U ，24,58,61 lei luo

K
类木蜂亚属 109,135 

li

罗 条 蜂 276 

裸 宽 痣 蜂 65

kao 丽 长 足 条 蜂 339
M

考氏无 垫 峄 2»9 丽 切 叶 蜂 48,49,54

k e 历 蜂 属 107 m a

刻 面 芦 蝉 157,169 Uan 玛 K 足 条 蜂 54,57,340

喀什黄斑蜂 联 齿 条 蜂 233 马 氏 芦 蜂 1 5 6，158，175

kong lian g 马踢刺拟陡蜂 5 4 , 5 6

孔 蜂 属 2 6 ， sg 亮 葡 四 条 蜂 361 m ai

孔 木 蜂 55 lk 麦 蜂 属 42

kuan 裂 爪 蜂 属 59 麦 峄 族 44,384

宽 额 拟 隧 蜂 54 Un m an

宽 唇 无 垫 蜂 304 鳞 棒 腹 蜂 52 曼蜂族丄 0 7

宽腹蜂M 20 鱗 毛 带 蜂 57 曼 氏 木 蜂 12(M 39

宽 跗 条 蜂 219,221 鱗 毛 条 蝉 亚 属 1S S t189,213 m ang

宽 颊 条 蜂 249 鱗 无 刺 蜂 亚 属 385 芒 康 条 蜂 57,240

苋条夹眼水蜂 ling mao

宽 头 回 条 蜂 318 领 木 蜂 5 i ，55 毛斑蜂属 21:23,24,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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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唇 尖 腹 蜂 35 

毛带蛑属 43,51 

毛 带 蜂 亚 属 109 

毛地蜂属 22,58 

毛 地 蜂 亚 科 8 

毛跗黑条蜂 193，198 

毛 条 蜂 2 H  220 

毛足蜂 2 7，1(K M (13 

毛 足 蜂 科 18

毛足蜂«  18,22,58,62,卯

毛 足 蜂 亚 科 8,65,68,98 

毛 足 蜂 族 98 

毛足条蛘 193,197 

ratag
蒙古拟地蛑 4 6 , 4 7  

蒙 占 条 蜂 235 

歎 古 突 睃 木 蝉 lUH，U 4 ， i n  

蒙 古 尤 垫 蜂 309 

蒙古准蜂 7 1，72,84 

猛 熊 蜂 4 2 , 4 9  

ml
米 氏 宽 痣 蜂 55,57,86,91 

蜜嫜科 7, 8，12,59,1〇5 

赉蜂属 3,17.59.371 

蜜 蜂 亚 科 T J t U S J O S J W  

蜜 蜂 族 5,370 

蜜蜂总科 1.2,3,4,5 

蜜 色 &足 条 蜂 344 

蜜 色 尤 剌 蜂 390 

蜜条蜂属

蜜 条 蜂 亚 属 188,189,237 

m ing

明 亮 熊 蜂 47,55 

鸣 熊 蜂 54,55

mn

模 仿 网 条 蜂 319 

墨脱问条蜂 5 5 , 3 2 0  

墨 脱 彩 带 蜂 55 

臭蟀厲 5H，61 

英 芦 碎 1 5 6，173

木錄属 2 T17,59, U T M 25 

木 蜂 亚 科 5,a ，2〇.l(W  

木蜂亚 M  129 

木蜂族 22,106，107 

莒蓿毛带蜂4 3 , 4 7  

苜 蓿 切 叶 蜂 24,41 

苜蓿准蜂 47,65,71,72,78

N

ni

拟地蜂膦 L U 23,26,58,61 

拟 黄 芦 蜂 15L 157，175 

拟颊 H 条 蜂 317 

拟孔蜂属 12,13,16,59,61 

拟 拉 达 切 叶 蜂 49 

拟 绒 斑 蜂 厲 23,59 

拟 芦 蜂 属 20 

拟 较 陡 蜂 厲 24 

拟 毛 斑 蜂 厲 23 

拟 毛 足 蟑属 2 4 , 9 9  

拟软蜂属 

拟 沙 斑 蜂 47 

拟 砂 斑 蜂 属 23 

拟 双 齿 蜂 属 23 

拟 陡 蜂 属 1 1，23,50,64 

拟 无 垫 条 蜂 219 

拟 小 突 切 叶 蜂 47,54,56 

拟 熊 蜂 属 2U，23,56 

hiud

暖 蜜 蜂 3

0

ou
欧 洲 宽 宽 痣 择 86

P

PW

普 安 布 朗 蜂 18U 82

Q

七 黄 斑 蜂 57 

奇 异 熊 蜂 54,55 

旗 尾 芦 蜂 亚 属 165 

qian
找 背 原 木 蜂 红 跗 亚 种 l i 4 ，]22

茜 条 蜂 201,205

qiang
强 条 蜂 211,236 

腔 条 蜂 47,212 

qie

切 叶 蝉 科 5,18，58,108 

切叶蜂属 2,12,13,]6，口 ，58,61 

切 P| 嫜族 12,22,23 

切 叶 蜂 亚 科 7,8 

qing

育 海 条 蜂 234 

青 海 准 蜂 7 2 , 8 2  

青芦蜂 154.L5 & 1 S8 

qiu
丘 切 叶 蜂 51 

球 木 蜂 3

R
ri
曰 本 毛 足 蜂 100,101 

日 本 芦 蜂 155,158,170 

rong

绒斑蜂属2 3 , 2 4 , 5 9  

绒 木 蜂 亚 属 ：i08,110,132 

raan

软 淡 脉 隧 蜂 25 

软 蜂 厲 58,61 

软 隧 蜂 属 23 

rui

瑞 熊 蜂 54,55

S
san

土 绒 斑 埤 属 23



砂 斑 蛘 膺 59 

沙 淇 条 蜂 230 

莎 木 蜂 124,147 

shan

山 东 蜜 蜂 3 

山 黄 斑 蜂 55,57 

山 黎 豆 地 蜂 30 

山 无 垫 蜂 312 

山 准 蜂 72,83 

she
社 会 长 须 蜂 350

舌 无 垫 蜂 职 属 185,278,292

$hl
石蜂属 22,27,28,58 

shu
梳 无 垫 蜂 M (i 

鼠 尾 草 无 垫 蜂 305 

shuftng

双 斑 条 蜂 274 

双 齿 蜂 厲 23 

双 黄 斑 絳 属 58 

双 毛 条 蜂 211,213 

双 刷 蜂 科 7 

双 刷 蜂 亚 科 7,8 

双 舌 蜂 亚 科 7 

双 色 切 叶 嫜 51 

双 月 木 蜂 亚 属 109,130 

si

四 斑 芦 蜂 156,179 

四 齿 四 条 蜂 35S  

四 川 回 条 蜂 5 7 , 3 »

四 川 毛 足 烽 57,64,100,103

四川条_  57,255

四 条 蝉 属 59,355

四条 S  绛 1 9 3 i28,29s46

四 条 无 垫 蜂 307

四 无 剌 蜂 亚 颺 386

sui
薄蜂科

中 名 索 引

味緯属 11,19,26,61 

皤 蜂 亚 科 8,28 

隧 蟑 族 22,23

T

tsu
台 湾 长 足 条 蟑 341 

台 湾 回 条 烽 55 

台 湾 冋 条 蜂 台 南 亚 种 328 

台 湾 回 条 蜂 五 月 亚 种 329 

台 湾 绒 木 蜂 1U U 2 4 J 33 

台 湾 芦 蜂 156,173 

泰山准蜂7 1 , 7 2 , 7 7  

tlan

天 B 山 长 足 条 蜂 51,55,343

夭 目 山 栉 距 蜂 51

tiw>

条 蜂 科 5 , 7

条蜂属 m 23,59，186 

条 _  亚属 1 8，188，192 

条 蜂 族 22,183 

tone

同 无 刺 蜂 亚 属 386 

锎 腹 条 鋒 259 

ta

突 眼 木 蜂 厲 47^8 ^ 0 7 , 1 1 2 , 1 1 3  

突 廄 木 蜂 亚 属 48,113,115 

tun

臀条蜂亚厲188,189,2〇 0

W

wa

瓦 氏 条 蜂 54,2M  

wan
弯 顶 无 刺 蜂 亚 獼 386 

弯 足 彩 带 蜂 51 

弯 月 蜜 蜂 亚 属 372 

wa

乌 苏 里 宽 痣 蜂 46,47,88,96 

乌 苏 里 熊 綠 47

415

乌 亚 条 蜂 47,193,196 

无 斑 宽 痣 绛 51,57，S S ,91 

尤 齿 芦 蜂 155,157 J 64 

无 剌 蜂 384

无剌绛属 l l ,23,52 t61,385 

无 刺 禅 亚 厲 386 

无垫絳属 4,36,61,185,278 

无 垫 蜂 亚 属 30 ti 

无沟曄蜂M  26 

无 沟 « 蜂 亚 科 8 

尤 角 栉 距 縴 51,369 

无 戎 条 蜂 2 «

吴 氏 条 蜂 49,247

X

xi
西伯 利 亚 黄 斑 蜂 46,57 

西伯利亚 熊 蜂 42 

西 方 蜜 絳 33,376 

E 方 蜜 蜂 意 大 利 亚 种 374,377 

西 * 杜 隧 蜂 55,57 

西 藏 网 条 蜂 331 

西 » 切 叶 绛 48,54,56 

西 藏 条 蜂 248 

軎 马 拉 雅 准 蜂 49,55,71 J 4 

軎 马 无 垫 蜂 294 

细 切 叶 蜂 47

细条蜂属 5 9，<52,185，313,332 

xian
S 状 艏 蜂 47 

xtao
小 鼻 条 蜂 256 

小 彩 带 蜂 属 28,58,61 

小 彩 带 蜂 亚 科 8 

小 黄 斑 蜂 屑 58

小 芦 蜂 厲 20 

小 芦 鳞 族 29 ,44,106,1肋  

小蓝 木 蜂 124,151 

小蜜蜂 2 ，4 3 ,64,381 

小 齋 縴 亚 厲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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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条蜂 360 

小条蜂亚厲 189

acie
鞋斑尤垫蜂 47,271 

xing

新 龈 条 絳 272 

新瀣原木烽 114,122 

新热无剌蜂亚厲386 

xioing

雄拉熊蜂 54,56 

熊尤垫蜱 293 

xiu

锈唇细条蟑336 

锈足细条绎334

KU〇n
玄武黄斑洚3

y

y*

雅克pq条 蜂 364 

雅无垫蜂烈9

艳斑蜂属 20 ,2 3 ,2 4 ,5 9 ,6 1  

艳斑蜂亚科7,8 ,105  

ye
叶舌绛属 18 ,20 ,26 ,58 ,60  

叶舌蜂亚科7 

夜木蜂 3 1，126,134 

夜木蜂亚属 108,1 H U 3 4  

y*
蚁蜂属 59 

异长须蜂亚通348 

异木蜂亚属 U 0 , 140 

异尤刺蜂亚属3财 

yin g

莺熊蝉 54 

蝇条蜂 263 

you

袖茶地蜂 21,30 

yuan

原木蜂亚属 48,114,118 

圆斑条蜂 2 1 1 J 1 2  

凼枘木蜂 52 ,111 .125,143 

圆木蜂亚属109 

缘条蜂 214 

yun

Z_南彩带蜂 42

Z 南木蜱 125,145 

云南四条蝉 359 

匕南尤垫蜂 298

zT南熊蜂 54,55 

云足细条蜂 51,333

Z

杂木蝉 49,125,149

杂无垫蜂 55,57,306

vt

泽条蝉亚属 188,189,273

扎达黄斑蜂 49

zhai

窄痣蜂亚科 8,65 ,68

zhang

槔木准蜂 _72,76

zhe

褶翅姬蜂属 38

褶翅小蜂属 38

2bdl

针腹拟隧蜂 54,57

zhi

栉距蜂科 7,65

栉距蜂属 7 ,3 5 ,5 0 ,6 U 3 6 6

栉距蜂亚科 7,35

栉距蜂族 364

栉 木 蜂 124

栉木蜂亚属 10^,110,127

zhong

中斑黄斑蜂 47

中地蝉 47

中断长须蜂 352

中国芦蜂 155,157,162

中国毛带蜂 46

中国毛足蜂 99,100

中国切叶蜂 41,47

中国四条蜂 363

中黑木蜂 127

中华冋条蜂 47,64,327

屮华宽痣蜂亚腐67 + H5,88

中华绒木蜂 124,133

屮华蜜蜂 1t3 2 t3 3 534

中华木蜂 4 7 ,1 1 0 ,1 ,2 5 ,14»

中华条蜂 272

屮华突眼木蝉1 0 ^ 1 1 3 ， 116

中华准蜂 71,72,81

中宽痣蜂 87,88 ,94

中新蜜蜂 3

屮亚条蜂 2011208

肿胫条蝉 227

朱胸木蜂 125,149

竹木蜂 4 4 , 5 M 〇7,124,132

diuan

转条筠 276

zhirn

准蜂科 5 ^ ,8 , 5 8 , 6 5

准蜂属 17 ,1S，5 8 ,6 1，63,69

准蜂亚科 8 ,6 5 ,6 8 ,6 9

准宽痣蜂亚属 85,96

准黄斑蜂通3S

准条蝉亚属1册 ,189,224

u
紫壁蜂 ^ 2 7 ,4 2  

紫木蜂 4 9 ,1 U U 2 4 ,1 2 9

ZU

足条蝉 2 m , 205

小尤垫蜂亚属185,278,310 原木 烽 属 11,28.59,61

熊蜂属 1 1 .1 3 ,1 4，1 6 ,20 ,22 ,59 ,61  云南同条蜂 330



A

abju n cta, Anthophom 277

abrupta f Anthophora 237

Acarapis 37

acarorum ,, ScuUicarus 37

acerborum cyftrinca, Anthophora 198

atavorum ditnidiaU i» Anti\npk〇ra  198

acervorum  interm ixta » Anthophotra 198 

acet'〇orum lishonensis, Anthophora 198 

acervorum niger ̂  Anthopharu 198 

acervorum  nigripe^, Anthophom  198 

acervorum palesiinensts, Anthophora 1 8̂ 

acervorum pingshiangen&is y Anthophora 198 

acervorum varian s, Anthophora 198 

acervorum viiloseUi, Anthophora 198 

acervorum , Anthophom  198 

acervorum , Apis 183 »198 

Acherontia 39 

ALkmonopsts 278,279 

aciitanguia t Tetraionia 355,356 f 358 

acutilabris  ̂ Anthophora 188,210 

actu ilabris, Aruhophom (Pyganthophora ) 202,210 

acutipennis, Xylocopa 145,146 

acutipennis, Xylocopa {Cyaneoderus) 146 

acutipennisy Xylocopa (H oploxylocopa) 109,124,127, 

146

adusta f Tetrulonia 363 

aegiptiaca t Cilissa 79 

aeneiventris，Anthn^由〇ru 259

(teneiventrisy Anthophora {Petaiostem ony  257f258*259 

aestivatis altaica r A ntha^icra 203 

aestvvalis bcucalensis t Anthophora 203

〇£ ^ iv a lh r A pis 202 

a ffin is、Ij€祕cospis 38

Afram egiLla 279

ag am a, Anthophom  212

a^xm a, Anthophora ( L〇pkanth〇phor<t) 211

Agatheucera 3473^®

albifancies, Anthophora 258

a lb ifa sd es, Anth〇p/t〇m (Petaiosternon) 257,258

alb ifron ella t Anthophora 273

a lb ifron ella , Anthophora (H tliop h ila) 274

a lb ifro m , Anthophom  274

alJytgena, A titegilla 282

alb igen ay Atneg^lla {Zebram egiU a) 282,283,303

a lb ig em , Anthophoru 303

alb igen a« P odalirius 303

a lb ila b rh , C eratina 161

a lb ilab ris, Hylaeus. 159,1G1

albotnacu lata, Anthophora 188,225

aibom acuiata t Podalirius 225

albom aculaui T Anthophora ( ParamegiUa ) 224， 226

albotibtalts, Anthophom  ( Pyganthophora ) sp, nov,

201,2 帐 ， 403 

A ifkenella 278 

Allodapini 22,45*106,180 

A iioxyiocopa 107,108^111,140 

Alocandreoinae 7 

a lta ica , A nihophora 188.209 

a lta tca , Anthophora {Py^anthof^iCffXi^ 201»202t209 

a lta ica f Proaylocopa {ArtcyUxopa) 110,114,115,120 

alticincta T M acroctra 357 

altissim a» M elitta 74 

A m egilla 59,184,185,186,187,278 

A m entia ( s . s t r .)  278,305

am e^ lloides * A nthophora ( Caranthaf^tom ) sp，nov.

219,220,440 

Alnmobatini 45 

Ammobatoides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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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ficmna, Eucent 349,354 com beri t A m entia i.Z am nte^ilia) 280，282， 286

cineuTiria f Pii.eteucera 348 

cin erea» Anthof^fora 227 

cin erithoracia , Anthophom  188,237 

cinerithoructei t Anthophoru (M ielea) 238 

cin gu lata , Dasypoda 103

cin g u lifera» A m egilla {Z onam egilla) 280 r 282^285 

cingulijera t Anthophora 285 

LircumvU ans, X yhcopa 142 

clad u ra , C eratina 179 

clareaet Tropilaetaps 37 

G lavicera 159,161

clavitarisy Antfiophora. {P etalostem on) 258,260 

clav itarsis, Anthophora 260

Cleptotrigona 23,384 

CUsodon 185,187,189,191,267 

cockeretii^ Cienoplectra 368 

cockerdli t Jktsypoda 99,100 

ed en tata  t Anthophora ( PararnegilU i) sp.

233,234,405 

Coeboxinae 6 

Coelioxys 22 »58 

cuerutea» Ceratina 158 

cofpiata r Ccrarirui 155,157,168 

cognata , Ceratina ( Ceratinidm  ) 168

lo lian s atbo-jsantha t Xyiocapa ( Zottokirsuta) 109» 136, 

138

collarii bingharm , X ylotopa ( Zonohirsuta ) 109.136,

137

collaris satdteri , Xylocopa {Zonahirsuta ) 136,137,139

cotnbert, A jithophora  286

com m un is, A ndrem t S5

com pactu , C eratina 172

com pacta t C eratina {C ^m tinidi^^ \55 j 172

c o n fu ia , A m egiila  306

con fusa y A n tegilla  (  j . s t r . )  282,284,3〇6

con fu sa , A nthophora 306

con fusa y E ucera 352

confusa y Xylocopa 149

c a n fw a « X ylocopa (^Kopm rtosom a) 124,127,149

confusa t Xylocopa {orin tella) 149

con fu su s, D ibm rhyv 38

con scrip ta , C eratin a  168

con n m ilis  ̂ E ucem  354

cunvexa* X ylocopa 129

Copc^cyia 108

Copoixylocopa 109

corn ifron s r O sm ia 42

com u la  y C tenofdectra 365,366,367

cornu tus, L ithu rgu s 47

crassepu m tatu m , A ntkidieU utn  47

crassipu n ct/ita,  Andretm  47

G rew tlla  159

cn n ip est A nihopharu  197

cro ca p es , A nthophora 229

croceipes* P od aliriu s 229

Ctyptinae 38

C tenoplectina 36S

• 225 y Coptorthosoma 147

(o lla r is  var. bingjham i t X ylocopa 13,17 Cu^tioj^ectra 7,35 »59,365,366

co llaris y an g w eilla , X ylocopa ( Z on ohirsu ta) 109,126» Ctenoplectridae 7,65,364,365

136»138 Ctenoplectrinae 7,65

collaris, Xylocopa 137

a iila r is t X^iocopa (Zonohirsut^t) 124,137,138 

C olletes 11,58 

Colietidae 6 .8 ,45 ,58

Ctcnoplectrini 45, l〇6 ,184,3ti4 

Ctenopoda 107,127 

Ctenaxylacapa 108,111112411271128 

C ubitalia 345

Colletinac 7,45 

com a , iSapyga 38 

(xymberi, A m egilla 286

cucurbitina, A pis 159,161

cucurbitina, Cemfana (s- .« r .) 154«t57,161

curvipeSi N om ia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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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辟 (S i^ ^ t^ w ow tg ) syfO i^T^ ( } U } ^

S ^ L E  ^ cu j& fv

HV^TZ Tuotffotfjuy l }mp9j(

SIZ 〇̂ f̂〇yĵ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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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n〇p〇4 〇jqm {

i8T̂ 8T TwpodcaqeH

^ i c ^ i c ^ s r t ^ r e ?  p̂〇4<^p h

cee 4 了£ ‘ 9 s r  s s r  6s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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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j ( m pm tyiu ^ j) zfuiycu^  i sisu9nv^uv^ 

^pi wfoao^y * nT/saumijvjf

X

ig £  iusdcujt^  1 smrn^jrtf 

gg sj4s〇3n^j * ix>tuo^vf 

Z〇r '〇〇T rypo^sDQ ^ w iu a fv f  

(T^p^uptu〇 ) m 只t ^ y  * ta }u afv f 

mv/SQ * tjnmf 

H vaLtv/̂  1 tu〇s//vmf 

T^o^fotfTuv ( iqooni 

66Z4 P̂ Z * J%Z ( *7??^w^7〇 ) ^ » u iV  1 upynt

66Z m 仿細V  厂

f

t?9X m aw oju op ov z  

S Q rt9 l* I5 l 'S S t  (

181 at/BpW ‘ mvcJfii
pgl $is4〇̂mu〇sj

l6C*£.fi£ (rm cSupx^a^) ^mvixftptui

IS£ v ^ n u c S ju ^  * stuuAfj^nui 

抓  vuo^p列 ‘s ! u _ p ^  

l£\ V(f〇OOf̂ X g 1〇 *̂4j 4̂}Ui9S ĴSA StUÛ J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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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VYlVWl (opotfô ^ cT) t̂ opo^x
fp \  yniQD(q^x * ^yif}y3t>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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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v

2^ snSumfji-j

g r z z
(rg£ ZfUQSiU^syi

PS£ 即 卸  7〇! ]

LL£ ^ V  ' ^ n n S n  

viiusq

svfaoon̂ i 

£ 8 £ * t 8 £  »?J??stu?u?s37

LfM 冲 n

%Z f

21 1 duvo^^

u 'z l ' u '99 ^ n m m  *

§£ sn i« rj * vu%j)〇4»i 

g乙 upCff^svQ l vuu<}4»i 

6 i KS?7?〇 4 VUlMXf̂ J 

此  vuoiftfoyyuy * vutu<4»j

6 厶 'J9A VUtMXf9J

8Z,

gg£ uuctguTopî i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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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elini 107 

m aritim a, M egachile 46 

m ediocai^m , A»dr^m  55 

m ediocris、 M acraxra 363 

medogensis f HobTnpoda 320 

m edo^ensts, T^omia 55 

^legachiLe 58 

Megachilidae 6»45,105,1S4 

M egachiiim e 8 

Me^achilini 12122 f 45 

m egam andibularis t H alktoides 55 

KiegamegilLa 278,279 

M eganoma 65 

Meganomia 66 

Meganomiinae 8 f 68 

m egarrhina soluta , Anthophora 252 

m egarrhina soluta + Anthophora ( RhinotrtegiHa ) 251,

2S2

m egarrhina. Anthophora 251 

M egax/ia 38

niegasiigmaUi t Ceratina (s . str  ̂) 160

M egilla 85,94,192

MegiUiTiu 183

M egillanae 6

m eiaT ideri, N om ia 42

m ^lantignathii t A nthophora 188

melaTtQgnatha  ̂ Anthopfiom (s^ rfr, ) 193*195

rn^lanura , M elitta 81

M eiea 187,189,190,191，192,237

M eiscta 23,37,59

M electuiae 6

Melectim 45^184

m eiectoides, Ammobatoides 47

M elipona 384,385

Melipanidae 3S4

Meliponinae 384

Meliponird 44*45*384

M eiiponuki 384,385

M elitta 58,65,66,67,68,69

Mdittidae 7^ ,45 ,58 ,^ 5 ,184

Melittlnae 8 ,65 ,66 ,63 ,69

M elittobea 37 

M elitturge 23, SS

m eU i, Xyiooopa (,Zonokirsnta) 109,126,139,140

m ellifera , A pis 377

m ellifera ligustica , A pis { j ,̂ str. ) 374

7fi4Uifera m elliferu  , Apis ( 5, .rtr. ) 371

m ellifera m ellifera natio tesquorum , A pis 378

rneiiifera natio acervorum   ̂ Apis 378

m ellifera nigriia , A pis 378

m ellifera taurica s A pis 378

m ellifera  var, cerifera  , A pis 378

m ellifera  var. cercropia , A pis 378

Tnellifera var. nigrita , A pis 378

m ellifica com ica , A pis 378

m eliifk a  germ anica f Apis 378

m ellifica hym eU ea， A pis 37S

m ellifica m ellifica  v&i. lehzeni t A pis 378

n u llifica  var. battatica, A pis 378

tnellifU a var, jap on ica , A pii 378

melUmelUi t G aiierie 39

Melokke 38

m esopyrrha» AmegiUa 302

Trt^scfpyrrha, Ameg^lla (G lassaTnegila) 281,285»302

m esopyrrha, A nthophora 302

M esatrkhia 108

m icheneri, M acropis 86 f 8$

nti^h^tneri, M actvpis ( Sinom acropis) 91,93

Uicram e& Ua 185,2^8,279,310

M tcranthophom  273

M icm pii 370,371,372

m icrorhina, Anthophora (R ham m egiU a) sp. nov. 256 

406

M iltogram m a 38 

M iUogramntidium  38 

m im etica , Habrvpoda 316,320 

m im eticus, Bombus 55 

M imoxytocopa 108,109 j 111 

m iocenia f Apis 3 

m irus t Bombus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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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tsu ku rii, Tetralonia 355^356 f360

m ixta i Anthophora 264

■m lokosew itzi, ArUhopho/ra 241

m odularis t Eurytom a 38

nweUeri^ Habropoda 344

m on acha, M egitla 202

mongolica t AmegiUa ( s . s tr .)  282 »309

mongolica t A ntkophom  235

m ongolica, Anihophnra (P aram eg illa) 225 »226 »235

fAongdica r M dittu 71 f 72»84

m〇7igoiica t M elitturga 46,47

fiwngoiicus, Pm xyhcopa {s , s t r , )  L08,1101114,117, 

118

rnoTUAm* Anthophora {R hitu m egilla) sp- nov. 251

montana t Habropoda 324

montumiy M elitta 66169,72,83

fm ntanum  t A n tkid ium  55

m onticola» M e^ickile 51

m ontivaga , A jnegilla 312

m on tivagat A m egilia {M icram egiLlu) 282,284*312 

m on tiv ag a , A n ihophom  312 

M orxnvitzeUa 58

rnoraw itzit Ceratina (C em tin id ia) 156,171

morio ( 28

mucida i Anthophom  213

fnuscaria , Anthophora 188 »263

muscaria t Anthophora ^D asym egilla) 163

m uscorum » B om bw  47

Mutilidae 38

M ystanthophom  187,189,191,213

N

Nartnotn§3m  385

m salis auripennis, Xyhcopa, 131

nasalis ̂  Xytocopa 132

n〇3u/is , X yiocopa ( B ilu n a ) 1071109 T124,126,132

nasuta t A nthophora 194

Nertwgruziha 38

nemomtis t Dasypoda 103 

Neocemtina 154， ] 65

N eoxylocopa, 107,108

nidulan^T A pis 308

nigrabdom in atis t M elitta  71,72

n igric〇fm $ , A m egiila  ( M icratn egiila ) 282 f 284 T 310

n ig rico m is, A n tkofJiora  310

n igricom is f Macrt/Cfro. 357

nigrifronsy A nthophora 188,239

nigrtfronS f A nthophora {M elea ) 237,238,239

n ig rip en n is, A pis 380

nigripes 1 A nthophura 241

tiig rip est H abrophom la  335,336

nigriU it M ucropis (s^ s t r . )  85

nigrocauduULi A nthophora ( C lisodon  ) sp, nov. 270, 

406

T t ig r o fu h  A nthophora 198

n ig rotarsat E laphropoda  338,339,342

nitidivensris a lia ic a  t A ncylocopa 120

n itid iven tris t Ptra^docopa (A n cylacopa) 110,114,121

n itidu s M onodontotnerus 38

n iv ea fa , A nthophora 310

n ix  m fo ta r sa , P m xylcopa (A n c^ ocop a) n. n. 114,122

nijc x in jian gen si5* Froxyiocopa (A ncyU xopd) 122

NoduUi 107,108

NoTnada 2 3 ,159

Nomadim 45

Nomadina  ̂ 1$4

JVomw 22 ,2Sr^8

Noniiuuie 8,45,105 r 106

N om itndes 58

Nomioidinae 184

±>k^ome^Ua 278,279

N atoaylocopa 107,108

m ibiU pennis, H ib ro f^ aru la  333,334,339

ntM lipenm s > Ib^ rop od a  333

n u d a , E laphropoda  338,339,345

n u d a , M acropis 66

n u rsei, A p is 3S2

N ycU m alitta 107, 15S»111,124,134

o

obaUi r X yiocop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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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tusispirta, A nthophora 242

obtusispina , Anthuphoru (M elea )  238,1421243 

okinaw anu  , C erutina 167

okinawarui  ̂ Ceratina (Cerattnidia) 155,158,167

Oli^euceru 346 T 347

olivieri vai, rufa , Proxytncopa 115

oliv ieri, XyLumpa 108,115

om eknsh, Hxbropoda 315,316,322

am eiensist M acropis 86,88,90

omeiensis, ^ icrop is (,Si7io?nacTr>pis) 90

Opacula 345

O rbitalia 107,147

orichalcea r X ylocopa 130

orophiU  t Anthom egilU i 254

orv p h ila , A nthophora 188,254

oraphila^  A nthophora (R hinotnegilU i) 251,254

oschantnii t A nthophora 20ii

O strini 184

O tm ia 26^28

Osmiini 23,45

Oxacinae 8

O xytrigona 385

P

pachyan tkidium  58 

Pachym elus 183

p ag d en it T rigona {H eterotrig on a) 387,390

pagdent t T rigona (T etrag fm a) 390

p a g d m t, T rigon a  ( T etragom da  ) 390

palm ipes t A pis 198

fian w n ica* Extcera 353

Panurginae 6»8,45

P an ur^ n us 30,58

Panurgus 22,58

P apuat rigona  385

P ararnacropis 85,96 

P am cracisa 23

P arum e& ila 187,189,190,191,224 

P aran thidiu m  58

Faratrigona 385

P areucera 346 T 347

P urevaspis 2 2 ,58

parhypata , A m eg illa  {Z onatnegilU i) 280,28512S8

p arietin a  baltistam tu  , A nthophora 241 

ia d a k h a n a , A nthophora 241 

p arietin a  p am iricala-, A nthophora 241 

p arietin a  var* fu iv ocin erea  t A nthophora 241 

parietinn. var. nigrescens j A nthophora 241 

p arietin a  var. sch en k ii, A nthophora 241 

p arietin a  f A pis 241 

Purirjtrigom i 384^385 

P an m n om  385

parv iceps ain jian gen sis t P roxylocopa (A n cylocopa) 114, 

121

p arv icep s, P roxylocopa ( A ncylvcopu) 110,114

P asites 2 3 t59 

p a tru e lis , A n thophora 198 

patrtieiisy  A nthopkm vi ( j , rfr .) L93,194,198 

pavlovskyi, Prvxy[〇copa (Atwylocopa) 1 1 0 , 115, 118, 

119

pedata nigroscopacea， Anthophora 205 

pedata occip ite, Anthophora 205 

p ed ata , Anthophora 205

p ed ata , Anthophora iPygsarithophoni、 20l .202,205

pedatus t P odalirius 205

pedicorm s, Osmia 47

pekinensist H abropoda 315,316,323

pekingensts» Eucera ( Hetereucera ) 348 ♦ 3491353

petmngensts, T rigona 391

p en ic illa ta  % X ^ooupa (,Kopt<rrth〇som a) 141

p em cillig era , X ylocopa

P en n ata , A rtlhophora 198

petxUpinus, BomdtiS 55

percarirtata. f K laphrapoda 338,339,344

p ercarim ta , Habropoda 344

p erex iit A nthophora 228

perforator» Xylocopa 143

p erforatory Xylocopa (P latynopoda) 109»124,127,143 

personata var. eu ris , Anthophora 212 

personata t M egilla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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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versa sh eljb rd i y X ylocopa {O rbiteL la) 147 

p erv ersa , Xytocvpa ( O rinteU a) 147

P etalostem on  167*189, L911192 2̂57 

p h a lo th orax » X ybcopa  ( A llojcybcopa  ) l〇9 t 124,127, 

141

phalothorax%  X ylocopa (C o p to r th o iO fn a ) 】 41

f^taiothorax、X ylocopa { s  • s tr . )  141

fn cicom isr A nthophora 310

fn c tifro n s , X ylocopa 130,135

PiU tettcera 347

p ilicly p eu s f C oeiicays 55

p ilip e s , A nihophoru  183

p iL ip ei, A pis 186,192,198

p ilo s a , A nthophora 228

p ilo seila  t A nthophora 241

Pimplinae 38

pingahiangensis t A n ihophota 198 

p ip en s , A nthophora 305 

P ith itis 151,152,154,159

P ith itis ( s . s t r , )  52

pbxgim a T A nthophora ( M elea ) 188,237^241 

plagictU i > A pis 241 

P ia lin op od a  142

P iatyn opoda  107,108,109,111,142 

Pl^xia 385

plum ipest Anthophora (s . s tr .)  188,193,198

p lu m ip es, A p is 198

plu m ipes f D osypoda 27,101,103

p o d ag ra , A nthophora 183,227

podagra t Anthophora (ParantegiUa) 224,225,227

Podalirii 183

Podalirius 183,186,192,269

pollin〇5a, TetmUmia 356,357,363

p oly ckrom a , T etralan ia  356,361

popoviy C eratina {C era tin id ia ) 155,158,171

porten de, A nthophora 211

potaniru t A m en tia  207

potan in i t A nthophora 207

p a tan in t, A nthophora (P ygan thophon t) 201 »207 

potanini, Podalirius 207

p raeterita , M elipona 392 

praeterita T Trigona 392 

p rin cep s , H of^ itis 48 

prvserp im , Anthophora 294 

Prosopiikc 6 

Pioleleolini 1H4 

P /v iop ith itis 152

Proxylocopa 107,108,112,113,114,115 

przew alsk^  > Anthophora 227

p n x n ja lsky i, A nthophora {Param egilU i) 225,226,227 

pnstw alskyi, Parzim egiih 119 

p rv ew tisky it Froxyiocopa (Ancytvcvpa) 1(18,110, U 5 j 

119

Pseudapis 43,58 

Pseudeucera 345

psettdobr/rnboides, A tn egilla ((M ossam egiU a) 281,285, 

293

pseudcbomboides ̂  A nthophora 293

Pseudocitissa 69

pseudocineraria t Andrena 55

pseudorophila t Anthophora 254

pseudotibetenst$ t M elitta  74

P d ih y h d a e  6 ,59

P silhyn is 23

Pteneucem  346,347

pm ngensisi AUodape 182

pua7tgensis% BrauTtapis 1S2

pubescens, A nthophora 217^220

pubescetis, A nthophora (C aran th op kora ) 219»220

pu besxm , A pis 220

puctuUtUt% N om ia 42,47,55

pulcherrim a him alayaensis» Anthophom  241

pulcherrim a t An^iophom  241

pu lcherrim a r E lap h rood a  338,339

py^anthophom  l S 7 , 1 8 9 , l 9 i  t200

Q

qin ^ iaien iey Anthophora (P am tn eg illa) sp. nov. 225,

234,405

qin^ iaiensist MeltCCa sp. nov* 72,8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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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 adricin ctu s, H aitctus 28,46 

g u ad ri/asciata  var, nana  ̂ A n tkaphora  30S

^ u adrifahdata  f A nthophora 308 

qu ad rifasciata  , A pis 27S y 307 

qu ad rifasciata  > M e^ ila  264 

qu adrif< isciata, F odatiriu i, 3Q8 

quadrim acui^ita t A nthophora 264 

qm drin tacu iaU i； A nthophora (D asym eg iiU ) 263 

qu ad rim acu iata , A pis 262,263 

quadriTjvK ukU a, M egilla  262

quadripunctata t C^mtiTia {L ioceratin a) isp. nov. 156, 

178,179,402

R

radoszkm vskii, H abropoda 335,316 ,324

rum uiorum , Xylocofia 129

RedivicoUles 69

Rediviva 65

Reduviidae 39

rem is i, Anthophora 249

rem ota , MegachiU  42

retusa var. obscurus f A nthophora 2〇2

retusa sem inigra * Anthophora 203

retudi var. fa s c ia ta , A nihophora 203

retusa var. v w rid ion a iis, A nthophora 202

retusa var. sareptan u st A nthophora 202

retusa, A nthophora (P yganlhophora) 201*202

netus^, A pis 183 f 200,202

retusijbrm is 1 Anthophora 202

Rhathymini 184

Rhim m ^giU a 1 8 7 , 9 0 ,1 9 2 ,351
Rhopalom elissa 58

Jihy?oxy^K〇p a  l〇5

Rhyteucem  347,348

richarxist, Bombus 54 r55

rivolleti-, A nthophora 257

robbi  ̂ A nthophora 277

rabu sta , F orm icapts 46

Rofihites 23 ,58

Rophitinae 8

Rophiwid^^ 24 

rotundata t M egachila 24,41 

rubtcoia t Hurytô ta 35 

ru bicu n du s， H alictus 47

rubigoU ibraLis j H abrophoru ia sp, nov. 336»408 

ru bricu s, A nthophora 2〇5

rvhricusy A nih^pkora (P ygan ihophora) 2CJl ,202,205 

ru bu sia , F orm icap is 46

ru fa  , P roxyhcopa  C j  . str . ) 108 J  13,114,115,116 

ru jescen s, X ybcopa  ( N ydon ielitta  ) 134

ru fic ep s 、 X ylocopa (O r b it iia )  149

r u fk e p s , X yhcopa (K optono^ ortui) 109,124,126,127

ruficirjrt^j , Coeli^xys 55

ru fic〇rnt$, E%icera 357 

r u fic o m ii, M acrocem  357 

ru fic o m is , P seu dapis 47

355,356,357

ru fic o m is , T rigon a  392 

ru fip es v ri. in con sp ictta , 135

198

ru fifie$ t E ucera ( s . s t r .)  348,349

rw/i/igi P H abropoda 315 >316^325

ru fip est X ylocopa (M imtKcyUtcopa) 109,124,135

ru focau data  t N om ia 55

ru fo fascia ta  , Bombum 54

ru fotarsa  , P rox^ ocopa  (A nc^ ocopa ) JIO

rupushuensis, M egachiie 49

ru th en ica , A nthophora 202

s

sa/wKtep A m eg ilh  {T dirarm g^ lla) 282,284,305

sa lv iae t A nthophora (in i/r. ) 193,197,305

sa lv ia e , Lasiu s 197

sanctus, C olletes 50

Sapyga 38

Sapygidae 38

S aropoda  273

sa to i, CeratiTta ( s - a tr , ) 155,157,163 

saussu fH , A ftSfwfiftora 229 

^aut^rif C eratin a { s . s t r .)  154



saztUrri, M egachiie 55 

sa u ter if X ylocopa 139 

sa u ier ie lla i A H cdape 181 

sav ig n y t, A m egilla  304

Mvignyi t Amegilla ( Zebramegillu ) 2&2 ,284 * 304

sav ig n y i, P odaiirtu s 304

sa^Agnyi, A nthophora 304

Scaptotrigona 385

S chon kerria  107T123

scita  HopLitis 47

scopu lip fdes 107

scu ipturads t M egachiU  47

Scutacaridae 37

scu tellarisy S telis 46

A nthophora 227

selangorensts t Cem tina. 168

sem iru fa , A pis 382 

sem is(rig〇sa t E ucera 352 

sem peri var, Cerberus t A ntkophara 229 

sem peri 1 A nthophora 229 

sem peri t P odaliriu s 229  

senescens var. canescens  ̂ A nthophora 200 

senescens var. icid ea  f A nthophora 200 

An^M photu 200

senescens，A n^tophora ( s . str*) 193 

serrip es, X ylocofia 128 

sexcinctus t H alictus 47 

sex m ocu la ta» C eratina 153 

sh^indongica, A pis 3 

^ ie lfo rd i, X ylocofia 147

^ ieljb rd iy  X ^ ocopa {K optonos& m u) 109,124,127,147 

sib ir icu m y D ianthidium  46,57 

sib ir icu s, Bontbus 42  

siS iricu st P odaliriu s 266

ac/tu an en sis, A nthophora (R h in om eg ilia ) 2 5 2 ,2 5 5

sichuartensis t A ntham ^ silla 255

sicktA anensis, D a^fpoda sp. nov. 100, 104,105 »400

si^huanensis f H abropoda 315,326

sichu an ensis, H elioph ila  217,218

s ic ilia n a , A pis 378

学 名

sicu la , A nthophora 198

Sif^ fiatapis 370,372

d m iilim a  y C em tina J72

sintiU inut, C eruiina (C era tin id ia ) 155^157,172

sitnpiex  ̂ A ntho^ w m  241

ytrnplicepes var. x m ia te r y P odaliriu s 241

iim p lkep esy  A nthophora 241

sim p licip es, S crapter 369

sim ie t T richodes 39

S im h a i t E u v am ja  37 

nwmis, A nthotnegilia 244,247 

sin en sit, A nthophora ( C lisodon ) 268,272 

sittensist A pis 378 

sin^nsis f C lisodon 272 

sinensis  ̂ H ibropoda  313,314,315,316 (327 

, M elitta 71,72 

Meseytrichi/i 148

sinensts ♦ ProxyU xopa (5- str^ ) 108^09,114*116

sinensis， XyUxvpa 148

sinensis、X；̂ docopu (K optortosom a) 109*124,127,148

sinensis, X ^ ccopa (O rb ite iia )  148

sirtktangensist M elitta  79,81

Sinom acropis 67,85^86,89

Stnara& iula, Apis 1521153

sm aru gdu la» P ithU is 153

sm ith ii, M dipon a  392

sociab ilist Eucem  (s- s t r .)  348,349,350

Splum egilla 224

son an ii Bom bus 54,55

spectab ilis var̂  m in or t D aypoda 103

spectabilis* K ucera 353

ipeU ndidus, Syntrectus 38

Sphecodes 22,58

Sphecodidae 6

sp in itarsis, A nthophora 252

sp in itarsisr A nthophora (R h irtom eg illa) 251，252

ifn n iven tris > H alictoides 54

ip issu ia , M egachile 47

squa?nata , P ssudapis 47

stachurovskii r A nthophora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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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lidulae 6 

S lelis 23 f5S 

Ŝ eiwtridide<; 7 

Stcnotritinac 44 

Sten〇xyl<K〇pa  107,108 

Stitbeucer。 346^347

^tilobia, A nthophoru ( C aranthophora ) sp, nov. 218, 

222,404

Stngata * N om ia 42 

Styl^pidae 37 

stylops 37

5w6c/avicnt5 , H alict〇idai> 54 ,56 

subflave&cens t A nthophora 290 

subgtcbosa T A pis 263 

su hlisterelle t A ndrena 55 

subm ediocutens i A ndrena 55 

suhopacuSi L am giossu m  55 

su terran ea , M egiUa 308 

stvatnnw rdam eU a， M d ilta  103 

Systropha 58 

szabot Syntrelom orpha 38

term in alis , A nthophara (, Clisodnn ) 268

term im lis , C iisochn  268

teminate» Tn̂ onu { LepdtArigom ) 386 3̂88

term in a ta , N om ui 51

term in ata t T rigon a  388 

term inata , Trigojwt ( T etrag on a) 38S

te r sa , M egilla  209 

Ufiiac&a, A pis 380^382 

testaceicom is T rigon a 391

testcLceicom is, T etragon u la  391

tetrachrom u s, Bom bus 55

T eratognutka 184

Tetragona 3S6 

T etragonisca 386 

T etru lonia 355

1 'etra loTiouiella 23

Tetrapcdiini 1S4 

38

thcrradca, C ilissa  84 

th orac ica , M elitta  67,71,84 

th orac ica , N otniei 47,51

Ihyreus 23 ,59  

tibeten sis， M alictoU ies 55

ia itian icoia  m aielh i f H abropoda 314»316,329

iainanicoU i tain an icola t H abropoda 314,316,328

Uiirtanicoi^i  ̂ A nthophora 328

tain an icftia i H abropoda 32S

taishan en sis, M elitta  66,71,72,77,78

ta iw an ica , E laphropocia sp. nov. 338,341,408

iakasagom  , C eratina (C erxitin idu i) 156» 157,174

[an g u stica , B om ina 54

tarsaia  f H abropoda 313

TapirujU ispini 184

tau rica  , Eucera 348,3491353

ta u rica , H etereucera 348,349

tibetenszs, M d ittd  74

tib ia lis t A nthophora 273»274

t ib ia lis , M acropi^ 85

tieum uihaTtensist E laphropoda  338,343

tom en tosa , A nthophora 227

tofftentosa t M elitta  74

tran qu abarica , Bombum 134

tranquabarica r Xylocopa 109,124*126*134
tranquabarorum  t A pis 130

tranquabarorum  , X ylocopa (B ilu m )  109,123*126,130 

trian g u lu m ' F h ilan ihu s 39 

T richodes 39

tenuiscapd t XyiocopA  143 T richotrig(yna 385

Unui$capa^ X ylocopa ( P latynopoda  ) 109, 124, 127» tr k in c ta , A ndrena 78,79

1291143 trid n cta  * C ilissa  79

T eralotiia  59 345 ,355 tricinctu t K irb y  79

term in a lis , A nthophora 188,267,268 tridncU z, M iacrocera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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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cta vol . 3 Lepidoptera Cyclidiidae Eh-epantdae, Chu HungfuWang Linyao 1991. 269pp. , 204 figs, 10 
pls.

Insecta vol ,4 Insecta . Onhoptera. Xia Kailing et al. 1994. 340 pp. t 168 figs.

Insecta v〇l . 5 I-epidoptera. Bombycidae, SfltumiidaeT Thyrididae, Zhu Hongfu & Wang Linyao 1996. 
302 pp., 234 figs., 18 pls,

lnsccia v〇l .6  Diptera- Calliphoridae. Fmi Zide e t a l ^  1997 . 707 pp, , 229 figs.
Insecta v〇l r 7 Lepidoptera I-ecithocendac. Wu Chunisheng. L998, 306 pp. , 74 figs, 38 pls.
Insecta vol .g Diptera, Culicidae I , Lu Baolin etal,  L997- 593pp, , 285figs.
Insecta v〇l .9 rspiera. Culicidae 11 , Lu Baolin et a l . 1997, 126 pp- t 57 figs.
Insecta vol. 10 Insecta. Orthoptera [II. Zheng Zheimin, 1998. 610 pp* T 323 figs.
Insecta v〇l . 11 Lepidoptera. Sphingidau- Zhu Hongfu et al. 1997. 410 pp. f 325 figs. , 8 pia.
Insecta vol ,12 Onhoptera. Tetriginae?, Liang Laoqiu ef ai. 1998. 278 pp, , 166 figŝ
Jn^ta vol .13 Hemiptera. Nabidae. Ren Shuzhi. 1998. 251 pp. , 508 figŝ
]nsecta vol. 14 Homtjprera, Mindariclae and Pemphigidae. Zhaiig Guangxue et a l . 1999.  380 pp, 121 

figs. S pls.
Insecta vol* 15 Lepidopicra. Gcumetridae, Larentiinae. Xue Dayotig and Zhu Hongfu (Chu Hungfu). 

1999. 1090 pp. 1197 figs, 25 pls.
Arachnida* Araneae, Araneidae, Yin Changmjn et a l .  1997. 460 pp. , 292 figs.
Arachnidii. Araneae. Thomisidae- Philodromidae. Song C x̂iang et al. 1997. 259 pp., 154 figs. 
Arachnida. Araneae, Theridiidae. Zhu Mingsheng, 1998. 436 pp. , 233 figs. * 1 pl.
Polychaeta. PhyUoJocimorpha, Wu Baoling ^ a / . 1997. 323 pp. , 180 figs.

Giphalopode. Domg ZUenĝ hi 19S8. 201 pp, , 124 figs., 4 pU.
Gastrapoda, Mesogastropoda. Cypraeacea. Ma Xiutong 1997. 283 pp. , 96 figs. * 12 pls,
OtLsirtjpoda. Opisthobranchia* Cephalaspidea. Lin Guangyu 1997. 246 pp. , 35 figs. f 24 pls. 
Gastropoda. Pulmonata* Stylommaiophora. Clausiliidae. Chen Deniu and Zhang Guoqing 1999. 210 pp. 

128 figs. 5 pls.
Fhylum Mollusca. Mytiloidan WangZbenrui, 1997. 26B pp̂  126 figs. 4 pls.
Pbyluin, Mollusca. Bivalvia. Protobranchia and Anomalodesmata. Xu Fengshan 1999 . 244 pp. 156 

figs*
Annelida Hirudinea. Yang Tong 1996h 259 pp. , 141 figs.
Platyhelminthes： Trematoda： Digenea ( I  )■ Chcai Xintao et al, 1985* 697 pp* i 469 figs., 10 pls. 
Sacodina, Acantharia and Spumell̂ ria. Tan Zhiyuan. 1998* 315 pp, 273 figs. 25 pls.

Myxceporea, Chen Chihleu and Ma Chenglun. 1998. 805 pp. 30 figs. ISO pls.
Coelenteraia. Actiniaria, Ceiiantharia and Zoanthidea► Pei Zunan. 1998. 286 pp̂  149 figs. 20 pia. 

Frotura. YlnW^ying. 1999, 510 pp, 275 figs. 8 pls,
Echinodermata. Holothuroidea. Liao Yulin 1997. 334 pp. , 170 figs,, 2 pls.

ECONOMIC FAUNA OF CHINA

Mamnials. Shou Zhenhuang et a l , 1962+ 554 pp , 153 figs. » 72 p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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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s- Cheng Tsohsin et a l .  1963 . 6 94  p p ., 10 f ig s ., 64  pls.

Marine fishes. Chen Qir^t^i et a i .  1962 . 174 pp. , 25 figs. 32  pls,

Freshwater fishes, W u Xianwen et a l .  1963. 159 pp* , 122 figs, T 30  pls.

Parasilic Crcustacea of Freshwaier Fishes* Kuang Puren &  Qian Jinhui 1 9 9 1 , 203 pp. , l l 〇 figs. 

Annelida* Echinodertnata. Prarcxhorclata. W u Baoling et a i .  1963 . 141 p p ., 6 5  fiRs. , 16 pls.

Marine mollusca. Zhang X i &  Qi Zhougyan 1962 . 246  pp. , 148 figs.

Freshwater mollviscs. I iu  Yucyin et a l ,  1979 . 134 pp. , 110 figs.

1'errestiial molluscs. Chen Deniu &  Gao Jiaxiang 1987. 186 pp̂  ,  2 2 4  figs.

Parasitic womos. W u Shuqing. Y in  Wenzhen &  Shen Shouxun 1960 . 368  pp. , 158 figs,

Eoonom icbirdsof China (Second edition). C hengTsohsin 1993. 619 64 pls.

ECONOMIC TNSECT FAUNA O F  CHINA

Fasc . 1 Coleoptera. Cerambycidae. Chen Sicien et a l .  1959. 120  pp. , 21 figs. ,  40  pls.

Fasc . 2  Hemiptera. Pentatomidae. Yang Weiyi 1962. 138 p p *, 11 figs. , 10 pls.

Fasc . 3  I^epidopiera. Noctuidae ( I  )* Chu Hongfu &  Chen Y i-xin  1 % 3 - 172 pp. , 22 f ig s ., 10 pls. 

Fasc . 4  Coleoptera. Tenebrionidae. Zhao Yangchang 1963. 63 pp. , 27  figs, , 7  pls.

Fasc . 5  Coleoptera. Coccinellidae. LiuChongle 1963- 101 pp. , 2 7  fig». , 11 pls.

Fasc . 6  Lepidoptera. Noctuidae ( II )■ Chu Hongfu e t a l .  1964 . 183 pp. , 11 pls,

Fasc .7  Lepidoptera, Noctuidae ( III) .  Chu Hongfu» Fang Chenglai &  W ang Lingyao 1963. 120 p p . ,

28  f ig s ., 31 pls.

Fasc . 8  Laoptera Termitidae* Cai Bonghua &  Chen Ningshen^ 1 9 6 4 + 141 p p ,, 79  figs. T 8 pls.

Fasc -9  Hymenoptera* Apoidea, W u Yanru 1% 5 . 8 3  pp. , 4 0  figs. , 7  pls.

Kasc . 10 Homoptera. Cicadellidae. Ge Zhongling 1966 h 170 ppH , 150 figs+

Fasc . 11 Lepidoptera. TurtricicUie ( I  ) .  Liu Yuuqiao &  Bai Jiuw ei 1977 . 93 pp. , 23  figs. , 24 pls.

Kasc , 12 Lepidoptera了 Lynoantriidae, ( 1 )  Chao Chungling 1978 . 121 pp+ T 45 f ig s ., 18 pls.

Fasc . 13 Diptera. Ceratcpogonidae. Li Tie-sheng 1978* 124 ppt , 104 figs.

Fasc . 14 Coleoptera* Coccinellidae ( H ) ,  Pang Xiangfd &  Mao Jinlong 1979. 170 pp. , 164 f ig s . ,

16 pb-

Acarina. Lxodoidea. Teng Kuofan 1978 h 174 pp. , 707 figs* 

lepidoptera. Notodontidae. Cai Rongquan 19 7 9 h 166 pp^, 126 figs+, 19 pls.

Acarina. Camasina. Pan Zungwen &  T eng Kuofan 1980 , 155 p p ,, 168 figs.

Coleoptera. Chrysomeloidea ( J  ) -  Tang Juanjie et a l .  1980. 213  p p ., 194 figs. , 18 pls*

Coleoptera. Cerambycidae ( H ) .  Pu Fuji 1980 . 146 pp. ,  42  figs. , 12 pb .

Coleoptera. Curculionidae ( 1 )*  Chao Yungchang &  Chen Yuanqing 1980. 184 pp. , 73  

, 1 4  pls.

Lepidoptera. Pyralidae, Wang Pingyuan 1980 . 229  p p ., 40 f ig s ,, 32 pls.

Lepidoptera. %)hingidae. Zhu Hongfu &  Wang Lir^yao 1980 , 84  pp. ? 17 f ig s ,, 34 pls. 

Acariformes* Tetranychoidea. Wang Huifu 1 9 8 L  150 pp. 121. figs. , 4  pls.

Homoptera, Paeudococcidae. Wang T^eohing 1982. 119 p p *, 75 figs*

Fasc . 15 

Fasc . 16 

Fasc . 17 

Fasc . 18 

Fasc . 19 

Fasc • 20 

figs* 
Fasc . 21 

Fasc + 22 

Fasc ■ 23 

Fasc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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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c . 25 Hcffnoptera. Ai^hidinea ( I  ) .  Zhang Guangxue &  Zhong Tiesen 1983, 3 8 7  p p ., 2〇7 figs, ? 

32 pls.

F u  26 Diptera. Tabanidae. Wang Zunmin  ̂ 1983. 128 pp. f 243 figs, , 8 pk.

Fasc ,2 7  HomopteraH Delphacitiae. Kuob Changlin et a i . 1983. 166 pp. , 132 figs, , 13 pls.

Fasc , 28 Coleoptera. larvae cf Scarabaecidae, Zhatig Zhili 1984. 107 ppr , 17. figs. , 21 pls.

Fasc , 29 Coleoptera. Scolyiiclae. Yin Huiferu Huang Fusheng &  L i Zhaoling 1984. 205 pp. , 132 
figs. , 19 pls.

Fasc ,30 Hymenoptera  ̂ Vespoidea. Li Tiesheng 1985. 159pp. , 21 figs. , 12 pls.

Fasc . 31 Hemiptera ( T )■ Zhang Shimei 1985. 242 pp. T 196 figp. , 5 9  pls,

Fasc . 32 Lepidoptera. Noctuidae ( R r ) .  Chen Y ixin 1985 . 167 p p .» 61 f ig s ., 15 pls.

F a sc . 33 Lepidoptera. Arctiidae. Fang Chenglai 1985. lOOpp. , 69  figs. , 10 pls,

Fasc .34 Hymenoptera  ̂ Chalcidoidea ( I  Liao Dingxi et a L  1987. 241 ppn T 113 fingSn , 24 pls.

Fa.sc , 35 Coleoptera. Cerambycidae (IU). Chiang Shunan. ]Ju Fuji & Hua Lî hong 1985. 189 pp. f 2

figs. 13 pls.

Fasc .3 6  Hcanoptcra. Fulgoroidea► Chou Io et al r 1985 , 152 pp, t 125 figs. , 2  pls.

F a .sc.37  Diptera. Amiximyiidae. F a n Z id e e fa / . 1988 . 396 pp. , 1215 fig s*, 10 pls.

Fasc - 38  Dipterju Ceratopcgonidae C H )  ̂ Lee Tiesheng 1988. 127 pp. , 107 figs,

Fasc ,3 9  Acari. Ixodidae. leng Kuofan &  Jiang Zaijie 1991. 3 59  pp. , 354 figs.

Fasc . 40  Acari. Dernianysspid跳 ， Teng Kuof&n *£t a l ■ 1993- 391 pp- , 3 1 8  figs.

Fasc - 41 Hymenoptera, Ptercmalidae ( I ) .  Huang T>awei 1993. 196pp.  ̂ 252  figs.

Fasc .4 2  lepidoptera. Lymantriidae ( D ) ,  Chao Chungling 1994. 165 pp. , 103 figs, 10 pls.

Fasc .4 3  Homoptera* Cocddea. W ang Tzeching 1994. 302  pp. , 107  figs.

Fasc .4 4  Acari. Eriophyoidea ( I ) ,  Kuang Haiyuan 1995 . 198 pp. , 163 f ig s ., 7  pls.

Fasc . 45  LUpteta. Tabanidbe ( H ) ,  Wang Zunming 1994 . 196 pp. , 182 figs. , 8  pls.

Fasc . 46  Coteoptera. Cetaniidae. Trichiidae and Valgidae, M a Wenzhen 1995 . 210pp. , 171 fig s ., 5

pk.

Fasc , 4 7  Hymenoptera. Formicidae ( 1 ) .  T a n g ju b t9 9 5 .  I34pp . , 135 figs.

Fasc . 4 8  Ephemeroptera. You Dashou et a l . 1995. 152 pp. , 154figs.

Fasc *4 9  Trichoptera ( 1 ) *  Hydroptilidae, Stenopsychidae, Hydropsychidae, Leptoceridae T ian  Lixin 

et a l ,  1996, 195 pp. ,  271 figs. , 2  pls.

Fasc .5 0  Hemiptera. ( 2 ) .  Zhang Shimei et a i .  1995. 169  pp. , 46  fig î. , 24  pls,

Fasc . 51 Hymenoptera. Ichneumonidae. He Junhua, Chen Xuexin and M a Yun 1996 . 6 9 7 p p ., 434

figs.
Fasc .5 2  Hymenc^tera. Spheddae. W u Yanru &  Zhou Q in 1996 . 197 pp. , 167 figs- » 14 pls,

Fasc .5 3  Acari. Phytcseiidae. W u W dnan et ai^ 1997. 223 pp. T 169 figs. , 3 pls.

Fasc .5 4  Coleoptera. Chrysomeloidea ( H ) Yu Feiyu et a l .  1^96, 32 4  pp, , 203 figs. , 12 pLs.

Fasc .5 5  Thysanoptera. Han Yutifa 1997 , 513 pp- ? 220 figs. 4  p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