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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于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在北京市的农业植物疫情监测点，利用黑光灯诱集到大量蛾类昆虫。经对部分诱

集昆虫制作标本并进行种类鉴定，发现中国新记录蛾类昆虫４种，包括夜蛾科３种及草螟科１种：鉴定为帕委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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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狏犲狉犵犲狊狋犻狊犾犻犿犫犪狋犪

　　农业部于２０１２年启动了“重大植物疫情阻截

带”项目，在该项目执行过程中，北京市植保站在北

京１２个涉农区县建立了６０个植物疫情监测点。各

监测点配备了黑光灯等昆虫诱集设备，于每年的４

月１日至１０月３０日每晚开灯诱集昆虫。本文作者

将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４年诱集的部分蛾类昆虫制成标

本，并进行分类鉴定，发现夜蛾科３种和草螟科１种

为中国新记录种，分别鉴定为帕委夜蛾犃狋犺犲狋犻狊狆犪犾犾犻

犱犻狆犲狀狀犻狊Ｓｕｇｉ、蒲裳夜蛾犆犪狋狅犮犪犾犪狆狌犲犾犾犪Ｌｅｅｃｈ、黄褐

多须夜蛾犘狅犾狔狆狅犵狅狀狋犪狉狊犻犮狉犻狀犪狋犪 （Ｂｒｙｋ）、蒙逸夜蛾

犆犪狉犪犱狉犻狀犪犿狅狀狋犪狀犪Ｂｒｅｍｅｒ、边薄翅螟犈狏犲狉犵犲狊狋犻狊犾犻犿

犫犪狋犪（Ｌｉｎｎａｅｕｓ）。现将这４种昆虫形态记述如下。

１　材料和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标本材料来自北京１２个涉农

区县的６０个植物疫情监测点。

１．１　标本的采集

在６０个植物疫情监测点分别设置佳多牌自动

虫情测报灯（ＪＤＡＯⅢ）一盏，４月１日至１０月３１日

开灯诱集昆虫。自动虫情测报灯采用３６５ｎｍ、２０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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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光灯为光源诱集昆虫；光控开关控制，进入夜间自

动开灯工作，白天自动关灯待机；黑光灯利用远红外

线杀死诱集到的昆虫，杀死率大于９８％，虫体完整

率大于９５％；集虫器为８位自动旋转，每天诱集的

虫体独立存放在一个集虫器内。监测点监测人员每

周收集诱集到的昆虫，逐天标记诱集地点和日期，进

入实验室制作标本。

１．２　标本保存和制作

将诱集到的干化昆虫经初步挑选后，逐个放在

玻璃回软缸内，写诱集信息（时间、地点、海拔等）标

签粘贴在回软缸壁，盖严缸盖。干化昆虫经回软１８－

２４ｈ后，针插展翅。展翅时应注意保证翅面以及头部

触角、下唇须、下颚须等结构的完整性。打印采集信

息标签，插在标本下方，插入标本盒中供鉴定使用。

１．３　外生殖器标本的制作

将需要解剖的标本进行编号，并将编号插在标

本下方。用剪刀将需制作外生殖器标本的蛾类腹部

端部（雄蛾约为腹部长度的１／３，雌蛾约为腹部长度

的１／２）剪下，放入盛有１０％ＮａＯＨ或ＫＯＨ溶液的

小试管中浸泡１２～２４ｈ，或者水浴煮沸至腹部半透

明（时间根据不同虫体的骨化程度不同而异）。在解

剖镜下用小毛刷把腹部与外生殖器不必要的肌肉、

脂肪清除掉，用水洗净，将洗净后的外生殖器与腹部

表皮结构放入１∶１的９５％乙醇与甘油的混合溶液中

观察保存。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随时观察外生殖

器的立体结构，但缺点是不利于保存，容易导致外生

殖器结构的丢失或损坏，且需要随时添加乙醇和甘

油以防止干燥。除此之外，制成玻片是一个相对有

效的保存方法，将解剖好的外生殖器滴加番红或卡拉

唑黑，然后依次用７０％、９５％和１００％的乙醇洗脱２～

５ｍｉｎ，随后放入二甲苯中整形固定，最后在载玻片上

滴一滴二甲苯，将外生殖器与腹部表皮放入，在解剖

镜（ＺＥＩＳ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Ｖ１２）下整姿后滴上加拿大树

胶，用盖玻片封片。玻片上标上与标本对应的解剖号

和采集信息，以便玻片与针插标本相互对应。该方法

缺点在于没有立体结构，优点在于不易丢失和损坏，

且查看方便。

１．４　成虫照片

成虫照片用ＮＩＫＯＮＤ７０００单反相机拍摄。

１．５　术语

参照文献资料［１ ７］进行鉴定。研究中的术语

参照文献［１］和［７］。

２　结果

经过比较形态学研究，共鉴定出蛾类４２０多种，

其中１３５种为北京新记录种，４种为中国新记录种。

３种夜蛾和１种草螟在北京的发现为中国昆虫分类

研究增加了新的材料，除４种中国新记录种保存在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外，其余全部标本保存在北

京市植物保护站。现将中国新记录种简要描述如

下，供读者参考。

２．１　帕委夜蛾犃狋犺犲狋犻狊狆犪犾犾犻犱犻狆犲狀狀犻狊犛狌犵犻（图１犪～

犫，图２犪）

　　体长１５ｍｍ左右，翅展２９ｍｍ左右。雄蛾前翅

黄褐色，各横线明显，暗黄褐色；内线细，大部分直；

中线暗褐色，较宽；中室端有１个白点（雄蛾明显，雌

蛾不明显或消失）；外线细，稍弧形弯；亚端线较宽，

微波状，暗褐色，其外缘浅黄褐色。后翅浅黄褐色，

端部颜色较暗。本种前翅的内线和外线十分明显，

很容易与双委夜蛾犃狋犺犲狋犻狊犱犻狊狊犻犿犻犾犻狊（Ｈａｍｐｓｏｎ）和

二点委夜蛾犃狋犺犲狋犻狊犾犲狆犻犵狅狀犲（Ｍｏｓｃｈｌｅｒ）相区别，而

前翅有２个黑点是二点委夜蛾最显著的识别特征。

采集记录：北京市怀柔区汤河口镇汤河口村，１

♂，２０１４ ７ ４，解剖号ＷＵ０３０６。

国外分布于日本、韩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

２．２　蒲裳夜蛾犆犪狋狅犮犪犾犪狆狌犲犾犾犪犔犲犲犮犺（图１犮～犱，图２犫）

体长１７ｍｍ左右，翅展４５ｍｍ左右。雌蛾头部

与胸部褐灰色；翅基片边缘有黑纹。前翅褐灰色，散

布有黑褐细点，基线黑色；内线黑色，微波浪形外斜；

肾纹灰黄色，中有黑圈，有不完整的黑边，前、后端开

放，前方有一黑色斜纹；外线黑色，自前缘脉后外斜，

在Ｍ１脉折向后，在 Ｍ２～Ｃｕ１脉间弯成半圆形，在

肾纹后回返，在Ａ脉处成一外凸齿；亚端线灰色，细

锯齿形；端线由一列黑点组成。后翅黄色，亚中褶有

黑棕散纹；中带黑棕色外弯；端带黑棕色，内缘细锯

齿形，外缘嵌１列小黄斑。腹部深黄棕色。本种前

翅外线在中室外呈弧形外凸是显著的识别特征，本

属其他种类通常都呈双齿状突出。

采集记录：北京市怀柔区宝山寺镇宝山村，１♀，

２０１３ ８ １，解剖号ＷＵ０５２０。

国外分布于韩国和朝鲜。

２．３　蒙逸夜蛾犆犪狉犪犱狉犻狀犪犿狅狀狋犪狀犪犅狉犲犿犲狉（图１犲～

犳，图２犮）

　　雄蛾体长１２ｍｍ左右，翅展３２ｍｍ左右。头、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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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赭褐色。前翅灰黄杂褐色，基线、内线和外线均为

断续的黑点列，环纹不显，肾纹窄，黑褐色；亚端线灰

白色微波浪形。后翅褐白，翅脉暗色；端线黑褐色。

腹部灰褐色。逸夜蛾属犆犪狉犪犱狉犻狀犪在中国已经记载

８种，本种肾纹不围白点，线纹由小点组成。

采集记录：北京市怀柔区宝山寺镇宝山村，１♂，

２０１３ ８ ２２，解剖号ＷＵ０３０９。

国外主要分布于韩国、俄罗斯、蒙古、印度、巴基

斯坦、欧洲、北美。

２．４　边薄翅螟犈狏犲狉犵犲狊狋犻狊犾犻犿犫犪狋犪（犔犻狀狀犪犲狌狊）（图１犵～

犺，图２犱）

　　雄蛾翅展２３ｍｍ左右。头部黄褐色。触角褐

色掺杂黄色。前翅暗黄色，内线黄褐色不清晰；中室

端斑方框状；外线暗褐色；中室端到外线的中央有１

黄褐色方斑相连；外线以外的翅端区密布暗褐色鳞

片；后翅污白色，外线褐色，外线以外的区域暗褐色。

薄翅螟属犈狏犲狉犵犲狊狋犻狊在中国只记载１种，茴香薄翅

螟犈．犲狓狋犻犿犪犾犻狊（Ｓｃｏｐｏｌｉ），其前翅黄白色，外缘的暗

斑呈块状而不是完整的宽横带。

采集记录：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果各庄村，１♂，

２０１３ ８ １７，解剖号ＷＵ０５２３。

国外主要分布于欧洲。

备注：因无外生殖器特征比较，本种仅根据外形

鉴定。

图１　４种中国新记录种成虫形态

犉犻犵．１　犜犺犲犪犱狌犾狋犿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狔狅犳犳狅狌狉狀犲狑狉犲犮狅狉犱狊狆犲犮犻犲狊犳狉狅犿犆犺犻狀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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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４种中国新记录种的外生殖器

犉犻犵．２　犜犺犲犵犲狀犻狋犪犾犻犪狅犳犳狅狌狉狀犲狑狉犲犮狅狉犱狊狆犲犮犻犲狊犳狉狅犿犆犺犻狀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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