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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角头小蜂及寄主新纪录( 膜翅目: 小蜂科) *

孔旭林 陈中正 叶慧子 刘继兵 贺 张 胡好远＊＊

( 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安徽省高校生物环境与生态安全省级重点实验室 芜湖 241000 )

摘 要 金黄角头小蜂 Dirhinus auratus Ashmead( 小蜂科: 角头小蜂亚科) 在中国大陆首次纪录，研究 标 本 均 由 家

蝇蛹放于室外诱集后饲养获得; 家蝇蛹为金黄角头小蜂的寄主新记录。本文提供了金黄角头金小蜂形态描述、分

布及形态特征图。研究标本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动物标本馆及安徽师范大学标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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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hinus auratus Ashmead ( Hymenoptera: Chalcididae)

and its new host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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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first record of Dirhinus auratus Ashmead ( Hymenoptera，Chalcididae)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All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from housefly ( Musca domestica L． ) pupae that were reared outdoors． This is the

first record of M． domestica as a host of D． auratus． Morphological descriptions，hosts and distributions are provided．

Specimens are deposited in the Zoological Museum，Institute of Zo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and the biological

museum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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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头小蜂属 Dirhinus 隶属于小蜂科的角头小

蜂亚科 Dirhininae，角头小蜂亚科目前已知有 2 属，

分布于古北区、东 洋 区、澳 新 区 和 非 洲 区，另 一 个

属 Youngaia 目前仅知非洲 1 种。角头小蜂属的主

要特征为: 头部复眼与触角洼之间强烈突起，形成

2 个具缘角状 突 ( 图 版Ⅰ : 3，4 ) ; 腹 柄 和 腹 部 第 一

背板具隆线( 图版Ⅰ : 6 ) ; 后 足 腿 节 腹 面 具 排 列 整

齐的小齿。
目前该属世界已知有 62 种，分布在气候较温

暖的国 家 和 地 区，非 洲 和 南 欧 约 23 种，南 亚 和 太

平洋岛屿约 25 种，澳大利亚至少 5 种。我国目前

已知有 9 种，其 中 金 黄 角 头 小 蜂 Dirhinus auratus
Ashmead 与 次 生 角 头 小 蜂 D． secundarius Masi 仅

在台湾 有 分 布 记 录 ( Noyes，2003 ) 。2 种 特 征 相

似，本研究是金黄角头小蜂在我国大陆首次记录，

其与次生角 头 小 蜂 特 征 区 别 为: 金 黄 角 头 小 蜂 的

角突略窄于角突间距 ( 图版Ⅰ : 3 ) ，且 并 胸 腹 节 中

室两侧几乎平行( Narendran，1989 ) 。

角头小蜂属 Dirhinus Dalman，1818
Dirhinus Dalman，1818，39 : 75. Type species:

Dirhinus excavatus Dalman，by monotypy．
Eniaca Kirby，1883，17 : 57． Type species:

Chalcis cornigera Jurine，original designation．
Hontalia Cameron， 1884， 1 : 112. Type

species: Hontalia caerulea Cameron， original
designation．

Dirrhinoidea Girault，1912，( A) 78 ( 9 ) : 165.
Type species: Dirrhinoidea maculata Girault，
original designation and monotypy; Masi，1947，23 :

3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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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iacella Girault，1913，11 : 35. Type species:
Eniacella rufricornis Girault， by monotypy; Masi，
1947，23 : 39—78.

Pareniaca Crawford， 1913， 45 : 312. Type
species: Pareniaca schwarzi Crawford， original
designation; Burks，1936，22 : 283—287.

Eniacomorpha Girault， 1915， 4 : 354. Type
species: Eniacomorpha vultur Girault， original
designation and monotypy; Bouček and Narendran，

1981，6 : 229—251.
Dirhinoides Masi，1947，23 : 49. Type species:

Dirhinus pachycerus Masi，original designation．

属征: 头 部 复 眼 至 触 角 洼 之 间 的 额 面 向 前 显

著突起，呈 2 个角状突; 触角柄节及触角洼深藏在

角突间的凹陷 中; 上 颚 直 且 狭 长，末 端 具 2 ～ 3 个

齿，外侧较宽而钝的一齿有些向外翻出; 复眼一般

不特别突出; 颊 区 总 是 显 得 宽 大，具 刻 点，无 颚 眼

沟; 触角窝一般远离唇基; 触角常显棒状。胸部有

些扁，背面一般较平; 小盾片后端无明显齿突和凹

缘; 并胸腹节平，倾斜不明显，两侧向后收窄，后侧

角明显 后 突，中 室 常 较 宽。前、后 翅 一 般 无 色 透

明，翅脉淡黄 色; 前 翅 具 很 长 的 缘 脉，但 后 缘 脉 缺

或很弱，痣 脉 弱。后 足 腿 节 近 基 部 很 宽，后 部 较

窄，呈梨形，腹 缘 具 一 排 很 长 的 梳 齿; 后 足 胫 节 后

端为强刺状，背 面 具 明 显 凹 陷 的 跗 节 沟。腹 部 腹

柄尽管有时为横形，十分明显; 腹柄背 面 一 般 具 4
条、少数具 3 条 纵 隆 线; 柄 后 腹 刻 点 一 般 不 粗 糙，

第 1 腹节背板很大，背面基部多具纵隆线区。
生物学: 该属多寄生于双翅目短角亚目，如丽

蝇科和蝇科的种类，家蝇亦为其寄主之一，实蝇科

的 一 些 种 类 及 一 鳞 翅 目 昆 虫 也 会 被 其 寄 生

( Bouček，1988 ; Noyes，2003 ) 。
分布: 在气 候 较 温 暖 的 国 家 和 地 区 均 有 分 布

( 非洲和南欧、南亚及太平洋岛屿、澳大利亚) 。

金黄 角 头 小 蜂 Dirhinus auratus Ashmead，1905
( 图版Ⅰ : 1 ～ 6 )

Dirhinus auratus Ashmead，1905 : 402 ; Bouček
and Narendran，1981 : 229—251 ; Baltazar，1966 :

148 ; Narendran，1989 : 441.
Dirhinus circinus Husain， 1981 : 182—183 ;

Narendran，1986 : 26.
Dirhinus pambaeus Mani et al． ，1974 : 33—36.

雌: 体 长 3. 2 ～ 4. 3 mm。体 黑 色; 触 角 柄 节、
梗节和环节红 棕 色，其 余 黑 色; 翅 基 片 红 褐 色; 前

翅淡褐色，翅脉褐色，后翅透明，翅脉淡黄色; 足部

除基节和端跗节及后足腿节、转节和胫节黑色外，

其余为红棕色; 体被银色毛。
头: 正面观 触 角 洼 具 微 皱，边 缘 脊 隆 起; 触 角

窝位于复眼下缘连线下方，与唇基距离甚远，触角

着生处凸起，为明显棒状; 触角柄节与鞭节之比为

38∶ 54 ; 梗节稍长于第一索 节 ( 9 ∶ 8 ) ; 颚 眼 沟 缺; 唇

基与触角窝之间中域与唇基上缘相邻处具一光滑

发亮 的 圆 形 隆 起 区; 颚 眼 距 与 柄 节 长 之 比 为 30 ∶
38，与复眼高之比为 30 ∶ 27 ; 复 眼 长 与 复 眼 间 距 之

比为 20∶ 37。头背面观宽度与胸部相当; 头部密布

刻点，刻点间隙小且隆起、不光滑; 复眼无毛; 单眼

间区域隆起; 额 面 角 突 前 端 具 凹 陷，内 角 较 锐，外

角圆钝，角突下方无其他齿突; 角突长与复眼长之

比为 24∶ 20 ; 在复眼前缘连线处角突宽略小于角突

间距 13∶ 12 ; POL∶ OOL 为15∶ 14。
胸: 胸部背 面 刻 点 密 集，刻 点 间 隙 小; 前 胸 背

板长宽比为 28∶ 55 ; 中胸背板前缘中部光滑具细微

网纹，其余部分刻点密布，其长宽比为 38∶ 60 ; 小盾

片长宽比为 27∶ 35，后半部近 半 圆 形; 并 胸 腹 节 略

向后倾斜，中脊、亚中脊和侧褶明显，中脊不完整;

并胸腹节中 室 两 侧 几 乎 平 行; 前 翅 缘 脉 长 于 亚 缘

脉，后缘脉不明 显，痣 脉 很 短; 亚 缘 脉 ∶ 缘 脉 ∶ 痣 脉

为38∶ 46∶ 1 ; 后足基节、腿节和胫节被密毛; 后足腿

节腹缘近基部齿突小，具一排细小、密集的梳齿。
腹: 腹柄明显，背 面 4 条 隆 线; 柄 后 腹 短 于 胸

部( 92∶ 110 ) ; 近中部最宽，长宽比为 92∶ 55 ; 第一腹

节背板最长，长 于 总 和 的 1 /2 ( 59 ∶ 85 ) ，大 部 分 区

域光滑，基 背 部 具 12 条 左 右 细 隆 线，隆 线 长 约 为

第一腹节背板的 1 /3 ; 腹末尖。
雄: 与 雌 相 似。体 长 3. 0 ～ 4. 0 mm。但 触 角

各节均为红棕色; 柄后腹较短，末端稍平截。
检视标本: 安徽省芜湖市，2009. X． 27，3♀♀，

家蝇蛹出，陈中正采; 安徽省芜湖市，2010. IV，6♀
♀16♂♂ ，家蝇蛹出，陈中正采。从 2009 年 9 月，

将 1 ～ 2 日家蝇蛹放入黄色的广口容器中，置于安

徽省芜湖市安徽师范大学后山、荷园、生化楼等地

诱集，取 回 的 蛹 羽 化 后 收 集。出 蜂 时 间 分 别 为

2009 年 10 月。
生物 学: 寄 生 于 瓜 实 蝇 Bactrocera cucurbitae、

橘果 实 蝇 B． dorsalis 及 寡 鬃 实 蝇 属 ( Hus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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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 Narendran，1986 ) 。本研究的标本均由家蝇

蛹诱集并饲养获得。本种有记载的寄主均为实蝇

科的种类，家蝇为该种的寄主新纪录。
分 布: 中 国 ( 安 徽，台 湾 ) ( Bouček and

Narendran，1981 ) ，印度，斯里兰卡，泰国，老挝，越

南，菲律宾，巴基斯坦，毛里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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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Ⅰ 金黄角头小蜂形态图

Plate Ⅰ Morphology of Dirhinus auratus Ashmead

1. 整体背面观( Body，dorsal view) ; 2. 整体侧面观( Body，lateral view) ; 3. 头部背面观( Head，dorsal view) ; 4. 头部腹面

观( Head，ventral view) ; 5. 头部侧面观( Head，lateral view) ; 6. 并胸腹节( Propodeum，dorsal 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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