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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描述了青海省草毒娥属 3新种:门源草原毛虫 Cy″夕矽方‘)r夕 ″召,:,“0’2e’Isis Yan et Chou.

曲麻菜草原毛虫C.g″叼
`曰

拓应‘Yan et Chou和久治革原毛虫⒍ 丿Jz碗氵e7Is沁 Yan et Chou。

此外,还利用扫描电锐观察了上述 3种草原毛虫和青海草原毛虫的卵壳结构特征,得知 4种

毛虫卯壳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关键词 :毒蛾科 ;草毒蛾属;新种;卵壳结构;青海

1979年周尧、印象初二人首次对我国草毒煅居的种类进行了系统研究 ,并记述了 4

个新种,为我国草原毛虫的分类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到目前为止,我国共记载草毒煅属

的毛虫 5种 ,有黄斑草毒城 (C卿印方om口 Jp△纟r夕加J Gr.-Gr.)、 青海草原毛虫 (G.gf″爹

△汪e″sts Chou et Ylng)、 金黄草原毛虫 (G· 。咖 ″o Chou et Ying)、 若尔盖草原毛虫

(C,r()I‘ er驷呐 Chou et Ying)和 小草原毛虫 (C.z9a|刀 or口 Chou et Ying),·前 3种主要

分布于青海省。

作者于 1989-1991年对青海省草毒娥属的种类、分布及生态进行了调查研究 ,发现

三个新种,并进行了卵壳电镜扫描观察,现报道如下。新种模式标本保存于西北农业大

学昆虫博物馆。

一、新 种 记 述

1· 门源草原毛虫Cym印】or。 m御刀口″
`sjs Yan et C△

ou新种(图 1-5)

J蛾体长 7-9· 6毫米·翅展 21-27毫米。体黑色,被黄色细长绒毛。触角长度不

· 承蒙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印象初院士阑改文袖,谨致谢意 .

本文1995年 9月 10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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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s1· j源 草原 已虫 .1· 雄成虫背面观 ;2· 雄性生殖器侧面观 d· 阳茎例面观 ;4· 钩状突后面观‘5· 抱握

器们面观 .

图 6-9曲 麻菜草原毛虫 :6· 雄性生殖器侧面观 ;7· 阳茎痴面观 ;8· 钩状突后面观 ;9· 抱握器痴面观。

图 l。-13久 治草原毛虫 ;10· 雄性生殖 器侧 面观 d1· 阳茎侧 面观 l12· 钓状 突后 面观 l13· 抱握器侧 面观 。

Figs.l-5C.7,le,,``口 力纟力sis Yan et Chou,sp.n.:1. r Adult dorsal view;2.r Genitalia lateral view;3.Penis

lateral vlcw;4.1Jncus posterolateralˇ iew】 5.Clasper lateral view.

Figs.6-9C.日 &初口
`夕

ieヵ s“ Yan et Chou,sp.n.;6.1C· cnitalia lateralˇ iew;7.penis lateral view;8.uncus pos_

terolatcral VieW;9.Claspcr lateral view.

Figs.lo-13C.q“ ″n`ni纟″sI`Yan et Chou,sp.n.:lO.J Genitalia lateral view.11.Fenis lateral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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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前翅的 1/2,节干土黄色或红褐色,栉齿栗色。足和跗节被黄色短茸毛。前翅正面由

黑褐色鳞片组成翅的底色,翅上斑纹土黄色或桔黄色;外缘线黑褐色或略显黄色;亚外

缘线土黄色或无此线,外横线明显,呈土黄色或桔黄色,锯齿状,从翅前缘伸至后缘呈

反
“
s” 形弯曲,到达后缘 2/3处 ;中室端横脉内有一较大的土黄色或桔黄色斑纹 ,中室

基部有一个稍小、颜色相同的斑纹 ,有些个体没有此斑 ;缘毛与斑纹颜色相同。前翅反

面土黄色或桔黄色,中室端横脉外有一模糊黑斑。后翅正面,后缘和端半部黑褐色;翅
基半部和缘毛土黄色或桔黄色;横脉纹处即后翅中部有一明显的小黑斑。后翅反面同正

面,只是黑褐色边缘散布较多黄色鳞片。

a外生殖器 钩状突瘦长,背面有浅的纵沟,多数末端较尖,少数较钝;抱握器多

呈梯形 ,背缘明显长于腹缘 ,顶端向背缘和外缘钝形突出,一般高略大于长,个别的长

咯大于高;阳茎弯曲度中等 ,端半部长于基半部。

早娥体长 12-1△ 毫米 ,宽 s· 7-8毫米,头部扁平黑色,整个身体呈瘫痪状;口器、

胸足退化成淡黄色肉瘤状 ;整个身体黄色,密被棕灰色短茸毛。第 10节即肛乳突 2片 ,

黑色、圆形。

幼虫 老龄幼虫体长 25-33毫米;体黑色,被黑色长毛,体两侧杂有白色长毛;头

部红色;胴体节间膜有白色或桔红色花斑 ,气门上线明显,白色或橘红色:朗缩腺桔红

色或乳黄色;腹足、前胸背板和肛上板黑色,前胸背板前缘有一个
“
一

”
形黑红色斑纹。

主要栖居在山坡顶或二级阶地较干燥的高寒草甸上,无趋水习性。

正模J,配模早,副模 15咨 否,青海门源 ,37° 35′ N,101° 17′ E,3 2oo米 ,1990-
vE-8,严林。

本种与青海草原毛虫相似,但前者易被下列特征辨别之:0触角长度不超过前翅的

1/2;② 后翅中部有黑褐色小斑;③钩状突瘦长,抱握器呈梯形;阳茎端半部长于基半部 ;

④幼虫的足、前胸背板和肛上板的颜色均为黑色,后者触角超过前翅 1/2,后翅中部无黑

色斑,钩状突宽阔而端钝,抱握器里长方形,阳茎端半部与基半部长度相等,且幼虫的

足、前胸背板和肛上板均为黄色。

2· 曲麻菜草原毛虫 C.g刃″口
`口

|四“s Yan et Chou,新种 (图 6— 9)

咨饿体长 7-9· 5毫米,翅展约 2遮 毫米。触角长度不超过前翅的 1/2,节干和栉齿栗

色。前翅由黑褐色饼片组成翅的底色,上面散生褐黄色鳞片,使翅面俏褐黄色;外横线

明显或不明显,明显者褐黄色,从翅前缘反
“
s” 形弯曲伸至后缘 2/3处 ;中室端横脉处

有一个较大的褐黄色斑纹 ,翅前缘区至外横线处 ,中室基部、中室后缘各有一界线不清

的褐黄色斑 ;缘毛褐黄色。后翅深黑褐色,中部褐黄色,横脉纹黑褐色但无黑斑。

咨外生殖器 钩状突短而窄,长大于宽,背面有深纵沟,末端较宽,斜截;抱握器

咯呈长方形 ,顶端向背缘稍突出,高度为长度的 1· 3—1.68倍 ;阳茎较大,稍弯曲,端

半部长于基半部。

幼虫 老龄幼虫体长 22—26毫米,体黑色,密被黑色长毛;头部红色;翻缩腺桔红

色或黄白色;足、前胸背板和肛上板黄色。

主要发生在小河旁的滩地或半山坡以下的高寒草甸上,有趋水性。

正模咨,副模 15J a9青 海曲麻菜 ,34° 55′ N,95° 50′ E,4200米 ,1991-V1-20,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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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采。

新种与金黄草原毛虫相似,但新种翅上的斑纹及缘毛褐黄色,中室端横脉处仅有一

个较大的褐黄色斑纹 (金黄草原毛虫有 2个明显的金黄色斑纹),外横线 s形弯曲,钩状

突短而窄且末端斜截易区别。

3· 久治草原毛虫C.Jj。z″。,9雨 Yan et C△ou,新种 (图 10-13)

a娥体长 9-10毫米,翅展约 27毫米。体黑色,被灰黄色细长绒毛。触角节干和栉

齿栗色。前翅由黑色鳞片组成翅的底色,上面散生有褐色鳞片;翅上斑纹清晰,外横线

明显 ,渴黄色,弯曲形状同曲麻菜草原毛虫 ;中室端横脉内外各有 1个褐黄色斑纹,中

室内的较大,部分个体没有中室外的这个斑;缘毛褐黄色。后翅黑褐色,基半部褐黄色 ,

横脉纹黑色但无黑斑。

咨外生殖器 钩状突宽大,宽略等于长,背面有深纵沟,末端略钝或稍尖 ;抱握器

较大,硌呈长方形 ,只是顶端向背缘稍突出;阳茎弯曲较大,端半部长于基半部。

幼虫 老龄幼虫 35-40毫米 ,身体和毛黑色,头部红色,胴体上花斑较少 ,翻缩腺

桔红色或黄白色,足、前胸背板和肛上板黑色。

主要发生在小河旁或沟渠旁的滩地草甸上。

正摸咨,副模 15咨 咨,青海久治 ,33° 50′ N,101° 25′ E,海拔 3600米 ,1991-V■ -18,

梅洁人采。

本种与金黄草原毛虫和曲麻菜草原毛虫都很相似。与前者区别是,新种翅上斑纹的

颜色为褐黄色而不是金黄色;外横线末端不接近臀角,而是位于后缘 2/3处 ;抱握器呈

长方形具明显区别。与后者比较 ,本种个体较大,翅底色深为黑色,中室端横脉内外各

有一渴黄色斑 ;钩状突宽大,末端不斜截 ;幼虫特征最明显,足、前胸背板和肛上板为

黑色,而后两者为黄色。

种 的 检 索 表

青海省 6种草原毛虫成虫雄性外生殖器检索表。

1· 抱握器长度为高度的 1· 5倍 ,洛呈纵长方形 ,(与体躯纵抽平行),顶端尖出 ·⋯⋯⋯⋯⋯⋯⋯⋯⋯

黄斑草备嫂 c”口印切m。
`p切

r。″j Cr.-Gr.

l′ ·抱握器长度不超过高度,呈横长方形 (与体躯纵轴垂直),或梯形,顶端钝出⋯⋯⋯⋯⋯⋯⋯⋯⋯ 2

2· 抱握器高度超过长度的 1· 25倍以上,呈长方形 ·⋯·⋯ ⋯̈⋯⋯⋯⋯⋯·⋯⋯⋯⋯·⋯⋯⋯⋯⋯⋯⋯·3

·抱握器高度与长度之 比不如上述 ,里梯形或长方形

钩状突宽大,宽咯等于长,末端稍钝或稍尖 ⋯ ⋯̈⋯⋯·久治中原毛虫c.ヵ刀比
`“

s Ynn et Cllou

·钩状突窄短,长度大于宽度,末端斜截 ⋯⋯⋯⋯⋯·曲麻来草原毛虫 C.clJ″汕咖Ⅱ|s yam et ch。 u

抱握器多呈长方形,阳茎端半部与基半部的长度相等 ·⋯⋯⋯⋯⋯⋯ ⋯̈⋯ ⋯̈⋯⋯ ⋯̈⋯ ⋯̈⋯⋯·

青海草原毛虫 c.c;″g切勿刀s:s Chou e(Ying
·抱握器多呈梯形 ,阳茎端半部长于基半部

4

5

抱握器顶端突出不明显,钩状突短阔而钝 ⋯⋯⋯⋯⋯⋯⋯·全女市原毛虫 C.口″″。伽 Chou et Ving
·抱握器顶端向背绿和外缘明显突出,钧状突长窄而端尖·⋯⋯·⋯⋯⋯⋯⋯⋯⋯ ⋯̈⋯·⋯⋯·̈⋯⋯¨
⋯⋯⋯ ⋯̈⋯·⋯⋯⋯⋯⋯⋯⋯⋯⋯ ⋯̈ ⋯̈⋯⋯⋯⋯⋯⋯ 门污审尿毛虫C.″oJI归口JB0,:sI0 Van“ C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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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壳扫描电镜观察特征

在扫描电镜下观察了青海草原毛虫、门源草原毛虫、曲麻菜草原毛虫、久治草原毛

虫的卵壳结构特征。4种毛虫卵均呈偏球形,端卵孔端稍平或微凹人,初产的卵乳白色 ,

近孵化的卵灰黑色。卵直径 1· 1-1.44毫米,高 0· 8-1.2毫米,卵壳厚 5· 62-7.5微米。

卵顶端为具有花饰图案的受精孔区域,受精孔位于中部,稍凹陷呈圆形,受精孔管均呈

辐射状排列,受精孔花饰小叶多呈令箭形,受精孔花饰以外为多边形网状花纹层,由 内

向外一直延至卵顶边缘。这些种间的相似结构特征,显示了它们属级以上的分类特征。

不同草原毛虫种类的卵壳结构存在着明显差别。青海草原毛虫卵壳特征最为明显

(图版 I:1-3),受精孔 5-7个 ,受精孔花饰 4圈 ,内圈花瓣 11-13片 ,整个多边形

网状层的小室每 1个角都有 1乳突,气孔开口于每个乳突顶端。另 3种草原毛虫的气孔

均分布于多边形网状花纹的 5-8层之间,气孔圆孔洞状 (图版 I:6,图版 1:3、 6)。

3种卵壳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曲麻菜草原毛虫受精孔 4-5个 ,受精孔管 4条 ,受精

孔花饰 4圈 ,内囵花瓣 12片 ,多边形网状层的第 2-4层花纹不明显 (图版 I:4-6);

久治草原毛虫受精孔 5-7个 ,受精孔管 5-6条 ,受精孔花饰 3田 ,内田花瓣 lO-15片 ,

第 2圈花饰小叶排列较整齐似井台状,多边形网状层的小室咯呈长条形 (图版 Ⅱ:1,

2);门源草原毛虫受精孔 5-8个 ,受精孔管 6-7条 ,受精孔花饰 3圈 ,内圈花瓣 9-14

片,第 2圈花瓣排列不规则,多边形网状花纹层中的小室多呈较方阔的 6边形 (图版 【:

3-6)。

夏邦颖 (1980)指 出,昆虫卵的受精孔区、气孔及卵表面等部位的结构特征皆可作

为鉴定昆虫卵种类的重要依据。上述 4种毛虫卵在受精孔、受精孔管数目,受精孔花饰

的层数,多边形网状层小室的形状,气孔的形态以及在多边形网状层上的分布位置等方

面都存在显著的种间差异,它们可作为鉴别不同毛虫种类卵的重要特征。

参 考 文 献

赵仲苓 ,1978,中 国经济昆虫志 (备n科 ,第十册),科学出版社·3厶一35.

月 尧、印宋初 ,1979,草原毛虫的分类研究 ,昆虫分类学报,1(1);23-28

工邦换 ,198° ,试论昆虫卵的分类特征,昆虫分类学报·2〈 4)‘ 247-256

Koi水 a‘】,Ⅱ‘0B, M. B , 1950 0Xy姆 .CCrP。 cluyeKpu△ 曰e, 12: 231-248

THREE NEW sPECIEs OF CyⅣ AEPir·oFA
(LEPIDOPTERA: LYMANTRIIDAE) FROM QINGⅡ AI

Yan Linl,Chou Yaoz,Liu zhenkuil,Mei Jierenl and Huo Keke1

(I‰ 助 砌 咖 or C'浏″
',o:】

Enc:^m伽” 幽
"'/ya,8``etc':,:口 `,

拟r召z|。″eC。
``召

gc,X·睨i″舀,810003)

(2Th口 E″o叨dor‘夕′″ ‘ 贸 初 ,Ⅳ 加△△也饣‘″
'″ ^‘

`△

“ J`“
'o`V汀

ur·0`y,yd” ‘‘ ヵg,sJ砀 J△ˉ ,72100)

ln the present papcr, three neW species of the grasslan.d catcrpillars from Qi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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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described. All typc specimens are deposited in the Entomological 、Iuseurn of thc

Northwestern Agricultural t~Jniversity.

1.C. ″eoyIf口 ″口口s打 Yan ct Chou, sp. nov. (Figs. 1-5)

The new species is sinilar to C. gr刀 g万么″刀sis Chou et Ying,but differs fro!n it in:

n1alc,(1)antennal length shorter than a half of forewing,(2)fore$`ing with two ye11ow-

white or orange-yello、 v· maculae on the median cell; hindⅥ`ing with a snlall brownish-

black.spot on the cen.tre, (3)uncus longer atld thiner,sharper on the end;claspcr trape-

zoid,dorsal margin obviously lo11ger tharl th.e ven.tral;penis less curved,apical half lollg.er

th.an basal balf, (4) larval abdorninal pcdes, prolloturn and epiproct are black..

Holotype咨 ,Allotypc早 and paratypes 15 J J fr。 In Menyuan(37° 35′ N,101° 17′ E,

3200!n.) Qinghai province, 8-VⅢ -1990, collectcd by Y· an Lin.

2.C. g口口:口 J口如msig Yan et Chou, sp. nov. (Figs. 6-9)

This species is sinilar to C, 口z'纟夕
`口

Chou ct Ying, but differ fro:n it in: lnale.

(1)forewing black.-bro、
`ilish background、″ith brOwrlish-yellow li!les and spots,th.e end

of median cell with a brownish-yellow spot on the inner side of ternlinal transversal

vein; outer transversal line curvcd into ‘
s.’ . (2) uncus shorter, apex Wider and bcvel;

clasper almost rectangle,top slightly projected to dorsal;penis larger and less crooked,

al)it· al half longer than basal b.alf. (3)larval abdorninal pedes,prO1】 ot urn.and epiproct are

ycllow.

Holotypc r and paratypes 15 r f fr。 m Qum.alai(3遮 °
55′ N,95° 50′ E,4200in.)Qinghai

provi1△ce, 20-VⅢ -1991, collected by Yan Lin.

3. C. J氵 I‘z】 1勿,Isjs Yˉan ct Chou, sp. nov. (Figs. 10-13)

Very sinlilar to the G. g″″a夕

`四

le,2sfs, but (1) larg· er in.size. (2) th.e forewing black

backg.round, with.bronish-yellow line aIld spots. (3)u!】 cus小`ider, larger,its length al~

most as long as its`7idth,cnd not bevel;claspcr rcctangle;penis more crookcd~. (d)larval

abdorminal pcdes, pronotum and epiproct are black.

Holotype r and paratypcs 15 r f fr。 m Jiuzhi(33° 50′ N,lO1° 25′ E,3600m.)Qinghai

provincc, 18-V皿 一1991, collected by Mei JieR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orionic structure of four specics of‘
ly9z口口夕

`l‘

)'夕 by scan-

ning· electron Fnicroscopc are also givcn.in this paper. Our studies of cggshcll provided

the cvidences for three new spccies.

Key words: LyInantriidac;C。
`刀
口纟p九o,@; N·ew species;Chorion structure;Qi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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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林等:青海省草毒娥属三新种记述 (鳞翅目:毒娥科)                     图版 I

Yan Lin et al:Three new spccics of C,刀 口e`乃 or口 (LCpidoptera:Lymantriidae)fron1 Qing-

hai                                                   Plate I

l-3.青海草原毛虫 ;1· 受带孔区花饰及气孔分布 ;2· 气孔形态 ;3· 多边形层及气孔。

4-6,曲 麻莱草原毛虫 :4· 受相孔区花饰 ;5· 受相孔管 ;6· 气孔形态、分布及多边形层。

1-3, C, g:″ 8几Cie,isis Chou et Ying:1. Micropylar region rosettes and areopyles distnbution 1 2. 
·
rhe shape

of acropyles; 3. Polygonal layers and ae△ opylcs. 4-6. C. q“ ″‘o`夕 zensts Y· an et C.hou: 4. Mieropylar region

rosettes; 5. `nicr。 i)ytar tulb· es; 6. Aetopyles shape, distribiJtioil and.polygo:lal lay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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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林等:青海省草毒娥属三新种记述 (鳞翅目:毒娥科)                     图版I

Yan Lin et a1:Three new species of 6。 叼夕ep方。ra(Lepidoptera:Ly1nantriidae)from.Qing-

hai                                                         Plate I

1-2,久治草原毛虫:1.受柑孔区花饰 ;2· 受相孔管;3-6,r1源 草原毛虫:3.气
孔形态及多边形层 ,4.受相孔区花饰:5.受精孔管;6.气孔分布。
1-2,C,`仫 名

^氵

岔:sis Yan et Ch° 1I:1.R1icropylar region rose“ es;2.Micr° pylar tubes.

3-6. C. 7。 e″yu么″e″sis Yan ct C.hou:3. thc shapO of aeropylcs and polygonaI Iayersl

4. Micropylar rcgion rosettcs; 5. Micropylar tubes; 6. Aeropylcs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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