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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次检出双色多刺蚁及多刺蚁属介绍
刘若思ꎬ 张丽杰ꎬ 梁新苗ꎬ 边　 勇∗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２６

摘要: 【目的】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从泰国进境商品山竹果中检出双色多刺蚁ꎬ经查询ꎬ该种为我国进出境检

疫部门首次检出ꎮ 了解多刺蚁属情况可为该类昆虫的检疫鉴定提供依据ꎮ 【方法】笔者通过对双色多刺蚁及多刺蚁属相关

文献进行翻译和整理ꎬ详细介绍了双色多刺蚁的分类地位、分布、形态特征及近似种ꎬ以及多刺蚁属在中国的种类ꎬ并简要

分析了我国检疫系统对多刺蚁属的截获情况ꎮ 【结果】双色多刺蚁(膜翅目:蚁科)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地区ꎬ在
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ꎮ 多刺蚁属在我国已知 ４５ 种 １ 亚种ꎮ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 ７ 月我国检疫系统共检出多刺蚁属 ２０９７ 批次ꎮ
【结论】多刺蚁属随货物包装携带入境的概率较高ꎬ各进出境检疫部门应加强对该类昆虫的检疫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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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蚁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昆虫ꎬ已知将近 １ 万

种ꎬ隶属 ３６０ 多个属ꎮ 多刺蚁属 Ｐｏｌｙｒｈａｃｈｉｓ 是蚁科

中的第二大属ꎬ已知种类 ８００ 余种(吴坚和王常禄ꎬ
１９９５)ꎮ 该属的种类多筑巢于树上洞穴或树叶之

间ꎬ有的筑巢于地下或房屋内ꎮ 其中一些种类ꎬ如
双齿多刺蚁 Ｐ. ｄｉｖｅｓꎬ是多种害虫的天敌ꎮ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ꎬ生物入侵的风险增大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植物实

验室从泰国进境商品山竹果中检出双色多刺蚁 Ｐ.
ｂｉｃｏｌｏｒ Ｓｍｉｔｈꎬ１８５８ꎮ 经动植物检验检疫信息资源共

享服务平台(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ꎬ２０１６)查

询ꎬ该种为我国进出境检疫部门首次检出ꎮ 由于该

种仅分布于我国云南地区ꎬ具有一定的入侵风险ꎬ
现就该种的分类特征及多刺蚁属种类进行介绍ꎬ为
相关部门对该类昆虫的检疫鉴定提供依据ꎮ

１　 双色多刺蚁分类地位及形态特征

１.１　 分类地位

双色多刺蚁隶属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蚁科 Ｆｏｒ￣
ｍｉｃｉｄａｅ 蚁亚科 Ｆｏｒｍｉｃｉｎａｅ 多刺蚁属 Ｐｏｌｙｒｈａｃｈｉｓꎮ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７ꎬ ２６(２): １７７－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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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分布

国外:澳大利亚、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新几内亚、菲律宾、新加坡、日本、孟加拉国、柬埔

寨、印度、缅甸、越南、泰国(冉浩和周善义ꎬ２０１３ꎻ
Ｋｏｈｏｕｔꎬ２００８ꎬ２０１０)ꎮ

国内:云南(冉浩和周善义ꎬ２０１３)ꎮ

１.３　 形态特征

１.３.１　 工蚁　 体长约 ５.７ ｍｍꎮ 体黑色ꎬ头、胸及结

节黑色ꎬ上颚、唇基前缘中部、触角、足、基节、后腹

部橘红色或淡红色(有些个体上颚、触角基部、前足

基节略发黑)ꎮ 全身被长而丰富的白色柔毛和直立

细长毛ꎮ 全身刻点粗糙ꎬ无光泽(图 １ＡꎬＢ)ꎮ

Ａ:背视ꎻＢ:侧视ꎻＣ:头部ꎮ
Ａ: Ｄｏｒｓ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Ｂ: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Ｃ: Ｈｅａｄ.

图 １　 泰国山竹果上的双色多刺蚁工蚁(ＯＬＹＭＰＵＳ Ｕ￣５ＲＥ￣２体式显微镜拍照并进行合成处理)
Ｆｉｇ.１　 Ｗｏｒｋｅｒ ａｎｔ ｏｆ Ｐ. ｂｉｃｏｌｏ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ｍａｎｇｏｓｔｅｅｎ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 ｂｙ ＯＬＹＭＰＵＳ Ｕ￣５ＲＥ￣２ ｓｔｅｒｅｏ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头侧缘微凸ꎮ 上颚具 ５ 个齿ꎬ向基部渐弱ꎮ 唇

基轮廓不清晰ꎬ近平ꎬ具浅边ꎻ唇基前缘具 ２ 片不规

则中凸ꎬ侧缘具尖角(图 １Ｃ)ꎮ 额脊凸起为波浪形ꎬ
中沟不清晰ꎮ 复眼大而突出ꎬ单眼不明显ꎮ 胸部无

侧缘ꎬ并腹胸背面圆形ꎻ前胸背板基面具 ２ 个伸向

后上方的长刺ꎮ 并胸腹节背面短ꎬ具一对细而长的

刺ꎮ 结节上缘两侧具 ２ 个弯向后方偏上的长刺ꎮ
１.３.２　 蚁后　 与工蚁相似ꎬ但具 ３ 个单眼、发育完

全的胸部和翅ꎮ 另有以下区别:前胸背板刺略退

化ꎻ中胸盾片前缘背视宽而圆ꎬ中线前缘分叉ꎬ两侧

前缘平ꎬ后缘略高ꎻ中胸小盾片微凸ꎬ比胸部背板略

高ꎬ后胸沟明显ꎻ并胸腹节刺短ꎬ端部略圆ꎻ结节刺

与工蚁相似ꎬ但基部更强壮且略短ꎮ
１.３.３　 与近似种区别　 双色多刺蚁与天井山多刺蚁

Ｐ. ｔｉａｎｊｉ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Ｑｉａｎ ｅｔ Ｚｈｏｕꎬ２００８ 及江华刺蚁 Ｐ.
ｊｉａｎｇｈｕａｅｎｓｉｓ Ｗａｎｇ ｅｔ Ｗｕꎬ１９９１ 相似ꎬ区别在于双色

多刺蚁的触角、上颚和足大部分为红色ꎬ身体有丰富

的直立和倒伏状长毛(Ｑｉａｎ ＆ Ｚｈｏｕꎬ２００８)ꎮ

２　 多刺蚁属种类

２.１　 中国分布的多刺蚁属名录

多刺蚁属由 Ｓｍｉｔｈ (１８５７)建立ꎬ是蚁科中的大

属ꎬ大多数分布于非洲区、东洋区和澳大利亚区ꎮ
多刺蚁属工蚁特征:头近圆形ꎬ须式 ６、４ꎬ触角窝远

离唇基后缘ꎻ并腹胸、结节有刺或齿ꎬ后腹部短ꎬ第 １
节占后腹部长度的一半多ꎮ

目前ꎬ该属在中国已知 ４５ 种 １ 亚种(冉浩和周

善义ꎬ２０１３ꎻ Ｑｉａｎ ＆ Ｚｈｏｕꎬ２００８)ꎮ
(１)阿玛多刺蚁 Ｐ. ａｒｍａｔａ (Ｌｅ Ｇｕｉｌｌｉｏｕꎬ１８４２)
(２)巴卡多刺蚁 Ｐ. ｂａｋａｎａ Ｘｕꎬ１９９８
(３)双色多刺蚁 Ｐ. ｂｉｃｏｌｏｒ Ｓｍｉｔｈꎬ１８５８
(４)双钩多刺蚁 Ｐ. ｂｉｈａｍａｔａ (Ｄｒｕｒｙꎬ１７７３)
(５)短胸多刺蚁 Ｐ. ｂｒｅｖｉｃｏｒｐａ Ｘｕꎬ２００２
(６)凸颊多刺蚁 Ｐ. ｃｏｎｖｅｘａ Ｒｏｇｅｒꎬ１８６３
(７)方肩多刺蚁 Ｐ. ｃｏｒｎｉｈｕｍｅｒａ Ｘｕꎬ２００２
(８)驼背多刺蚁 Ｐ. ｃｙｐｈｏｎｏｔａ Ｘｕꎬ１９９８
(９)德比利多刺蚁 Ｐ. ｄｅｂｉｌｉｓ Ｅｍｅｒｙꎬ１８８７
(１０)德曼多刺蚁 Ｐ. ｄｅｍａｎｇｅｉ Ｓａｎｔｓｃｈｉꎬ１９１０
(１１)齿肩多刺蚁 Ｐ. ｄｅｎｔｉｈｕｍｅｒａ Ｘｕꎬ２００２
(１２)双齿多刺蚁(黑棘蚁)Ｐ. ｄｉｖｅｓ Ｓｍｉｔｈꎬ１８５７
(１３)直刺多刺蚁 Ｐ. ｅｕｔｈｉａｃａｅｎａ Ｚｈｏｕ ｅｔ Ｚｈｅｎｇꎬ１９９７
(１４)叉多刺蚁 Ｐ. ｆｕｒｃａｔａ Ｓｍｉｔｈꎬ１８５８
(１５)哈氏多刺蚁 Ｐ. ｈａｌｉｄａｙｉ Ｅｍｅｒｙꎬ１８８９
(１６)奇多刺蚁 Ｐ. ｈｉｐｐｏｍａｎｅｓ Ｓｍｉｔｈꎬ１８６１
锡兰多刺蚁 Ｐ. ｈｉｐｐｏｍａｎｅｓ ｓｕｂｓｐ. ｃｅｙｌｏｎｅｎｓｉｓ

Ｅｍｅｒｙꎬ１８９３
(１７) 梅氏多刺蚁 ( 麦氏棘蚁) Ｐ. ｉｌｌａｕｄａｔａ

Ｗａｌｋｅｒꎬ１８５９
(１８)江华多刺蚁 Ｐ. ｊｉａｎｇｈｕａｅｎｓｉｓ Ｗａｎｇ ｅｔ Ｗｕꎬ１９９１
(１９)平滑多刺蚁 Ｐ.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 Ｓｍｉｔｈꎬ１８５７
(２０)叶形多刺蚁 /赤胸多刺蚁(刺棘蚁)Ｐ. 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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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ｌｌｉｄｅｎｓ Ｓｍｉｔｈꎬ１８７４
(２１)侧多刺蚁(拉多那棘蚁)Ｐ. ｌａｔｏｎａ Ｗｈｅｅｌｅｒꎬ１９０９
(２２)光亮多刺蚁 Ｐ. ｌｕｃｉｄｕｌａ Ｅｍｅｒｙꎬ１８９３
(２３)麦氏多刺蚁(哀愁棘蚁)Ｐ. ｍｏｅｓｔａ Ｅｍｅｒｙꎬ１８８７
(２４)墙多刺蚁(墙棘蚁)Ｐ. ｍｕｒｉｎａ Ｅｍｅｒｙꎬ１８７８
(２５)圆肩多刺蚁 Ｐ. ｏｒｂｉｈｕｍｅｒａ Ｘｕꎬ２００２
(２６)拟弓刺蚁 Ｐ. ｐａｒａｃａｍｐｏｎｏｔａ Ｗａｎｇ ｅｔ Ｗｕꎬ１９９１
(２７)拟梅氏多刺蚁 Ｐ. ｐｒｏｘｉｍａ Ｒｏｇｅｒꎬ１８６３
(２８)半眼多刺蚁 Ｐ.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Ｍａｙｒꎬ１８７９
(２９)刻点多刺蚁 Ｐ. ｐｕｎｃｔｉｌｌａｔａ Ｒｏｇｅｒꎬ１８６３
(３０)四刺蚁 /结多刺蚁(长痕棘蚁)Ｐ. ｒａｓｔｅｌｌａｔａ

(Ｌａｔｒｅｉｌｌｅꎬ１８０２)
(３１)圆顶多刺蚁 Ｐ. ｒｏｔｏｃｃｉｐｉｔａ Ｘｕꎬ２００２
(３２)红腹多刺蚁 Ｐ. ｒｕｂｉｇａｓｔｒｉｃａ Ｗａｎｇ ｅｔ Ｗｕꎬ１９９１
(３３)红足多刺蚁 Ｐ. ｒｕｆｉｐｅｓ Ｓｍｉｔｈꎬ１８５８
(３４)畅多刺蚁 Ｐ. ｓ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ｅｌꎬ１８７９
(３５)始兴多刺蚁 Ｐ. ｓｈｉｘ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Ｗｕ ｅｔ Ｗａｎｇꎬ１９９５
(３６)条纹多刺蚁 Ｐ. ｓｔｒｉａｔａ Ｍａｙｒꎬ１８６２
(３７)亚毛多刺蚁 Ｐ. ｓｕｂｐｉｌｏｓａ Ｅｍｅｒｙꎬ１８９５
(３８)汤普森多刺蚁 Ｐ.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ｉ Ｂｉｎｇｈａｍꎬ１９０３
(３９)三尖叉多刺蚁 Ｐ. ｔｈｒｉｎａｘ Ｒｏｇｅｒꎬ１８６３
(４０)天井山多刺蚁 Ｐ. ｔｉａｎｊｉ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Ｑｉａｎ ｅｔ

Ｚｈｏｕꎬ２００８
(４１)光胫多刺蚁 Ｐ. ｔｉｂｉａｌｉｓ Ｓｍｉｔｈꎬ１８５８
(４２)舟山多刺蚁 Ｐ. ｔｓｃｈｕ Ｆｏｒｅｌꎬ１８７９
(４３)暴多刺蚁(暴棘蚁) Ｐ. ｔｙｒａｎｎｉｃａ Ｓｍｉｔｈꎬ１８５８
(４４)大眼多刺蚁(城堡棘蚁)Ｐ. ｖｉｇｉｌａｎｓ Ｓｍｉｔｈꎬ１８５８
(４５)渥氏多刺蚁(渥氏棘蚁)Ｐ. ｗｏｌｆｉ Ｆｏｒｅｌꎬ１９１２

２.２　 亚属及种团

双色多刺蚁隶属六刺多刺蚁亚属 Ｍｙｒｍｈｏｐｌａ
Ｆｏｒｅｌ 下的双色多刺蚁种团 Ｐ. ｂｉｃｏｌ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ｇｒｏｕｐꎮ

六刺多刺蚁亚属工蚁区别于本属其他亚属的

的主要特征:中胸背板无刺ꎬ柄部低于胸部ꎬ胸部无

侧缘ꎻ胸背板延长ꎬ仅稍微或中度凸出ꎻ前胸背板刺

长而尖ꎬ身体多数为黑色ꎬ也有红褐色或双色ꎮ 该

亚属多数栖息于树上ꎮ
双色多刺蚁种团由 Ｄｏｒｏｗ 在 １９９５ 年建立

(Ｄｏｒｏｗꎬ１９９８)ꎮ 双色多刺蚁种团工蚁区别于本亚属

其他种团的主要特征:小型种类ꎬ头宽小于 ２.０ ｍｍꎻ上
颚、触角、足和后腹部为橙色或淡红褐色ꎬ侧视中胸

背板几乎平行ꎮ

３　 我国检疫系统检出多刺蚁属情况
经动植物检验检疫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中

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ꎬ２０１６)查询ꎬ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我国检疫系统共检出多刺蚁属 ２０９７ 批次ꎬ来
源国(地区)多为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和

中国香港ꎮ 检出的种类包括梅氏多刺蚁、拟梅氏多

刺蚁、双齿多刺蚁、阿玛多刺蚁、结多刺蚁等ꎮ 其

中ꎬ检出最多的种类为梅氏多刺蚁ꎬ达 ５７８ 批次ꎬ来
源国(地区)包括亚洲的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泰
国、柬埔寨、中国台湾、越南、新加坡、孟加拉国、印
度、斯里兰卡、菲律宾、巴林ꎬ非洲的苏南里、南非、
加纳、尼日利亚、贝宁ꎬ欧洲的土耳其、意大利、德
国ꎬ美洲的美国、玻利维亚ꎬ澳洲的澳大利亚ꎮ

在进境的山竹中共检出多刺蚁属 １８７ 批次ꎮ
其中ꎬ检出最多的为双齿多刺蚁ꎬ共 １６９ 批次ꎬ来源

国(地区)集中于泰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越南、
印度尼西亚等ꎮ 该种与双色多刺蚁的主要区别为

全身黑色ꎬ头、并腹胸和结节刻点细小ꎮ 在其他种

类的水果如红毛丹中也检出过多刺蚁属ꎬ但批次和

种类均较少ꎮ 多刺蚁属多从装载货物的集装箱ꎬ以
及木托、檀木等木制品中检出ꎬ说明该类群随货物

包装携带入境的概率较高ꎮ

４　 检疫意义
目前ꎬ尚未见相关文献证明双色多刺蚁能够直

接危害植物ꎬ但这并不代表该种蚂蚁不会产生危

害ꎮ 该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没有分布(仅云南有分

布记录)ꎬ但其具有潜在的危害ꎮ 一旦外来的蚂蚁

入侵并定殖成功ꎬ会影响本地蚂蚁的生态位ꎬ对本

地物种的多样性产生影响ꎬ其造成的损失不可预

估ꎮ 因此ꎬ各进出境检疫部门应加强对双色多刺蚁

的检疫工作ꎮ

致谢: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周善义教授对双色多刺

蚁的复核鉴定和赠予相关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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