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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种双棘长蠹属昆虫(鞘翅目:长蠹科)的鉴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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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双棘长蠹属 Ｓｉｎｏｘｙｌｏｎ(非中国种)是我国禁止进境的检疫性有害生物ꎮ 双棘长蠹属昆虫不

同种类在形态上十分相似ꎬ往往难以准确鉴定ꎮ 为解决双棘长蠹检疫鉴定中缺少形态特征图的困难ꎬ本
文开展了有关双棘长蠹鉴定特征的研究ꎬ以期为这些双棘长蠹的检疫鉴定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选取

我国口岸截获和国内采集的 １２ 种双棘长蠹属昆虫ꎬ即黑双棘长蠹、相似双棘长蠹、红角双棘长蠹、苏丹双

棘长蠹、折缘双棘长蠹、小横双棘长蠹、阔齿双棘长蠹、角豆双棘长蠹、三胝双棘长蠹、粗双棘长蠹、萨西双

棘长蠹和橼子双棘长蠹作为研究对象ꎬ从虫体体长、侧面观、触角形态、鞘翅斜面上的双棘、刚毛、侧缘瘤

突及其他鉴定特征等方面对这 １２ 种双棘长蠹进行比较分析ꎮ 【结果】１２ 种双棘长蠹成虫体长从 ４.０~ ８.６ ｍｍ 变化较大ꎻ图
示了成虫侧面观ꎻ这些双棘长蠹的触角可根据触角棒长度与棒节第二节宽度的比例分为三指型和三叶型ꎻ斜面上双棘形态

和位置变化多样ꎻ鞘翅斜面上的刚毛可分为倒伏型、直立型和无毛型ꎻ结合体长和其他特征ꎬ列出了这 １２ 种双棘长蠹的检

索表ꎮ 【结论】双棘长蠹触角的类型、斜面上的双棘形态、位置和斜面上刚毛类型可作为主要的鉴定分类特征ꎮ
关键词: 双棘长蠹属ꎻ 形态特征ꎻ 检疫鉴定ꎻ 长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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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棘长蠹属 Ｓｉｎｏｘｙｌｏｎ (鞘翅目:长蠹科)昆虫

是一类对树木危害较为严重的昆虫ꎬ全世界记述约

５０ 种(Ｌｅｓｎｅꎬ１９０６)ꎮ 我国记录的双棘长蠹属昆虫

有 ４ 种(Ｈｕａꎬ２００２)ꎬ其中的 ２ 种即相似双棘长蠹

Ｓｉｎｏｘｙｌｏｎ ａｎａｌｅ Ｌｅｓｎｅ 和日本双棘长蠹 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Ｌｅｓｎｅꎬ对包括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Ｌ.、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ｋａｋｉ
Ｔｈｕｎｂ.、 酸 枣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ｊｕｊｕｂａ Ｍｉｌｌ ｖａｒ ｓｐｉｎｏｓａ
(Ｂｕｎｇｅ) Ｈｕ ｅｘ Ｈ. Ｆ. Ｃｈｏｗ、核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 ｒｅｇｉａ Ｌ.、
国槐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Ｌ.、栾树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Ｌａｘｍ.等多种树木危害严重(王建华等ꎬ２０１３ꎻ 吴万

超和郭松波ꎬ ２００８ꎻ 许永娟和许晓娟ꎬ２０１９ꎻ 张辉

元等ꎬ２０１２ꎻ 赵杰ꎬ２００５)ꎮ 双棘长蠹类昆虫不仅危

害活树ꎬ也可在伐倒木上生存ꎬ甚至可长时间存活

在已加工的板材中ꎮ 因此ꎬ双棘长蠹类昆虫易于随

木材贸易及木质包装进行远距离传播 (陆军等ꎬ
２００８ꎻ 吴剑光等ꎬ２００８)ꎮ 由于对果树和绿化树的

严重危害ꎬ我国于 ２００７ 年将双棘长蠹属(非中国

种)列入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ꎮ
我国对外来双棘长蠹属昆虫检疫鉴定的研究

相对较晚ꎮ 李今中和陈寿玲(１９８９)最先报道了截

获的芒果双棘长蠹 Ｓ.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ｅ Ｃｈｕｊｏꎻ随后ꎬ陈寿

玲和李今中(１９９２)报道了口岸截获的 ４ 种双棘长

蠹 属 昆 虫ꎬ 包 括 Ｓ. ａｎａｌｅ、 Ｓ. ｓｅｘｄｅｎｔａｔｕｍ、 Ｓ.
ｃｏｎｉｇｅｒｕｍ( ＝ Ｓ. ｕｎｉｄｅｎｔａｔｕｍꎬ下同)和 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ꎻ
陈志粦(１９９２ꎬ１９９３ꎬ１９９４ꎬ１９９５ꎬ２０００ꎬ２００１ꎬ２００３)
在对截获的外来长蠹的检疫鉴定中ꎬ报道了我国口

岸截获的多种长蠹ꎬ其中涉及的双棘长蠹属有相似

双棘长蠹 Ｓ. ａｎａｌｅ、黑双棘长蠹 Ｓ. ｃｏｎｉｇｅｒｕｍ、三胝双

棘长蠹 Ｓ. ｓｅｎｅｇａｌｅｎｓｅ、拟双棘长蠹 Ｓ. ｆｌａｂｒａｒｉｕｓ 和红

角双棘长蠹 Ｓ. ｒｕｆｉｃｏｒｎｅꎻ我国首部长蠹类专著«长
蠹科害虫检疫鉴定» (陈志粦ꎬ ２０１１) 参考 Ｌｅｓｎｅ
(１９０６)的著作ꎬ描述了 ３８ 种双棘长蠹ꎬ提供了 １３
种双棘长蠹的彩色特征图ꎬ其中 ８ 种来自网络ꎮ 朱

宏斌和李艳华(２００６)对 Ｌｅｓｎｅ 著作中 ３８ 种双棘长

蠹属分种检索表的翻译ꎬ类似的检索表后来也出现

在有关该属昆虫研究的多个文献中(陈乃中ꎬ２００９ꎻ
陈志粦ꎬ２０１１)ꎮ

近年来ꎬ我国口岸每年截获大量的双棘长蠹属

昆虫ꎬ仅 ２０１８ 年全国口岸就截获双棘长蠹属昆虫

１４ 种 １２１３ 种次ꎮ 然而ꎬ目前的资料难以满足口岸

检疫实践的需求ꎮ Ｌｅｓｎｅ 的资料著于 １００ 多年前ꎬ
除了文字描述外ꎬ仅有一些简单的手绘线条图ꎻ一
些资料中对部分形态特征的翻译不够准确和直观ꎻ
由于部分双棘长蠹之间的差别细微ꎬ仅根据百年前

的简单手绘图难以准确鉴定ꎮ 因此ꎬ本文在对 １２
种双棘长蠹属昆虫形态观察的基础上ꎬ拍摄了 １２
种昆虫的整体照片及鉴别特征照片(其中 ３ 种为国

内首次报道)ꎬ以期为口岸外来双棘长蠹属昆虫的

鉴定提供更加直观可靠的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供试标本

供试标本见表 １ꎬ主要为黄埔海关植检实验室

历年来截获标本的积累ꎮ

表 １　 供试双棘长蠹属昆虫标本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ｏｆ Ｓｉｎｏｘｙｌｏｎ ｂｅｅｔ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序号 Ｎｏ.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数量 / 头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截获日期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ｅ
１ 黑双棘长蠹 Ｓ. ｕｎｉｄｅｎｔａｔｕｍ 加纳 Ｇｈａｎａ ８ ２０１７－０１－０９
２ 相似双棘长蠹 Ｓ. ａｎａｌｅ 印度尼西亚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９ ２００９－１２－２３
３ 红角双棘长蠹 Ｓ. ｒｕｆｉｃｏｒｎｅ 塞拉利昂 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 ９ ２０１８－０５－０９
４ 苏丹双棘长蠹 Ｓ. ｓｕｄａｎｉｃｕｍ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２ ２００６－０７－１６
５ 折缘双棘长蠹 Ｓ. ｅｐｉｐｌｅｕｒａｌｅ 坦桑尼亚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４ ２０１４－０７－２２
６ 小横双棘长蠹 Ｓ. ｔｒａｎｓｖａａｌｅｎｓｅ 坦桑尼亚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３ ２０１８－０６－０９
７ 阔齿双棘长蠹 Ｓ. 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ｕｍ 塞拉利昂 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 ４ ２０１８－１１－２２
８ 角豆双棘长蠹 Ｓ. ｃｅｒａｔｏｎｉａｅ 多哥 Ｔｏｇｏ １ ２０１４－０３－２８
９ 三胝双棘长蠹 Ｓ. ｓｅｎｅｇａｌｅｎｓｅ 冈比亚 Ｇａｍｂｉａ １ ２０１２－０７－２２

１０ 粗双棘长蠹 Ｓ. ｃｒａｓｓｕｍ 老挝 Ｌａｏｓ ４ ２０２０－１２－０８
１１ 萨西双棘长蠹 Ｓ. ｓｕｃｃｉｓｕｍ 加纳 Ｇｈａｎａ １ ２０１８－１１－０７
１２ 橼子双棘长蠹 Ｓ. ｔｉｇｎａｒｉｕｍ 中国贵州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３ ２０１９－０５－２０

１.２　 仪器和设备

德国蔡司 Ｓｔｅｒｅｏ Ｖ８ 立体显微镜(带 ＣＣＤ 和测

微尺)ꎻ镊子ꎻ解剖针等ꎮ

１.３　 形态学观察

将标本置于纯净石英砂表面上ꎬ在立体显微镜

下观察和测量ꎬ记录各部位结构特征ꎬ统计差异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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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征拍照保存ꎮ 对于标本数量较多的种类ꎬ每种

测量标本 ５ 头ꎬ对于标本数量少于 ５ 头的ꎬ测量全

部标本ꎬ并取其平均值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体型大小

双棘长蠹类的体型大小主要体现在体长(背面

观从头部至鞘翅端部的长度)上:黑双棘长蠹 ４.３ ~
５.５ ｍｍꎬ平均 ４.８８ ｍｍꎻ相似双棘长蠹 ４.２~５.５ ｍｍꎬ
平均 ４.８１ ｍｍꎻ红角双棘长蠹 ５.６~７.１ ｍｍꎬ平均６.２５
ｍｍꎻ苏丹双棘长蠹 ４.５ ~ ４.８ ｍｍꎻ折缘双棘长蠹 ７.１
~７.８ ｍｍꎻ小横双棘长蠹 ５.０ ~ ５.１ ｍｍꎻ阔齿双棘长

蠹为 ４.５ ｍｍꎻ角豆双棘长蠹 ４.０~４.４ ｍｍꎻ三胝双棘

长蠹 ７.０ ｍｍꎻ橼子双棘长蠹 ４.３~４.８ ｍｍꎻ 萨西双棘

长蠹 ４.６ ｍｍꎻ粗双棘长蠹 ７.０~８.６ ｍｍꎮ
根据体型ꎬ１２ 种双棘长蠹大致可分为 ２ 类:大

型种ꎬ体长普遍大于 ５.６ ｍｍꎬ如粗双棘长蠹、红角双

棘长蠹、三胝双棘长蠹和折缘双棘长蠹ꎻ小型种ꎬ体
型普遍在 ５.５ ｍｍ 以下ꎬ如黑双棘长蠹、相似双棘长

蠹等其他 ８ 种ꎮ

２.２　 １２ 种双棘长蠹属昆虫的侧面观

从侧面观察ꎬ１２ 种双棘长蠹属昆虫除大小区别

明显外ꎬ前胸背板最高点也不同ꎬ但这个特征往往

由于标本头胸部与腹部的接合情况在个体间有变

化ꎻ侧面观也可看到双棘的形状和指向变化ꎮ 在某

些标本完整且姿势较佳的侧面图中ꎬ可以观察到触

角的形状ꎮ
结合背面观和侧面观ꎬ双棘长蠹具有独特的截

断状斜面ꎬ其两侧缘形成一条明显的棱(图 １Ｃ)ꎻ斜
面侧缘完全没有瘤突或几乎看不到瘤突的有 ５ 个

种ꎬ即黑双棘长蠹(图 １Ｂ)、角豆双棘长蠹(图 １Ｆ)、
阔齿双棘长蠹(图 １Ｅ)、苏丹双棘长蠹(图 １Ｉ)和萨

西双棘长蠹(图 １Ｋ)ꎻ另外 ４ 个种有或强或弱的瘤

突:红角双棘长蠹有 ３ 个瘤突ꎬ较明显ꎬ３ 个瘤突大

小一致(图 １Ａ)ꎻ三胝双棘长蠹(图 １Ｄ)、折缘双棘

长蠹(图 １Ｇ)和橼子双棘长蠹也有 ３ 个瘤突ꎬ虽较

弱ꎬ但清楚可见ꎻ小横双棘长蠹仅有 ２ 个较弱的瘤

突(图 １Ｈ)ꎻ粗双棘长蠹斜面侧缘上形成了 ２ 个十

分明显的纵脊ꎬ大小几乎与缝棘相当(图 １Ｊ)ꎮ

图 １　 十二种双棘长蠹成虫侧面观
Ｆｉｇ.１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１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ｎｏｘｙｌｏｎ ａｄｕｌｔ

Ａ:红角双棘长蠹ꎻＢ:黑双棘长蠹ꎻＣ:相似双棘长蠹ꎻＤ:三胝双棘长蠹ꎻＥ 阔齿双棘长蠹ꎻＦ:角豆双棘长蠹ꎻＧ:折缘双棘长蠹ꎻ
Ｈ:小横双棘长蠹ꎻＩ:苏丹双棘长蠹ꎻＪ:粗双棘长蠹ꎻＫ:萨西双棘长蠹ꎻＬ:橼子双棘长蠹ꎮ

Ａ: Ｓ. ｒｕｆｉｃｏｒｎｅꎻ Ｂ: Ｓ. ｕｎｉｄｅｎｔａｔｕｍꎻ Ｃ: Ｓ. ａｎａｌｅꎻ Ｄ: Ｓ. ｓｅｎｅｇａｌｅｎｓｅꎻ Ｅ: Ｓ. 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ｕｍꎻ Ｆ: Ｓ. ｃｅｒａｔｏｎｉａｅꎻ Ｇ: Ｓ. ｅｐｉｐｌｅｕｒａｌｅꎻ
Ｈ: Ｓ. ｔｒａｎｓｖａａｌｅｎｓｅꎻ Ｉ: Ｓ. ｓｕｄａｎｉｃｕｍꎻ Ｊ: Ｓ. ｃｒｉｓｓｕｍꎻ Ｋ: Ｓ. ｓｕｃｃｉｓｕｍꎻ Ｌ: Ｓ. ｔｉｇｎａｒｉ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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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双棘长蠹属昆虫触角类型

对触角形态进行观察可知ꎬ双棘长蠹属昆虫柄

节粗短ꎬ梗节较长ꎬ鞭节前 ６ 节短小紧密ꎬ后 ３ 节强

烈向一侧加宽呈鳃片状ꎬ形成明显的触角棒ꎻ根据

双棘长蠹类触角棒节的长宽比例ꎬ可将这些触角大

致可分为三指型和三叶型 ２ 种类型ꎮ 相似双棘长

蠹、黑双棘长蠹、角豆双棘长蠹、阔齿双棘长蠹、苏
丹双棘长蠹和萨西双棘长蠹触角棒属于三指型ꎬ而
红角双棘长蠹、三胝双棘长蠹、折缘双棘长蠹、小横

双棘长蠹、粗双棘长蠹和缘子双棘长蠹触角棒属于

三叶型ꎮ
三指型触角棒各节一般宽长比(ｂ / ａ)明显大于

３ (图 ２Ａ)ꎬ３ 个棒节形状比较近似ꎬ棒节 ２ 的宽度 ｂ
大于 ３ 节棒节的总长 ｃ (棒节沿纵轴方向为长)ꎬ棒
节整体形状类似 ３ 根手指ꎬ表面比较光滑ꎻ而三叶

型触角棒节宽长比一般小于 ２.５ (图 ２Ｂ)ꎬ棒节 ２ 宽

度小于棒节总长ꎻ３ 个棒节形状各异:棒节 １ 三角

形ꎬ棒节 ２ 楔形ꎬ棒节 ３ 豆瓣状ꎻ棒节表面具浓密倒

伏的细毛ꎮ

图 ２　 双棘长蠹属昆虫触角类型
Ｆｉｇ.２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ｎｔｅｎｎａｅ ｏｆ Ｓｉｎｏｘｙｌｏｎ ｂｅｅｔｌｅｓ

Ａ:三指型ꎻＢ:三叶型ꎮ ａ:棒 ２ 节长度ꎻ
ｂ:棒 ２ 节宽度ꎻｃ:触角棒总长ꎮ

Ａ: Ｔｈｒｅｅ￣ｆｉｎｇｅｒ ｓｈａｐｅꎻ Ｂ: Ｔｒｉｌｏｂａｌ ｓｈａｐｅ. ａ: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２ｎ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ｕｂꎻ ｂ: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２ｎ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ｕｂꎻ ｃ: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ｕｂ.

２.４　 鞘翅斜面上双棘形态

双棘长蠹属昆虫鞘翅近端部会突然向下倾斜ꎬ
形成一个斜的平面或半球面ꎬ称之为鞘翅斜面ꎮ 通

过对双棘的观察ꎬ发现双棘形态和位置变化最多ꎬ
比其他特征更能体现种间的差异ꎮ １２ 种长蠹的双

棘形态如图 ３ꎮ
双棘长蠹属昆虫鞘翅斜面上的双棘变化丰富ꎬ

按照形态大致可分类 ３ 类:第一类为片状ꎬ棘侧面

观呈三角形ꎬ即棘体附着于斜面的一边等于或长于

棘体下缘ꎮ 背面观双棘侧扁ꎬ包括粗双棘长蠹(图
３ａ)、苏丹双棘长蠹(图 ３ｂ)ꎬ红角双棘长蠹(图 ３ｃ)
和橼子双棘长蠹(图 ３ｌ)ꎮ 但四者又有区别ꎬ其中粗

双棘长蠹双棘十分接近ꎬ其他 ３ 种则较远离ꎮ 红角

双棘长蠹棘端直ꎬ而苏丹双棘长蠹则稍向下弯ꎮ 橼

子双棘长蠹附着部与底部边近相等ꎻ第二类为扁锥

状ꎬ其棘体整体呈锥状ꎬ背面观则稍侧扁ꎬ包括小横

双棘长蠹(图 ３ｄ)、三胝双棘长蠹(图 ３ｅ)、折缘双棘

长蠹(图 ３ｆ)、角豆双棘长蠹(图 ３ｇ)和萨西双棘长

蠹(图 ３ｋ)ꎮ 其中小横双棘长蠹双棘背面观呈“八”
字状向外倾斜ꎬ其余 ３ 种双棘近平行ꎮ 三胝双棘长

蠹和折缘双棘长蠹十分相似ꎬ棘体粗壮且侧面观端

部稍向下弯ꎮ 角豆双棘长蠹双棘纤细且侧面观端

部较直ꎮ 萨西双棘长蠹与角豆双棘长蠹较为类似ꎬ
但其棘体更粗壮ꎻ第三类为锥状ꎬ棘体由基部到端

部渐变细ꎬ背面观棘体不侧扁ꎬ包括黑双棘长蠹(图
３ｈ)、双棘长蠹(图 ３ｉ)和阔齿双棘长蠹(图 ３ｊ)ꎮ 黑

双棘长蠹棘体基部具粗糙颗粒ꎬ相似双棘长蠹棘体

光滑ꎬ阔齿双棘长蠹棘体十分粗短ꎬ背面观棘轴显

著向两侧倾斜呈“八”字形ꎮ
２.５　 斜面上刚毛形态

双棘长蠹类昆虫斜面上刚毛形态也是种的重

要鉴定特征之一ꎮ １２ 种双棘长蠹斜面上刚毛特征

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刚毛较长ꎬ以弧形倒伏于体

壁ꎬ一般与体壁有 ２ 个接触点ꎻ第二类刚毛较短ꎬ直
立于体壁之上ꎻ第三类斜面光滑ꎬ几无刚毛可见ꎮ

１２ 种双棘长蠹中ꎬ斜面刚毛直立的有角豆双棘

长蠹、阔齿双棘长蠹、三胝双棘长蠹、萨西双棘长蠹

和折缘双棘长蠹ꎻ斜面刚毛倒伏的有相似双棘长

蠹、黑双棘长蠹、红角双棘长蠹、苏丹双棘长蠹、粗
双棘长蠹和橼子双棘长蠹ꎻ小横双棘长蠹斜面上十

分光滑ꎬ几乎看不到刚毛ꎮ
２.６　 其他一些重要的形态特征

１２ 种双棘长蠹中ꎬ部分种类具有一些其他种类

所不具有的特征ꎬ依据这些特征容易将这些种类与

其他近似种类区分开来ꎮ 相似双棘长蠹:鞘翅斜面

呈横截状ꎬ即斜面与鞘翅前部有明显的分界线ꎮ 鞘

翅斜面双棘以下的缝脊两侧呈明显的锯齿状ꎬ其齿

高达到缝脊宽度的一半左右(图 ４Ａ)ꎻ折缘双棘长

蠹:鞘翅在斜面底部的边缘显著加宽并向上翻卷ꎬ
背面观可以看到边缘前有一明显的沟(图 ４Ｂ)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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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双棘长蠹:鞘翅斜面靠近底部时ꎬ斜面两侧形成

一条明显的隆起横脊ꎬ向内延伸达鞘翅的 ２ / ３ 宽ꎮ
背面观时这条隆脊常会遮挡住下部的鞘翅边缘(图
４Ｃ)ꎮ

图 ３　 １２ 种双棘长蠹的双棘形状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ｄｕａｌ ｔｅｅ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ｙｔｒｏｎ ｄｅｃｌｉｖｉｔｙ ｏｆ １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ｎｏｘｙｌｏｎ　 　

Ａ:背面观ꎻＢ:侧面观ꎮ ａ~ ｌ 分别为粗双棘长蠹、苏丹双棘长蠹、红角双棘长蠹、小横双棘长蠹、三胝双棘长蠹、折缘双棘长蠹、
角豆双棘长蠹、黑双棘长蠹、双棘长蠹、阔齿双棘长蠹、萨西双棘长蠹、橼子双棘长蠹ꎮ

Ａ: Ｄｏｒｓａｌ ｖｉｅｗꎻ Ｂ: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ｖｉｅｗ. ａ－ｌ: Ｓ. ｃｒｕｓｓｕｍꎬ Ｓ. ｓｕｄａｎｉｃｕｍꎬ Ｓ. ｒｕｆｉｃｏｒｎｅꎬ Ｓ. ｔｒａｎｓｖａａｌｅｎｓｅꎬ Ｓ. ｓｅｎｅｇａｌｅｎｓｅꎬ Ｓ. ｅｐｉｐｌｅｕｒａｌｅꎬ
Ｓ. ｃｅｒａｔｏｎｉａｅꎬ Ｓ. ｕｎｉｄｅｎｔａｔｕｍꎬ Ｓ. ａｎａｌｅꎬ Ｓ. 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ｕｍꎬ Ｓ. ｓｕｃｃｉｓｕｍꎬ Ｓ. ｔｉｇｎａｒｉｕｍ.

图 ４　 ３ 种双棘长蠹鞘翅斜面上的特征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ｌｙｔｒｏｎ ｄｅｃｌ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ｎｏｘｙｌｏｎ　 　

　 　 Ａ:相似双棘长蠹ꎻＢ:折缘双棘长蠹ꎻＣ:小横双棘长蠹ꎮ
Ａ: Ｓ. ａｎａｌｅꎻ Ｂ: Ｓ. ｅｐｉｐｌｅｕｒａｌｅꎻ Ｃ: Ｓ. ｔｒａｎｓｖａａｌｅｎｓｅ.

２.７　 双棘长蠹属 ３ 种常见种类的形态简述

在多年的出入境检疫鉴定之中ꎬ有 ３ 种双棘长

蠹截获频次最高ꎬ即相似双棘长蠹、黑双棘长蠹和

红角双棘长蠹ꎬ截获种次占到所有双棘长蠹的 ８０％
以上ꎮ 这 ３ 种双棘长蠹在形态上又各具有代表性:
相似双棘长蠹鞘翅斜面为横截状ꎬ黑双棘长蠹触角

为三指型ꎬ红角双棘长蠹触角为三叶型ꎮ 因此ꎬ特
别挑选这 ３ 种最为常见的双棘长蠹属昆虫简要描

述ꎬ可为鉴定其他双棘长蠹种类提供参考ꎮ
相似双棘长蠹:体长(４.８１±０.４０) ｍｍꎬ宽(２.１５

±０.２０) ｍｍꎻ前胸背板和鞘翅基部为黑色ꎬ鞘翅中后

部为锈红色ꎬ触角三指型ꎻ双棘细锥状ꎬ多数从中部

向上弯曲ꎬ少数双棘中轴端直ꎻ斜面缝脊两侧的锯

齿十分明显ꎬ齿高达到缝脊单侧宽度的 １ / ３~１ / ２ꎮ

黑双棘长蠹:体长(４.８８±０.３６) ｍｍꎬ宽(２.２１±
０.１８) ｍｍꎻ与双棘长蠹相比ꎬ黑双棘长蠹的体色更

黑ꎻ触角三指型ꎻ双棘呈圆锥状ꎬ基部 １ / ３ 表面生有

多个小瘤突ꎬ呈肿胀状ꎬ上部光滑ꎻ双棘中轴线向外

倾斜ꎬ呈“八”字状ꎬ端部直ꎬ不向任何方向弯曲ꎻ缝
脊相当平滑ꎬ仅有个别个体上有微弱的锯齿状ꎻ斜
面刚毛或密或疏ꎬ弧状倒伏于体壁上ꎮ

红角双棘长蠹:体长(６.２５±０.４８) ｍｍꎬ宽(２.７３
±０.２１) ｍｍꎻ黑色或深红色ꎻ触角三叶型ꎬ表面有较

明显的倒伏细毛ꎬ暗红色ꎻ双棘侧面观近似于直角

三角形:棘顶到斜面下方为短直角边ꎬ而棘顶上方

与缝脊间则以一引桥连接ꎬ形成斜边ꎬ斜边长度约

为短直角边的 ２ 倍ꎻ双棘内侧光滑ꎬ有较浅的内凹ꎬ
外侧稍隆突ꎬ上面常有纵沟纹ꎻ斜面侧瘤 ３ 个ꎬ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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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ꎻ斜面上毛或密或稀ꎮ 在个别个体中ꎬ发现鞘

翅缝角腹面有一钩状结构ꎬＬｅｓｎｅ (１９０６)的相关描

述中也记述了这种形态变化ꎮ

２.８　 双棘长蠹属 １２ 种分种检索表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ꎬ给出 １２ 种双棘长蠹属昆

虫的简明特征检索表ꎮ

表 ２　 １２ 种双棘长蠹属昆虫的简明特征检索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Ｋｅｙ ｔｏ １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ｎｏｘｙｌｏｎ

１　 鞘翅斜面截断状ꎻ触角三指型ꎻ斜面上缝脊两侧明显锯齿状 相似双棘长蠹 Ｓ. ａｎａｌｅ
１　 鞘翅斜面非截断状 ２
２　 触角三指型 ３

触角三叶型 ７
３　 斜面上部刚毛短而直立ꎬ体型小 ４

斜面上部刚毛长而倒伏 ５
４　 双棘侧扁ꎬ棘轴平行 角豆双棘长蠹 Ｓ. ｃｅｒａｔｏｎｉａｅ

双棘短锥状ꎬ棘轴强烈外斜ꎬ呈“八”字形 阔齿双棘长蠹 Ｓ. 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ｕｍ
５　 双棘锥状ꎬ棘基部生满粗糙颗粒ꎻ背面观双棘中轴呈“八”字形 黑双棘长蠹 Ｓ. ｕｎｉｄｅｎｔａｔｕｍ

双棘侧扁ꎬ棘基部无粗糙颗粒 ６
６　 双棘侧面观呈长三角形ꎻ双棘顶之间距小于棘高 苏丹双棘长蠹 Ｓ. ｓｕｄａｎｉｃｕｍ

双棘侧面观呈锐刺状ꎻ双棘顶之间距大于棘高 萨西双棘长蠹 Ｓ. ｓｕｃｃｉｓｕｍ
７　 双棘着生于斜面缝脊之上ꎬ基部几乎相接触 粗双棘长蠹 Ｓ. ｃｒａｓｓｕｍ

双棘不着生于斜面缝脊之上ꎬ基部明显分开 ８
８　 斜面上部十分光滑ꎬ几无刚毛ꎻ斜面下部有一横肋ꎬ几达缝脊 小横双棘长蠹 Ｓ. ｔｒａｎｓｖａａｌｅｎｓｅ

斜面上部明显有刚毛 ９
９　 斜面上部刚毛倒伏 １０

斜面上部刚毛直立 １１
１０　 体长一般大于 ５.５ ｍｍꎬ双棘内侧向外倾斜ꎻ分布于非洲 红角双棘长蠹 Ｓ. ｒｕｆｉｃｏｒｎｅ

体长一般小于 ５.０ ｍｍꎬ双棘内侧近平行ꎻ分布于亚洲南部 橼子双棘长蠹 Ｓ. ｔｉｇｎａｒｉｕｍ
１１　 斜面底部边缘明显加宽并内折ꎬ在斜面端部形成一沟槽 折缘双棘长蠹 Ｓ. ｅｐｉｐｌｅｕｒａｌｅ

斜面底部边缘不加宽ꎬ缘边只略突出于斜面 三胝双棘长蠹 Ｓ. ｓｅｎｅｇａｌｅｎｓｅ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双棘长蠹属昆虫的触角特征

在对未知双棘长蠹属昆虫进行鉴定时ꎬ常常会

用到世界双棘长蠹属种类最早的检索表译文(陈志

粦ꎬ２０１１ꎻ 朱宏斌和李艳华ꎬ２００６)ꎮ 在这个检索表

中ꎬ其第 ２ 条、第 ５ 条、第 １１ 条、第 １６ 条、第 ２０ 条和

第 ２４ 条中都有“棒 ２ 节宽长比最大”和对应的“棒
２ 节宽长比不为最大”的描述ꎬ但是在检疫鉴定过

程中ꎬ却发现所有的样品都表现为“棒 ２ 节宽长比

最大”ꎮ 经过对相关标本仔细观察和测量ꎬ无论是

检索表条目“棒 ２ 节宽长比最大”后所指向的粗双

棘长蠹、苏丹双棘长蠹和黑双棘长蠹ꎬ还是“棒 ２ 节

宽长比不为最大”对应的小横双棘长蠹、橼子双棘

长蠹、红角双棘长蠹和日本双棘长蠹ꎬ其触角棒第 ２
节的宽长比在 ３ 个棒节中都为最大ꎬ并无“不为最

大”的特征ꎮ 后来的一些文献中双棘长蠹检索表也

有类似描述(陈乃中ꎬ２００９ꎻ 陈志粦ꎬ２０１１)ꎮ 为进

一步核实该特征的原始记录ꎬ笔者查询了该检索表

的原始文献ꎬ发现原文为“ｌ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éｐａｓｓａｎｔ

ｅｎ ｌａｒｇｅｕｒ ｌａ ｌｏｎｇｕｅｕｒ ｔｏｔａｌ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ｓｓｕｅ”ꎬ实际含义

为“棒 ２ 节宽度超过棒节总长”ꎬ而对应条文则为

“棒 ２ 节宽度不超过棒节总长”ꎮ 按照此新的含义ꎬ
再对照以上常见的双棘长蠹如粗双棘长蠹、橼子双

棘长蠹、苏丹双棘长蠹、黑双长蠹长蠹和红角双棘

长蠹的特征ꎬ则检索表描述特征与相关种类的完全

一致ꎮ 随后ꎬ经对 １２ 种双棘长蠹触角形态做进一

步研究ꎬ发现其不仅仅表现为“棒 ２ 节宽度是否超

过棒节总长”一个特征上ꎬ而是呈现为形态上的多

个特征的综合ꎬ故此将其分为“三指型”和“三叶

型”２ 个类型ꎬ这样更准确体现了 ２ 类触角形态结

构的区别ꎮ
３.２　 双棘长蠹属分类的其他问题

目前ꎬ全世界已记录双棘长蠹约 ５０ 种ꎬ已知分

布于非洲的双棘长蠹有 １８ 种(陈乃中ꎬ２００９)ꎮ 据

已有资料(Ｌｅｓｎｅꎬ１９０６)ꎬ双棘长蠹属昆虫外形十分

相似ꎬ一些近似种之间往往只有一些细微差别ꎮ 而

以往的双棘长蠹种类描述资料中(陈乃中ꎬ２００９ꎻ
陈志粦ꎬ２０１１)ꎬ多数仅给出一些百年前的简易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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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图ꎬ加上翻译的描述ꎻ另有相当多的种类并没

有提供图像ꎬ仅有引用的文字描述ꎮ 这些资料中有

些在翻译过程中对部分概念理解有误ꎬ有些描述晦

涩难懂ꎬ较难理解相关特征描述的准确含义ꎮ
Ｌｅｓｎｅ (１９０６)对双棘长蠹属昆虫检索表第 １７

项中所列举的 ５ 个种 ( Ｓ. ｃｅｒａｔｏｎｉａｅ、 Ｓ. ｄｏｌｉｏｌｕｍ、
Ｓ. ｓｕｃｃｉｓｕｍ、Ｓ ｒｕｆｏｂａｓａｌｅ 和 Ｓ. 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ｕｍ)进行了特

别说明ꎬ认为这个小群中的种类之间极其相似ꎬ仅
能靠一些微小的差异进行区分ꎬ故而认为这些种类

目前还处于不完全明确状态ꎮ 本文涉及到其中的 ２
个种ꎬ即角豆双棘长蠹 Ｓ. ｃｅｒａｔｏｎｉａｅ 和阔齿双棘长

蠹 Ｓ. 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ｕｍꎮ 从形态学来看ꎬ这 ２ 个种之间的

确仅有双棘形态上的明显差别ꎬ其他方面极其相

似ꎮ 因此ꎬ对这 ５ 个种的相关分类情况仍有待进一

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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