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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雅脊金小蜂 Theocolax elegans ( Westwood，1874) 是一种世界性分布的贮粮害虫寄生蜂，寄主范围广泛。本

文对其成虫形态特征进行记述并从形态学、寄主与分布等方面区分了蚁形金小蜂属 Theocolax 内的近缘种类，并编

制该属已知种的检索表。以期为相关鉴定提供参考依据，为雅脊金小蜂天敌利用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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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Theocolax elegans ( Westwood ) ( Hymenoptera:
Pteromalidae: Cerocephalinae ) from stored grain pest and its intragenus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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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ocolax elegans ( Westwood，1874) ，a worldwide storagepest parasitic wasp with wide host
range. It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are described，and the closely related species in Theocolax are
distinguished from morphology，host and distribution. Further we provide the key to Theocolax. It provides
reference and information for the relevant identification and natural enem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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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形金小蜂属 Theocolax ( Westwood，1832) 隶

属膜翅目 Hymenoptera 金小蜂科 Pteromalidae 蚁形

金小蜂亚科 Cerocephalinae，主要寄生于仓贮害虫

和危害木材的窃蠹科 Anobiidae、小蠹科 Scolytidae
昆虫 ( 黄 大 卫 和 肖 晖，2005 ) 。雅 脊 金 小 蜂

Theocolax elegans ( Westwood，1874) 是该属唯一的

仓贮害虫寄生蜂，广泛分布，在我国湖北、广东、
海南、广西、四川等地也有发现，该蜂是米象的

优势寄生蜂，自然寄生率较高 ( 高燕，2004 ) ，且

其寄主范围广，具有较高的应用潜力。

黄骅港海关在对巴西货船进行卫生查验时，

发现厨房绿豆中有大量活体绿豆象 Callosobruchus
chinensis Linnaeus，带回实验室后还发现一种体型

微小的寄生蜂，后鉴定为雅脊金小蜂。研究结果

如下。

1 蚁形金小蜂属 Theocolax( Westwood，
1832)

该属与脊头金小蜂属 Cerocephala ( West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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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 相似，区别在于该属种类的触角明显位于

复眼下线之下，触角窝接近于唇基，正面观，头

高等于或明显大于宽，两侧近平行，触角洼位的

两侧 边 缘 齿 状 突 小 或 不 明 显; 脊 头 金 小 蜂 属

Cerocephala 的触角窝较接近唇基，正面观，头亚

圆形，触角洼的两侧边缘具明显的齿状凸起 ( 黄

大卫和肖晖，2005) 。
目前 蚁 形 金 小 蜂 属 Theocolax 共 有 10 种

( Grissell ＆ Hevel，2005; Sureshan ＆ Narendran，

2005; McEwen，2015 ) 。Grissell ＆ Hevel ( 2005 )

根据触角间纵脊和后缘脉长度该属被划分为两个

亚组，第一亚组特征为: 触角间纵脊延伸至中单

眼一半及以上、前翅后缘脉等于或长于痣脉，包

括巨蚁形金小蜂 T. ingens ( Xiao ＆ Huang，2001 )

和小蠹蚁形金小蜂 T. phloeosini ( Yang，1989) ; 另

一亚组特征为: 触角间纵脊只延伸至中单眼 1 /4
处、前翅后缘脉缺失或明显短于痣脉，包 括 T.
backeri ( Crawford，1915) 、雅脊金小蜂 T. elegans、
T. formiciformis ( Westwood，1832) 以及 T. oblonga
Delucchi; 由于 T. frater ( Girault，1913) 触角间纵

脊延伸至中单眼一半这一特征与前一亚组相同，

而前翅后缘脉短于痣脉与后一亚组相同，所以被

Grissell ＆ Hevel ( 2005) 认为是介于这两个亚组之

间的物种。后 McEwen ( 2015) 又发现前一亚组前

胸侧板具刻纹区域，而后一亚组除 T. oblonga 前胸

侧板具 1 条刻纹外，其他均不具刻纹区域。根据

前 述， 之 后 发 现 的 T. radhakrishnani、 T.
americanus 应与 T. ingens ( Xiao ＆ Huang，2001 ) 、
T. phloeosini 划 分 为 同 一 亚 组。关 于 T. fasciata
Ishii 的形态特征、寄主等没有描述，只有一张原

始绘图，因为该种唯一一只采集于日本东京的雄

性标本已被毁坏 ( Ishii，1956 ) 。从绘图中可看出

该种与本实验室检出的雅脊金小蜂雄蜂在体长、
触角等形态特征上有明显区别。

2 世界蚁形金小蜂属 Theocolax 雌成
虫检索表

蚁形金小蜂属 Theocolax 分种检索表 ( 雌虫)

1. 触角间纵脊延伸至中单眼一半及以上; 前翅后

缘脉等于或长于痣脉 ( T. frater 除外) 2……
触角间纵脊短，约延伸至中单眼 1 /4 处; 前翅

后缘脉短于痣脉 6………………………………
2. 腹柄长，仅稍短于后足基节; 产卵器明显延长;

触角棒节稍短于前三节之和; 前翅翅斑为长椭

圆 T. radhakrishnani………………………………
腹柄短; 其他特征不尽相同 3…………………

3. 前胸侧板刻纹细而密; 并胸腹节具细横纹，前

部具明显中脊，中后部为网状皱纹 4…………
前胸侧板刻纹粗而稀; 并胸腹节具细横纹，前

部不具或具不明显中脊，后部光滑呈叠瓦状

5
…

………………………………………………
4. 前翅中区不具翅斑; 腹柄前外侧角锐角，明显

向前侧方突出 巨蚁形金小蜂 T. ingens…………
前翅中区具明显的翅斑; 腹柄前外侧角钝圆

小蠹蚁形金小蜂 T. phloeosini
…

………………
5. 并胸腹节不具中脊; 前胸侧板刻纹 少，少 于

5 条; 触角第 1 索节宽大于长 T. frater…………
并胸腹节具不明显中脊; 前胸侧板刻纹较多，

多余 5 条; 触角第 1 索节宽小于长

T. americanus
……………

…………………………………
6. 前胸侧板具 1 条刻纹 T. oblonga………………

前胸侧板不具刻纹 7……………………………
7. 触角梗节明显短于索节 1、2 节长之和

雅脊金小蜂 T. elegans
………

…………………………
触角梗节近等于索节 1、2 节长之和 8…………

8. 大多数个体为短翅型; 体长为 1. 3 ～ 3. 8 mm;

面部凹陷两侧具齿状凸起 T. formiciformis………
已知标本为全翅型; 个体明显小; 面部凹陷两

侧不具齿状凸起 T. bakeri………………………
注: 前胸侧板、并胸腹节以及腹柄结构参考 McEwen
( 2015) 特征图，其他部分特征见图 2。

3 雅 脊 金 小 蜂 Theocolax elegans
( Westwood，1874)

中文名: 雅脊金小蜂 ( 精美蚁形金小蜂)

学名: Theocolax elegans ( Westwood，1874)

异名: Cerocephala oryzae Ｒisbec，1951; Inst.
Franc. d'Afr. Noire，Mem. 13: 366.

Choetospila elegans Westwood，1874; Thesaurus
Ent. Oxon. ，157.

Spalangia metallica Fullaway， 1913; Hawaii.
Ent. Soc，Proc. 2: 286.

Spalangia rhizoperthae Ｒisbec， 1951; Inst.
Franc. d'Afr. Noire，Mem. 13: 365.

Spalangiomorpha fasciatipennis Girault， 1913;

Mem. Qd. Mus. 2: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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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形态特征

长翅型雌蜂: 体长 2. 1 mm，具金属光泽。头、
中胸棕褐色; 柄后腹黑褐色; 并胸腹节及足黄棕

色; 胸部侧面及腹面褐色; 触角第 1 节黄褐色，

第 2 ～ 6 节褐色逐渐加深，至第 7 ～ 8 节为黑褐色

( 图 1 A) 。头前面观，头高大于头宽，头高为头宽

的 1. 15 倍 ( 图 1 B) 。触角位于复眼下线下方，触

角膝状，共 8 节，末端稍膨大，无环状节，棒节

无明 显 分 节; 索 节 5 节， 第 1 索 节 长 宽 比 为

5 ∶ 3. 5，长于梗节; 其后各索节近方形 ( 图 1 C) 。
胸部光滑无刻点。前后翅边缘具长缘毛，在离前

翅基部 1 /3 处具直立的黑色刚毛丛，前翅中部有一

条烟灰色横行宽斑 ( 图 1 D) 。柄后腹长宽之比大于

2，第 1 节背板最长。雌虫产卵器较短 ( 图 1 E) 。
短翅型雄蜂: 雄性个体小于雌性个体，体长

1. 5 mm; 触角 9 节，后 4 节黑色; 柄后腹长宽相

当，后部若干节缩于前面之下 ( 图 1 F) 。
检视标本: 巴西货船，2018. Ⅴ. 8，2♀ ( 长

翅型) 1♂ ( 短翅型) ，郑京飞采。
3. 2 分布及寄主

分布: 湖北、广东、海南、广西、四 川; 美

国 ( 包括关岛) ，墨西哥，波多黎各，巴拿马，苏

里南 ( 南美洲) ，秘鲁，澳大利亚，爪哇，印度，

尼日利亚，南非等地为世界性分布种 ( 黄大卫和

肖晖，2005; Sureshan ＆ Narendran，2005) 。
寄主: 贮粮害虫的幼虫和蛹，见表 1。

表 1 雅脊金小蜂寄主

Table 1 The host of Theocolax elegans

科 Family 种 Species

象甲科 Curculionidae
米 象 Sitophilus oryzae Linnaeus、玉 米 象 Sitophilus zeamais Motschulsky、谷 象 Sitophilus granarius
Linnaeus、罗望 子 象 Sitophilus linearis Herbst、阔 鼻 谷 象 Caulophilus oryzae Gyllenhal、宽 吻 谷 象

Caulophilus latinasus Say、尖隐喙象属 Sphenophorus

窃蠹科 Anobiidae 药材甲 Stegobium paniceum Linnaeus、烟草甲 Lasioderma serricorne Fabricius 等

豆象科 Bruchidae
巴西豆象 Zabrotes subfasciatus Boheman、菜豆象 Acanthoscelides obtectus Say、四纹豆象 C. maculatus
Fabricius、鹰嘴豆象 C. analis Fabricius、绿豆象 C. chinensis Linnaeus

长蠹科 Bostrichidae 大谷蠹 Prostephanus truncatus Horn、谷蠹 Ｒ. dominica Fabricius

其他 Others
麦蛾 Sitotroga cerealella Olivier、锈赤扁谷盗 Cryptolestes ferrugineus Stephens、谷斑皮蠹 Trogoderma
granarium Everts、赤拟谷盗 Tribolium castaneum Herbst 等

注: 综合 Campbell ＆ Hagstrum ( 2002) 、Sureshan ＆ Narendran ( 2005) 和 Ghimire ＆ Phillips ( 2014) 文中所述寄主。

4 雅脊金小蜂与属内种的区别

4. 1 寄主与分布区别

世界蚁形金小蜂属物种分布及其寄主区别，

见表 2。除 T. elegans 寄主为贮粮害虫，其他寄主

明确的多寄生危害林木的小蠹科和窃蠹科害虫。
其中 T. americanus 和 T. oblonga 的寄主单一，仅

有 1 种，T. elegans 和 T. formiciformis 寄主范围较

广。具体分布特点世界广布种为 T. elegans，亚洲

分布 的 有 6 种， 为 T. elegans、T. backeri、T.
fasciata、T. frater、T. ingens 和 T. phloeosini，中国

分布的有 T. elegans、T. ingens 和 T. phloeosini。
4. 2 形态特征区别

形态特征区别见图 2。

5 讨论

目前蚁形金小蜂属 Theocolax 共有 10 种，本文

只编制该属 9 种金小蜂雌成虫检索表，是因为相

比于雄虫相关资料对雌成虫的形态特征有更加详

细的描述，而且 T. fasciata 因只有一头雄虫标本的

绘图，所以无法编入该检索表。
Howard ＆ Liang ( 1993) 报道雅脊金小蜂存在

无翅型和长翅型两种类型，后发现该蜂还有短翅

型 ( 高燕，2004; 孙永超，2009; Sitthichaiyakul ＆
Amornsak，2017) 。实验室只检出长翅型雌蜂和短

翅型雄蜂两种类型。在有关雅脊金小蜂雌蜂个体

大小描 述 中，本 文 雌 蜂 体 长 2. 1 mm 与 高 燕 等

( 2004) 记录的 1. 2 ～ 1. 8 mm 有所差异，而与黄大

卫和肖晖 ( 2005) 记载的 2 mm 相差无几，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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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雅脊金小蜂

Fig. 1 Theocolax elegans
注: A － E，长翅型雌蜂; A，侧面观; B，头部，正面观; C，触角; D，前翅; E，柄后腹及产卵器; F，短翅

型，雄蜂，侧面观。Note: A － E，Fully winged，female; A，Lateral view; B，Anterior head; C，Antenna; D，Fore
wing; E，Dorsal metasoma; F，Short winged，male，later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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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形态特征区别

Fig. 2 Morphological distinction
注: A － B，头部正面观，示触角间纵脊长度; A，巨蚁形金小蜂 ( Grissell ＆ Hevel，2005) ; B，雅脊金小蜂 ( Grissell ＆
Hevel，2005) ; C － D，前翅，示痣后脉和痣脉; C，T. americanus 雌蜂 ( McEwen，2015 ) ; D，T. oblonga ( McEwen，

2015) ; E，T. fasciata 雄蜂 ( Ishii，1956) ; F，T. radhakrishnani 雌蜂，身体侧面和前翅，示腹柄和翅斑 ( Sureshan ＆
Narendran，2005) 。Note: A － B，Anterior head，length of the interantennal lamella; A，T. ingens ( Grissell ＆ Hevel，2005) ;

B，T. elegans ( Grissell ＆ Hevel，2005 ) ; C － D，Forewing，postmarginal veins and stigmal veins; C，T. americanus female
( McEwen，2015) ; D，T. oblonga ( McEwen，2015) ; E，T. fasciata male ( Ishii，1956) ; F，T. radhakrishnani female，body in
profile and forewing ( Sureshan ＆ Narendran，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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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世界蚁形金小蜂属 Theocolax Westwood 的分布与寄主

Table 2 Distribution and host of the genus Theocolax Westwood

拉丁名 Latin 寄主 Host 分布 Distribution

T. americanus McEwen 胡桃木细小蠹 Pityophthorus juglandis 美国

T. backeri ( Crawford，1915) 小蠹科 Scolytidae 幼虫或蛹 菲律宾

T. elegans ( Westwood，1874) 贮粮甲虫及麦蛾科 Gelechiidae 昆虫 世界性

T. fasciata ( Ishii，1956) 未知 日本

T. formiciformis ( Westwood，1832)

常见寄主为枯木中的窃蠹属 Anobium sp. 昆虫;

谷象 S. granarius、Trypopitys carpini、家具窃蠹

Anobium punctatum、水 曲 柳 花 小 蠹 Hylesinus
fraxini、褐粉蠹 Lyctus brunneus

西部和中部: 欧洲 ( 广泛

分布) 、新西兰、新北区、
澳大利亚、挪威。

T. frater ( Girault，1913) 未知
澳 大 利 亚、夏 威 夷、日

本、菲律宾

T. ingens ( Xiao ＆ Huang，2001) 小蠹虫 bark beetles 中国、美国

T. oblonga Delucchi Mimips rugicollis Schedl 扎伊尔

T. phloeosini ( Yang，1989)

危害林木的小蠹虫幼虫: 柏肤小蠹 Phloeosinus
aubei、多毛小蠹 Scolytus seulensis、角胸小蠹 S.
butovitschi、脐腹小蠹 S. schevyrewi、副脐小蠹 S.
semenovi 等

中国

T. radhakrishnani ( Sureshan ＆
Narendran)

危害枯木的窃蠹科 Anobiidae 昆虫 印度

可能是雅脊金小蜂个体发育大小受寄主及寄主食

物 的 影 响 ( 孙 永 超， 2009; Sitthichaiyakul ＆
Amornsak，2017) 。

蚁形金小蜂属昆虫的寄主及分布存在差异性，

该属其他 已 知 种 主 要 寄 生 危 害 木 材 的 多 种 小 蠹

Scolytidae、窃蠹 Anobiidae 的幼虫及蛹，而雅脊金

小蜂是该属唯一的贮粮害虫寄生蜂，寄主范围广

泛。虽然 T. fasciata 和 T. frater 的寄主未知，但其

分布与该属其他种存在差异。因此实际工作中，

可以结合成虫形态特征及其寄主与分布对该属昆

虫进行鉴定。
雅脊金小蜂在储藏的谷物中自然存在，这表

明一旦释放，它们可能会在未来多年里持续抑制

害虫 ( Flinn ＆ Hagstrum，2002) 。Flinn ( 2002) 研

究发现，通过通风将储藏的小麦温度控制在 30℃
以下时，其能有效的控制谷蠹种群数量; 后高燕

( 2006) 通过控制实验室条件，发现雅脊金小蜂对

米象的控制率可高达 89. 3% ; Adarkwah ( 2019 )

通过室内试验研究释放雅脊金小蜂和黄色仓花蝽

Xylocoris flavipes，对水稻或小麦中谷蠹和米象的控

制效 果，结 果 表 明，联 合 释 放 黄 色 仓 花 蝽 X.
flavipes 和雅脊金小蜂对防治水稻中的谷蠹和米象

能起到协同作用。雅脊金小蜂寄主范围广，自然

寄生率较高，具有较高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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