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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 年开始，通过对广东省内代表性自然保护地昆虫全面系统的野外调查，发现了两个中国新记录属种，

分别为筒穴甲科 Teredidae ( 瓢虫总科) 的双斑筒穴甲 Teredolaemus guttatus Sharp，1885、扁谷盗科 Laemophloeidae
( 扁甲总科) 的日本竹扁谷盗 Nipponophloeus dorcoides Ｒeitter，1874。本文详细记述了相关种类的形态特征，并对其

生物学习性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将为其鉴定提供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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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rough our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field investigation of insects in representative
natural reserv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since 2020，we found two species belonging to two genera are
newly recorded in China，which are Teredolaemus guttatus Sharp，1885 of Teredidae ( Coccinelloidea) and
Nipponophloeus dorcoides Ｒeitter，1874 of Laemophloeidae ( Cucujoidea ) . We described these two
species and discussed their biological habits，and this information compiled in this study will be used for
the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New records; beetle; Dinghu Mountain National Nature Ｒeserve

昆虫纲是动物界中物种数目最丰富的类群，

其数量庞大、分布广泛，约占整个动物界物种数

目的 2 /3，是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Zhang et al. ，2011) 。鞘翅目 Coleoptera 昆虫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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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虫，属 有 翅 亚 纲 全 变 态 类，目 前 已 知 种 类 约

39 万种，占昆虫纲物种数目的 40%，是世界昆虫

种类最丰富的类群 ( 聂瑞娥等，2019 ) 。我国鞘翅

目昆虫已记录约 139 科，记录的甲虫种类约占世

界已知种的 9% ( 聂瑞娥等，2019) 。
广东省地处南亚热带，生物资源丰富，但该

区域内有关无脊椎动物的基础数据仍较为匮乏且

不平衡。近些年来，相关学者在广东省境内开展

了规模不一的野外调查，发现了不少鞘翅目新属

种、新记录属种。其中，关于水生甲虫，报道了

于 广 东 省 佛 山 市、广 州 市 发 现 的 牙 甲 科

Hydrophilidae Latreille，1802 中国新记录种库曼覆

毛牙 甲 Cryptopleurum coomani d'Orchymont，1926、
棕褐 覆 毛 牙 甲 C. ferrugineum Motschulsky，1863
( Jia and Zhang，2017) ，以及珠海淇澳岛、韶关丹

霞 山 的 小 丽 阳 牙 甲 Helochares minusculus
d'Orchymont，1943 ( Yang et al. ，2021a ) ; 此 外，

还发现了分布地在广东的牙甲科新种郭氏丽阳牙

甲 H. guoi Yang and Jia， 2021、科 氏 阿 牙 甲

Agraphydrus komareki Yang and Jia，2021、沙阿牙甲

A. sabulosus Yang and Jia，2021、大鹏阿牙甲 A.
dapengensis Yang and Jia，2021 以及伪黑阿牙甲 A.
pseudoniger Yang and Jia， 2021 ( Yang et al. ，

2021a，2021b ) 。其 次，关 于 瓢 虫 科 Coccinellidae
Latreille，1807 的分类学修订和整理，Tong 等就报

道了 采 集 地 在 广 东 的 4 新 种， 即 刀 叶 方 瓢 虫

Sasajiscymnus cultratus Tong and Wang，2022，变斑

方瓢虫 S. variabilis Tong and Wang，2022，箭端方

瓢虫 S. sagittalis Tong and Wang，2022 以及粗瓣方

瓢虫 S. robustus Tong and Wang，2022 ( Tong et al. ，

2022) 。此外，在广东省的湿地生态系统也有一些

研究报道。在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范存祥等

( 2021) 发现了叶甲科 Chrysomelidae Latreille，1802
斯萤叶甲属 Sphenoraia Clark，1865 1 新种———海珠

斯萤叶甲 Sphenoraia haizhuensis Yang，2021; 随后，

Zhu 等 ( 2021 ) 报 道 了 拟 步 甲 科 Tenebrionidae
Latreille， 1802 1 新 种， 即 海 珠 珐 轴 甲

Falsonannocerus haizhuensis Zhu，Wang and Feng，

2021; 近期，刘振华等 ( 2023) 记述了鞘翅目7 个

中国新记录属种。由此可见，广东省昆虫物种资

源调查与研究具有深入开展的潜力和必要。
2020 年开始，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对省

内代表性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昆虫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野外调查，其中包括鼎湖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 以下简称 “鼎湖山保护区”) 。鼎湖山保

护区位于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 ( 23. 16 ～ 23. 19°N，

112. 51 ～ 112. 56°E) ，总占地面积约 1 155 ha，海

拔为 100 ～ 700 m，最高峰鸡笼山顶高 1 000. 3 m。
该保护区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属于亚热带季风气

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其森林群落复杂多样，

森林资源丰富，为不同的物种提供了良好的栖息

环境和充足的食源 ( 刘文平等，2011; 熊 鑫 等，

2016; 刘佩伶等，2021 ) 。鼎湖山因其优质的森林

环境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深受昆虫分类学家的关

注，早在 1981 年华立中就调查报道了该保护区采

集到 的 半 翅 目 缘 蝽 科 Coreidae Leach，1815 昆 虫

18 种，隶 属 于 3 亚 科 11 属， 其 中 点 蜂 缘 蝽

Ｒiptortus pedestris Fabricius，1775 为广东新记录种

( 华立中，1981 ) 。1982 年陈振耀在鼎湖山采集到

半翅目蝽科 Pentatomidae Leach，1815 昆虫 57 种，

隶属于 6 个亚科 40 属，其中 4 种为广东新记录

( 陈振耀，1982 ) 。20 世纪末，任顺祥和庞雄飞报

道 了 瓢 虫 科 1 新 种 淡 色 斧 瓢 虫 Axinoscymnus
cardilobus Ｒen and Pang，1992 ( Ｒen and Pang，

1992) ，田明义记述了在鼎湖山发现的方头甲科

( 最新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研究认为方头甲科属露尾

甲科 Nitidulidae Latreille，1802 的 一 个 亚 科; Cai
et al. ，2022) 1 新种，即鼎湖方头甲 Cybocephalus
dinghushanensis Tian，1996 ( 田 明 义，1996 ) 。此

外，刘振江和张雅林于 2002 年记述了同翅目叶蝉

科 Cicadellidae Walker，1870 1 新种长面尖尾叶蝉

Pedionis mecota Liu and Zhang， 2002。 Xu 等

( 2006) 也描述了膜翅目螯蜂科 1 新种捷单爪螯蜂

Anteon actuosum Xu，Olmi and He，2006。昆虫学家

们对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昆虫资源的探索热度从未

减退，Bi 等 ( 2022) 在对中国 Telsimia Casey 的综

述中报道了分布地为鼎湖山的 1 新种钳叶寡节瓢

虫 Telsimia forcipata Wang，2022。
近期，在对鼎湖山保护区采集到的昆虫标本

进行整理、鉴定的过程中，发现了鞘翅目 2 中国

新 记 录 属， 分 别 为 筒 穴 甲 科 的 筒 穴 甲 属

Teredolaemus Sharp，1885 以及扁谷盗科的日本扁谷

盗属 Nipponophloeus Sasaji，1983。

1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标本均保存于广东省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标本通过布置于鼎湖山国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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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的马氏网与飞阻装置进行采集 ( 图 1 ) ，飞

阻样点每隔 3 ～ 4 天采样一次，马氏网每月采样一

次。标本收集后将其放入 100% 酒精中进行保存，

用于后续整理鉴定。
标本整体照的拍摄借助 WeMacro 叠叠乐微距

导轨自动平台及物镜转接管，使用佳能 7D 单反相

机、佳能 65 mm 微距镜头、三丰 5 倍物镜镜头和

双头闪光灯，在 Helicon Ｒemote 和 WeMacro 软件中

进行分层拍摄，拍摄的图片在 Helicon Focus 软件

中进行叠加渲染，最后在 Photoshop CC 2017 中进

行处理。
文中甲虫主要测量标准为: 体长 － 唇基前缘

至鞘翅末缘; 前胸背板长 － 前胸背板在中线的长

度; 前胸背板宽 － 前胸背板最宽处的宽度; 鞘翅

长 － 鞘翅缝前端至鞘翅末端; 鞘翅宽 － 两侧鞘翅

在最宽处的宽度。
雄性外生殖器解剖: 往 1. 5 mL 离心管中加入

水，将标本放入水中，再将离心管放入 80℃ 水浴

加热 5 min; 将标本取出放在载玻片上在光学显微

镜下进行解剖。
雄性外生殖器拍摄: 雄性外生殖器置于 10%

氢氧化钾溶液，80℃水浴加热 5 min，此时雄性外

生殖器内的肌肉组织和油脂滴大部分被清除; 将

雄性外生殖器转移到载玻片上的甘油中，使用安

装有 AxioCam HＲc 成像系统的 Zeiss AX10 透视光

学显 微 镜 进 行 拍 摄; 不 同 焦 平 面 的 照 片 通 过

Helicon focus ( v7. 0. 2 ) 软 件 处 理 为 景 深 叠 加

照片。

图 1 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山国家自然保护区马氏网及飞阻布置图

( http: / /39. 107. 176. 190: 8085 /portal /、http: / /www. tuxingis. com / )
Fig. 1 Malaise traps and flight interception traps of Dinghu Mountain National Nature Ｒeserve，

Zhaoqing City，Guangdong Province

2 结果与分析

2. 1 筒穴甲科 Teredidae Seidlitz，1888
筒穴 甲 科 隶 属 于 瓢 虫 总 科 Coccinelloidea。

Ｒobertson 等 ( 2015 ) 对 384 个甲虫样本的 8 个基

因序列进行了系统发育分析，进而将瓢虫总科从

之前的扁甲总科 Cucujoidea 中独立出来，并将一些

亚科提升到了科级水平，其中就包含了筒穴甲科。
目前，筒穴甲科包含了 11 属 160 余现生种，广泛

分布在世界各地 ( 除南极洲外) ( S＇ lipiński et al. ，

2010; Ｒobertson et al. ，2015) 。筒穴甲科成虫体型

细长，触角着生处自背面可见，额唇基沟明显可

见，外咽缝高度分离，触角沟发达，中足基节窝

关闭或狭窄的开放，前足胫节顶端具刺，前足胫

节距近相等，跗节 4 － 4 － 4 或 3 － 3 － 3，第 1 腹节

间突狭窄、顶端尖锐或圆钝。目前已知最早的筒

穴甲化石发现于白垩纪中期缅甸琥珀 ( Li et al. ，

2022) 。国内目前仅在陕西记录有 Teredus chinensis
Liu，Lin and Li，2021。

筒穴甲属 Teredolaemus 目前全世界已知有26 个

现生种，分布在非洲 ( 包括马达加斯加) 、亚洲、
印度北部、日本和澳大利亚，大多生活于热带地

区 ( Lawrence，1985; Zhou et al. ，2017; Alekseev
et al. ，2022 ) 。双 斑 筒 穴 甲 Teredolaemus guttatus
Sharp，1885 目前仅发现于日本，本文所记述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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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中国新记录属种。
检视标本: 肇庆鼎湖山保护区 112°32'24. 98″E

23°10'14. 18″N，2020. VI. 24，FIT － 9; 广东省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 ( 1♂ ) 。
鉴 别 特 征: 筒 穴 甲 属 Teredolaemus 与

Xylariophilus Pal and Lawrence 外部特征很相似，但

是它的体型更大且更细长，并且中足基节窝外部

关闭。筒穴甲属 Teredolaemus 可以通过其触角末

2 节紧密相接，前足基节窝外部开放，前胸腹板突

狭窄但完整，前足胫节顶端外角突出形成尖锐的

齿、内角具成对等长的距而与国内分布的 Teredus
Dejean， 1835 属 相 区 分。 而 双 斑 筒 穴 甲

Teredolaemus guttatus 与 同 样 分 布 于 日 本 的

Teredolaemus politus Lewis，1879 相比，鞘翅背面刻

点更细，且鞘翅末端具棕红色斑纹，后者鞘翅为

单一黑色。
描述: (♂ ) 体长约 3. 2 mm，圆柱形，细长，

两侧平行。头部与胸部黑色，颜色均匀且具有金

属光泽，足与触角棕褐色。鞘翅黑色，末端具大

的红棕色斑，不延伸至鞘翅逢和边缘; 体表具稀

疏的短刚毛和长鬃毛。
头明显窄于前胸，复眼处最宽; 表面具分布

均匀的粗糙刻点，刻点处着生短刚毛，刻点间距

大于刻点直径; 额唇基沟明显，直; 唇基前缘圆

钝; 触角沟沿复眼内侧延伸至复眼中间处。触角

11 节，具浓密的感觉刚毛; 柄节膨大，梗节前端

略微膨大，触角第 3 节约为第 4 节的 2 倍长，第 9
节强烈横向，末 2 节形成紧密相接的触角棒。上

颚隐于唇基下方，自背面不可见，短且粗壮，近

三角形。下颚须 4 节，末节锥形，长于基部 3 节总

和。下唇须 3 节，末节粗壮、圆柱形，长于基部

2 节总和。
前胸背板近方形; 近前缘稍为弧形，中部最

宽，基部略窄于鞘翅基部; 前缘明显弯曲; 后缘

中部稍向外突出，成二曲; 背面稍拱，具中度密

集的粗糙刻点，刻点中心着生直立短刚毛; 侧脊

完整。前胸腹板明显向腹侧隆起，在前足基节窝

之前明显长于基节窝纵宽，表面具刻点，刻点处

着生短刚毛。前胸腹板突狭窄且完整。前胸背腹

缝完整。前足基节窝近圆形，极其狭窄地分开，

外部开放; 前足基节圆形，稍向腹面突出，基转

片不可见。小盾片小，近圆形，具有稀疏粗糙的

刻点、侧脊完整。
鞘翅长约宽的 1. 4 倍，两侧近平行，自顶端

约 1 /3 处逐渐变窄，完全覆盖住腹部; 背面各具

10 列刻点，刻点中心着生白色直立短刚毛; 顶端

区域具稀疏的褐色鬃毛。鞘翅缘褶延伸至端部，

从基部向端部逐渐变窄。中胸腹板和中胸前侧板

表面具粗糙刻点。中足基节窝圆形，侧面开放至

中胸前侧板和后胸腹板。中足基节球形，基转片

不可见。后胸腹板明显向腹侧隆起，表面光滑;

后胸前侧板狭长。后足基节稍横宽，中间相距较

近，不相接。足转节小; 股节膨大; 胫节基部最

窄，向端部逐渐膨大，顶端外角突出形成尖锐的

齿、内角具成对等长的距。跗式 4-4-4，跗节简单。
前跗爪纤细，爪间突具 2 毛。

腹部具 5 节可自由活动的可见腹板，表面覆

盖均匀刻点，刻点中央具短刚毛; 第 1 可见腹板

最长，基节间间突狭窄，前缘圆钝。各可见腹板

长度比为 1. 0 ∶ 0. 4 ∶ 0. 3 ∶ 0. 3 ∶ 0. 3。雄性生殖器侧

叶长，与阳基铰接式相连，明显分离，顶部圆形

且端部边缘具长刚毛 ( 图 3-b、c) ; 阳基近矩形;

阴茎端部侧面观圆形，中柱长 ( 图 3-d) 。
地理分布: 广东肇庆; 日本。

图 2 双斑筒穴甲 ( 中国新记录属种)

Fig. 2 Teredolaemus guttatus Sharp，1885
注: A，背面观; B，腹面观。比例尺 = 1 mm。
Note: A，Dorsal view; B，Ventral view. Scale bars = 1 mm．

2. 2 扁谷盗科 Laemophloeidae Ganglbauer，1899
扁谷 盗 科 隶 属 于 扁 甲 总 科， 包 含 37 属 约

450 种 ( Lawrence and S＇ lipiński，2013 ) ，世界性分

布，其 中 热 带 地 区 多 样 性 最 高 ( Thomas and
Leschen，2010) 。该科甲虫体型较小，大多身体扁

平，体表光滑无毛，触角丝状或近锤状，前胸背

板和鞘翅具成对的亚侧脊。扁谷盗科昆虫通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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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Teredolaemus guttatus Sharp，1885
Fig. 3 Teredolaemus guttatus Sharp，1885

注: a，雄性外生殖器; b，阳基，阴茎和侧叶; c，阳基

和侧叶; d，阴茎端部; 图 a 比例尺 0. 5 mm; 图 b、c、d
比例尺 0. 1 mm。Note: a，Male genitalia; b，Tegmen，penis
and parameres; c，Tegmen and parameres; d，Apex of penis.
Fig. a Scale bars = 0. 5 mm; Fig. b， c， d Scale bars =
0. 1 mm．

活在树皮下，大多为菌食性，有些种类可能为捕

食性甲虫，部分类群是重要的仓储害虫 ( Thomas
and Leschen，2010) 。

中国目前共记录有 22 种 ( 聂瑞娥等，2019 ) ，

其中 包 括 一 些 重 要 的 仓 储 害 虫，如 Cryptolestes
ferrugineus、C. pusilloides、C. pusillus 等。日本扁

谷盗属 Nipponophloeus Sasaji，1983 是扁谷盗科中种

类极少的属，目前全世界仅记录 2 种，即分布在

俄罗 斯 远 东 地 区、日 本 等 地 的 日 本 竹 扁 谷 盗

Nipponophloeus dorcoides Ｒeitter，1874 以及分布在日

本的 Nipponophloeus boninensis Nakane，1991 ( Löbl
and Smetana，2007) 。该属为中国新记录属。

检视标本: 肇庆鼎湖山保护区 112°32'53. 19″E
23°9'28. 55″N，2020. X. 22-XI. 9，MT-2; 广东省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 ( 1♂ ) 。
鉴别特征: 该属主要鉴别特征为雄性头侧面

无侧脊; 额唇基缝缺失; 雄性上颚发育良好，较

细长; 鞘翅具 4 条纵刻线。另外，该属甲虫触角

近丝状，前足基节窝向后封闭，中足基节窝侧面

开放至中胸前侧片和中胸后侧片，雄性跗式 5-5-4。
与该属另一种 N. boninensis Nakane，1991 相比，其

背面无暗色斑纹; 且体表更加光滑，无明显刻点。
描述: (♂ ) 体长约 2. 4 mm，明显扁平。体

浅褐色，前胸背板侧缘、鞘翅侧缘及足部颜色较

浅。体表光滑，疏被短刚毛。

头明显横宽，略窄于前胸，在复眼后明显缢

缩; 头表面光滑无毛，额部平展; 额中缝长，自

头基部延伸至近额前缘; 额部具有波状横脊; 后

颊短; 头腹面在复眼内侧具稀疏的刻点，刻点区

域呈对称的椭圆形; 额唇基沟不明显; 唇基近矩

形，前端微凹。复眼中等大小，椭球形，向侧面

突出。触角 11 节，长度超过体长的一半; 柄节近

矩形，膨大，长约为宽的 2 倍; 梗节约为柄节长

度的一半，宽度小于柄节; 第 3 节略长于且细于

前后 2 节; 自第 4 ～ 10 节逐渐向后变粗变长; 末

3 节膨大形成触角棒; 末节长椭圆形。上唇轻微骨

化，自背面可见，前缘中央具深凹刻。上颚大且

细长，轻微弯曲; 顶端具 2 齿; 内缘具 2 齿。下颚

须 4 节，末节最长，近圆柱形。下唇须 3 节，末节

圆柱形。
前胸背板近倒梯形，长为宽的 0. 6 倍，基部窄

于鞘翅基部; 侧缘弱弯曲，由前缘至后缘逐渐变

窄; 侧脊完整，其边缘具细齿，稍隆起; 侧缘前

侧角具 1 对明显向侧面凸出的小齿突; 后侧角齿

突极小，向侧面延伸; 前缘直; 后缘直、两侧稍

凹，凹形区域内侧各具 1 半圆形孔状凹陷; 背面

平整，具亚侧缘脊; 背面中部具 1 近花瓶状光滑

区域，其余区域覆盖有稀疏的棕黄色短刚毛。前

胸腹板平坦，前足基节窝之前明显长于基节窝的

纵宽，前缘具横褶; 前胸腹板突宽且平坦，具稀

疏的短刚毛，两侧具脊，逐渐向末端变宽，后缘

近平截、与中胸腹板相接。前胸腹背缝缺失; 前

背折缘简单。前足基节窝近圆形，向后开放，开

放较 窄; 基 节 窝 间 距 大， 约 为 基 节 窝 横 宽 的

2. 8 倍; 前足基节部分隐藏，基转片不可见。小盾

片大、横宽，近盾形，后缘圆钝。
鞘翅完整，末端圆钝; 长为宽的 1. 4 倍，为前

胸背板长的 2. 8 倍; 近前缘约 1 /5 处最宽，向端部

逐渐变窄; 肩部微凸。鞘翅背面具模糊的刻点列

及金色短刚毛; 近翅缝处有 1 刻点列从小盾片基

部至鞘翅顶端连接成纵缝; 鞘翅前缘 1 /3 处向外

侧延伸出 2 列刻点并分别连接成纵缝，其中 1 条到

达鞘翅中部，另 1 条与翅缝近平行、到达鞘翅顶

端 3 /4 处。鞘翅近侧缘另具 1 纵缝，从肩部延伸至

近端部。鞘翅缘褶完整，前缘最宽，逐渐向后变

窄至鞘翅 1 /2 处最窄。中胸腹板横宽，覆盖稀疏

短刚毛，中胸前侧片小，中胸后侧片宽大、近三

角形。中足基节窝中等大小，卵圆形，向侧面开

放至中胸前侧片和中胸后侧片。中足基节卵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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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转片不可见。中后胸腹板在中足基节之间简单

相接，宽为中足基节窝横宽的 2. 3 倍。后胸腹板

近梯形，侧缘具稀疏刚毛; 中央纵缝自基部向前

延伸至近前端，横缝缺失; 后胸前侧板可见部分

窄长，表面覆盖稀疏短刚毛; 后足基节相距远，

强烈横宽。足转节小，转节和股节结合处强烈倾

斜; 股节基部不与基节相连，中间明显膨大; 胫

节近端部向外侧膨大，末端具 1 对不对成的距;

跗节 5-5-4; 爪简单，爪间突不可见。
腹部具 5 节可自由活动的可见腹板，向后逐

渐变 窄，末 节 近 三 角 形，各 可 见 腹 板 长 度 比 为

1. 0 ∶ 0. 5 ∶ 0. 4 ∶ 0. 3 ∶ 0. 4; 表面覆盖稀疏短刚毛，末

节外缘刚毛较长。第 1 可见腹板，在后足基节间

间突宽，前缘略呈弧形。
地理 分 布: 广 东 肇 庆; 俄 罗 斯 远 东 地 区，

日本。

图 4 日本竹扁谷盗 ( 中国新记录属种)

Fig. 4 Nipponophloeus dorcoides Ｒeitter，1874
注: A，背 面 观; B，腹 面 观。比 例 尺 = 1 mm。Note:

A，Dorsal view; B，Ventral view. Scale bars = 1 mm．

3 结论与讨论

我国瓢虫总科目前已记录约 700 余种，扁甲

总科已记录约 800 多种，而世界已知瓢虫总科和扁

甲总科物种分别已超 6 000 种、15 000 种 ( S＇ lipiński，
2007; 聂瑞娥等，2019; 佟俊博，2020 ) ，这说明

相关类群的分类学研究具有巨大的空间，同时也

极具必要性。本研究中涉及的筒穴甲科和扁谷盗

科体型较小，在我国鲜有人研究，其生物学特性、
地理分布格局等亟待去探究。

筒穴甲科甲虫通常生活在树皮下和蛀干性甲

虫的 坑 道 中， 大 多 可 能 为 菌 食 性; 筒 穴 甲 属

Teredolaemus 的 昆 虫 常 发 现 于 蛛 甲 科 窃 蠢 亚 科

Ptinidae: Anobiinae，象甲科长小蠹亚科、小蠹亚

科 Curculionidae: Platypodinae，Scolytinae 等蛀干性

甲虫的坑道中; 同时，考虑到其圆柱形体型，推

测双斑筒穴甲 Teredolaemus guttatus Sharp，1885 很

可能以蛀干性甲虫坑道中的真菌为食 ( Liu et al. ，

2021; Alekseev et al. ，2022 ) 。扁谷盗科的大部分

类群可 能 以 真 菌 尤 其 是 子 囊 菌 为 食 ( Lawrence，

1977) ，一 些 体 型 近 圆 柱 形 的 属 如 Leptophloeus
Casey，1916、Dysmerus Casey，1884 可能生活在小

蠹的坑道中，捕食树皮甲虫 ( Thomas and Leschen，

2010 ) 。日 本 竹 扁 谷 盗 Nipponophloeus dorcoides
Ｒeitter，1874 虫体小而扁平，推测其很可能为生长

在树皮下的食菌性甲虫。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绿色

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始终，摸清生物家底进而保

护生物多样性是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的必要措施。
近几年，基于对粤港澳大湾区昆虫多样性的全面

系统调查，不断有一些新阶元、新记录被发现，

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及我省生态保护的重要基础，

不仅丰富了中国昆虫区系数据，弥补了部分类群

分类研究的空白，也富含着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为相关类群的起源和扩散提供了线索。

致谢: 本研究在标本解剖和拍摄的工作中得

到中山大学博物馆麦祖齐提供的宝贵建议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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