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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海市樟树
6-%%&7"7#7 8&79*"$&

林受钻蛀性害虫%%%香樟齿喙象
:&.-"9*'"+#3 43#3*-7&%#3

严重为害& 该害

虫为中国新记录种"上海和福建'! 隶属于象虫科
567869)(2)':;

魔喙象亚科
<(9=>)2:;

树皮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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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喙象属

:&.-"9*'"+#3

& 鉴别特征为鞘翅行间的大型颗粒状隆起! 其行间
.

与行间
#

各具
3

个大型颗粒( 雌雄虫区别在于腹

板
!$3

节! 雌虫隆起! 雄虫略凹& 提供了该害虫的为害状) 鉴别特征) 外部形态照片以及雌雄尾器的绘图&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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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在上海市进行园林病虫害调查时" 发现了一种危害樟树
6-%%&7"7#7 8&79*"$&

的钻蛀性害

虫%图
!:

" 图
*@

'" 经鉴定" 确认为香樟齿喙象
:&.-"9*'"+#3 43#3*-7&%#3 <(7)E(>(V !4-3

" 为中国新记

录种* 该虫隶属于象虫科
567869)(2)':;

魔喙象亚科
<(9=>)2:;

树皮象族
?=9(@))2)

齿喙象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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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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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模与副模的产地均为日本对马岛" 其中
3

头采集自樟树(

!

)

* 目前" 该种还发现在福建福

州有分布 %图
!8

'* 为了便于识别此害虫" 笔者给出了齿喙象属的鉴别特征" 及香樟齿喙象的外部形态

特征+ 雌雄外生殖器结构+ 分布信息及为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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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征

额!图
+1

"较喙基部宽# 喙!图
+1

和图
+I

"长于

宽$ 喙端部中央向前延伸成齿棒状凸起# 触角!图

+C

"柄节与索节长度相当% 索节
"

长于
+

% 棒节明显呈
!

节$ 左右不对称$ 棒节
+

和
!

明显向内倾斜# 前胸

背板眼叶显著!图
+B

"% 基部呈明显二波状% 腹板端

部边缘强烈内凹# 鞘翅!图
+%

和图
+B

"较前胸背板

基部宽$ 不覆盖前胸背板基部$ 被简单鳞片# 前足

基节毗连% 前足胫节基部外缘强烈弯曲$ 端部外缘

平直$ 中部内缘强烈隆起% 后足胫节外缘平直% 胫节端刺尖锐$ 着生于内侧$ 起源于胫窝隆线% 胫窝和

跗窝的外缘鬃边均倾斜% 跗节
+

横截$ 跗节
#

细长$ 爪离生& 简单# 雌虫第
)

腹板端部被稀毛$ 基部延

伸成细长突起% 生殖器具刺突$ 刚毛仅见于端部#

!"#

分布与寄主

齿喙象属分布于中国& 印度& 缅甸& 柬埔寨& 越南&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斯里兰卡& 日本等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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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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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印度红木$ 如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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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椿
6)21)(" %2%1"4"

$ 红椿
7%%."

/$($"4"

和紫椿
7%%." +*1).$

等多种名贵树种根冠及立木的钻蛀性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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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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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确表明属名
!"#$%&'(%)*+

的来源$ 且原始记述中的鉴别特征基本不适用于定义该属#

本研究综合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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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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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属征# 中文名的拟定根据其中
"

个特征$ 即

喙端部中央的齿状锐凸$ 定名为齿喙象#

+

香樟齿喙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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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特征

香樟齿喙象在每鞘翅行间
!

与行间
#

共具
6

个大型颗粒状隆起# 该种与台湾分布的
!"#$%&'(%)*+ 3$!

&*+4*("4*+

!

F%D:, "*!!

"相近$ 但后者在每鞘翅上仅具
+

个大型颗粒$ 一个位于行间
!

近基部$ 另一个位

于行间
#

翅坡'

*

(

#

$"$

雄虫

体长
*=+&"+=< 88

!平均
""=+ 88

"# 虫体!图
"A

$ 图
+%

和图
+B

"暗红棕色至黑色$ 触角& 附节红棕

色# 体表稀被铁锈色和白色线状鳞片$ 腹面毛被比背面更长更密!图
+A

"# 体表刻点常覆盖浅黄色粉末

状分泌物!图
"A

"# 头部!图
+1

"刻点密$ 向端部渐稀$ 头顶中央略隆起# 额平坦$ 两端等宽$ 中部略窄$

中央具微小凹陷# 喙粗壮$ 弯曲$ 与前胸背板等长$ 从基部向触角窝渐缩窄$ 之后扩宽$ 近端部两侧平

行% 背面刻点粗大$ 具
#

条不规则弯曲隆起$ 中央
!

条在基部聚合$ 侧面
+

条延伸至额% 喙端部!图
+I

"

中央向前延伸成齿状凸起# 触角 !图
+C

"柄节棒状$ 索节
"&<

节长度比为
+=)'+=!("=+("=.("="("=+

$ 棒节
!

黄俊浩等) 中国新记录种***香樟齿喙象的鉴别与为害

!

%

和
B=

上海辰山植物园$

+."+

年
6

月
+<

日$ 其中
%

为樟

树树干被钻蛀后形成的排粪孔$

B

为正在韧皮部钻蛀为害的

幼虫%

A=

成虫$ 福建福州森林公园$

+."+

年
*

月
*

日"!

图
"

香樟齿喙象成虫及为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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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长椭圆形" 前胸背板#图
!&

和图
!'

$两侧圆形! 中部最宽! 端部缩窄成领状! 基部二叶状% 背面中

隆线显著! 颗粒粗大! 圆锥形& 鞘翅#图
!&

和图
!'

$从肩向端部渐缩窄! 端部具明显锐突& 行纹刻点较

大! 行间窄! 不规则! 具
#

行显著颗粒% 行间
(

具
!

个长椭圆形颗粒! 分布位于基部
#)(

处和中部% 行

间
*

也具
!

个大颗粒! 位于基部
#)$

处的较小! 位于翅坡的较大& 足#图
!+!,

$粗壮! 稀被铁锈色和白色

线状鳞片% 腿节显著膨大! 端部皱纹明显% 前足胫节内侧中央隆起显著! 近三角形% 中足胫节中央隆起

较小% 后足胫节在基部
#)(

处微隆起% 各足胫节端距发达#图
!-

$& 腹板
#

中央略凹% 腹板
#!$

刻点浅而

稀! 腹板
*

刻点密% 腹板
#!*

节宽度比为
(./"#./"%./"#.%"#.0

#图
!1

$& 臀板#图
!2

$简单! 密被白色毛状鳞

片& 雄性尾器特征见图
(&!3

&

#

&.

虫体背面观%

'.

虫体侧面观%

1.

腹板%

2.

臀板%

3.

头与喙%

4.

喙端部%

5.

触角%

+.

前足%

6.

中足%

,.

后足%

-.

前足胫

节端距&

&73

的比例尺为
!.%% 88

!

4!-

比例尺为
#.%% 88

$!

图
!

香樟齿喙象雄成虫外部形态

965:;3 ! <&'6=:> &?2 3@=3;?&A 8B;C+BAB5D B4 !"#$%&'(%)*+ ,+*+'$-".*+ 8&A3

!"#

雌虫

腹板
#!!

节中央隆起& 雌性尾器特征见图
$&!2

& 其他特征类雄虫& 检视标本'

(!$"

! 上海市松

江区辰山植物园! 寄主' 樟树!

!%#!

年
E

月! 高磊采&

!"$

分布

分布于中国上海市! 中国福建省福州市% 日本九州对马岛&

!"%

中文名来源

种加词
,+*+'$-".*+

来源于该种的模式产地
F>:>+68&

! 即日本对马岛& 中文名香樟齿喙象以该物种

的寄主植物樟树#别名香樟$命名&

!"&

为害与讨论

目前! 该虫只发现危害樟树! 由于它在上海和福建
!

地发现! 其模式产地对马岛与华东区地理区系

类似! 因此推测该虫应该是一种本地物种& 近年来由于樟树的广泛栽植而成为一种重要害虫& 该虫在上

海地区首次发现于
!""E

年! 而后为害日趋加重&

!"G!

年
$

月! 在上海外环线樟树林带发生严重! 樟树

树干受其钻蛀为害#图
G&

和图
G'

$! 发生严重区域的株危害率超过
0"H

! 单株有虫数最高
E(

头! 受害

严重时樟树生长势衰弱! 树皮爆突& 初步观察结果表明' 该虫在上海地区
#

年发生
#!!

代! 以幼虫在樟

I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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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主杆和侧枝的韧皮部与木质部之间越冬!

#

月末始见成虫! 成虫羽化高峰期在
$

月中下

旬
!%

月上旬!

%

月中旬后以幼虫为主!

&

月下

旬发现零星成虫" 蛹# 初步防治试验表明$

'

月下旬对越冬幼虫采用三唑磷
#(

!

"((

倍稀释

针对树干喷雾!

"

周后调查幼虫死亡率分别为

%()

和
&()

#

致谢 ! 感谢中国昆虫爱好者论坛的虫友

!"#""$$%&'

!福建福州"提供香樟齿喙象的生态

照片及拍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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