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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调查发现，在贵州仁怀野外常有斯氏蜜蜂茧蜂快速攻击野生和家养中蜂，并在中蜂体内产卵，中蜂返巢

后，体内已有斯氏蜜蜂茧蜂的卵。观察发现，斯氏蜜蜂茧蜂可在野生和家养中蜂巢内完成世代发育。对贵州仁怀

斯氏蜜蜂茧蜂(标本)与印度产斯氏蜜蜂茧蜂(电镜照片)形态进行比较，发现并无形态上的差异。由于中蜂起源于中

国西南地区，估计印度北部的斯氏蜜蜂茧蜂是随着中蜂携带进入或从中国西部自然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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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yntretomorpha szabói Papp is a harmful solitary endoparasitoid which attack and parasitize the oriential 
honey bees Apis cerana Fabricius, parasitized bees are sluggish and die young. Similar oviposition and foraging behavior 
of flower visiting by S.szabói has been observed, it is certainly that wild and domestic foraging adult oriential honey bees 
are attacked and parasitized in a rapid movement while visiting flowers in the wild of Renhuai, Guizhou. Genrally, an egg 
has laid in each bee host by piercing the ovipositor through the membrane between the second and third abdominal 
segments when the both of wild honey bee and domestic honey bee fled nonstop from wild to hive. 

The geographical range of the host, Oriental honey bees Apis cerana cerana Fabricius, extends westward as far as 
Xinjiang in China, and it is certainly that the parasitoids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 (expect Xinjiang), of course the 
articles and specimens are collected in seven provinces of central, West-South of China, Jiangxi, Hubei, Shanxi, Sichun, 
Yunan, Guizhou and Taiwan in China. After compare with species of S. szabói from Renhuai and SEM photographs of S. 
szabói from India, it is very probable that in the world geographical range of the parasitoid, Syntretomorphy szabói 
extends to northern India through import oriential honey bees or nature extension from Western China. Is the conclusion 
true, there is a need of a experiment of molecular phylogenetic studies of Syntretomorpha szabói in two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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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p于 1962年将斯氏蜜蜂茧蜂(Syntretomorpha 

szabói Papp)作新属新种发表[1]，无寄主记录。此后

对此蜂的研究和报道逐渐增多。陈绍鹄等[2−5]首次

发现并报道寄生中华蜜蜂(Apis cerana Fabricius)成

蜂体内的斯氏蜜蜂茧蜂，有简单的生物学特性观

察，但将斯氏蜜蜂茧蜂误置在绒茧蜂属(Apant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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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扁腹茧蜂属 (Bracteodes)[6]和蜜蜂茧蜂属

(Syntretomorpha)相似，又为姊妹群[7]，游兰韶等[8]

将斯氏蜜蜂茧蜂误置入扁腹茧蜂属。Walker等[9]也

报道在印度北部斯氏蜜蜂茧蜂寄生中蜂。陈树椿、

徐祖荫和陈学新等[10−12]分别报道斯氏蜜蜂茧蜂在

中国的分布。曾爱平等[13]报道了其生物学特性。

Shaw 等[14]提到蜜蜂茧蜂属的末龄幼虫。笔者观察

贵州仁怀野外的斯氏蜜蜂茧蜂(标本)形态，并与印

度产斯氏蜜蜂茧蜂(电镜照片)作比较，观察是否有

形态学的地理变异，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自 1986年 4月至 1990年 4月，在贵州仁怀，

中蜂蜂箱内的斯氏蜜蜂茧蜂越冬茧羽化出蜂后，观

察野外成虫的生物学特性。比较印度产(电镜照片)

和中国贵州产的斯氏蜜蜂茧蜂(标本)的形态。 

在野外中蜂访花采蜜活动时，观察斯氏蜜蜂茧

蜂追随中蜂的攻击和产卵行为。 

2 结 果 

2.1 贵州仁怀斯氏蜜蜂茧蜂的形态 

斯氏蜜蜂茧蜂雌蜂体长 5.4 mm，体黄色；头部
单眼座，触角鞭节，中胸背板、后胸背板、并胸腹

节、腹部第 1～2 节背板和第 3 节背板基部、产卵
管鞘黑色；上颚端部、触角柄节和梗节、中胸小盾

片前凹微褐至暗褐色。翅透明，翅痣宽，脉微褐至

暗褐，前翅在基脉和翅痣下方各有 1条烟褐色的带。
足黄色，后足胫节端部后足跗节 1～3 节、跗爪黑
色分叉。头横置，头顶和额光滑，复眼边缘突出，

眼颚距约与复眼高等长，额洼深，有额脊，触角着

生部位较低，位于复眼腹缘连线附近，31节，短于
体，颜面平坦，有横皱，前幕骨陷浅，复眼小，后

头和后颊平滑，无后头脊。中胸长为高的 1.13倍，
中胸盾片平滑有光泽，中叶前端宽在侧叶上方隆

起，侧叶突出；盾纵沟宽，“V”形，内有脊，呈窝
状，小盾沟宽；小盾片微凸起，平滑有光泽；中胸

侧板平滑，上方有稀疏浅刻点，腹板侧沟密布刻点；

并胸腹节有粗糙皱纹，后方倾斜，有微微加宽的中

纵槽直至腹柄。后足胫距略等，短于基跗节之半。

腹部侧扁，呈苞片状，平滑有光泽，腹柄节细长，

呈进化趋势，有利于控制蜜蜂成蜂产卵，端部宽和

气门之间距离相等，气门位于背板中部后方。产卵

管鞘和后足基跗节等长，产卵管与后足胫节和基跗

节之和等长。产卵管鞘稍长于第 1跗节。 

斯氏蜜蜂茧蜂雄蜂，触角 32节，体长 4.4 mm；

体色比雌蜂暗。 

茧：单个，灰白色，5 mm×2.6 mm。 

蛹：为离蛹，4 mm×1.5 mm，初为浅黄色，羽

化前呈黑色，眼点可见。 

斯氏蜜蜂茧蜂老熟幼虫，体长 7～8 mm，中部

宽 2 mm，鲜黄色，蠕虫形，两端稍尖，体微弯。 

寄主为中蜂(Apis cerana Fabricius)[9]。 

分布于贵州省仁怀海拔 600 m的河谷至 1 200 m

的高山。 

2.2 形态学的地理变异 

中华蜜蜂(Apis cerana Fabricius)广泛分布于阿
富汗至中国(除新疆)的广大地区[10,15]。形态学研究

认为，中华蜜蜂主要可分为印度亚种(Apis cerana 
indica Fabricius)和分布中国的中华亚种(A. cerana 
cerana Fabricius)[15]。分子系统学研究的结果表明，

中华蜜蜂的线粒体 DNA 单倍型(haplotypes)可分为
两类：西方单倍型(印度、斯里兰卡、安达曼半岛
(Andaman))和东方单倍型(印度、尼泊尔、泰国、马
来西亚、菲律宾、香港、朝鲜、日本)，印度兼有 2
个型[16]。斯氏蜜蜂茧蜂亦应广泛分布，但因为飞行

迅速，野外寄生于中蜂的时间极短而不易觉察，至

今仍在中国发现了几个分布地点。对比研究分布印

度和分布贵州仁怀的斯氏蜜蜂茧蜂的形态，发现两

地的斯氏蜜蜂茧蜂并没有明显的形态学差异。 

2.3 贵州仁怀斯氏蜜蜂茧蜂的生物学特性 

2.3.1 危害情况 

贵州仁怀斯氏蜜蜂茧蜂寄生中蜂蜂群，蜂箱内

寄生率可达 20%左右，被寄生中蜂个体死亡，蜂群
采集情绪下降。中蜂被寄生初期，无明显症状，仍

可采花酿蜜，待茧蜂幼虫老熟时，大量被寄生中蜂

离脾，伏于蜂箱底或内壁，老熟的茧蜂幼虫在中蜂

体内和中蜂寄主平行(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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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贵州仁怀斯氏蜜蜂茧蜂老熟幼虫在中蜂腹腔内和

寄主中蜂的虫体平行 

Fig.1 Longitudinal axis of the full grown larvae is generally 
more or less parallel of that of the host 

2.3.2 野外生活习性 

观察发现，在贵州仁怀野外，在家养中蜂和野

生中蜂访花采蜜活动地，可见到斯氏蜜蜂茧蜂的活

动，此蜂飞行闪灼活跃，多系产卵前追踪中蜂寄主，

用产卵器刺入寄主中蜂腹部 2～3 节之间的节间膜
处，每一中蜂产卵 1粒(极少数有卵 2粒)(图 2)。栖
息在树洞或岩洞隐蔽处的野生中蜂或家养的被寄

生中蜂返巢时，其体内已携带有斯氏蜜蜂茧蜂的

卵。为此，斯氏蜜蜂茧蜂亦可在野外和中蜂蜂巢内

完成世代发育。其后代如因炎热拥挤、访花等原因

亦会离巢外出活动。有蜂巢内及野外交替活动的生

物学特性。 

 
图 2 斯氏蜜蜂茧蜂卵产在中蜂腹腔内(箭头所示) 

Fig.2 An egg laid in the abdominal segments of each bee host, arrow signs 

2.3.3 扩散入侵 

中蜂原产地是中国[15]。目前已知，斯氏蜜蜂茧

蜂在东洋区分布，在中国分布于陕西凤县、江西南

昌、湖北鄂西鹤峰和神农架、贵州仁怀、四川江安、

云南大姚及台湾 Chip−Chip，印度北部。根据斯氏
蜜蜂茧蜂在中国有分布中部和西南部的多个地点、

斯氏蜜蜂茧蜂又并不寄生意蜂、中蜂有家养和野生

迁徙较广的特点，估计印度北部的斯氏蜜蜂茧蜂是

随着中蜂的携带进入或从中国西部自然传入而扩

散、入侵的。 

3 讨 论 

贵州仁怀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区。笔者发现，

在贵州仁怀，中蜂在野外访花采蜜，受斯氏蜜蜂茧

蜂攻击，与Walker等[9](1990)的发现相吻合。斯氏蜜
蜂茧蜂在中蜂体内产卵寄生，被寄生中蜂返回中蜂

巢后，其体内已携带有斯氏蜜蜂茧蜂的卵，尔后，

斯氏蜜蜂茧蜂可在中蜂巢内完成世代发育，以蜂茧

在蜂箱内越冬，此种寄生成蜂的过程应是寄生行为

更为进化的表现[8,14]。野外斯氏蜜蜂茧蜂在中蜂体内

产卵极为迅速，优茧蜂亚科 Euphorinae 这一类群的
一些成蜂，都有攻击寄主并迅速产卵的习性。如缘

茧蜂 Perilitus dubius (Wesmael) 追赶它的寄主叶甲
Gonioctena olivacea (Foerster)，向前跃向寄主，并把
产卵器扦入寄主叶甲的头胸部之间的膜质部位[9]。 
本研究证实分布印度北部和中国的斯氏蜜蜂

茧蜂是同一个种，从寄生生物学来说，它们的寄主

均为中蜂，是否有种群分化应由分子系统学研究确

定。已有研究发现，斯氏蜜蜂茧蜂在中国中部和西

南部有多个分布地点，室内接种不寄生意蜂，在中

国有向北扩散的趋势[6]，可能印度北部的斯氏蜜蜂

茧蜂是随着中蜂携带进入印度或从中国西部自然

传入而扩散入侵。 
处于野生状态的中蜂，估计在野外亦会被斯氏

蜜蜂茧蜂攻击和寄生。据此，斯氏蜜蜂茧蜂能在野

外繁衍。中蜂飞行敏捷，能在野外变速、变向飞行，

躲过胡蜂，如金环胡蜂 Vespa mandarinia Smith捕
猎[11,17]，但仍不能躲过斯氏蜜蜂茧蜂的攻击和寄生。

Walker等(1990)认为，斯氏蜜蜂茧蜂是一个较难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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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群，亦有学者认为是珍稀昆虫[10]。中蜂在中国

分布广泛，众多研究认为起源于中国西南[18−19]，相

信斯氏蜜蜂茧蜂的发源地应该相同，开展普查亦会

发现更多的斯氏蜜蜂茧蜂在中国的扩散分布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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