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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寄生菜粉蝶的盘绒茧蜂种类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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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79—1980年，中国从加拿大引进微红盘绒茧蜂(Cotesia rubecular (Marshall))防治菜粉蝶(Pieris rapae L.)，

尔后，北京寄生菜粉蝶的一个土著种被误定为微红盘绒茧蜂。进一步检查两国的盘绒茧蜂标本, 认为虽然两者形态

相似，但仍有很明显的不同，差异在于前翅翅痣及后翅后肘室形状、雄性外生殖器抱器背突形状、齿数、阳茎基侧

突形状等。为此，将北京菜粉蝶幼虫育出的盘绒茧蜂定名为拟微红盘绒茧蜂(Cotesia sp. (nr. rubecula Mar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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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a Cotesia species parasitizing on Pieris rapae from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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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biological control programme against Pieris rapae L. (Lepidoptera, Pieridae) in China made release of 
Cotesia rubecula (Marshall) imported from Canada in 1979−1980. A native species Cotesia sp. which is solitary 
endoparasitoids of Pieris rapae in Beijing has been misidentify to C.rubecula by Hu et al. since 1981. We further 
examined specimens of Cotesia sp. and C. rubecula. We recognize that C. rubecula and Cotesia sp. are difference species, 
and the both species are very similar. But there is a large discrepancy in the structure of stigma of fore wing, submarginal 
cell of hind wing,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s of digitus (form, teeth numbers) and parameral plate (form) of male 
genitalia. In this paper the specimens which were collected from Beijing were identified as Cotesia sp. (nr. rubecula 
Marshall) by 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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茧蜂科(Braconidae)被成功用于害虫防治已有53

例[1]。茧蜂科内数量最多、最具生物多样性的是小腹

茧蜂亚科(Microgastrinae)，盘绒茧蜂属(Cotesia )是小

腹茧蜂亚科最大的属，有 400个已描述种[2]，估计全

世界有近 1 000种，在北美有 84个已确认的新北区

种[1]，在中国有 33个已确认的东洋区、古北区种[3−5]。

盘绒茧蜂属的许多种类用于害虫的生物防治，更为

重要的是可以起到调节害虫种群的作用。 

为防治菜粉蝶(Pieris rapae (L.))，胡萃等[6]1979

年从加拿大引进微红盘绒茧蜂(Cotesia rubecula)，

1981 年他们报道在北京市郊的菜粉蝶幼虫上育出微

红盘绒茧蜂，试图用于防治菜粉蝶，并认为与引进

的微红盘绒茧蜂是同种，但在触角、翅基片、翅痣、

痣外脉色泽及体长上存在差异[6]。笔者研究了这两种

蜂的形态，发现雄性外生殖器有很大的不同，现将

结果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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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 育出
的微红盘绒茧蜂雄蜂、雌蜂各 2头，北京市郊菜粉
蝶幼虫育出的盘绒茧蜂雄蜂、雌蜂各 4头，均由魏
德忠教授赠送。 
按文献[7]附录(一)方法，将雄蜂外生殖器、雌

蜂前后翅制成玻片，并拍照观察。 

2 研究结果 

微红盘绒茧蜂的成蜂、茧、寄主、分布等已有

文献[8]记述。笔者的观察结果表明，微红盘绒茧蜂

前翅翅痣边缘稍直，翅痣长(图 1−1)，后翅后肘室
向外方收窄(图 1−2)，雄蜂外生殖器阳茎基侧突长，
抱器背突长茄形，有 6齿(图 1−3和图 1−4)。 

   

  
1  前翅翅痣长；2  后翅后肘室端部收窄；3  雄性外生殖器示阳茎基侧突长，抱器背突长茄形；4  抱器背

突放大，右边的可见6齿。 

图 1 微红盘绒茧蜂(Cotesia rubecula (Marshall)) 

Fig.1 Cotesia rubecula (Marshall) 

由北京菜粉蝶幼虫育出的盘绒茧蜂，笔者定名

为 拟 微 红 盘 绒 茧 蜂 (Cotesia sp.(nr. rubecula 
Marshall))，前翅翅痣稍短，边缘不直(图 2−1)，后
翅后肘室不向外方收窄(图 2−2)，雄性外生殖器阳

茎基侧突不似微红盘绒茧蜂的长，末端尖，抱器背

突端部圆，有 4～5齿(图 2−3和图 2−4)，阳茎端稍
长(图 2−4)。 

       
1 前翅翅痣圆，稍短；2 后翅后肘室末端不收窄；3 雄性外生殖器示阳茎基侧突末端收窄，抱器背突末端圆；4 抱器背突放大，可见 4～5齿。 

图 2  拟微红盘绒茧蜂(Cotesia sp.(nr.rubecula Marshall)) 

Fig.2  Cotesia sp .(nr. rubecula Marshall) 

在北京西山农场，菜粉蝶幼虫育出的盘绒茧

蜂，1979 年 6—11 月，1980 年 5—10 月对菜粉蝶
幼虫的自然寄生率分别为 6.1%～42.6%和 4.7%～
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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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加拿大的微红盘绒茧蜂和北京菜粉

蝶幼虫育出的盘绒茧蜂应是形态相似的 2 个不同
物种。 

3  讨  论 

笔者比较加拿大的微红盘绒茧蜂和北京郊区

的拟微红盘绒茧蜂的形态，认为 2 种绒茧蜂应是 2
个不同的物种，可以从前翅翅痣长度、后翅后肘室

形状、雄性外生殖器阳茎基侧突及抱器背突形状及

齿数区分。此外，茧的颜色亦不相同。中国 30 多
年来报道的微红盘绒茧蜂是否存在，应再作研究。 

拟微红盘绒茧蜂是土著种，胡萃等报道，北京

雌蜂与加拿大雄蜂能正常交尾，并得雌性后代，后

代能育，出现此一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不同物种在人

为条件下相遇，隔离作用不显著，杂交后能得到可

育的后代，但在自然条件下不能交配[9]，或说在试

验中可出现基因交流，由于种群分布不重叠，在自

然界不可能发生此种基因交流情况[10]。 
自 1981 年后，中国各地时有微红盘绒茧蜂生

物学特性的报道[11−13]，有待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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