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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研究发现中国菲寄蝇属现共有 , 种，其中包括 / 新种：金额菲寄蝇 -./0/))+$ $12+32’&4 ?#I @<KI，褐粉菲寄蝇

-. I 31)5+6’))+&+4 ?#I @<KI，宽叶菲寄蝇 -. I )$#+4124#7)$ ?#I @<KI和毛基节菲寄蝇 -. I 4/#’"’8$ ?#I @<KI。我国新记录 -
种：叶蜂菲寄蝇 -. I ")$5/))$2+$/（M’C:"’ N M"’O"@?$C%%），灰粉菲寄蝇 -. I *)$1"$（P"DO"@）和拟灰粉菲寄蝇 -. I
*)$1"’+9/4 Q"’$D@O。本文除详细描述新种特征及绘制特征图外，还提供中国菲寄蝇属已知种类的分种检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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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C）
!2*"7#)"：1D@" ?#">D"? <= $;" O"@:? -./0/))+$ J<&D@"C:2Y"?K<DAW D@>E:AD@O =<:’ @"Z ?#">D"? C’" =<:@A D@
5;D@C： -. I $*&$#/))$ P"?@DE， -. I $12+32’&4 ?#I @<KI， -. I "$2"/)+$/3’2(+4 （ [DEE"@":K"）， -. I
")$5/))$2+$/（M’C:"’ N M"’O"@?$C%%）， -. I 31)5+6’))+&+4 ?#I @<KI， -./0/))+$ *)$1"$（P"DO"@）， -. I
*)$1"’+9/4 Q"’$D@O，-. I )$#+4124#7)$ ?#I @<KI C@A -. I 4/#’"’8$ ?#I @<KI 9%<@O $;"%，-. I ")$5/))$2+$/

（M’C:"’ N M"’O"@?$C%%），-. I *)$1"$（P"DO"@）C@A -. I *)$1"’+9/4 Q"’$D@O C’" ’"><’A"A =’<% 5;D@C =<’
$;" =D’?$ $D%"I 1"Z ?#">D"? C’" A"?>’D&"A C@A DEE:?$’C$"AI 9 \"W =<’ $;" \@<Z@ ?#">D"? <= -./0/))+$ J<&D@"C:2
Y"?K<DAW =’<% 5;D@C D? #’<KDA"AI
;/- <%7,*：YD#$"’C；]C>;D@DAC"；-./0/))+$；@"Z ?#">D"?；@"Z ’"><’A；5;D@C

菲寄蝇属 -./0/))+$ J<&D@"C:2Y"?K<DAW 隶于寄蝇

科（]C>;D@DAC"）膝芒寄蝇亚科（^<@DD@C"）。目前，该属

在全世界已知 (+ 种，主要分布于全北区（P"?@DE，
8,++，8,+3，8,3-，8,*)；Q"’$D@O，8,38；!C&’<?\W C@A
9’@C:A，8,3+；!;D%C，8,L8，8,L(）。日本学者 !;D%C

（8,L8，8,L(）曾对该属的日本种类进行过较系统的

研究，赵建铭等（8,,3）曾记载中国该属的 / 个种类，

但其中的 ( 种经进一步研究发现属于误定。长期以

来，我国对本类群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现发现共有

, 种，其中的 / 种为新种，- 种为中国新记录种。本

文除详细描述新种特征和绘制特征图外，还提供了

中国菲寄蝇属已知种类的地理分布及分种检索表。

新 种 模 式 标 本 保 存 于 中 国 科 学 院 动 物 研 究 所

（0V59!），相关术语参考赵建铭等（8,,3，())8）及

!;D%C（8,L8，8,L(）。

菲寄蝇属 -./0/))+$ J<&D@"C:3Y"?K<DAW，=>?@

-./0/))+$ J<&D@"C:2Y"?K<DAW，8L/3：-*_ ]W#" ?#">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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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DO@C$D<@ <= J<&D@"C:2Y"?K<DAW，8L3-：(L* ‘
:$".+&$ *)$1"$ P"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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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3456 7.8& +8&9$&+： !" :
%’"#’ !"#$%&’()*&+,"$-.，/012，#. ";$<$%’= -&+$<%’>$"% ?
()*+&,#’ -%&+&.’ !"%-’%$，/0@A6

/00&’ !"#$%&’()*&+,"$-.，/012：25A（8;&"99(8$&- %’B&）:
7.8& +8&9$&+： 1’+2"%&’ 34,2&0"..&, !"#$%&’()*&+,"$-.，#.
";$<$%’= -&+$<%’>$"% （ B$+$-&%>$C$9’>$"% ） ? 54"6."+&’
.&-+&0’%0&, !"#$%&’()*&+,"$-.:

7’2+*0’%04, D&(%$&;，/0A3：3506 7.8& +8&9$&+： 8’29&.’
:&%%&2’ E&>>&;+>&->:

!,&+*.&’ D&+%$=，/A@@：F@16 7.8& +8&9$&+： ()*+&,#’ #+&,"#’
G’%-&==H，/0A1，#. B"%">.8.:

!;6"%&6’"’ D&+%$=， /A@@： F@16 7.8& +8&9$&+： ()*+&,#’
#4%#,29".,&, I;’(&; "# I&;<&%+>’BB，/0A/，#. B"%">.8.:

模式种：<9"6"%%&’ ’",#&:’%&, !"#$%&’()*&+,"$-.，/020。

本属种类个体较粗壮，中至大形，体黑色至红黄

色，复眼被毛，内侧额鬃每侧 3 根，额鬃向头部背中

线交叉排列，后头拱起，在眼后鬃后方一般具 / 行黑

色小鬃，颜堤鬃占颜堤的 /JF K /J2，下颚须较长，一

般长于触角第 2 节，口上片不明显突出，颏短于复眼

纵轴长的 /J3，前缘脉第 3 段腹面下方裸，中胫前背

鬃 3 K 2 根，后胫背端鬃 3 根，腹侧片鬃 3 L /，中肘横

脉位于 !@ 室端部 /JF K /J2 部位，小盾侧鬃不小于小

盾基 鬃。 与 近 缘 属 荫 寄 蝇 属 89"%$;&’ I;’(&; M
I&;<&%+>’BB 的区别主要在于间额前宽后窄，额宽小

于复 眼 宽，! 无 外 侧 额 鬃，触 角 芒 基 部 /JF K 3J@
加粗。

该属在全世界已知 3@ 种，主要分布于全北区。

寄 主 有 !6&’ ,"+&2"’ N:，!6+’)’, -+*,,4%’+&’#’ N:，
!2+*.$2#’ 0,& N:，! : #+&=".,（O9P$CC&;BQ==&;），>’,$29&+’
04=&64.=’（N:），<’+’,";&’ 0%’.#’-&.&,（N:）等。

中国菲寄蝇属分种检索表

/ 下颚须淡黄色 !⋯⋯⋯⋯⋯⋯⋯⋯⋯⋯⋯⋯⋯⋯⋯⋯⋯⋯⋯⋯⋯⋯⋯⋯⋯⋯⋯⋯⋯⋯⋯⋯⋯⋯⋯⋯⋯⋯⋯⋯⋯⋯⋯⋯⋯⋯⋯⋯

下颚须全部黑色 "⋯⋯⋯⋯⋯⋯⋯⋯⋯⋯⋯⋯⋯⋯⋯⋯⋯⋯⋯⋯⋯⋯⋯⋯⋯⋯⋯⋯⋯⋯⋯⋯⋯⋯⋯⋯⋯⋯⋯⋯⋯⋯⋯⋯⋯⋯⋯

3 后头覆金黄色粉被和金黄色毛，头部上方在眼后鬃后方无黑刚毛列。腹部黄色，沿背中线具宽阔的黑纵条，第 2 K @ 背板无中心鬃。

头、胸、腹背面均覆浓厚的金黄色粉被。复眼被金黄色毛，侧颜较宽，显著宽于触角第 2 节 ⋯⋯⋯⋯⋯⋯⋯⋯⋯⋯⋯⋯⋯⋯⋯⋯⋯

拟狭颊菲寄蝇 !" # #$%#&’($&)*%+(,（$%&&’(’)*’）⋯⋯⋯⋯⋯⋯⋯⋯⋯⋯⋯⋯⋯⋯⋯⋯⋯⋯⋯⋯⋯⋯⋯⋯⋯⋯⋯⋯⋯⋯⋯⋯⋯⋯⋯

后头覆灰白色粉被和灰白色毛，头部上方在眼后鬃后方有黑刚毛列。腹部黑色，第 2、F 背板具暗黄色或红黄色斑，第 @ 背板具发达

的中心鬃 +⋯⋯⋯⋯⋯⋯⋯⋯⋯⋯⋯⋯⋯⋯⋯⋯⋯⋯⋯⋯⋯⋯⋯⋯⋯⋯⋯⋯⋯⋯⋯⋯⋯⋯⋯⋯⋯⋯⋯⋯⋯⋯⋯⋯⋯⋯⋯⋯⋯⋯

2 后足基节后背面具 / K 3 根刚毛。腹部第 2、F 背板中部具短粗而翘起的毛，无中心鬃。! 尾叶如图 /@ K /1 ⋯⋯⋯⋯⋯⋯⋯⋯⋯⋯

毛基节菲寄蝇 !" # ,&-*#*.$ ,-# (.*#⋯⋯⋯⋯⋯⋯⋯⋯⋯⋯⋯⋯⋯⋯⋯⋯⋯⋯⋯⋯⋯⋯⋯⋯⋯⋯⋯⋯⋯⋯⋯⋯⋯⋯⋯⋯⋯⋯⋯

后足基节后背面裸，不具刚毛 /⋯⋯⋯⋯⋯⋯⋯⋯⋯⋯⋯⋯⋯⋯⋯⋯⋯⋯⋯⋯⋯⋯⋯⋯⋯⋯⋯⋯⋯⋯⋯⋯⋯⋯⋯⋯⋯⋯⋯⋯⋯⋯

F 头、胸背面覆金黄色粉被。! 尾器狭长（图 2 K F），第 A 背板长几乎为宽的 3 倍，侧尾叶短于肛尾叶，前者呈镰刀状。翅由中肘横脉至

心角的距离约为心角至翅后缘距离的 /60 倍 金额菲寄蝇 !" # $/%()%*0, ,-# (.*#⋯⋯⋯⋯⋯⋯⋯⋯⋯⋯⋯⋯⋯⋯⋯⋯⋯⋯⋯⋯⋯

头、胸、腹背面覆灰色粉被。! 尾器第 A 背板短而宽，其宽度大于长度 0⋯⋯⋯⋯⋯⋯⋯⋯⋯⋯⋯⋯⋯⋯⋯⋯⋯⋯⋯⋯⋯⋯⋯⋯⋯

@ 额较宽，约为头宽的 562 倍。触角较长，第 2 节约为第 3 节长的 263 倍。! 侧尾叶呈弧形强烈弯曲

叶蜂菲寄蝇 !" # #’$1&’’$%($&（123)’2 4 1’25’(,6377）

⋯⋯⋯⋯⋯⋯⋯⋯⋯⋯⋯⋯⋯

⋯⋯⋯⋯⋯⋯⋯⋯⋯⋯⋯⋯⋯⋯⋯⋯⋯⋯⋯⋯⋯⋯⋯⋯⋯⋯⋯⋯⋯⋯⋯

额较窄，最多为头宽的 563 倍。触角较短，第 2 节约为第 3 节长的 3 倍或更少。! 侧尾叶直或最多后缘略拱起 8⋯⋯⋯⋯⋯⋯⋯⋯

1 侧额毛较浓密，粗大。! 尾叶较长而直，侧尾叶长 拟灰粉菲寄蝇 !" # 2’$/#*(3&, 9’26%(5⋯⋯⋯⋯⋯⋯⋯⋯⋯⋯⋯⋯⋯⋯⋯⋯⋯⋯

侧额毛较稀疏，细小。! 尾叶较短，侧尾叶三角形，略弯曲，肛尾叶末端向背面翘起 灰粉菲寄蝇 !" # 2’$/#$（:’%5’(）⋯⋯⋯⋯⋯⋯

4 头部上方在眼后鬃后方无黑刚毛列。单眼鬃位于前、后单眼之间 ;⋯⋯⋯⋯⋯⋯⋯⋯⋯⋯⋯⋯⋯⋯⋯⋯⋯⋯⋯⋯⋯⋯⋯⋯⋯⋯⋯

头部上方在眼后鬃后方具黑刚毛列。单眼鬃位于前单眼两侧，几乎与前单眼处于同一直线上。体表粉被黄褐色，均匀而浓厚。触

角第 2 节约为第 3 节长的 360 倍，触角芒基部 /JF 加粗。! 尾叶如图 4 K 0 褐粉菲寄蝇 !" # )’$1(4*’’(0(, ,-# (.*#⋯⋯⋯⋯⋯⋯⋯⋯

0 中肘横脉至心角的距离与心角至翅后缘之间的距离相等。! 侧尾叶较窄，长为宽的 2 倍，侧尾叶侧面观窄

艾格菲寄蝇 !" # $20$-&’’$ :’,(%&

⋯⋯⋯⋯⋯⋯⋯⋯⋯⋯

⋯⋯⋯⋯⋯⋯⋯⋯⋯⋯⋯⋯⋯⋯⋯⋯⋯⋯⋯⋯⋯⋯⋯⋯⋯⋯⋯⋯⋯⋯⋯⋯⋯⋯⋯⋯⋯⋯⋯⋯

中肘横脉至心角的距离显著大于心角至翅后缘之间的距离。! 侧尾叶短而宽，末端圆钝（图 // K /3） ⋯⋯⋯⋯⋯⋯⋯⋯⋯⋯⋯⋯

宽叶菲寄蝇 !" # ’$-(,/%,-5’$ ,-# (.*#⋯⋯⋯⋯⋯⋯⋯⋯⋯⋯⋯⋯⋯⋯⋯⋯⋯⋯⋯⋯⋯⋯⋯⋯⋯⋯⋯⋯⋯⋯

< 艾格菲寄蝇 !"&6&’’($ $20$-&’’$ :’,(%&，<=00
<9"6"%%&’ ’-.’#"%%’ D&+%$=，/A@@：F@0；OP$B’，/A03：11；

EP’" "# ’% :，/AA1：/01/6

分布：辽宁，山西，江苏；日本，越南。

! 金 额 菲 寄 蝇 !"&6&’’($ $/%()%*0, ,-# (.*#
（图 / K F）

雄性：头、胸及腹部均黑色，但小盾片端部淡黄

色；后头覆灰白色粉被和灰白色毛，头、胸背面覆淡

金黄色粉被，腹部背面覆灰白色粉被，并稍显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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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

头部：复眼被密毛，单眼鬃位于前、后单眼之

间。额明显窄于复眼，间额略宽于侧额，间额两侧边

接近平行，但前端略宽于后端，其长约为中宽的 !"#
倍。额宽约为头宽的 $"% 倍。头部上方在眼后鬃后

方具黑刚毛列。内顶鬃约为复眼高的 $"& 倍，外顶

鬃约为内顶鬃的 $"& 倍，后顶鬃每侧 ’ ( # 根，内侧

额鬃 % 根（中间的 ’ 根最强大，稍短于单眼鬃），额鬃

) 根，前方 % 根下降至侧颜，最前面的 ’ 根达触角芒

基部水平。侧额被细黑毛，侧颜裸。触角第 % 节约

为第 # 节长的 #") ( %"$ 倍，其长约为中宽的 %"* 倍，

两侧边近平行，其宽度稍大于侧颜中部的宽度。下

颚须淡黄色，棒状。

图 ’ ( ! 金额菲寄蝇

+,-./ ’ 0 ! !"#$#%%&’ ’()&*)+,- .1/ 234/
’" 头部侧面观 5678 ,2 .,86 4,69；#" 翅 :,2-；%" 尾叶侧面观 ;6<=, 728 .><.?@A, ,2 .,86 4,69；

!" 尾叶背面观 ;6<=, 728 .><.?@A, ,2 83<.7A 4,69/

胸部：背面在盾沟前具 ! 个黑纵条，在盾沟后

具 & 个黑纵条，中央的 ’ 个黑纵条较宽，两侧缘不太

清析。背板覆细毛，小盾片上的毛略强大，侧片上的

毛较长。肩鬃 & 根，前面的 # 根明显细弱；中鬃 % B
%，背中鬃 % B !；腹侧片鬃 # B ’；翅侧片鬃 ’；小盾

片具 ! 对缘鬃，’ 对心鬃；两亚端鬃间的距离约与同

侧基鬃至亚端鬃间的距离相等。

翅：翅前缘脉第 # 脉段长度约与第 ! 脉段相

等，约为第 % 脉段长的一半；心角为钝角，至翅后缘

的距离约为至中肘横脉距离的 $"C 倍。

足：前足爪及爪垫显著长于第 & 分跗节；后足

基节后背面裸；前胫具 # 根后鬃；中胫具 % 根前背

鬃，% 根后背鬃，’ 根腹鬃；后胫具 ’ 行长短不等的

前背鬃，其中 % 根较粗大，而中部的 ’ 根最大，有 & (
C 根长短相间的后背鬃，% 根腹鬃，由上而下渐行

渐壮。

腹部：腹部背中央具黑纵条，第 %、! 背板后缘

具亮黑横带，第 % 背板基部 !D&、第 ! 背板基部 #D% 及

第 & 背板基部 ’D# 或更多覆灰白粉被，第 # 背板黑

色。腹部毛倒伏状排列，腹基部凹陷伸达后缘；第 #
背板侧缘鬃 ’ 对，中缘鬃 ’ 对；第 % 背板侧缘鬃 #
对，中缘鬃 ’ 对；第 ! 背板缘鬃 ’ 排；第 & 背板整体

布满成排的鬃 % ( ! 行，第 %、! 背板具 ’ 对中心鬃。

! 腹部第 E 背板狭长，长为宽的 # 倍。肛门长卵形。

侧尾叶狭长，呈镰刀状略弯曲，侧尾叶短于肛尾叶。

雌性：额宽约为复眼宽的 $"E 倍，约为头宽的

$"* 倍，头部背面每侧具 # 根前倾的外侧额鬃，额鬃

&%EE 期 赵建铭等：中国菲寄蝇属分类研究（双翅目：寄蝇科）



前方的 ! 根下降至侧颜，最前面的 " 根达触角第 #
节末端之水平。胸部背面盾沟前、后均具 $ 个黑纵

条；前足爪及爪垫显著短于第 % 分跗节。腹部第 %
背板长于第 $ 背板。其余特征与雄性同。

体长：&’( ) "(’& **。

正模! ，吉林 辽源（$#’+,-，"#%’",.），"+&#/(&/
(0，董志；副模 #!! ，吉林 辽源，"+&#/(1/(0，董志；

副模 "! ，吉林 东丰（$#’0,-，"#%’%,.），"+&#/(1/(1，

徐宝生；副模 ""，吉林 辽源，"+&!/(&/#0，董志。

本种外部形态近似于 !" 2 #$%&$’（34554675485），

但头部、胸部背面覆金黄色粉被。本种的外生殖器

与 !" 2 #$%&$’ 有明显区别：第 + 背板细而长，肛门长

卵形，侧尾叶狭长，呈镰刀状略弯曲，而 !" 2 #$%&$’
第 + 背板宽大于长，肛门等腰三角形，侧尾叶后缘端

部 "9! 强烈向后拱起呈驼背状。

词源：种 名 源 自 拉 丁 文 ’%(%)“金 色 的”，与

:6;<7“额”连用，意即金黄色的额。

! 拟 狭 颊 菲 寄 蝇 !"#$#%%&’ (’)(#%&’#*+),&-
（"#$$%&%’(%，)*!+）
*+&,)-.’ /’(/0&.’01,().# =>??4<4@A4，"+!1：!；3BC; 0$ ’& 2，

"++0："&0"’
分布：四川。

, 叶 蜂 菲 寄 蝇 !"#$#%%&’ (%’.#%%’)&’#（-./’%. 0
-%.1%&23/44，)5*)）中国新记录种

!’(02,(.#$’ /&’30&&.’(.’0 4(’%0( D E46F4<75C**，"&+"：!#0’

观察标本："!!! ，#""，吉林土门岭，"+&"/
(1/""，毛增华；!!! ，北京三堡，"+&(/(1/"1，梁恩

义。

分布：吉林，北京，山西，青海；捷克，波兰，德

国，奥地利，西伯利亚。

6 褐粉菲寄蝇 !"#$#%%&’ */%.&0+%%&1&- 278 &9(8（图 %
) &）

!"050&&.’ 6.7(.+’&+.#：GBC; 0$ ’& 2，"++0，*>7>84<5>:>HC5>;<2

头、胸及腹部均黑色，头部覆灰白色粉被，胸、腹

部覆浓厚的褐灰色或深灰色粉被。

雄性：头部复眼被密毛，单眼鬃位于前单眼两

侧，几乎与前单眼处于同一直线上。额约与复眼等

宽，为头宽的 (’! 倍，间额略宽于侧额，间额两侧缘

平行，前、后几乎等宽，其长约为中宽的 #’# ) #’%
倍。头顶约为头宽的 (’! 倍。头部上方在眼后鬃后

方具黑刚毛列。内顶鬃约为复眼高的 (’1 倍，外顶

鬃约为内顶鬃的 (’% 倍；后顶鬃每侧 " ) # 根；内侧

额鬃 ! 根，最前面的 " 根最强大，稍短于单眼鬃；额

鬃 1 ) & 根，前方有 $ 根下降至侧颜，最前面的 " 根

稍超出触角芒的基部。侧额被有细黑毛，侧颜裸。

触角第 ! 节约为第 # 节长的 #’& 倍，其长约为宽的

!’+ 倍，两侧缘近平行，宽度略小于侧颜中部的宽

度。下颚须黑色，棒状。

胸部：具 $ 个狭窄的黑纵条，中间两条的宽度

约为其间隔的 "9%，外侧的两条在中部间断，分为前

后两部分，前部形状似三角形。背板覆细毛，小盾片

上的细毛略强大，侧片上的毛较长。肩鬃 % 根，前面

的 # 根明显细弱；前胸侧片凹陷处裸，前侧片鬃 #
根；中鬃 ! I !，背中鬃 ! I $；腹侧片鬃 # I "；翅侧

片鬃 "；小盾片具 $ 对缘鬃，" 对心鬃；两亚端鬃间

的距离大于同侧基鬃至亚端鬃间的距离。

翅：翅前缘脉第 # 脉段稍短于第 $ 脉段，约为

第 ! 脉段长的一半；心角为钝角，至翅后缘的距离

约为至中肘横脉距离的 (’0 倍。

足：前足爪较明显长于第 % 分跗节；后足基节

后背面裸；前胫具 # 根后鬃；中胫具 ! 根前背鬃，#
根后背鬃和 " 根腹鬃；后胫具 " 行（$ 根）长、短不等

的前背鬃，中部 " 根粗大，" 行（% ) 0 根）后鬃和 # ) !
根腹鬃。

腹部：腹部背面不具黑纵条，背板覆均匀的褐

灰色或深灰色粉被。毛倒伏状排列，腹部背面基部

中央凹陷伸达后缘。第 # 背板侧缘鬃 " 对，中缘鬃 "
对；第 ! 背板侧缘鬃 # 对，中缘鬃 " 对；第 $ 背板缘

鬃 " 排；第 % 背板后半部具成排的鬃。第 ! ) % 背板

具中心鬃。腹部第 + 背板短而宽，其宽度大于长度；

肛门卵圆形；! 侧尾叶短于肛尾叶。

雌性：额宽约为复眼宽的 "’$ 倍，约为头宽的

(’$ 倍，头部两侧各具 # 根向前弯曲的外侧额鬃。

爪及爪垫短于第 % 分跗节。

体长："(’& **。

正模! ，北京三堡，"+&(/(1/"1，梁恩义；副模 0
!! ，""，北京三堡，"+10/(1/"!，赵建铭；副模 #"
"，北京八达岭，"+&1/(+/"%，孙锡逵；副模 "! ，北

京青龙桥（$!’!,-，""0,.），"+&(/(1/(+，梁恩义；副模

#!! ，山西翼城大河（!%’1,-，"""’1,.），"+&#/(&/
"#，刘保焕；副模 !""，吉林辽源（$#’+,-，"#%’",
.），"+&#，董志；副模 !! ! ，西藏江达，! $(( *，

（!"’%,-，+&’#,.），"+10/(1/#!，张学忠。

本种的特点是同时具有以下特征：头部上方在

眼后鬃后方具黑刚毛列；腹部覆浓厚而均匀的褐灰

色或深灰色粉被，背面无中央黑纵条；胸部具 $ 个

狭窄的黑纵条，中间两条的宽度约为其间隔的 "9%；

0!+ 昆虫学报 */$’ 86$,),&,7./’ 9.6./’ %( 卷



下颚 须 全 部 黑 色。 显 著 区 别 于 其 近 缘 的 !" !
#$%&’$$%()%’，后者粉被黄灰色，沿背中央具 " 光亮的

黑纵条。胸部的 # 个黑纵条宽阔，中间两条的宽度

与其间隔的宽度相等；下颚须黑褐色到黄色。本种

与另一近缘种 !" ! *)+(,%$,)- 的区别在于：后者额

窄，胸部背面具 $ 个黑纵条以及其! 侧尾叶后缘显

著向后拱起。

词源：种名来自拉丁文 .$%&“黄的”，与 ,/$$)*“粉

被”联用，指粉被为黄褐色。

图 $ % & 褐粉菲寄蝇

’()*! $ + & !"’0’$$)% .1$&),/$$)*)- *,! -./!
$0 头部侧面观 1234 (- *(42 /(25；60 翅 7(-)；80 尾叶背面观 92:;( 3-4 *<:*=>?( (- 4.:*3? /(25；

&0 尾叶侧面观 92:;( 3-4 *<:*=>?( (- *(42 /(25!

! 灰粉菲寄蝇 !"#$#%%&’ (%’)*’（"#$%#&，’()*）中

国新记录种

2%#")*% +$%1#% @2()2-，"&A#：BA$0

观察标本："! ，辽宁 桓仁，"CCA + D8 + D&。

分布：辽宁；温带欧洲向北达苏格兰、瑞典和

圣彼得堡，外高加索，西伯利亚南部（新西伯利亚到

赤塔），蒙古，日本，千岛群岛。

+ 拟灰粉菲寄蝇 !"#$#%%&’ (%’)*+&,#- ,#-.$&%，’/!’
中国新记录种

!"’0’$$)% +$%1#/)3’- 12:=(-)，"C6"："；EF(G3，"C&A：$8!
!"’0’$$)% +$)()*%：9F3. ’4 %$ !，"CC6，G(*(42-=(H(;3=(.-!

观察标本：A!! ，内蒙古南兴安，"CB8ID8IAA；

""，"! ，河北围场，"C&$ID8IAB，张学忠；"! ，云南

德钦，"C&AID8IA#，张学忠。

分布：内蒙古，河北，云南；挪威，德国，波兰，

西伯利亚赤塔，日本。

( 宽叶菲寄蝇 !"#$#%%&’ %’.&-)/-.0%’ 012 &342（图 C
% "A）

雄性：头、胸及腹部均黑色，但小盾片端部淡黄

色，覆灰白色粉被。

头部：复眼被细长密毛，单眼鬃位于前、后单眼

之间。额宽约为复眼宽的 D08 倍，为头宽的 D0B 倍，

间额约与侧额等宽，间额前端较明显宽于后端，其长

约为中宽的 #08 倍。眼后鬃细长，向前弯曲呈毛状。

头部上方在眼后鬃后方无黑刚毛列。内顶鬃约为复

眼高的 D08 倍，显著细于额鬃，外顶鬃约为内顶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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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宽叶菲寄蝇

%&’() ! * #$ !"#$#%%&’ %’(&)*+)(,%’ (+) ,-.)
!/ 头部侧面观 0123 &, (&31 .&14；#5/ 翅 6&,’；##/ 尾叶背面观 7189& 2,3 (:8(;<=& &, 3-8(2= .&14；

#$/ 尾叶侧面观 7189& 2,3 (:8(;<=& &, (&31 .&14)

5/> 倍，后顶鬃每侧 # " $ 根，内侧额鬃 $ " ? 根，第 ?
根细小呈毛状，额鬃 ! " #5 根，前方有 ? " @ 根下降

至侧颜，最前面的 # 根略低于触角芒基部。侧额被

细黑毛，侧颜裸。触角第 ? 节约为第 $ 节长的 ? 倍，

其长约为中宽的 ?/A 倍，两侧缘近平行，其宽度约与

侧颜中部等宽。下颚须黑色，棒状，侧扁。

胸部：胸部背面具 B 个黑纵条，中央 # 条在盾

沟后加宽，贯通整个背板，直达小盾沟，两侧的黑纵

条越过盾沟后终止于后盾片上部 $CB。背板覆细毛，

小盾片上的毛略强，侧片上的毛较长。肩鬃 B 根，前

面的 $ 根明显细弱；前胸侧片凹陷处裸，前侧片鬃 $
根；中鬃 ? D ?，背中鬃 ? D @；腹侧片鬃 $ D #；翅侧

片鬃 #；小盾片具 @ 对缘鬃，# 对心鬃；两亚端鬃间

的距离大于同侧基鬃至亚端鬃间的距离。

翅：翅前缘脉第 $ 脉段长度约与第 @ 脉段相

等，约为第 ? 脉段长的 5/B 倍；心角为钝角，至翅后

缘的距离约与至中肘横脉距离相等。

足：前足爪与爪垫几乎与第 @、B 分跗节之和等

长；后足基节后背面裸；前胫具后鬃 $，中胫具前背

鬃 $，后背鬃 $，腹鬃 #；后胫具长短不等的前背鬃 #
行，中间 # 根粗大，后背鬃 $ 根，腹鬃 $。

腹部：黑色，覆灰白色粉被，但粉被不均匀，一

般基部较浓厚，端部较稀薄，故第 @、B 背板后缘显露

亮黑色，第 ? 背板中央具黑纵条；腹部鬃毛较细长，

第 @ 背板的缘鬃超过第 B 背板后缘，背面基部中央

凹陷伸达后缘；第 $ 背板侧缘鬃 # 对，中缘鬃 # 对；

第 ? 背板侧缘鬃 $ 对，中缘鬃 # 对；第 @ 背板缘鬃 #
排；第 B 背板具成排的鬃。腹部第 ?、@ 背板中心鬃

排列不规则，第 B 背板亦具排列不规则的鬃。第 !
背板短而宽，其宽度略大于长度。肛门卵形。侧尾

叶约与肛尾叶等长，且异常宽大，末端圆钝，背半部

红褐色。

体长：!/5 EE。

雌性：不详。

正模! ，上海，#!?BF5GF$B。

本种与 !" ) ’-.’(#%%’ H1(E&= 近 似，主 要 表 现

在：#）下颚须黑色；$）胸背具 B 个黑纵条；?）后头

上方在眼后鬃后方无黑刚毛列；@）眼后鬃细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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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向前弯曲；!）第 "、# 背板具不规则的中心鬃。

但二者极易区别：本种中肘横脉至心角的距离约为

心角至翅后缘之间距离的 $%! 倍，而 !" & #$%#&’((#
二者距离约等长；本种雄性侧尾叶较 !" & #$%#&’((#
宽大。

图 $" ’ $( 毛基节菲寄蝇

)*+,& $" - $( !"’)’((*# +’&#,-.# ,.& /01&
$"% 头部侧面观 2345 */ ,*53 1*36；$#% 翅 7*/+；$!% 尾叶背面观 839:* 4/5 ,;9,<=>* */ 509,4> 1*36；

$(% 尾叶侧面观 839:* 4/5 ,;9,<=>* */ ,*53 1*36&

词源：种名源自拉丁文 (#&/+“宽的”，与 +/0+&1(/+
“侧尾叶”连用，意为宽大的侧尾叶。

! 毛基节菲寄蝇 !"#$#%%&’ (#)*+*,’ "#$ %&’$（图 $"
’ $(）

雄性：头、胸及腹部均黑色，但小盾片端部淡黄

色，覆灰白色粉被。

头部：复眼被密毛，单眼鬃位于前、后单眼之

间。额约为头宽的 ?%" 倍，明显窄于复眼，间额略宽

于侧额，间额前端明显宽于后端，其长约为中宽的

#%@ 倍。头部上方在眼后鬃后方具黑刚毛列。内顶

鬃约为复眼高的 ?%! 倍，外顶鬃约为内顶鬃的 ?%#
倍，后顶鬃每侧 $ ’ A 根，内侧额鬃 " 根（中间的 $ 根

最强大，几乎与单眼鬃等长），额鬃 @ 根，其最下面的

$ 根稍超出触角芒的基部；侧额被细黑毛，下降至侧

颜且超过第 $ 根额鬃，侧颜裸，仅上方 $B# 具数根稀

疏的毛。触角第 " 节约为第 A 节长的 A%$ 倍，其长

约为中宽的 A%C 倍，宽度约与侧颜中部等宽，且端部

较明显宽于基部。下颚须全部淡黄色，棒状。

胸部：胸部背面具 ! 个较明显的黑纵条，中间 $
条较宽。背板覆细毛，小盾片上的毛略强大，侧片上

的毛较长。肩鬃 ! 根，前面的 A 根明显细弱。前胸

侧片凹陷处裸，前侧片鬃 A 根；中鬃 " D "，背中鬃 "
D #；腹侧片鬃 A D $；翅侧片鬃 $；小盾片具 # 对缘

鬃，$ 对心鬃；两亚端鬃间的距离明显大于同侧基鬃

至亚端鬃间的距离。

翅：翅前缘脉第 A 脉段长度约与第 # 脉段相

等，约为第 " 脉段长的一半；心角为钝角，至翅后缘

的距离约与至中肘横脉距离相等。

足：前足爪及爪垫长于第 # 与第 ! 分跗节之

和；后足基节后背面具 $ ’ A 根刚毛。前胫具后鬃

A；中胫具前背鬃 $，后鬃 A；后胫具 $ 行长短不等的

前背鬃，其中中部 $ 根最粗大，! 根腹鬃由下而上

增大。

腹部：腹部背中央具 $ 黑纵条，黑纵条在第 "
背板较宽，在第 # 背板较窄，第 "、# 背板后缘具黑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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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第 ! 背板基部 "#$、第 " 背板基部 %#! 及第 $ 背板

基部 &#% 覆灰白色粉被，第 % 背板黑色。腹部毛倒

伏状排列，腹基部中央凹陷伸达后缘。第 % 背板侧

缘鬃 & 对，中缘鬃 & 对；第 ! 背板侧缘鬃 % 对，中缘

鬃 % 对；第 " 背板缘鬃 & 排；第 $ 背板具 ! ’ " 行排

列不规则的鬃。腹部第 !、" 背板无中心鬃。第 ( 背

板较长，长稍大于宽。! 侧尾叶稍短于肛尾叶，肛尾

叶腹面平，侧尾叶长三角形略向前弯曲。

体长：()* ++。

雌性：不详。

正模! ，吉林辽源（"%)(。,，&%$)&。-），&(*%.
/*.&"，关连；副模 %!! ，吉林辽源，&(*%./*.&&，关

连；副模 &! ，吉林辽源，&(*%./*，董志。

该新种与 !" 0 #$%&$’()’$*（12345678.96:;24<=）接

近，主要表现在：&）腹部第 !、" 背板无中心鬃；%）后

足基节后背面具 & ’ % 根刚毛。但以下特征极易将

这两个近似种区别开来：&）新种下颚须全部黄色，

而非仅端部呈褐色；%）侧颜中部与触角第 ! 节约等

宽而非为后者宽度的 &)$ 倍；!）雄性腹部第 "、$ 背

板腹面仅被正常的毛，无任何第二性征，而后者则在

两背板腹面两侧各具 & 宽阔、倒伏的密毛斑；"）雄

性肛尾叶腹面平，侧尾叶长三角形略向前弯曲，而后

者雄性肛尾叶腹面基半部具 & 龙骨突，侧尾叶中部

略加粗，后缘略向后拱起。

词源：种名源自拉丁文 *+,.“刚毛”，与 -./(“基

节”连用，意为后足基节后背面具刚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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