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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１７年在北京洋白蜡上发现多孔横沟象Ｐｉｍｅｌｏｃｅｒｕｓ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ｕｓ为害树干，这种象甲在中国分布较广，国内

一直用名大粒横沟象Ｄｙｓｃｅｒｕｓ　ｃｒｉｂｒｉｐｅｎｎｉｓ。本文记述了多孔横沟象的形态特征、寄主、对洋白蜡的为害，讨论了大

粒横沟象的学名问题，并提供多孔横沟象的成虫和幼虫期形态（包括雄性外生殖器）、为害状等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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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绿化树木中，洋白蜡的 虫 害 问 题 越 来 越

严重。产 于 北 美 的 白 蜡 树 种，如 洋 白 蜡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ｃａ、绒毛 白 蜡Ｆ．ｖｅｌｕｔｉｎａ、美 国 白 蜡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等，２０世纪 初 引 入 我 国，由 于 树 形 优 美，

在北京平原造林工程中作为一种 主 栽 树 种，面 积 达

３　０００余ｈｍ２。但是，栽植的北美白蜡受昆虫为害较

严重，如发生较重的白蜡窄吉丁Ａｇｒｉｌｕｓ　ｐｌａｎｉｐｅｎｎｉｓ
Ｆａｉｒｍａｉｒｅ，已 成 为 重 要 的 检 疫 性 蛀 干 害 虫 之 一［１］；

２０１３年在北京发现了外来种为害洋白蜡———洋白蜡

卷叶绵蚜Ｐｒｏｃｉｐｈｉｌｕｓ　ｆｒａｘｉｎｉｆｏｌｉｉ（Ｒｉｌｅｙ）［２］，辽宁也

有分布［３］。

２０１７年９月 我 们 在 调 查 白 蜡 窄 吉 丁 天 敌 寄 生

率时，发现了一种蛀干 的 象 甲，当 时 成 虫、幼 虫 和 蛹

３个虫态都有。由于在洋白蜡上第一次发现这种象

甲，遂采集 标 本。室 内 鉴 定 为 多 孔 横 沟 象Ｐｉｍｅｌｏ－
ｃｅｒｕｓ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ｕｓ（Ｒｏｅｌｏｆｓ，１８７３）。在 对 我 国 近 缘

种进行区别时，我们发现国内分 布 较 广 的 大 粒 横 沟

象Ｄｙｓｃｅｒｕｓ　ｃｒｉｂｒｉｐｅｎｎｉｓ即为本种。本文描述了多

孔横沟象的形态特征（包括彩色图片）及 寄 主，并 讨

论了涉及种的学名问题。

１　多孔横沟象Ｐｉｍｅｌｏｃｅｒｕｓ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ｕｓ（Ｒｏｅｌｏｆｓ，

１８７３）的分类及形态特征

　　Ｈｙｌｏｂｉｕｓ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ｅｓ　Ｒｏｅｌｏｆｓ，１８７３：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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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ｙｓｃｅｒｕｓ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ｅｓ （Ｒｏｅｌｏｆｓ）：Ｍｏｒｉｍｏｔｏ，

１９８２：８２．
Ｄｙｓｃｅｒｕｓ　ｃｒｉｂｒｉｐｅｎｎｉｓ　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　ｅｔ　Ｋｎｏ，ｉｎ

Ｋｎｏ，１９２８：１６８；Ｍｏｒｉｍｏｔｏ，１９６２：３；Ｎａｋａｎｅ，

１９６３：３６７；赵养昌，陈元清，１９８０：１３６．
Ｐｉｍｅｌｏｃｅｒｕｓ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ｕｓ（Ｒｏｅｌｏｆｓ）：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２１０；Ａｌｏｎｓｏ－Ｚａｒａｚａｇａ，２０１３：４８０［４－９］．
雄成虫：体长（不 包 括 喙）１３．０ｍｍ，黑 色，全 身

被白色发黄的毛状鳞片，前胸两侧、肩部和翅坡具浓

密的黄褐 色 蜡 状 粉 末。头 部 密 布 细 刻 点；喙 粗，稍

弯，略短于前胸背板，端部稍加宽，呈匙状，具一中隆

线；触角基部之间有一条 纵 沟，基 部 刻 点 排 列 成 行，

端部刻点小而密；触角锤 状，着 生 于 喙 的 前 部，索 节

１长 于 索 节２；前 胸 背 板 宽 稍 大 于 长，长 约 为 宽 的

０．９０倍，中间最宽，表 面 圆 形 颗 粒 十 分 发 达，中 央 前

端具１纺锤形纵向隆起（呈长卵形大瘤突），几 乎 伸

达前缘；鞘翅坚硬，宽于前 胸 背 板，鞘 翅 长 宽 比 约 为

１．６７，行纹宽，行间细，第３、５行 间 明 显 高 于 其 他 行

间，第５行间近端部具１个瘤，端部１／３至翅末有翅

坡；具膜质后翅。小盾片不发达，基部不缩窄。后胸

腹板在中足基节之间有沟；足密被黄色绒毛，胫节基

部弯曲，内侧明显成弓状，后足胫节端刺从胫窝的隆

线生出。雄 性 外 生 殖 器 阳 基 腹 面 观 近 端 部 两 侧 收

窄，端部平截。

雌成虫：体型稍大，体长１３．５～１４．５ｍｍ，前胸

两侧、肩部和翅坡处黄褐色蜡状粉末稀疏；前胸背板

两侧外突的程度稍低于雄性，长宽比为０．９３倍。

幼虫：体乳黄色，头部红褐色，上颚黑褐色，前胸

盾板淡褐色，腹部中央有 浅 纵 沟；气 门 环 纹 褐 色，长

卵形；头、胸、腹部具刚毛。

蛹：离蛹，体长１２．８ｍｍ；乳 白 色，即 将 羽 化 时

颜色变深，能看清复眼轮廓。大体形态与其他象 甲

科的蛹 差 别 不 大，翅 从 中、后 足 间 向 斜 下 方 延 伸，

覆盖后足的一 半；全 身 小 突 起 具 刚 毛，腹 部 末 节 突

起较大。

２　大 粒 横 沟 象Ｄｙｓｃｅｒｕｓ　ｃｒｉｂｒｉｐｅｎｎｉｓ　Ｍａｔ－
ｓｕｍｕｒａ　ｅｔ　Ｋｎｏ，１９２８的学名考证

　　国内记载大粒横沟象的寄主为油橄榄Ｏｌｅａ　ｅｕ－
ｒｏｐａｅａ、女 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ｕｃｉｄｕｍ、水 蜡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ｕｍ，分布于我 国 的 江 西、四 川、云 南 等 地，
《中国经济昆虫志第二十册象虫科》一书所用学名为

Ｄｙｓｃｅｒｕｓ　ｃｒｉｂｒｉｐｅｎｎｉｓ　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　ｅｔ　Ｋｎｏ［７］，《中国

森林昆虫》（第２版）也 记 载 大 粒 横 沟 象［１０］，在 我 国

四川、江西、甘肃也相继出现大粒横沟象为害油橄榄

的情况，所用学名均为Ｄｙｓｃｅｒｕｓ　ｃｒｉｂｒｉｐｅｎｎｉｓ［１１－１４］。
多孔横沟象最初记录于日本，归在树皮象属Ｈｙ－

ｌｏｂｉｕｓ（Ｒｏｅｌｏｆｓ，１８７３），后列入横沟象属Ｄｙｓｃｅｒｕｓ［５，７］。

日本学者将Ｄ．ｃｒｉｂｒｉｐｅｎｎｉｓ列为Ｄ．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ｕｓ的异

名［５］。现 在 所 用 的 学 名 为 Ｐｉｍｅｌｏｃｅｒｕｓ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ｕｓ
（Ｒｏｅｌｏｆｓ，１８７３）［８－９］。《中国经济昆虫志第二十册象虫

科》出版于１９８０年，早于１９８２年的归并。国内一直

沿用该 书 中 所 采 用 的 学 名。因 此，国 内 文 献 记 载 的

Ｄｙｓｃｅｒｕｓ　ｃｒｉｂｒｉｐｅｎｎｉｓ实为Ｄｙｓｃｅｒｕｓ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ｕｓ，即 多

孔横沟象Ｐｉｍｅｌｏｃｅｒｕｓ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ｕｓ。

３　多孔横沟象的寄主植物、分布及为害特点

多孔横沟象的寄主有黄檗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ａｍｕ－
ｒｅｎｓｅ、日本 女 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女 贞Ｌ．ｌｕ－
ｃｉｄｕｍ、水蜡Ｌ．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ｕｍ、暴马丁香Ｓｙｒｉｎｇａ　ｒｅ－
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ｖａｒ．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油 橄 榄Ｏｌｅａ　ｅｕｒｏｐａｅａ等，

目前分布于北京、山西、山东、福建、台湾、湖北、湖南、

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国外分布于日本、朝鲜半岛和

俄罗斯［５，７－８］，其中北京是新记录。近年来发现它在琉

球为害光蜡树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１５］，２０１７年我们在

北京发现它为害洋白蜡Ｆ．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ｃａ。
多孔横沟象作为洋白蜡上新发现的 一 种 害 虫，

其在北京发生 的 地 点 系２０１３年 平 原 造 林 地，林 地

中种植洋白蜡１５０余 株，为 外 地 调 入 北 京 的 苗 木。

调查中发现衰 弱 树 或 濒 死 树 全 部 受 到 多 孔 横 沟 象

的寄生，并伴 有 白 蜡 窄 吉 丁Ａｇｒｉｌｕｓ　ｐｌａｎｉｐｅｎｎｉｓ和

小线角 木 蠹 蛾 Ｈｏｌｃｏｃｅｒｕｓ　ｉｎｓｕｌａｒｉｓ的 发 生。多 孔

横沟象在油橄榄上的为害情况也与树势有关，衰 老

期或树势较差的油橄 榄 遭 受 为 害 较 重［１１］。观 察 发

现多孔横沟象 为 害 洋 白 蜡 的 部 位 与 文 献 中 记 载 为

害油橄榄的部位相同，都以幼虫在树干基部及主 干

蛀食危害。初孵幼虫先取食韧皮部，排出黄褐色 丝

状木屑，老 熟 后 蛀 入 木 质 部 为 害，形 成 坑 道，被 害

植株多 造 成 树 液 外 渗，木 质 部 褐 变，树 势 减 弱，严

重时全株死 亡。成 虫 刚 羽 化 时，身 体 乳 黄 色，鞘 翅

较软，在蛹室内 停 留 数 日，待 鞘 翅 变 硬 后 爬 上 树 干

为害韧皮部，先 将 树 皮 咬 出 一 个 圆 孔，将 喙 深 入 取

食，补充 营 养 后 进 行 交 配，交 配 时 间 长 达２４ｈ以

上。成虫爬行能力较强，不擅飞翔，具假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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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多孔横沟象的形态特征及其对洋白蜡的为害状

Ｆｉｇ．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ｉｍｅｌｏｃｅｒｕｓ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ａｓｈ

４　讨论

１）过 去 未 有 多 孔 横 沟 象 为 害 洋 白 蜡 的 记 载。
山东曾发现一种为害白蜡的象甲，但 是 未 鉴 定 出 具

体种 类［１６］，该 文 中 所 指 的 白 蜡，应 是 源 于 北 美 的 外

来白蜡。从其形态描述及 习 性 等 看，这 种 象 甲 应 是

多孔横沟象。我们的观察 表 明，多 孔 横 沟 象 可 在 北

京地区越冬。

２）国内其他地区发生的大粒横沟象Ｄ．ｃｒｉｂｒｉｐ－
ｅｎｎｉｓ即为多孔 横 沟 象Ｐ．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ｕｓ。我 国 最 早 记

录大粒横沟象Ｄ．ｃｒｉｂｒｉｐｅｎｎｉｓ的文献是《中国经济

昆虫志第二十册象虫科》［７］，国内其他地区发生的大

粒横沟象一直沿用这一学 名［１０－１４］，但大粒横沟象Ｄ．
ｃｒｉｂｒｉｐｅｎｎｉｓ已 成 为 多 孔 横 沟 象Ｄ．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ｕｓ的 异

名［５］，因 此，国 内 其 他 地 区 发 生 的 大 粒 横 沟 象 Ｄ．
ｃｒｉｂｒｉｐｅｎｎｉｓ即为多孔横沟象Ｐ．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ｕｓ。

３）洋白蜡在北京的栽种面积较大，目前主要害

虫有白蜡窄 吉 丁Ａｇｒｉｌｕｓ　ｐｌａｎｉｐｅｎｎｉｓ、洋 白 蜡 卷 叶

绵蚜Ｐｒｏｃｉｐｈｉｌｕｓ　ｆｒａｘｉｎｉｆｏｌｉｉ等［１－２］，我 们 在 调 查

中还有小线角木蠹蛾Ｈｏｌｃｏｃｅｒｕｓ　ｉｎｓｕｌａｒｉｓ。洋白蜡

原产于北美，对我国原产的白蜡窄吉丁抗性较差，沈
阳以 南 的 地 区 由 于 虫 害 原 因 已 经 逐 渐 将 该 树 淘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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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１７］，北 京 也 因 白 蜡 窄 吉 丁 的 严 重 为 害，防 治 任 务

越来越重，现洋白蜡又新增一种蛀干类害虫，进一步

恶化了洋白蜡的生存条件。因此它已不适宜在北方

白蜡窄吉丁疫区栽种，绿化造林工 程 应 当 选 择 抗 病

虫能力较强的乡土树种为宜［３，１７］。

此外，我们在９月中旬同时观察到多孔横沟象成

虫、蛹、幼虫，翌年５月中旬林间可见成虫交配，其在

北京地区发生规律尚未清楚。从文献上来看，各地区

发生规律差异较大［１０－１３］，这是由于多孔横沟象的生活

史比较复杂，世代重叠现象严重造成的［１８］。多孔横沟

象更喜爱取食含有裂环烯醚萜糖苷（ｓｅｃｏｉｒｉｄｏｉｄ　ｇｌｕｃｏ－
ｓｉｄｅ）、木脂素类（ｌｉｇｎａｎｓ）的植物［１９－２０］，有１８个科５０多

种植物含裂环烯醚萜类化合物，主要分布在女贞、油

橄榄、美国白蜡等植物中［２１］，推测多孔横沟象还可取

食含裂环烯醚萜类化合物的其他树木。在北京，它是

否能为害其他树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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