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旖

春似网状 。 前足基节散布较多的颖轻旗突起 ；
·

西侧顶端叶状突

心·脉二次分支.

" 中域部分的伪脉明显，一 4翅 室较 多i
'

使翅面

氢 缺翅痣 C u 。脉二 次分支，

'

， 磴；
p a / a p W 三椰 豢i降 ·、

突起 。 前翅前缘具较密的小翅 图3 8 拟 圆 脊背螳· 陈尿乐薄

瘫 ， 沟后区近后缘具 一

对瘤状 バ 砥 · 兴 一

\

k

雌性 。
贷駕 百亿 _ £ 汚 ノ 覧

'
.，

(1 0 ) 拟 圆 脊 背 螳 メ房 b h a 夕a Ť a p  o p a ， 新种 (图 1 5 , 1 7 , 3 8 )

l .

J ii 乙
. . . 系 ヘ升圆脊背螳リ， ヲ动血 S t a l

斯里兰卡， 缅甸，

'

爪哇， 婆罗洲；
·我

;

国缺记载)'
·

涂印度

起外， 还于基 、

·

中部具两个较小酌叶状突起 (分布

2 (n ， 中、 后足腿节后
'

倒下缘除亚端部具较 明显的叶状突

(1o) 拟 圆脊 背 螳 且 夕a ï a p  o p a ，新种

色斑 (图 15) . . .







.  G ig i io  T o 8 ı 1 9 1 5

7 9

不明显!篳1，中刺位于第 2 中别的内侧 ! 乐沟近中部 前足胫节具7充 中域部分较阔 ， 前足基节较光滑 前足腿节较细， 上缘弯曲域半透明，雄性透明r 横赋略平行

·

后翅透明， C u ı明显弯曲并分前足基节，，具较不明显 的隆起线 · 雌雄两性具翅；雌性前翅前缘上缘咯呈弧形 。 前胸背板较细长
，

两侧扩·展不明显 沟后区超过雌性触角较细， 雄性触角念珠状并具纤毛 。 额盾片横行， 较窄!
头较窄，较短し · 头顶隋超过复眼! 较平直 . 复眼基部较隆起 。
模式种 ム 丹l b e / / a 、(B u r m e l 吕t e r ) ， 18 3 8

!\ 団m a n  ¢e lıa )
,

.

be t e r 1 9 3 6 , G e n .
.  

· 

In B e c t . ,  
2 0 3 1 6 (L e p ¢oın a n t i s )

}F_
ï įĶ 

G
, igJhiŢj¢9¢Z'?į ŕļ!aĘt id a e ı Ďa $  ieıï ei(l '

,  
5 0 : : , 

30 6

G ig l i o - T o s 1 9 1 5 , B a l l .  S o c .  ßß ł.  I ła l . ,  4 6 : ö  
· 

1 (Łe p i a
-

找 、 小丝遇阻 l e p t 呼 a ı】 t e l l a

后者前翅或后翅表面具粉红色斑可明显区分 。
，

本种与仪 ıリ 打 i 近似 ! 但前翅近乎透明，缺粉红色斑点；而

郑建中采。 副模 1 含， 同正模 。

正模 含， 江西九连山 (大 丘 田4 o o m ) ， 1 9 8 6 - 置 - 12 干 国 培 、

雌性 未知 。

节 8m m .

6, 6m m ；前翅长 2 6 m m 前翅宽 7m m 。 前庭基节 6 , 5m m 前足腿
前胸背板长 8 . 6 m m ；前胸背板宽 3 ，

'

5 m m ； 前胸背板沟后区长

体躯测量 体长 3 2 m m ；体长 (连翅 )： 3 6 , 5 m m ；头宽 5m m

小黑斑，端部黑色 前足跗节仅端部内侧黑色， 其余部分淡色 。



复眼卵圆形 。 单眼较小，后

1 72 : 4 2

82

浅黄绿色 构前 区具 -
·

对 黑斑 ，

'

沟后区仅散布零 星 的小
，

黑点 (图

·

腹部 尾须端部锥状 肛上板三 角形 ，端部较细长 ·; i

刺长于第 6刺 中 、 后足细长， 较光滑 。

·

。

·

监隹配 辆 二
侧 ，

前足胫节具 7校 办到刺及 i 牧 内列 刺ł从 端 部数起 ， 第6外列

内列刺的\ 列为 l I i I i I i I i：： ；第 中刺位于第 2 中 刺 的 内后

叶处着生二对小刺外 还具 4枚外列刺 、

·

4枚中刺及 14 枚 内 列 韩

较少 、 较小的谳 内侧顶端叶状突起相互远 离 。 前足腿节除膝

前缘小翅室近平行 C n ı脉瞅 分支す · 前足基节较光滑， 下缘着生

起线 横沟处向两侧略呈圆形扩展 扩展边缘具小齿痕迹 。 前翅

：
胸部 前胸背板浅黄绿色

ン
较光滑 背板 中央缺较明显的隆

额盾片横带状， 宽约为高的3 . 6倍 上缘 中央略呈 弓形 唇基较窄。

触角丝状 ， 着生少许纤毛 诲 一 节从基部到端部颜色逐渐加深。

面的两个单眼近平行，并与前面的 一 个单眼近垂直 缺单眼后突。

一
·

。实部头顶光滑，
·

略低于复眼 。

雄性 。
珥 \ヘ姓

��(5 6) 西 藏小丝螳 石e p  ło ı刀a ır l e lla 了h a 刀g e ıリ 妇 ， 新种

ť 1!
"

分布
，

广西 i龙州弄岗、 金荆 ，

'

稿建! 云南 (景洪)；越南。

m a n t i s t o n k i n a e  t o n ł i n ib   
· 

.

' '

�

T in k h a m  l9 ġ lr ; A Z i è &  ; S / .

- J ;

'

,

' "

.  16 (4 ) : 6 5 4
:(l e p łQ -

\L èp t ornant 8  it o n Ė in
'

a e
'

t 
· 

o n k i n a e  )

K e h 》t &  t 色色 Đ , P r o c .  A c a d , N a t .  S c

'

j .  

.  P h i Ja .

(Ķ 越南小丝螳，
，

， ，

， tıl系店l e  H e b a r 山
'

1诣叭图8 5)
分布 海南 (琼凼、 定安i 。

· 卅蒜 難 亚 腎 羣 虽 伯

& 8 ! į . .  +  m a n t i s t o n k i n a e  b a i n a n a  è\ :
'

!

' "

T in k h a m   

· 

19 37i Łíıtg .  a  S c l .

'
,  

J .

'

,

'

161 : 5 5 4 (l e p t o .

(54)海南小丝螳ム カ8 h 妇 a

'

，

习in k h aふ，
ハl

,9 3 7











, ; Ī
f u a tia ů e ır B i s , 新种

纵脉之间仅具나łF小翅室 (图 1 7 4 ) 。 前足基节具 2个 较 大 、 较宽

缘分\ 中域部分的纵脉之ı司具 较 不 明显 的伪 脉 ! 翅痣之后的

加前缀域具较稀疏网状脉 翅痣较宽短 ，长约为宽的1 . 5倍 。 A .

胸部 前胸背板两侧呈明显的弧形扩展 ， 侧缘具细齿 。 前

略大于高， 中部具2条 较 不 明 显 的 隆 起 线 !

· 上缘略呈弧形 。

处的纵沟较深 。 复眼卯圆形 。 单眼较小 触角丝状 。 额盾片宽

头部 头顶较平， 向后略超出复眼，具4条 纵 沟 ， 与复眼交界

雄性。

h 01)云南斧螳ガie ï o d ぎl 8

福建，广东，海南 (白沙 、 琼中)；日本， 爪哇， 菲律宾及中美洲 。

暮 震泽、 东山、 南京) ， 上海佘 山， 四川 (丰都 、 万县) ， 贵州!

分布 河北，北京， 山东 ， 陕西 (华 山) . . 浙江， 江苏 (无锡 、 宜

布较广。
,

各原因在于前胸腹板 末端 的黑带存在着变异 。 本种在我国分

及双须斧螳夏 b な a p j / l a (S e r v i l l e ) ， 18 3 9均 为该 种 的 同 物 舁
T in k h a 国 (1 9 3 7)认 为多氏斧螳 H  s a ぎs 8 u ï e i  K i r b y ! ¡9 0 4

T in k h a m  1 9 3 7 , I jıTg u a Ð  S t Í .  J . ,  
1 6 (4 ) : 5 6 0

f ig lio
- T o a 1 9 2 7 , M a n t.  Id a e , ù A B  Ť j e j p ï e i c , 5 0 : 4 4 7

JJj
t

e r a \

Se r v i lle  1 8 3 9 , H i s t .  In s .  O r t h . .  p .  1 8 5 (aııl i s  p a t e -

(1oo) 广斧螳 H  p a t e ll if e ï a  (S e r v i 1 le ) , 183 9

. . . . . ， (1 0 9)单斑斧螳赢 ぎ刀i m a c a l a  t a (0 1 iv i e r )

交界处缺黑斑 . . . . . . . . . . . . . . . . . . . .

18 (17)前足基节着生 5 ˜ 6枚较大的刺； 前足转节在与腿节

， ， ，

·

. . ， (1 0 8) 勇 斧 螳 H  ø?e iab Ť a ı?a e e a (B u 「国e  i 日t e r )

交界处具 一 个明显的小黑斑 . . . . . . . . . .



\

.
,

'

1 74

l  &  Jı p a
'

t
'

e  ı J i 'rë r a

iriBae刀8 .iB ；1 7 8 ， 云南斧螳 废
·

アび刀刀a ı?；eø《妇 ；1 7 9 ˜ 18 1 . 广

末端 i7·

6 . 多刺斧螳庶 r ガ九 h p /ır· ；
，

17 7
'

.

/ 西钞
，

斧螳 废

图176 ˜ 18 1 . 斧遗属4个钟 的 含下生殖板 (a ıb g e n i t i  1 p l a t e)

,  
1 79 18 9 .

,  18 1

e 量8 主¢ t 7 .5 、 西沙斧螳段 ×l 8 ıa e B 8 ï 8

い 3 . 多则斧螳段 m a 歹聋i 8 p l n 《 い 亀， 云南 斧 螳 H , y u 刀ııa n 一

图1 7 3 ん
1 7 5 斧遗属 ·9个 种 的前 翅 (含) (示翅痣及周 围翅脉!

'

, 75 .  
:,

宽度 (图 1 2 6 ) ；内侧顶端叶状突起相互邻 接 。 前足腿节具4枚外

扁的三角形疣 突 ，疣突之间的距离较短 ， 约等于二个疣突本身的







A. 脉分吕支 中域 部 分的纵脉之间具较不明显的伪脉，

，

翅痣之后翅前缘域具较稀疏网状脉 翅痣较窄长， 长约为宽的·3倍 (图 门 S) 。胸部 前胸背板两侧呈明
·

显的弧形扩展! 侧缘较光滑 . 前

处的纵沟较深 ， 复眼卵圆形 。 单眼较小 触角丝状 。 额盾片宽头部
·

头顶较平， 向后略超出复眼，具4条 纵 沟 ， 与复眼交界

Ł\o鹳 多 刺 锌 幢 H i e ıo d a l a 月醪1右玆 P in 鹰 ， 新钟
宽大于高而与后者相区别。

疣突之间的距离较近 ， 其间隔约与疣
·

突本身荊宽度相等 疣突的本种与原 声 łe / / i f 打 8 较近似，但前足基帟具2个 疣 突 ! 且

副模 2 含 含。 3早彩 西沙群岛 (永兴岛 、 东岛)， 19 84
- 皿 一

配模 早，西沙群岛 (永 兴 岛)， ı9 8 4
- 皿 - 13， 金根桃 · 刘祖

未
心

正模 含， 1 9 8 4二皿 - 1 2 ， 西沙群岛 (永兴 岛) ， 19 8 4
- 皿 - 1 9， 金前翅长 4 2 . 0 m m 前翅ķ 4 ·9 5 m m .

前胸背板沟后区长 1o . o m m ； 前胸背板沟后区长 ı2 . o m m前胸背板宽 8 , o m in ； 前胸背板宽 6 , om m前胸背板长 l石， O m m 前胸背板长 18 . 5 m m体长 (不连翅)： 6 1 . 0 m m 体长 (个 T E L L ； o u ， ' " '

体躯测量
冀育不良造成 。

痑雍不对称，

·

各为1或 2个! 但前者具 一 退化的齿的痕迹， 显然是露另外! 在作者参看的7 只 模 式 标 本 中 ，有

二
雄性副模前足基节



含

前胸青板长 18 . 0 m m

雰落体ķ (不连翅)： * 廊召m m

婆蹶 体躯测量 ·

，

： 参8 引

, 14 2 ,

4 6
,

3 5 36 8 .

云南 (景 洪)， 1 99 l。 】X - 6 ， 刘祖尧 、 王 天齐 、 殷海生采， 标本号

示南 (景洪)， 1 97 3 - 班 i

\2堪， 金根桃采 ， 标本号 0 8 0 0 0 6 4 0： i早!

副模 1含， 云南 (两双版纳)， 19 8
.

3 - V - ? ， 采集人不详 1早 !

0 0 64 1 b 
* ą

"

配模 早。坛 南 (景 洪)
、

ľ  9 7 3 - 班 - 24 ，金根桃采罗 标本号 080
一

正模 含， 云南 (富宁)。 ， 19 5 8 - X - 9， 毕道英采， 标本号 0 800
一

前翅长 4 8 . 0m m 前翅长 自6 . 0m m .

前胸背板沟后 区长 1 2 . o m m 前胸背板 沟后 区长 1 6 , 0m m

雨雨青板克 7 . 5m m 前胸背板宽 10 . 0m m

前胸背板 长 2 2 . 0 m m

体长 (不连翅 )： 8 0 . 0 m m

範 우

6 1 1 .

tq ·

秒 变异 有 一 只雌性标本体 、 翅 、 、嗯呈棕褐色 。

'

聂 輪

端部黑色、 i Į , 痴.

!

' '

和)
，马 弗柞 西 Ë ： W 种

体色 体。， 翅绿色或黄棕色 。 前足脱节中刺及内列刺大刺
分4支 ， 其余特征与雄性相似 。 łg

。
U

,
t ı 节 ， 衬 [ri ， 中

į 啊手

分具明显的伪脉 ! 翅痣之后的纵脉之间，仅具2 ˜ 4 排 小 翅 室 A . 脉
雌性 体较大 。 前翅前缘脉域具较密的网状脉， 中脉域部

着生2 8校 左 右 的 小 黒刺 (图 1 7 6) ，
。

腹部 尾须锥状 肛上板横带状 ，端部内凹 ， 下生殖板末端
前足胫节具 10枚 外 列 刺 ! 1石校内列刺 。

起相互邻接 ， 前足腿节具4枚外列刺 、 4枚中刺及 16枚 内列刺 ，

2疣 突 相 距 较 远 ，超过2个 疣 突本身的宽度之和 内侧顶端叶状突
的纵脉之间仅具 1排 小 翅 室 (图1 7 8) .

, 前足基节具4 个疣 突 ，第1,



4 8

的宽度名利 、

.
'

内侧顶端此蓼
賴真娣攮， 節足腿节具4枚 外 列 刺 、 ，4投 中刺 及

较远 ! 趨过a ·

，小8 l
上青山斧婬夏 d a q i

峒
産8 刀eıt8 i B 悍 )

;
, 

b  & !)

分6支 中 域 長弦 繇 虽 鹼 場
k l

名 晖 4
翅前缘域具较稀疏网状脉 翅痣较窄长， 长约为宽的习倍 ， A . 脉

胸部 前胸背板两侧呈明显的弧形扩展， 侧缘较光滑 ， 前
略大于高， 中部较平滑， 上缘略呈弧形 。

处的纵沟较深 。 复眼卵圆形 。 单眼较小 3 触角丝状 ， 额盾片宽
头部 头顶较平， 向后略超出复眼，具4条 纵 沟 ， 与复眼交界
雌性

!\tuj*ıEj$lerodala
.  D l q l n g 8 h ·n q m ıa , §iÞ .

.

约为宽的8倍 下 生 殖 板 末 端 着 生 28枚 左 右 的小 黑 刺 而 卧 明显 区
， 代日本 种 与 夏

，

夕·i ¢从 中 ï a 较接近，胆体较大 翅痣较窄长， 长



14 4 ,

; Ĝ 】
'

'

-

B n r m e i Ė t e r 1 8 3 8 , Jga ıldà,

-

ıb t .   

· 2 : 5 3 6  
· [& ů  t  i $  (R ı¢ï ů

'

(1 0 8) 勇 斧 螳 H  ıa e ıu b ï a ıia c e a  (B a r m e  i s t e r ) , 1 8 3 8 
°

_ "

分布 台膏 (台中)て S Ýir 來 中 蒙入 。 。 L 벼

G ig i io - T o B 1 9 2 7 , M a n t i d a e , Øa B  T i e jp r e it Ä , 5 0 :
- 44 0

G ig l i o - T o a 1 9 1 2 , ß / ] .  S o c .  ßß t .  I t a l . ,  
4 3 : 7 7

(1 0 7) 台 湾 斧 螳  H  f o ıı》o B a ıta  G i g l i o - T o e , 1 9 12

分布： 北京， 四川 (乐 山) ， 广东 。

T in k h a m  1 9 3 7 , I /ı}g u a a  S t i .  J . ,  1 6 (4 ) : 5 6 0

q e r n e t 1 9 2 9 , S t e ì t in e ı E ııt .  Z e i t . ,  9 
· 

O U ) 1 5

(10 6) 中 华 斧 螳 崖 e 彦 /刀e ım h  W e r n 討 ， 1 9 2 9

Ì J  
W

. , il

Å - 素 ，

'

中国 (?)；中亚 。

\
.

.

、 ネ 鼬 į
W n  1 9 3 5 , ć a i l ııB .  5 /ı? . ,  1 : 4 0  

l ıv
-

: à
G ig i i o - T o a 1 9 2 7 , M a n t i d a e , Ďa B  Tje ï feie , 5 0 : 4 3 8

S a u a e u r e  1 8 7 0 , H t.  S c É rr e i z .  ï u t .  G e B . ,  
3 : 2 3 3

(10 6)三 斑 斧 螳 原 订 ん a c ぎ/ a  S a 皿B B 钍「e , 18 7 0

枚大刺之间具 2枚 小 刺 前 足 胫 节 仅 具 12枚 内 列 刺 而 可 明显 区分 。

本种与照 m a 九 i B 夕 iır· 较接近， 但前足腿节内列刺第4 ˜ 6
标本号 0 8 0 00 5 5 6 .

i押\ 正模 早，广西 (大青山，)；19 8 3 · H . _ 2， 金杏宝 . 毕道英采，

雄性 未知

胸背板宽 1o . om m 前胸青板构后区 16 . om m

严
翅长 5 7 , oN to

圳 。 体躯测量
·

体长 (不连翅)：专7 .
：O m m 前胸背板长 22 . om m ；前

刺端部黑色。

体色 体 、 翅绿色或略带黄色 。 前足腿节中刺及内列刺大
腹部 尾须锥状 肛上板横带状 ，端部内凹 。

前足胫节具10校外列刺， 1 2
，

枚内列刺。

14 ˜ 16枚内列刺；内列刺第4 · 。 5枚大刺之间具 2枚 小 刺 (图 182) 。

* ù »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