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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及陕西省北部

地区蝗虫的稠查
*

郭哲民 邱琼苹
(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 )

宁夏回族 自治区及陕西省蝗虫的调查工作
,

过去进行的较少
。

eB 益
一

B此KH 。 及 M H以eH
-

oK 等曾记录 6 种宁夏及贺兰山地区的蝗虫 ;

吴福祯等对宁夏地区农作物害虫进行了调查

夏凯龄记录陕西地区蝗虫 25 种
。

近几年来

记录宁夏地区蝗虫 12 种 ; 作者之一对陕西

尸
气廿

,

图 l 宁夏回族 自治区中部及陕西省北部调查路线图

*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蝗虫标本除了我们采到的外
,

蒙吴福侦先生赠送了一部分
,

王廷正及方荣盛二位先生代为采

集了一部分宁夏及陕北标本 ;夏凯龄先生代为审查了新种标本
,

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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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蝗虫亦曾作过一些调查
,

共记录陕北地区蝗虫 27 种
。 1 9 6 3 年作者等再次前往陕北进

行调查
,

并沿银定公路 (银川一定边 )对宁夏回族 自治区中部地区进行了考察 (图 l )
,

现将

本次调查的结果作一初步报导
。

本文中所有新种的模式标本均保存于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无脊椎动物标本室及中国

科学院华东兄虫研究所
。

一
、

自 然 概 况

宁夏回族自治区及陕西省北部位于东经 10 4 0
2 0

`

一 1一l “ 3 0
’ ,
北纬 3 4

“ 5 0
,

一3 9 “ 3 0
`

之

间
,

东面为山西
、

北连内蒙古自治区
,

西毗甘肃
,

南接渭北 高原
,

黄河流经这个地区的西部

和东部
。

现将调查地区的 自然概况分区说明
。

(一 ) 贺兰山地区 贺兰山位于我国西北荒漠与半荒漠气候区的 交界 线上
,

南北走

向
,

东西宽约 20 公里
,

南北长约 2 50 公里
,

悔扳在 15 0 0一 2 0 0 0 米之间
,

最高辜达 3 2 0 0 米
。

西面是腾格里大沙漠
,

东侧 是富饶的宁夏黄河冲积平原
。

年雨量约 19 8一 53 1 毫米
,

土顺

为山地棕钙土
、

褐色土及黑土
。

我们所调查地区主要为贺兰山麓低山地区
,

属于山下冲积

扇形荒漠区及低山早生灌木千草原化荒漠区
。

主要的草本植物有本氏针茅 st i洲 b “ ,
岁

a -

。 a 、

戈壁针茅 5
.

卯 b i c a ,

菊艾 T a , a c e r“ 、 s p
. 、

优若牵 而
, o` 。 c , a t o i d o s

等
,

木本植物以

细叶锦鸡儿 C a r a g a , 。 s t e , o P瓜夕l l a 、

小叶鼠李 R乃a m 。 。 , P a r ,

t’fo l i a 、

黄梅刺 R o , a 人“ g 口 , 15 、

酸枣 z卿琳
。 , : 户i , o , a

及刺旋花 c o n , 0 1。 “ l。 , 夕o r t ,幼 a左。留 11 等为主
。

、

(二 ) 宁夏平原地区 宁夏平原位于贺兰山东侧
,

鄂尔多斯高原之西面
。

东西宽约 50

公里
,

南北长约 2印公里
,

海扳 1 0 0 0一 12 0 0米
,

年雨量在 20 5毫米左右
,

年平均气温 .8 4℃
,

土壤主要为棕钙土
。

草本植物以甘草 G l y c y。 五i o a u r a l。 , 了行 F i s e h
、

白刺 N i` , a r i。 , c人a西er i

L
. 、

白花苦豆 5 0户左o r a a l o P e c u
or i d o L

. 、

骆驼蓬 p
卿

, 。 m ,

igc l l a , t , u m B u n g e 、

赖草
才 , e u

or z印 i己i“ m 碑a s夕t a动 y s
( irT

n
.

) N e v s k
. 、

马蔺 rI 行 s

即
· 、

辣辣英 L o Pi d i u m s P p
· 、

大蓟

c i , , i“ m , e t o , u m B i e b
. 、

碱蓬 s o a e 己a s

即
. 、

稗草 E c入i n o c入l o a s

即
. 、

芦苇外
r a g m i t o c o m -

二。 。行 rT in
. 、

三棱草 cs 介娜
:

sP p
.

等
,

木本灌丛有多种锦鸡儿 aC
r
ag an : s

PP
. 、

油柴 eT
-

t , a 。 。 a 0 0 ,
go l i c a 、

霸王 z 夕g 口 p左夕11“ m 二 a , t人。却 t o , 、

红益 H
o l o l a c左, 。 , o , g a , i c a

( p a l l
、

)

E h or nb 等
。

农作物以水稻
、

小麦
、

糜
、

谷
、

高粱
、

大豆
、

麻类及十字花科蔬菜等为主
。

(三 ) 鄂尔多斯高原南缘地区 包括宁夏的灵武
、

盐池及陕西的定边
、

安边
、

靖边
、

榆

林等长城以北地区
。

海扳高度在 1 0 0 0一 14 0 0 米左右
,

年雨量在 2知一4 90 毫米
,

年平均气

温 8一 8
.

3℃ ,

土壤主要为淡栗钙土
。

植被以半干旱和干旱风沙环境的沙生植被为主
,

优

势种有臭柏 J u o i P e , “ , s a b i , a 、

沙柳 s a l ix c滩e i l o P几i l a 、

木寥 A t r a户人a x行 m a 。山人u , i c a 、

酸

刺 H IPP o P人a 。 赚 a m , o i d。 : 、

沙米 A岁 i o P左夕11。 。 a r o n a r i o m
、

沙竹 丁 i o o u r i a , 1110 , a 、

戈壁针

茅 s t i户。 卯吞i c a
等

,

在半固定沙丘上有油篙 A r t o m i , i a o南 o , i c a 、

砂篙 A
.

: 。 l , o l o i d。
、

砂

蓬 aS ls ol o co ill 。 等
。

农作物以糜
、

谷
、

水稻
、

小麦及黑豆等为主
。

(四 ) 黄土高原 主要为榆林以南铜川以北地区
。

其中北部为绥德横山地区
,

南部为

延安铜川地区
。

1
.

绥德横山地区 为一海找 80 0一 12 0 0 米的黄土丘陵沟壑地区
,

年雨量 4 50 一 4 80 毫

米
,

年平均气温 8一 10 ℃ ,

土壤主要为栗钙土与黑炉土
。

、

植被大部属于针茅 从 i洲 s

PP
. 、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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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 T左夕 , 。 5 0 0 ,

卯 l i c a 、

冷篙 A , t e m i , i a f r ig i d a 、

铁杆篙 A
.

s a c ; o , u m
、

羊 l及厌 W i砂 t or e m i a

c五a m a e d a P人a e 、

白草 A , d r o P o
卯

。 `s c人a e m u 、
、

野古 草 A r “ n j i , e l l a 二 , o m a l a 、

大油芒

s 户o d i O PO g o n s i b i r i c u , 、

酸枣 2 1勺 P左u s : Pi , o s a
等群系为主的草原

,

在一些山地残存着油松

p i , u s t a b u l a时。 ; m i s 、

虎揍子 O , t翔 o Ps i` d a o i d i a , a 、

黄梅刺 R o s a 人“ 9 0 0 1, 、

山丁香 S y ; i , g a

P e反i , 。 , , 15
及扁核木 p r i n s` P i a u , i f l o r a

等梢林区的乔灌木
。

农作物以糜 )谷
、

黑豆
、

胡麻
、

春小麦
、

荞麦及燕麦等为主
。

2
.

延安铜川地区 东北部为黄土源
、

梁及沟壑地区
,

海拔 80 0一 1 5 0 0 米
,

南部及西部

为中山和低山区
,

海拔 1 2 0 0一 15 0。 米
,

年雨量为 50 0一 60 0 毫米
,

年平均气温 9一 1 4 ℃ ,

土

壤为普通黑炉土及粘化黑炉土
。

植被为合有中生和早生的狠牙刺 so p人
o

ar t,i iic fo ial
、

篙类

A r t o m i , ia s p p
. 、

针茅 S t i Pa s”
. 、

白草 A耐
r o P o
即

, i , c人a e m u m
、

大油芒 sP
o 法l’o Po

卯
,

, i b i r i c u s 、

虎棒子 o , t勺。户5 1: d a o i己i a , a 、

酸枣 2 1即琳
“ 5 5户i , o , a

等群系组成的草原和侧柏

T 人“ i a o r i e n t a l i:
、

辽东栋 Q u o c u s l i a o t“ 。
岁

n s i s 、

白桦 B e ` “ l a P l a勺 P人y l l a
l

甘 a r
.

二 a , 击人u r i c a 、

油松等群系组成的次生幼年杂木林 (稍林 )植被
。

农作物以小麦
、

糜谷
、

玉米等粮食作物为

主
,

是冬小麦和春小麦混播区
。

二
、

区 系 概 况

本次调查是在以往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的
,

并加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地区的

种类
,

共记录蝗虫 4 7 种 (包括亚种 )
,

分隶于 5 亚科 23 属
,

其中有 3 新种
.。

在这 4 7 种蝗虫

中
,

陕北有 36 种 (内有 3 种为陕西省新纪录 )
,

宁夏回族自治区有 33 种 ( 内有 18 种为宁夏

回族自治区新纪录 )
,

其中我们仅在陕北采到而在宁夏未采到的有 13 种
,

仅在宁夏采到而

在陕北没有采到的有 11 种
。

宁夏回族自治区我们仅在中部进行了调查
,

而北部及南部广

大地区尚未调查 ; 陕北地区也仅调查了部分地区
,

本篇仅作一初步报导
,

以弥补以往的不

足
,

深入的工作还有待今后继续进行
。

(一 ) 种 类 名 录

1
.

斑腿蝗亚科 C
a at nL to p in ae

1
.

0 二 y a a d 君n at at W i l l
.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
、

永宁
、

中卫
、

灵武 ;陕酉省 榆林
。

* 2
.

o x 夕a `方a 刀 g 人a i e ” 了介 W Il l
.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
、

永宁 ;陕四省 榆林
。

3
·

o x夕a i。 咨r i c a t a
( s t a l )

陕酉省 榆林
、

延安 (南泥湾 )
。

钊
.

O x y a ` i a 巴刀 , i , C h e n g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
。

陕酉省 延安 (南泥湾 )
、

榆林
、

西安
、

兰田
。

5
.

c a l l i P多a阴 “ , a b br e沂 a t “ , Ik o n n
.

映西省 输林
、

绥德
、

延安
、

黄陵
、

黄龙
、

铜川
。

6
.

C a l li P招优 “ ` b a r b a r “ 5 c e夕h a l o ` e了 F一 w
.

宁夏回族自治区 贺兰山
、

银川
。

11
.

雄头蝗亚科 P y gr .
o

tP h i n a e

7
.

月即 a c t o拼 。 , P人a , i刀 e ” 了打 B o l
.

*
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纪录

。 ▲陕酉省新纪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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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 ; 陕西省 榆林
、

绥德
、

延安
、

甘泉
、

黄陵
、

铜川
、

那县
。

111
.

翻蝗亚科 P a mp h a示 n a e

8
.

H
aP l o多犷 oP i了 b 尸“ 刀 刀 亡r i a n aS u a s s

.

陕西省 榆林
、

延安
、

铜川
、

宜君
。

9
.

凡
亡“ d o多脚己才入“ 了 al a了入 a刀 i亡附 B一 B i e n k o

宁夏回族自治 区 银川
、

贺兰山
。

10
.

F il c石。 。 r el l ab e i c左 1R a m m
e

陕酉省 榆林
、

绥德
。

1 1
.

E o t功 e公人行 月 a` “ 宕“ sB
。 一

B ie n k o

陕西省 榆林
。

2 1
.

h R io o公用 e公h i, h “ 。 。 11 S i 6 s t
.

陕酉省北部
。

I V
.

蝗亚科 A e r
id in ae

` 13
.

汉 c r萝da 左0 2 1 0衍 M i s t s h e n k o

宁夏回族自治 区 盐池
、

银川 ;陕酉省 榆林
、

绥德
、

延安
、

黄陵
、

定边
、

黄龙
、
铜川

。

14
.

A c ir d a c i n e , 。 a
( T h u n b

.

)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
、

盐池 ;陕西省 榆林
、

黄陵
、

铜川
。

* 15 刁 。 ir d a : , i左涪若 1
.

B o l
.

宁夏回族自治区 盐池 ;陕西省 定边
、

榆林
、

延安
。

士16
.

A c ir d a i n c a l l i沙a M i s t s h e n k o

宁夏回族自治区 盐池 :陕西省 榆林
、

延安
、

黄陵
。

* 1 7
.

E r o m i P P u 了 左。 : 10 口1 M i s t s h e n k o

宁夏回族 自治区 盐池 ;陕西省 榆林
。

* 1 5
.

` o m户人o c e , “ ; l矛c 。 , t i ( c h a n g )

宁夏回族自治区 贺兰山 ;映西省 榆林
。

19
.

c 人 o r名人i户P。 , i o t e r 二。 id “ ,
( B 一B i e n k o

)

陕西省 榆林
。

* 2 0
.

C人 o r t人i户夕 u , 吞r “ 。 n e 。 ,
( T h u n b

.

)

宁夏回族自治区 盐池 ;映西省 定边
、

榆林
、

延安
。

2 1
.

c 人 o r才人萝户P“ 5 d t’ b i u ,
( z u b

.

)

陕西省 榆林
、

延安
、

黄龙
。

* 2 2
.

C 人o r t h滋P P之̀ 5 h s i a应 C h e n g e t T u

宁夏回族自治区 盐池 ;睐酉省 定边
、

榆林
、

绥德
、

延安
、

黄陵
、

铜川
。

2 3
.

C 人o r 多h萝P P“ , 夕“ li n g e n , i , C h e n g e t T u

睐西省 榆林
、

延安
、

铜川
。

* 2 4
.

C人o r姿入i P P“ : a l b o ” e优 “ , C h e n g e t T u

宁夏回族自治区 盐池 : 睐西省 定边
、

榆林
、

绥德
、

延安
、

黄陵
、

铜川
。

2 5
·

c h o r t h i户夕u , f a l l a x
( z u b

.

)
1 ,

陕西省 定边
。

* 2 6
.

c 五。 , 君h i户户u s bi g “ 多t u l“ ,
( L

.

)

宁夏回族自治区 贺兰山
。

* 2 7
.

c为o r t人i户户“ , 沙 o r , a t ,` s
( z e t t

.

)

宁夏回族自治区 贺兰山
。

l ) 小翅雏蝗 c滩。 ,君人i夕户u , f a l l a x
( z u b

·

)

在定边地区采到的标本中
,

发现其中有 13 个雌性标本形态略有变异
,

其触角较细长
,

中段一节的长度为宽度的
1

.

83 一 2
.

03 倍 ;前翅前椽脉域具闰脉
。

体长 : 17 一21
.

5 毫米 ;翅长 : 3
.

8一 ,
.

7毫米
。

标本采自一四周为沙丘所围绕的低洼草地中
,

悔拔 1 3 8 0米
。

分布 陕西省 : 定边
。

1 9 6 3
.

xx
.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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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s
.

E“ c 入o r t为i p 户 t’ , “ 。 ic o l o r
(I k o n n

·

)

宁夏回族自治区 贺兰山 ;陕西省 定边
、

延安
、

黄陵
、

铜川
。

2 9
.

E u c人。 , t h i P P。 , 夕“ 。 g , 矛, g e o s行 C h e n g 新种

宁夏回族自治区 永宁
。

3 0
.

E“ c五 o r公入iP P “ , c h e “ 蔺 H s i a
新种

映西省 定边
。

V
.

斑翅蝗亚科 o
e

d i p o d in a e

3 1
.

E P a c r o “ i t’ , c o o r “ l若P e ,
( Iv a n

.

)
1 ,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
、

贺兰山
、

永宁
、

盐池
。

映西省 定边
、

安边
、

靖边
、

榆林
、

绥德
、

子长
、

延安
、

黄陵
、

铜川
。

3 2
.

E户a c , o , i u , t e r g e , t i o u , t e r g。 , it 。 “ ,
( e h a r p

.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 3 3
.

E aP
c r o份 i“ 了 t e r g亡才石” “ 5 e x 万切附 B一 B i e n k o

宁夏回族自治区 盐池 ;映西省 榆林
、

延安
。

3 4
.

汉 i o l o P t, ,
at o t’ l t’ ,

( F a b r
.

)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
。

`
3 5

.

L o c t` s勿 , 仓 r a t o r ia 0 19 , a t o r ia L
.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
、

盐池 ;陕酉省 定边
、

靖边
、

榆林
。

3 6
.

L o e r`了名a 勿 igf
a 君o ir a 优 a 刀 iI 己刀 了15

(M e y
.

)

陕四省 延安
、

子长
、

绥德
、

黄陵
、

铜川
、

邪县
。

3 7
.

0 。

而 l。 。 s 公二 fe r , a

价 i时er , `
价 S a u s s

.

宁夏回族自治区 贺兰山
、

盐池 ;映西省 定边
、

靖边
、

榆林
、

绥德
、

延安
、

南泥湾
、

黄陵
、

黄龙
、

铜川
、

邢县
。

3 8
。

O e d a le u s a ` i a it c t’ ` B 一 B i e n k o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
、

贺兰山
。

: 3 9
.

C o l。 , , 左a l o z “ b o o i a 天i了a o u ,
( s h i r

.

)

宁夏回族自治区 贺兰山 ;映酉省 延安
、

黄陵
。

4 0
.

了石 l o P五i d ia a 刀刀 u l a
at 切 。 刀 g o il c a S a u s s

.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 ;陕西省 榆林
、

绥德
、

子长
、

延安
、

甘泉
、

黄陵
、

铜川
。

* 4 1
.

fB 夕o d 亡优 a h o l d e r e r泣 K r a u s s
.

宁夏回族自治区 贺兰山
。

斗2
.

B , 夕o d e , a 忿t, b e r e ,` la 才“ m d i l t’ 多,`二 ( s t o ll )

陕西省 延安
。

* 43
.

B r y o d e二 a 吹0 0 10 粉i B一 B i e n k o

宁夏回族自治区 贺兰山
。

* 斗4
.

A o g a r a c , i , , 入o d o户a
( F沪 w

·

)

宁夏回族自治区 贺兰山芬映西省 安边
。

* 斗5
.

c o 二夕, o , 五公户i , 沙a , id i a o a
( s a u s s

.

)

宁夏回族自治区 贺兰山
、

盐池 ;陕西省 定边
、

安边
。

4 6
.

S P人i刀 9 0 月。 了“ t 功 o n g o lic t’ 了 S a u s s
.

映西省 榆林
、

延安 (南泥湾)
。

4 7
.

s P入i o g o n o 才“ s 夕。 , c人i h。 。 , i , C h e n g e t C h iu ,

新种

宁夏回族自治区 盐池
。

(二 ) 区系组成初步分析

宁夏回族 自治区中部及陕西省北部地区在地理环境上属于贺兰山
、

宁夏平原
、

鄂尔多

1) 大垫尖翅蝗 E户a c , o二 i ,` 5 c o e r “ 11户。 ,
( Iv a n

·

)
自陕北和宁夏回族 自治区所采到的 3 06 个标本中

,

斑之间为蓝色
,

而其余个体为黄色
。

分布 宁夏回族自治区 : 银川市 (罗家庄 ) l 。 , 。米
。

其中有二个雌性个体的后足胫节在胫节中部及端部二暗色

19 6 3
.

XI
.

2 0
0



表 1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及陕西省北部蝗虫地理分布表

种种 类类 分 布布

贺贺贺兰山麓麓 宁夏平原原 鄂尔多斯斯 黄 土 高 原原

高高高高高原南椽椽椽椽椽椽椽椽 北北北北北北 部部 南 部部

OOO x ya a de nt a t a
W i l l

...

十十 十十 +++ +++ +++

OOO男 ya ` 五a 刀g 为a l` ” 万 5
W i l l

...

十十 +++ +++ +++ +++

OOO却
a i o

t fi
c a , a

( s t盈l))) +++ +++ +++ +++ +++

OOO x y a s
ia
亡” ` i了 C h e n ggg +++ +++ 十十 +++ +++

ccc a lli户t a切 u 了 a b b r e ` a 公“ 5 I k o n n
··

十十 +++ 十十 +++ +++

心心
a lli户君a , n u , ba , b a r t, , e e P h a lo 多。 , F

. ~ 丫v
...

+++ +++ +++ +++ 十十

才才即 a c 才o m o 犷P人a 51刀 e 刀了 i了 B o l
...

+++ 十十 +++ +++ 十十

HHH
a P l o t r o户i了 b r t一” n 亡 ir a n a S a u s s

··

+++ +++ +++
。

+++ 十十

凡凡
亡 “ d o t 。 , e 君人,一了 a la 了乃a o i e “ ` B

一 _

仑i e n k ooo l +++ +++ 十十 +++ +++

iFFF l c h , e , e l la b e i c左1 R a m m eee +++
·

+++ +++ +++ +++

EEE o 公 In e t人i了 刀 a 了“ 名t’ 了 B 一 B i e n k ooo 十十 +++ 十十 +++ +++

RRR h i o o t。 。 t h i , h ,` , 。 11 S i6 s t
...

+++ 十十 +++ +++ +++

汉汉 c r i d口 左0 2 10 少 1 M i s r s h e n k ooo +++ +++ +++ +++ +++

才才 c r i d a c i n e , e a
( T h u n b

.

))) 十十 +++ +++ +++ +++

AAA c r id a c , i咬11 1
.

B o l
...

十十十 +++ +++ +++

AAA c ir d a i刀 c a l l id a M i s t s h e n k ooo +++++ +++++ +++

EEE r e m i P P u s 左。 二 10 厉 M i s t s h e n k ooooooo +++++ +++

`̀ o 二户为o c o r 二 ,

ilc
。 。 it ( c h a n g ))))))) +++++ +++

ccc滩o r t人i P P t` 5 i o t 。 , m , 成“ ,
( B 一B i e n k o

))))))) +++++ +++

ccc人。 , 才几i户户t` , b r ,’ 。 。 e u ,
( T h u n b

.

))))))) +++++ +++

ccc方 o r `乃i户户:` , d , ` b i u ,
( z u b

·

))))))) +++++ 十十

CCC人o r 才方i P P t ; s 人` ia i C h e n g e t T uuuuuuu +++++ +++

CCC人。 犷 t人i户户“ 了 夕t’ l i” g亡刀了i t C h e n g e t T uuuuuuu +++++++

CCC人o r 名人i户P , ;了 a l b o 月亡脚 u 了 C h e n g e t T uuuuuuu +++++++

ccc五。 , ,人i夕夕“ , f a l l a 二
( z u b

.

))))))) +++++++

eee几。 , t人i夕户u , b i g “ r` t, l u ,
( L

.

))))))) +++++++

ccc入。 月人i户户r` 5 d o o a t “ ,
( z e t t

.

)
。。。。

十十十十

EEE t, c几。 ,君五i户户“ , 。 n i c o lo ,
( x k o n n

.

))))))) +++++++

EEE r `c 乃o r考五i P P多“ y “ 伦 g 刀 i刀 g e 刀了11 C h e n ggggggg 十十十十

EEE “ c人。 犷了乃公P P t’ 了 c入亡u i H
s i a

.......

+++++++

EEE 户。 c r o二 i。 , c o o r u l iP
e ,

( Iv a n
.

))))))) +++++++

EEE夕a c r o m i“ , 才e

馆
e s石。 “ ` 纪馆

。 , it , u s
c( h a r p

.

))))))) +++++++

EEE P a c r o m i t’ 了 t e r g 亡5 21刀 u 了 亡 x it m “ ` B 一B i e n k ooooooo 十十十十

刁刁 i o l o P t’ s t a , “ l“ ,
( F a b r

.

)
??????? 十十十十

LLL o e u s
at 幼 19尸 a t o r

ia 脚 i g r a 岁o r ia L
.......

+++++++

LLL o c t’ `才a 幼 i g r a 了。

血 倪 a o il 。。
后 (M e y

.

))))))) 十十十十

OOO o

da l
e t’ , 萝。 f o r n a

ilt i , f e r o a
ilt S a 一 55

.............

OOO 亡沙4 1亡 r浮了 a 了i a 才i c “ 了 B
一 _

B i e n k ooooooooooooo

ccc o l o s , 左a l o z u b o 成 a
左i at

o u ,
( s h i r

.

)))))))))))))

TTT r i l o P人id ia a 月 ” “ l a 多a 优。 伦 g o

ilc
a S a u s s

.............

BBB fy o d e沉 a 五 o l d亡 r e 犷1 K r a u s s
.............

BBB犷夕o d 。 , a t u b e r c o al 君
r` m id lu才 u m ( s t o l l)))))))))))))

BBB, 夕o d 。二 a 及0 2 10沙i B 一B i e n k ooooooooooooo

才才。 g a r o c r行 , 人。了。户a
( F一W

.

)))))))))))))

ccc o , , 户, o r 几i户i , d a , 沙̀矛口 n a
( S a u s s `

)))))))))))))
SSS P人i刀 9 0 称。 才“ ` 优 。 刀 g o l i c “ ` S a u s s

.............

SSS P为i刀 9 0 ” o 了u 了 y e 刀 c几i方` 刀` it C h e n g e t C h 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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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高原南绿及黄土高原等地区
。

在上述地区中就我们所采到的蝗种来看
,

鄂尔多斯高原

南绿的蝗虫种类较接近于内蒙古自治区以及贺兰山和宁夏平原的蝗虫种类 (表 1 )
。

在昆

虫地理区划上与贺兰山及宁夏平原同属于内蒙河西干草原区的鄂尔多斯省
。

在属于鄂尔

多斯省地区共采到蝗虫 4 7种
。

而自榆林以南
,

铜川以北的黄士高原地区属子黄推温带粮

棉区的黄土高原省
,

在这个地区共采到蝗虫 25 种
。

在属于鄂尔多斯省地区所采到的蝗虫中典型的中亚 细亚种如亚洲飞蝗 oL cu 、 。 二 i
-

岁 a t o r i a 二 i g r a t o r i a L
.

及黑腿星翅蝗 c a l l i P t a m u , b a r b a r u , c ` P人a l o t es F
`

一 w
.

在上述三个

地区中均有发现
,

而小垫尖翅蝗 EP ac rD 、 动 , 了̀ 犷岁 Jit 刀、 t e智 e J石二
,

( c ha rP
.

)
、

牧场雏蝗

c 左o r t五i PP“ s 己。 , , a t。 ,
( Z e tt

.

)
、

异色雏蝗 c
.

去l’g “ t t u l。 ,
( L

.

) 及亚洲小车蝗 O e浮a l e u ;

as iat ic 二 , B 一 iB en k。
等主要分布于贺兰山及宁夏平原

。

此外干草原上的代表性种类如褐色

雏蝗 c 人o r t人i p p u , 云 r。 , , e “ s
( T h u n b

.

)
、

狭翅雏蝗 c
.

己动 i u ,
( z u b

.

)
、

小翅雏蝗 c
.

f a l l a x

( z u b
.

)
、

红翅皱膝蝗 而
g 召 ; a c

廊 从 o d o户a
( F一w

.

)
、

李氏大足蝗 G口 m P左o c o u , l i c o n ` i

e h a n g
、

科氏蜕蝗 肠
。 m i P户u s 左o o l o t, i M i s t s h e n k o

及荒漠戈壁上的蒙古束颈蝗 S P人i n
卯

, o t u ,

二口 ,
go icl

“ , sa su
s

.

在鄂尔多斯高原南绿地区分布均很普湿
。

癫蝗亚科的种类除笨蝗 H
a -

lP 。你 oP is 厉洲。 iar
。 。 sa su

s
.

在国内分布较广外
,

其余的种类多分布于这些地区
。

而属于

典型的东方种如大垫尖翅蝗 EP
a c r o m i u , c o e r “ l iP e s

( I v a n
.

)
、

中华炸锰 A c r i d a c i , er
e a

(仆
u n b

.

) 及黄胫小车蝗 。 “ a l e 。 , i , f er , a li: i n f , n a l i: s a u s s
.

等种类在上述三个地区均

广泛分布
,

短星翅蝗 C a l l i户t a m “ 5 a b b , 。 。 i a t“ 5 Ik o n n
.

仅分布于鄂尔多斯 高原南绿东部的

榆林地区
。

在宁夏平原尚有花胫绿纹蝗 iA ol ap “ 了 at m lu “ ,
( F ab r

.

) 及短额负蝗 tA 、 “ 口 m or
-

砂
。

isn 即 515 oB l
.

而主要分布于南方的小稻蝗 o xy
。

枷 icr at 。
( tS 舒 ) 除广泛分布于陕西省

的南部和 中部外
,

在榆林地区亦有发现
。

在属于黄土高原省地区采到的蝗虫中属于千草原的代 表种有狭翅雏蝗 c 人口叮人i p p “ ;

己动 i u ,
( z u b

.

)
、

轮纹痴蝗 肠 , 口己。 m a t动。 c“ za t“ m 己i zu t u m s t o l l
,

.

属于荒漠戈壁的代表种

有蒙古束颈蝗 SP 厉
,

go on ut
, m on go icl

“ , sa su
s

.
,

而其余的种类以东方种为多
。

此外夏氏雏蝗 c 入。 , t人i户户u , 瓜“ a i C h e n g e t T u
及白纹雏蝗 C

. a l b o ,: 。 m “ 5 C h e n g e t T u

亦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高原南绿及黄土高原地区
,

但是在分布的密度上却有着显著的差

异
,

在鄂尔多斯高原南绿地区该二种均为草原上的优势种
,

但是在黄土高原地区
,

自延安

向南夏氏雏蝗 c 入o r t人i P P u , 人s i a i C h e n g e t T u 的数量逐渐下降
,

而 白纹雏蝗 c
.

a l b o n e , “ ,

e h e n g e t T u
仍占优势

。
到渭河平原地区夏氏雏蝗 c

.

人s i a三 e h e n g e t
”

r u
数量极少

,

而

白纹雏蝗 c
.

。 z右o n o m “ , e h e n g e t T u 虽不为优势种
,

但分布仍广
。

总的来说
,

在陕北及宁夏中部所采到的 4 7 种 (包括亚种 ) 蝗虫中
,

属于斑腿蝗亚科的

有 6种
,

锥头蝗亚科的 1 种
、

癫蝗亚科的 , 种
、

蝗亚科的 18 种
、

斑翅蝗亚科的 17 种
。

在我

国 目前已知的癫蝗亚科的种类有半数以上分布于此二地区
。

而在南方分布较多的斑腿蝗

亚科及锥头蝗亚科的种类在上述地区种数均较少
。

由兄虫区系来看
,

在属于鄂尔多斯省

的贺兰山
、

宁夏平原及鄂尔多斯高原南绿地区的蝗虫除了大部分是属于千草原和荒漠戈

壁的种类外
,

而主要分布于新疆的典型中亚细亚种及主要分布于华北
、

华东地区的典型东

方种均有发生
,

但中亚种主要分布于西部的贺兰山及宁夏平原
,

而东方种多分布于鄂尔多

斯高原南绿东部及宁夏平原
,

故蝗虫区系呈现出东方与中亚区系的过渡情况
。

在黄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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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区除了北部有较多的干草原及荒漠戈壁的种类外
,

属于典型的中亚细亚种很少发现
,

而以东方种占优势
。

(三 ) 经 济 意 义

在调查的地区中
,

主要可分为水稻地区
、

一般粮食作物区
、

蔬菜区
、

草原牧场及经济作

物区等类型
,

现将重要种类记述如下
:

1
.

草原牧场地区 以雏蝗类
、

异爪蝗类及炸蠕类为主
。

在贺兰 山地 区以 异色雏 蝗

c 左o r t左i PP o s b ig u t t u l u s
( L

.

)
、

牧场雏蝗 c
.

d o r s a t u s
( z e t t

.

)
、

李氏大足蝗 G o m P人o c e r u ,

l i c e , t i ( C h a n g )
、

素色异爪蝗 E u c入。 , t人̀ PP u , u n ic o l o ,
( Ik o n n

.

)
、

大垫尖翅蝗 E P a c r o m i。 ,

c o er u l i p。 ( I v a n
.

)
、

亚洲小车蝗 o 口 d a l e u s a , `a t i c u , B 一B i e n k o 、

科氏 痴蝗 B r y o d o m a 友。 君
-

10 , i B一 B i e n k o 、

红翅皱膝蝗 A , g a r a c r i , ,乃o d o
P a

( F 一W
.

) 及大胫刺蝗 c o m P , o从 i Pi了 d a o i
-

id 伽 。
( as us

s
.

) 等为主
。

在鄂尔多斯高原南绿与黄土高 原地 区以 小翅雏蝗 C人or 从 i PuP
,

f a l l a x
( z u b

.

)
、

狭翅雏蝗 c
.

己u占i。 ,
( z u b

.

)
、

褐色雏蝗 c
.

b r u , 。 e u s
( T h u n b

.

)
、

夏氏雏蝗

c
.

人, i a i C h e n g e t T u 、

白纹雏蝗 c
.

a l b o , e m u , e h e n g e t T u 、

素色异爪蝗 E u c 左o r t左i PP
u s

u , i c o l o r
( kI o n n

.

)
、

邱氏异爪蝗 E
.

c 左。 u i H
s i a 、

大垫尖翅蝗 E P a e , o m`u : c o o r “ li Pe s
( I v a n

.

)
、

中华炸蠕 A
.

c i , e r i a
(hT

u n b
.

)
、

黄胫小车蝗 o e d a l。 。 5 i n f e r , a l`, i , f o r , a l i s S a u s s
.

及红翅

皱膝蝗 A馆。 ac isr 动 od oP
召

( F一 w
.

) 等为主
。

在宁夏及陕北具有广大的草原牧场
,

因此

对于草原蝗虫的为害是不可忽视的
。

2
.

粮食作物区 在宁夏平原为害粮食作物的主要种类有亚洲飞蝗 L oc su at m妙at 口汀。

m i盯 a t o r i a L
. 、

大垫尖翅蝗 抑
a c r o m i u s c o e r u l i P

e ,
( I v a n

.

)
、

小垫尖翅蝗 E
.

t

csr o t i n u ,

C h a印
. 、

花胫绿纹蝗 A i o l o P u , t a m u l u ,
( F a b r

.

)
、

`

黑腿星翅蝗 c a zzi P t a m u , , a r吞a r u ,

c e
户入a l o t es F一W

. 、

亚洲小车蝗 O e d a l e u s a s i a t i c u , B 一B i e n k o 、

黄胫小车蝗 0
.

1, f
e ; , a l i ,

i n

f。 ; , a l i, Sa u s s
.

及蒙古庆蝗 T r i l o P汤i d i a a n , u l “ t a

*
n
卯 l i c a S a u s s

.

等 ; 在鄂尔多斯高原南

绿地区主要为害种类与宁夏平原基本相同
,

但无花胫绿纹蝗
,

同时黑腿星翅蝗仅分布于西

部地区
,

在东部地区
,

特别在榆林
,

短星翅蝗 c a l l i P t a m u s a b西r e r, i a t u s I k o n n
.

及裴氏短鼻蝗

iF cl 人 , 、 all 死 ic形 R a m m c
亦是重要的害虫 ;在黄土高原地区主要为害的种类有东亚飞蝗

乙 o c u , t a 、 i岁 a t o , i a 二 a , i ze , 5 15
( M e y

.

)
、

大垫尖翅蝗 万Pa c r o m i u , c o o r u l i户e ,
( I v a n

.

)
、

短星

翅蝗 c a l l i P t a m u : a b b r` , i a t u , Ik o n n
. 、

黄胫小车蝗 o e d a l o u , i n f
e r , a l i , i , f er , a l f , s a u s s

. 、

蒙古庆蝗 T r i zo p人i d i a a n n u za t a o o n g o zi c a s a u s s
.

及中华炸锰 才 c r i d a c i n o r e a
( T h u n b

.

) 等
,

裴氏短鼻蝗 F i zc左n e r o l l a 云e i c友 R a m m e
在靠北部为害亦重

。

3
.

水稻地区 主要为稻蝗类及永宁异爪蝗 E cu 肋灯形p uP
, y却卯动g邵515 C h e

gn
.

在宁

夏平原为害较重的是无齿稻蝗 o xy
o

ad 胡 at at w iil
.

,

在榆林地区主要为小稻蝗 0
.

in trt
-

c a t a
( s t盈l )及无齿稻蝗 0

.

a d e n t a t a
W il l

.
,

在延安南泥湾地区主要是小稻蝗 0
.

1, t r i c a t a

( tS 歇 ) 及西安稻蝗 0
.

石 a e , : i , e h e n g
。

4
.

蔬菜作物区 主要为短额负蝗 tA ar “ 口 m or 琳
。 万二。 15 oB ivl ar 及癫 蝗亚科的一些

种类
。

在宁夏平原地区主要为短额负蝗及贺兰山疙蝗 尸: 。 u j o t m o t乃i , 。 za赚 a , i c u : B 一 B i o n -

ko ; 在鄂尔多斯高原南绿
,

特别是榆林地区
,

主要的种类有短额负蝗
、

oE 、 et 石: 、 su
t “ :

B 一 iB en ko 及大垫尖翅蝗等 ;在黄土高原地区以短额负蝗及大垫尖翅蝗等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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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经济作物 包括亚麻
、

胡麻
、

大豆等作物
,

主要为害种类有黑腿星翅蝗
、

亚洲小车蝗

及黄胫小车蝗等
。

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端类
、

寄生蝇及铁线虫等寄生于蝗虫的体内或体外
,

其中在延

安及黄陵地区采到的素色异爪蝗及黄胫小车蝗体内发现有大量的寄生蝇幼虫寄生
,

有的

个体体内寄生蝇幼虫数量达 15一 20 个
。

三
、

新 种 言巳述

1
.

永宁异爪蝗 石血硫 o r t hiP p u s y u n g n in g e n s is C h e n g 新种 (图 2一 4 )

了 体绿而略带淡黄色
。

头绿色
,

头顶略淡
,

在头顶具一淡绿色纵纹
,

纹侧各具一淡

褐色纵纹
,

在复眼后部具一黑色纵纹
。
复眼灰色

。

触角黑褐色
。

前胸背板绿色
,

侧片色较

深
,

侧隆线淡绿色
,

外侧具一黑色纵带
,与头部复眼后之纵纹相连

。

胸部腹板黄绿色
,

中
、

后胸侧板绿色
。

翅淡黄揭色
,

翅脉褐色
。

足淡黄揭色
,

后足股节内
、

外侧下半部及底侧淡

黄色
,

上膝侧片黑色
。

腹部背板绿而略带黄色
,

腹板黄绿色
。

下生殖板黄绿色
。

体中小型
,

被有短细绒毛
。

头部较短于前胸背板
,

头顶近三角形
,

颜面极倾斜
,

颜面隆

起侧绿隆起
,

纵沟明显
,

颜面隆起在中眼下较宽 ; 头侧窝较小
,

窝长为其宽度的 .2 3倍 ; 复

眼卵形
,

较小
,

复眼纵径为眼下沟长度的 1
.

71 倍 ;触角较细长
,

基部数节较扁
,

其余各节圆

柱状
,

中段一节的长度为其宽度的 2
.

3 倍
。

前胸背板中隆线明显
,

侧隆线在沟前区明显
,

中部微凹
,

侧隆线在沟后区较不明显 ; 前
、

中横沟在侧片处明显
,
在背部不明显

,

后横沟在

前胸背板中后部明显切断中隆线
,

沟前区的长度为沟后区长度的 1
.

22 倍
。

中胸腹板侧叶

间中隔的最狭处小于其最宽处的 2 .7 5 倍
。

前翅发达
,

较宽
,

顶端钝圆
, ;关度超过后足股节

的顶端 ; 缘前脉域具闰脉 ; 中脉域较狭
,

,

其最宽处等于肘脉域最宽处而小于前绿脉域最宽

处的 1
.

5 倍
。

后翅与前翅等长
。
后足股节匀称

,

股节长度为其最宽处的多 .5 倍 ;后足胫节

外侧具刺 1 0一 11 个
,

胫节上密具长毛 ; 后足附节第一节略长于第三节
( ,

前足附节内侧爪

小于外侧爪
,

中
、

后足附节内侧爪大于外侧爪
,

爪间中垫极大
,

几达爪之顶端 (短爪 )
。

尾须

雄状
。

下生殖板雄形
,

具稀疏长毛
。

? 体揭而略带绿色
。

头部褐色
,

头顶部淡揭
,

有的微带绿色
,

中隆线淡白色
,

两侧各

具二条黑褐色纵纹
,

颜面褐色
,

有的带有绿色
,

在复眼后部地区具一黑纵纹 ; 复眼灰褐色 ;

图 2一4 永宁异爪蝗
2

.

罕腹端侧面 ;

E “ c人o r幼 i P P“ , 夕 u , g o i n g e 。 , i , c h e n g 新种
3

.

少腹端侧面 ; 斗二罕后足爪部 (右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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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角黑揭色
。 `

前胸背板淡褐色
,

有的略带绿色
,

侧片暗褐色
,

侧隆线白色
,

外侧具一宽黑色

纵纹
。
中

、

后胸侧板褐色
,

有的晤绿色
。

胸部腹板黄绿到绿色
。

翅淡褐色
,

翅脉褐色
。

足

暗黄色 ;后足股节底侧暗黄色
,

上膝侧片黑色
。

腹部背板褐色
,

腹板黄绿色
。

颜面隆起中央纵构略浅
,

中眼以下部分与中眼以上部分几等宽 ; 头侧窝较小
,

窝长为

其宽度的 2
.

3一 2
.

5 倍 ;复服略大
,

复眼纵径为眼下沟长度的 1
.

,一 1
.

7倍
。

前胸背板侧隆线

在沟前区部分平行 ;沟前区长度为沟后区长度的 1
.

3倍
。
中胸腹板侧叶间中隔较宽

,

其最

狭处小于其最宽处的 2 倍
。

前翅发达
,

较宽短
,

顶端钝圆
,

长度到达腹部顶端而略不达后

足股节的顶端 ;绿前脉域
、

前绿脉域
、

中脉域及肘脉域均具闰脉 ; 中脉域与肘脉域几等宽
。

后翅与前翅等长
。

后足股节长度为其最宽处的 反 7一 6
.

08 倍 ; 后足胫节外侧具刺 10 一 13

个 ;后足附节第一节长于第三节
。

下生殖板后绿中央成三角形突出
。

产卵瓣适度长
,

末端

钩状
。

”
体长 了 17

.

9 毫米 ; ? 2 2
.

5一 2 3 毫米
。

翅长 了 13 毫米 ; ? 15 一 16 毫米
。

本种近似于 万u ,

P u l , i n a , u s

( F
.

一 ) 及 万 u
.

t , a , , c a u c a , i c u s T a r b
.

,

三者之比较见下表
:

E r`
.

P才一l口i n a 才“ 了 E “ .

y “ 刀 g ” i n g e 力 了i了 石 t一
。
苦r a 刀了 c a t一c a 了 i c t; 了

雄性颜面略倾斜

雄性头顶近弧形

极倾斜

三角形

二性头侧窝长度为宽度的 2一 2
.

5倍

雌性中胸腹板侧叶间中隔最狭处小

极倾斜

近三角形

2
.

3一 2
.

5倍 一 3
.

5 倍

于其最宽处的 4倍

2 ”
一

…
2 ,

-

二性前翅均到达后足股节的顶端 雄性前翅超过后足股节的顶端
,

雌
性略不达后足股节的顶端

二性前翅均到达后足股节的顶端

雌性后足股 节长度为其最宽处的
5

.

, 倍
5

.

7一 6
.

0 8 倍 4
.

5倍

正模了 宁夏回族 自抬区
,

永宁县
。 1 0 0 0 米

, 1 9 6 3
.

IX
.

22
.

郑哲民
。

配模 ?
、

副模 1 ? 同正模
。

寄主植物 水稻
。

2
.

邱氏异爪蝗 E “ e入o r
从幼p o s e

h
e u i

i ,
H

s i a 新种
2、

(图 乡一 s )
*

? 体灰揭色
,

少数背部绿色
。

头灰褐色
,

头顶中央具褐色纵纹
,

背部绿色个体头顶

绿色
,

中央具淡绿色的纵纹 ;颜面部暗褐色
,

复眼后部具宽的黑褐色纹
,

颊部具黑斑 ;复眼

淡褐或褐色 ;触角褐色
。

前胸背板灰褐色
,

具细碎黑褐色斑点 ;侧隆线淡褐色
,

在侧隆线外

侧具宽的黑褐色纵纹
,

绿色个体在侧隆线间为绿色
。

中
、

后胸侧板灰褐色
,

近翅部分为黑

褐色
。

前翅灰褐色
,

绿前脉域直到中脉域部分黑褐色
,

在前绿脉域具一纵白纹 ; 绿色个体

除绿前脉域及前绿脉域为黑揭色外
,

其余均为绿色
,

在前绿脉域亦具一纵白纹
。

足褐色
,

后足股节内侧基部具一黑斜纹
,

上膝侧片色略暗 ;后足胫节刺尖端黑褐色
。

腹部灰褐色
。

1) 夏凯龄先生为了志谢邱式邦教授
,

特将该种定名为 E : ` c h o , t h i户户: ` s c 八。 : “ H
s i a n

·
s p

·

2) 本新种为夏凯龄先生于 1 9 5 4年定名
,

后因故未曾发表
。

本文以夏凯龄先生所定名为该种种名
,

现仅作形态描

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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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型
。

头部短于前胸背板
,

颜面隆起纵沟浅
,

中眼以上略具稀疏刻点 ;头侧窝较大
,

其长度为宽度的 3
.

3一 3
.

` 倍 ; 复眼纵径为眼下沟长度的 1
.

33 一 1
.

57 倍 ;触角较短
,

向后超

过前胸背板的后绿
,

基部数节较扁
,

其余各节柱状
,

中段一节的长度为宽度的 2 倍
。

前胸

背板中隆线及侧隆线明显
,

侧隆线在沟前区部分平行 ;后横沟在背板中部切断中
、

侧隆线
,

前
、

中横沟仅在侧片处明显 ;沟前区长度与沟后区长度几相等
。

中胸腹栖椒11叶间中隔的最

狭处小于其最宽处的 1
.

7一 2 倍
。

前翅发达
,

细长
,

顶端略尖圆
,

长度超过腹部顶端及后足

股节顶端 ; 缘前脉域及肘脉域具闰脉 ; 中脉域略狭于前绿脉域及肘脉域
.。
后翅与前翅等

长
。

后足股节匀称
,

长度为其最宽处的 5
.

18 一5
.

6倍 ; 后足胫节外侧具刺 12 一 13 个 ; 后足

附节第一节为第三节的 1
.

23 一 1
.

37 倍
。

下生殖板狭长
,

后绿中央具三角形突出 ;上下产卵

瓣侧绿光滑无齿
,

末端钩状
。

腹部末端具粗大刻点
。

了 体色与 ? 性相同
,

但未见绿色个体
。

前胸背板侧隆线色与背板其余部分相同
,

前

翅各脉域色一致
,

前绿脉域无白色纵纹
。

颜面极倾斜
,

头顶三角形
,

头侧窝较大
,

窝长为其宽度的 .3 2一 .3 7 5 倍 ;复眼较大
,

复眼

纵径为眼下沟长度的 1
.

9一 2 倍 ;触角细长
,

向后可达后足般节基部 1 / 3 处
,

触角基部数节

较扁
,

其余柱状
,

中段一节的长度为其宽度的 3一 3
.

2 倍
。

前胸背板中隆线及侧隆线均明

显
,

侧隆线在沟前区部分平行
,

沟前区与沟后区长度相等
。

中胸腹板侧叶间中隔较宽
,

其

最狭处小于其最宽处的 1
.

81 一 2倍
。

前翅狭长
,

顶端尖圆
,

前翅长度超过腹端及后足股节

的顶端 ;各个脉域均不具闰脉 ; 中脉域狭于前绿脉域及肘脉域
。

后翅与前翅等长
。
后足股

节匀称
,

长度为其最宽处的 弓
.

6一5
.

8倍 ;后足胫节外侧具刺 11 一 12 个 ;后足附节第一节长

于第三节 1
.

2倍
。

肛上板长度大于宽度
,

基部两侧具膨大的隆起 ; 肛上板基半中央具一深

纵沟
,

端半略隆起
,

二侧较凹陷
。

下生殖板粗短雄状
。

体长 了 13 .5 一 15 毫米 ; ? 19
.

弓一 23 毫米
。

翅长 了 12 一 13 .5 毫米 ; ? 巧 .5 一 16
.

5 毫米
。

本种与 uE
c人。 , t石i p p u s y u o g , `, g o n , 15 C h e n g n

.

s p
.

近似
,

二者区别为
:

E u
.

y u ” g ” i ” g e 儿 5 1了

头侧窝长度为其宽度的 2
.

3一 2
.

5倍

雄性触角中段一节长度为宽度的 2
.

3倍

前胸背板沟前区长度大于沟后区长度

雄性中胸腹板侧叶间中隔最狭处小于最宽处的 2
.

75 倍

雌性后足股节长度为其最宽处的 5
.

7一 6
.

08 倍

雌性前椽脉域不具白色纵纹

雌性前翅宽短
,

不达后足股节顶端

雄性椽前脉域
,

雌性前缘脉域
、

中脉域具闰脉

两性中脉域最宽处与肘脉域最宽处相等

雄性下生馗板较细长

正模 ? 陕西
: 定边 19 6 3

.

Ix
.

27
.

郑哲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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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模了 同正模 ;副模 7 了了
、

10 ? ?陕西
:定边

,

19 63
.

XI
.

27
.

郑哲民
、

邱琼华
。

国内已知分布区 内蒙
。

生活环境 海拔 1 3 5 0 米
,

在沙漠地区一四周为沙丘所围绕的低洼草地中
。

/

图 5一 s 邱氏异爪蝗 E u e h o r : h i户户u s c入。 u i H s i a
新种

5
.

了腹端侧面 ; 石
.

罕腹端侧面 : 7
.

了肛上板 ; 8
.

了中胸腹板

3
.

盐池束颈蝗 pS 入i n g o n o t o s y e n e h i入e

sn is C h e n g e t C h i u 新种 (图 9一 1 4 )

了 体黄褐
、

灰揭或红褐色
,

具有明显的黑褐色斑纹
,

腹部黄色
。

头顶部
、

颜面部及颊

部均具细碎黑褐色斑点
,

其中以颊部的较大 ;复眼褐色 ;触角褐色
,

具淡色横斑
。

前胸背板

具细碎黑褐色斑点
。

中后胸侧板具黑褐色斑点 ; 中
、

后胸腹板黄褐色
,

无斑点
。

前翅色与

体色相同
,

具二个明显的黑褐色横纹及许多黑斑
,

其中在翅基部的横纹大而宽
,

中部的横

纹有时不到达前翅的前绿
,

翅端部常具 4一 8 个黑褐色斑点
。
后翅透明无色

,

外绿不具烟

色纹
,

后翅的扼脉黑色
,

几达翅基部
。

前
、

中足黄揭或红褐色
,

股节具数个不规则的斑纹
,

胫节具二黑褐色斑
,

附节第一节基部黑色
,

第三节端部黑色 ;后足股节黄褐或红褐色
,

外侧

具稀疏的不规则黑褐色斑点
,

外侧隆线上具成列的黑点
,

上侧中部具二个大斑
,

内侧淡黄

色
,

具一大黑斑
,

斑之上绿真二凹
,

底侧淡黄色
,

中部具一黑斑
,

后足股节顶端黑褐色 ;后足

胫节黄白色
,

胫节基部黑褐色
,

中部具二个黑褐色横纹
,

其中近端部一个不太明显
,

胫节刺

端部黑褐色
。

附节白色
。

腹部黄色
。

头大而隆起
,

头顶宽平
,

侧绿隆起
,

与颜面隆起的侧绿上端相连接
,

前绿无隆线
,

颜面

垂直
,

颜面隆起具明显的纵沟
,

颜面隆起侧绿在中眼下明显缩狭 ; 头侧窝不明显 ; 复眼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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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一 1斗 盐池束颈蝗 s户人io g0 0 0 z t`5 y o n c人i人 en , 15 C h e n g e t

9
.

罕腹端侧面 ; 10
.

少腹端侧面 ; 1 1
.

少肛上板 ; 12
.

了后足股节内侧 ;

14
.

罕中足附节末端

c h i u
新种

13 罕后足股节内侧 :

形
,

极突出
,

复眼纵径为眼下沟长度的 1
.

3 5一 1
.

5倍 ; 触角较粗短
,

中段一节的长度为其宽

度的 2 倍
。

前胸背板中隆线明显
,

在前横沟与后横沟之间不明显
,

侧隆线不明显 ;三条横

沟均 明显 ;沟前区长度小于沟后区长度的 1
.

6一 1
.

75 倍
,

沟前区明显缩狭
,

呈圆柱状
,

沟后

区较宽平 ;前胸背板前绿略呈弧形突出
,

少数较直
,

后绿弧形
。

中胸腹板侧叶间中隔较宽
,

其最狭处为长度的 1
.

6 4一 1
.

7 倍
。

前翅发达
,

狭关
,

超过后足股节顶端 ;径分脉向后有二个

分枝
,

少数只有一个分枝 ;绿前脉域
、

前缘脉域及肘脉域具闰脉
,

有时中脉域亦具闰脉
。

后

翅与前翅等长
。

后足股节较粗短
,

长度为其最宽处的 3
.

,一 3
.

7 倍 ;后足胫节外侧具刺 6一 9

根 ;后足附节第一节略长于第三节
,

附节爪间中垫较小
,

菱形
,

顶端几达爪之中部
。

腹部侧

面具粗大刻点
。

尾须柱状
,

顶端婉圆
。

下生殖板短锥形
,

顶端钝圆
,

具粗大刻点
。

肛上板

宽大于长
,

三角形
,

在基部两侧隆起
,

近顶端 中部具不大明显的纵凹
。

? 体色与了性同
。
后足股节内侧具二大黑斑

,

其中基部一个较大
,

上绿具一凹陷
,

端部一个较小 ;后足股节顶端外侧色较淡
。

颜面垂直
,

头侧窝三角形
,

较明显 ;复眼略呈卵圆形
,

较小
,

其纵径等于
、

或为眼下沟长

度的 1
.

05 一 1
.

2 倍 ;触角粗短
,

中段一节 的长度为其宽度的 2 倍
。

前胸背板沟前区长度小于

沟后区长度的 1
.

61 一 1
.

7倍
。
中胸腹板侧叶间中隔较宽

,

其最狭处为长度的 1
.

7 2一 1
.

81 倍
。

前翅发达
,

超过后足股节顶端 ; 径分脉向后具二个分枝
,

未发现具一分枝者 ; 缘前脉域
、

前绿脉域及肘脉域具闰脉
,

有时中脉域亦具闰脉
。
后足股节较粗短

,

长度为其最宽处的

.3 6一 .3 8 倍 ;后足胫节外侧具刺 7一 9 个 ;后足股节第一节等于或略长于第三节
。

腹部侧面

具粗大刻点
,

但较雄性略不明显
。

尾须短锥形
。

产卵瓣较短
,

末端钩状
,

产卵瓣上具粗大

刻点
。

体长 了 1 2一 i 斗毫米 : ? 17
.

5一 2 1
.

乡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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