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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叶舌蜂与其天敌窄头褶翅蜂的生物学特性
及其与环境变量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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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记录亚热带地区独栖性膜翅目昆虫的生物学特性，研究乔木树种多样性对缘叶舌蜂

Hylaeus perforata 及其天敌窄头褶翅蜂 Gasteruption corniculigerum 的影响。【方法】2015 年 8 月至

2018 年 9 月，在江西省德兴市新岗山镇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验样地人工林设置了

标准化的人工巢管收集缘叶舌蜂与窄头褶翅蜂，观察其生物学特性，分析缘叶舌蜂和天敌窄头褶翅

蜂多度以及窄头褶翅蜂寄生率与乔木树种丰富度、海拔、坡度、北向指数和东向指数 5 个环境变量

的相关性。【结果】缘叶舌蜂一年多代，每年 5 － 9 月筑巢，4 － 8 月羽化活动; 使用树脂筑巢; 平均每

次建造巢室 3． 75 ± 2． 24 个; 巢的平均直径 4． 73 ± 1． 31 mm; 以末龄幼虫越冬; 后代性比显著偏向雌

性。窄头褶翅蜂营盗寄生; 每年仅在 7 月寄生缘叶舌蜂，后代会消耗掉寄主巢内所有蜂粮; 9 月羽

化活动; 羽化时间远晚于同期的寄主缘叶舌蜂。缘叶舌蜂和窄头褶翅蜂的多度与树种丰富度呈正

相关，而其他 4 个环境变量对缘叶舌蜂和窄头褶翅蜂的多度没有显著影响。【结论】缘叶舌蜂是典

型的独栖性蜜蜂，每次筑巢会产下多个后代，在春夏及初秋活动; 窄头褶翅蜂在夏季寄生缘叶舌蜂，

秋季羽化活动，发育时间远长于寄主，其他盗寄生类群一般寄生单个寄主的巢室，而窄头褶翅蜂会

将寄主的所有巢室破坏并消耗掉寄主储存的所有蜂粮; 树种多样性更高的环境更有利于高营养级

的物种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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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The study aims to record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litary Hymenoptera in the
subtropical areas and to clarify the effects of tree species diversity on Hylaeus perforata and its natural
enemy Gasteruption corniculigerum． 【Methods】From August 2015 to September 2018，H． perforata and
G． corniculigerum were collected in an artificial forest at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Functions
Experimental Sites in Xingangshan Town，Dexing City，Jiangxi Province，eastern China by using
standardized trap nests，and their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observ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bundance of H． perforata and G． corniculigerum and the parasitism rate of G． corniculigerum and five
environmental variables，tree species richness，elevation，slope，northness and eastness，was analyzed．
【Results】H． perforata occurs more than one generation a year． It builds nests using resin from May to
September，and its adults emerge from April to August every year． An average of 3． 75 ± 2． 24 nests were
constructed per time，and the average nest diameter is 4． 73 ± 1． 31 mm． It overwinters in the form of late
instar larva and the sex ratio of offspring is significantly female-biased． G． corniculigerum is
cleptoparasitic and parasitizes H． perforata in July，and its adults emerge in September every year，with
the emergence time much later than that of its host H． perforata． Its offsprings consume all the stored food
in host nest． The abundance of H． perforata and G． corniculigerum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ree
species richness，but the other four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did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abundance of
both species． 【Conclusions】H． perforata is a typical solitary bee，produces multiple offsprings during
the nesting period，and moves around in spring，summer and early fall． G． corniculigerum parasitizes H．
perforata in summer，with adults emerging in fall，and takes much longer time to develop than their host．
Other cleptoparasitic groups generally parasitize a single host cell，while G． corniculigerum destroys all
host cells and consumes all host stored food． Environment with higher diversity of tree species may be
more beneficial to the survival of species at higher trophic levels．
Key words: Hylaeus perforata; Gasteruption corniculigerum; trap nest; tree diversity; cleptoparasitism;

environmental variable

膜翅目昆虫在生态系统中发挥重要的传粉、捕
食和寄生功能。蜜蜂为世界上 66% 的农作物授粉，

直接或间接地对约 15% ～ 30% 的粮食生产起至关

重要的作用( Kremen et al．，2002 ) 。蜜蜂也是野生

植物的关键传粉者，即使物种数量的微小变化也会

对传粉效率产生重要影响 ( Garibaldi et al．，2013 ) 。
隶属于蜜蜂总科( Apoidea) 的叶舌蜂是一类典型的

传粉昆虫。
叶舌蜂属 Hylaeus 隶属于膜翅目( Hymenoptera)

蜜蜂总科 ( Apoidea) 分舌蜂科 ( Colletidae) ，世界已

知大约 500 种，是该科唯一全球分布的属 ( Kayaalp
et al．，2013) 。关于这个属的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

以分类为主的系统学 ( Magnacca，2007; Kayaalp et
al．，2013) 。然而，相关的生物学和生态学，尤其是

它们的筑巢习性和天敌种类的研究还很缺乏。
褶 翅 蜂 属 Gasteruption 隶 属 于 膜 翅 目

( Hymenoptera) 褶翅蜂科( Gasteruptiidae) ，全世界分

布 500 余种，中国已知分布有 28 种 ( Zhao et al．，
2012; Chen et al．，2014) 。该属物种主要营盗寄生，

幼虫以寄主和寄主后代的蜂粮( 花蜜和花粉) 为食

( Bogusch et al．，2018) 。然而，关于这个属详细的生

活史研究还很缺乏。
我们采用了标准化的人工巢管 ( 巢管法) 来监

测并捕获部分独栖性的膜翅目昆虫。人工巢管作为

一个模型系统，已被广泛用于研究独栖筑巢蜂类的

生活史 ( Costa and Gonalves，2019 ) 以及保护这些

蜂类的多样性( Gaston et al．，2005; von Knigslw et
al．，2019) 。同时，该方法也可以用于量化分析独栖

性蜂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和不同营养级之间的物

种互作( Dorado et al．，2011; Staab et al．，2016) 。巢

管法也可用于果树授粉，如通过巢管诱集壁蜂 Osmia
等筑巢蜂类为果树和作物授粉，提高坐果率( Vicens
and Bosch，2000; Oliveira and Schlindwein，2009) 。

总之，在基础研究和作物授粉方面，巢管法是一

种可信且可量化的方法。膜翅目昆虫通常拥有较短

的觅食距离，这使它们与其寄生性天敌对栖息地的

环境变化很敏感。因此，人工巢管非常适合研究不

同环境梯度变化对膜翅目独栖性昆虫与其寄生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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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的影响。本研究以亚热带地区江西省分布的缘叶

舌蜂 Hylaeus perforata 及其寄生性天敌窄头褶翅蜂

Gasteruption corniculigerum 为对象，调查并分析了其

生物学特性及与生境的关系，以期为更广泛和深入

地开展亚热带地区功能性昆虫( 传粉者和寄生者)

的生物学与生态学研究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地点和样地设置

研究地点在江西省德兴市新岗山镇附近的生物

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验样地( BEF-China)

( 29°07'N，117°54'E，海拔范围为 126 ～ 232 m) 。
实验样地位于亚热带地区，年平均温度 16． 7℃，年

平均降雨量 1 821 mm，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
样地设计参考 Bruelheide 等( 2014) ，以 25． 8 × 25． 8≈
667 m2 为单位的小样方。每个样方设置了不同的

乔木树种丰富度，分别为 1，2，4，8，16 和 24 种。
每个样方种植 400 棵树，彼此水平距离为 1． 29 m。
样方内每个树种的不同个体随机种植在样方内，每

种树的个体数相等。我们依据不同的乔木树种丰富

度选取了 88 个小样方进行采样。树种丰富度为 1
的样方有 24 个; 树种丰富度为 2 的样方有 16 个; 树

种丰富度为 4 的样方有 16 个; 树种丰富度为 8 的样

方有 16 个; 树种丰富度为 16 的样方有 12 个; 树种

丰富度为 24 的样方有 4 个。
1． 2 采样方法

我们采用了标准化的人工巢管技术，分别在

2015 年 8 月至 2018 年 9 月收集缘叶舌蜂的巢穴生

物学相关数据。巢管材料选自于当地芦苇，并将其

切割成长度为 20 cm。将这些直径为 0． 2 ～ 2． 5 cm
不等的芦苇随机混合放入巢箱，每个样方放置 2 个

巢箱，每月检视样方并把已筑巢的巢管取走，并放入

新的巢管。
1． 3 室内饲养、生物学数据观测及分类鉴定

将从样方取回的巢管在室内解剖，将每个巢管

的样方编号，记录采集日期、巢室长度、巢口直径以

及缘叶舌蜂与窄头褶翅蜂的巢室数。并将记录过的

巢管放置在试管中，用棉花堵住瓶口，放在室温下饲

养; 等至巢管内缘叶舌蜂和窄头褶翅蜂成虫羽化。
将成虫干制成标本并编号，记录成虫羽化的时间和

性别。
根据《浙江蜂类志》和期刊文献 Zhao 等( 2012) ，

使用 Olympus 双目立体解剖镜将缘叶舌蜂和窄头褶

翅蜂鉴定到形态种。证据标本现保存在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进化与系统学( 院) 重点实验室。
1． 4 数据分析

观测原始数据在 Excel 中记录，在 R3． 4． 3 中进

行相关性分析。在进行分析前，首先检查了所有环

境变量: 乔木树种丰富度 ( tree species richness) 、海

拔( elevation) 、坡度( slope) 、北向指数( northness) 和

东向指数( eastness) 是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其中，

海拔、坡度、北向指数和东向指数是基于不同样方的

数据。同时，为了提高方差齐性，我们将乔木树种丰

富度进行了对数转换，并且对所有的环境变量进行

了标准化处理( mean = 0，SD = 1 ) 。缘叶舌蜂和窄

头褶翅蜂的多度以及寄生率作为响应变量，使用斯

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即 Spearman 相关系数来检测

环境变量与响应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2 结果

2． 1 缘叶舌蜂与窄头褶翅蜂生物学特性

共在 5 个样方的人工巢管中发现缘叶舌蜂 40
个巢，150 个巢室( 表 1 ) ，亲代雌性平均每次建造巢

室 3． 75 ± 2． 24 个。使用树脂封闭巢口和建造巢室，

巢的长度 15 ～ 175 mm，平 均 长 度 74． 46 ± 39． 16
mm; 巢的直径 3 ～ 6 mm，平均直径 4． 73 ± 1． 31 mm。
后代巢室位置按照雌性在内雄性在外分布，并且雌

性羽化时间晚于雄性 2 ～ 3 d。后代雌性数量远高于

雄性，雌雄性比 2． 57; 雌性成虫体长 7． 1 ～ 7． 3 mm，

雄性成虫体长 6． 8 ～ 7． 1 mm。缘叶舌蜂的亲代雌性

在每年 5 － 9 月筑巢; 一年多代; 后代成虫羽化时间

在每年 4 － 8 月; 8 月和 9 月筑巢的缘叶舌蜂当年不

会羽化，以末龄幼虫越冬，羽化时间为翌年的 4 月

底; 后代食用的花蜜有柠檬香味。

表 1 缘叶舌蜂与窄头褶翅蜂采样数据

( 江西德兴，2015 年 8 月至 2018 年 9 月)

Table 1 Sampling data of Hylaeus perforata and
Gasteruption corniculigerum ( Dexing，Jiangxi，

August，2015 to September，2018)

样方

Plot

树种丰富度

Tree species
richness

个体数 Number of individuals

缘叶舌蜂

H． perforata
窄头褶翅蜂

G． corniculigerum

P23 2 12 0

P26 2 2 0

P19 4 15 1

S10 8 96 1

N25 8 2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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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现 5 头窄头褶翅蜂( 表 1) ，包括 4 头雌性

和 1 头雄性。雌性成虫体长 16． 1 ～ 16． 8 mm，雄性

成虫体长 15． 9 mm。窄头褶翅蜂营盗寄生; 只发现

此蜂在 7 月寄生缘叶舌蜂，9 月羽化活动; 发育时间

超过其寄主 1 个月; 羽化时间远晚于同期筑巢的缘

叶舌蜂( 7 月筑巢的缘叶舌蜂 8 月羽化，而 7 月寄生

的窄头褶翅蜂全部在 9 月羽化) 。
2． 2 环境变量对缘叶舌蜂与窄头褶翅蜂的影响

缘叶舌蜂的多度与乔木树种丰富度呈显著正相

关［Spearman 相关系数( RS ) = 0． 95，P ＜ 0． 05］( 图

1: A) ，而其他环境变量对缘叶舌蜂的多度没有显

著影响( 表 2) 。窄头褶翅蜂仅在较高乔木多样性的

样方中出现( 表 1) 。窄头褶翅蜂的多度与乔木树种

丰富度呈显著正相关( RS = 0． 92，P ＜ 0． 05 ) ( 图 1:

B) ，而其他环境变量对窄头褶翅蜂的多度没有显著

影响( 表 2) 。各环境变量对窄头褶翅蜂的寄生率没

有显著影响( 表 3) 。

图 1 树种丰富度与缘叶舌蜂( A) 和窄头褶翅蜂( B) 多度的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ee species richness and abundance of Hylaeus perforata ( A) and Gasteruption corniculigerum ( B)

Rs : Spearman 相关系数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表 2 缘叶舌蜂和窄头褶翅蜂的多度与环境变量的相关性
Table 2 Correlations between abundance of Hylaeus

perforata and Gasteruption corniculigerum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环境变量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缘叶舌蜂
H． perforata

窄头褶翅蜂
G． corniculigerum

Rs P Rs P

树种丰富度
Tree species richness

0． 95 ＜ 0． 05 0． 90 ＜ 0． 05

海拔 Elevation 0． 2 0． 7 － 0． 1 0． 9

东向指数 Eastness － 0． 1 0． 9 － 0． 3 0． 9

北向指数 Northness － 0． 3 0． 6 0． 1 0． 7

坡度 Slope － 0． 4 0． 4 0 1． 0

Rs : Spearman 相关系数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表 3 窄头褶翅蜂的寄生率与环境变量的相关性
Table 3 Correlations between parasitism rate of

Gasteruption corniculigerum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环境变量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Rs P

树种丰富度 Tree species richness 0． 8 0． 1

海拔 Elevation － 0． 05 0． 90

东向指数 Eastness － 0． 2 0． 7

北向指数 Northness 0． 2 0． 8

坡度 Slope 0 1

Rs : Spearman 相关系数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3 讨论

3． 1 缘叶舌蜂生物学特性

本样地巢管收集到的其他蜜蜂类群如丘切叶蜂

Megachile monticola、拟丘切叶蜂 M． pseudomonticola、
双叶切叶蜂 M． dinura、粗切叶蜂 M． sculpturalis、壮
壁蜂 Osmia taurus 和脊跗拟孔蜂 Hoplitis carinotarsa
均为一年 1 代。它们在当年筑巢后，只会在次年羽

化。而缘叶舌蜂的筑巢活动时间较为广泛。叶舌蜂

属的其他种类如 H． alcyoneus 不发生滞育，以成虫

越冬( Paini and Roberts，2005) 。而我们实验观察到

的缘叶舌蜂是以末龄幼虫越冬。与巢管内其他筑巢

膜翅目比较，该物种后代偏向于更多的雌性。经典

的费希尔理论认为后代性比应大致相等 ( Paini and
Bailey，2002) ，而缘叶舌蜂性比偏向的原因目前尚

不清楚。同时，我们也收集到了此种蜂储备的花粉，

有待进一步分析，以明确其蜜源植物。
3． 2 窄头褶翅蜂生物学特性

截止目前，未见关于窄头褶翅蜂的生物学报道。
之前关于此物种的研究仅限于分类学，并未报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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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生物学 ( Zhao et al．，2012 ) 。本样地巢管收集

到的其他盗寄生蜂类群如 Chrysis principalis、Chrysis
koma、Chrysidinae sp．、Coelioxys fenestrata、厚腹尖腹

蜂 Coelioxys crassiveutris 和基翅腹蜂 Euaspis basalis
均在寄主的单个巢室中产下一粒卵。它们的后代会

在寄主的巢室内完成生长发育，并不破坏其他巢室，

并且羽化时间与寄主接近。而窄头褶翅蜂的幼虫会

将缘叶舌蜂巢内的所有巢室破坏，吃完所有寄主后

代的蜂粮，并且羽化时间远晚于寄主。原因可能是

窄头褶翅蜂相比于其他盗寄生类群，消耗了更多的

能量，而且体型也较大，所以生长发育时间更长。但

是本研究并未观察到缘叶舌蜂的后代是被此种的亲

代还是后代幼虫杀死。同时，本研究也未观察到窄

头褶翅蜂详细的寄生行为。对褶翅蜂属的其他种类

也有 一 些 生 物 学 行 为 研 究 ( Cruz Macedo et al．，
2012; Bogusch et al．，2018 ) ，但是这些研究并未报

道类似的寄生现象。
3． 3 环境对缘叶舌蜂和窄头褶翅蜂的影响

植物物种丰富度与节肢动物类群之间存在着普

遍的正相关关系( Basset et al．，2012; Schuldt et al．，
2019) 。本研究也发现缘叶舌蜂和窄头褶翅蜂的多

度与树种丰富度呈正相关( 图 1) 。寄主的可利用性

是所有寄生性天敌的主要资源，寄生性天敌的多度

和寄生率通常更多地取决于寄主多度，而不是环境

因素( Ebeling et al．，2011; Staab et al．，2016 ) 。虽

然有时也会出现广食性寄生蜂，如 Melittobia sp．，但

大多数寄生蜂都是寄主特异性的，只攻击特定地区

的一个或几个密切相关的物种 ( Tylianakis et al．，
2007) 。本研究发现窄头褶翅蜂只寄生缘叶舌蜂。
东向坡在一天的早晨就能得到直射的阳光，从而迅

速变暖，有助于独栖筑巢膜翅目昆虫的觅食和后代

发育( Staab et al．，2016) 。但是，本研究并未发现缘

叶舌蜂和窄头褶翅蜂与东向指数的相关性( 表 2 和

3) 。仅在 5 个样方收集到缘叶舌蜂，我们猜测缘叶

舌蜂的食物与筑巢材料可能来源于这些样方中特定

的植物。由于本研究收集的一些物种，主要是寄生

类群还未被鉴定，所以关于环境变量对膜翅目类群

的整体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3． 4 结论

本研究着重探讨了中国亚热带地区森林生态系

统中的缘叶舌蜂与其天敌窄头褶翅蜂的生物学特

性，同时分析了环境对缘叶舌蜂与窄头褶翅蜂多度

的影响，发现缘叶舌蜂是典型的独栖性蜜蜂，一年多

代，在春夏初秋时期活动，后代雌性数量远多于雄

性，以末龄幼虫越冬。窄头褶翅蜂的盗寄生方式不

同于巢管发现的其他盗寄生类群，通常会消耗掉寄

主储存的所有蜂粮，并且羽化时间远长于寄主缘叶

舌蜂。本研究发现缘叶舌蜂和窄头褶翅蜂的多度与

树种丰富度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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