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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蜂 因 大 多 数 种 类 在 木 结 构 中 筑 巢 而 得 名，
是 蜜 蜂 总 科 中 的 大 型 种 类， 英 文 俗 名 为 Carpen-
ter bees。 木 蜂 的 种 类 较 多 ， 广 泛 分 布 于 世 界 各

地，我 国 的 木 蜂 种 类 资 源 尤 为 丰 富。 该 类 群 在 形

态 、 外 貌 和 采 食 行 为 上 都 与 木 蜂 亚 科 的 其 他 种

类 有 较 大 差 别。 木 蜂 的 个 体 较 大 且 粗 壮，一 般 体

长 在 13～30 mm； 除 突 眼 木 蜂 在 地 下 土 中 筑 巢

外 ，其 他 木 蜂 则 在 枯 木 、中 空 的 茎 秆 和 竹 子 中 筑

巢 。 木 蜂 的 生 活 方 式 有 独 栖 性 、亚 社 会 性 、半 社

会 性 、共 生 性 和 准 社 会 性 等 多 种 形 态 ，是 目 前 用

于 研 究 昆 虫 社 会 进 化 早 期 阶 段 的 重 要 类 群 ［1 ］。
在 交 配 策 略 上 ， 雄 性 木 蜂 在 外 部 形 态 特 征 上 具

有 适 应 交 配 和 寻 找 雌 蜂 的 进 化 特 征 ， 并 且 具 有

复 杂 的 领 地 行 为 ；又 因 为 木 蜂 个 体 较 大 且 雌 、雄

形 态 差 异 明 显 ，方 便 野 外 交 配 行 为 的 观 察 ，是 目

前 用 于 研 究 蜜 蜂 生 殖 策 略 进 化 的 好 材 料 ［2］。 但 我

国 关 于 木 蜂 的 资 源 现 状 、 营 巢 生 物 学 及 传 粉 生

物 学 等 方 面 研 究 文 献 较 少 ， 这 将 制 约 我 国 木 蜂

资 源 的 开 发 与 利 用。

1 木蜂属的形态特征

木 蜂 隶 属 于 膜 翅 目 （Hymenoptera）、蜜 蜂 总 科

（Apoidae）、 蜜 蜂 科 （Apidae）、 木 蜂 亚 科 （Xyloco －
pinae）木 蜂 族 （Xylocopini）、木 蜂 属 （Xylocopa） ［3～6］。
其个体较大且粗壮， 种类多， 广泛分布于世界各

地， 我国的木蜂种类资源尤为丰富。 该物种在形

态、 外貌和采食行为上都与木蜂亚科的其他种类

有较大差别。 鉴别木蜂族的重要特征为：无翅痣；
翅缘室长，翅远端乳突状；触角第 1 鞭节等于或长

于 节 2+3 节 之 和，喙 短，后 盾 片 垂 直 或 近 水 平 状；
体宽大，一般超过 13 mm（见下图）［6，7］。

木 蜂 属 的 鉴 定 特 征 （引 自 Michener，2007）

A.Xylocopa（Notoxylocopa）tabaniformis Smith，雌 蜂

B.Xylocopa tabaniformis orpifex Smith，翅

2 木蜂属分类学研究概况

2.1 木 蜂 的 分 类 研 究 概 况 随 着 经 典 分 类 学 和

分子生物学的不断发展， 木蜂的分类研究逐渐趋

于 成 熟。 1758 年，林 奈 把 在 木 结 构 中 筑 巢 的 蜂 命

名 为 Apis violacea， 归 属 于 蜜 蜂 科 的 足 采 粉 者

（Scopulipedes）。 1802 年，Latreille 提出 Xylocopa 属

名 ，1810 年 指 定 Xylocopa violacea （Linnaeus）为 木

蜂属的模式种， 随后各国学者对本属的亚属进行

分 类。 Hurd 和 Moure ［8］结 合 前 人 的 基 础 研 究 了 世

界 范 围 内 的 木 蜂 族 ， 将 所 有 木 蜂 族 分 为 厉 蜂 属

（Lestis）、突 眼 木 蜂 属 （Proxylocopa）和 木 蜂 属 （Xy-
locopa）3 属 51 个 亚 属 ；Minckley ［3］根 据 木 蜂 的 形

态特征采用支序分类方法对木蜂族亚属和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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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结果表明厉蜂属和突眼木

蜂属并非木蜂属的姊妹群， 木蜂族应为单一的木

蜂属 33 个亚属。 Leys 等 ［4，5］采用简约法和最大似

然 法 重 建 了 木蜂亚属的分子系统树， 进一步证实

木 蜂 族 为 单 一 的 木 蜂 属， 可 分 为 3 个 进 化 分 枝；

Michener ［6］在《世 界 蜜 蜂 》一 书 中 采 用 Minckley 和

Leys 等的研究成果，记载世界分布的木蜂为 33 个

亚 属 470 种。 Ascher 和 Pickering ［9］在 物 种 数 据 库

中对木蜂的分布、 部分种类的形态特征的影像资

料、访花植物种类等进行详细报道。我国木蜂分类

学主要奠基人为马俊超和吴燕如先生， 马俊超对

我 国 南 方 沿 海 地 区（福 建、台 湾 等）木 蜂 形 态 及 亚

属 分 类 进 行 了 详 细 研 究，在 吴 燕 如 ［7］出 版 的 动 物

志中进行记载。中国经济昆虫志记载木蜂 11 种［10］。
云南蜜蜂志记录木蜂 20 种，其中西双版纳最多，为

16 种［11］。吴燕如［7］沿用木蜂族 3 属的分类系统，记

载我国已知木蜂为 2 属 14 个亚属 40 种， 还有未

知种类有待发现。 贺春玲于 2012 年 12 月检视中

国科学院标本馆的木蜂标本， 查清馆藏标本共有

800 余 号 隶 属 11 亚 属 23 种， 丰 富 的 标 本 馆 藏 为

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2.2 木 蜂 的 分 布 情 况 木 蜂 在 世 界 六 大 动 物 界

均有分布，主要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少数分布于

温带，旧大陆的种类多 ［6，7］。 根据 Hurd 和 Moure ［8］

统计六大 动 物 界 物 种 数 量 为： 埃 塞 俄 比 亚 界 227
种，热 带 界 164 种，东 洋 界 153 种，古 北 界 76 种，
澳洲界 63 种，新北界 17 种。我国木蜂属各亚属以

西南区、华中区和华南区分布的种类最多；突眼木

蜂亚属是木蜂类群中个体较小， 分布领域特殊且

唯一在土中筑巢的种类， 世界报道仅有 16 种，我

国分布就有 10 种， 并且有的种类仅中国有分布，
主要分布于蒙新区 ［7］。

2.3 木蜂的系统发育研究进展 目前，探讨昆虫

遗传进化和系统发育主要利用形态特征指标和分

子生物技术等手段进行。Minckley ［3］利用形态特征

研 究 了 木 蜂 族 属 与 亚 属 之 间 的 系 统 发 育 关 系 ，结

果推断厉蜂属和突眼木蜂属并非是木蜂属的姊妹

群，而是属于木蜂属的 2 个亚属，并且通过分析木

蜂各亚属之间的关系，确立木蜂属可分为 33 个亚

属，该 观 点 现 在 已 经 被 学 术 界 采 用。 Fiorillo 等 ［12］

研究了 X. frontalis 雄虫生殖系统的组成和超微结

构，为 木 蜂 的 分 类 学 和 系 统 发 育 提 供 依 据 。 Leys
等 ［4，5 ］ 测 定 了 木 蜂 属 22 个 亚 属 的 COI、EF-1α、
PEPCK 基 因 的 部 分 序 列，用 简 约 法 和 最 大 似 然 法

重建分子系统树，结果表明木蜂 22 个亚属是一个

单系群， 突眼木蜂亚属和夜木蜂亚属 Nyctomelitta
是姊妹群，双月木蜂亚属 Biluna 和其他 21 个亚属

为 姊 妹 群。 Kawazoe 等 ［13］测定 X. ogasawarensis 的

COI、Cytb、EF -1α 和 PEPCK 4 个 基 因 的 部 分 序

列，最后确定了该木蜂起源更接近异木蜂亚属 Al-
loxylocopa， 而非黄胸木蜂亚属 Koptortosoma。 Au-
gusto 等 ［14］报道 X. frontalis 的微卫星标记，采用 14
个 微 卫 星 标 记 对 3 个 地 点 20 个 巢 室 48 只 X.
frontalis 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 近年来，不 少 学 者

开始从食性演化的角度来探讨寡食性蜜蜂种类的

系统演化规律， 已取得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结果。木蜂属于多食性种类，但在酿贮蜂粮盛期在

一定区域采集的植物种类具有恒定性， 笔者认为

从食性演化的角度理解木蜂的系统发育关系将会

取得新的进展。

2.4 我 国 研 究 概 况 我 国 木 蜂 的 种 类 和 分 布 资

料主要来源于吴燕如 ［7］的中国动物志。 从 馆 藏 标

本的采集信息 看，多 数 标 本 的 采 集 时 间 集 中 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 近年来由于人类的干扰、 栖息

生 境 的 破 坏、种 植 的 单 一 化、农 药 的 不 合 理 使 用、
大气污染、病虫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传粉蜂资源

的种群数量有持续减少的趋势， 在木蜂栖息的环

境因子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其地理分布和种群数

量有无重大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加之突眼木蜂

物种主要分布在我国， 从现有的文献和馆藏标本

得知，目前尚没有清晰完整的形态影像资料，部分

标 本 数 量 不 足，雌、雄 标 本 不 完 全，缺 少 雌 性 或 雄

性的形态描述。为保护和利用木蜂资源，有必要借

助 光 学 仪 器 对 现 有 的 馆 藏 标 本 进 行 专 业 拍 摄 ，形

成完整清晰的形态影像资料， 整理馆藏标本的采

集信息，建立木蜂的物种信息库，为后续研究提供

资料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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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背 蟾 蜍（Bufo raddei Strauch）隶 属 于 两 栖 纲

（Amphibia）、无 尾 目 （Anura）、蟾 蜍 科 （Bufonidae）、
蟾 蜍 属（Bufo）［1］，分 布 于 我 国 黑 龙 江、吉 林、辽 宁、
河北、北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
甘肃、青海、安徽、江苏及新疆等地；国外分布于蒙

古、俄罗斯、朝鲜 ［1］，为 古 北 界 东 北—华 北 型 物 种。
花背蟾蜍分布广泛、取材容易，在农业、医学、生态

学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有关花背蟾蜍繁殖和食性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由

国内科研人员开展，而国外对这方面研究较少。

花 背 蟾 蜍 的 用 途 与 同 属 的 中 华 蟾 蜍 （Bufo
gargarizans）基 本 相 同 。 花 背 蟾 蜍 体 型 较 小 ，一 般

60 mm 左右，而中华蟾蜍体型差异较大，最小的体

长 60 mm 左右，最大体长达 120 mm 左右；花背蟾

蜍有声囊，身体背面多为橄榄黄、灰棕色或黄绿色，
背部疣粒为棕红色，中华蟾蜍无声囊，体色变异颇

大，随季节而异，一般雄性背面棕色、灰绿色或褐绿

色，雌性背面多呈棕黄色；花背蟾蜍耳后腺分泌的

蟾酥鲜浆呈黄色，中华蟾蜍蟾酥鲜浆呈白色。

1 繁殖行为

花背蟾蜍繁殖与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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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花背蟾蜍在我国分布广泛，在农业、医学、生态学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等方面具有重
要的应用价值。 总结了近年来关于花背蟾蜍繁殖、食性和种群动态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并对其
生态学意义和经济价值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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