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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脊沫蝉属亘望些里些 Di st a n t系统

地 位 的 探 讨
‘’

(同翅目
:

尖胸沫蝉科)

梁爱萍“)

(植保 系)

摘 要

本文运用分支分类学的特征分析方法
,

对歧脊沫蝉属J e o b , a o a D is t a nt 的外部形态学
、

雄

性外生殖器结构以及生物学方面的资料加以分析比较
。

歧脊沫蝉属持有许 多 一 般 尖 胸 沫 蝉 科

A p h r o p h o r id a e的科级特征 (共同祖征)
,

依此反映其进化历 史
,

决定其分类隶属
,

说明其与

所有的尖胸沫蝉科沫蝉类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
。

该属与同科的尖胸沫蝉 属 A Ph阳P加
r a G e r

。 a r表现有许多共同离征
,

证明它们是自一个共同的原始尖胸沫蝉科沫蝉类祖先演化而来的 单系

类群
。

而与尖胸沫蝉属相 比较
,

歧脊沫蝉属具有许多更特化的离征及个别较原始的祖征
,

这种 相

对原始和相对特化的特征的镶嵌分布
,

暗示它们是一对属级的姐妹群
。

关键词
:

歧脊沫蝉属 , 系统地位
,
分支分析

歧脊沫蝉属了。川 6 r a 。 a D is t a n t隶籍于同翅 目H o m o p t e r a
尖胸沫蝉科A p h r o p h o r i d a e ,

现有 2今个种的记载
,

生物地理学上属于东洋 区系性质 〔’
一‘

7 〕。

关于歧脊沫蝉属在尖胸沫蝉科中系统发育的关系和演化的分类位置
,

少数 学者提出其与

尖胸沫蝉属A p h , 。p h o r a G 盯 m “ r
的亲缘关系接近

,

并将其置 于尖胸沫蝉属之后
〔凡

’

‘
,
8 , ““。

但

这一推论只是依据进化分类学的形态相似比较所得
,

缺乏足够严格的科学论证
,

因而没有能

被大多沫蝉分类学者所接受
〔6 , 7 , ’ 。〕。

现代分类学的分支分类学派强调通过 同源特征共祖近裔的分支分析来判定分类单元间的

系统发育关系及确定分类单元的系统地位
〔’ ‘’。

本文基于对歧脊沫蝉属
一

与尖胸沫蝉科内其它代表 属的观察比较
,

采用 分支分类学的特征

分析方法
,

就歧脊沫蝉属的外部形态学
、

雄性外生殖器结构及生物学特征进行分析
,

以对歧

脊沫蝉属在尖胸沫蝉科中系统发育 上的地位加以探讨
。

1 材料与方法

本文于 19 8 8年 4 月15 日收到
.

l) 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 资助课题
.

2 ) 现 为中国科学院 动物 研究所博士后研宪人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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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观察
、

解剖尖胸沫蝉科中具有代表性的巧个属共3 1个种 (见附表 1 )
,

它们大 多

产自东洋区
,

标本分别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标本馆 (北京)
、

天津自然博物馆
、

西北农

业大学 昆虫博物馆
、

北京农业大学昆虫标本室及 北京自然博物馆提供
。

1
.

2 文内所用分类学术语引自文献〔9 〕和文献〔7 〕, 分类法采纳文献〔8 〕系统
。

1
·

3 特征分析采用H e n o ig (1 9 6 6 ) 〔‘门分支分类学的特征分析法
。

分析之前
,

先拟 定
一

个祖先型
。

据现今广泛分布的铲头沫蝉属c ‘。 。 , a S tal 是尖胸沫蝉科中的原始类 群
〔“’,

故

选用铲头沫蝉属为外类群 (S i, t e r 一 g r o u
P)

,

依此审定分析用各类特征的性质
,

并反 映 具

此类特征的尖胸沫蝉类的祖先 (A n e e s t o r ) 与后裔 (D o s e e n d a n t ) 的关系
。

2 特征分析

歧脊沫蝉属的主要特 征可区分为以下三类
:

2
.

1 尖胸沫蝉科的科级特征

( 1 ) 若虫分 泌泡沫状物 (SPi t)
,

隐藏其中保护其身
; ( 2 ) 后足 跳 跃 式 (S al ta

-

to r ia l)
,

胫节具刺 (S p in e ) 二根 ; ( 3 ) 复眼椭圆形
,

水平径胜于垂直径
,

单眼二 个
,

生于头冠背表 ; ( 4 ) 前胸背板前缘弓形或近菱角形
,

前侧缘短 ; ( 5 ) 小盾片较前胸背板

短
,

平扁
,

无刺 , ( 6 ) 前翅革质
,

翅脉不显
,

爪片顶端急尖或斜截
, ( 7 ) 雄性外生殖器

具下生殖板 (S u b g e n i ta l p la t e )
。

2
.

2 与同科的尖胸沫蝉属A p h
r o p几o r a G e r m a r

享有的共同离征 (S y n a p o m o r ph y )

( i ) 头冠短而宽
,

背表具中纵隆脊 (M e d ia n e a r in a ) , ( 2 ) 唇 基 端 (T y l: ; s )

肾形
,

高约底边长的三分之一
; ( 3 ) 单眼左右接近

,

单复眼间距大于二单眼间跟
, ( 4 )

颜面具中纵隆脊及侧横隆脊线 ; ( 5 ) 椽长
,

端部伸出后足基节 以外
。

2
.

3 与尖胸沫蝉属相区别的特征

离征 (A p o m o r p hy ) 触角檐 (A n te n n a l le d g e )内侧加厚 (T h i e k e : l e d )
,

非川状
;

颜面隆出 (In fl at e d ) ; 前胸背板中纵隆脊二侧具 一 对斜生的间中纵隆脊 (Int e r m e di a 忱

e a r in a e ) ; 生殖板 (G e n i t a l p la te ) (图 8 ) 短小
,

生殖刺突 (G e n i ta l s ty le ) (图

立) 狭长
,

左右生殖板从腹面不能包住生殖刺突及阳茎
。

图 1 一 3 长茎歧脊沫蝉 J。协b 犷a n “

‘o ” g fp e ” f o L i a n g 雄 性

外生殖器 (腹观)

1
.

生殖利突 ;

2
.

阳茎端干 ;

3
.

生殖板

力l刁
/!

祖征 (P le s io m or ph y ) 复翅在前缘的端
、

基部各有一较大型的近透明缘斑
; 阳华 端

干 (A e d e a g a l Sh a ft) (图 2 ) 纵长
。

3 系统发育地位
综合

_

L面的分析
,

歧脊沫蝉属沫蝉类表现出许多尖胸沫蝉科沫蝉类所共有的特征
,

这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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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脊沫蝉属 Je o b :

洲
。 D is ta t 系统地位的探讨 (同翅目

:

尖胸沫蝉科) 之下

征皆为祖传系列特征
,

即共同祖征 (S y m p le , io m or p h力
,

它们代表着系统发育的连 续 渊

源
,

决定着分类隶属
,

反 映着进化的刀
,
史

,

说明歧脊沫蝉类与所有的尖胸沫蝉科沫蚜类起源

于 一个共同的祖先
。

另一方面
,

歧脊沫蝉属与同科内的尖胸沫蝉属表 现有不少的共同离征
,

表明它们很可能是 自
一

个共同的原始尖胸沫蝉科祖先派生出的
一

单系类群 (Mol l o p h y le tic

g r o u p )
。

与尖胸沫蝉属相比
,

歧脊沫蝉属拥有四个特有离征和二个原始祖征
,

这种相对 离

征和相对祖征的镶嵌分 布 (M 。 : a ic d i s t r ib ut io n )
,

则说明了歧脊沫蝉属和尖胸沫蝉属 是

起源于一个共同祖先的属级姐妹胖 (5 1“ te r 一

g r o u
P)

。

歧脊沫蝉属沫蝉类具有它们自身特别的离征
,

又有共同离征
,

因此这个属是 一 个单系类

群
。

据上分析
,

不难看出
,

尖胸沫蝉属比之歧脊沫蝉属具有更多的祖征
,

具祖征的尖胸沫蝉属

在系统发育演化进程上离共同祖先较近
,

所以它是较为原始的 (P r im it i v e ) 类群
,

具离征的歧

脊沫蝉属离共同祖先较远
,

所以是系统发育演化更前进的 (A d v a n c e
d) 类群

。

这 同二属对

地理环境的适应性 占领是 致的
,

尖胸沫蝉属分布于古北区
、

东洋区
、

新北区
,

以古北 区的

种类为最多
,

歧脊沫蝉属分布 于古北区
、

东洋区
,

但数东洋区的种类为最多
。

尖胸沫蝉属的

地质发现时期是第三纪
〔’ 2 〕,

歧脊沫蝉属虽未见地质记录
,

但根据其目前分布的范 围推想 起

来不会更早
,

应该是更迟产生 出来的
。

附表 1 本文研究用的种类名录 (lis t o f s p e e ie s s t u d ie d )

( i ) 赤杨尖胸7末蝉A p h : o p h o : a a ‘。 ‘ (F a lle n )

( 2 ) 白带尖胸沫蝉月P h r o Ph o r a , 。 才。 r水 e d , a U h le :
·

( s ) 毋忘尖胸沫蝉」 p h : o p人o r a 拼。。 o r a b , ‘f s W a lk e r

( 4 ) 四斑尖胸沫蝉A p 入: o p h o : a q u a d r , 夕。 t ta te M e lie li a r

( 5 ) 松尖胸沫蝉A p 入, o p h o r a 、 a “ 。 f : (D e G e e r )

( 。 ) 大连脊沫蝉 A p h r o p : , : g , 夕a : (K a t o
,

1 9 3 5) e o m b
. n o v

.

( 7 ) 暗黑连脊沫蝉A Ph r o P : ‘: n f g r ‘。a Ja e o b i

(s ) 二点铲头沫蝉C ‘o 。、a b fp 。 。 c ra ta K ir b y

( , ) 松铲头沫蝉C ‘o v f a e o n ‘je r (W a lk e r )

(1 0 )
一

七带沪头沫蝉C ‘o v , a 。。‘t“ f n e a ta (S t a l)

(2 1 ) 一 点铲头沫蝉C ‘o v f a P u n 。 ra (w a lk e r )

(1 2 ) 淡白三脊沫蝉J e 阴 b , a p a “『d a M e t e a lf e t H o r t o n

(1 3 ) 丽歧脊沫蝉J e tn b r a o a b :亡p r e : f, o f d e 、 D is ta n t

( 14 ) 又茎歧脊沫蝉J e m b 。a o a f
o r 。 , P e 。 ‘: C h o u e t L ia n g

, s P
. n o v .

( in P :
,

e : : )

( 1 5 ) 黄氏歧脊沫蝉 Je 阴 b r a n a h o a n 夕, C h o u e t L ia n g
, s p

. n o v 。

(in p , e s s )

( 2 6 ) 长茎歧脊沫蝉Je o b r a 。 。 ‘0 0 9 , P 。。 , : L ia n g

( 1 7 ) 印度歧脊沫蝉J e m b , a o a o b e : a D i s t a n t (未见标本
,

参考文献〔1 0〕)

( 2 5) 四川歧脊沫蝉J e m b r a o a : ‘e ho a 。。 n : : 占 Y u a n e t I
J

ia n g
, s p

. o o v
.

(1 0 p r e , s )

( 1 9 ) 太 r勺歧脊沫蝉J e n :b , a o a ta , b a , 。h a n 。 n : , ; L ia n g

(2 0) 西藏歧脊沫蝉J e m b r a n a t苦b e ra o a C h o u e t L ia o g

(2 1) 鞘圆沫蝉L e p 。
, r o 。 f a e o ‘e o p r , a t。 (L in n a e o s )

(2 2 ) 一带巾脊沫蝉M
e : o Pt夕e , u :

ja 、 。f a r。: K a t o

(2 3 ) 条纹新长沫蝉万
e o 力人f‘a e n , , 占 ‘才。 e a tu ‘ (1

“

in n a e u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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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 一带卵沫蝉p e u e e户ry e ‘。 : 5 1 9 , “ ff
。 r (W

a lk e 、
·

)

(2 5) 牧草长沫蝉P人, ‘a 。 n :‘: s户u o a r ‘“ : (L i n n a e u s )

(2 6) 白纹象沫蝉P人f‘a 夕r a a ‘b、。 o t a ta U h le r

(2 7 ) 嗜禾沫蝉P o o Ph‘乙“ ; e o : t a ‘f、 (W a lk e ,
·

)

(2 5 ) 裂纹小无脊沫蝉P ty e ‘: 。。“ 。5 p r a 。

j
r a c t:￡、 (D is 主a n t )

(2 9 ) 浅带小无脊沫蝉P t少 e ‘, 。。“。 ; ; 。乙fa : c ‘a t“ :

W
a lk e r

(3 0 ) 沈胸华沫蝉刀f o o Ph o : a : 。b m a e : , ‘a M e 七e a lf e t H o r t o n

(3 r) 云南沫蝉Y 。 n n a n a o e r a C h i n a

研究中得到周 尧
、

表锋
、

路进生 教投的热忱指导
,

又经 周 尧教授审阅全 文并提 出宝贵意见
,

特此致谢
。

参 考 文 献

2

3

4

5

6

7

8

周 尧等 (待发 长)
.

同翅 目
:

尖的 沫坪科
.

横 断 山昆虫
。

科学出 版社
.

梁爱苹
.

昆虫 分类学报
,

1 9 8弓; 8 ( 1一 2 )
:

12 9一 13 2

D is t a n t W L
.

R h y n e h o ta
一

H o 二o p t e :
·

a a n d A p p e n d i x
.

In :

7
’

he F a 。 ,; 〔: o f B r f t‘: h

I n d f a
, ‘n e ‘u d ‘”夕 C e 。

尹‘o n a ”d B “ ;
,

阴 。
.

1 9 0 8 ; 4
:

1 一 5 0 1 ; f ig l 一 2 8 2

D i s t a n t W L
.

R h y , I c h o ta
.

H o 二 o p te ,
,

a :

A p p e n d i x
.

In
:

7
’

八。 厂 a o n a o f B : * t f。h

I n J 落J
, i ,; e z ,‘d f 叮 9 C e y ‘o , : a , Zd 臼 : i r , n a

.

I了o n ‘o P te r a 、

理PP日陀 d 落犷
。

1 9 1 6 ; 6
:

1 一 2 4 8

K a to M
。

E n t 研 o r
ld 1 9 3 3 , 1

:
2 2 0一 2 3 7 ; P ls 1 4一1 5

M a t s u m u :吸 S
。

}Io k k a id o l阴P g 刀厂: ) l
‘’“ e ,名z t〕

‘

A g r J o :‘r 1 9 4 0 ; 4 5 、 2 )
:

3 5
一

8 2 ; P ls l /l

一1 5

M a t s u m u r a 5
.

1 1: 占e e t已 万
a ts ,‘m “ ,

,
a n a 1 9 4 2 ; 1 6

:
4 4一了O

M e te a lf 2 P
.

G e n e r a ‘ C a ta ‘o g u e o f t人e l了。 , n o 夕t e r a .

F a : 。 丁
‘

了
一

I
,

C e , ·

e o P o f 〔l。 。了
。

夕: : ,
一

,

3
.

A 了, h r o Ph o r f d a e .

R a le ig h N C
,

] 9 6 2 ; 6 0 8

M e te a lf Z P
,

玉王0 2
·

t o n G
。

L i n g 护孟a n S e f J o “ r 1 9 3 4 ; 2 3
:

3 6 7一 4 2 9 ; P ls 3 7一 4 3

D a t t a B
,

G h o s h L K
.

R e v i 、 ta 刀 : P a , : o ‘a d e 百 祝 to 水 。 ‘o g i a 1 5 7 6 ; L (1 9 7 4 )
:

4 1一 (;了

H e n n i g W
。

Pj‘y ‘o g e n e t‘e S y ; t召附 a t咨“
。

U l
·

b a n a :

U n iv 1 llin o is P z e s s 。

1 9 6 6
:

2 6 3

C o e k e ,
·

e ll T l〕 A
.

“ 尽 刀 a t ‘ 五了,‘: 户: o c 1 9艺5 ; 6 8 ( 弓 )
:

1 一 1 6 ; P ls l 一 2

910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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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S YS T E M A T IC PO S IT IO N O F JE M B R A NA D IS T A NT

( H O M O PT E R A
,
A PH R O PH O R ID A E )

I
J

ia : 一9 A ip in g *

(了
’

人召 了户 咋 t , ,炸。 乙o g f e a ‘

材
, , ; 口 ,名m

,

叮
o r t人切 e : t e r n A g r ‘e u ‘t, ‘r a ‘

U n f v e r : f t y )

Abst r a e t

I了I t卜
(
、

p r 。、 5 e n t p a p 。
、

r e o :了l p a r is o n s a r e , n a (10 t h r o u g h a n a ly s is o f e h a r a e -

t ‘ , s 、、
,

i士卜 e !几 {i : 土1e t a x o n o n zie , ,。。t h o (1 o f t h (
、

。 x t o r n a l e l
l a : 。 e t o r s , 介 l a iu

n l :、生
(
·

: 、 。i t、
、

1 s t : 一l e t u r c : 几 n d b io lo 筑ie 。
,
1 fe a t t; r o s 〔)f J e 川乙; a o a

D is ta n t
.

C ‘0 2 , fa

S t
‘,
1 o f t !

1 0 fa 川 i )y A p h 厂 o p lz o ,
一

id o e s 〔
、
1 、。 : a : t }一e o u t

一

g r o z l p
·

Je o b r a o a e x h ib it s a la r g e n u n l b
o r ()

f e h a r a e t o r s (b o t h a p o rlz o r p h ie a n d

P ! c 、10 : :旧 : P 12 ie ) e 。 , , 、; n 0 0 t o ta ll a P lz r (。P l: 0 2 1舀5
. ‘

r h is s h o 、、 5 th a t J e 脚b r a 刃 a
h a s

a e i: : 川 o n a n e o s t o r w it h a ll a Ph : o P}, o r id s
.

T h e J e 阴 b r a ” a a n (1 A Ph , o Ph o r a

G 。 ,
4

汀 a r o f th e A p 【l r o Ph o r id a e P o s s o s s m a n y 、y n a P o m o r Ph ie s in e o m m o n

: t l」通 e o n s q : 一。 n t l了 t o g e t h e r t h e y fo r , n a rn o n o p h y le t ie g r o u p d e r iv e d fr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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