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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小唇泥蜂亚科种类调查及区系分析
!

武振呼，李廷景，陈! 斌

（重庆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院 昆虫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重庆 H###HI）

摘要：通过近几年来对重庆市各区县的小唇泥蜂（J&,,3’&8）种类资源的调查和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共鉴定小唇泥蜂

K 族I 属 $K 种，属数约占中国小唇泥蜂昆虫总属数的 HE( EIL，种数约占中国总种数的 I( IGL。重庆市现已知的小

唇泥蜂中东洋区成分 I 种，跨东洋区与古北区共有成分 K 种，东洋、非洲区共有成分 $ 种，东洋、古北及非洲区共有成

分 $ 种，东洋、古北及新北区共有成分 $ 种；此外，已知种类跨中国华南与西南两区分布 H 种，跨华中、华南与西南

K 区分布 H 种，跨东北、华北与西南 K 区分布 $ 种，跨华北、华中、华南与西南 H 区分布 H 种。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小唇

泥蜂亚科属级阶元的调查结果与中国已知属的分布特点吻合，但由于重庆生态环境特点及采集深度等因素的影响，

重庆已知的各属种类数量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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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唇泥蜂亚科（J&,,3’&8）隶属节肢动物门（N,D
:0,*O*P&）、昆虫纲（ A’98=:&）、膜翅目（Q;58’*O:8,&）、

方头泥蜂科（/,&R,*’3P&8），是泥蜂类群中较大的一

个亚科［$］。$I)K 年 S&R,3=3+9 建立了小唇泥蜂亚科

最早的属，即模式属：小唇泥蜂属（!"##"）。到 $) 世

纪末，先后有 J&:,83--8、T&’U8,、%+,3’8、B*0- 等学者对

该亚科种类进行了描述；$)## 年前后到 $)IE 年，主

要有 S*V、W+,’8,、W9+’8X3、Y3--3&59 等学者对该亚科

分类和修订做出了贡献；$)IE 年至今，主要有 Z8’D
X8、N’:,*O*7、[*0&,:、B,*5R83’、Z&::08\9 等学者 做

了大量 的 分 类 工 作，目 前 世 界 已 知 共 E 族 HK 属

" I$# 种［"］。中国有关小唇泥蜂的研究起步较晚，

"# 世纪 G#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陆续整理并记

述中国该亚科的一些种类，例如：$)GE 年，蒲天胜在

《 昆 虫 分 类 学 报 》记 述 了 中 国 该 亚 科 I 种［$］；

$))E 年，吴燕如、周勤在著作《 中国经济昆虫志 第

五十二册 膜翅目：泥蜂科》中记述了中国小唇泥蜂

亚科 $# 属 C" 种［K］；李廷景和李强于 "##"—"#$$ 年

对中国该亚科种类做了较系统的研究，共发表了

$ 新纪录属 $G 新种 "H 中国新纪录种［H，GD$E］，目前中

国已知 H 族 $C 属 $E$ 种［$，GD$E］。

该亚科类群属于独居性，大多数种类于土中筑

巢，少数种类利用自然存在的缝、洞穴或其他昆虫的

旧巢作为巢穴［CDE］。小唇泥蜂主要捕食直翅目、半翅

目、鞘翅目、双翅目和鳞翅目的幼虫以及蜘蛛等，是

一大类天敌昆虫，分布广泛，可对害虫种群数量的发

生起到直接的自然控制作用［"］。在引入天敌小唇泥

蜂控制害虫方面已有成功之例，如 $)"C 年从菲律宾

向夏威夷引进红腿小唇泥蜂（!"##" $%&’()*+* ,’-./
)#）防治危害甘蔗的非洲蝼蛄（ 0#1$$’2"$3" "4#+5"("
[8&+7*39）［I］。小唇泥蜂亚科部分种类如柱小唇泥

蜂族（T&-&,3’3）和短翅泥蜂族（W,;O*V;-3-3）以蜜蜂、

姬蜂、蛛蜂、其它膜翅目寄生蜂及蜘蛛等益虫为捕猎

对象，故也危害天敌昆虫［$］。因此，明确小唇泥蜂亚

科种类及其分布，为保护植物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也为以后管理和利用物种资源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在本研究前，有关重庆市小唇泥蜂亚科种类资

料调查尚属空白。近几年，本研究对重庆地区多个

区县的小唇泥蜂种类进行了调查，记录了重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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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亚科 ! 族 " 属 #! 种。

# 研究方法

分别在 $%%&—$%## 年的春、夏、秋季对重庆地

区小唇泥蜂亚科种类进行了系统调查。主要采用网

捕，并将捕捉到的昆虫迅速投入到毒瓶中毒死后带

回实验室，然后进行分类鉴定和统计工作。小唇泥

蜂各属的活动生境有差异，小唇泥蜂属（!"##"）、脊

小唇泥蜂属（!$#$%）、快足小唇泥蜂属（&"’()%*(+,）、

琴完眼泥蜂属（!)#-."）的种类通常在河滩沙地、贫

瘠的沙化环境、以及红薯地等相对干燥的环境活动，

这些种类通常近地面短距离飞行，飞行很迅速，采集

时主要采用网扑；豆短翅泥蜂属（/$%-0）、短翅泥蜂

属（&#)*-,)1-0）、捷小唇泥蜂属（&"’()2+%）在植被丰

富的生境中活动，通常是在枝条及叶子间飞行，不易

发现，采集时主要采用扫网。本次对小唇泥蜂亚科

的调查主要在 ’ ( & 月。在 ’、) 月，由于重庆地区阴

雨天频繁，小唇泥蜂种群数量少，采集的标本较少；

"、& 月时，天气干热，小唇泥蜂种群数量达到高峰，

采集标本相对较多。根据小唇泥蜂种类各属的栖息

特点及重庆各区县的自然条件，本研究通过选择有

代表性的区域为重点调查点，重点采集地为沙坪坝

区、江津区、璧山县、巴南区、北碚区、万州区、秀山

县、万盛区、南岸区、石柱县、南川区、九龙坡区、铜梁

县、綦江县、酉阳县和黔江区，共收集标本 *) 头。

标本鉴定主要采用外部形态观察和外生殖器解

剖相结合的方法。标本鉴定和区系分析主要依据文

献［#，#"+!%］。

$ 种类记述

重庆市小唇泥蜂亚科分属检索表如下。

#, 复眼内眶具凹陷 $!!!!!!!!!!!!!
+复眼内眶无凹陷 !!!!!!!!!!!!!!
$, 腹部长、具腹柄

短翅泥蜂属（&#)*-,)1-0 -./012331）

!!!!!!!!!!!!!!
!!!!!

+腹部短、无腹柄 豆短翅泥蜂属（/$%-0 450261）!!
!, 前胸背板具 ! 个瘤状突起

琴完眼泥蜂属（!)#-." 7.8）

!!!!!!!!!
!!!!!!!!

+前胸背板呈拱形或扁平 9!!!!!!!!!!
9, 单眼痕长，逗号状

捷小唇泥蜂属（&"’()2+% :.6;10）
!!!!!!!!!!!!!

!!!!!!
+单眼痕短，椭圆或长圆形 ’!!!!!!!!!!

’, 额区无 < 或倒 = 形的隆脊；中单眼周围无凹陷

快足小唇泥蜂属（&"’()%*(+, >?@3）!!!!!
+额区沿复眼内眶形成 < 或倒 = 形的隆脊；中单眼

周围凹陷宽 )!!!!!!!!!!!!!!!!
), 雌性：末跗节两侧端部宽于基部（ 背面观），角状

（侧面观）；雄性：并胸腹节侧区密被刻点、闪光

小唇泥蜂属（!"##" A.B02C25D）
!

!!!!!!!
+雌性：末跗节端部两侧平行（ 背面观），弓形（ 侧面

观）；雄性：并胸腹节侧区暗且无刻点

脊小唇泥蜂属（!$#$% A.B02C25D）
!!!!!

!!!!!!!
$, # 快足小唇泥蜂属（&"’()%*(+, >?@3，#&&!）

摩洛快足小唇泥蜂（&"’()%*(+, 3-#-%4%（7E2/@，

#&’&））。研究标本：#"，沙坪坝区大学城肖家沟，

$%%*+!+%!，李廷景；# ，璧山县大路镇，$%#%+!+#$，

武振呼；# ，南川区永隆山，$%##+"+#&，武振呼；# ，

万州区白羊镇，$%##+#+$"，武振呼；$ ，万盛区石

林镇星台村，$%##+"+$)，武振呼。分布：中国重庆、

四川、云南、台湾等省（市），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

印度，菲律宾，缅甸，密克罗尼西亚，泰国，巴布亚新

几内亚，尼泊尔，马来西亚，新加坡。

$, $ 小唇泥蜂属（!"##" A.B02C25D，#"*!）

#）黑小唇泥蜂（!"##" ’"#5-0"#$" 7E2/@，#&’&）。

研究标本：!""9 ，秀山县孝溪镇，$%#%+!+$#，武

振呼；$""，江津区四面山大洪海，$%%&+!+$)，李廷

景；# ，万州区王二包，$%%)+!+"，张巍巍；$""，酉

阳县龙潭镇，$%#%+!+$!，武振呼；# ，万盛区石林镇

星台村，$%##+"+$)，武 振 呼；# ，万 州 区 白 羊 镇，

$%##+#+$"，武振呼；# ，九龙坡区白市驿镇，$%##+
#+#$，武振呼。分布：中国重庆、河北、浙江、江苏、

四川、福建、广东、台湾等省（ 市），日本，朝鲜，新加

坡，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刻臀小唇泥蜂（ !"##" 6+0’($(4+0%$% FD561G2，
#*)"）。研究标本：#"，江津区四面山，$%%&+$+9，

重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 $%%" 级本科实习组；! ，

万州区太平镇，$%##+#+$)，武振呼。分布：中国重

庆、河北、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四川、云南、台湾等

省（市）。

!）磨光小唇泥蜂指名亚种（ !"##" *-1$2" *-1$2"
7E2/@，#&’&）。研究标本：#"，秀山县孝溪镇，$%%&+
!+$#，武振呼。分布：中国重庆、山东、广东、贵州、

云南等省（市），菲律宾。

$, ! 脊小唇泥蜂属（!$#$% A.B02C25D，#&%9）

#）快脊小唇泥蜂日本亚种（!$#$% 6+%2$0"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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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标本：("") ，沙坪坝区大学城

肖家沟，)**+,!,*(，李廷景等；(""，铜梁县城西，

)*%*,",&，武振呼；)""% ，铜梁县城北，)*%*,",
%-，武振呼；)""，璧山县城南，)*%*,",.，武振呼；%

，璧山县大路镇，)*%*,",%)，武振呼；%"，江津区四

面山大洪海，)**&,",).，李廷景；%"，秀山县孝溪

镇，)*%*,",)%，武振呼；%"，南岸区南山，)**.,#,
+，张巍巍；. %"，铜梁县巴川镇西来村，)*%*,",
%/，武振呼；) ，万盛区石林镇星台村，)*%%,$,).，武

振呼；% ，万盛区白羊镇，)*%%,!,)-，武振呼；%"，

綦江县永新镇，)*%%,$,)&，武振呼；% ，綦江县城

西，)*%%,$,)-，武振呼。分布：中国重庆、浙江、福

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台湾等省（市、自治区），

日本，韩国，泰国。

)）腹 鬃 脊 小 唇 泥 蜂（ !"#"$ $%#%$%&" 0123456，
%+..）。研究标本：% ，江津区四面山，)*%*,!,(,&，

本科实习组。分布：中国重庆，四川，浙江，江西，台

湾等省（市），日本。

)7 ’ 捷小唇泥蜂属（’()*+,-$ 893:4;，%&*.）

敏捷小唇泥蜂（’()*+,-$ ($,%,%$ <2;14，%+*+）。

研究标本：) ，江津区四面山大洪海，)**&,",)-，

李廷景；%"，江津区四面山，)**.,",)&，张艳；’ ，

九龙坡区白市镇，)*%%,!,%)，李廷景等。分布：中

国重庆、四川、云南、台湾等省（市），印度，泰国。

)7 / 短翅泥蜂属（’#+./0+1/2 =9>;46$$4，%-+.）

%）角额短翅泥蜂倾斜 亚 种（ ’#+./0+1/2 3#/2,"4
)/#2- /51"6%%& 0123456，%+&%）。研究标本：(""，璧

山县城南，)*%*,",.，武振呼；% ，石柱县黄水镇药

用植物园，)**&,",%(，陈斌、李廷景。分布：中国重

庆、浙江、河南、湖北、云南、台湾等省（市）。

)）黄跗短翅泥蜂（ ’#+./0+1/2 -##(2$ ?92112;4，

%&.-）。研究标本：%"，北碚缙云山，)**.,$,)*，张

巍巍。分布：中国重庆、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四

川、云南、台湾等省（ 市），日本，毛里求斯，塞舌尔，

马达加斯加，印度，菲律宾。

(）双 色 短 翅 泥 蜂（ ’#+./0+1/2 5")/1/# ?@6>#，

%&/.）。研究标本：%"，巴南圣灯山，)**.,!,% 张巍

巍；) ，南川区金佛山，)**+,%,/，张巍巍；% ，黔江

区黄白涯，)**-,$,%+，张巍巍，% &** @。分布：中国

重庆、四川、浙江等省（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韩国短翅泥蜂（’#+./0+1/2 7/#-(2%& 0123456，
%+/.）。研究标本：(""’ ，石柱县黄水大风堡，

)**.,",%/，张巍 巍。分 布：中 国 重 庆、山 西、黑 龙

江、山东、四川、陕西等省（市），俄罗斯，韩国。

)7 . 豆短翅泥蜂属（8"$/2 A2;634，%&*&）

紫光豆短翅泥蜂（ 8"$/2 #-9(1- ?@6>#，%&/)）。

研究标本：) ，江津区四面山，)**.,#,%，张巍巍；

) ，江津区四面山，)**-,#,%/，张巍巍。分布：中

国重庆、福建、江苏、四川等省（市）。

)7 - 琴完眼泥蜂属（!+#/:( ?9B，%&(-）

黑琴完眼泥蜂东洋亚种（!+#/:( 2"9#( ,(7($(9/
0123456，%+.-）。研究标本：’""/ ，沙坪坝区大

学城肖家沟，)*%*,",’，李廷景、武振呼；%"，江津

区四面山大洪海，)**&,",).，李廷景；(""，璧山县

城南，)*%*,",.，武振呼。分布：中国重庆，浙江，云

南，台湾等省（市）。

( 区系分析

(7 % 世界区系与中国区系分析

从表 % 中可以看出：重庆市已知小唇泥蜂种类

在世界 动 物 地 理 区 系 中，东 洋 区 成 分 共 - 种，占

/(7 &/C ；东 洋 与 古 北 区 共 有 成 分 有 ( 种，占

)(7 *&C ；东洋与非洲区共有成分有 % 种，占-7 .+C ；

东洋、古北及非洲区与东洋、古北及新北区共有成分

各 % 种，各占 -7 .+C 。可见，重庆市小唇泥蜂昆虫

区系主要由东洋区成分组成，其次是东洋区与古北

区共同成分，这主要是重庆市地处古北区和东洋区

的过渡带，东洋区及古北区种类北移南迁的结果。

在中国动物地理区系中，本研究记述的小唇泥

蜂种类跨华南与西南两区分布 ’ 种，占 (*7 -&C ；跨

华中、华南与西南 ( 区分布 ’ 种，跨东北、华北与西

南 ( 区分布 % 种，共占 (&7 ’.C ；跨华北、华中、华南

与西南 ( 区分布 ’ 种，占 (*7 -&C 。从重庆所处地理

位置分析，重庆分别与华南区、华中区相接壤，在区

系分布上表现为与它们的共有种类明显多于与华北

区、东北区的种类。重庆已知小唇泥蜂尚无与青藏

区共同分布种类，这主要由于重庆的海拔、气候特点

及自然环境等方面与青藏区相差较大，以及小唇泥

蜂属种间的生境也存在差异。

(7 ) 重庆区系分析

从表 ) 种类数量上看，分布于重庆市域范围内

的小唇泥蜂亚科中，短翅泥蜂属种数最多，有 ’ 种，

其次是小唇泥蜂属（( 种）、脊小唇泥蜂属（) 种），其

余 ’ 属即快足小唇泥蜂属、捷小唇泥蜂属、琴完眼泥

蜂属和豆短翅泥蜂属分别各有 % 种。重庆地区属数

约占中国小唇泥蜂昆虫总属数的 ’.7 .-C ，种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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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国小唇泥蜂昆虫总种数的 !" !#$ 。根据比较

分析表 % 可知，重庆现已知的属中小唇泥蜂属、脊小

唇泥蜂属、快足小唇泥蜂属、捷小唇泥蜂属、琴完眼

泥蜂属、豆短翅泥蜂属及短翅泥蜂属均为全国性分

布的属，也是国内已知种类数量相对较多的属。本

次研究尚未采集到中国已知的其余 # 属即二室小唇

泥蜂属（!"#$%&#’%()*#）、瘤突小唇泥蜂属（+%&#&,("-
."#$%"）、柄小唇泥蜂属（+"%",(".’$("）、完眼泥蜂属

（/(#)&,0*#）、柱小唇泥蜂属（+"1"%*#）、似脊小唇泥

蜂属（+"%"1(%(#）、叉小唇泥蜂属（2()%"3&%0(3"）和丽

完眼泥蜂属（4($’1"）的标本。从这 # 属的种类数量

可知，中国已知以上 # 属的种类数量分别仅为 & ’
( 种，并且种类分布范围较窄。如二室小唇泥蜂属、

瘤突小唇泥蜂属、柄小唇泥蜂属、完眼泥蜂属、柱小

唇泥蜂属等属中的种类分别仅分布于中国华北、华

东及蒙新区；似脊小唇泥蜂属中国仅已知 & 种分布

于福建、广东、海南和云南的热带区域，叉小唇泥蜂

属仅 & 种分布于广东、海南及云南的热带，丽完眼泥

蜂属已知 ( 种中，% 种仅分布于云南，其余 & 种分布

于浙江、江苏和台湾。

表 &) 重庆已知的小唇泥蜂亚科种类区系成分的构成

*+," &) -+./+ 0123145651/ 17 8+995/+: 5/ ;<1/=>5/=

种名

世界地理分布

古
北
区

东
洋
区

非
洲
区

澳
洲
区

新
北
区

新
热
区

中国地理分布

东
北
区

华
北
区

蒙
新
区

青
藏
区

华
中
区

华
南
区

西
南
区

摩洛快足小唇泥蜂

56 7&%&#*#
# # #

黑小唇泥蜂

86 )"%9&3"%("
# # # # #

刻臀小唇泥蜂

86 :’3)0(0*’3#(#
# # # # # #

磨光小唇泥蜂指名亚种

86 ,&1($" ,&1($"
# # # # # #

快脊小唇泥蜂日本亚种

86 :’#$(3"3# ;",&3()"
# # #

腹鬃脊小唇泥蜂

86 #*%*#*7(
# # #

敏捷小唇泥蜂

56 "#$*$*#
# # #

角额短翅泥蜂

56 :%&3$()&%3’ &91(<**7
# # # #

黄跗短翅泥蜂

56 ’%%"3#
# # # # # # #

双色短翅泥蜂

56 9()&1&%
# # # # # # #

韩国短翅泥蜂

56 =&%’"3*7
# # # # #

紫光豆短翅泥蜂

+6 %’."1’
# # # #

黑琴完眼泥蜂东洋亚种

86 3(.%" $"="#".&
# # # #

) ) 注：“#”表示某物种在某区域有分布，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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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国已知属、种数与重庆已知属、种数的统计

#$%& !" #’( )*+%(, -. /()*0 $)1 02(34(0 -. 5$,,4)$( 4) 6’4)$ $)1 6’-)/74)/

族名 属名
中国已

知种数

分布省份

及种数

重庆已

知种数

小唇泥蜂族

5$,,4)4

叉小唇泥蜂属

!"#$%&’$("&%
8 广东、海南及云南 8 9

小唇泥蜂属

)%$$%
8:

河北 !、江苏 !、广西 8、台湾 !、香港 8、跨河北与台湾 8、跨五省以上分

布 8
;

脊小唇泥蜂属

)"$"*
!<

台湾 =、香港 8、新疆 8、江苏 8、广西 !、云南 ;、跨广东与福建 8、跨云南

与台湾 8、跨河北与河南 8、跨华南四省 !、跨华南五省以上 ;
!

二室小唇泥蜂属

+%*,$’*-$"#.*
! 内蒙古 ! 9

柄小唇泥蜂属

/%$%0"%1-,"%
; 内蒙古 !、跨内蒙与新疆 8 9

瘤突小唇泥蜂属

/$’*’0"%1%*,$%
8 内蒙古 8 9

快足小唇泥蜂属

2%#(3*0(-4
;8

内蒙古 88、新疆 !、青海 !、西藏 8、北京 !、台湾 >、江苏 8、内蒙与新疆

;、跨青海与新疆 8、跨北京与台湾 8、跨华北四省 8、跨五省以上 !
8

捷小唇泥蜂属

2%#(3,-*
8?

浙江 8、云南 !、新疆 !、广东 8、福建 8、海南 8、台湾 ;、跨云南与台湾

8、跨内蒙古与新疆 8、跨浙江与江苏 !、跨辽宁与河北 8、跨五省以上 !
8

似脊小唇泥蜂属

/%$%5"$"*
8 跨福建、广东、海南和云南 8 9

完眼泥蜂族

@403-2’4)4

琴完眼泥蜂属

)3$’6%
< 北京 8、云南 8、台湾 8、跨云南与台湾 8、跨五省以上 8 8

完眼泥蜂属

7"*#’0(.*
8 内蒙古 8 9

丽完眼泥蜂属

8",-5%
; 云南 !、跨浙江、江苏和台湾 8 9

柱小唇泥蜂族

/%5%$"&"

柱小唇泥蜂属

A$B$,*0
! 跨新疆与内蒙 !、跨内蒙、黑龙江、河北、山东等 8 9

短翅泥蜂族

#,C2-DCB4)4

豆短翅泥蜂属

A40-)
8! 河北 !、云南 !、台湾 !、湖南 8、宁夏 8、跨河北与江苏 8、跨五省以上 ; 8

短翅泥蜂属

2$30’435’&
>E

新疆 8、浙江 >、陕西 8、河南 8、四川 >、云南 <、江苏 8、香港 !、台湾 8E、

跨天津与台湾 8、跨贵州与四川 8、跨四川与台湾 8、跨内蒙古、陕西和

新疆 8、跨浙江、广西和贵州 8、跨 < 省以上 E

>

合计 8E8 8;

" " 表 ; 表明，在本研究调查的各区县及 8; 种小

唇泥蜂中，分布于较多区县的种类有快脊小唇泥蜂

日本亚种、黑小唇泥蜂与摩洛快足小唇泥蜂，而且其

中的区县分布隔离远，可能在本地区广泛分布；此

外，江津区小唇泥蜂种类有 F 种，丰富度最高；璧山

县和万州区有 > 种分布，沙坪坝区、秀山县和万盛区

有 ; 种分布，南川区、石柱县和九龙坡区有 ! 种分

布，丰富度居中；巴南区、北碚区、铜梁县、南岸区、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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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县、酉阳县和黔江区有 ! 种分布，丰富度最低。

" 小结

本研究相对系统地调查了重庆市域范围内的小

唇泥蜂种类，调查结果显示，小唇泥蜂亚科属级阶元

的调查结果与中国已知属的分布特点吻合，但重庆

已知的各属种类数量相对较少，分布最多的属仅有

" 种，大部分属均仅有 ! # $ 种。从小唇泥蜂的活动

生境及重庆的气候特点分析，小唇泥蜂种类主要在

干燥环境中活动，而重庆生态环境相对湿润，并且重

庆在 ! 年中的阴湿天气较多，从环境特点决定生物

种类而言，重庆小唇泥蜂种类的数量少有其客观因

素。但是，标本采集的深入程度、范围宽窄及时间跨

度的长短对种类数量也有一定影响，随着进一步长

期的广泛深入采集，重庆小唇泥蜂种类数量可能会

有所增加。因此，本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代表重庆

小唇泥蜂种类的真实面貌。

表 %& 重庆已知的小唇泥蜂亚科种类的分布表

’()* %& ’+, -.,/0,- 10-230)42056 57 8(3306(, 2+3549+542 2+, 10-230/2- (61 /54620,- 57 :+569;069

种名

沙
坪
坝
区

江
津
区

璧
山
县

巴
南
区

南
川
区

北
碚
区

石
柱
县

万
州
区

秀
山
县

铜
梁
县

南
岸
区

九
龙
坡
区

万
盛
区

綦
江
县

酉
阳
县

黔
江
区

摩洛快足小唇泥蜂

!" #$%$&’&
# # # # #

黑小唇泥蜂

(" )*%+$,*%-*
# # # # # #

刻臀小唇泥蜂

(" ./,)0-0’/,&-&
# #

磨光小唇泥蜂指名亚种

(" 1$2-3* 1$2-3*
#

快脊小唇泥蜂日本亚种

(" ./&3-,*,& 4*1$,-)*
# # # # # # # # #

腹鬃脊小唇泥蜂

(" &’%’&’#-
#

敏捷小唇泥蜂

!" *&3’3’&
# #

角额短翅泥蜂倾斜亚种

!" .%$,3-)$%,/ $+2-5’’#
# #

黄跗短翅泥蜂

!" /%%*,&
#

双色短翅泥蜂

!" +-)$2$%
# # #

韩国短翅泥蜂

!" 6$%/*,’#
#

紫光豆短翅泥蜂

7" %/8*2/
#

黑琴完眼泥蜂东洋亚种

(" ,-8%* 3*6*&*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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