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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981年间,我们先后在青海湖及其主要人湖河流(布哈河,黑马河,哈尔盖河 ,

甘子河,沙柳河,泉吉河,倒淌河,伊尔得马河等〉,以及其子湖洱海(淡水)、尕海 (威水,合

盐量为 33‰)和湖周沼泽小水体中,共采集到底栖动物标本 408号。经鉴定,计有摇蚊

科幼虫27种 ,隶属于4亚科 19属。其中4种为我国新记录,5种为国内首次描述。笔者

(1982)前已报道了该地区的7种 ,现将全部调查结果作一记述。

关于青海湖地区的摇蚊科幼虫,除笔者外,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 (1979)曾记

载 过 有 7个属 :P`oc`″切 ,P‘″o`。″yp” ,P‘″“d。‘

`,9‘

‘,C″ co`oP”,H印 ′cgc,C`'P`or加 7。

no″氵‘‘,r印
`fpc‘

.皆未定种。笔者在鉴定标本中,未曾发现有 R″ or。
`lyp“

‘和 H印“″ 二

属的幼虫 ,它们是否确实分布于青海湖中,还值得进一步考察。

一、种类组成和分布概况

1.粗腹摇蚊亚科

共得 3属 3种即: 刺铗粗腹摇蚊 (P‘
`。`拓 `″

″′fpc`,″订 Meigen,) 花翅前突摇蚊

(P`·oc`c``″ ‘ 汕 ″ c“s(Meigen)),项 圈 五 脉 摇 蚊 (P御
`c″

彬 阳
`″

0历 /“ (Linne)),

2.券角摇蚊亚科

共采得 3属 3种即:深色原寡角摇蚊 (P/o`犯″63沙″”p历

`。

Kieffer),别 致同寡角摇

蚊 (sy″′拓仞6。 p″
`im芳

(G盯ret)),雪 寡 角 摇 蚊 (DIc勿 6o″ 砌 o'|″″洳 Fitch).

3.直突摇蚊亚科

共得5属 8种即:林间环足摇蚊 (C”砌op″‘‘

`″

“
`“

 (Fabricius)),流 放环足摇蚊

(c″ co`o`″‘四′′‘Johani”cn),双 线环足摇蚊 (C″ co`op“‘历c`″ c`“ (Meigcn)),崎岖刚毛突

摇蚊 (r″ c乃。r`色
`,“

‘J″″锣B`‘ Kieffer),老年刚毛突摇蚊 (T″ c`:oc`‘】
`切

‘‘
'″'r Johann义

n),

巴比刀突摇蚊 (P,四roc`6〃 f“‘勋r3i″o7″‘Edwards),暗 褐心突摇蚊 (Cc`·

`9or`c`J“

‘∫”c`‘‘

KicFkr),鳞 甲伞摇蚊 (Co/'″ o″″FC‘ C″御″C`o Winnertz),

4.摇蚊亚科

共得 8属 13种即:异拟长跗摇蚊 (Pc幻加″y`a“″‘′′“汤″订 Johann“n),短小流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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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摇蚊 (R拓珈″
`or‘

粥耐驷″‘Johammn),灰红劳氏长跗摇蚊 (T6″

'`‘

“” (L弼″扬而已)
‘″0口″σ Kicffer),黄 带齿斑摇蚊 (跏咖物吻钳 /`‘仍″留Jo Wdker),指 突隐摇蚊 (Cr'``o-

品″Ⅱo″″‘历珈g`粥 Mall∝h),侧叶雕翅摇蚊 (C匆 p`o″″
`”

“′汤/″″‘say), 等齿多足摇
蚊 (Po`,'```″ 彬加″咖 Johannmn),喜盐摇蚊 (乃″勿nm″″o″″‘Kieffer),暗黑摇蚊 (rc~

″药购
`终

沥耘 zctterstcdt〉 ,溪流摇蚊 (△″勿购 ″
`c″

盯 Me:gen),冷摇蚊 %勿 呀 匆沙

'多
or″‘staegcr),羽摇蚊 (Te材

``“
P`″″。s″‘LinI1e),伸展摇蚊 C″咖

``,`:卿
FaMcius).

上述摇蚊幼虫分布在青海湖中的有 14种 ,分布在各人湖河流中的有21种 ,分布在洱
海的有 15种 ,在湖周沼泽小水体中的有20种 ,而在尕海则仅见 1种 (表 1)。

表 1 =河翔及其△曰水系摇奴科幼虫的分布●

rable 1 Distrlbution of· rcndipedidae inidge Iarvae in(冫 ngbai Lake and it′ s river By·ste m.

种  类
species

小水体
Pool

刺铗粗腹摇蚊 (P纟

`op‘

″p″″‘
`|pe″

”订)

花翅前突摇蚊 (Pr。c`c`J‘‘sr乃o″”)

项圈五脉摇蚊 (Pc″忉″“r'″ o,;″f)

深色原去角摇玟 (Pr记j`仞 cr、 3`访yp″

`口

)

别致同寡角摇蚊 (‘s,″

`:″

″cr″ p歹″″r)

当麻角摇玟 (z9‘御 钌″,9::′ o印“″
'“

)

林间环足摇蚊 (C″ro`op“ ‘9'`″ cr``● r)

流放环足摇玟 (Cr‘ co`o':jf r功

`‘

s)

双线环足摇蚊 (Cr″。
`oP”

历c|″‘
`″

f)

骑讴删毛突摇蚊 (T″汕ocJ`'|” J″″。‘‘口
`方

)

老年刚毛突摇蚊 C″汕or`'':″ ff‘:″●″)

巴比刀突摇蚊 (P‘“″oc杨
`:″

夕助r多|″
`″

″‘)

暗褐心突摇蚊 (C'`′ Joc`'`‘ ″f/“fr四)

鳞甲伞摇蚊 (Cor,9″ o″ r‘‘
`〃

‘C“ C‘

'``沏
)

异拟长时摇蚊 (P夕 r″
`″

,9`'′‘:‘f′“′研
`‘

了)

短小流水长附摇蚊 (R拓 o`'″ ,`‘口rff‘‘““:‘f)

灰红劳氏长跗摇奴 (r'″
,``、″“‘ror`cf″

')
黄带齿斑摇奴 (s`:‘

`o`‘

:″′,pc‘ /`'访″g“助)

指突隐摇蚁 (C`'Pr。 c乃irc″ °″″‘″您|″”)

例叶陆翅摇坟 (c`,p`o饣 ″
':prr Jo助

″:‘ F)

等齿多足摇蚊 (Po`,`pF`j`″″ /'″″)

喜盐摇蚊 (T饣″刃
'‘

‘么
`,″

￠″”)

暗黑摇蚊 (r砌 z``p`‘

`“

g杉
`;‘

)

溪流掘蚊 (T幽刃p饣‘h″
`沏

f)

冷韬蚊 (T彻
'·

p:幻pe杉°
'c,‘

f)

羽摇蚊 (ra刃 p饣‘p`“″°‘‘‘‘)

伸展摇蚊 (r召″
`‘

p竹
`'″

勿”9)

艹
+
+
+
+
+
+

+

+

十 +

++

十十

+

+
++

+

J

+
+
+
 
 
+

Ⅱ+表示有 (present) ++表示多 (Abundant) 十++表示很多 (Prcdominant)

深色原寡角摇蚊 ,别致同寡角摇蚊 ,雪寡角摇蚊和鳞甲伞摇蚊等 4种幼虫仅分布河流

中。喜盐摇蚊幼虫仅见于青海湖 ,主要分布在水深 3-25米的敞水区底部 ,是湖中常见种

类。而羽摇蚊幼虫则仅见于洱海。巴比刀突摇蚊幼虫是一种能适应淡水和高盐度天然咸

水的种类,在含盐量达 33‰ 的尕海中仅见此一种幼虫,在青海湖附近水域中分布也较普

· 68·

洱 海
Erˉ hai

青海湖
Qinghai
Lake

++十

+

++

+
 
+
 
+

+
+
+
+
+

+

+
 
 
 

十

河 流
Rivcrs

+

+
+

+

+

+
十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尕 海
Ca-ha1

+

+



遍。我们在青海省的托素湖(湖水含盐量 26,5场 )也曾采到此虫(叶沧江、王基琳 ,1982)。

就分布水域的多少而言 ,上述 27种摇蚊幼虫中,较常见的种类有花翅前突摇蚊 ,林间

环足摇蚊 ,崎岖刚毛突摇蚊 ,巴比刀突摇蚊,异拟长跗摇蚊,短小流水长跗摇蚊,黄带齿斑

摇蚊 ,指突隐摇蚊 ,暗黑摇蚊和溪流摇蚊。

二、种 类 记 述

1.鳞甲伞摇蚊 (Corynone口
`口

sc口C助rJCh whnertz)(图 1)

Co厂
,`″

o刀幽 r仍 ‘‘″C0`′′6`c Winncnz,Johannsen,

小型种类,体长 3毫米 ,淡黄绿色。身体两

端细 ,头长卵圆形 ,头鞘有许多细小的鳞甲状突

起,同侧两眼点纵向排列,且互相靠近。幼虫(图

1:1)成熟时第 2、 3胸节愈合。触角 (图 1:2)

细长,4节 ,全长约为头长的 1.7倍 ,各节长度

比为 29:lO:lO:1。 第 1节淡白色,约与头等长 ,

环器位于中部;第 2、 3节淡褐色,长度约相等 ,

但第 2节略弯曲;第 4节很小。大颚 (图 1:3)

具 6个褐色齿。颏 (图 1:4)13个齿 ,中齿比第

1侧齿矮。前原足爪小,排列成花冠状。后原

足细长,各原足基部下方有 1个两分叉的褐色

矩 (图 1:5),其侧边分校的长度约为主矩的一

半长,矩的基部有短鬃。肛鳃 2对 ,细长。肛前

乳突上各具 4根长毛和 2根前侧毛。

这种幼虫分布欧美,通常生活在不大流动

的水沟和池塘中,也能生活在咸水里(Johamscn,

1937a)。  我们的标本于 1973年 9月采于倒淌

河和伊尔得马河的水生植物上,幼虫居住在由

松散碎片作成的巢内。本属、本种在我国为首

次记录。

图 1(Fig· 1) 鳞甲伞摇蚊 (Cor,`″ @″
`“

′
'

sC“C″″￠比 Winnertz): (l)幼 虫背面观
(Back view。 f larvae);(2)触 角 (Ante~

nnae);(3)大颚 (Mandibuhe);(4)颏
(Mentum); (5)矩 (spur)·

1937a: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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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年刚毛突摇蚊 (rrfc△。chdf口s sener Johannsen)(图 2)

sp6″扬
`。

″c(r″c乃 or`。历″‘)‘召刀召
'Johannsen 1937a:63.

体长 8毫米。触角(图 2:1)短 ,约为大颚的一半长,触角比 2,5,触 角叶仲到第4节 ,

环器位于基节近基部的 1/5处。上唇(图 2:2,L)腹 刚毛掌状,内 唇栉(图 2:2,epc)为 3

个盾鳞,前大颚(图 2:2,pm)具一单独尖角。大颚(图 2:3)具 4个褐色齿,副齿分叉,无腹

毛束。颏(图 2:4)中齿宽,侧齿6对 ,下角有柔软长毛。肛前乳突略硬化,各具 6根长毛

和 2根短的前侧毛。肛鳃短,末端圆钝。

该种首先在美洲发现,生活在水生植物间 (Jo1·annscn,1937a)。 我们于 1973年 9月采

于青海湖,布哈河,黑马河及湖周沼泽小水体中。在青海省的克鲁克湖也曾采到此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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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首次记录。

lO微米

图2(F18.2) 老年刚毛突摇蚊 (T`:F扬 oc′
``;″

‘
s幽 r`Jobailnsen):(1)触角 (Antennae);(2)

上唇、内唇和前大颚 (Labrum,Epiphrpx and
Promandibulae); (3)大 颚 (Mandlbulac);(4)

颏 (Mentum).

图 3(Fig· 3) 双线环足摇蚊 rC`″″op``f历 ˉ

C:”‘勿‘(Meigen)〕 : (1)触角 (Antennac);

(2)大颚 (Mandibulae),(3)颏 (Mentum).

呕

m

lO敛米

3.双线环足摇蚊 [CrfcoJop奶 6fcfncrtts(Meigen)](图 3)

同 物 异 名 :6`″ 勿6″″‘Kieffer;f6″ “ Kieffer;‘ ″″。‘o″屁 ″′6`仍彬 Kieffer;历 zo″J6‘ Mcigcn.

体长 5毫米,休节无毛束。触角 (图 3:1)约为头长的 1/5,基节长约为宽的 4.5倍 ,

触角比 2.2,触 角叶两分叉。前大颚末端不分叉。大颚 (图 3:2)突 起面边缘有皱褶,腹面

内缘有 3个淡白色小齿 ,副齿长而弯曲。颏(图 3:3)具 13个齿 ,中齿宽,侧齿顶端钝,第
1、 2侧齿基部不愈合。肛前乳突上各具 6根长毛和 2根前侧毛。肛鳃指状,约为后原足

一半长。

该种在欧美为广分布种,幼虫生活在流水的石块下或稻田中。我们于 1975年 7月采

于布哈河。成虫在湖北省武昌东湖已有报道 (王士达等,1977),幼虫形态在我国为首次

描述。

4.流放环足摇蚊 (Crfcotop口s erfffs Johanngen)(图 4)

Cr`co彦o`″f ′″′′‘, Johannscn, 1937a:51.

r画
'乃

c`6'`〃‘‘兹
`订

Johannscn,Thiencruann, 1944:650,

体长 4毫米,黄绿色,胸部有浅褐色斑,体节无毛束,但在腹节的后侧缘有单独细毛。

触角(图 4:1)粗短 ,基节长约为宽的 3倍 ,触角比 1.6。 上唇 (图 4:2,L)腹刚毛两分叉 ,

内唇栉(图 4:2.cpc)为 3个盾鳞,前大颚(图 4:2.pm)不 分叉。大颚 (图 4:3)突 起面上

有皱褶,腹面内缘无小齿 ,副齿稍弯曲。颏 (图 4:4)具 13个齿,齿端圆,中齿稍宽,侧齿大

小基本一致。肛前乳突各具 5根长毛和 2根前侧毛。肛鳃指状 ,末端钝。

标本于 1973年 9月采于倒淌河,伊尔得马河,甘子河,泉吉河和布哈河的浅水底部石

块上。在青海省的湟水河也曾采到此虫。幼虫形态在我国为首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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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图 4(Fig· 4) 流放环足摇蚊 (C″Fo勋 p“

`‘
铒Jj‘

Johannsen):(1)触 角 (Antennae);(2)上唇、
内唇和前大蟊

I(Labrum,Epipllatynx and pr⒍

mandibuiac); (3)大 知 (Mandibuhc); (4)

颏 (Mentum).

彡

图 5(Fig· 5) i灰红劳氏长时摇奴.[rg″ ,``'r‘“‘
(E``‘

`″
多or访

')ro``c;″ 'Kieffcr]: (1)角
虫角

(Antennae): (2)大 蟊
|(MandlbuIBr); (3)

颏 (MCntum).

!” .△ ..

5.农红劣氏长附摇蚊 【了口口vtcr羽:(二口EIfersom曲 )cor仰枷口Kieffef](图 5)

rc″

'`cr,〃

‘(乙c'`F/切r″Jo) rorod″6 Kicffer.Thienemann,1929:100;Johannscn,1937a:

7, 9.

△,autcrbornia coracina, △
··
hicnemann, 1954: 114, 115, 493.

体长 10毫米 ,灰红色。触角(图 5:1.a)5节 ,触角比 2.5。 第 1节略弯曲,在远端的
1/3处有一侧生刚毛,环器位于基部。 第 1节长约为第 2节的 4.5倍 ,劳氏器柄长约为
3-5节长度之和的 2.6倍。劳氏器小。触角托高与宽大致相等,前端内侧有小矩。大颚
(图 5:2)具 1侧齿和 4个主齿 ,副齿细长 ,端前栉长 ,腹毛束粗壮。颏(图 5:3)具 11个齿 ,

中齿色稍淡 ,三 分叶 ;亚颏宽约为高的 5倍 ,内 角互相靠近。肛前乳突短,各具 7根长毛。

肛鳃 2对 ,背面的一对比腹面的一对稍长。

该种分布在欧洲 ,生活在湖泊和冷溪流中 (Johamsen,1937b;HepH。 BcK磁,1949)。 我

们于 1965年 2月 采于青海湖,在青海省的湟水河中也曾采到。幼虫形态在国内为首次描

述。

6,等齿多足摇蚊 (Por,`pedrttm rcrJ“ :J。hanngen)(图 6)

C历 /。″。″″‘加″dr J。hannsen;1905, 210; Mall∝ h, 1915: 435.

C历
'o″

o彻〃‘(Po”″历′〃励)/6″ot Johannscn;1937b:22,30-31.

Po`yp矽历
`″

印 /。

``‘

r Johannsen.Thiencmann, 1954. 502.

体长 10毫米,红色。同侧两眼点分离。触角(图 6:1)5节 ,触角比 1.3。 环器位于基

节近基部的 1/5处。内唇栉 (图 6:2)由 3块互相紧靠的骨片组成,每一骨片的前端各具
3个小齿。大颚(图 6:3)具 1侧齿和3个主齿,副齿尖细而弯曲,腹毛束为混合型毛束。

颏(图 6:4)具 16个齿,大小几乎相似。肛前乳突各具 8根长毛。肛鳃末端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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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Fig· 6) 等齿多足摇蚊 (Po`'p″″“
`,,``″

″ Joban“ en):

(1)触角 (Antcnnae); (2)内 唇栉 (Epiphai、 nx pectinatae);

(3)大颚 (Mandibulac); (4)颏 (Mcntum).

标本于 1973年 9月 采于黑马河和二郎尖小湖。 我们在青海省的湟水河也曾采到此

虫。幼虫形态在国内为首次描述。

7,咕黑摇蚊 (Tendfpe口 rttg口 3rfJ zetterBtedt)(图 7)

C乃 fro″口″,`‘‘ ′〃g`‘乡″∷‘ zctterstedt, Brycc, 1960:41; Brycc, 1972:195.

体长 12毫米,红色。头卵圆形,腹面后缘暗褐色。触角(图 7:l)5节 ,触角比 1.8,环

器位于基节中部。内唇栉梳状,具 15个小齿。大颚(图 7:2)具 1个侧齿和 4个主齿。颏

(图 7:3)13个 齿,中齿三分叶。幼虫后腹

部 (图 7:4)的 第 10体节上无侧鳃,第 11

体节的腹侧有 2对短鳃,其长度约与着生

体节的直径相等。肛鳃指状。

标本于 1964年 11月 采于青海湖鸟岛

附近,在布哈河、黑马河、洱海以及在湖周

沼泽小水体中也有分布。我们在青海省的

湟水河中也曾采到。幼虫形态在国内为首

次描述。

‘

3

8.溪流摇蚊 (Tendfpe:rfporf“ Me~

图 7(Fig· 7) 暗 黑 摇 蚊 (如″′|pF‘ 抑 汕 r打     igen)(图 8)
zetter“ cdt): (1)触 角 (Anknnae);(2)大颚
(Mandibulae); (3)颏 (Mentum); (4)幼虫      C″ ro″o″″‘

`△

`色
``″

‘Meigen,1804:13;
后腹部 (Po“abdomcn of larvae)·      :.ce,1960:44.

C历
`·

o″ @',,“‘(C乃″o″ o″绡)″ ,`9`6河 弘hannsen,1937b:46.

r纟刀ヵ
`cf (r、

刀
``p“

〉″夕c″″‘,Towncs, 1945:127.

体长 lO毫米,红色。头部腹面后缘稍暗褐色。触角 (图 8:1)5节 ,触角比 1.6,环器

位于基节近基部的 1/3处。内唇栉有 13-15个梳状齿。大颚(图 8:2)具 1个侧齿和 4个

主齿,主齿皆褐色。颏(图 8:3)前缘为 13个齿,中齿三分叶,第 1、 2侧齿的基部愈合。幼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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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后腹部(图 8:4)的 第 10体节上无侧鳃 ,第 11体节上有 2对长的腹鳃 ,鳃的长度约为其

着生休节的宽度的 2倍。肛鳃指状。

标本于 1973年 9月采于黑马河、沙柳河和哈尔盖河。我国为首次记录。

`口
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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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Fig· 8) 溪流描坟 (rr″

',prs、

jp″“‘
Me】gcn):(1)触 角 (Anteanac): (2)大 颐
(Mandibulac); (3)颏 (Mcntum); (4)幼

虫后腹部 (p。stabdomcn of iarvae).

图9(Fk.9) 冷摇蚁 (rc″刃pc‘ 乃
'″

r场 fr〃 f

staeger): (l)触 角 (Antennac); (2)内

唇格 (Epipha”nx pcc“natae); (3.4)大 颚
(Mandibuiae)· (5)颏 (Mentum).

9· 冷摇蚊 (⒎叻dpes两p口;orc.o shegor)(图 9)

C·乃J'。″。
``“

‘ 乃

'`cr汤

。
`·

r″‘ stacgcr, Johannsen, 1937b:48-49.

体长22毫米,红色。幼虫的基本形态与羽摇蚊 (多″历″ P`″″o“‘)的幼虫很相似。
但本种幼虫的环器位于触角基节的中部(图 9:1),内唇栉(图 9:2)有 18-20个梳状齿,大

颚(图 9:3、 4)最底下的一个缘齿为淡白色,颏 (图 9:5)为 13个齿。蛹与羽摇蚊的不同
点是它在第8腹节上的矩系由8根刺愈合的。

本种系高纬度地区的种类,一个世代的生活周期需要 2年 (Johann$n,1937b)。 我们
的标本于 1966年 5月采于青海湖和洱海。本种在我国系首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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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RVAE OF sOME TENDIPEDIDAE lMIDGE(DIPTERA)
FROM|Q【 NGHAI LAKE AND IT’ s R1VER SYSTEM

trhe specimens o￡  TOl∶ ldipedidae nlidg(· larvaO 、vere collected ￡rOIn the Qinghai

IJake and it’ s river system during 1964——1981.  Δltogether 27 speOies betonging to 9

genera, 4 subfa【nilie,s were idelltified, including 3 gellera 3 species of Pelopiillae, 3

genera 8 species o￡ Dia1nesinae, 5 genera 8 specics of IIydrobaenillae alla 8 genera 13

species O.f Tendipedidae.

AⅡlong them.4 speCies,nalnely, CorV9to%e化
`￠

sO%cfeJJ‘ 氵f@,rrl。 无o。:面J石 z‘s seme‘r,1·
’
e%ˉ

J●p(9s r|por讠 2js and Te助 J|pes 】vpcrborc″ s are new· records for China. I11 addition,the

larvae o上 5 species are described￡ or the first tinle in China. 
′rhe distributiou.o￡ nlidge

larvae from~Qil∶ lghai Lake and it’ s river svstelll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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