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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记述采自广西的双节行军蚁属 Aenictus昆虫 6种 , 其中 1新种 A .bobaiensis sp. nov. , 另 4种为广西首次记

录 , 即: 光柄双节行军蚁 A . laeviceps ( Smith)、 宾氏双节行军蚁 A . binghami Fo rel、 齿突双节行军蚁 A . dentatus

Forel和卡氏双节行军蚁 A . camposi Forel。提供广西该属已知 6种蚂蚁的工蚁分种检索表及其在广西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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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x species of the genus Aenictus Shuckard f rom Guangxi were treated, one species w as

described as new , i. e. A.bobaiensis sp. nov. , four species w ere new ly recorded from Guangxi , i. e.

A. laeviceps ( Smith ) , A.binghami Forel, A. dentatus Forel, and A. camposi Forel. A key of the

known species of the genus f rom Guangxi based on w orker castes and their cont ributions w ere pre-

sented. The specimens are deposi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 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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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节行军蚁属 Aenictus Shuckard主要分布于印 -

澳区、 非洲区和东洋区 , 原与行军蚁属 Dorylus共同

组成行军蚁亚科 Dory linae。Bolton通过系统研究后 ,

将 2属分别提升为亚科 [ 1]。该属工蚁在活动时经常列

队前进 , 有时数量十分庞大。全世界已知该属 109

种 [2 ]。我国已记载 18种 [3～ 6 ]。作者自 1994年以来 , 对广

西该属昆虫进行了系统研究 , 共采集到标本 32号 ,经

鉴定共 6种 ,其中 1新种 ,另 4种为广西首次记录。工蚁

分种检索表及其在广西的分布记录如下。研究标本保

存于广西师范大学生物系昆虫标本室。

广西双节行军蚁属分种检索表 (工蚁 )

1　上颚闭合后与唇基前缘之间有空隙 ……………

　 锡兰双节行军蚁 A.ceylinicus ( Mayr)………

(分布: 河池、 三江 )

　 上颚闭合后与唇基前缘之间无空隙 2……………

2　前胸背板光亮……………………………………

　 光柄双节行军蚁 A. laeviceps ( Smi th)†……

(分布: 广西各地 )

　 前胸背板具刻纹或刻点 3…………………………

3　前胸背板具刻点 4…………………………………

　 前胸背板具粗纵刻纹 5……………………………

4　体较大 , 体长 4 mm以上 ; 头后侧具黄色浅斑

　 宾氏双节行军蚁 A.binghami Forel
†

………

(分布: 田林、 上思 )

　　体较小 , 体长 3. 8 mm以下 ; 头后侧无色斑

卡氏双节行军蚁 A.camposi Forel
†

………

(分布: 猫儿山 )

5　并胸腹节基面末端具片状突出的锐脊 ; 第 1结节

下突较低平 , 前下角突出 , 圆形 …………

齿突双节行军蚁 A. dentatus Forel
†

………

(分布: 花坪、 龙胜、 龙虎山 )

　 并胸腹节基面末端突脊低而不明显 ; 第 1结节下

突发达 , 其后下角突出 , 钝角形 …………

博白双节行军蚁 A.bobaiensis新种………

(分布: 博白 )

[注 ] 打 “† ” 号的为广西新纪录种。

博白双节行军蚁 Aenictus bobaiensis新种 (图 1～ 2)

　　正模工蚁: TL 4. 7, HL 1. 00, HW0. 95, CI 95,

SL1. 01, SI 106, PW 0. 63, AL 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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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长大于宽 , 两侧缘微凸 , 后头缘近平直。唇基

前缘圆 , 缺齿。上颚宽三角形 , 具端齿、亚端齿和 8个

小齿 , 两上颚闭合时与唇基前缘之间无缝隙。侧额脊

较发达。触角柄节超过后头缘。前胸背板较凸 ,与中背

板形成弱弓形 ;中胸背板向后降低 ;并胸腹节基面长 ,

微凸 ,基面与斜面连接处具低脊。第 1结节腹柄下突发

达 , 其后角突出 , 钝角形。后腹部长卵形。足长。

图 1～ 2　博白双节行军蚁新种 Aenictus bobaiensis sp. nov.

1.头部正面观 h ead in frontal view; 2.体侧面观 body in prof ile view.

　　头、并腹胸和结节具粗密网状刻点 ; 并腹胸和第

1结节具粗糙纵刻纹 ; 后腹部第 1节基部刻点密 ,其余

部分光亮。立毛长而柔软 ,较稀疏 ; 后腹部毛较密集。

茸毛稀少 , 仅存在于触角鞭节和足跗节。

体暗红褐色。头、 并腹胸背面、 中胸侧板及后腹

部红黑色 ; 触角端部、 足基节、 转节、 跗节以及后腹

部末端色略浅。

副模 8工蚁: TL 4. 3～ 4. 8, HL 0. 93～ 1. 00, HW

0. 88～ 0. 98, CI 101～ 103, SL 0. 91～ 0. 99, SI 101

～ 103, PW 0. 57～ 0. 64, AL 1. 46～ 1. 55

正模工蚁 , 广西博白县 , 1995-08-20,王昌洪采。

副模 8工蚁 , 记载同正模。

本新种与 A. dentatus Fo rel相似 ,主要区别为: 并

胸腹节基面与斜面连接处缺突出的脊 ; 第 1结节腹柄

下突形状不同 ;并腹胸和结节上的纵刻纹较上一种稀

疏 , 短皱纹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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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从遗传语言译读的角度看 ,人类基因组测序只不过是将贮存在人染色体中的 DNA序列转换成贮存在基

因组数据库中的 DNA序列数据而已。这一转换本身并不能揭示很多遗传奥秘。实际上数据库是由无数个 A…

T… C…和 G…书写成的一部天书 , 可以将人类基因组的这部天书比喻为生物学的 “罗塞达碑” (罗塞达碑是

1799年尼罗河口的罗塞达城郊发现的埃及石碑 , 上刻埃及象形文、俗体文和希腊文。该碑的发现为译解古埃及

文的象形文字提供了钥匙。)今天的遗传学家和生物信息学家面对这块石碑时 ,发现自己最多只能识别文章中

的若干词 (相当于基因中编码多肽的外显序列 ) , 却几乎不能识别天书句子中动词、 形容词和副词 (相当于基

因表达的调控序列 ) , 甚至连标点符号也看不明白 , 因此难以断句 ; 更何况语法规则了。为了译读这部深奥的

遗传天书 , 生物学尚需要发展新的方法和技术 , 这正是功能基因组的重要研究内容之 - ; 同时也需要多学科

的综合 , 除了生物学的各个学科外还需要计算机学、 数学、 物理学、 化学、 工程学和多种社会科学的交叉。虽

然基因组合序列的测定并不等于遗传语言的阐明 , 但确实意味着 “潘多拉的盒子” 已经打开。随着人类掌握的

遗传学奥秘越多 , 人类干预自然的进程和涉足人类自身繁殖的禁区的能力也就越强。

遗传学可以造福 ,也可以殃祸 , 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多莉羊的诞生在国际上引起的轰动证明

了这一点 , 虽然关于多莉羊的研究仅仅涉及到人类对哺乳动物胚胎细胞的遗传操作 , 还远未深入到基因组水

平。试想一个人的基因组序列或者一个地理人群的基因组序列的多态性数据通过因特网公布于众 ,将会产生什

么后果?至少目前社会尚未作好相应准备。回顾历史 , 遗传学几乎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社会学家、 哲学家和政

治家的特别关照。现在看来这样的关照已经不可避免 , 社会应该主动地迎接这一挑战。可以预见 , 在今后的年

代里 ,遗传学和遗传操作的每项重要进展都会引起社会的反响 ,也会引发起对伦理道德观念的冲击。我们既要

推动科学的进展 , 也要坚持用遗传学的成果造福于人类。
(摘自中国科学家院 1999年 《科学发展报告》 , P22～ 24, 题目为本刊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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