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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收集 , 并在核实、 考证的基础上 , 整理出广西具有药效的昆虫名录 , 分属 13个目 , 52

科 , 93属 , 共 140种 , 包括了国内药用昆虫 90%的科及 82%的属 , 而且国内 90%以上的昆虫药材在广西均有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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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ex tended collecting and carefully researching , a list of species o f m edicinal

insects in Guangxi is giv en. There are 140 species w hich belong to 13 o rders, 52 families, 93

genera, including 90% families and 82% genera of m edicinal insects in China. Above 90% of

medicinal m aterials f rom insect commonly used in China can be found 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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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药的使用历史与现状中 , 除了 “地道药材”

外 ,人们还将一些外形相似或者同物异名而产地不同

的动、植物部位或整体当作原来的药物来使用。这样 ,

药材质量保证就出了问题
[1 ]
。所以 ,入药种类的问题 ,

是药材质量控制中基础的问题之一。除此之外 ,随着

计算机信息库及信息网络的普及 ,中医药的研究成果

的国际交流的日趋广泛 ,种名不清将造成更大的资料

上的混乱。因此 , 药用昆虫种类的整理和考证 , 既是

生产的需要 , 也是学术研究的需要。

广西药用动物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早 , 但近年来 ,

药用昆虫的使用和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又出现了新问

题需要研究与总结。

1　广西药用昆虫的种类概况

广西药用昆虫种类的整理工作包括:①资料的广

泛收集与整理 ; ②药效及昆虫分布地的核实 ; ③种名

的核实与考证等。整理出广西药用昆虫名录包括了分

布于广西的有药效的昆虫种类共 140种 , 分属 13个

目 , 52科 , 93属。与林吕何 [2 ]记载的 35种药用昆虫

相比 , 更正了个别种类 , 增加了 105种 , 详见表 1。

从名录的范围看 , 国内 “药用昆虫” 的研究 , 并

不限于传统中药的 “昆虫药” 范畴 , 还包括了部分国

外研究了药效的昆虫 , 如黄褐稻眼蝶、 小菜粉蝶、 迁

粉蝶、 黑黄大粉蝶、 非常橙斑黄粉蝶 [3, 4 ]、 双叉犀金

龟 [ 5]、 巨头切叶蚁、 红尾猛蚁、 横纹猛蚁 [6 ]等。

与 《全国中草药名鉴》 记载的种类相比较 , 国内

有记载的药用昆虫 90%的科及 82%的属在广西均有

分布 , 在药材种类上 , 90%以上的常用昆虫中药材的

原动物在广西也有分布。

对药用昆虫的药效的了解 , 除了对传统的继承

外 , 生理、 生化方法的应用 , 又使人们对药材的化学

成分、 药理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 如九香虫、 土鳖

虫、 五倍子、 桑螵蛸、 斑蝥、 蝉蜕、 僵蚕等
[7 ]

, 但也

有个别药材 ,虽已在生产中使用 , 但关于其使用历史

的考证或药效的研究却不多 ,如黑翅土白蚁 ,因为该

种列入了广西中药材的标准 [8 ] , 故收录于名录中。

关于斑衣蜡蝉的药效 ,有两种看法 ,有研究者认

为斑衣蜡蝉不含斑蝥素 , 无药用价值 , 是红娘子的混

淆品 [10 ] ; 也有文献依据 《男女科病千首妙方》、 《纲

目》、 《本经》、 《别录》 , 论证了其主治 “心腹邪气 , 阴

痿 , 益精强志 , 生子好色 , 补中轻身” 及 “强阴多

精”之功效 [11 ]。笔者认为两种说法是从不同的角度出

发 ,结论并无矛盾之处 ,故本名录也收录了斑衣蜡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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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昆虫名录》记录了分布于广西的 5830种昆

虫 ,少数未记录的种类或记录有误的 ,本文从有关的

分类学资料中做了核实。如夏赤率 [12 ]、长颚蟋 [13 ]、大

扁头蟋 [13 ]、 斗蟋 [ 13]、 黑盾胡蜂 [14 ]等。还有个别很常

见的入药种类 ,虽未能在昆虫学文献中核实到广西有

明确分布 ,但从广西药材收购的传统及药学方面的资

料看 ,应该收录。如列入广西中药材标准竹蜂的正品

X . dissimi lis
[9 ]
、 林 吕 何 记 述 的 种 类 M.

f ormicarium
[2 ]
。其中 , 后者是是欧亚大陆的广布

种
[15 ]
。

除名录中收录的 140种昆虫外 ,尚有部分昆虫有

待进一步研究的。如药典中的异腹胡蜂 P . varia ,其

指名亚种变侧异腹胡蜂 P. varia varia在广西各地

均有分布
[16 ]

,资源量相当大 ,但未见有该物种的药学

资料 ,故未收录。部分药用动物文献认为广西有分布 ,

因未查到进一步核实材料而暂未收录的种类:如胡蜂

P . f ad wigae
[17, 18 ]

、衣鱼 L . saccharina
[ 17 ]
、蛟蜻蛉

M. micans
[17 ]等昆虫。黄胸青腰 P. idea Lew

[17, 18 ]与

《广西昆虫名录》记录的小红隐翅虫 P . idae Curtis
[16 ]

属名、种名均一致 , 但命名人不同而异 , 故未收录。

2　分类学的初步考证

以生物分类学的知识来描述中药的种类 ,是中药

现代化的基础工作之一
[1 ]
。从目前文献使用的药用昆

虫名称的情况来看 , 存在着如下分类学问题。

2. 1　高级阶元

高级阶元的的分类学问题 ,主要表现在①一些过

大的科升级为总科后 , 其下属的变动 ; ②其他错误。

在不少药用动物文献中 , 蝗虫大都归属于蝗科 [ 17, 18]。

由于蝗虫种类比较多 ,国外的学者倾向于将其提升为

蝗亚目 , 国内学者多划为蝗总科
[19 ]
。总科以下 , 本文

采用夏凯龄的系统 , 将稻蝗归属于斑腿蝗科 , 竹蝗、

飞蝗归斑翅蝗科 , 剑角蝗归剑角蝗科。

与蝗虫的情况相似 ,胡蜂总科分为 7个科
[20 ]

,其

中 , Vespa是胡蜂科 Vespidae下的一个属 , Polistes

则是马蜂科 Po listidae下的一个属
[20, 21 ]。而在部分药

用动物文献中 , 胡蜂科 Vespidae包括了 Vespa、

Polistes这两个属
[17, 18 ]

。

同样地 , 蜜蜂总科的分类意见也是比较明确的 ,

即 Apis 属 是蜜 蜂科 Apidae 下 的一 个属 , 而

X ylocopa属是木蜂科 Xylocopidae下的一个属
[ 21]

,

不同于部分药用昆虫资料将 Apis与 Xylocopa同归

入蜜蜂科 Apidae
[17, 18 ]的情况。

与总科的变动不同 ,部分文献中某些属的归属错

误也需修正。双列毛眼食蚜蝇 ,又称鼠尾蝇、鼠尾蛆、

蜂蝇、拟蜂蝇、食蚜蝇等
[17, 18 ]

,依照蔡邦华分类系统 ,

该种属于食蚜蝇科鼠尾型的种类 ,而非部分药用动物

文献将其归入狂蝇科 [ 17, 18]。

东方后片蠊 ,又称药用光蠊
[17, 18 ]

,分类学的意见

是将其归入光蠊科
[16, 21, 22 ]

,而部分药用昆虫学文献将

其归入姬蠊科 [17, 18 ] ,笔者采用了前一种意见。类似的

还有突背蔗龟 ,本文采用了《广西昆虫名录》的系统 ,

将其归入独角仙科 Dynastidae
[16 ]

, 而非金龟子科

Sca rabaeidae
[17, 18 ]

。

上述与分类学意见相左的科属分类地位 ,表 1依

据较统一的分类学的意见作了订正。

2. 2　种名

2. 2. 1　同物异名

同物异名乃是同一物体的不同名称 ,按照国际动

物命名法规 ,次定的异名是失效的名称
[23 ]
。但在有关

的药用昆虫资料中 , 异名仍偶尔被使用 ,由此造成了

物种记录的错误与混乱。

例如 ,黑蚱 C. atrata的异名为 C . pustulata
[24 ]

,

但资料中或仍然使用异名 [7 ] ,或被误作为黄蚱蝉 C.

mandurina的异名 [ 25] , 或被作为另一种蚱蝉来记

录 [ 17, 18 ]。 H. saussori i是广腹螳螂的同物异名 [ 16] , 也

被作为另一物种来记录
[17, 18 ]

。 虻虫的情况就更严重

些。 华虻 的 学 名 应为 T . mandarinus , 而 T .

t rigem inus是它的一个异名 ,同属另一物种土灰虻的

学名为 T . amaenus
[26 ]
。但在文献中 , T . trigeminus

被记录为三重原虻或虻
[ 16, 18, 27]

,而 T . amaenus被记

录为华虻 [16, 28 ]。

根据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 ,在记录的入药虻虫中 ,

华虻入药是可以肯定的 ,但土灰虻的入药情况还有待

研究 ; 上述文献中使用的次定异名 ,如 C. pustulata、

索氏螳螂 H. saussori i、 T . trigeminus等异名宜停止

使用。

2. 2. 2　经订正后变更的名称

康乐根据蝼蛄的声谱、 音齿的数目及形态等差

别 , 肯定了我国没有非洲蝼蛄 G. a f ricana的分布 ,

国 内文 献 中 的 非洲 蝼 蛄 应为 东 方 蝼 蛄 G.

orientalis
[29 ]。鉴于此 , 笔者认为 , 药用昆虫资料中记

录的非洲蝼蛄也应作相应的变动。

2. 2. 3　印刷错误或笔误

在动物命名法规中 ,拼写上有一个字母的差异即

为不同名 ,而这种差异有的是由于印刷错误或笔误造

成的 , 此类错误也须纠正。黄蜻的学名应为 Pantala

f lavescens
[ 12, 16 ] , 而 有 的 出 版 物 写 成 Plantala

f lavescens
[ 17, 18 ]

。突背蔗金龟的学名应为 Alissonotum

impressicol le Arrow
[16, 17 ]

, 而 非 Alisseno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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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nressicol le Arrew
[28 ]
。 桑 天 牛 A. germari

( Hope)
[ 2, 16, 30 ]

, 而非 A. germari Chevr .
[28 ]
。同样 ,金

环 胡 蜂 应 为 V . mandarinia mandarinia

Smith
[16, 20, 28, 30 ] ,而非 V .mandarinia Saussure

[27 ] ,本

研究作了更正。

2. 3　其他

黑蚂蚁是目前昆虫药中的开发热点之一。广西是

蚂蚁研究和开发较早的省份之一 ,国内其他省份的药

用蚂蚁大多以广西出产的为正品。关于常用的入药蚂

蚁 种类 , 资 料中 采用 的种 名是 拟 黑多 刺蚁

P .v icina [2, 16, 10 ] , 后期的文献中 , 双齿多刺蚁 P.

dives
[16, 8, 10, 18 ]这一名称使用较多 ,如广西中药材标准

中 ,黑蚂蚁的正品即为双齿多刺蚁 [8 ]。在分类学上 ,有

研究者认为两种是同一物种 , 前者是后者的异名
[ 38]
。

考虑到黑蚂蚁主要的采集地马尾松林中常见的黑蚂

蚁不止一种 ,广西出产的黑蚂蚁是一种还是多个物种

的混合体 ,未有报道 ,故表 1在拟黑多刺蚁上加括号 ,

不计入总数 , 留待进一步研究。

3　正品与入药的近缘种

从名录收集的入药昆虫种类上看 ,在常用的中药

品种中 , 正品之外的其他近缘种入药的现象相当普

遍。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自然因素与传统习惯及生产

对药源的需求是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由于目前中药

材 , 基本上为动、植物或矿物的整体或局部入药 , 其

中 ,绝大多数是分子组成尚不清楚的混合物 [1 ] ,所以 ,

在未最后弄清楚正品与其近缘种的药理作用及生物

活性之前 , 近缘种还会继续作为药材使用 , 因此 , 在

此作一初步分析 , 以期抛砖引玉。

3. 1　正品的替代品

斑蝥的正品是大斑芫菁和眼斑芫菁 [ 27, 32, 33] ,但不

少地区 , 锯角豆芫菁 [2, 18, 28, 31 ]、 毛角豆芫菁 [18, 28 ]等多

种芫菁也有入药历史 ,此外 ,由于斑蝥资源逐年剧减 ,

还有研究者建议用短翅豆芫菁替代正品提取斑蝥

素 [39 ]。

九香虫的正品是九香虫 [27, 32, 33, 35 ] ,尽管小皱蝽被

认为是伪品
[7, 34 ]

, 但由于九香虫分布于我国淮河以南

的地区 ,其他种类均为南方种 , 只有小皱蝽的分布北

至华北地区的南部 , 所以有研究者建议在北方的省

份 , 小皱蝽也是药材九香虫的来源
[ 30]
。

由于黑蚱幼虫历期长 ,蝉蜕也是一种比较紧缺的

中药材。因此除正品黑蚱脱落的壳 [24, 27, 32 ]外 , 黄蚱

蝉 [2 5, 28 ]、蟪蛄 [28, 30 ]、螂蝉、亲斑蝉、绿草蝉 [28 ]等脱落

的壳也作蝉蜕入药。

3. 2　自然因素与传统习惯

土 鳖 虫 的 正 品 是 中 华 地 鳖 和 冀 地

鳖
[ 25, 27, 28, 30, 31, 32, 33 ]

, 东 方 后片 蠊 在部 分 地区 入

药
[ 2, 27, 18 ]

, 但不是正品
[27 ]
。有研究者认为其药效与正

品相似 [27 ] , 有研究者认为其氨基酸成分与正品相差

大 , 是伪品
[34 ]
。笔者 1985年在广东佛山药材收购站

了解到 ,当地群众买药时 ,喜欢选用有金边的土鳖虫 ,

药材公司也喜欢收购金边土鳖。这一现象 , 可能与下

列因素有关: ①金边土鳖是当地的优势种 , 在野外容

易采集 ; ②当时饲养土鳖虫的虫种可以购买 (中华土

鳖 ) , 但为降低成本 , 多是采集野外虫种 (金边土

鳖 ) ; ③用药的传统。

桑螵蛸的正品是广腹螳螂 [18, 28, 32, 33 ]、 中华螳

螂 [ 2, 30, 31, 32 ]、绿污斑螳螂 [28, 30, 32, 33 ]的卵鞘 ,广西主产团

螵蛸 [2 ]。从形态上看 [ 2, 7, 14 ] ,团螵蛸应是中华螳螂的卵

鞘 , 而黑螵蛸应是广腹螳螂的卵鞘。 《贵州药用动

物》认为 , 螳螂的卵鞘均可入药
[28 ]

, 所以 , 贵州入药

的螳螂有 6种之多。

另外 , 由于形态及发生时间相似 , 黑腹兜蝽、 黑

角兜蝽 A. assmensis在贵州也作为九香虫入药
[28 ]
。

类似的还有露蜂房、 蜻蜓、 蟋蟀等品种。

4　广西药用昆虫中利用和保护的重点种类

广西收购的传统昆虫药材有红娘子、斑蝥、露蜂

房、 桑螵蛸、 虻虫、 蝉蜕、 竹蜂等 [ 40] , 目前热门的收

购药材还有黑蚂蚁。

这些药材的正品 ,如九香虫、黑翅红蝉、褐红蝉、

黑蚱为植食性昆虫 ,取食多种农林作物 [16 ] ,在广西分

布面广 , 是危害较严重的农林害虫。华虻、 双斑黄虻

刺吸牲畜血液 , 是畜牧业害虫 [21 ]。眼斑芫菁、大斑芫

菁在全区均有分布 , 成虫取食多种农林作物 ,每年的

5月～ 9月芫菁的成虫发生为害 , 严重时 , 整株叶片

被吃光 [41 ]。但芫菁的幼虫取食蝗卵 , 所以 , 它们既是

害虫 , 也是益虫。木蜂科昆虫 (竹蜂 ) 多穿孔于干燥

木材或树洞中 ,对木材为害较大 ,但由于它们采花粉 ,

帮助农林作物授粉 [21 ] ,所以既是害虫 ,也是益虫。广

腹螳螂、 绿污斑螳螂、 中华螳螂、 柑马蜂为捕食性昆

虫 , 捕食多种捕食松毛虫、 卷叶螟等鳞翅目幼虫 [16 ] ,

是农林益虫。双齿多刺蚁是我国南方马尾松林蚂蚁群

落中的优势种 , 对松毛虫的防治有很大的作用
[14 ]
。

所以 , 广西常见的昆虫药 , 是以农林害虫为主 ,

还有又益又害的昆虫及益虫。在食物链的关系中 ,害

虫部分多处于食物链的初级 ,资源量最大 , 可以大量

采捕利用。益虫多处于食物链的较上层 ,资源量虽次

于前者 , 在开发资源的同时 , 对利用量大的种类 , 还

要注意资源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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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广西药用昆虫名录

Table 1　 The species of medicinal insect in Guangxi

科名 Fami ly 种名 Species

衣鱼科 毛衣鱼 Ctenolepisma vil losa

蜓科 马大头蜓 Ana x par thenope

蜻科 红蜻 Crocothemis servil l ia

黄蜻 Panta la f lavescens

夏赤蜻 S ympetrum darwinianum

蜚蠊科 美洲蜚蠊 Per iplaneta americana

澳洲蜚蠊 P. australasiae

德国小蜚蠊 P. germanica

东方蜚蠊 Blatta orien tal is

蠊鳖科 中华地鳖 Eupol yphaga sinensis

光蠊科 东方后片蠊 Op isthop lat ia orien tal is

姬蠊科 德国小蠊 Blattella german ica

螳螂科 薄翅螳螂 Mantis rel igiosa

广腹螳螂 Hierod ula patel l f era

大刀螂 Para tenodera ar id i fol ia

中华螳螂 P. sinensis

二点螳螂 Tenodera ar idi f olia ar id i f ol ia

绿污斑螳螂 Stati lia macu lata

鼻白蚁科 家白蚁 Coptotermes f ormosanus

白蚁科 黑翅土白蚁 Odontotermes formosanus

斑腿蝗科 中华稻蝗 Oxya chinensi s

小稻蝗 O. int ricata

长翅稻蝗 O. velox

斑翅蝗科 黄脊竹蝗 Ceracr is kiangsu

东亚飞蝗 Locusta migra toria manilensis

剑角蝗科 中华剑角蝗 Acr id a cinerea

螽斯科 纺织娘 Mecopoda elon gata

蟋蟀科 中华蟋蟀 Gryllus chinensis

大扁头蟋 Loxoblemmus doenit z i

花生大蟋 Tarbinskiellus porten tosus

黄褐油葫芦 Teleogryl lus testaceus

长颚蟋 Velar f icu rus asp ersus

斗蟋 V. m icado

蝼蛄科 台湾蝼蛄 Gryllotalpa f ormosana

东方蝼蛄 G. oriental ix

蝉科 黑蚱 Cryptotym pana a trata

黄蚱蝉 Crypto p ym pana mandar ina

亲斑蝉 Gaeba consors

褐红蝉 Huech ys ph ilaemata

黑翅红蝉 H. sanguinea

绿草蝉 Mogannia hebes

蟪蛄 Platypleura kaem p feri

螂蝉 Pom ponia f usca

蜡蝉科 斑衣蜡蝉 Lycorma del ica tula

蜡蚧科 白腊虫 Er icerus p ela

胶蚧科 紫胶虫 Laccu fer lacca

倍蚜科 角倍蚜 Malaphis chinensis

蝽科 九香虫 Aspongopus chinensi s

黑腹兜蝽 Aspongopus nig riventr is

小皱蝽 Cyclo pel ta p arva

荔枝蝽 Tessaratoma papi llosa

黾蝽科 水黾 Aquar ius palud um

蚁蛉科 蚁蛳 Myrmeleon f ormicarius

龙虱科 日本吸盘龙虱 Cybister ja ponicus

东方龙虱 C . t ripunu tatus or ientali s

豉甲科 豉虫 Gyr inus curtus

隐翅虫科 青翅蚁形隐翅虫 Paederus f uscipes

叩甲科 细胸叩甲 A griotes f uscicoll is

褐纹梳爪叩甲 Melannotus caudex

沟金叩甲 Pleonomus canal icu latus

吉丁科 日本脊吉丁 Chalcophora japonica

拟步甲科 洋虫 Mar tianus dermestoides

芫菁科 豆小翅芫菁 Ep icau ta a ptera

锯角豆芫菁 E. gorhami Marseul

毛角豆芫菁 E. h ir ticorn is

沟角芫菁 E. im pressicorn is

红头豆芫菁 E. ru f iceps

毛胫豆芫菁 E. tibial is

科名 Family 种名 Species

花生豆芫菁 E. watehousei

眼斑芫菁 Mylabrix cichor ii

大斑芫菁 M. phalerata

粉蠹科 褐粉蠹 Lyctus brunneus

金龟子科 神农蜣螂虫 Catharsius molossus

鳃金龟科 东北大黑鳃角龟 Holotr ich ia diom phal ia

华北大黑鳃金龟 H . obl ita

华脊头鳃金龟 H . sinensis

华南大黑鳃金龟 H . sauter i

粗狭肋鳃金龟 H. scrobiculata

宽齿爪鳃金龟 H . t itanis

花金龟科 短跗星花金龟 Potosia brevitarsus

小青花金龟 Ox ycetonia jucunda

丽金龟科 铜绿丽金龟 Anomala corp ulenta

红脚绿丽金龟 A. cup ripes

独角仙科 双叉犀金龟 Al lomyr ina dichotoma

突背蔗金龟 Al issonotum im pressicol le

天牛科 星天牛 Anoplophora chinensis

桑天牛 A pr iona germar i

桃红颈天牛 Aromia bungi i

桔褐天牛 Nadezh diella cantori

云斑天牛 Ratocera horsf ieldi

象甲科 长足弯颈象 Cyrtotrachelus long imanus

蚁蛉科 蚁蛉 Myrmeleon formicar ium

刺蛾科 黄刺蛾 Cnidocam pa f lavescens

螟蛾科 高梁条螟 Proceras venosatus

玉米螟 Ostrinia nubi lal is

枯叶蛾科 马尾松毛虫 Dend rolimus punctatus

家蚕蛾科 家蚕 Bombyx mori

天蚕蛾科 柞蚕 Antheraea pern yi

樟蚕 Erio gyna p yretorum

蓖麻蚕 Philosamia cynthia ricina

弄蝶科 香蕉弄蝶 Erionota thorax

眼蝶科 稻褐眼蝶 Melani tis leda

黄褐稻眼蝶 M. leda determ inata

光叶眼蝶 Ypthima argus
华叶眼蝶 Y . chinensis

粉蝶科 迁粉蝶 Cato psil ia crocale

小菜粉蝶 Pieris ra pae
黑黄大粉蝶 Prioner is thestyli s

非常橙斑黄粉蝶 Ixias p yrene insignis

凤蝶科 金凤蝶 Pap il io machaon

玉带凤蝶 P. polytes
柑凤蝶 P. xuth us

蚁科 双齿多刺蚁 Polyrh achis dives

(拟黑多刺蚁 P. vicina Roger )

巨头切叶蚁 Pheidologeton a f f inis
红尾猛蚁 Both roponcra ru f ipe

横纹猛蚁 Odontoponera trasversa

蜜蜂科 中华蜜蜂 A pis cerana
意大利蜂 A. mell i f era

木蜂科 黄胸木蜂 X ylocopa appendiculata

中国木蜂 X . chinensis

竹筒蜂 X . d issimi li s
竹木蜂 X . nasal is

灰胸木蜂 X . phalothora x

中华木蜂 X . sinensis

丽蝇科 大头金蝇 Ch rysom yia mega cephala
食蚜蝇科 双列毛眼食蚜蝇 Eristali s tenax

胡蜂科 黑盾胡蜂 Vespa bicolor

金环胡蜂 V. mandarinia mandar inia

黑尾胡蜂 V. t rop ica ducal is

大金箍胡蜂 V . t rop ica leef mansi

大胡蜂 V. magni f ica

马蜂科 中华马蜂 P. ch inensis

台湾马蜂 P. f ormosana

亚非马蜂 P. hebraeus

柑马蜂 P. mandarinus

果马蜂 P. ol ivaceous

虻科 双斑黄虻 Atylotus bivit tateinus

江苏虻 Tabanus kiangsuensis

华虻 T . m andar in ys

姚虻 T . 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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