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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告云南省至夸所发现的13种阿蚊，其中包括最近发现的1新种，简述每一 

种的形志特征，地理分布，对某些种的分类特征进行 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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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蚊属(Armigeres)主要分布于东洋界，少数种分布于大洋洲区，迄今 已知种超过 51 

种，我国至今已发现 15种，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个别种可延伸到古北界。云南在 80年 

代以 前仅记 录有 7种 ，近 年通 过垒 省性 系统 调查 ，共 发 现 l3种 ，其 中 阿蚊 亚 属 

rmigeres Theobald，191 1)有 5种，厉蚊亚属(Leiceteia Theobald，1904)有 8种。主要 

分布于北纬 23。以南地区。幼虫孽生于粪池、竹筒、树洞、容器积水、叶腋积水、花瓣 

积水等。雌蚊以吸畜血为主，有些种类则人、畜血兼吸。 

阿蚊为 中至大型蚊，头顶主要平覆宽鳞，喙垒暗或在腹面有淡纵线，稍下弯呈弓状。 

雌蚊触须为喙长的 1／5—3／4，雄蚊触须与喙等长或长于喙，末两节上翘。中胸盾片棕 

黄或棕褐，有金色或淡色纵条，无气门鬃，有或无气门后鬃。胸侧板上有多个白鳞丛。各 

足基节有 白鳞丛，跗节垒暗或有白环。腹节背板具白色或黄色的斑或横带。雄蚊抱肢基节 

基内叶端部有粗刺，端节形状各异。阳茎分为两侧板，构造颇为复杂。幼虫头毛 1---C毛 

状，4一c分多枝，靠近前缘，6-—c位于 4一c后外方，5—c在 6--C的内后方。栉齿数 

个至70个以上，数目、形状因种而异。呼吸管短而粗，无梳齿，呼吸管毛通常细小，尾 

鞍不完整，少数种有附加腹片，肛腮发达。 

现将阿蚊属 13种分述如下。 

1 达勒姆阿蚊 Armigeres(Armigeres)durhami Barraud，1934 

Edward，1917．Bu1．Ent．Res．3：206(S，早) 

Thurman， E． B． 1959． A contribution to a revision of the Culicidae of northern 

Thailand．Univ．M aryland Agr．Exp．Sta Bull A-100， 85 PP 

雌蚊触须为喙长的 1／4～1／3，腹节Ⅲ一Ⅵ背板有侧白斑，腹板Ⅲ一Ⅳ的端黑带 比节 

V一Ⅵ的端黑带宽，雄蚊抱肢端节 2／3内缘有一列梳状齿，回折时可伸达基内叶。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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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除有 2个基侧齿外，中部尚有 4—5中侧齿。幼虫栉齿 l1一 l6个，大部分栉齿末端扩 

大，具短而细的端港。云南标本除有细短端遂外，尚有侧遴。 

分布 西双版纳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德宏州，文 山州，保山地区，畹町镇，红 

河州，新平，元江，元谋，双柏，永平，泸水。 

2 毛 抱阿蚊 Armigeres(A igeres)selicoxit~s Lu and Li． 198l 

陆宝麟，李蓓思 1981 阿蚊一新种的记述，动物分类学报 6： 188— 190。 

中胸盾片密覆铜褐色宽鳞。腹 肯V一Ⅶ背板具侧白斑。雄蚊抱胜基节背面中部有一大 

片鳞状毛丛，抱肢端节端部有斜生指爪 5个。幼虫头毛 l1—C 发达，分枝粗而长。栉齿 9 

一 l2个，近似锥形，但端部不尖，两侧有细而短的毛燧。 

分布 勐腊，景洪，耿马，镇康。 

3 骚扰阿蚊 Armigeres(Armigeres)subalba／us(Coquillett)1898) 

Coquilolett， 1 898 ．U．S．Nat．Mus Proc 21：302( ；Culex) 

Barraud—P．J 1 934．Family Culicidae．~Trbes Megarhjnini and Culicini．The Fauna 

of British India，including Ceylon and Burma．Diptera．Vo1．V．314—316 PP 

Thurman， E． B 1959． A contribution to a revision of the Culicidae of northern 

Thailand Univ．M aryland Agr Exp Sta Bull Str A一100． 89—9l PP 

雌蚊触须为喙长的 1／4。腹节Ⅲ一Ⅵ腹板的端黑带约等宽。雄蚊抱肢基节基内叶有 2 

粗刺，端节内缘有一列梳状指爪，回折时达不到基内叶顶部。阳茎中部有 3个侧齿，端部 

为重叠的花瓣状。幼虫胸毛 1一P常分枝，栉齿 7一 l1个，柄长端尖，两侧具短而细的毛 

}遂。 

雄蚊抱胜基节基内叶有粗蒯 2根，通常作为本蚊的鉴别特征之一，但云南标本中约有 

14％基内叶的粗刺为 3根，或一侧 2根，一侧为 3根，分类时此特征应仅作为参考。 

分布 云南垒省均有分布 

4 黄斑阿蚊 Arm髓eres(Armigeres)theobald Barraud，J 934 

Barraud． P．J．J 934．Family Culicidae Trbes M egrhinini and Culicini The Fauna 

of British India， including Ceylon and Burma．Diptera．Vo1．V 319 PP 

Thurman． E．B． 1959 A contribution to a fevision of the Culicidae of northern 

Thailand Univ．M aryland Agr Exp．Str．Bul1 A一100． 319pp 

大型蚊，雌蚊触须为啄长的 1／6， 中胸盾片有白鳞环绕的宽边。腹节Ⅱ一 Ⅶ背板具 

宽的土黄色端斑，腹板 I—Iv淡白色，V一Ⅵ有窄的淡黄色基带，Ⅶ一Ⅷ节为淡黄色。雄 

蚊基内叶有发展成小抱器的趋势，端部有一大一小的扁蒯，抱肢端节短而粗壮，端部有指 

爪 JO一12个，沿端部向基部成弧行排列，约等大。阳茎明显分为两块，端部及侧面均无 

齿。幼虫 上颚基背上有一粗黑大骨蒯。栉齿 9一 l1个无缝，有 l一2强端蒯。幼虫孳生于 

姜黄科植物的花瓣积水内。 

本种的模式描述，雌蚊腹节 Ⅱ一Ⅶ背板具黄色端 中斑，而云南标本为淡褐色宽端斑， 

有的雄蚊标本则无此斑；雄蚊抱肢端节指爪形状及排列，模式描述为 由基至端逐渐变细， 

云南标本则沿端部呈弧形排列，备指爪约等大，两者有明显不同。这一现象是地理变异或 

种的特征，尚需进一步研究。 

分布 景洪，勐腊，耿马，镇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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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云南阿蚊 新种 A rmigeres(Armigeres)yunnanensis sp．nov．(图 1-9) 

雌蚊 头：头顶平覆的宽鳞为棕褐色而略带紫蓝光泽， 中央有一小丛浅灰色竖鳞。唇 

基光裸 喙棕褐色，腹面有一不清晰的淡纵线。触须长为喙长的 l／2。胸： 中胸盾片棕 

褐色，有自鳞环绕，小盾片前区杂有少许棕黄窄鳞，胸侧板有多个自鳞丛，在气门后区有 

一 暗鳞丛，中胸前侧板下刚毛 2—3根，后侧板下刚毛付缺。足：前足基节前面有一黑鳞 

斑， 中足基节下端也有一小黑鳞斑。各足股、胫节腹面淡色，背面褐色，跗节暗色。腹： 

腹节 Ⅱ一Ⅶ背板两侧有 显著的人字形侧自斑，并常伸展到背 面，尤以Ⅲ一 V节为甚，节Ⅷ 

背板有一小的 中央基 自斑，腹板 I Ⅱ节淡色，JIl一Ⅶ具端暗带。 

雄蚊 一般 与雌蚊同，喙腹面的淡色纵线更为明显，触须长于喙，比值为 lO：8。尾 

器(图 1—4)：腹节 Ⅸ背板两侧突上各有 6—7根细刚毛，腹扳近似方形无鳞或刚毛。抱肢 

基节长宽之比为 4：l，在亚端部内缘有一群细 刚毛，基内叶长为基节的 3／4，端部有 3 

— — 4根约等大的粗刺，抱肢端 节略呈三角形，指爪 l5一 l7个，由基向端逐个增长。阳茎 

端部花瓣状，略膨大，基部较窄，有侧荫 4—5个，并约等大。 

{ 

罔 l—4 云南阿蚊 新种 Armigeres，drmigeres)yunnanens~ sp nov 

#6~(termlnalia)l 2：腹 节 lx背 板(Jx tergite)；3} 腹节 Ⅸ腹板 {Ⅸ sterniteh 4：I!H~(phallosome 

蛹 (图 5—6) 头胸 ；背 中脊 中部有一三 角形增厚区。头毛除 5一c分 4—5枝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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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均为简单，翅鞘光滑无斑纹。腹：腹 节背扳具细而密的横纹，腹毛 卜 I一Ⅳ黑色粗 

壮，为腹节长的 3／4或更长，腹毛 9一Ⅶ一Ⅷ黑色，仅有 3—_4分扳，尾鳍密布细蒯毛，中 

肋后缘内凹，缘毛长而密。 

幼虫 (图 7—9)头 头毛 1一C细而色淡，4一C分 4～8枝，5一C略短于 4一C， 

分 4—5枝，6一C长不分枝。颏板三 角形，每 侧有齿 8个， 由基向端依次渐小。胸： 

图 5—6 云南阿蚊 新种 Armigeres(Armigeres)yunnanensis sp nOV 

5{蛹头胸部(Qepl~]othorax ofpupa)；6{蛹腹部(abdomen ofp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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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 7—9 云南阿蚊 新种 Armigeres(Armigeres)yunnanensis sp．nOV． 

7：劫虫头、~ (cephalothorax of larva)j 8：~ (mental plate)~9：幼虫尾节fcaud al seg~e／lt of larva) 

胸毛 l一3P小而简单，9— 12P细而短，l2—_P分 2—3枝，其余均为单毛。胸毛 l一7M 

除 5一M 较粗长外均为小单毛。腹：腹毛 6一Ⅳ一Ⅵ单枝，呼吸管长为基宽的 1．2倍，管 

鞍比值 1：1，呼吸管毛 1一s位于管束 1／3处，为管长的 1／2，不分枝或分 2枝。栉齿 

l6—24个，其形状分为三 类，一类为后缘中央有一强的主刺，两侧有侧刺J二类为后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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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有 2～3个主刺，一侧有侧刺；三类为后缘主刺弱．有较多的侧蒯。腹毛 l—X细 

小，分 3—5枝，2一 X和 3～X均分 2—4枝，4一X9株，每株分 3—4枝，纵列于节X腹 

面，依次渐短，无{孵区。 

讨论 本种与金线阿蚊 Ar．aureotineatits(Leicester，1908)相似，两者的主要区别如 

下表 l。 

表 1 云南阿蚊与金线阿蚊形态特征比较 

Tab．1 Compared Ar．y~nnanen$i5 wich Ar aureotieatus on morphologic characteristic 

标本记录 正模 早j配摸 1 Sj副模 7 g ；6早早，幼虫 4，蛹皮 8，采自云南省景 

洪县竹穴积永，海拔 870 m(董利民，Ⅺ，1993)垒部标本保存在云南省疟疾防治研究所标 

本室。 

6 环须阿蚊 Arm髓eres(Leicesteria)annulipalpis Theobald，1910 

Theobald，1910．Indian MUS Rec 4：6(草j Brevirhynchus) 

Barraud． P．J l934 Family Culicidae．Trbes M egarhinini and Culicini．The Fauna 

of British India． including Ceylon and Burma．Diptera．Vol V．327 PP 

Thurm an， E． B． 1959． A c0nt bution to a revision Of the  Cu1icidae of northern 

Thailand， Univ．M aryland Agr．Exp Str．Bull A—l0O， 95 PP 

雌蚊触须为喙长的 1／2，有一清晰的 中自环。前足基节有宽长的黑鳞斑。腹节Ⅲ一 

Ⅶ背板两侧有人字形白斑，腹板Ⅱ一Ⅵ有亚端自带。雄蚊触须有 3个自环，抱肢基节基内 

叶顶端有 5个长度递减的扁刺，抱肢端节末端膨大井内凹呈弧形，指爪 12一l4个成弧形 

排列。阳茎末端膨大花瓣状，有基侧齿 4--5个。幼虫栉齿 31—35个，末端略膨大而分 

裂，具短钝的端缱，部分齿有删罐。 

分布 西双版纳卅『，思茅地区，临沧地区，德宏州，麻粟坡，马关，富宁，金乎，红 

河，绿春，河口，元江，新平，龙陵，昌宁。 

7 环跗阿蚊 Armigeres(Leicesteria)annulitarsis Leicester，1908 

Leicester，1908 Cu1．Malaya{99(暑， ；Leicesteria) 

Barraud． P．J．1934 Family Culicidae Trbes M egarhinini and Culicini．The Fauna 

of British India． including Ceylon and Burma．Diptera．Vo1．v 325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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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man， E B． 1959． A contribution to a revision of the Culicidae of northern 

Thailand， Univ．M aryland Agr．Exp．Str．Bul1 A—i0O． 96 PP 

雌蚊唇基具淡鳞，触须顶端淡色。足后跗 I一Ⅲ有明显的基白环。腹节Ⅱ一Ⅶ背板有 

侧白斑，节Ⅲ一Ⅶ除有自斑外尚有黄褐侧斑，腹板Ⅲ一Ⅵ具端黑带。雄蚊抱肢基节基内叶 

顶端有 1O— i l个指头状粗刺，重叠排列为前后两行，粗刺基部为一丛密集的刚毛。抱肢 

端节长，回折时超过基内叶基部，指爪 5个， 中间 3个短。附茎直筒状，端部有一些小 

齿，无侧齿。幼虫栉齿为 2O一28个，末端分裂为缒状。 

本种雄蚊抱肢基节基内叶基部有一些刚毛，基节背内缘也有少量刚毛，但云南标本基 

内叶基部为一密集的刚毛丛，基节背内缴的刚毛长而密，逸与泰国，马来西亚的标本有所 

不同，而其他特征则基本一致。 

分布 西双版纳州，镇康，耿马，沧源，瑞丽，盈江，潞西，陇川，畹町，红河，河 

口，金平，绿春，思茅，孟连，澜沧，景谷，昔洱，元江，新平。 

8 五指阿蚊 Armigeres(Leicesteria)digitatus Edwards，1914 

Edwards，19 14．Bul Ent．Res．4：262(S，"7-；Leicesteria) 

Barraud． P．J．1 934．Family Culicidae Trbes M egarhj nini and Culicini The Fauna 

of British India， including Ceylon and Burma．Diptera．Vo1．V．330 PP 

Thurman， E．B． 1 959．A contribution to a revision of the Culicidae of northern 

Thailand， Univ．M aryland Agr．Exp Str．Bul1．A一100， 98 PP 

雌蚊触颁为喙长的 3／5，唇基光裸。前胸侧板与前足基节相连处有一黑鳞斑。酎节 

暗色。腹节Ⅱ一Ⅶ背板有删白斑，节Ⅳ一 Ⅶ的白斑可伸展到背面。雄蚊抱胺基节基内叶顶 

端有短粗端尖的扁刺 8—9根，为不规则的两行，抱肢端苇末端不膨大，有指爪 5个并约 

等长：阳茎基窄端宽，末端膨大花瓣状，有删齿 7个。幼虫栉齿 25～3O个，末端分裂。 

腹节 I～ V腹面有细刺区。 

本种雄蚊抱肢基节基内叶上有 7个端尖的扁刺；抱肢端节指爪其 中一个较长而端尖， 

云南标本基 内叶上的扁刺为 8～9根，且短而粗牡，指爪 5个约等长，与其他地区有所不 

同，有明显的地区差异。 

分布 西双版纳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德宏州，保山，龙陵，昌宁，红河，元 

阳，金平，河 口，麻栗坡，富宁．元江，绿春，新平。 

9 黄色阿蚊 Arm eres(Leicesteria)fta~s Leicester，i908 

Leicester， i908．Cu1．Malaya： 10l(0， ；Chaetomyia) 

Barraud． P．J． 1934．Fam ily Culicidae．Trbes M egarhinini and Culicini The Fauna 

of British India， including Ceylon and Burma．Diptera．Vo1．V 321—324 PP 

Thurman． E． B． 1 959 A contribution to a vjsion of the Culicidae of northern 

Thailand， Univ Maryland Agr．Exp．Str．Bul1．A—l00． 104—105 PP 

雌蚊触须为喙长的 1／2。 中胸后背片有一小丛剐毛或鳞。各足跗节有不清晰的白 

环，腹节 Ⅱ一Ⅵ背板有黄色端 中斑，雄蚊腹节Ⅸ背板两侧突发达 山丘状，其上有 i 5—2O 

根刚毛。抱肢基节基内叶有 2～3根粗刺，抱肢端节略膨大，指爪 5—6个。阳茎末端膨大 

花瓣状，有侧齿 5—6个。幼虫栉齿 lO—i4个，末端分裂呈扇状。尾鞍的腹片发达与背片 

约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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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种是阿蚊属中个体变异较大的种之一，其变异由幼虫至成蚊均可见到。在云南标本 

中，雄蚊抱肢基 节基内叶有 3粗刺占 68 8％}有 2粗刺或一侧 2另一侧为 3粗刺者占 

32．2％。抱肢端节指爪 6个者占 71．5％，5个者占 28．5％，指爪的形状及排列亦有差异。 

幼虫栉齿数一般 1O一 14个，但也有少到 7个，多至 16个者。 

分布 西双版纳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保山地区，德宏州，畹町镇，文山州，红 

河州，永平，双柏，元谋，新平，元江。 

10 白斑 阿蚊 Armigeres(Leicesteria)inchoatus Barraud， 1927 

Baffaud，P．J．1927 India．Jour．Med．Res．14：544(8，早) 

Baffaud． P．J． I934． Family Cufieidae． Trbes M egarhinini and Cuficini． The 

Fauna of British India． including Ceylon and Burma． DIDtera． Vol V 

． 328 PP 

雌蚊触须为喙长的 1／2，前足基节有一黑鳞斑，各足跗节 I一Ⅲ有清晰的基白环， 

腹节 Ⅱ一Ⅶ背板有侧白斑，节Ⅳ一Ⅶ可伸展到背面，腹板 Ⅱ一Ⅶ具斜行端黑带。雄蚊触须 

有不清晰的 白环，抱肢基节基内叶有长度递增的粗刺 4--5根，抱肢端节末端膨大，指爪 

l1— 13个，外侧一个较其他为长。阳茎端部膨大花瓣状，基部窄，有不明显的侧齿 4--5 

个。幼虫头毛 4—c 分 5—13枝，栉齿 35—45个，末端扩大并分裂，有刺罐。 

分布 西双版纳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德宏州，红河，元阳，河 口，麻栗坡，金 

平，绿春，畹町镇。 

1 1 长须阿蚊 Armigeres(Leicesteria)longipalpis Leicester，1904 

Leicester and  Theobald， 1904．Entom．37：2l1(8， ) 

Thurman． E．B． 1959． A contribution to a revision of the CulicMRe of northern 

Thailand， Univ M aryland Agr．Exp．Str．Bul1．A一100， 100—101 PP 

雌蚊触须为喙长的 3／5，腹面有一淡色纵线。前足基节有一黑鳞斑，各跗节一致暗 

色。腹节背板 Ⅱ一Ⅶ具端白带，并与侧白斑相连呈“u”字形。抱肢基节短粗，基内叶有 3 

根端尖粗刺，抱肢端节形状特殊，呈三角形，亚端部有一内伸的三角形膜质片，其上有 4 
— 5根小刺毛，指爪 3个，小而端尖。幼虫栉齿 65—75个，分为大、中、小三类，每齿 

均有刺遴，其中大齿后端有 1--2个中央主刺。 

分布 西双版纳州，思茅，澜沧，孟连，西盟，江城，镇康，耿马，沧源，盈江，陇 

川，瑞丽，潞西，麻栗坡，金平，绿春，元江。 

12 巨型阿蚊 Armigeres(Lewester~)magnus Theobald，1908 

Theobald． 19O8．Indian MUS．Rec．2：293(8， 早，Brrvirhynchus) 

Barraud． P．J． 1934． Fam ily Culicidae． Trbes M egarhinini and  Cufieini． The 

Fauna of British India． including Ceylon and Burma． Diptera Vo1． V 

324—325 PP 

Tburm an． E． B． 1959 A contribution to a revision of the Culicidae of northern 

Thailand， Univ．M aryland Agr．Exp．Str．Bul1．A一100， 101—102 PP 

雌蚊触须为喙长的 3／5，唇基有白鳞，前足基节有一黑鳞斑，各足跗节有不清晰的 

淡色环。腹节背板 Ⅱ一 Ⅶ有淡黄基中斑，两侧为淡色或黄色侧斑。雄蚊抱肢基节基内叶有 

4个长度递增的粗刺，抱肢端节背缘有窄鳞，指爪 8一 l1个，平行排列，中端略短。阳茎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期 聋学 悟等：石南阿蚊屠和 一新种记述【双翘目：蚊科) 】03 

有 4个粗而长的侧齿。幼虫栉齿 4—7个，末端分裂成 3—6个尖刺。尾鞍有一很小的附加 

腹片，位于栅区前。 

本种 阿蚊腹节 Ⅱ一Ⅶ背板有黄色基 中斑是其主要鉴别特征之一，云南标本此特征变异 

较大。74．5％的标本 Ⅱ一 v的黄色基中斑很小，或被几片淡鳞所代替， l8．1％的标本Ⅱ一 

Ⅳ背板无黄斑一致暗色，少数标本节 Ⅱ有显著基 白斑或带。 

分布 西双版纳州，思茅，澜沧，孟连，西盟，江城，普洱，景谷，临沧地区，德宏 

州，畹町镇，文山州，红河州，保山地区，新平，元江，元谋。 

l 3 多指阿蚊 Arm ere8(Leicesteria)omissus Edwards，1914 

Edwards，19 14．Bu1．Ent．Res．5：76(S，草，L：Leicesteria) 

Barraud． P．J． 1 934． Family Culicidae． Trbes M egarhinini and Culicini． The 

Fauna of British India． including Ceylon and Burma． Diptera． Vo1． V 

．330—33l PP 

Thurman， E．B． 1959 A contribution to a revision of the Culicidae of northern 

Thailand， Univ．M aryland Agr．Exp Str．Bull A 100， 102 103 PP 

雌蚊触须为喙长的 3／5，唇基光裸或有少量淡鳞。前胸侧板至前足基节有 2个黑鳞 

带或斑，各跗节有不清晰的白环，腹节 Ⅱ Ⅶ背板具黄褐色基带或斑 ，两侧有斜行侧白 

斑，基位上尚有黄褐侧斑。雄蚊抱肢基节基内叶有 3根端尖粗刺，内侧 2根靠紧，外侧 l 

根远离。抱肢端节末端极度膨大，中部外凸，指爪 l2— 15个。外侧一个尖而长。阳茎端 

部膨大花瓣状，亚基部有 3个不 明显侧齿。幼虫栉齿 20—34个，每齿有 1—2强的端刺， 

另有侧刺。 

本种阿蚊成蚊与幼虫在形态特征上与泰国，马来亚等国的标本有明显不 同之处，云南 

标本雄蚊抱肢端节光滑无鳞，阳茎亚基部有 3个不明显的侧齿，而泰国等地的标本抱肢端 

节背缘有窄鳞，阳茎无侧齿。在幼虫栉齿数量上，云南标本为 2O一34个，泰国等地标本 

仅为 l0—25个。上述差异属于何种性质，尚需进一步研究。 

分布 西双版纳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德宏州，畹町镇，麻栗坡，富宁，河口， 

金平，绿春，红河，新平，元江。 

致谢 王丕玉主管医师为附图复墨， 日本琉球大学 lchiro Miyagi教授提供重要文 

献，均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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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GENUS Armigeres OF YUNNAN W rrH 

DESCRIPTIoN oF A NEW  SPECIES 

(Diptera：Culicidae) 

Dong Xueshu Zhou Hongning Dong Lim ing 

(Yunnan Institute ofAmi--Malaria Research 66500) 

Abstraet 

The present paper reports the genus Armigeres of Yunnan， totally 13 valid 

species， including a new species； the new species is closed to Ar． aureolineatus and 

their differences are as follows： 

Holotype： 1 fem ale； allotype， 1 m ale； paratypes， 7 males， 6 fem ales and 4 

larvae， all collected from bamboo holes in Jinhong of Yunnan Province(Dong， Ⅺ ， 

1993)； all types deposited in the Institute of Malaria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Yunnan Province． 

Key words Yunnan， Diptera， Genus of Armigeres， New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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