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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条天牛(非中国种)检疫鉴定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明确了白条天牛属中国种与非中国种的检疫鉴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进出境木材、板材和木包装等携带的白条天牛属昆虫的检疫鉴定。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前胸背板侧刺突 pronotumlateralspinae
前胸背板两侧中部具有突出的尖狭端部,通常呈刺状的瘤突(附录A图A.1)。

2.2
后胸前侧片 metaepisternum
后胸背板的前侧片(附录A图A.2)。

2.3 
前胸后背板褶 postnotalfold
天牛幼虫背板后缘褶状区域,其上常着生数排大小不一的颗粒(附录A图A.6)。

2.4 
前胸腹板主腹片 prosternummediopraesternum
天牛幼虫前胸腹板中央半圆形或三角形区域。

2.5 
步泡突 ambulatoryampullae
天牛幼虫1节~6节或1节~7节的腹背部非常相似,具有大型肉质的卵形突起,即步泡突,步泡突

有助于虫体在坑道内移动(附录A图A.6)。

3 白条天牛属基本信息

学名:BatoceraDejean
异名:MegacriodesPascoe,1866

SemibatoceraKriesche,1914
TyrannolammiaKriesche,1914

隶属于鞘翅目Coleoptera,天牛科Cerambycidae,沟胫天牛亚科Lamiinae,白条天牛族Batocerini。
族内与该属形态较相近的属有粒肩天牛属AprionaChevrolat。白条天牛属全世界记载命名55种,我
国已记录11种。其他信息参见附录B。

4 方法原理

根据白条天牛的为害状,在检疫现场中观察进境阔叶类的带皮原木、枝条等,取得成虫虫样,发现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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