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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螳螂》从历史文化、螳螂习性、种类介绍、饲养繁殖等多个方面来解说螳螂这类昆虫。
作者集多年野外采集成果，通过近干幅标本和生态照片展示了中国的螳螂一百余种。
《中国螳螂》是一枚响亮的号角，在昆虫知识科普、另类宠物文化和微距摄影方面，都有不俗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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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螳螂的分类地位 螳螂、蜚蠊和白蚁这三类昆虫共同拥有突出的幕骨，雌性产卵器
极度退化或至少大部分隐藏于外生殖腔中，这些共有特征可表明这三类昆虫毋庸置疑的亲缘关系，甚
至为一个好的单系群，被称为网翅目（Palaeodictyoptera）。
 1992年Thorne和Carpenter以70种昆虫的形态特征分析了网翅目的亲缘性：Grimaldi（1997）依据化石讨
论了网翅类昆虫的内在关联，并于2003年的又章（A Revision of Cretaceous Mantis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Including New Taxa），检视了所有侏罗纪现存螳螂属的化石标本，后从形态特征上分析
了其亲缘性。
分子手段也应用于高级阶元的分类系统学研究中。
Maekawa et al.（1999）分析了网翅目的COIl基因；Kambhampati（1995）分析了网翅目的16S rRNA和12S
rRNA；Lo et al.（2000）分析网翅目的18S rRNA、CO|1和EG。
DeSalle（1992）等从白垩世琥珀标本中提取螳螂的16S rDNA和18S rDNA，以18S rDNA进行了网翅目亲
缘关系的分析，并且结合形态特征，作出支持网翅类为单系群的结论；2001年Wheeler et al.分析了网翅
目的18S rDNA、28S rDNA和275种网翅类昆虫的形态特征。
 Maekawa et al.（1999）及Lo et al.（2000）的研究认为螳螂目为（蜚蠊目+等翅目）的姊妹群：
而Kristensen（1994）及Grimaldi（1997）认为（螳螂目+等翅目+蜚蠊目）彼此互为姊妹群；Grimaldi
（2003）认为蜚蠊目为（螳螂目+等翅目）的姊妹群；多数学者认同（螳螂目+蜚蠊目）为等翅目的姊
妹群（Boudreaux，1987；Thorne and Carpenter，1992；DeSalle et al.，l992；Kambhampati，1995
；Wheeleretal.，2001）。
 螳螂的目级地位尚有争议，争论主要集中在螳螂类应为一个独立目，或和蜚蠊类Blattodea并为网
翅Dictyoptera。
较近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了螳螂和蜚蠊的亲缘关系，Boudreaux的关系谱：{纺足目+[（蛩蠊目+（革翅
目+（螳螂目+（蜚蠊目+等翅目））））（竹节虫目+（直翅目长角亚目Ensifera+直翅目短角亚
目Caelifera））]}可能更具有理论和实际基础，即螳螂和蜚蠊同为网翅目下的不同亚目，而昔日的等翅
目Isoptera则仅为蜚蠊亚目中的一类。
然而，时至今日，网翅类的关系和地位尚在诸多争议之中。
Inward et al.（2007）发表论文（Death of an order：a comprehensive molecular phylogenetic study confirms
that termites are eusocial cockroaches）中证实白蚁与蜚蠊的关系应更近于蜚蠊与螳螂。
白蚁在蜚蠊类中应处于何种地位，尚未见被广泛认可的系统。
目前，愈来愈多的学者认为白蚁是一类社会化的蜚蠊，在白蚁与蟑螂之中较为原始的隐尾蠊
（Cryptocercidae）体内均共生鞭毛虫（以帮助消化纤维素）也可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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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螳螂》作者希望通过团队的共同努力，为广大爱好者制作更多介绍中国原生物种的精良读物。
螳螂是一类习性隐秘的昆虫，利用各种外形拟态伪装自己，欺骗天敌，伏击猎物。
螳螂是天生的杀手，昆虫世界中的虎豹，其凶残背后，亦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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