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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南岛尖峰岭的钩蛾科昆出 区系
,

经过调研共采到13 属24 种
,

约占我 国

已知种的 30 %
,

其 中有海南新记录20 种
。
以属 为单元

,
山钩峨属

、

卑钩蛾属和黄钩

蛾属为优势属 ; 以种 为单元
,

直缘卑钩蛾
、

角山钩蛾
、

窗血 巨钩蛾
、

交让木钩蛾
、

黄胫褚钩蛾和紫带揭钩蛾为优势种
。

在四 种森林植被类型 中
,
以热带山地雨林钩蛾

的属
、

种数及虫 口数为最多
,

这与该类型维管束植物的种数最多相 同步
。

尖峰岭各

月都有成虫 出现
,

多数虫种高峰月集中在 l
、

2 月
。

关健词 海南岛尖峰岭 , 昆虫 区系, 钩峨科

钩蛾科是尖峰岭昆虫区系研究中的一个科
。

其研究目的
、

意义和方法已在第一篇报告中

述及 [’] ,

本文从略
。

一
、

区系组成及生态分布

(一) 全林区

尖峰岭林区位于海南岛西南部
,

北 纬 2 5
0

2 3 ’

一 1 5
“

5 2 ‘ ,

东 经 1 0 5
“

4 6 ‘一 1 0 9
“

0 2
‘ ,

面积

4 72 km Z 。

地貌为低山至中山山地
,

主峰海拔1 41 2 m
。

全年温暖
,

分干湿两季
,

11 一 4 月为

旱季
,

5 一10 月为湿季
,

全年有 8 0一90 %的雨量集中于此季
。

林区内的乔灌木树种有 74 科

1 7 1属3 0 3种
。

钩蛾是个小科
,

世界已知约 4 00 种
,

我国记载约80 种
,

主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
’)

。

尖峰岭

的钩蛾
,

据笔者等1 9 8 1一 1 9 8 3年的调研结果
,

计有13 属24 种 (表 1 )
,

其中有海南新记录2 0种
,

包括朱弘复
、

王林瑶的新种 5 种
。

由表 1 可见
,

以属为单元
,

在 13 个属中
,

山钩蛾属 O le 公a
、

卑钩蛾属 B et al 西盯 a 和黄钩蛾

属 T 万d re p an
a
为优势属

,

虫种数之和
,

占全科虫种数的 58 % ; 以种为单元
,

在 24 种中
,

直

缘卑钩蛾
、

角山钩蛾
、

窗斑巨钩蛾
、

交让木钩蛾
、

黄胫姑钩蛾和紫带褐钩蛾 6 种为优势种
,

诱蛾量之和
,

占全科诱蛾量的 61 %
。

其中诱蛾量较多的种是波纹黄钩蛾
、

双斑黄钩蛾
、

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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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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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钩蛾
、

黄钩蛾
、

总的来看

点带山钩蛾
;
诱蛾量中等的是白星黄钩蛾

、

洋麻钩蛾
、

窗翅钩蛾
、

叉线卑钩蛾
、

光

尾钩蛾 ; 诱蛾量甚少的是接骨木山钩蛾
、

白肩卑钩蛾
、

宏山钩蛾
、

x x 卑钩蛾
。

但
,

钩蛾科的虫口数量均很少
,

平均每种诱蛾量只有1 0
.

67 只
,

最多一种才50 只
。

表 1 钩蛾科种 类数量及其生态分布 (尖峰岭
,

1 9 81 一1 95 3 )

_ _

一一立
_

_
_

_
_

二
_

_ ⋯笠匕翌鳄泣匡避

甘
⋯⋯⋯

1

⋯
⋯

⋯
立止下下于州时

一

升
一

器
一

{习万口
注 : ¹ 在各类型诱 到鳅的各灯次中

,
以平均诱蚁量最少的数盘 (0

.

020 只 ) 为 1 。

º 表中 A 代表热带半落叶季 雨林 , B 代表热带常绿季雨林 , C 代表热带山地雨林
, D 代表山顶苔鲜 矮林 ,

△为朱

弘复
、

王林瑶新种 ,
什为海南新记录

。

(二 ) 四种主要森林植被类型
1 .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此类型分布在100 一25 0 ( 4OO) m 的低丘或河旁
,

坡缓
,

地形开阔
。

年平均气温 2 4 . 5 ℃
,

年降水量 1 6 34 。 3 刀n r n ,

年蒸发量 1 8 58
. 4 r n i n ,

相对湿度 80 % ,

为全

林区较干热的类型
。

在干热的旱季
,

出现不同程度的落叶现象
。

干热的林下灌木密集
、

阳先

不足
,

维管束植物有7 4种
。

在这种环境中诱到钩蛾有 4 属 5种
,

它们是洋麻钩蛾
、

紫带褐钓

蛾
、

双斑黄钩蛾
、

光黄钩蛾和曲突山钩蛾
,

其中以洋麻钩蛾虫口数较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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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热带常绿季雨林 分布在20 0一 6 O0( 7 O0) m 的山坡中
、

下部
,

多为林区外围的迎风面
,

坡度大
,

地形开阔
。

年平均气温 24 ℃
,

年降水量 2 60 0 m m
,

年蒸发量 1 3 00 m m
,

相对湿度

88 %
,

常风大
,

旱季林内干燥
,

地被物稀少
。

维管束植物有83 种
。

在该类型 中诱到钩蛾 7 属

9 种
,

它们是角山钩蛾
、

直缘卑钩蛾
、

光黄钩蛾
、

白星黄钩蛾
、

双斑黄钩蛾
、

新紫线钩峨
、

洋麻钩蛾
、

紫带褐钩蛾和黄胫精钩蛾
,

其中以直缘卑钩蛾 虫口数量最多
。

3
.

热带 山地雨 林 在海拔 7。。( 6 5。)一 1 2 。。m 的各种地形内均有分布
,

为该林 区面 积

最大的类型
。

年平均气温 1 9
.

7 ℃
,

最冷月均温 1 5
.

1 ℃
,

年降水量 2 6 5 1
.

3 m m
,

年蒸 发量

1 31 0
.

9 m m
,

相对湿度 88 %
,

常风小
。

林木高大
,

树种复杂
,

优势种不 明显
,

层 次不清
,

下木和地被物种类简单
,

维管束植物有 1 67 种
。

该类型诱到的钩蛾有11 属 19 种
,

它们是点带

山钩蛾
、

角 山钩蛾
、

接骨木山钩蛾
、

曲突山钩蛾
、

叉线卑钩蛾
、

直缘卑钩蛾
、

x x
卑钩蛾

、

光黄钩蛾
、

波纹黄钩蛾
、

白星黄钩蛾
、

双斑黄钩蛾
、

窗斑 巨钩蛾
、

豆点丽钩蛾
、

洋麻钩蛾
、

交让木钩蛾
、

窗翅钩蛾
、

紫带褐钩蛾
、

黄胫桔钩蛾和尾钩蛾
,

其中以角 山钩蛾虫口数最多
。

4
.

山顶 苔鲜矮林 分布在海拔 1 Zo om 以上的孤峰或狭窄山脊上
,

面积不大
,

年平均气

温 18 ℃
,

相对湿度 88 % 以上
,

常风大
,

旱季有云雾笼罩
。

林木低矮弯曲
,

树干上附生苔醉

植物
,

树种单纯
,

维管束植物有 83 种
。

该类型诱到钩蛾 7 属10 种
,

它们是角山钩蛾
、

曲突山

钩蛾
、

白肩卑钩蛾
、

叉线卑钩蛾
、

直缘卑钩蛾
、

窗斑 巨钩蛾
、

交让木钩蛾
、

窗翅钩蛾
、

紫带

褐钩蛾和尾钩蛾
,

其中以角山钩蛾
、

白肩卑钩蛾和窗斑巨钩蛾虫口数量最多
。

关于钩蛾与寄主的关系
,

由表 2 可以明显地看出
,

在四种森林植被类型中
,

以热带山地

雨林 ( C )钩蛾的属
、

种数最多
,

而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A )钩蛾的属
、

种数最少
,

前者比后者

约高出三 至四倍
,

同时
,

在维管束植物种数方面
,

也是前者比后者高出两倍 以上
。

这种同步

现象说明了寄主植物种类愈多
,

愈能适应多种钩蛾取食的需要
,

它们之间在种的数量上存在

着正比例关系
。

表 2 各植被类型 中钩峨属
、

种及维管束植物种 (尖峰岭
, 1 981 一 19 83 )

~ \
_

A } B 」 c { D

城、

沪泛卜
·

比比 例例 数 份份

维管束植 物种

钩 蛾 属

钩 蛾 种

8 3 1
.

12

一
9

一
1

.

8 0

::

D

二

⋯
比

{

一

8 0 一 1 0

1 2

7 5

0 O

71
0曰幽卜,上,几�丈

再就钩蛾虫口数量而言 (表 1 ) ,

四种森林植被类型虫口数量 之 比 为 A : B , C : D 二 1 :

10
:

1 2
:
6

,

同样是热带山地雨林 ( C )最多
,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最少
。

从钩蛾分布类型数与其虫口数量的关系来看 (表 1 ) ,

广分布种比窄分布种虫口数量大
。

一般说
,

广分布种比窄分布种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强
。

属于各类型的代表种
,

计有点带山钓

蛾
、

接骨木山钩蛾
、 x x 卑钩蛾

、

波纹黄钩蛾和豆点丽钩蛾为热带山地雨林代表种 , 新紫线

钩蛾为热带常绿季雨林代表种 , 白肩卑钩蛾为山顶苔醉矮林代表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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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地 理 分 布

钩蛾科昆虫的地理分布很特殊
,

主要分布在东亚
,

许多种是中国特征种
,

作 为物种起源

研究颇有价值汇“
, ‘1,

尖峰岭林区的24 种钩蛾
,

在海南各地的分布
,

系笔者等调查结果
,

而 国

内其他省 (区 )及国外分布情况 [ 2
, 3 , “〕,

如表 3
。

表 3 尖峰岭钩蛾在国内外的分布

不不沁牡牡
国 内内 国 外外

海海海 南 ¹¹ 广广 广广 福福 台台 万万 四四 贵贵 湖湖 湖湖 江江 浙浙 山山 山山 河河 陕陕 西西 锡锡 印印 缅缅越越 日日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西西 建建 湾湾 南南 川川 州州 南南 才匕匕西西 江江 东东 西西 南南 西西 藏藏 金金度度 甸甸 南南 本本
1111111中部部 东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四四四句、、、、、、、、、、、、、、、、、、、、、、、、、

点点带山钩峨峨峨 了了 了了 一一{

⋯⋯
侧

⋯⋯⋯
了了 召召 了了 记记 了了 了了“

⋯⋯
了了了

⋯⋯⋯⋯
“

⋯⋯⋯
了了 了了

}}}

⋯⋯⋯
’’!⋯⋯⋯
““

角角 山钩 蛾蛾蛾 了了 了了
!!!

} {{{ }}}}}} 切切 了了了 切切切 召

⋯⋯
了

··

!!!!、、、 了了
}}}

切切记记
’

}了了
,

了

⋯⋯
了了

接接骨木 山钩蛾蛾蛾 了了 训训
{{{

⋯⋯
了了 了了 丫丫 识识识 召召召 训训 丫丫

⋯⋯⋯⋯⋯ 识识识识 侧}}}}}}} 了了

曲曲突山钩峨峨峨 了了 召召 {{{ }}} 了了 {{{ 了了 训训训 了了了 了

⋯⋯
了了 {{{{{{{{{{{{{{ 召召召召

⋯⋯宏宏山钩蛾蛾蛾 侧侧 识识
lll 了了 }}} 了了了 了了了了了 了了

’

了了 !!!----------------- 了了

团团花山钩蚁蚁蚁 了了 了了 {{{ 了了

lll
了了了 召召召召召召 犷犷

⋯⋯
{{{{{{{{{{{{{{{{{ 了了

白白肩卑钩蛾蛾蛾 丫丫 了了 {{{{{ 」」 了了了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

叉叉线卑钩蛾蛾蛾 了了了
lllll

斌斌斌斌 亿亿亿亿亿亿亿亿

⋯⋯⋯⋯⋯⋯⋯⋯⋯⋯直直缘卑钩蛾蛾蛾蛾蛾 亿亿亿 。

{{{{{{{{{{{{{{{{{{{{{{{{{{{{{{{{{{{{{{{大大 X 卑钩蛾蛾蛾蛾蛾蛾蛾 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光光黄钩蛾蛾蛾蛾蛾蛾蛾 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认

波波纹黄钩蛾蛾蛾蛾蛾蛾蛾 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白白星黄钩蛾蛾蛾蛾蛾蛾蛾 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双双斑黄钩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蛾

新新紫线钩蛾蛾

窗窗斑 巨钩蛾蛾

豆豆点丽钩蛾蛾

洋洋麻钩蛾蛾

交交让木钩蛾蛾

窗窗翅钩蚁蚁

海海南铃钩 蛾蛾

紫紫带褐钩蛾蛾

黄黄胫赦钩 蛾蛾

尾尾 钩 蛾蛾

¹ 海南采 到钩蛾 的地点 : 西部是指尖峰 岭
、

卡法岭
、

坝王岭 , 中部是指黎母岭
、

南高岭
、

阿陀岭, 东部是指 吊罗山
.

作为钩蛾科两亚科之一的山钩蛾亚科是东洋界特产
,

古北界偶有分布〔“〕
。

从钩蛾亚科尖

峰岭的种类来看
,

情况亦相仿
。

由表 3 可见
,

尖峰岭的钩蛾在其他各省 (区 )分布的计有四川
、

福建各 8 种
,

浙江 6 种
,

台湾
、

江西各 5 种
,

云南
、

湖南各 4 种
,

陕西 3种
,

广西 2 种
,

广

东
、

贵州
、

湖北
、

山东
、

山西
、

河南
、

西藏各 1种
。

据朱弘复等对中国山钩蛾亚科昆虫地理分布的分析
,

认为四川
、

福建一带种数密集
,

按

地理分布原理可以推测该地是发源地带〔‘l。 笔者等在尖峰岭的采集结果表明
,

除分布于四川
、

福建的种数较多
,

与朱弘复等的分析相吻合外
,

还认为海南尖峰岭的种类十分丰富
,

亦可视

为发源地带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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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成虫出现动态

观测成虫出现动态
,

在于查明自然界成虫出现的时间和数量
。

通过三年 23 1灯次的诱蛾结

果 (表 4 )表明
: 以科为单元

,

全 年 按 月 统 表 4 全年诱到成虫的月份和月数
(尖峰岭

, 1 9 8 1一1 9 8 3 )

虫 名

⋯
“ “ “ ”王 月 {诱到成

}虫月 数
(个月 )

3 、 1。
、

1 1 、
12

{
5

2 .
、

‘
、

5
、

7
、

8
、

1 0 、

1 2 、 2 2 } 9

人.bCJ1
.月几Jn甘
�
l�匕咋矛�h�bl‘一

.孟

.

!

⋯⋯
l

、 5
、

6
、

7 、 9

、、、

⋯
咋‘司1
6
.
上

计
, 1 一12 月各月都能诱到成虫

,

但以种为

单元
,

诱到成虫的月数
,

有 1 一10 个 月 不

等
。

在一年中
, 1 一 3 个月诱到成虫的有接

骨木山钩蛾
、

团花山钩蛾
、

叉线卑钩蛾
、

冰

x 卑钩蛾
、

新紫线钩蛾
、

豆点丽钩蛾
、

尾钩

蛾和白肩卑钩 蛾 8 种
,

占36 %
,

种均诱蛾量

为2
.

5只 , 4 一 6 个月诱到成虫的有点 带 山

钩蛾
、

曲突山钩 蛾
、

光黄钩蛾
、

白 星 黄 钩

蛾
、

双斑黄钩蛾
、

洋麻钩蛾和 窗 翅 钩 蛾 7

种
,

占3 2 %
,

种均诱蛾 量 9 只 , 7 一 10 个月

诱到成虫的有角山钩蛾
、

直缘卑钩蛾
、

波纹

黄钩蛾
、

窗斑巨钩蛾
、

交让木钩蛾
、

紫带褐

钩蛾和黄胫褚钩蛾 7 种
,

占32 %
,

种均诱蛾

量2 4
.

4只
。

各种诱蛾量高峰 月 出 现的 月份

及比例
, 1 月占5 0 %

,

2 月占2 2 %
, 7 月占

1 1 %
, 6

、

9
、

1 1月各占 6 %
。

由此可见
,

诱蛾量高峰月多数虫种 是 在 1
、

2 月
。

再

有
,

诱到成虫的月数愈多
,

诱蛾量亦愈大
,

由此可以推测
,

诱到成虫的月数多少与年世

代数成正比
。

点带 山钩蛾

角 山钧蚁

接骨木山 钩峨

曲突 山钩峨

团花山 钩蚁 一

白肩卑钩峨

叉 线卑钩蛾

直缘卑钩蚁
、 又 卑钩蚁

’

光黄钩蛾 一

波纹黄钓蚁
一

白星黄钧蚁 {
双斑黄钩蚁
新紫级钩蚁 }
窗斑巨钩蛾 ⋯
豆点丽钩蛾 一

洋麻钩 粼

交让木钩蚁

窗翅钓 蚁

紫带 码钩坎 {

黄肚 郝钩峨

尾 钩 蚁 一

4
、

6 . 、 8

1

1 .
、

4 、 12

1 介、 2 、 3 、 4
、

5
、

7 、 8 、

9
、

1 1
、 12

1 2

4
、

5
、 6

、

7
、

9 .

1 . 、 4 、 6
、

7
、

8
、

1 1
、 1 2

1 .
、

4 、

5
、 1 0

、

1 1
、

1 2

1 .
、

2 、 9
、

1 0
、

1 1
、

1 2

1 1

1 .
、 4 、

5
、

6 、 9 、

11
、 1 2

12

5
、

7 . 、 8
、

1 1

1 .
、

4 、

5
、

C
、

7
、

3
、

9 、 1 1

4 、

5
、

7 .
、

9 、 12

2 .
、

4
、

5
、

6
、 8 、

1 0、 1 1
、 1 2

1 、 2 .
、

3
、

4 、

5
、

7
、 8

4 、 1 1 . 、
1 2 1

关 示诱峨贵高蜂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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