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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

摘要 尖峰岭的琪蛾科昆虫是 当地蛾类中三 大科之一
。

采用黑光灯诱浓
,

共得标

本36 0余种
,
已定名 8 亚科 61 属95 种

,
约 占1/ 4 强

。

其中野螟亚科 为优势亚科 ; 级叶舒螟

属
、

卷叶野螟属
、

蛀野螟属和绢野辉属是优势属 ; 条纹绢 野螟
、

黄环绢野螟和白斑 黑野

螟等1 0种为优势种
。

螟峨的生态分布
,
以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虫种数最 多

。

优势种的成

虫 多在下半年 出现
,
尤 以 9 月份 为最 多

。

关锐词 海南岛尖峰岭
; 螟蛾科

, 昆虫 区 系

一
、

自然概况和研究方法

尖峰岭林 区位于海南岛西南部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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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主峰海拔 1 4 12 m
。

林区有 5 种森林植被类型
,

由下至上植被顺序为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

热带常

绿季雨林
、

热带北缘沟谷雨林
、

热带山地雨林 和山顶苔醉矮林
。

除沟谷雨林之外
,

上述四种

类型是螟蛾科区系调研场所
。

有关各类型自然概况和研究方法
,

在《海南岛尖峰 岭 林 区昆虫

区系研究》总报告等多篇文章中 L卜
“}已论述

,

本文从略
。

二
、

种类组成和生态分布

在尖峰岭蛾类昆虫中
,

螟蛾科是三大科之一
。

历时三年2 31 灯次诱蛾结果
,

采到螟蛾3 60

多种
,

现已定名者约 1 / 4强
。

按定名种分析 〔‘l( 丧 1 )计有草螟亚科 2 属 2 种
,

禾螟亚科 3 属 5

种
,

斑螟亚科 2 属 2 种
,

丛螟亚科 2 属 3 种
,

歧角螟亚科 1 属 1 种
,

水螟亚科 4 属 4 种
,

螟

蛾亚科 6 属 7 种
,

野螟亚科41 属71 种
,

合计61 属95 种
。

其中 1 属 1 种的螟蛾有47 属
,

占77 % ;

1 属 2 种的有 10 属
,

占16 % ,
川属3 种以上的有 4 属

,

占 7 %
。

可见 1 属 1 种的 螟蛾占大多

数
,

反映出热带林区螟蛾属种分散的特点
,

与植被属种分散的情况相吻合川
。

该地螟蛾优势

属有缀叶野螟属 B o ty o d e s、

卷叶野螟属 S, lo p ra
、

蛀野螟属 D ic入o c : o cis 和绢野螟属 D ia pha n ia

共 4 属
,

其中绢野螟属有 1 6种
,

为特大优势属
。

在虫口数量方面
,

以 92 种螟蛾统计
,

诱蛾总量在 5 00 只 以上的有条纹绢野螟和黄环 绢 野

本文于 19 8 9 年 8 月 3 0 口收到
。

* 本研究是国家科学荃金会资助项 「l内容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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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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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握从种类生态分布和总诱虫 ,
(尖峰岭 )

态 分 布¹ 总 诱 虫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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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草螟亚科

条 奴

褐纹白草旗

( 2 ) 禾螟亚科

红尾胜禾螟

三 化 螟

圆斑黄缘禾级

歧斑黄缘禾螟

子易 边 螟

( 3 ) 斑螟亚科

豆英斑螟

株梢斑螟

(幻 丛螟亚科

盐肤木瘤丛旗

栗叶痕丛螟

麻株锄须丛旗

( 5 ) 歧角螟亚科

伊锥歧角螟

(6 ) 螟蛾亚科

灰双纹缤

赤双 纹级

蜂 果 螟

褐 鹅 级

金双点织

黑脉厚须螟

黄 旗

(7) 水琪亚科

稻暗水螟

稠筒水缤

纹窗水螟

六斑蓝水螟

( 的 野螟亚科

振子三纹野级

甘薯野螟

福角须野螟

华丽野螟

大黄级叶野螟

白杨级叶野螟

黄翅级叶野级

横线恢翅野奴

稻纵卷叶野螟

竹织叶野螟

宽缘绢野螟

绿 翅绢野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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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¹

种

生 态 分 布¹ 总 诱 虫 盈

BBBBB CCC
类

充斑纲野蚁

齿纹纲野螟

版纳纲野螟

黄杨纲野螟

条纹纲野螟

二斑纲野螟

黄环绢野奴

海绿纲野 螟

瓜纲野蚁

惊带纲野 螟

自肚专纲野螟

盾纹绢野 蚁

双点纲野螟

黄 翅绢野蚁

二条蛀野 蝶

虎纹蛀野奴

褐 翅蛀野螟

甘替蛀野 蚁

桃蛀野螟

自斑 翅野螟

齿斑 翅野蚁

自纹翅野 螟

叶展须野 蚁

丛毛展须野 蚁

网 衫仁翅野 蚁

云纹烟翅野蚁

黄 丁f 虹〔

甜菜自带野 蚁

黄 翅长亚 野 蚁

艳瘦翅野蚁

豆 蚀叶野 蚁

花生蚀叶野蚁

黑顶 白翅野蚁

紫缘野蚁

扶桑四点野蚁

豆 英野蚁

水稻刷次野 蚁

翅梳角野蚁

茉莉叶 野 蚁

云 纹叶野螟

甘薯走野螟

玉 米 蚁

黑环失 须野蚁

接骨木尖须 野 蚁

攀叶
一

苹婆野蚁

D ‘a p 人a 。‘a c a o thu : 。I‘s 认
了a li k e r .

一

D ia 尸石a n ia c , i rll u s a li s (W a lk e r )

D ‘a p }‘a 月 fa Z c li川 a li s (W a lk e r ) - 一

D : a p 儿a o ia 尸e r s 尸e e ra l‘s ( W a一k e r )

D : a 尸hu 。 , “ 5 t r‘a lfs 认
r a n g 一

D ‘a 刀人a 几 ;。 b ‘c o lo r ( S w a i n s o n ) 一

D ‘a 尹人a ” ‘a a 门”“la t a ( Fa b r ic i u s ) 一

D ‘a 尸l: u 。‘a 夕l。。c “I a l‘s ( G u e n e e )

D i a 夕人a 月‘u i o d i e a ( S a u n d e r s ) 一

D i a 尸J旧。‘a s ro la li : ( G u e n 亡e ) 一

D ia p 人a 。 ‘a 0 1夕r o p 。。c t a [‘s ( B r e m e r ) 一

D ‘a 尸J‘。 , : ‘。 ft , s a l‘: (W a lk e r ) 一

D i 。尸jja n i。 6 i z, i t r o zs: ( G u e n ‘c ) { 一

D ‘
〔; 尸人a , fa c o e s a li s ( W a lk e r ) 一

D i e J. o c : 。 。‘s (
、

人lo r o 尸}旧。t a B u tle r

D i e 人口 〔 r c 〔丫; r‘, r i a “ ( M o o r e ) 一

Z〕‘e 人。 ‘
,

r o 〔
、

; 5 5 : Jr :: s a l‘5 W a lk e r 一

D f〔
,

人。‘ r u 。二 5 d f州 i ”:j rfv a ( W a r r e n ) 一

D : 〔八。 ‘r o 〔 : : 尸 。 ,:‘
、

tffo r 。l; : (G u e n 己e ) 一
D i u s tf‘ t : s ; 。 s 尸。r s a l‘: ( Z e llo r ) 一

D i 口s t i f ri s 〔〕, Zy f
喃i 少王过J I J s ( ; u e n 亡e

一
D i a : 〔,

阴‘a l: t re r ( : t a S o o p o li

E ,‘r , 六夕尸a r o d 。 : b r u e t o o lo l: 5 Z e lle r

E : ‘r r /l夕尸。r 。) d e s c ( , : t o r zo l‘5 I la m p s o n

E p , 尸〔, 9 : : ( 。 n ‘
、

e l lo l; 5 Z e lle r
一

11‘
、

t 。
,

,
一

。‘
、

了: 。尸l‘。 : l刀阴了) l止。ra lis S w in h o e
一

打
。

,

u r t ; J :
,
; t亡 : : o fd e s 入lo o r e 一

刀“刑
‘

, , , i u r ‘,‘ 。‘r :
·u 了; 了 I了。 b r ie i u s

一

H 刀a lu b o t l‘r ‘, j‘10 1 ; ; (子u e n 亡e 一

I : 。功 月 : 孟r g , s 夕r u t i o s ‘了I Js 、V a j人e r
一

L J 泞葱尸 r o s 一r) 2(之 f了了(Zf(
、

一公r‘J l户 a b r ic iu s 一

L c 附 I , r o : 。 m a d‘。m 。 , u l ; s (G u e n 亡e ) 一

L ‘,

z‘。万月 。d ‘下 a 尹‘一以 l : 5 1矛a m p s o n 一

L ‘, b o r, 5 jo o 。}旧二 e , ‘s : : 卜飞u n r o e
一

L g g r o p ‘。 g :‘。r〔了。 a z: 5 z e 一le r
一

31 a r u e Q t e : t zj l“[ fs ( ; e y e r
一

弄I o r ‘ : 玲 lfJ u e , ; ,之i o l f: W a lk e r 一

几I o r o ‘
、

t e ,之u t o llu li s 、v。一k e r
一

N u “ : ‘, : o e 刃 e o ”: e t r a {15 G u e n 亡e 一

了v O u ‘J , 言C c 尸c r ‘尸e 〔’ I u ja ( 七a b r 一e l”s 少
’

一
o m 尸人‘s a 。。。 、一o m o : 。 z‘5 G u e n e e ’

-

O s t : fo fa 月“ b‘la l‘: ( H o b n e r ) 一

P a g y d a s a lv a l‘: W a lk e r 一

P a 夕夕d o a m 刀儿‘: a l; s (W a 一k e r )

P I‘ “r o 尸t夕“ l旧 r : : t o i ( I n o u e )

1

1

1 6

l

1 284

4

了36

2 0

8

7 O

242

30

1 9

12

3

12

9

5

2

5

4

2

1

6

33

1

444

17

11

8

2

‘ )
J

3

6

5
.

4 5

1 8 8 5

2
.

34

1
.

4 8

8

429

6

6

4

6

5

1

22



6 期 刘元福
:

海南岛尖峰岭林区昆虫区系—螟蛾科 577

续表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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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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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

表示

有分布
。

º 以诱虫量最多的一 种(条坟绢野螟诱 虫量 1 28 4只 )为百分之百 ,

其 余种类与其相 比得相应百分率
,

凡 在 1 % 以下者

未作计算
。

螟 2 种
; 10 。~ 500 只之间的有白斑黑野螟

、

黄野螟
、

豆荚野螟
、

袖木野螟
、

六斑蓝水螟
、

白

腊绢野螟
、

黄螟和水稻切叶野螟 8 种
,

以上10 种螟蛾是虫口数量方面的优势种
。

诱虫 量 10 0

只以下 的有82 种
。

由此可见
,

螟蛾科昆虫大种群很少
,

而小种群特多
。

关于上述优势种均是

灯下诱集的结果
,

但它并不能完全反映自然界的客观情况
。

因为各种螟蛾的趋光性
,

存在着

有无
、

强弱之分
,

例如在当地大发生的螟蛾
,

除灯下优势种的袖木野螟之外
,

还有弱趋光性的绿

翅绢野螟和短梳角野螟以及无趋光性的谏梢斑螟等
,

这 3种螟蛾是自然界的优势种
,

它们在

人工林中经常大发生
。

尖峰岭螟蛾的生态分布 (表 1 )
: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有 72 种
,

其中独有种20 种 ;
热带常绿

季雨林有35 种
,

其中独有种 1 种 ; 热带山地雨林有 62 种
,

其中独有种n 种 ; 山顶苔鲜矮林有

35种
,

其中独有种 3 种
。

各森林植被类型 虫种数量之比
,

即A (见表 1注
,

下同 ) :

B: c: D 二 2 . 0 6 : 1 : 1 .

7了: 1 ; 其

中独有种之比
,

即 A : B: C : D 二 2 0: 1 : 11 : 3
。

由此可见
,

无论整个虫种数或独有种数 都 是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和热带山地雨林最多
。

笔者初步认为
,

在四个类型中
,

热带山地雨林植物

种类最多
,

植食性螟蛾种类亦多
,

这是符合常规的
。

但热带半落叶季雨林植物种类少于热带

山地雨林和热带常绿季雨林 [e] ,

其螟蛾种类反而多
,

这与该类型种类多与农田毗连
,

大部分螟

蛾寄主多为水稻
、

玉米
、

甘薯
、

豆类
、

烟草
、

棉花等农作物有关
。

优势种的生态分布情况
,

从表 2 可知
,

在四种类型中每个优势种均有分布
,

说明其生态

适应较广
。

但在虫口数量比例方面
,

则各类型相差悬殊
,

尤其是黄螟
、

黄野螟和袖木野螟3种差

异甚大
,

最多者 比最少者高出166 倍之多
。

抽木野螟
、

白斑黑野螟和水稻切叶野螟适生生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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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
条纹绢野螟和六斑蓝水螟的适生生境是热带常绿季雨林

, 豆荚野螟 和白

腊绢野螟的适生生境是热带山地雨林 ; 黄野螟和黄螟的适 生生境是山顶苔醉矮林 ; 而黄环绢

野螟的适生生境不甚明显
。

表 2 优势种在各植被类型中的虫口比例及其成虫出砚动态 (尖峰岭 )
. . . . . 曰 . . . . . . . . . . . . . . . 口. ‘. . . . . ‘. . . . . J. 片 . . J. . . .

诱虫扭高峰月
优 势 种 虫 名

全年诱 到

成虫月 数 月 份 }诱虫盆 (% )

996

一匕q�,“,�,‘月」
勺d一b746
月峨

1010

1 0 2

1

1

3

1

1 66

1

1

3

2

1 2

6

10

9

9

4

‘马8‘马,J�h.,,生

介口2

黄 螟

六斑蓝水旗

条纹绢野螟

黄环绢野螟

白腾绢野螟

黄 野 螟

豆荚野螟

抽木 野螟

白斑黑野奴

水稻切叶野螟

1

2

1

3

2

1

2

1 3 6

2 1

7

注
:

虫 口数全比例指每虫种均 以放小诱虫量的类型为 1 。

三
、

成虫出现动态 裹 3 奴峨成虫出现动态 (尖峰岭 )

q�681匕口lJ毖一子,臼
‘.二,山月土

,‘2‘1JI

d
l23
月吸���b7SQ曰

nU曰1,4�上‘土
.
1

尖峰岭螟蛾科各虫种成虫的全年出现时

间
、

次数和虫口数各不相同
。

利用黑光灯诱

蛾
,

测定成虫出现动态
,

全年以月为单元进

行统计 (表 3 )
。

由表 3 可知
,

成虫全年出现

月数少的其虫种多
,

虫口数少 , 而出现月数

多的其虫种少
,

虫口数多
。

可以推断
,

成虫

出现的次数与该虫的年世代数成正比
。

优势种的成虫出现动态 (表 2 )
,

在一年

中有 6 ~ 12 个月不等
,

平均为10 个月
。

其诱

虫量高峰月多在下半年
,

尤 以 9 月 份 为 最

多
,

这将为预测害虫大发生时间提供一个重

要参考依据
。

诱到虫种数

平均诱虫几 ¹

( 只 )

1
.

4

3
.

0

8
.

1

13
.

2

9
.

8

28 6
.

8

136 0

20
.

5

114
.

0

48 9
,

0

47 3
.

0

429
.

0

¹ 以月为单元
,

每月诱虫次数不等
,

按平均数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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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桐良种选育研究
”

成效显著

“
油桐良种选育研究

”
经

“

六五
” 、 “

七五
”
的攻关

,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

1
。

开展 了 全 国 性

油桐种质资源普查
,

搜集种质资源 1 8 4 9号
,

建立了华东
、

中南
、

华南
、

西南和西 北 全 国 性

油桐基因库 5 个
,

地方基因库19 个
。

2
。

整理了全国184 个油桐地方品种
,

评选出71 个主 栽 品

种
。

应用数量分类的方法
,

将我国油桐品种划分为 7 个类群
,

初步解决了油桐分类上存在已

久的分歧
。

3
.

在全国 1 8 4 6株决选的优株中
,

选育出优良家系
、

无性系40 个
,

增产效益达30 %

一 4。%
。

4
。

油桐自交系选育已进入第四代
,

有 8 个优良自交系和75 个杂交种的遗 传 增 益 在

34 %以上
。

5
.

建立了母树林1 4 7 8 5 亩
,

各类种子园9 1 2 3
.

6亩
、

采穗圃9 4 0
.

6亩
,

年产优 良种

子 90 ~ 1 00 万 k g
,

接芽 1 0 0。万只
。

良种生产能力可满足全国新造桐林1 50 ~ 2 00 万 亩 的 需 种

量
。

6
.

油桐良种推广面积达18 4
。

01 万亩
,

占全国1 6 00 万亩桐林的1 1
.

5 % 良种年平均 产 桐 油

2 93 4万 k g ,

占全国年产量的2 7
。

6 % ; 良种平均亩产桐油15
。

9 k g
,

为全国平均亩产6
.

6 k g 的

2
.

4倍
。

(吴金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