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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尖峰岭林区昆虫区系—
尺蛾科

’

刘 元 福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摘要 尺蛾是蛾类昆虫中的一大科
,

在海南岛尖峰岭共采得标本4 40 余种
,

现已定 名87 属 126

种及亚种
。

其中有优势属 C o 脚‘ba e n a 、

L , 牛‘a r‘a
、

Se m io fh‘。0
、

T 。: a o r几加。s 和 T e , n a s 属 ;

有优势种 Cle o r a d e te r从i招a fa 、

F o s c e ll宕月a eh r o , 。ta r才a 和柑桔尺蛾 H e二 e r o 夕hila 5 0 6夕Ia口玄。t a

等16 种
。

本科种群虫口密度与当地蛾类其他各科相比
,

数量较大
。

其生态分布以热带山地雨林种

类最多
,

成虫出现以 4
、

5 月种类最多
,

诱虫量则以 1
、

S 月为最高
。

关锐词 海南岛尖峰岭 , 尺蛾科 , 昆虫区系

尖峰岭林区昆虫区系研究
,

尺蛾科是其中之一
。

关于该林区的自然概况以及昆虫的采集

调查方法
,

已在总报告等几篇文章中[ ’一 “1叙述过
,

本文从略
。

1 全林区虫种和虫口结构

尺蛾科是蛾类昆虫中仅次于夜蛾的一个大科
,

全世界已知约12 0 00 种
,

我国记载1 2 00 余

种
’)

。

据1 9 8 1一 19 8 3年
,

海南尖峰岭的采集调查结果
,

所得标本有44 。余种
,

这在我国尺蛾种

类中所占比例很大
,

由此证明
,

尖峰岭林区尺蛾种类极其丰富
。

经标本鉴定
,

已定名者有87 属12 6种及亚种(表 1 )
,

约占虫种总数的29 %
。

现按定 名的

属种作一初步分析
:
拟将有 4 个种以上的属为优势属

,

则优 势 属 是 C。二f香ae : a 、
L二ial f入

习口抓犷o t舌isa 、

, a , a o r无in : : 、

r e
Tp

: a s 属
,

占总属数的 5
.

7 % ; i 属 i 种者有6 9属
,

占总属数

的79 %
,

明显地看出尺蛾属种分散的特点
。

虫 口数量方面
,

尺蛾总诱虫量
,

最高一虫种为n 4只(包括未定名种在内
,

最高者 为13 3

只 )
,

这在尖峰岭26 科蛾类昆虫中
,

排位第五 I’l ,

名列前茅
,

但从三年23 1灯次的总诱虫量来

看
,

种群虫口数量并不大
,

这是与该地植物种类繁多
、

数量分散的现象相同步的
,

是动植物

之间相互制约的结果
,

是生态平衡较稳定的例证
。

现拟将诱虫量40 只以上者为优势种
,

则优

势种是
: C leo r a d ete r m 矛: a ta 、

F a s c e llio a 蹄r o 二a ta ria
、

柑桔尺蛾 H e m er op 无ila : “西pl叮萝a ta
、

H 夕a li: e tta c f: c u二fle x a 、

缺角尺蛾 H 夕p o sid 犷a r a la c a 、

玻璃尺蛾 K r a n a n d a s em ih刀a l艺。 a ta 、

L u x fa 了ia 执 ito r r h即he s 扭 ela n
oP

s 、

L u x iar ia c o sti刀o ta 、

M ed a sin a a l石fda r玄a a lbid a r ia
、

O , 即 to r万: c la r e才ta 、

Pe , a to P粉g a
彻a li: a ta

、

P er c : 犷a l: r玄d a , ia 二e : 犷d玄o n a li:
、

sP 玄IOP
er a

d i”a r fc a ta
、

T a s ta m ie a e o a ta
、

T e , Pn a iter a n s
和 T ha la s so d o s Pr o q忍a

dr
a r ia 16种

。

本文于1 9 90 年 4 月 4 日收到
。

* 本研究是科学院基金会资助的项 目
,

尖峰岭热带林自然保护站给予人力协助
。

尺软拉丁学名承该院动物研 究 所朱

弘复
、

王林瑶先生鉴定 8 种
,

审定12 种
,

薛大勇先生鉴定 80 种
,

审定 6 种
。

我所顾茂彬
、

陈芝卿
、

陈 佩珍
、

王 春

玲
、

林尤洞 和梁承丰同志(现已调 出 )参加了部分工作
。

对以上单位和个人谨致谢意
。

劝 植保系尾虫专业
, 1 9 7 8

,

华非灯下雄类图志(中)
,
非京农业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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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尺蛾科尾虫种类. t 及其生态分布 (尖峰岭
, 1 9 81 ~ 1 9 8 3年 )

生 态 分 布
尺 峨 名 称

A B C D

总诱虫 t

(只数 )

海南艳青尺峨 5

咋目454
0自口曰
8

n‘1d1l

尖很 * 尺峨

琴纹尺峨

断肠草尺蚁

大造桥虫

,曰
9
峥‘,曰目‘

焦边尺峨

叉线青尺峨

裸 金星尺峨

毛1

污纹绿尺峨

栋 母尺蛾

. 坟 . 尺蛾

肾坟绿尺蛾

1 0 5

彩青尺蛾

中国四眼绿尺峨

白顶峰尺峨

翻点峰尺峨

豹 尺 峨

赤粉尺峨

A夕a thio h‘la r a ta ha io a o e n s‘5 Pr o u t

月夕a rh io Io e fa ta ‘s o g uo a P r ou t

A g a th l’a c o d f”a s甲 in h oe

A r ‘e h a ””a m a r 夕f. a ta W
a r re 。

A r ‘e ha . 月a 夕r g ‘r a r fa Le e e h

A 夕o ra ” d , 10 s Pe e “lo r l’o G u e n 色e

A b ra x a 夕ha . t‘5 P e r a用Plo S份 in ho e

A le 二 Pa lPa 而.
(W

一Ik e r )

A ” iso de
s a bse o ”d fta rl’a 0 6‘e o ”d ‘to r ‘a W

a lk e r

刀月 t‘r r夕夕。山
5 d i口i: a r‘a W

a lk e r

A e o l“t人。 夕亡e ta r ‘a (M
o o r e

)

月s e o *l’s 占e le 月 a r‘a (〔D
.

& Se h
.

」)

B o rba e ha 夕。r

do
r ia (G u e n 己e )

B u z ”r a : . 尹p r e : so r‘a s ” p p r e ‘: a r ia (G u e n 色e )

B‘z ia a e x a r ia W a lk e r

C a 价Pa e a d e h alio rfa W
e h r li

C a lo s尹‘10 , 。, l”ota S e o Po ll

C o 用fba e ”a 叼u o d r‘”o to ta (B
u t le r )

C o 沉f6 a e ”a ‘月 te g ra ”o fa H a m P , 0 .

C o 用‘6 a‘月a d e l‘ea to r

W
a rr e n

C o 旧 ib a‘ n a : “bhy a l‘” a

W
a rr二

C o 脚fb。‘月a 夕r o e “沉 bar ia Pr y e r

C o 用。 : to la c hlo ro rg , r a

W a lk e r

C o 用o sto la e e d‘Ila Pr o u t

C o r F用ie a : 夕e e “Io r fa e r o e f”a

W e hr ll

C le o ra r e P u ls a r ia (W
a lke r

)

C le o ra p “ p ‘Ila ta W
a lk e r

C le o ra

de te r朋 in a ta W a lk e r

C a ss g 用a q . o d r i”a r a G o e n 色e

C a ‘5 9 杭0 he te ro 月e u ra ta G u e n 色e

C a ss夕用a d e le ta r io d e le护。r ia (M
o o re

)

C hlo r o 沉a c 入ia d ‘口a P ala W
a lke r

C hlo ro 俄a e h‘a g au f￡s fm a a p hr o d ‘*e Pr ou t

C h lo r o d o o to p e r a m a n d a r in a ta L e e e h

C u le “Ia P a ”te r‘”a r ia e 劣口”th‘ m a ta M o o r e

D a l‘价 a p a t “la r ‘a (W a lk e r )

D o o a bia l“。ff
e ra

(M
o o r e )

D i月d 涪c a 夕0 1, P人a ‘月a ria G u e 。色e

D ‘” dfe a e心 fhr o 夕”” e r“r a Ch u

D , s尸ha 月‘a m il‘fo r ‘: L io n a e u s

E c l‘尸fo 尸e r a r e c t‘l‘。e r r e e l‘I‘。 e a W a r re n

万11‘e r io ia jl
a p a

(M oo r e
)

E u , e le a bifl
a 。。ta ‘月: u lo ta W

a r悦
n

F a s e e ll‘”a c几r o 用o to ria W
a lk e

F a s c e lli”a 夕la g ia ta : “石口 ir e . s

W
e h r li

2 3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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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琅 1

旅 名 称
生 态 分 布

尺
A B C

总诱虫 货

D (只数 )

2

木勒榄仁尺蛾

曰�的U口合n山,自叭‘n‘‘哈

柑桔尺蛾

锈腰育尺峨

红黑蚀尺蚁

缺 角尺蛾

橄瑞尺蛾

玻 璃尺蛾

一 一 1 9

一 一 3

一 一 7 4

一 2

一 一 16

一 一 4 8

一 1 6

一 一 5 0

一 2

一 一 1 02

一 6

一 6

4 5

,司,上,dg妇,人曰1no竹柏蓝尺蛾

空点 尺蛾

四星尺峨

黄基粉尺蛾

海南粉尺蛾

G ” a沉p t o l。用。 a 口e ” ri a r ia ( G u e n e e )

G , 爪”o se e Il’s *r‘s*r 滚g o sa
( B

u tle r
)

H
e t e r o st e g a”e ￡“bt e ss e lla才a (W a lk e r )

H
e t e r o s*e 夕a” e b i lf” e a ta ( B u t le r

)

H
e t e r o lo e 石a e o e e 玄” e a I n o u 亡

H
e 用e r o p 石l-la s . b夕Ia 夕fa ta W a lk e r

H
e m i the a tr ‘to 月a r1’a

W
a lk e r

H 夕a l‘n e t ta e ‘r c u沉fl
e x a

( K
o lla r )

H 夕夕o e 人r o s fs f e sr‘。 a r‘a ( F
a b r i e i u s )

H 梦p o c 几r o s i s ba e ” z ‘夕e r i I n o u e

万 , 夕o e 几r o s is v a e 几‘。 rl’a W
a lk e r

H y P o s fd r a t ala c a
(W

a lk e r )

H v尹e
心* h r a l“ t e a e ”n o 杭a r i a G u e n o e

K ra n a n da o lf. e o 仍a r 夕fn a ra Sw i n ho e

K
r a n a n da s e 杭fhg a li”a t a M o o r e

L “ , fa r i a 州‘ro r
动

a Ph e s 杭‘t o r r 乃a夕几e s P r o u t

L . 劣ia r fa 杭‘r o r r盖a p he s 扰e lo ”o 夕5 B a s t e lb e r g e r

L u x fa r fa a m a sa la s e i o s a
M

o o r e

L “ x fo r i a c o s tfn o ta I o o u e

L ‘x ￡a r ‘a 刃hg llo sa r fa (W a lk e r
)

L ,’P o m e li a s“bu s *a W
a r r e 皿

L o 用a g ra P ha i 月a m a ra (W
a lk e r )

L o 劣 o t。夕h r ia o l1’盯a e e a
W

a r r e n

M
e d a s f”a a lb fd a r ia a lb ida r ia W

a lk e r

M
e n o 尹人ra

s e ”5115 ( B u tle r
)

五了flfo 月i a 2 0 月 e a M o o r e

N
a , a t e x t i lf占 W

a lh e r

N
e o 几i尹尹a r c h o s 石, Pof e u c a ( H

a m p s o n )

N
o t人。, n f z a a

盯
e o la r矛a I n o u e

N
o tho 功i 之 0 5 ‘b用e d i o s fr 犷g a fa W

e hr li

o b e ‘d i a *犷夕ro ta tl.夕r a ta ( G u e n ‘e )

O尹hrha lm o d e : ‘r r o 邝 ta r‘a B r e 功e r e t G r e y

O尹htha l沉 i t i s a lbo : f夕。。r ia a I 6 o s‘夕”a r ‘a ( B
r e m e r & G r e y )

Or g a o o p o
da

e a r o e o r ‘a

洲
a lke

r
)

Or
件 ir ho s p i la a p i e . lo r i a ( G u e n 己e )

O u r。夕t e rg x e lar e r *a 二H o llo ,
a y

Oz
o la ja lc f尹e n , 犷5 M o o r e

P a l尹o c t e n idl’a 夕几o e ” i c o s o 川a s e 用 i la “ *a P r o u t

P a r a衍a 劣a te : 口a g a ta (W a lk e r )

P e ra t o P石夕g a 石y ali n a ta ( K o lla r )

P e r e ”i a l“r:’da
r‘a m 心r fd f佣

a li s W
e 卜r li

P i n ga s a r “9 1”a r i a G u e n 色e

P l“ to de
s 杭a lay s ia . a H o llo w a y

P i n g a sa p s e u d o te r 尸n a r i a g m c ili s P r o u t

P o l夕儿e ‘i a tr “月 c a夕e 劣 Sw i n h o e

3

3

1

,
目曰

1 1 4

1 6

7

7

6 9

5 5

3

1 5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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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裹 1

尘 态

尺 蛾 名 称
分 布

\ B C I)

总诱虫蚤

(只数 )

,曰n
.。�I
J,‘qP“.工,口目了�h

,lj弓.‘
,丈.,月兮

暇曰叮1‘咭

OJJ.1

P o m a s ia d e 月 t i c la thr a t a W a r r e n

P r o ble 尸5 15 a lb‘d ‘o r a lb‘d i o r W a rr e n

P r o 6l’thi o e x e lu sa 一

(W a lk e r )

P r o re o : t r e n ‘a o c h r f沉 a c “l。 。e h r‘s Pfla W e h r li

P s o u d o , ‘z a
f l

a o a : a 。夕“‘jl
a t, a ( M o o r e )

P s e u d o 用fe r o 月‘a a c u le a fa G u e n e e

一线沙尺蛾 S a , e i ” o d e : r e : t‘t “I a r ia (W
a lk e r )

二线沙尺峨 S a r c ‘n o d e s e a r , e a r i a G u e n 亡e

三线沙尺峨 S a r c l’”o d e s a e 口“‘l认 e 口r fa W
a lk e r

S a u r fs p a to la e ta Pr o u t

S e m fo t h fs a s u 夕r a s a r d fd a

W
e hr li

S e m fo thfs o a p ‘t u sa r fo W
a lk e r

S e m ‘o th‘s a o z a r a r ‘a (W
a lk e r )

S e 川f o th fs a e 们e r s a r ‘a (W a lk e r )

S e 用fo lh fs a e le 0 0 0 r a (C r a m e r )

S 尹a 。‘o e e n t r a s尸i c a ta H o llo w a y

S 夕‘lo P e r a d i u a r i c a la (M o o r e )

S , , e g f。二
e s the r B u t le r

峡 口住翅青尺峨 T a , a o r hi 。 。:
二d ‘

s e o lo r _

W a r r e n

钩旅翅绿尺峨 T 。 。。o r h‘。 “s _ r a ffle s‘ 。‘r i d o t e a ra W a lk e

三岔徽 翅绿尺蛾 T a ”a o r hi 。 。5 u i t t a t口 M
o o r e

T 。”a o r h I’月 u s v i r ‘d ‘l“ t e a ta W a lk e r

T o s ta
_

爪 fc o c e a ta .

W a lk e r

T e r P n a e r i o ” o m a Sw i n h o e

粉垂耳尺峨 T e r p o a
几人

a e , a *。r‘a H一 Se h
.

浙江垂耳尺 峨 T e r p 。。 ‘re r a n ; Pr o u t

T e r p n a _

le o 一a rd i , a ta
_

( M
o o r e

)

双线垂耳尺 欢
’.

尸
_

T e r p o a 口a r ‘c o lo r a r‘a (M o o r e
)

T ha la s s o d e s

丁尸
r o 叼u a d r a r fa

_ I n o u e

T ha la ss o d e s
二‘。。 fss a r i a : o 尸a l‘, a B u tle r

黄裸 尺蛾 T h‘。o 尸re r , x c r o c o 尸re r a K o lle r

团花 尺蛾 T r g g o d e s d fu i sa r i口 W a lk e r

U I‘o c n e m i s c a ‘ta la r‘a O b e r thu r

犷‘。 d o sa r a _

协o o r e ‘
_

( T h i e r ry
一

M i e g )

Z ‘r ‘d a 口a ka 月 shfr e i e o s‘￡ P ro u t

Z g t人o s a 口e lla ”e a
( Pr o u t )

2

1

5

7

8

1

1 7

2 生态分布

尖峰岭林区
,

由低海拔至高海拔的四种森林植被类型
,

即1 00 ~ 2 5 0 ( 4 OO) m 高的 热带半

落叶季雨林 ( A 代号
,

下同 ) ; 2 0 0~ 6 0 0 ( 7 0 0 ) m 高的热带常绿季雨林( B ) , 7 0 0 ( 6 5 0 ) ~ 1 Zoo m

高的热带山地雨林 ( C ) ; 1 2 。。m 以上的山顶苔醉矮林 ( D )
。

在这四种类型中尺蛾的 生 态分

布是重要的研究内容
,

现将具备各类型分布和总诱虫量两项记录的95 种虫种(表 1 )作一归纳

和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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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森林植被类型中分布的尺蛾种数
,

A 40 种
,

B 4 3种
,

C 73 种
,

D 5 0种
,

即A
,
B

:

C
,

D

二

川
.

0 8 : 1
.

83
: 1

.

25
,

其次序为热带山地雨林 > 山顶苔醉矮林 > 热带常绿季雨林> 热带半落

叶季雨林
。

关于独有种虫种数量
,

A 6 种
,

它们是尖额青尺蛾 APo la nd
: t’a spec 以盯t’a

、

大造

桥虫 A s 。o tis s 。le : a lfa
、

栋绿尺蛾 C o m f西a e n a d elfc a to r 、

肾纹绿尺蛾 Co 二f西a e n a p : o e u 二乙。r fa
、

P r o bf才hfa 。x c lu sa 、

Se
耐

o thfsa a o it : sa : ia ; B S 种
,

它们是 C o
而ba en a f: te g r a , o ta

、

镶纹绿

尺蛾 C o
而ba e n a : u乙h梦a l牙n a 、

L o x o te p h: ia 0 1苦口a ee a 、

N o tho
耐

z a : “乙m ed玄。srr ig a 艺a
、

O , 。 itho
-

sp fla a o fc : la : fa ; C 1 2 种
,

它 们 是 B o劝a e ha Pa , d a石 a 、

C le o : a p o p flla t a
、

E c lfp t卯
e : a

: e c tilin e r r e c tilf刀e a 、

L u x ia ria 胡ito , ; 无a p无e s 州艺才。, : ha phe s 、 o p无t无a f拼fr艺5 a lbo s艺g 丸a了玄a

a lbo sfg n a : ia
、

O , g a 推o p o d a c a r n e a : la
、

p o l梦龙e sfa t r n , :e a p e x
、

P se u d o 优f之a fla v a s a n g u ifla口 a 、

缺 口镰 翅 青 尺 蛾 T a : a o : hi, u s d is c o lo : 、

三
‘

岔 镰 翅 绿 尺 蛾 T a n a o林‘n u s v i艺ta ta
、

T e r p : a

。a汀。o lo r a : fa
、

V i: d u sa : a 二 0 0 : e i; D S 种
,

它们是叉 线 青 尺 蛾 B c a

呻
a e a d eha lfa , ia

、

C a s s刀二a d ele , a衬a d ele , a , fa
、

Chlo r o m a e无宕a d iv a p a la
、

中国四 眼 绿 尺 蛾 C为10 : o d o n t即
e , a

二 a n d a : in a ta 、
乙u 公ia ria a 二a s a 了a s e io : a 。

其次序是
,

热带山地雨林 >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热

带常绿季雨林 二 山顶苔醉矮林
。

由此可见
,

尺蛾虫种数量和独有种虫种数量都是热带山地雨

林为最高
,

这反映出与该类型植物种类最多相一致
,

同时也说明该类型 的温
、

湿度等环境因

子能适应多种尺蛾的生存
。

3 成虫出现动态

尖峰岭成虫出现动态
,

以月为统计时间单位
。

在种类方面
,

全年各月都能诱到各种成虫

(表 2. )
,

其诱获量顺序
, 4 月> 5 月 > 6 月> n 月> 8 月> 7 月 > 12 月> 10 月> 9 月 > 1 月

> 3
,

月 > 2 月
;
按季度算

,

第二季度诱获量最多
,

第一季度最少
;
在虫口数量方面

,

各月每

灯次平均诱虫量
, 1 月和 5 月最多

,

10 月和 12 月最少.(表 2 )
。

表 2 全年各月诱到成虫种致及诱虫, (尖峰 岭
, 1 9 81 一 1 9 83 年)

月 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切月 11 月 1 2月

�了73
n舀O曰乃目目005

气月吕廿,目

‘
l

5
‘�
5

的O们�幻妇一b88
,目O�1

no
76

Jn女U,目

曰土

1
‘皿
1通

‘n口,白

‘
上

一了O口2
J,亡决,翻

j上

5 3

2 9 9

2 3

1 3
。

0

通的舀左
昌��行口2

2

OU户合,山咋O叮百几O月上Q钊曰5几U朽�no诱到虫种数

总诱虫量 (只 )

灯诱次数

每灯次平均诱虫量(只 )

5 6

2 0
.

0 5
.

2 5
.

8 9
.

7 7
.

6 6
.

4 6
.

4 魂
.

9 3
.

8 6
.

5 3
.

4

就每种成虫全年有几个月可诱到来看 (表 3 )
,

其数量顺序
, 5 个月> 1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2 个月 = 4 个月> 7 个月 二 n 个月> 8 个月 = 10 个月 > 9 个月 二 12 个月
,

也就是说
,

全年有 5 个月能诱到的虫种最多
,

有 9 个月和 12 个月能诱到的虫种最少
。

从诱虫量来看
,

一

表 3 全年诱到成虫月教与种群虫口密度的关系 (尖峰岭 , 1 981 一1 9 83 年 )

12个月n个月加个月9个月8个月7个月6个月5个月4个月3个月2个月1个月
月 数

诱到成虫种数 13 9 1 1 9

总诱虫量 (只 ) 2 2 5 1 5 3 7 9

每 种平均诱虫量(只 ) 1
.

7 5
.

7 4
.

8 8
.

8

1 5

16 1

1 0
.

7

1 0

2 06

2 0
.

6

5

1 48

2 9
.

6

4

1 1 6

29
.

0

2 1 9

5 4
.

8

3 8 5

7 7
.

0

1 0 7

5 3
。

5

n‘
6
内口

曲匕咬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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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说
,

凡诱到成虫的月数愈多
,

其种群虫口密度愈大
,

并且还可以推断
,

成虫出现的月数愈

多
,

其年世代数亦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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