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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热带森林害虫的区系特色

刘 元 福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

摘要 本文进一步论证了前人关于热带昆虫比温带昆虫种类多
、

数量少的科学论 断
,

并阐述

了尖峰岭林区各植被类型的昆虫固有种
、

共有种
、

代表种以及该地出产的热带昆虫类群和 虫种
。

关扭词 热带森林害虫 ; 区系特色

1 热带与温带昆虫种类数比较

海南尖峰岭地处中热带地区
,

该地有天然野生高等植物1 5 00 多种
,

隶 属 于 19 1 科
,

8 16

属 [‘l。 植物种类多
,

赖植物为生的昆虫种类亦多
,

两者是同步:的
。

在 热 带
,

由于 植 物 丰

富
,

昆虫种类也较其他地带多 [“1,

如 W a lla e e (15 7 6 )及 Id e m (1 9 1 3 )等人根据采集结果
,

曾

统计过热带及亚热带种数较温带及寒带多 3 ~ 4 倍 Iz]
。

80 年代初期
,

笔者等在尖峰岭做过三

年昆虫区系调研工作
,

采到 5 万余号4 0 00 多种标本
,

兹将已鉴定的部分科昆虫种类与中北亚

热带的安徽黄山及中温带的吉林长白山作一比较
,

列成表 1 。

由表 1 可见
,

由南往北
,

纬度

愈高
,

气温愈低
,

则昆虫种类愈少
。

这是生物物种地理分布的一个客观规律
,

但不同类群减

少的程度有所不同
。

表 1 热带与沮带尾虫种类救比较

海 南 安 徽 吉 林
项 目 尖峰岭

: 黄山 : 长 白山

尖 峰 岭 长 白 山

纬度(N )

经度(E )

气 候 带

科 别

貌 科

持 科

刺 峨 科

螟 峨 科

钩 蛾 科

尺 峨 科

天 蛾 科

灯 峨 科

苔 蛾 科

友 峨 科

峡 操 科

1 8
0

2 3 , ~ 1 8
0

5 2
,

1 08
0

4 6
,

~ 1 0 9
0 0 2

中 热 带

种 数

4 2

4 5

2 0

9 5

2 4

12 6

6 4

1 8

4 4

1 6 0

6 1

3 0
0

1 1 8 0

中亚热带

种 数

4 1
.

4 2
,

~ 4 2
0
2 5

,

12 7
0
3 8 ,

~ 12 8
0
16

,

中 温 带

种 数

13

1 6

3

1 9

6

4 5

2 2

8

1

8 5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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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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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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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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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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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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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尖峰岭各植被类型的昆虫固有种与共有种比较

尖峰岭林区四种主要森林植被类型的主要环境因子如表 2
。

裹 2 尖 . 岭四种植故类妞的主共环境因子

植 被 类 型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热带常 绿季雨林 热带山地雨林 山顶 苔醉矮林

海 拔(m )

地 貌

气 候

年均 气沮 (,C )

年 降水且 (m m )

维管束 植物种数

seew 4 OO

丘 陵

早 季长
、

干热
、

雨季涅润

2 4
.

0

1 7 0 0

7 4

3 D 0 ~ 7 00

低 山

热 盈大
、

沮度高

2 2
.

0

2 0 0 0

8 3

7 0 0 ~ 1 O eo

切创 中山

祖吸
、

湿润

19
.

0

3 00 0

1 0 7

> 1 10 0

切创 中山

雾大
、

温湿

1 7
,

0

3 5 C0

8 3

根据笔者等对尖峰岭昆虫区系的研究 〔3一 ’“l ,

列 出直 翅 目蝗科
、

半翅目蜡科和鳞翅 目峡蝶
、

螟蛾
、

钩蛾
、

尺蛾
、

天蛾
、

灯蛾
、

苔蛾
、

夜蛾
、

拟灯蛾共 3 惊n 科进行比较 (图 1 )
。

由冈 1 叮

山山顶苔葬矮矛卜卜 333

lll666

111555

333 333

均均 一一

333 444

111 55555 1 999

222 22222 4 999

蝗科 Ac r id i id a e 绍科 Pe o ta to . id a e 妓探科 Ny . ph a 一id a e

333 444

666 000

333 555

777 444

lll000

111 999

99999

55555

555 222

777 555

444 555

444 000

哭三
.

,

l兰
1 7 ; 2 4
,

, ·
‘J ,

中 ‘
·
·

一
27 : 3 0 溉

螟蛾科 Py ra 一id ae 钩蛾科 Dr e p a n i
.

注a e
尺峨科 Ge o 一e t : id a 。

天坟科 Sph in g id a 。

111 444

88888

lll000

111666

333 999

lll333

lll222

111 1111

111 3 111

777 444

111 0马马

111222

lllOOO

lllOOO

灯蛾科 八re t 1 1d a e L1 th o s s id a e

夜蛾科 NO c tu id a e 拟灯蛾科 R”
、 id一e

固有种 共有种

图 l 尖峰岭四种森林植被类型 中的昆虫固有种与共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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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
:

2. 1 固有种生态系列

(1 ) 蝗
、

蜻
、

峡蝶和螟蛾 4 科
,

以热带半落叶季雨林种类最多
,

蝗
、

蜷自下而上各植被

类型虫种数递减
,

而峡蝶
、

螟蛾 自下而上虫种数呈波浪形
。

(2 ) 螟蛾
、

钩蛾
、

尺蛾
、

天蛾
、

灯蛾
、

苔蛾
、

夜蛾和拟灯蛾 7 科
,

以热带山地雨林种类

最多
,

上下 3 个植被类型种类较少
。

2. 2 共有种生态系列

(1) 蝗
、

蜻和螟蛾以热带半落叶季雨林与热带常绿季雨林两个相邻的类型共有种最多
,

而峡蝶则 以热带半落叶季雨林与热带山地雨林两个相间的类型共有种最多
。

(2 ) 钩蛾
、

尺蛾
、

灯蛾
、

苔蛾
、

夜蛾和拟灯蛾以热带山地雨林与山顶苔鲜矮林两个相邻

的类型共有种最多
,

而天蛾则以热带山地雨林与热带半落叶季雨林两个相间的类型共有种最

多
。

从总体上来看
,

植被类型上下相隔愈远
,

其共有种愈少
。

经初步分析
,

各植被类型中昆虫种类的多少
,

主要与寄主植物种类多少有关
。

例如
,

沟

蛾
、

尺蛾
、

天蛾
、

灯蛾
、

苔蛾
、

夜蛾和拟灯蛾各科在热带山地雨林中种类最多
,

因该类型维

管束植物种类亦最多
,

为其他三类型的2
.

26 倍 (其他三类型分别为 1
。

o
、

1
.

1 2
、 1

.

12 倍)
,

而

蝗
、

绪
、

峡蝶和螟蛾各科则是热带半落叶季雨林种类最多
,

虽说该类型植物种类较少
,

但寄

主植物较多
,

因该类型周围与农田毗连
,

各种农作物丰富
,

其中以禾本科为主食对象的蝗科

昆虫就是显著的一例
。

由于当前有关各类群昆虫的生物学资料很贫乏
,

尚难作具体的深入分

梳

3 尖峰岭各植被类型的昆虫代表种

现列举螟蛾
、

钩蛾
、

尺蛾
、

天蛾
、

灯蛾
、

苔蛾和拟灯蛾等 7 科蛾类昆虫在各植被类型中

的代表种如下
:

3
。

1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本类型常见森林植被有鸡尖
、

厚皮树
、

花梨
、

槟榔青
、

乌墨
、

白格
、

黑格
、

大沙叶
、

黄

牛木
、

木棉
、

海南拷
、

台湾拷
、

印度拷
、

龙眼
、

尖尾楠
、

秤果榕
、

桦楹
、

秋风
、

叶披木
、

圆

叶刺桑
、

裸花紫珠
、

闭花木
、

赤才
、

柏启木
、

木柳
、

蛇王藤
、

瓜子金和娱蚁藤等
。

在该类型

中诱到的蛾类昆虫代表种
’〕有红尾蛀禾螟 T ry p ol g za in tac ta

、

三化螟 T
。

i“er t公as
、

华丽野

螟 A g以ho d e s 西ste n ta lis
、

甘薯野螟 A耐ie r c ta o r n at a lis
、

甘薯蛀野螟 D ic ho c : o c is d im in u云iv a
-

扶桑四点野螟 石y g r
op ia g u a : e r n a lfs

、

云纹叶野螟 N a : s in o e p e , sp e c ta ta 、

甘薯意野螟 O m p无
-

isa a 左a sto nz o sa lis
、

团角垂天蛾G拚Ic a 甸a s和黑长吻天蛾M a c r云g lo ssu m p g r动o stic ta
等3 6种

。

3
。

2 热带常绿季雨林

常见森林植物有青皮
、

荔枝
、

子京
、

盘壳栋
、

细子龙
、

倒卵阿 丁 枫
、

木荷
、

油 丹
、

油

楠
、

香楠
、

荔枝红豆
、

长眉红豆
、

高山榕
、

红楠
,

长苞柿
、

多花山竹子
、

光叶巴豆
、

多种蒲桃
、

白茶
、

山油柑
、

毛脉柿
、

黄柄木
、

谷木
、

多种灰木
、

过江龙
、

黄连藤
、

鸡血藤
、

福德棕枚
、

1 ) 仅列出总诱虫童 5 只以上的虫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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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竹
、

海南砂仁
、

山姜和露兜等
。

在该类型中诱到的蛾类代表种(仅列 出总诱虫量两只以上的

虫名)
,

有新紫线钩蛾 A I吞a r a v io lin e a
、

双斑天蛾 E n p in a n g a a s sa二e , : 15 和污 纹绿尺峨 C o m i
-

香a en a in teg r a n o ta
等1 0种

。

3
。

3 热带山地雨林

常见森林植物有红稠
、

竹叶栋
、

盘壳栋
、

子京
、

木荷
、

倒卵阿丁枫
、

绿楠
、

乐东木兰
、

吊兰
、

苦梓
、

五列木
、

油丹
、

海南杨桐
、

黄叶树
、

陆均松
、

鸡毛松
、

中华厚壳桂
、

线枝蒲桃
、

占氏蒲桃
、

山荔枝
、

大叶白颜
、

多种冬青
、

灰木
、

谷姑茶
、

莫氏五月茶
、

高山榕
、

黄祀
、

高

山蒲葵
、

倪藤
、

冷饭团
、

杜仲藤
、

瓜馥木
、

黄藤
、

裂叶棕枚
、

燕尾葵
、

黑珠莎
、

露兜
、

卷柏
、

单叶新月旅
、

射毛悬竹和蕙劳竹等
。

该类型的蛾类代表种
‘)有稻暗 水螟 B la d i“

a d m ixt al is
、

锈黄缨突野螟 U d e a fe , : u g in a lis
、

点带山钩蛾 O r e ta Pu r p u r e a 、

波纹黄钩 蛾 T , id r ep a n a fla o a

c o n t: a c ta 、

尺蛾 (i ) B o , ba eho p a rd a , ia
、

尺 蛾(2 ) L u x ia : ia m fto r ; haphe s m iro r rh叩he s 、

双线

垂耳尺蛾 T e r p n a v a 了ieo lo : a ; ia
、

灰翅点苔蛾 H g p o s ic c ia p u n c tig er a 、

桔红雪 苔 蛾 Chio , a eo a

泣n re : r o g a tfo n is
、

褐斑艳苔蛾 A su r a f; fg id a 、

漫苔蛾 M a ea d u m a ro r t; fe 亡lla 和耳晦苔蛾 T ; 15
-

eha lis su ba “, a n a
等4 7种

。

3
。

4 山顶苔慈矮林

常见森林植物有大头茶
、

吊罗栋
、

厚皮香
、

海南车轮梅
、

密花树
、

南亚杜鸿
、

毛棉杜鹃
、

葵花松
、

蒲竹子
、

红脉南烛
、

海南杜鹃
、

黑珠莎和长叶耳草等
。

本类型的蛾类代表种
’)有栗

叶瘤丛螟 O r tha g a a cha tin a 、

白肩卑钩蛾 B e ta lba r a le u c o s tis ta
、

叉线青 尺蛾 C a m p a e a d e ha li
-

a , ia
、

Jll长缘天蛾 M a c ; o g lo s s u 二 r ee rfla sc ia 和美雪苔蛾 Chfo n a e m a d istfn eta
等1 2种

。

4 热带与温带的昆虫虫口数量

昆虫的种类和虫 口数量
,

在热带与温带地区情况正相反
,

前者种类多
,

虫 口数量少 ; 而

后者则种类少
,

虫口数量大
。

这说明温带昆虫种类比较少
,

但其中常出现较大种群
,

或某些

昆虫的个体数可能很多因
。

笔者在尖峰岭的研究
,

以蛾类 6 科为例列成表 3 ,

从表 3 可以看出
:
热带蛾类昆虫大种群

衰 3 尖. 的部分级类跳虫灯下种屏I

统 计 最 裔
蛾 类 科 别 诱 虫 址

种 数 (只 )

1 2 84

5 O

1 14

76 4

9 4

6 6 9

大 种 群 中 等 种 群 小 种 群

群 数 % 群 数 % 群 数 %

1 1
.

0 9 4 4
.

35 8 7 9 4
.

5 7

1 4
.

17 5 2 0
.

83 1 8 7 5
.

0 0

5 5
.

2 1 1 0 1 0
.

‘2 8 1 8 4
.

3 8

2 1 1
.

1 1 0 0 1 6 8 8
.

8 9

1 2
.

2 7 2 4
.

55 4 1 9 3
.

1 8

1 8
.

3 3 1 8
.

33 1 0 8 3
.

3 3

1 1 3 2
.

1 8 2 2 4 8
.

4 8 2 5 3 5 1 9
.

3 5

,山J,一b.�月心借.6
O曰0‘O曰,止J, ,工nn

,曰

科科科科科科计峨峨蛾蛾蛾蛾

灯

钩尺螟灯拟苔合

毕 月 一 一 一 5
.

36 一 8
.

0 8 一 8 6
.

56
. 侧口口. . . . . . . . . . . . . . . . . . . . . 曰. . . . . . . . . . . . . . . . . . 目. 口. . . . . . . . .

注 : 各科均 以吸高一 虫种的总诱虫t 为10 。 %
,

凡诱虫 t 在 33 % 以 下的虫种为小种群, 33 % ~ 6 6 % 的虫种为中等种群
,

6 6 % 以上的虫种为大种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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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等种群均很少
,

分别为5
。

36 %和8
。

08 %
,

而小种群特多
,

为86
.

56 %
。

这种现象与热带

植物种类多
,

科
、

属
、

种分散的特点相吻合
。

再以南北两地黑光灯诱虫记录做一对比
: ¹ 海南尖峰岭

, 19 6 5年诱 杀 林 木 大害虫
—凤凰木夜蛾几, fc万m a c : u e g e : i [ ‘6 ]

,

每晚每灯诱虫量平均为 9 6只 ; 1 9 52年诱虫试验 [’7 ] ,

每晚

每灯最高诱虫量为72 9 ; 19 8 1~ 19 83年昆虫区系调查
,

按蛾类26 科统计
, 3年231 灯次的总诱

蛾量为38 454 头
,

每晚每灯平均诱虫 16 6头
。

º 辽宁凤城
, 19 8 5 年诱杀林木大 害 虫

—
栋粉

舟蛾Fe 形on ia oc 卯et 砂卫s] ,

每晚每灯平均诱虫量为 7 0 00 9 ,

约8 40 。头
。

尽管两地灯诱条 件

等情况有所不同
,

但诱虫量后者 比前者高出51 ~ 87 倍
,

这足以说明
,

温带比热带昆虫个体数

多得多
。

5 热带及亚热带的昆虫类群和虫种

以产自海南岛尖峰岭的部分昆虫为例
,

叙述如下
。

5. 1 “

目”
级类群

啡镰目 B la t ta r i a 已知有2 25 0种
,

其中产于旧北区160种
,

东方区5 0 0种
,

澳洲区 25 0种
,

热带区610种
,

新北区7 0种
,

新热带区66 0种〔‘。] ,

尖峰岭采到7 0种
。

竹节 虫 目 Ph a sm id a 已

知 2 。。。种
,

在印度
、

马来亚
、

巴布阿区域及中南美洲最多
,

非洲
、

澳洲种类较少 I’“〕,

尖峰

岭采到 5 6 种
。

蝗螂目 M a n to d e a 约1 5 50种
,

其中非洲区 6 0 0 种
,

新热带区 40 0 种
,

东方区

35 0种
,

I日北区140种
,

澳洲区7 0种
,

新北区25种
,

我国已知 44种 [’0 ] ,

尖峰岭采到 42种
。

等翅

目 I so p t e r a 主产于热带
、

亚热带
,

尖峰岭种类很丰富
,

但所采标本尚未鉴定
。

5 。 2 “

科
”
级类群

5 。2 。 1 拟灯蛾科 H yp si d a e( 鳞翅目)
,

尖峰岭采到13 种
,

为《中国蛾类
一

图鉴》亚所记载16 种的
8 1 。

25 % ,

该地产拟灯蛾在国内各省 (区 )的分布
:
海南 13 种

,

占 10 0 % ; 广东 9 种
,

占69 % ;

云南 6 种
,

占46 % ; 台湾
、

四川各 4 种
,

各占 31 % , 广西 3 种
,

占 23 % ; 福建
、

湖 南 各

2种
,

各占15 % ; 江西 1 种
,

占8 %
。

上述虫种在国内分布的北限大致在北纬34
“

以南地区
。

5
。 2 .

2 网蛾科 T 五yr idi d a e( 鳞翅目) ,

尖峰岭采到10 种
,

为《中国蛾类图鉴》工所记载 18 种峋

55
.

56 %
。

上述虫种在各省( 区 ) 的分布 :
海南10 种

,

为 100 % 多 云南 4 种 ; 四川 3种 , 福建 2

种 ; 台湾
、

江西
、

江苏
、

浙江
、

河北
、

华中
、

华北
、

黑龙江各 1 种
。

网蛾科虽主产于热带和

亚热带
,

’

但亦有少数种类向北分布至温带地区
。

5 。

3 “

虫种
”
为单元

按动物地理划分
,

尖峰岭的螟蛾
、

灯蛾和天蛾已定名种类
,

属华南区种类 (不含海南 岛亚

区种 )有红尾蛀禾螟 T , 卯o r咎z a i n ta e t a 、

糠梢斑螟 H杏p s i sp刀la : o杏u s‘a 、

短梳 角野螟M e , o。

te : a t , lla li s、 柏木野螟 P g r a u st a tn a e盖o e r a lfs
、

艳锈斑灯蛾几衬
c a llia p i c t a

、

异艳灯蛾 Par a -

la c万de s p r o t e : s 、

马鞭草天蛾 Me ga o o to : 。夕c t ip盖a n e s
和绒绿天蛾 A : 9 0 ,

笋 : e s ra c e a 等32种 ;

属海南岛亚区种类有黄螟 V it e ss a s u , a de v a 、

蝶灯 蛾 N , c t e优 e r a la e ti c i: 艺a
、

白腰天 蛾 D e亡
-

le p hfla p la c宕d a 和背线天蛾 E libia d o lfc hu s
共 4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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