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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尖峰岭林区昆虫区系 网蛾科
*

刘 元 福

摘妻 海 南 岛 尖 峰岭网蛾科昆虫有 9 属 21 种
,

其中有新种 1 种
,

中国新记录 9 种
,

海南省

新记录n 种 , R h o d 。。eu r a 属和 Sl r‘砂‘。a 属为优势属
,

并以长叶马府油网蛾
、

斜线网蛾
、

大斜线

网蛾和一点斜线网蛾 4 种为优势种
。

从虫 口数量来看
,

该地网蛾均属小种 群类群
。

其生态分布
,

以热带山地雨林类型中种类最多
,

地理分布
,

以东洋区种类为主
。

关. 词 海南岛尖峰岭
、

昆虫区系
、

网蛾科

本文报道尖峰岭昆虫区系研究的一个科
。

有关当地自然概况和研究为法
,

在以前的多篇

文章中已叙述过【‘一“] ,

此处 略
。

1 种类组成

网蛾科昆虫全世界 已知约6 00 种以上 [‘] ,

绝大部分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
,

例如印度有20 0

种
,

南美也与此数相仿
,

但欧洲只 1 种
,

亚洲北部仅 3 、 4 种
,

北美也如此[0J
。

中国的网蛾
,

据《中国蛾类图鉴 I 》记载
,

有 7 属18 种, J; 《中国森林病虫普查名录》记 载 有 6 属 13 种
‘),

《云南森林昆虫》记载云南的网蛾有 3 属 6 种〔。〕, 据调查
,

海南尖峰岭的网蛾已采到标本有 9

属21 种
,

是 目前国内属种数量最多的一个地区或一个省
。

在 9 属网蛾中
,

以 R ho d o n o u r a 属 6 种和 S tr犷9 11, a 属 5 种其种数最多
,

为优势 属
。

在2 1

种网蛾中包括朱弘复和王林瑶的新种 (N em o an kol o

sP
.

n
.

) 1 种 , 有中国新记录种 9 种
,

有海南岛新记录种 n 种
。

网蛾科不仅在种类为面是个小科
,

而且在虫口数量方面也都是小种群类群
, 1 98 1一 1 9 8 3

年在2 31 灯次的诱蛾总量中
,

最多一种仅47 只
,

平均每种只有 8
.

29 只 (表 1 )
。

诱 虫晕 范 围
:

1 ~ 10只者
,

占7 6
.

1 9 % ; 1 1~ 2 0只者
,

占4
。

7 6 % , 2 1~ 3 0只者
,

占9
.

5 2 % , 3 1 ~ 4 0只者
,

占

4
.

7 6 % ; 4
一

5 0只者
,

占4
.

7 6 %
。

其中特别是 1 种 1 只者
,

占4 2
.

5 6 %
。

2 生态分布

网蛾科昆虫在尖峰岭林区的 4 个主要森林植被类型中的分布
,

即生态分布 (表 1 )
,

概述

一9 9 0一 1 1一 1 7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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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

从各类型分布的虫种数量来看
,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7 种
,

热带常绿季雨林 6 种
,

热带山

地雨林 15 种
,

山顶苔醉矮林 6 种
,

其比例为 1 。 17 : 1 : 2
。

5 0 , 1 ,

以热带山地雨林虫种数最多
,

其

它三类型相仿
。

这一结果与尖峰岭蛾类大多数科相同[ ’一 3 ’7 一’“] ,

原因在于热带山地雨林是 4

个类型中植物种类最多
,

生态环境最优越
,

能满足多种网蛾的需求
。

衰 1 尖峰盼两从科虫口 , 及其生态分布

虫 名
总诱峨量

(只 )

生 态 分 布 º

A B C D 类型致

J,,孟

侧训侧侧

长叶马府油网峨 B a ”fsfa o 功 ad a f I n o u e

B a ”i sf。 们 , r u s u s a l‘￡ e la r a l‘s (W
a lk e r )

树 形 网 峨 C a爪 P t o e h i lu s a u r e a B让 tle r

C a 用 P t o e h公lu s c ft r玄” 。r i“5 G a e d e

金 盏 网 蛾 C a m P t o c hi lu s s f拄u o s “5
W

a r r e n

刀夕s o d i a o a g n ff fc a
W h a lle v

E P a e n o p g ll赵 fs ta W
a lk e r

禅 网 峨 G la n , e 。‘ f o o c ho w e n : ￡: Ch u e t W a n g

绢 网 蛾 H e r d o ”fa o s a c e s a Il’s W a lk e r

N e 爪 e a 。”秃0 1召 s p
.

n
.

¹

玫 纹 网 蛾 R ho d o 凡e u r a a t r i st r ‘g u la li s H a m p s o n

R h o d洲
e u r a a lt e 阴

a t a Mr
.

枯 网 蛾 R h o d o ”e u r a e fn bli e a l‘5 M o o r e

R ho d o ”e “r a ” a e 刀i”a M r .

( = t e tr o o n a lis M r .

)

银 网 蛾 R ho d o ”e u r a r e t‘c : 101‘5 M o o r e

R h o do n e u r a s “b e o s一a l声5 H m p s .

( = 尹r a la 月fs Sw h
.

)

大 斜 线 网 蛾 S t r ‘9 11” a e o n c e ll。*a Chr i sto ph

S t r 宕g lf”a r o th宕W a r r e n

斜 线 网 蛾 S t r 蓄9 1￡” a s e 蓄t a r i a W a lk e r

棕 点 网 峨 S tr i夕I‘n a ‘赵s u k i i sz e c h功 a n e n s is C hu e t

W
a n g

一 点斜线 网 峨 S t r ig lf”a v i a li s M o o r e

合 计

平 均

1

4 7

1

2

3

1

1

1

11

1

1

1

1

2

3

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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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3

亿 杯 训

斌

1�41一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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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召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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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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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433,l、 /了训亿了训了了了斌斌斌

2 6

1 7 4

了 2

8
。

2 9

注 : ¹ 朱弘复
、

王林瑶未发表的新种
。

º
.
A

.
代表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 “ B ’

热带常绿 季雨林 , . C ”

热带 山地雨林,

“

D
,

山顶苔醉矮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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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理分布

海南尖峰岭网蛾的地理分布
,

参考最新文献资料
,

列成表 2
。

由表 2 可见
,

该地 21 种网

蛾在国内各省区分布的种数
,

其排列次序为
:
海南 > 福建

、

云南 > 湖南> 四川
、

河北 > 台湾
、

江西
、

浙江
、

西藏> 广东
、

湖北
、

江苏
、

安徽
、

河南
、

陕西
、

辽宁
、

黑龙江
。

从 以上情况看
,

尖峰岭网蛾在福建和云南分布的种类较多
,

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 而在广东
、

广西
、

贵州等省

区分布种类或很少或无
,

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

可能调查采集不够深入所致
。

就每种虫在国内分布而言
,

以料线网蛾和金盏网蛾分布省区最多 , 绢网蛾
、

树形 网蛾
、

蝉网蛾
、

玫纹网蛾和枯网蛾为中等
,
大斜线网蛾和一点料线网蛾等 14 种为最少 (表 2 )

。

对其它网蛾在海南的分布也做过一点调查
,

分述如下
:

长叶马府油网蛾分布于吊罗山
、

黎母岭 , 金盏网蛾分布于黎母岭
、

南高岭 , 绢网蛾分布于吊罗山 , 玫纹网蛾分布于南高岭 ;

大斜线网蛾分布于 吊罗山
、

卡法岭
、

黎母岭 , 棕点网蛾分布于 阿 陀 岭
、

黎 母 岭 , S t汀 g lina

而 thf W a r r e n 分布于霸王岭
。

根据尖峰岭网蛾的分布
,

隶属东洋区种类
,

有枯网蛾等 17 种
,

占80
.

95 % ; 东 洋 区加 旧

北 区种类有树形网蛾
、

金盏网蛾和绢网蛾 3 种
,

占14
.

29 % ;
东洋区加旧北区加澳洲 区种 类有

斜线网蛾 1 种
,

占4
.

76 %
。

4 成虫出现动态

对具有趋光性的昆虫
,

利用黑光灯诱蛾法来测定成虫出现动态是简单而易行的
。

根据2 31

灯次的诱蛾结果(表 3 )可以看出
:
全年按月计

,

成虫出现月数最多的是长叶马府油网蛾和斜

衰 3 全 年 , 到 成 虫 时 间 ( 1 98 1 ~ 1 9 83年 )

诱到成虫

虫 名 诱到成虫月份 月 数
(个月 )

长叶马府油网蛾

树形 网蛾

C a 仍尸to e h flo s e ‘tr f刀 a r ‘, : 5 G a e d e

金盏网蚁

炜 网 蛾

绢 网 蛾

N e m e a a , 一h o le sP
.

n
.

玫纹网蛾

R h o d o ”e u r a o lte r ”a ta 卜lr
.

R h o d o 陀e . r a ” a e v f” a M r
.

( = te tr o o 月 a lis M r
.

)

银 网 峨

R ho d o ” 。“ r a s u 6 c o sto lf: H m p s
.

( = p r o la ”‘5 S w h
.

)

大斜线网蛾

S tr ‘g lfo a r o r人‘W
a r r e n

斜线网蛾

棕点网蛾

一点斜线网蛾

2 、 4 、 5 、

6
、

7
、 8 么

、

9
、

1 0
、

: 1 0

、 5 、

7 八
.

、 5 么 、

7
、

1 0
、

1 1

、

5 气 6
、

7
、

8
、 10

、
5

、
6 注、

7
, 8 、 9 、

10 、

1 1

5
、

6

I A 、

2
、

5
、

1 1
、 1 2

注
:

△ 为成虫出现离 峰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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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网峨
,

出现月数较多的是大斜线网蛾
、

绢网蛾和金盏网蛾
,

其余网蛾成虫出现月数很少
。

同时可以推断
,

凡成虫出现月数愈多
,

其年世代数亦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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