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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尖峰岭林区昆虫区系 刺蛾科
’

刘元福

摘要 在海南岛尖峰岭采到刺蛾科昆虫有 种
,

其中已定名者 种
,

隶属 个属
,

显脉球须

刺蛾广东亚种
、

素刺蛾和灰双线刺蛾 种 含亚种 为灯下优势种 绒刺蛾为自然界间隙性大发生的

优势种
。

在定名刺蛾中
,

有中国新记录 种
,

海南省新记录 种
。

其生态分布
,

以热带山地雨林类型

种类最多
。

地理分布以扁刺蛾
、

素刺蛾和灰双线刺蛾等范围较广
,

从昆虫地理区划分
,

东洋区种类占
。

成虫出现期有 个月不等

关键词 海南岛尖峰岭
、

昆虫区系
、

刺蛾科

本文报道 了尖峰岭刺蛾科昆虫的已定名种类
。

关于该地 自然概况和研究方法
,

前文 已有过

叙述 
,

此处从略
。

种类组成

刺蛾科昆虫全世界 已知 干余种
,

我国记载 多种  
, ’ 《中国森林病虫普查名录 》记载

全国种类 种
” 《云南森林昆虫》记载该省刺蛾 种闭

,

为目前已知种类最多的省 在海南尖

峰岭 已采到刺蛾 种
,

其中定出名者 种 表
,

这是 国内已知刺蛾种类最多的林区
。

它比

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 区 种’
,

江西庐山 种
, , ,

安徽黄山 种 
,

吉林长白山 自然保护区

种
‘’
均多

。

尖峰岭的 种刺蛾隶属于 个属
,

每属仅 一 个虫种
,

故优势属不明显
。

在种群虫 口数

量方面都较少
,

灯次的总诱蛾量
,

最多一种才获得 只
。

相对来说
,

显脉球须刺蛾广东亚

种
、

素刺蛾和灰双线刺蛾 种为灯下优势种 绒刺蛾虽灯下数量不多
,

但在 自然界 已多次大发

生
,

实际上是个 自然优势种 灰褐球须刺蛾黄脉亚种
、

乳丽刺蛾暗斑亚种
、

波眉刺蛾和灰齿刺蛾

种为虫 口数量中等的种群 其它 种虫 口数量很少 表
,

还有未定名的 种
,

均是仅采到

只的偶见种类
。

生态分布

刺蛾在尖峰岭林区四 种森林植被类型中的分布
,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有 种 热带常绿季

雨林 种 热带山地雨林 种 山顶苔鲜矮林 种
。

其比例为 表
。

以

热带 山地雨林分布种类最多
,

热带常绿季雨林其次
,

山顶苔鲜 矮林最少
。

这一结果与该地蛾类

一 一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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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刘元福 海南岛尖峰岭林区昆虫区 系—
刺蛾科

表 尖 刺蛾种类虫 口数最及其生态分布

中 名 拉 丁 名

总诱

蛾量

只

生态分布

 

分布

类型

数

曰,曰,白‘‘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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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齿刺蛾

灰褐球须刺蛾黄脉亚种

显脉球须刺蛾广东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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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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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山顶苔薛矮林
。

大部分科相一致
。

再有每种刺蛾分布的类型愈多
,

其虫 口数量亦愈大
。

3 地理分布

尖峰岭刺蛾的地理分布
,

据文献资料归纳成表 2[z
、

’
·

‘
、

’〕5’
。

由表 2 可见下列几种情况
:

(1) 尖峰岭每种刺蛾的地理分布范围
,

以省(区)为单元
,

广者在前
,

窄者在后
,

其次序是
:
扁

刺蛾> 素刺蛾> 灰双线刺蛾> 迹银纹刺蛾
、

绒刺蛾> 长须刺蛾
、

显脉球须刺蛾广东亚种> 波眉

刺蛾
、

狡娜刺蛾> 窄斑褐刺蛾> 闪银纹刺蛾> 肖媚绿刺蛾
、

灰齿刺蛾> 乳丽刺蛾暗斑亚种
、

灰

褐 球须 刺蛾黄脉亚 种> 大绿刺蛾
、

聚齿刺蛾> 桑褐刺 蛾褐 色亚种
、

了,h os ea
:
an

a ( w
a l k e r )

、

P ra

e s e t o

ra
d i

v e

咭
ens kw angrungensis H ering

。

( 2) 尖峰岭刺蛾在各省 (区)分布的虫种数由多到少其顺 序是
:
广东

,

云南
,

江西
,

四川
,

福

建
,

台湾
,

湖南
,

贵州
,

陕西
,

广西
,

浙江
,

湖北
,

河南
,

河北
,

安徽
,

山东
,

西藏
,

辽宁
,

江苏
,

吉林
,

山

西
。

( 3) 尖峰岭刺蛾与各省(区)刺蛾的虫种相似百分率
,

由高到低排列如后
:
广东

,

四川
,

台湾
,

贵州
,

江西
,

福建
,

湖南
,

陕西
,

广西
,

云南
,

湖北
,

浙江
,

河北
,

安徽
,

西藏
,

辽宁
,

河南
,

山东
,

吉林
,

江苏
,

山西
。

(4 ) 据昆虫地理区划分
,

上述 20 种刺蛾
,

属于东洋区种类有乳丽刺蛾暗斑亚种
、

灰双线刺

5) 各省森林病虫普查办公室
.
森林病虫普查资料汇编

、

报告名录等(铅印本)
.
1982~ 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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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刘元福
:
海南岛尖峰岭林区昆虫区系 一

一刺蛾科 191

蛾和大绿刺蛾等 巧 种
,

占 75 %
;属于东洋区和旧北 区共有种有迹银纹刺蛾等 5 种

,

占 25 %
。

½ 关于虫种新记录
,

隶属中国新记录者有 了,h os ea ca
n a ( W al k e r

)l 种
;
隶属海南省新记录

者有乳丽刺蛾暗斑亚种
、

大绿刺蛾和 肖媚绿刺蛾等 14 种
。

4 成虫出现动态

成虫活动是昆虫生物学的重要方面
,

利用黑光灯诱蛾来测定成虫出现时间动态是个有效

的手段
。

从 1981一 198 3 年 231 灯次的诱蛾结果 (表 3) 可以看出
:
全年按月计

,

成虫出现有 1一

n 个 月不等
,

其中 9一n 个月出现者有灰双线刺蛾
、

乳丽刺蛾暗斑亚种
、

波眉刺蛾和灰刺蛾 4

种
,

占 20 % ;5一7 个 月出现者有 肖媚绿刺蛾
、

p

r a e s e t o r a
d i

v e

馆
ens kw angtungensi: H ering

、

聚

齿刺蛾
、

灰褐球须刺蛾黄脉亚种
、

显脉球须刺蛾广东亚种
、

桑褐刺蛾褐色亚种和素刺蛾 7 种
,

占

35% ;1~ 4 个月出现者有长须刺蛾
、

大绿刺蛾
、

迹银纹刺蛾
、

闪银纹刺蛾
、

狡娜刺蛾
、

绒刺蛾
、

窄

斑褐刺蛾
、

T
ho

s

ea ca na
( w al k

e r
) 和扁刺蛾 9 种

,

占 45%
。

凡成虫出现月数愈多的虫种
,

其虫 口

数亦愈大
,

年世代数亦愈多
。

表 3 全年诱到成虫的时间

虫 名 诱 到 成 虫 月 份
诱到成虫月数

(个月)

l01l乳丽刺蛾暗斑亚种

灰双线刺蛾

大绿刺蛾

肖媚绿刺蛾

长须刺蛾

迹银纹刺蛾

闪银纹刺蛾

波眉刺蛾

狡娜刺蛾

绒刺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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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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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g

聚齿刺 蛾

灰齿刺 蛾

灰褐球须刺蛾 黄脉亚种

显脉球须刺蛾 广东亚种

窄斑褐刺蛾

桑褐刺蛾褐色亚种

素刺蛾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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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刀a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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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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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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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8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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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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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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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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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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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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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诱蛾量高峰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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