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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尖峰岭白蚁的区系与生态分布
‘

顾茂彬 陈佩珍 平正 明 徐月莉

摘要 海南岛尖峰岭热带林自然保护 区的白蚁
,

已鉴定种名的有 44 种
,

这些白蚁除 3 种广布

于热带区域外
,

都分布在东洋区
,

其中属海南特有的共 26 种
,

占尖峰岭白蚁种群数的 59
.

1 %
;
待发

表新种 11 种
,

占尖峰岭白蚁种群数的 25 %
。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中的白蚁最多
,

共 36 种
。

这是该植

被类型气温高的缘故
。

关镇词 白蚁
、

区系
、

生态分布

白蚁属等翅目(l so p ter a )
。

全世界已知白蚁近 3 0 00 种
,

我国有白蚁 46 0 多种
,

广泛分布于

辽宁以南各省区
,

其中热带
、

南亚热带尤为丰富
。

白蚁是重要的森林害虫
,

但在原始森林中除有

危害的作用外
,

它们能分解纤维素
,

起促进碳氮循环
、

能量流动
、

土壤形成和改良土壤的作用
,

因而在生态平衡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

本文将 已鉴定的 44 种白蚁
,

根据采集地的植被类型
,

分析

其区系与生态分布
。

1 种类与区系

1
.

1 种类

海南岛尖峰岭热带林保护区的白蚁 已鉴定的有 44 种
,

它们隶属于 4 个科 20 个属
,

其中海

南特有种 2 6 种
,

待发表的新种 11 种
,

各占该地区白蚁种群数的 59
.

1 %和 25 %
。

分布到海南岛

以外地区的种为广布种
,

有 18 种
,

占该地 区白蚁种群数的 40
.

91 % (表 1 )
。

1
.

2 区系

尖峰岭白蚁除截头砂白蚁
、

长颗砂 白蚁
、

叶额砂白蚁 3 种在 全世界热带区域广为分布外
,

其余都分布在东洋区范围内
,

反映了尖峰岭地处热带的种群特色
。

2 生态分布

尖峰岭林区位于海南岛西南部
,

1 8
0

2 3
‘

一 1 8
0

5 0
‘

N
,

1 0 8
0

3 6
,

一 10 9
0

0 5
,

E
,

为世界三大热带

区之一的印尼
一

马来热带区的北缘
。

自上而下主要的植被类型有 山顶苔鲜矮林
、

热带山地雨

林
、

热带常绿季雨林
、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

白蚁的分布与气候
、

土壤
、

植被和海拔高度有关
,

现根

据植被类型
,

分析它们的特点
。

2. 1 山顶苔醉矮林

海拔 1 200 m 以上的孤峰或狭窄的山脊
,

每公顷有高等植物 83 种
。

年平均气温为 17 七
,

1 9 9 3一 0 3一 20 收稿
。

顾茂彬副研究员
,

陈佩珍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广州 51 0 5 2 0) ;平正 明
.

徐 月莉(广东省昆虫 研究

所 )
。

‘

本文为 1 9 8 8 ~ 19 9 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海南岛尖峰岭生态系统研究 I ”

的部分内容
。



6 4 8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8 卷

表 1 海南岛尖峰岭 白蚁种类与分布

生生态分耐耐
AAAAA BBB CCC DDD

丫丫丫丫

一
、

木 白蚁科
1

.

截头砂白蚁

2
.

长额砂白蚁

3
.

叶额砂白蚁
4

.

海南砂白蚁

5
.

赤树白蚁

6
.

短胸树白蚁
7

.

花唇树白蚁

8
.

翘颖树白蚁
9

.

扁胸新白蚁
1 0

.

长头新白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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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A

.

山顶苔鲜矮林 ; B
.

热带 山地雨林 ; C
.

热带常绿季雨林 ; D
,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 *

表示新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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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相对湿度超过 88 写
,

树干与岩石上有苔鲜植物附生
,

土层疮薄
,

是林区气温最低
、

风与湿度

最大的植被类型
。

该植被类型中白蚁特点是种群稀少
,

只采到尖峰岭散 白蚁 1 个新种
,

其原因

是气温低
、

山体小
,

狭窄的山脊和孤峰土层极疮薄
。

2
.

2 热带山地雨林

海拔 7 00 一 1 2 0 0 m
,

每公顷有高等植物 1 67 种
,

年平均气温为 1 9
O

C
,

年相对湿度为 88 %
,

土层肥厚
。

在该植被类型中采到白蚁 15 种
,

其中广布种 8 种
,

分布在海南岛以北的东洋区范围

内
。

该植被类型中的白蚁分布有如下特点
:

(l) 白蚁种群数量少
。

昆虫种群数量的多少与植物种类的多少有一定关系
。

例如该植被类

型中的蝶类
,

占尖峰岭种群数的 82 %
,

而白蚁只采到 15 种
,

其原因是 白蚁的采集地大多在海

拔 8 00 m 以上且气温较低的缘故
。

(2 )广布种 比例高
。

在该植被类型中广布种达 53
.

33 %
。

代表种有细颗散白蚁
、

赵氏散白

蚁
、

双峰散白蚁等
,

这些种群适应气温较低生境
。

(3) 喜湿种类多
。

象白蚁类喜高湿的生态环境
,

它们主要栖息在热带山地雨林中
,

代表种有

小头角钝象白蚁
、

尤氏华象白蚁等
。

2
.

3 热带常绿季雨林

海拔 2 00 一 7 00 m
,

每公顷有高等植物 83 种
,

年平均气温为 22 ℃
,

地形开阔
,

常风较大
,

土

壤为黄色砖红壤
。

该植被类型中采到海南华白蚁
、

海南土白蚁等 32 种
.

占尖峰岭白蚁种群数的

7 2
.

7 2 %
。

该植被类型中的白蚁分布特点是
:

(1) 树 白蚁种群多
,

代表种有赤树白蚁
、

短胸树白蚁
、

花唇树白蚁等
。

(2) 有些种群分布在热带山地雨林中
,

如天涯土白蚁等 15 种 ;
有些种分布在热带半落叶季

雨林中
,

如小头亮白蚁等 16 种
。

这些种群属于热带半落叶季雨林向热带山地雨林过渡的类型
。

2
.

4 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海拔 1 00 一 3 00 m 的低丘或河流两旁
,

地形开阔
,

每公顷有高等植物 74 种
。

年平均气温为

2 4
.

5℃
,

年相对湿度为 8 0 %
,

年平均降雨量为 1 6 34
.

3 m m
,

蒸发量为 1 85 8
.

1 m m
,

属林区干热

的植被类型
,

旱季大多植物落叶
,

土壤为褐色砖红壤
。

该植被类型中的白蚁分布特点是
:

(l) 种类多
。

已鉴定的白蚁有 36 种
,

占尖峰岭 白蚁种类的 81
.

82 %
。

种类丰富的原因是气

温高
,

虽然植物种类略少些
,

旱季大多落叶
,

但地下食料还很丰富
。

(2 )海南特有种多
、

新种多
。

目前属海南特有种的有单毛乳白蚁等 26 种
,

在该植被类型中

有长头新白蚁等 22 种
,

占海南特有种的 84
.

62 肠
。

尖峰岭待发表新种有乐东杆 白蚁
、

小细颗土

白蚁
、

天涯土白蚁
、

海南土白蚁
、

尖峰岭钝象 白蚁
、

小角头钝象白蚁
、

小平头象白蚁
、

尖峰岭散白

蚁共 11 种
,

其中前 7 种分布于热带半落叶季雨林
,

占尖峰岭新种 的 63
.

64 %
。

(3) 出现热带区域广布种
。

截头砂白蚁
、

长颗砂 白蚁
、

叶额砂 白蚁为世界热带区域的广布

种
,

此 3 种仅分布在热带半落叶季雨林中
。

另外
,

有些种群例如海南砂白蚁
、

单毛乳白蚁
、

斜孔

乳白蚁
、

异头乳白蚁
、

天涯锯 白蚁等虽然不是热带区域的广布种
,

但分布也仅限于海南岛南部

气温高的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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