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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山北段西坡不同植被类型中的

蜻类及其群落结构
*

雇 克 明
(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

昆明)

幼耍 本文根据 19 洲一 19 8 , 年在云南哀牢山北段西坡景东川河坝至徐家坝山顶的垂直面上
, 选定 ”

个不同植被类型的固定样地
, 分季节采虫与观察

, 主要就不尚样地 内踌类的种群组成
、

数量
、

区系成份
、

分布

型
、

群落结 构以 及与植被的关系等进行研究和探讨
。

关 . 词 蜷类昆虫 哀牢山

哀牢山北段西坡川河坝至徐家坝山顶
,

位于云南景东县太忠区 (北纬 24
“

32
’ ,

东经

1 0 1 “ 01
’ ,

海拔 1 1知一 2 7 0 0 米)
。

植被区划处于亚热带南部季风常绿阔叶林区的北缘
,

往

北向亚热带北部区域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区过渡 (吴征溢
, 1 9 8 0

、

1 9 8 3 )
。

该地区保存大

面积的常绿阔叶林
,

它是目前云南南部各山体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的代表类型
,

其山地

植被垂直带是由景东川河河谷的农 田人工植被开始 (1 1列 米)至方家管乡 (23 00 米 )的思

茅松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
,

往上至 2 7 0 0 米的徐家坝山顶
,

则为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和苔

鲜矮林
。

昆虫生态地理区划上
,

属东洋地区
一
中国缅甸亚地区

一

华南热带雨林草原区的滇

南省 (马世骏
,

1 9 5 9 )
。

样 地 和 方
.

法

根据
“

云南亚热带山地生态垂直分异规律及其合理利用的研究
”
的要求

,

19 84 一1 9 8 5

年在哀牢山西坡垂直面上
,

选定 10 个不同植被类型的固定样地
:
农 田作物 (1 1 50 米)

、

思

茅松林 (1 4 5 0 米)
、

紫茎泽兰草丛 (1 6 5 0 米)
、

云南松林 (1 8 5 0 米)
、

旱冬瓜疏林 (2 2 0 0 米)
、

地檀香灌草丛 (2 3 2 。米 )
、

栋类次生林 (2 4 2 。米 )
、

木果石栋常绿阔叶林 (2斗, 0 米)
、

滇山杨

幼林 (2 4 7 0 米 ) 和山顶倒卵叶石栋
一露珠杜鹃苔鲜矮林 (2 6 5 0 米)

。

样地面积均为 50 >;

50 米
,

春
、

夏
、

秋
.

冬四季
,

分层次
,

统一网次连片随机网捕采虫
。

各样地内蜷类主要类群
和多数量种类

,

以所采蜷类科级属种数
、

个体数和采得频次较多而定
。

不同植被类型的蜷类昆虫

2
.

农田作物 (A )
: 采虫时主要作物为小麦 T r i , ic , 。 a e s ‘u , “,

,

豌豆 p i‘“ m ‘a ‘i
-

t, 。, ,

甘蔗 s a c c 再a r 。。 了i二 , , , e ,

荞 F a 多o P , r 。。 。, c u z口a z

。
,

油菜 B r a ; : ic a c o 。户。, , r i,

本文于 1 9 8‘年 11 月收到
。

*
哀牢山生态站李达文

、

罗忠和李寿昌参加野外样地工作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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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le ifo
r 。 等 7 种作物

。

该样地共采蜷类 4 4 头
,

属 7 科 9 属 1 0 种
,

如稻缘绿蜻 N o z a r a

, i, iJ
:‘za (L in n a e u s

)
,

稻赤曼蜷 M e o id a 几is t r io (F
a b r ie iu s

)
,

菜蜷 E , r , d o m a d o o i。 , l“ :

(S c o p o li)
,

N y, i“ , s p
.

,

红胸尖长蜷 o x , c a r 。。“s r “b r o r无o r a c ic 。 : Z he n g 等
。

长蜷科和

蜷科为主要类群
,

N , s ‘u , S p
·

和 M e o id a h‘s t r
io 的数量较多台

2
.

思茅松林 (B )
: 上层树种以思茅松 p i。衬: 及汤a , ya v a r

.

10 0 9石‘a , 。 , 5 15 为主
,

另有

红木荷 s‘* i。 。 。 a zzic o i、
,

黄毛青冈 c , c l。。a ! a ‘口p ; i, 己。za o a , i
,

海南浦桃 s , : , 。i“。

c , ‘, , in i
,

水锦树 w o n d la o d ia Pa , ic “ la t a ,

乌饭 V ic c i , i :
.

二 d “ c lo u x ii
,

滇橄榄 P h vl了。
-

, t h , : e , b li‘a ,

黄恺 石n g e lh a r‘t ia r o x b u r姑 n ‘a 和紫茎泽兰 石u Pa r o r i : , 。 a d 。 , o Ph o r , ‘.

等 6 8 种植物
。

该样地采蜡类 9 3 头
,

属 1 1 科 2 3 属 2 8 种
,

如黑边同缘蜷 H 0 0 0 0 0 c e r u ,

(
‘

,
.

)
: 10 10 1二 : D is ta n t ,

合欢同缘蜷 月 (A
.

) 。a l友。 r i K i: b y
,

钝缘蜷 搜, a c 。 : t r a h‘; : -

‘c o r , i了 H s ia o ,

波褚缘蜷 O c l. r o : h i, a Po r a : in i K i : itsh 。n k o ,

革红脂猎 蜷 V e li , “ ;

a n n o la r o s D : s : a n t ,

双环猛猎蜷 sPh o d a , o le ; r e , a , ”。liPo s D is ta n t
,

彩纹猎蜷 F“ a g o r a :

p la g ia r“ : B u r二 e ‘s t c : ,

锤胁跷蜷 y e 。二 a , 19 ”
a r u , (H s ia o

)
,

黄折板网椿 Ph y了a r o c h 。11“

Iu zg 。 , i: n r a k e ,

褐斑地长蜷 R h yp a r o c h r o 。 。 , : o r d i‘。5 F a b r ic iu s 等
。

缘蜷科和网蟠

科为主要类群
, P hy s a r o c h e 若la f“lg o r i: 为多数量种类

。

3
.

紫茎泽兰草丛 (C )
:
茶地丢荒后

,

紫茎泽兰大量浸人
,

主要植物有云南茶 y , ,
, , e

x , lo c a , Pa ,

水锦树
,

黄枪
,

绒毛算盘子 G lo c hid 泣。 , , 。l, , ‘, 。。 等 2 8 种植物
。

该样地采椿

类 3 0 头
,

属 , 科 s 属 9 种
,

如黑厉蜷 C。” rh , c o , id o a , h o 。 : o , 1 D i: t a n t ,

锤胁跷蟠 Y。, 。 a

, ‘了。 a : 二 ,
(H

s ia o
)

,

弯角头跷蜷 C a Py o ll‘ d i , ri , c , a H s ia o ,

斑翅大眼长堵 G o o c 。r i,

fl。, “ 。P; 才。 , e , , 。lzu : B r ed d in 等
。

主要类群为跷蜷科
,

Y e . o a : ‘g , a , : ,
数量甚多

。

4
.

云南松林 (D )
: 上层乔木以云南松 Pi , us , , ,

。。。i , 为主
,

其他为红木荷
,

毛

柿子 D io s p y r o ; 友a凌i , a r
.

, 11 , 。 , rr i, ,

高山拷 C a , , a o o P, 15 d e la t, a , i ,

楠烛 L y o , ‘。

o , a lijo lia ,

乌饭
,

野牡丹 M ela s , o m a Po l , sPe r m a ,

革叶算盘子 G lo c h id io , d a lto , 11 等

72 种植物
。

该样地采蜷类 1 70 头
,

属 13 科 24 属 32 种
,

如光纹同缘蜷 H 口m 口。oc 。。

(对 ) la , , 111 , e u : s ta l ,

阔肩同缘蜷 H
,

(月
.

) 再
, , 。 r o l“ H sia o ,

茶色储缘蜷 o c h r o c 几‘r a

c 。。 。11。 。 K ir it sh e n k o ,

云南岗缘蜷 ‘口 , 。‘。r u , , u 。, 。: 。 , , ‘: H sia 。、 麻皮睛 E r rh 。: io a

fo llo (T h u n b e r g )
,

川甘碧蜻 p o lo , 。。 。 ha 。, o r r h o i才a li, L io d be rg ,

褚翅脂猎堵 F , I
-

、。“ , 。 a r g i, a , “ : H o ia o ,

异色 巨蜷 E “ , ‘h ‘ , e ; c u 户, e“ , W e s‘w o o d ,

锤胁跷蜷 Y 。, , o

‘ig n a t , ,
(H

s ia o
)

,

黄折板网堵 P h , r a , o c 方。ila j, lg o r i , D r a k e ,

茶脊冠网堵 s 一e Ph o , i一i,

e 人f。。。 s‘5 o r a k。
,

淡边地长蜷 R h , 户。r o c h r o。 , : a‘sP
o r , “ , M u ls a n t

,

茶盾蜷 p o e e ‘一o e -

o r i, la x “, D a lla s ,

桑宽盾蜡 p
.

d r “a o i (L io n a e u :
)

,

娇异蜷 U r o : r ylis a c “。i, 口, , r

R e n ,

紫蓝丽盾蜷 c h r y, o c o r is , r o lli (w
o lff)

,

角胸亮盾蜷 L a。 户r o c o r i: , Pi, ig o r

(D all
: s
) 等

。

主要类群为跷蜷科
,

猎蜷科和荔蜷科
,

多数量种类为 y o m o a : 19 0
1 “ , ,

石, s rh 心 , 。s c , P r o u s
和 V e li月 u : 。 a r g i, a , “ s 。

5
.

旱冬瓜疏林 (E )
:
主要 为旱冬瓜 AI, , : 。 。p a le , : f: ,

另有马缪花 R 人o d o d e o d r o 。

d 。l。, a yi ,

厚皮香
,

楠烛
,

紫茎泽兰
,

地檀香和毛旅菜 P , e r ij i。。 r 。, 0 1“ r“。 等 4 0 种植

物
。

该样地采靖类 4 2 头
,

属 9 科 l斗属 1 6 种
,

如哈奇缘蜡 D o r 户t e r , x h a r d , ic凌11 w h it e ,

点蜂缘蜷 R IPto r r , , Po d e , r r is r ab r ie iu s ,

印度片蜷 s c io c o r i : io d ic “ , D a lla s ,

大折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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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蜷 p h , s o r o e几, ila o r ie 。 , i, D r a k e ,

大眼长蜷 c e 0 0 0 两, P allid i户e 。。 15 等
。

主要类群

为长蜷科和网蜻科
,

多数量种类为 p 五少 。 t。。h o ita,
。 , ‘。。 ti : 。

欣 地檀香灌草丛 (F )
:
主要 为地檀香 ‘“It 五。

;
ia f口 ; re : , l’i 奋另有紫茎泽兰

,

毛藤

菜
,

白果草巷 Fr a g a r 应a 川 l扩
。r 心。s 矛, ,

翻白叶 P o te o t玄lla j, 19 。, ,
等 4 0 种植物

。

该样

地采蜷类 52 头
,

属 8 科 1 4 ,

属 1 6 种
,

如川曼缘蜷 M a o o c o r “5 . 0 , ta
神

: H sia 。
,

波褚缘蜷
o c 冷r o c 入ir a 户o ta , i。‘ K ir itsh e n k o ,

黑益蜷 p ic r o , e r “: 忍r is o u :
(D

alla s
)

,

红匙同蜷
E I。‘”, ,‘c h G r “ b r a L iu

,

杜鹃冠网蜷 s“户ha , it i, 户v r io d 。,
(S e o , ‘

)
,

茸毛小长蜷 N , : iu ‘

忍 r a m 。。 , c o la K o le n a t i
, O r i, : sp

·

等
。

长椿科为主要类群
,

N , 5 1, : 君, a o i, ic 口la 为多

数量种类
。

了
.

栋类次生林 (G )
:
木果石栋林经轻度砍伐及火烧后形成的次生矮林

,

主要植物有

木果石株 乙i动 o c a r 户, , 二ylo c a r 户, s ,

景东石栋 L
.

11, : d , 。 g 。。 , i;
,

腾冲拷 c a拼a n o 夕; , ‘

。a r , i, ,

绿背石栋 L
.

h yPo , ‘r id i, ,

滇山杨 p o 户u l, : b o , a t矛i ,

大白花杜鹃 R 乙o d 川 ,

, d r o 二 d“
D r “”

,

薄叶IJJ 矾 s v”lo c o s a
即。

a la ,

箭竹 5 1 , a r , , d i , a r ia , i , id a ,

毛藤菜

等 48 种植物
。

该样地采蜷类“ 头
,

属 10 科 14 属 17 种
,

如刺突娇异蜷 U :
。 : 讨八

, 二。
-

a c u la ‘u s Y a n g
,

p r im io r , ; “p
· ,

大斑辉蜡 C a r b , l a , a c “la ta H sia o ,

黄折板网蜷
p h y , 。 , o c h 。‘la 了, lg o r‘5 D rak e ,

波负板网蜷 c , : , 。o c h ila 。。d o : a D r a k e ,

黑褚缘蟠
O c h r o c h ir a fu , c a H sia o ,

刺钝缘蜷
:

夕。 a c e s , r a , 户10 19 。, H sia o
等

。

主要类群为网蜷科

和盲蜷科
,

多数量种类为 p h 梦; a r o c 人e iza fu zg o , i: 和 M e c o o m 。 sp
.

。

8
.

木果石栋常绿阔叶林 (H ) : 为该地 区分布面积最大的原生森林值被
,

主要植物有

木果石标
,

景东石株
,

腾冲拷
,

滇木荷 s c人i, a o o r o , h , e ,

瑞丽鹅掌柴 s c n eff z。, a
一

访 , 。

lie o s is ,

长尾青冈 Cv c lo b a la o o P‘i、 , t e o a : d ia o a , a r
.

10 , g ic a
耐

a , a
,

瓦山安息香 S t丫r a 、

P。 ,
·

通i , : ia , ,

七裂械 A c o r 再尸户ro lo b , ,
,

南亚批把 E r i乡。 , r 夕a b , 二g a l。。 ; 15
,

箭竹
,

滇西

瘤足蔽 p la g ‘o 。, r ia c o ‘。“ , 15 等 5 0 种植物
。

该样地采蜷类 32 头
,

属 7 科8 属 1 1 种
,

如菱角长头猎蜷 H e n r ic o ha h二 10 ryp ie a D is ta n t ,

无斑娇异蜷 U r o ; , 梦115 1 , : 19 , f, H sia 。

e t e h in g
,

娇异蟠 U
.

, e r t ic a li: M a a ,

长束IJ棘胸长蜷 p , i柳‘。
r , , 1 0 , 9 1 ; 户i。。

, z h e n g
,

红

角辉蜷 c o r‘, z。 c r a s ; i , e 。 , r , s
(D

a lla s
) 等

。

主要类群为异蜷科和猎蜷科
,

多数量种类为

Il e 月 r ic o 入a 吞移ia 了yPic a 。

9
.

滇山杨幼林 (l)
: 木果石栋林遭严重破坏后形成的

,

以滇山杨幼林为主
,

另有木果

石栋
,

厚皮香
,

淡红荚蓬 V ib , r 。。 m o r o b e s c , 。 ; ,

云南银鹊树 T o p is c ia , “, 二a ft 。。 : i:
,

水

红木 V ib , r , , 。 c , lio d r 亩c , 。
,

白背叶椒木 A r a lia c h‘n e , 5 15 ,

石繁缕 s : e lla r io s o x ,

2 111了
,

菊状千里光 s扩。 , c i a c h r y: a o z人。。 o id o s ,

毛藤菜等 3 7 种植物
。

该样地采嬉类 4 1

头
,

属 7 科 8 属 9 种
, ,

如褐菱猎蜻 Isy , d u s o b s c u r , , D a lla s ,

波姬蜷 N a bi , 夕。; a。。‘

B ia n eh i ,

大斑辉蟠 C a b u la 。 。 c “Ja t a
H s ia o ,

黄折板网蜷 P h , , a to c h o ila f, l君。二行

D r a k e ,

东亚小花蜷 o r i“s , a o to r i p o p p iu s ,

印度片蜷 s c io c o r , 5 1 , d ic “: D a ll。s
等

。

网蜷科和盲蜷科为主要类群
, p hys a , o c h e ‘la fo lg o r言s 和 D o lieh o m ir is 印

·

为多数量种

类
。

1 0. 山顶倒卵叶石栋
一

露珠杜鹃苔鲜矮林 (J)
:
主要植物有倒卵叶石栋 L ‘, h。‘ a r p。

护“c h即hyllo ij o s ,

露珠社鹃 R h o d o d o n d r o 二 ir r o 扮a ‘, m
,

穗序鹅掌柴 sc 几efflo r a d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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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y i
,

细梗茱英叶五加 A c a o rh o Pa , a x 。, o d ia o fo liu : , a ,
.

g r a c ili;
,

尾叶白珠 c a “lr左
-

。 ; i , 考, iffi动ia , ‘
,

紫花沿阶草 。户hio Po g o , 。a lic 无ia , , s 等 2 8 种植物
。

该样地采蜡类

2 2 头
,

属 4 科 ‘属 6 种
,

如黑腿冠网椿 s : 。Ph a , i, i: g a lla r “。 H o r v a th
,

黄折板网蜷

p h , , a r o c h。 ila fo lg 口 ; i; D r a k e ,

纹头婚 c r i, h。。 e ; 1 1, e a r‘fr o , ; s ta l
,

丝光小 长蜷

N , : iu s t hy o i (W
o lff) 等

。

主要类群为网蜷科
,

S r o Ph a , it i , g a lla r , , 。 为多数量种

类
。

、 · ‘ . ,

一
:

一介:

不同植被类型的蜷类群落结构分析

运用多样性
、

丰富度
、

均匀性 等指标
,

分析上述不同植被类型的蜷类群落
。

多样性采

用 p ielo u
(1 9 7 5 ) 等级多样性公式

: H
,

~ H
,

(F) + H
,

(G ) + H
,

(s)
,

式中 H
,

(F)
,

H
’

(G )
,

H
’

(s) 分别为科级
、

属级和种级的多样性指数
,

各级多样性指数用 Sh a n n o n 一

w ie n e : 公式 : H
,

~ 一茗 Pi hi Pi 计算
。

丰富度直接用采得种类数 (s ) 获得
。

均匀性采

用 Pie l。。 (1 9 6 6 ) 公式
: j一其 测定

,

结桌见表 l 。

In s
一

’

厂-

农 1 衷牢山西坡不同植彼类型场类的多样性
、

丰 , 度和均匀性

植被类型 H
’

(S)

0
。

7 7 9 9

l
。

28 ‘)7

0
.

了8 3 8

l
。

25 6 2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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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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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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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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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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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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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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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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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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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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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5 0 冬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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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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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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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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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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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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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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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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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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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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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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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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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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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川 3 2

t)
。

9 1 ; 7

l
。

l()5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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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与 讨 论

1
.

哀牢山西坡 10 个不同植被 类型样地内
,

全年共采蜷类 , 94 头
,

隶属 巧 科 56 属 88

种
。

从区系成分统计 (见表 2 ) ; 中国特有种和东洋区种类占优势
。

2
.

试按吴征俗 (1 9 8 3 )植物地理分布型划分
,

从属一级蜷类分布型统计 (见 友 3 )
: 以

热带亚洲分布和世界分布 占优势
。

从种一级的分布型统计 (见表 斗)
:
中国特有分布占优势

,

其次为热带亚洲分布和东

亚分布
。

在中国特有 分布中
,

多数 为我国西南山地所特有
,

因此
,

该地区的蟠类昆虫具有

明显的特有性
。

3
.

表 1 表明 :
云南松林和思茅松林的蟠类多样性和丰富度最高

,

说明该植被类型较

适于蜷类的生存活动
,

森林植被保护较好和较有利的气候条件 (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型
,

气候温暖湿润)
,

为多种蜷类的栖 急
、

繁衍和 食物来源
,

提供了有利条件
。

而山顶苔鲜矮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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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紫茎泽兰草丛蜷类的多样性和丰富度最低
,

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和气候条件恶化
,

则成

为多种蜷类生存的限制因素
。

蜷类的均匀性
,

滇山杨幼林和思茅松林较高
,

地植香灌草丛

和紫茎泽兰草丛最低
。

4
.

根据上述各植被类型蜷类的种群组成
、

个体数和多样性的综合比较
,

除农田作物人

工植被外
,

自然植被类型的蜷类
: 云南松林> 思茅松林 > 栋类次生林> 旱冬瓜疏林 > 地

檀香灌草丛> 滇山杨幼林> 木果石栋林> 紫茎泽兰草丛> 山顶苔醉矮林
。

5
.

从表 1 看出
,

多样性和丰富度有一定关系
,

二者相关显著
, r ~ 0

.

9 4 8 9 ,

P < 0. 0 10

但丰富度不等于多样性
,

表中旱冬瓜疏林
、

紫茎泽兰草丛和地植香灌草丛
、

滇山杨幼林蜡

类的丰富度一样
,

但多样性指数并不相等
。

一般说来
,

丰富度特别高的群落
,

其多样性指

数偏高 ; 反之
,

则偏低
。

6
.

植物种数与蜷类种数二者相关显著
, r ~ 0. 8 4 0 7

,

P < 0. 0 1 。

说明蜷类昆虫 与值

物的关系密切
,

植物种
.

类的丰富程度
,

可影响
、

决定娘类的丰富度的高低
。
故保护好森林

植被
,

不仅可提高植物丰富度
,

也可确保森林昆虫的丰富度
.

有利于森林昆虫资源的保护

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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