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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对黄土高原南部的渭北沟壑区退耕还林还草后的昆虫区系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该试区有

鳞翅目森林昆虫31 科174 属253 种, 其中蛾类26 科137 属197 种, 蝴蝶类5 科37 属56 种; 古北界、古北2东洋跨界种

类是该试区鳞翅目昆虫区系的主要组成类群; 试验区鳞翅目昆虫区系组分具有过渡性、多样性特征, 并且这些特征

在一定程度上受人工植被类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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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土高原土地辽阔, 动植物资源丰富, 光热资源

充沛, 不仅是我国优质水果和畜牧产品的重要生产

基地, 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生态农业最具潜力的地区

之一。黄土高原南部沟壑区南依秦岭 (是我国昆虫古

北界与东洋界的分界线) , 北邻子午岭, 目前对秦岭

南、北坡昆虫区系[122 ]和子午岭林区昆虫区系[325 ]已

有研究报道, 但对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的昆虫区系

尚未见报道。从秦岭跨越关中地堑到子午岭, 其跨度

达 200 多 km , 地貌、气候、植被变化显著, 昆虫区系

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另外, 该区原为农田, 退耕后营

造了大片的刺槐、油松、华山松、紫穗槐等人工林, 其

中刺槐、紫穗槐为国外引进种, 侧柏、油松、山杨等乡

土树种天然林已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大片人工

林, 引进树种对昆虫区系也有影响。因此, 作者研究

了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人工林地森林昆虫区系的基

本组成和主要害虫种类, 以期为有的放矢地开展人

工植被主要害虫种群生态调控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区位于永寿县中部偏西, 距县城约15 km。

试验区海拔 1 100～ 1 350 m , 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 年平均气温10. 8 ℃, 年平均最低气温6. 6 ℃,

年均最高气温 15. 9 ℃, 最热月 7 月平均气温 23. 7

℃, 最冷月 1 月平均气温- 2. 9 ℃, 极端最低气温

- 18 ℃, ≥10 ℃积温3 476. 3 ℃。无霜期217 d; 年平

均降雨量601. 1 mm , 气候冬春干旱, 夏秋多雨, 降雨

多集中在7～ 9 月, 占全年降雨量的52% 左右。土壤

主要有黄土善土、黑垆土, 呈微碱性。地貌结构由梁

峁、山梁坡、沟坡、沟底、塬面5 部分组成, 梁峁海拔1

300 m 左右, 沟底900 m , 相对高差50～ 150 m , 沟宽

300～ 1 000 m。

本区植被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 原始植被破

坏殆尽, 残存少量辽东栎、山杨、白桦、侧柏等天然次

生林。人工林以刺槐、油松和侧柏居多, 经济林有苹

果、梨、山楂、枣、核桃、柿、花椒、桃、杏等; 灌木有山

桃、沙棘、牛奶子、山荆子、茅梅、悬钩子、杠柳、狼牙

刺、苦豆子、胡枝子、二色胡枝子、达乌里胡枝子、华

北紫丁香、连翘、土庄绣线菊、蒙古绣线菊、酸枣、虎

榛子、鹅耳枥、黄蔷薇、水木旬子、毛山樱桃等; 草本以

禾本科、菊科、蔷薇科、蝶形花科、唇形花科、十字花

科、伞形花科、茄科、蓼科、石竹科、旋花科、败酱草

科、萝艹
摩科、大麻科等植物为主。

1. 2　昆虫区系调查方法

按不同林分类型、不同林龄分别设立标准地,

2002～ 2003 年每年5～ 9 月, 每月定点采集1 次林内

草本植物昆虫、树冠昆虫和地下昆虫; 同时在每月20

日左右在林地连续进行3 个晚上 (19: 00～ 24: 00) 的

灯诱, 采集晚上活动的昆虫, 以研究退耕后林内蛾类

昆虫区系的组成特点, 并对主要林分灾害性昆虫种

类及其危害程度进行调查。

地下昆虫在标准地内采用五点法调查, 每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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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面积为1. 0 m ×1. 0 m , 深度0. 20 m。草本植物和

树冠上昆虫采用网捕法, 连续网扫 60 次为一个小

样, 每个标准地取5 个小样。按月分样地和不同部位

分别记录昆虫的种类、数量。在林内随机连续抽样调

查灾害性昆虫种类及其危害程度。

将野外采集的昆虫标本带回实验室, 制作、整理

后进行种类鉴定, 然后统计种类数, 并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鳞翅目昆虫区系组成

　　试区鳞翅目昆虫区系组成见表1。由表1 可知,

该区蛾类共鉴定出 26 科 137 属 197 种, 蝴蝶类昆虫

鉴定出5 科37 属56 种, 鳞翅目共计174 属253 种, 均

为植食性昆虫。按其危害寄主植物器官的部位可分

为5 种类型: (1)食叶害虫, 如刺槐尺蠖 (N ap ocheim a

robin iae Chu )、栎 黄 枯 叶 蛾 ( T rad ba la v ishnou

L efebu r )、油 松 毛 虫 (D end rolim us tabu laef orm is

T sai et L iu ) 等, 数量最多, 是该地重点防治种类。

( 2) 枝梢害虫, 如微红梢斑螟 (D iory ctria rubella

H amp son)、松果梢斑螟 (D. p ry eri R agono t) 等, 是

油松林重点防治的种类。 (3)蛀干害虫, 如沙棘木蠹

蛾 (H olcocerus h ipp op haecolus H ua et Chou ) 等, 数

量虽不多, 但发生危害时造成损失大, 须进行种群数

量监控。 (4)地下害虫, 如小地老虎 (A g rotis yp silon

(Ro t lem berg) ) 等, 也须密切注意监测。 (5) 种实害

虫, 如危害油松球果的油松球果小卷蛾 (G rav ita r2
m a ta m a rg a rotana (H einem ann) )等, 危害苹果、梨、

枣、山楂、柿子等多种果树果实的桃蛀螟 (D ichocro2
cis p unctif era lis Guenéé)、桃 蛀 果 蛾 (Ca rp osina

n ip onensis W alsingham )、柿举肢蛾 (S ta thm op od a

m assin issa M eyrick)等, 须及时进行科学防治。

表 1　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鳞翅目昆虫区系组成表

T able 1　 Insect Fauna compo sit ion of L ep idop tera in the W eibei Gully T est R egion of the L oess P lateau

昆虫类别
Insect
type

科名称
N am e

of fam ily

属数
N um ber
of genus

种数
N um ber

of species

昆虫类别
Insect
type

科名称
N am e

of fam ily

属数
N um ber
of genus

种数
N um ber

of species

蛾类M o thes 袋蛾科 P sych idae 1 1

细蛾科 Gracillariidae 2 3

潜蛾科 L yonetiidae 2 3

透翅蛾科A egeriidae 3 5

巢蛾科 Yponom eutidae 1 3

举肢蛾科 H eliodin idae 1 1

织蛾科O ecopho ridae 2 2

麦蛾科 Gelech iidae 4 4

蛀果蛾科 Carpo sin idae 1 1

木蠹蛾科 Co ssidae 3 4

刺蛾科 L im acodidae 4 6

斑蛾科 Zygaen idae 1 4

卷蛾科 To rtricidae 8 12

螟蛾科 Pyralidae 10 17

尺蛾科 Geom etridae 19 23

枯叶蛾科 L asiocamp idae 7 10

蛾类M o thes 蚕蛾科Bom bycidae 2 2

天蚕蛾科Satu rn iidae 2 2

天蛾科Sph ingidae 11 16

舟蛾科N o todon tidae 9 13

草蛾科E thm iidae 1 1

鹿蛾科Am atidae 1 1

瘤蛾科N o lidae 1 1

灯蛾科A rctiidae 10 15

夜蛾科N octu idae 25 37

毒蛾科L ym antriidae 6 10

蝴蝶 Butterflies 粉蝶科P ieridae 7 13

蛱蝶科N ymphalidae 9 16

凤蝶科Pap ilion idae 1 2

眼蝶科Satyridae 8 10

灰蝶科L ycaen idae 12 15

总计 To tal 31 174 253

2. 2　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鳞翅目蛾类昆虫重要科

区系分析

　　试验区鳞翅目蛾类重要科的区系组成见表2。

2. 2. 1　卷蛾科　由表2 可知, 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

卷蛾科昆虫有 12 种, 古北界有油松球果小卷蛾, 苹

褐 卷 蛾 ( P and em is hep a rana ( D en is et

Sch iffermüller) ) , 黄色卷蛾 (Choristoneu ra long icel2
lana (W alsingham ) ) , 春 色 卷 蛾 (Choristoneu ra

long icellana F reem an ) , 苹 梢 小 卷 蛾 ( S p ilon ta

lech riasp is M eyrich)和苹小食心虫 (G rap holitha in2
op ina ta H ein rich) 等 6 种, 占该科总种数的 50% ; 尚

未采集到东洋界种类; 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有榛褐

卷蛾 (P and em is cory lana (Fab riciu s) ) , 梨白卷蛾

(S p ilon ta py rusicola L in et L iu) 和忍冬双斜线卷蛾

(C lep sis sem ia lbana (Guenée) ) 等 5 种, 占该科总种

数的 41. 67% , 其中棉褐带卷蛾 (A d orop hy es orana

(F isher von R  slerstamm ) ) 系古北、东洋和澳洲 3

界共有种, 梨小食心虫 (G rap holitha m olesta ) 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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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布种。苹梢小卷蛾 (S p ilon ta lech riasp is M eyrich)

系古北、新北界共有种, 占该科总种数的 8. 33% ; 苹

褐卷蛾和榛褐卷蛾虽属古北界种, 但已向南扩展到

长江北岸, 国外扩迁到印度北部[628 ]。因此, 在卷蛾科

中, 古北界昆虫种类为优势类群。

表 2　渭北黄土高原沟壑试验区鳞翅目蛾类昆虫重要科区系组成

T able 2　M o th insect fauna compo sit ion (L ep idop tera) in the sou th gu lly test region of the L oess P lateau

科名
Fam ily
nam e

科总种数
N um ber
of species

古北界
Palearctic realm

东洋界
O rien tal realm

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
Commom species of

Palearctic2O rien tal realm

其他种类
O ther species

种数
N um ber of

species

百分率ö%
Percen t

种数
N um ber of

species

百分率ö%
Percen t

种数
N um ber of

species

百分率ö%
Percen t

种数
N um ber of

species

百分率ö%
Percen t

卷蛾科 To rtricidae

螟蛾科 Pyralidae

尺蛾科 Geom etridae

枯叶蛾科L asiocamp idae

天蛾科 Sph ingidae

舟蛾科 N o todon tidae

灯蛾科 A rctiidae

夜蛾科 N octu idae

毒蛾科 L ym antriidae

合计 To tal

12

17

23

10

16

13

15

37

10

153

6

5

12

4

6

5

4

14

3

59

50. 00

29. 41

52. 17

40. 00

37. 50

38. 46

26. 67

37. 84

30. 00

38. 56

0

1

2

2

2

1

1

2

1

13

ö

5. 88

8. 70

20. 00

12. 50

7. 69

6. 67

5. 41

10. 00

8. 50

5

11

7

4

8

6

9

17

6

71

41. 67

64. 71

30. 43

40. 0

50. 00

46. 15

60. 00

45. 94

60. 00

46. 41

1

0

2

0

0

1

1

3

0

10

8. 33

ö

8. 70

22. 73

ö

7. 69

6. 67

8. 11

ö

6. 54

2. 2. 2　螟蛾科　由表2 可知, 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

有螟蛾科昆虫 17 种, 古北界有松果梢斑螟, 旱柳原

野螟 (P roteuclasta stotz neri (Caradja) ) , 四斑绢叶

螟 (D iap han ia quad rim acu la lis (B rem er et Grey) )

和草地锥野螟 (L ox osteg e stictica lis L innaeu s) 等 5

种, 占该科总种数的29. 41%。东洋界仅有桑绢叶螟

(D iap han ia py loa lis (W alker) ) 1 种。古北- 东洋界

共有种有黄翅缀叶野螟 (B oty od es d in iasa lis (W alk2
er ) ) , 微红梢斑螟, 楸囊梢螟 (Om p h isa p lag ia lis

W ilem an)和横线镰翅叶螟 (C ircoboty s heterog ena lis

(B rem er) )等11 种, 占该科总种数的64. 71%。豆荚

叶螟 (M a ruca testu la lis Geyer)为世界广布种。桃蛀

螟为古北、东洋、新北和澳洲 4 界共有种。瓜绢野螟

(D iap han ia ind ica (Saunders) ) 系古北、东洋、非洲

和澳洲4 界共有种[7210 ]。因此, 在螟蛾科中, 古北- 东

洋界共有种类是该试区的优势类群。

2. 2. 3　尺蛾科　由表2 可知, 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

有尺蛾科昆虫 23 种。古北界有李尺蛾 (A ng erona

p runa ria L innaeu s) , 直脉青尺蛾 (H ipp a rchus va li2
d a Felder et Rogenhofer ) , 桑褶翅尺蛾 ( Z am acra

ex cava ta D yar) 和刺槐尺蛾等 12 种, 占该科总种数

的52. 17% , 其中刺槐尺蛾系本地特有种。东洋界有

黑玉臂尺蛾 (X and ram es d hola ria M oo re) 和黄缘呵

尺蛾 (A richanna f lavom a rg ina ria Bu tler) 2 种, 占该

科总种数的8. 70%。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有丝绵木

金星尺蛾 (Ca losp ilos susp ecta W arren ) , 柿星尺蛾

(P ercn ia g iraf f a ta (Guenéé) ) , 木　尺蛾 (Cu lcu la

p an terina ria (B rem er et Grey) ) , 桑尺蠖 ( P h tho2
nand ria a trilinea ta (Bu t ler) ) 和国槐尺蛾 (S em ioth2
isa (M aca ria) cinerea ria (B rem er et Grey) )等7 种,

占该科总种数的30. 43% , 其中大造桥虫 (A scotis se2
lena ria (D en is et Sch iffermüller) ) 系古北、东洋、非

洲3 界共有种。其他种类 2 种, 占该科总种数的 8.

70% [728, 10212 ]。在尺蛾科中, 杂食性的木　尺蛾、丝绵

木金星尺蛾、桑褶翅尺蛾和危害刺槐的种类相对较

多。尺蛾科区系组成也以古北界种类最多。

2. 2. 4　枯叶蛾科　表2 表明, 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

有枯叶蛾科昆虫10 种。古北界有油松毛虫, 黄褐天

幕 毛 虫 ( M a lacosom a neustria testacea

M o tschu lsky) , 白杨毛虫 (B h im a id iota Graeser) 和

苹果枯叶蛾 (O d onestis p run i L innaeu s) 4 种, 占该科

总种数的40% , 而且苹果枯叶蛾系泛古北界种。东洋

界有柳毛虫 (H im a rotund ip enn is J de Joann is)和曲

纹枯叶蛾 (B h im a und u losa (W alker) ) 2 种, 占枯叶

蛾科总种数的20%。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有黄斑波

纹杂毛虫 (Cy clop h ragm a und ans f ascitella M en2
etries ) , 李 枯 叶 蛾 ( Gastrop acha quercif olia

L innaeu s) , 杨枯叶蛾 (G. p op u lif olia E sper) 和栎黄

枯叶蛾4 种, 占科总种数的40% [728, 10, 12 ]。因此, 在枯

叶蛾科中, 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和古北界的种类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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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的区系组成。

2. 2. 5　天蛾科　表2 表明, 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有

天蛾科昆虫 16 种。古北界有刺槐天蛾 (C lan is D eu2
ca lion (W alker ) ) , 女贞绒天蛾 ( K en troch ry sa lis

streckeri Studinger ) , 苹 六 点 天 蛾 (M a rum ba

g aschkew itsch i ca rstanjen i (Studinger) ) , 菩提天蛾

(M . jankow sk ii (O berthüüer ) ) 和枣桃六点天蛾

(M . g aschkew itsch i g aschkew itsch i (B rem er et

Grey) ) 等 6 种, 占该科总种数的 37. 50% , 其中榆绿

天蛾 (Ca llam bu ly x ta ta rinov i (B rem er et Grey) ) 系

泛古北界种类。东洋界有梨六点天蛾 (M . g aschke2
w itsch i com p la tens W alke ) 和 芝 麻 鬼 脸 天 蛾

(A cheron tia sty x W estw ood) 2 种, 占该科总种数的

12. 50%。 豆 天 蛾 ( C lan is bilinea ta tsing tau ica

M ell) , 蓝目天蛾 (Sm erin thus p lanus W alker) , 葡萄

天蛾 (A m p elop hag a rubig inosa rubig inosa (B rem er

et Grey) 和桃六点天蛾 (M a rum ba g aschkew itsch ii

echep h ron Bo isduval) 等 8 种为古北- 东洋界共有

种, 占该科总种数的 50% , 其中霜天蛾 (P silog ram 2
m a m enep h ron (C ram er) ) 系古北、东洋和澳洲 3 界

共有种; 甘薯天蛾 (A g rius convolu lii (L innaeu s) ) 为

古北、东洋、澳洲和非洲 4 界共有种[728, 10, 12215 ]。由此

可知, 在天蛾类昆虫中, 古北- 东洋界共有天蛾种类

为优势种类。

2. 2. 6　舟蛾科　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有舟蛾科昆

虫13 种 (表2)。古北界有杨小舟蛾 (M icrom ela lop ha

trog lody te (Graeser) ) , 杨剑舟蛾 (P heosia f usif orm i

M atsum u ra ) , 槐 羽 舟 蛾 ( P terostom a sin icum

M oo re ) 和 腰 带 燕 尾 舟 蛾 ( H a rpy ia lang iera

(Bu t ler) ) 等 5 种, 占该科总种数的 38. 46% , 其中苹

掌舟蛾 (P ha lera f lavescens (B rem er et Grey) ) 为泛

古北界种类。东洋界仅有柳扇舟蛾 (C lostera ruf a) 1

种。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有杨扇舟蛾 (Ceru ra m en2
ciana (Fab riciu s) ) , 黑蕊尾舟蛾 (D ud usa sp h ing i2
f orm is M oo re ) , 杨 二 尾 舟 蛾 (Ceru ra m enciana

M oo re) , 刺槐掌舟蛾 (P ha lera sang ana M oo re) , 榆

掌舟蛾 ( P ha lera f luscescens Bu tler ) 和栎掌舟蛾

(H a rpy ia lang iera (B rem er et Grey) ) 6 种, 占科总

种数的46. 15%。其他种类1 种[728, 10, 12, 16 ]。由此可知,

舟蛾科区系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类为优势类群。

2. 2. 7　灯蛾科　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有灯蛾科昆

虫 15 种 (表 2 )。白脉灯蛾 (G ram m ia quenseli

( Payku ll ) ) , 淡 黄 污 灯 蛾 (S p ila rctia jankow sk ii

(O berthür) ) , 污灯蛾 (S p ila rctia lu tea Hüfngel) 和

头橙华苔蛾 (A g lla g ig an tean O berthür) 4 种为古北

界种类, 占该科总种数的26. 67%。东洋界仅有黄腹

丽灯蛾 (Ca llim orp ha sim iles (M oo re) ) 1 种。豹灯蛾

(A rctia caja (L innaeu s ) ) , 红 缘 灯 蛾 (A m sacta

lactinea Gram er ) , 血红雪苔蛾 (Ch ionaem a san2
g u inea (M o tschu lsky) ) , 肖浑黄灯蛾 (R hyp a rioid es

am u rensis (B rem er ) ) , 黄臀黑污灯蛾 (S p ila rctia

caesa rea (Goeze) ) , 黑带污灯蛾 (S p ila rctia quercii

(O berthür) ) , 净雪灯蛾 (S p ilosom a a lbum (B rem er

et Grey ) ) , 白 雪 灯 蛾 ( S p ilosom a n iveus

(M énést riés) ) 和星白雪灯蛾 (S p ilosom a m en thastri

(E sper) ) 为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类, 占灯蛾科总种

数的 60%。亚艹
麻篱灯蛾 (P h ragm a tobia f u lig inosa

(L innaeu s) ) 为古北- 新北界共有种[728, 10, 12, 17 ]。因

此, 在灯蛾科中, 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为主要类群。

2. 2. 8　夜蛾科　夜蛾科是昆虫纲种类最多的科之

一。本试区有夜蛾科昆虫37 种 (表2)。古北界有榆

剑 纹 夜 蛾 ( A cron icta hercu le Felder et

Rogenhofer) , 苹刺夜蛾 (Ca toca la bella Bu tler) , 杨

梦尼夜蛾 (O rthosia incerta (Hüfnagel) ) , 苹美皮夜

蛾 (L am p roth rip a lacta ria (Graeser ) ) , 杨裳叶蛾

(Ca toca la nup ta (L innaeu s) ) , 光裳夜蛾 (Ep hesia

f u lm inea (Scopo li) ) , 缟裳夜蛾 (E. f rax in ii (L in2
naeu s) )和寡夜蛾 (L eucan ia velu tina Eversm ann) 等

14 种, 占夜蛾科总种数的 37. 84% , 其中桃剑纹夜蛾

(A cron icta in term ed ia W arren) 和大地老虎为泛古

北界种类。东洋界有半点顶夜蛾 (Ca lly na em iv itta

M oo re)和三斑蕊夜蛾 (Cym a top horop sis trim acu la ta

B rem er) 2 种, 占该科总种数的8. 11%。古北- 东洋

界共有种类有杨剑纹夜蛾 (A cron icta lep uscu lina

Guenée) , 梨剑纹夜蛾 (A . rum icis (L innaeu s) ) , 银

纹夜蛾 (A rgy og ram m a ag na ta Staudinger) , 旋皮夜

蛾 (E ligm a na rcissus Gram er) , 苹梢夜蛾 (H yp oca la

subsa tu ra Guenée ) , 柿 梢 鹰 夜 蛾 ( H . d ef lora ta

(Fab riciu s) ) 和鸟嘴壶夜蛾 (O raesia ex cava ta (Bu l2
ter) )等17 种, 占该科总种数的45. 94%。其中除古北

- 东洋界共有种外, 甘蓝夜蛾 (M am estra brassicae

(L innaeu s) ) 为古北和新北界共有种; 皮夜蛾 (S a r2
roth rip us revay ana (Scopo li) , 古北、东洋、非洲)、八

字地老虎 (A m a thes cn ig rum (L innaeu s) , 古北、东

洋、新北)、粘虫 (M y th im na sep a ra te W alker, 古北、

东洋、澳洲)、谐夜蛾 (Em m elia trabea lis (Scopo li) ,

古北、东洋、非洲)、铃斑翅夜蛾 (S errod es cam p ana

Guenée, 澳洲、东洋、非洲) 5 种为三界共有种; 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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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桥虫 (A nom is f lava (Fab riciu s) , 古北、东洋、澳

洲、非洲) 和黄地老虎 (A g rotis seg etum (D en is et

Sch iffermüller) , 古北、东洋、新北、非洲)为4 界共有

种; 棉铃虫 (H elioth is a rm ig era (Hübner) ) 为古北、

东洋、非洲、澳洲、新北5 界共有种; 小地老虎则为世

界广布种[728, 10, 12, 18224 ]。其他种类2 种, 占该科总种数

的5. 71%。在夜蛾科昆虫中, 各界昆虫种数依次为古

北- 东洋界共有种数> 古北界种数> 东洋界种数。

2. 2. 9　毒蛾科　毒蛾科昆虫在森林昆虫中占有重

要地位。本研究结果显示, 试验区有毒蛾科昆虫 10

种 (表2)。杨雪毒蛾 (S tilp notia cand id a Staudinger) , 榆

黄足毒蛾 ( Ivela och rop od a (Eversm ann) )和折带黄毒蛾

( E up roctis f lava (B rem er) ) 3 种为古北界种, 占该

科总种数的 30% , 其中杨雪毒蛾和折带黄毒蛾系泛

古北界种类。东洋界仅有褐黄毒蛾 ( E up roctis

m ag na (Sw inhoe) ) 1 种, 该种已向北扩迁至古北界。

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有侧柏毒蛾 (P a rocneria f u rva

(L eech) ) , 黄足毒蛾 ( Ivela au rip es (Bu lter) )和模毒

蛾 (L ym an tria m onacha (L innaeu s) ) 3 种, 占该科总

种数的30%。盗毒蛾 (P orthesia sim ilis (Fueszly) )为

古北、东洋和新北 3 界共有种。舞毒蛾 (L ym an tria

d isp a r (L innaeu s) )和雪毒蛾2 种系古北- 新北2 界

共有种, 占科总种数 20% [728, 10, 12, 25226 ]。因此, 在毒蛾

类昆虫中, 古北界和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类占有相

同的比例, 同为区系重要的类群。但不论古北- 东洋

界还是古北- 新北界共有种类, 跨界分布种为毒蛾

科昆虫优势类群。

根据鳞翅目蛾类 9 科昆虫的区系组成, 将其划

分为 3 种类型, 即在科级分类单元中以古北界种类

为优势种的类型 (如卷蛾科、尺蛾科) , 以古北- 东洋

界共有种为优势种的类型 (如天蛾科、灯蛾科、夜蛾

科、舟蛾科、螟蛾科)和混合类型 (古北界种类与古北

- 东洋界跨界种在科级分类单元中的种数基本接

近, 如枯叶蛾科和毒蛾科等)。在鳞翅目蛾类9 科中,

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类占鳞翅目总种数的46. 41% ,

古北界种类占鳞翅目总种数的38. 56% , 东洋区种类

仅占8. 50% , 其他种类占6. 54%。

2. 3　渭北高原沟壑区鳞翅目蝶类昆虫重要科区系

分析

　　试验区采集到蝴蝶类昆虫5 科37 属58 种, 重要

科的区系组成见表3。

表 3　渭北黄土高原沟壑试验区鳞翅目蝶类昆虫主要科区系组成

T able 3　Butterfly fauna compo sit ion (L ep idop tera) in the W eibei gu lly test region of the L oess P lateau

科名
Fam ily
nam e

科总种数
N um ber of

species

古北界
Palearctic realm

东洋界
O rien tal realm

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
Commom species of

Palearctic2O rien tal realm

其他种类
O ther species

种数
N um ber of

species

百分率ö%
Percen t

种数
N um ber of

species

百分率ö%
Percen t

种数
N um ber of

species

百分率ö%
Percen t

种数
N um ber of

species

百分率ö%
Percen t

粉蝶科 P ieridae

蛱蝶科 N ymphalidae

眼蝶科 Satyridae

灰蝶科 Satyridae

合计 To tal

13

16

10

15

54

3

8

4

9

24

23. 08

50. 00

40. 00

60. 00

44. 44

1

1

3

0

5

7. 69

6. 25

30. 00

ö
9. 26

7

4

3

5

19

53. 85

25. 00

30. 00

33. 33

35. 19

2

3

0

1

6

15. 38

18. 75

ö
6. 67

11. 11

2. 3. 1　粉蝶科　由表3 可知, 试验区有粉蝶科昆虫

13 种 (表3)。小粉蝶 (L ep tid ea am u rensisM énét riés) , 豆

粉碟 (Colias hy a le (L innaeus) ) 和运斑粉蝶 (P ontia d ap 2
lid ica (L innaeus) ) 3 种为古北界种类, 占该科总种数

的 23. 08% , 其中运斑粉蝶已经向南扩展到东洋界。

东 洋 界 仅 有 大 翅 粉 蝶 ( A p oria la rg eteau i

(O berthür) ) 1 种, 且向北扩迁至古北界。绢粉蝶 (A .

crea teg i (L innaeu s) ) , 橙黄豆粉碟 (Colias f ield i

M énét riés ) , 宽 边 黄 粉 蝶 ( E u rem a hecabe

(L innaeu s) ) , 尖钩粉蝶 (Gonep tery x m ahag u ru as2
p asia Gistel) , 钩粉蝶 (G. rham n i (L innaeu s) ) , 东方

粉蝶 (P ieris can id ia m a rs (Sparrm an) 和黑脉粉蝶

(P. m elete M énét riés) 7 种为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

占粉蝶科总种数的53. 85%。大卫云粉蝶 (P. d av id is

d ilu ta (V erity) )系古北和非洲2 界共有种。菜粉蝶

(P. rap ae (L innaeu s) ) 是本科唯一的世界广布

种[7, 27233 ]。由此可见, 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类是粉蝶

科区系的优势类群。

2. 3. 2　蛱蝶科　由表3 可知, 试验区有蛱蝶科昆虫

16 种。细带闪蛱蝶 (A p a tu ra m etis F reyer) , 重环蛱

蝶 (N ep tis a lw ina (B rem er et Grey ) ) , 小环蛱蝶

(N . S app ho ( Pallas ) ) , 老 豹 蛱 蝶 (A rgy rono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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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d ice (Pallas) ) 和灿豹蛱蝶 (F abriciana ad ipp e

(D en is et Sch iffermüller) ) 等 8 种为古北界种类, 占

该科总种数的50%。且紫闪蛱蝶 (A p a tu ra iris (L in2
naeu s ) ) , 柳 紫 闪 蛱 蝶 ( A . ilia ( D en is et

Sch iffermüller ) ) , 老豹蛱蝶, 灿豹蛱蝶和蟾福蛱蝶

(F abriciana neripp e Felder et Felder)均为泛古北界

种类。东洋界仅有幸福带蛱蝶 (A thym a f ortuna

L eech. ) 1 种。红线蛱蝶 (L im en itis p op u lii (L in2
naeu s ) ) , 折线蛱蝶 (L . sy dy i L ederer ) , 黄钩蛱蝶

(P oly g on ia cau reum hem ig era (L innaeu s) ) 和朱蛱

蝶 ( N ym p ha lis x an thom elas ( D en is et

Sch iffermüller) ) 4 种为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 占该

科总 种 数 的 25%。 大 红 蛱 蝶 (V anessa ind ica

(H erb st) ) 为古北、东洋和澳洲 3 界共有种; 裴豹蛱

蝶 (A rgy reus hyp erbius (L innaeu s) ) 为古北、东洋、

澳洲和非洲 4 界共有种; 小红蛱蝶 (V anessa ca rd us

(L innaeu s) )为世界广布种[7, 27233 ]。因此, 在蛱蝶科昆

虫区系组成中, 古北界种类最多, 为蛱蝶科区系的优

势类群。

2. 3. 3　眼蝶科　试验区有眼蝶科昆虫10 种 (表3)。

白眼蝶 (M elana rg ia ha lim ed e M énét riés) , 多眼蝶

(K irin ia ep am inond as (Staudinger) ) , 黄环链眼蝶

(L op ing a ach ine (Scopo li) ) 和蛇眼蝶 (M inois d ry as

( Scopo li) ) 4 种系古北界种类, 占眼蝶科总种数的

40% , 其中白眼蝶是泛古北界种类。明带黛眼蝶

(L ethe helle L eech ) , 黛眼蝶 (L . d u ra m oup inensis

(M arshall) )和稻眉眼蝶 (M y ca lesis g otam a M oo re)

3 种为东洋界种, 占该科总种数的30% , 其中黛眼蝶

由东洋界迁移到古北界。爱珍眼蝶 (Coenonym p ha

oed ipp us ( Fab riciu s ) ) , 边 纹 黛 眼 蝶 ( L ethe

m a rg ina lis (M o tschu lsky) ) 和幽矍眼蝶 ( Yp th im a

conjuncta L eech) 3 种为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 占眼

蝶科总种数的 30% [7, 27233 ]。在眼蝶科中, 古北界、东

洋界和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类均是区系的重要组成

类群。

2. 3. 4　灰蝶科　试验区有灰蝶科昆虫15 种 (表3)。

雾驳灰蝶 (B oth rin ia nebu losa L eech) , 陕西珂灰蝶

(Cord elia k itaw ak ii Ko iw aya) , 蓝灰蝶 (E veres a r2
g iad es ( D allas ) ) , 乌 灰 蝶 ( F ix sen ia herz i

(F ix sen ) ) , 苹果乌灰蝶 (F. p run i (L innaeu s) ) , 红

珠灰蝶 (L y caeid es a rgy rog nom on (Bergstrasser) ) ,

橙灰蝶 (L . d isp a r (H aw o rth) ) , 豆灰蝶 (P lebejus a r2
g us (L innaeu s ) ) 和多眼灰蝶 ( P olym m a tus eros

O ch senheim er) 9 种系古北界种, 占该科总种数的

60% , 其中雾驳灰蝶、苹果乌灰蝶、豆灰蝶 3 种为古

北界向南扩迁到东洋界种。本科尚未采集到东洋界

种类。黄灰蝶 (J ap on ica lu tea ) , 红灰蝶 (L y caeid es

p h laeas ) , 黑 灰 蝶 (N ip hand a f usca (B rem er et

Grey ) ) , 优秀酒灰蝶 (S a ty rium ex im ium (F ix sen) )

和艳灰蝶 (T avon ius orien ta lis (M u rray) ) 5 种为古

北- 东洋界共有种类, 占灰蝶科总种数的 33. 33%。

琉璃灰蝶 (Celastrina a rg iolus (L innaeu s) ) 为古北、

东洋和新北3 界共有种[7, 27233 ] , 占灰蝶科总种数的6.

67%。因此, 灰蝶科区系组成是古北界> 古北- 东洋

界。

从蝴蝶类昆虫 4 个科的区系组成来看, 同样可

分为 3 种类型, 即粉蝶科以古北- 东洋界共有种为

优势种类型, 蛱蝶和灰蝶科则属于古北界优势种类

型, 眼蝶科系混合优势种类型。鳞翅目蝴蝶类4 个科

跨古北 - 东洋界的种类占鳞翅目蝴蝶总种数的

40. 74% , 古北界种类占 44. 44% , 东洋界种类仅占

9. 26% , 其他种类占5. 56%。

2. 4　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鳞翅目昆虫区系特点

　　依据中国动物地理区划, 本试验区属古北界, 华

北区, 黄土高原和燕山太行山山地省, 黄土高原亚

省[7, 34237 ]。本试验区位于黄土高原亚省的南部, 其昆

虫区系组成具有下列特点。

2. 4. 1　过渡性　在《中国农林昆虫地理区划》一书

中郭士英教授从地貌角度将关中与渭北旱塬分界线

确定为黄龙山—尧山—四凤山—岐山—宝鸡一

线[36 ] , 这条线基本与年均温12 ℃和无霜期220 d 等

值线基本吻合[38 ] , 本试验区处于关中地堑北缘, 正

好处于关中与渭北旱塬分界线上。试验区南靠秦岭,

北邻子午岭, 秦岭属森林带, 基带植被是栎林带, 主

要是栓皮栎, 此外还有油松、华山松和多种栎类; 子

午岭属森林草原带, 植被仍是栎林, 但树种是辽东

栎, 由于长期人为破坏, 油松、山杨林占很大比例, 其

昆虫区系以古北界为主要成分。试验区与秦岭有关

中平原相隔, 秦岭是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分界线, 故该

试验区昆虫区系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古北- 东洋界

共有种类占主要成分, 其次是古北界种类。

2. 4. 2　组成多样性　从整个昆虫组成上看, 该试区

既有干旱半干旱区特有种类 (如油松球果小卷蛾, 油

松毛虫, 大地老虎和春尺蛾 (A p ocheim a cinera rius

E rschoff) 等) , 又有半湿润区特有种 (如中国绿刺蛾

(L a toia sin ica (M oo re)、刺槐尺蛾及黄刺蛾 (Cn id o2
cam p a f lavescens (W alker) 等) 及湿润区种类 (如扁

刺蛾 (T hosea sinensis (W alker) 等)。世界广布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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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荚叶螟、小地老虎、梨小食心虫、小红蛱蝶等也占

一定的比例。

2. 4. 3　种类和数量受植被变化影响大　试验区虽

属森林带, 但由于人为破坏, 天然森林几乎全部消

失, 农田及撂荒地取而代之, 虽经退耕还林, 仍有相

当数量的农田及撂荒地。本试验区营造有大面积人

工林, 其中刺槐林面积最大, 油松次之, 侧柏和沙棘

较少, 另有小面积的云杉、华山松、紫穗槐、火炬树、

山杨、桑树、杜仲、柽柳和核桃林, 四旁绿化树种为杨

树、泡桐、臭椿、国槐等; 危害油松林的主要害虫是油

松毛虫和微红梢斑螟; 危害沙棘林的主要害虫是沙

棘木蠹蛾和沙棘枯叶蛾等; 危害刺槐的主要害虫是

刺槐尺蠖, 豆天蛾和桑褶翅尺蠖等; 危害杨树的害虫

是光肩星天牛, 杨树枯叶蛾类, 杨毒蛾类 (S tilp notia

spp. ) 和杨裳夜蛾类 (Ca toca la spp. ) 等; 危害苹果,

梨, 山楂, 杏和李等果树的主要害虫是桃蛀果蛾, 桃

蛀螟, 苹果卷叶蛾 (A d orop hy es orana (F isher von

R  slerstamm ) ) , 苹 白 小 卷 蛾 (S p ilon ta ocellana

(D en is et Sch iffermüller) )和苹小食心虫等。

3　结论与讨论

对黄土高原南部沟壑区的调查表明, 鳞翅目植

食性森林昆虫已知有 31 科 174 属 253 种, 按其危害

寄主植物的部位, 可分为叶部, 枝梢, 蛀干, 地下和种

实5 类害虫。由于受调查时间、地点和研究方法的限

制, 该试验区鳞翅目森林昆虫的种类可能未采集全。

试验区蛾类昆虫已知有 26 科 135 属 197 种, 蝴

蝶类昆虫已知有5 科37 属56 种。对卷蛾科, 螟蛾科,

尺蛾科, 枯叶蛾科, 舟蛾科, 天蛾科, 灯蛾科, 夜蛾科

和毒蛾科9 科153 种, 及粉蝶科, 蛱蝶科, 眼蝶科和灰

蝶科54 种的区系分析表明, 古北界和古北- 东洋跨

界种是该区的重要类群。

该试验区鳞翅目昆虫区系组成具有明显的过渡

性特征, 区系成分的多样性除受地理因素影响外, 同

时也受人工植被的影响。但要确定人工植被的影响

程度, 需要将人工植被的昆虫区系结构与天然林的

进行比较研究, 但该试验区的天然林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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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 sect fauna of L ep idop tera in W eibei

gu lly test reg ion of the L oess P la teau

W ANG Hong-zhe1,L IU Guang-quan 1,L IW en -hua1,M A Song- tao1,L  U Yan -q in2

(1 F orest A cad emy , 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2 B aota D istrict F orest Cen ter of S cience2T echnology , Y anπan, S haanx i 716000, Ch ina)

Abstract: In sect (L ep idop tera) faunas of art if icia l fo rest dep rived from farm land have been invest iga ted

in the W eibei gu lly test reg ion of the L o see P la teau. T here are 253 species of in sects belonging to 174

Genu s, 31 Fam ily, and then mo th s are 197 species, belonging to 137 Genu s, 26 Fam ily, bu t terf lies are 56

species, belonging to 37 Genu s, 5 Fam ily. Species of the Palearct ic R ealm and Commom of Palearct ic2O rien2
ta l R ealm are the m ain compo sit ion in L ep idop tera. T hese in sects of test reg ion are of t ran sit ion and diver2
sity characterist ics,w h ich are influenced to certa in degree by art if icia l vegeta t ion.

Key words: in sect fauna; L ep idop tera; the L o see P la teau

82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34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