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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B#

"

!摘
!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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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通过对兴隆山自然保护区蝴蝶种群动态的长期监测+进一步了解该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变

化+进而制定科学的保护策略以维护保护区物种多样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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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年连续
F

年对兴隆山自然保护区
T

个

林场!麻家寺(官滩沟(兴隆山(马坡和上庄"进行蝶类生物多样性监测+选取
K

条样线+即#样线
&

!代家窑"(样线
(

!火

烧沟"(样线
+

!范家山"(样线
,

!香沟门"(样线
-

!红庄子"(样线
.

!徐家峡",计算各样线蝶类多样性指数+包括物种

丰富度(优势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和相似性系数等+并分析兴隆山自然保护区蝶类的群落特征和区系组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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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连续
F

年共采集蝴蝶标本
!KB"

号+经鉴定隶属
#

科
K!

属
B%%

种+其中眼蝶科!

$!#F

号"是保护区的优

势类群+喙蝶科!仅
B

号"为保护区的稀有种,多样性分析表明#样线多样性为样线
&+

样线
.+

样线
++

样线
,+

样线
(+

样线
-

+均匀度指数为样线
(+

样线
-+

样线
.+

样线
&+

样线
,+

样线
+

+物种丰富度为样线
++

样线

,+

样线
&+

样线
.+

样线
-+

样线
(

,相似性分析表明#样线
(

和样线
-

为极不相似+样线
&

和样线
+

(样线
&

和

样线
,

(样线
+

和样线
,

均为中等相似+其余样线两两间为中等不相似,区系组成表明#兴隆山自然保护区
B%%

种蝴

蝶中古北种
TK

种+占蝴蝶总种数的
TKU

*东洋种
$

种+占蝴蝶总种数的
$U

*广布种
!$

种+占蝴蝶总种数的
!$U

,-结

论.单一生态系统中蝴蝶群落的种数(个体数(多样性指数较低+复杂生态系统的蝴蝶群落具有较高的多样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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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对维

持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和保护生物

多样性已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BAF

&

,昆虫

因生长周期短(易采样(易识别(种群波动大(活动范

围小(对环境敏感+故常被选作环境监测的指示类

群%

!

&

,蝶类对周围环境变化敏感+当生境改变时+蝶

类会首先做出反应+因此+分析蝴蝶种群的生物多样

性+对于环境变化的监测有决定性作用,研究蝶类

群落特征与环境之间的变化关系+具有一定的生态

学意义%

TA"

&

,

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榆

中县境内+属祁连山的东延余脉,其地貌以两大石

质山地和山间谷地为主要特征+区内气候多样+大片

的林区与茂密的灌丛植被为动物提供了丰富的栖息

地和繁衍场所+同时也为蝶类提供了优质的生活环

境%

LAB%

&

,张远林等%

B%AB$

&记载该保护区蝶类
!

总科
"

科
#%

属
B%F

种+此后鲜有报道,甘肃农业大学昆虫

系统学及多样性课题组自
$%B$

年开始对该保护区

的蝶类进行分类研究+尚素琴等%

BF

&和田赋斌等%

B!

&记

述兴隆山蝶类
"

科
#B

属
B$"

种,但关于保护区蝶

类种群动态变化与其生境之间的关系+尚无文献报

道,

近年来+环境恶化及植被减少对蝶类种群动态

变化的影响较大+为明确该保护区内蝶类物种多样

性变化情况+甘肃农业大学昆虫系统学及多样性课

题组于
$%BK

!

$%B"

年连续
F

年在保护区的
T

个林

场选取
K

条样线进行蝶类监测+旨在通过对蝴蝶种

群动态的长期监测+进一步了解保护区内生态环境

的变化+进而制定科学的保护策略+以维护保护区的

物种多样性,

B

!

材料与方法

B;B

!

调查样线设置

样区的设定及组成#依据兴隆山自然保护区
T

个林场!兴隆山(麻家寺(马坡(官滩沟(上庄"的地理

分布以及生境共设
K

条调查样线+每条样线长
$

HJ

,具体如下#

样线
&

!代家窑"#位于麻家寺管理站+样线前

K%%J

植被主要有花椒(沙棘(榛子(锦儿鸡等*中段

K%%J

为农田+主要有胡麻(紫花苜蓿(百合等*接下

来的
!%%J

是农林交错区+主要有杨树(桦树等阔叶

林*最后
!%%J

多为灌丛+有少量的阔叶林+海拔

$BLT

"

$$TBJ

+人为干扰因素适中,

样线
(

!火烧沟"#位于官滩沟管理站向西
BHJ

处+属于封山育林区+海拔
$$LT

"

$!LBJ

+人为干

扰因素较弱+主要植被有油松(落叶松(青海云杉等

针阔叶混交林+还有少量灌丛(杂草等,

样线
+

!范家山"#位于兴隆山景区+主要植被有

灌丛和针阔叶混交林+有油松(青海云杉(侧柏(圆

柏(刺柏(小檗(沙棘(锦儿鸡等+海拔
$$%F

"

$F$$

J

+常年进入景区的游客对该生境有较大影响+人为

干扰因素适中,

样线
,

!香沟门"#位于官滩沟管理站约
$HJ

处,前
!%%J

为村庄+主要种植百合(玫瑰(油菜等

经济作物+周围多为荨麻(藜(野草莓等杂草+还有车

前子(党参(大黄(益母草(蒲公英等中草药和红柳(

沙棘等灌木丛+海拔
$B%L

"

$FK"J

+人为干扰因素

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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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线
-

!红庄子"#位于上庄管理站+前
K%%J

为

高山草甸+多为杂草+海拔
$TLT

"

$"!"J

+温度常

年较低+人为干扰因素较弱+林区并未发现蝴蝶,

样线
.

!徐家峡"#位于马坡管理站向北约
BHJ

处+主要有油松(落叶松(桦树(小檗(黄芪(当归(党

参等植被+海拔
$B#B

"

$FT!J

+人为干扰因素适

中,

B;$

!

调查方法

B;$;B

!

调查时间
!

$%BK

!

$%B"

年连续
F

年于每

年
T

!

"

月份调查蝶类发生情况+每月调查
B

次+共

计
!

次+时间固定在
%L

#

%%PB#

#

%%

,每条样线采集

B?

,

B;$;$

!

数据记录
!

采用网捕法在线路两侧
B%J

范

围内进行采集+当场确定的蝴蝶种类记录并将其释

放+不能确定的蝴蝶种类编号装入三角纸袋+带回实

验室制成针插标本进行鉴定,

B;$;F

!

蝴蝶标本鉴定
!

依据3中国蝶类志4

%

BT

&

(3中

国蝴蝶分类与鉴定4

%

BK

&

(3甘肃省小陇山蝶类志4

%

B#

&

(

3世界蝴蝶分类名录4

%

B"

&等进行蝴蝶种类鉴定,

B;F

!

数据处理

参照文献+蝶类多样性分析采用以下参数%

BL

&

#

/

用
<0+**'*AZ82*2)

指数计算物种多样性

!

9W

"#

9WcP

$

P&

,*

P&

+

P&

c/

&

$

/

,

式中#

P&

是第
&

种占该种群个体比例+

/

&

为第
&

种

的个体数+

/

为该种群全部物种的个体总数,

0

等级多样性指数#

9W

!

J=

"

c9W

!

J

"

d9W

!

=

"

或
9W

!

CJ=

"

c9W

!

C

"

d9W

!

J

"

d9W

!

=

",

式中#

9W

!

J=

"为属(种级多样性*

9W

!

CJ=

"为科(

属(种级多样性+即总多样性*

9W

!

J

"为属级多样性

指数*

9W

!

=

"为种级多样性指数*

9W

!

C

"为科级多样

性指数,

1

用
\+)

R

+,2-

丰富度指数计算物种丰富度#

"c

!

=PB

"$

,*/

,

式中#

=

为物种数+

/

为该种群全部物种的个体总

数,

2

用
2̀)

R

2)AN2)H2)

指数计算优势度#

@c/

J+Q

$

/

,

式中#

/

J+Q

为优势种的种群数量+

/

为该种群全部物

种的个体总数,

3

用
N82,'(

指数计算均匀度#

Xc9W

$

,*=

,

式中#

9W

为
<0+**'*AZ82*2)

多样性指数+

=

为物种

数,

4

用
&+==+)?

相似性系数计算生境之间的物种

相似性#

Kc'

$!

+d:P'

",

式中#

+

为
#

生境的物种数+

:

为
D

生境的物种数+

'

为
#

和
D

生境的共有物种数,根据
&+==+)?

的相似

性系数原理+当
K

为
%

"

%?$T

时+为极不相似*当
K

为
%?$T

"

%?T%

时+为中等不相似*当
K

为
%;T%

"

%;#T

时+为中等相似*当
K

为
%;#T

"

%;B%

时+为极相

似,

$

!

结果与分析

$;B

!

兴隆山自然保护区蝴蝶群落种类及区系组成

$%BKP$%B"

年在兴隆山自然保护区连续
F

年

共采集蝴蝶标本
!KB"

号+经鉴定这
!KB"

号蝴蝶标

本隶属
#

科
K!

属
B%%

种,由表
B

可知+粉蝶科
#

属

BL

种(眼蝶科
BT

属
$%

种(蛱蝶科
B#

属
$T

种(灰蝶

科
BL

属
$T

种+分别占蝶类总种数的
BLU

+

$%U

+

$TU

+

$TU

,凤蝶科种类较少+为
B

属
!

种+喙蝶科

在
F

年中仅采集到
B

号标本+经鉴定为朴喙蝶,

在属级+粉蝶属!

T

种"为优势属+其次为凤蝶属

和眼灰蝶属+均为
!

种+含
F

种的有豆粉蝶属(绢粉

蝶属(云粉蝶属(闪蛱蝶属(网蛱蝶属和霾灰蝶属等

K

属*

B!

属仅包括
$

种+其余属为单种+有
!B

属+占

总属数的
K!;BU

+表明保护区蝴蝶的属级多样性较

高,

在种级+

BF

种蝶类超过了
B%%

号+为保护区的

优势种+其中亚洲白眼蝶
LL!

号+其次为阿芬眼蝶

!

!!K

号"(黄环链眼蝶!

!%#

号"(单环蛱蝶!

F!B

号"+

其余
L

种均在
B%%

"

$%%

,而碧凤蝶(莫氏小粉蝶(

白矩朱蛱蝶(孔雀蛱蝶(曲带闪蛱蝶(朴喙蝶等
$%

种

均为
B

号+是保护区的稀有种*美凤蝶(黑纹粉蝶(东

方菜粉蝶(多眼蝶等
B!

种的数量少于
T

号+为少见

种+建议保护区对这
F!

种蝴蝶加以保护,

兴隆山自然保护区蝶类按照动物地理区划分为

古北种(东洋种和广布种
F

种+其中古北种
TK

种+占

蝴蝶总种数的
TKU

*东洋种
$

种+占总种数的
$U

*

广布种
!$

种+占总种数的
!$U

,

$;$

!

兴隆山自然保护区蝴蝶的群落特征

由表
B

可知+在兴隆山自然保护区蝶类中+灰蝶

科在属!

BL

属"(种!

$T

"上最多+眼蝶科数量最多

!

$!#F

号"+说明灰蝶科在种类上占明显优势+眼蝶

科在数量上占明显优势,兴隆山自然保护区蝶类群

落特征如表
$

所示,由表
$

可知+蝶类物种丰富度

依次为灰蝶科
+

蛱蝶科
+

粉蝶科
+

眼蝶科
+

弄蝶

科
+

凤蝶科
+

喙蝶科+且喙蝶科在
F

年中仅采集到

B

只+是保护区内的稀有种+因而物种丰富度为
%

,

蝶类均匀度指数为凤蝶科
+

粉蝶科
+

灰蝶科
+

弄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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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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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蛱蝶科
+

眼蝶科
+

喙蝶科*属(种级多样性为灰

蝶科
+

蛱蝶科
+

粉蝶科
+

眼蝶科
+

弄蝶科
+

凤蝶

科
+

喙蝶科,优势度指数为喙蝶科
+

弄蝶科
+

凤蝶

科
+

蛱蝶科
+

眼蝶科
+

灰蝶科
+

粉蝶科,

表
B

!

兴隆山自然保护区蝴蝶的种类及区系组成

O+],2B

!

<

I

2=823+*?-,')83/8=='J

I

'38/8'*'-](//2)-,8238*W8*

R

,'*

R

\'(*/+8*.+/()2_232)92

种类
M+/2

R

')

:

科
6+J8,

:

属
V2*(3

种
<

I

2=823

数量
.(J]2)

样线
&

S8*2

&

样线
(

S8*2

(

样线
+

S8*2

+

样线
,

S8*2

,

样线
-

S8*2

-

样线
.

S8*2

.

总计

O'/+,

区系

成分

6+(*+

凤蝶科

N+

I

8,8'*8?+2

凤蝶属
!+

P

&)&-

碧凤蝶
!?:&+0-% B % % % % % B Z

柑橘凤蝶
!?1(*7(4 # % % % % % # Z

金凤蝶
!?8+'7+-0 ! % B B % % K Z

美凤蝶
!?8.80-0 B % B % % % $ D

粉蝶科
N82)8?+2

豆粉蝶属
,-)&+4

斑缘豆粉蝶
,?.%+*. !B % T K B $ TT N

橙黄豆粉蝶
,?

B

&.);&& !B % BT B" FF K BBF Z

黎明豆粉蝶
,?7.-4 " % T B K B $B N

绢粉蝶属
#

P

-%&4

暗色绢粉蝶
#?:&.*& B!% % B BK B % BT" Z

箭纹绢粉蝶
#?

P

%-'%&4 ! % T$ BK % T# B$L Z

绢粉蝶
#?'%+*+.

$

& !! F B$ F B $ KT Z

钩粉蝶属

J-0.

P

*.%

5

1

钩粉蝶
J?%7+80& KF $$ !T L % K B!T N

尖钩粉蝶
J?8+7+

$

(%( B # % B % % L D

粉蝶属
!&.%&4

欧洲粉蝶
!?:%+44&'+. F% % !L B$ % L B%% Z

菜粉蝶
!?%+

P

+. K % $ $F T # !F Z

黑纹粉蝶
!?8.).*. % $ % % % % $ Z

东方菜粉蝶
!?'+0&;&+ % % F % % % F Z

大展粉蝶
!?.1*.04+ % % % B % % B Z

云粉蝶属
!-0*&+

云粉蝶
!?.;(4+ F % % T ! % B! N

绿云粉蝶
!?'7)-%&;&'. B % % % T % K N

箭纹云粉蝶
!?'+))&;&'. % % B % % % B N

襟粉蝶属
#0*7-'7+%&4

红襟粉蝶
#?'+%;+8&0.4 % F ! K B % B! N

小粉蝶属
I.

P

*&;.+

突角小粉蝶
I?+8(%.04&4 $ $ B K % % BB N

莫氏小粉蝶
I?8-%4.& % % % B % % B N

眼蝶科

<+/

:

)8?+2

阿芬眼蝶属
#

P

7+0*-

P

(4

阿芬眼蝶
#?7

5P

.%+0*7(4 B$% B% TT $%" $" $T !!K N

毛眼蝶属
I+4&-88+*+

斗毛眼蝶
I?;.&;+8&+ BB % T K % K $" Z

舜眼蝶属
I-1.%.:&+

白瞳舜眼蝶
I?4+1&'-)+ % # % B$ % % BL N

横波舜眼蝶
I?;.)+3+

5

& B % % !B % % !$ N

多眼蝶属
M&%&0&+

多眼蝶
M?.

P

+8&0-0;+4 % % % F % % F N

白眼蝶属
E.)+0+%

$

&+

亚洲白眼蝶
E?+4&+*&'+ F$B F# B#L FKK F "" LL! N

甘藏白眼蝶
E?

$

+0

5

8.;.4 % % % # % % # N

云眼蝶属
9

5P

-0.

P

7.).

黄衬云眼蝶
9?)(

P

&0+ BF % " F % B $T N

牧云眼蝶
9?&0'.% FT $ T! $% B BB B$F N

链眼蝶属
I-

P

&0

$

+

黄环链眼蝶
I?+'7&0. BB! B% B%% B%$ BF K" !%# N

膖链眼蝶
I?;.&;+8&+ % % B % % $ F N

矍眼蝶属
6

P

*7&8+

乱云矍眼蝶
6?8.

$

+)-88+ % % B F % ! " Z

曲斑矍眼蝶
6?F

5

FF-8+'()+ % % % % % F F Z

珍眼蝶属
,-.0-0

5

8

P

7+

牧女珍眼蝶
,?+8+%

5

))&4 !# % BB T% BF BB BF$ N

藏眼蝶属
H+*&0

$

+

藏眼蝶
H?*&:.*+0+ % % B F % $ K N

仁眼蝶属
<(8.0&4

仁眼蝶
<?+(*-0-. $% ! " B% % % !$ N

山眼蝶属
!+%+)+4+

山眼蝶
!?:+*+0

$

+ B % F % ! % " Z

蛇眼蝶属
E&0-&4

蛇眼蝶
E?;%

5

+4 $L ! B! BB# % % BK! N

眼蝶属
=+*

5

%(4

玄裳眼蝶
=?

B

.%()+ ! % % % % % ! N

红眼蝶属
<%.:&+

红眼蝶
<?+)'8.0+ # % % $ % % L Z

蛱蝶科

.

:

J

I

0+,8?+2

蛱蝶属
/

5

8

P

7+)&4

白矩朱蛱蝶
/?3+(L+):(8 %% % % % B % B Z

福蛱蝶属
C+:%&'&+0+

灿福蛱蝶
C?+;&

PP

. % % F % % % F Z

蟾福蛱蝶
C?0.%&

PP

. # % % B# B $ $# Z

红蛱蝶属
Q+0.44+

大红蛱蝶
Q?&0;&'+ % B $ B % $ K Z

小红蛱蝶
Q?'+%;(& $ % T B ! B BF Z

环蛱蝶属
/.

P

*&4

单环蛱蝶
/?%&3()+%&4 FB $L !! T# B BT$ FB! N

重环蛱蝶
/?+)3&0+ B % ! K % L $% N

线蛱蝶属
I&8.0&*&4

戟眉线蛱蝶
I?7-8.

5

.%& " ! ! " % $ $K Z

蓝线蛱蝶
I?;(:.%0+%;& # % B B % % L Z

孔雀蛱蝶属
K0+'7&4

孔雀蛱蝶
K?&- % % B % % % B N

老豹蛱蝶属
#%

$5

%-0-8.

老豹蛱蝶
#?)+-;&'. K B$ B% $$ % $! #! Z

斑豹蛱蝶属
=

P

.

5

.%&+

银斑豹蛱蝶
=?+

$

)+

T

+ ! % B B B % # N

闪蛱蝶属
#

P

+*(%+

柳紫闪蛱蝶
#?&)&+ % T B % % !" T! Z

曲带闪蛱蝶
#?)+3.%0+ % B % % % % B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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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续"

!

M'*/8*(2?/+],2B

种类
M+/2

R

')

:

科
6+J8,

:

属
V2*(3

种
<

I

2=823

数量
.(J]2)

样线
&

S8*2

&

样线
(

S8*2

(

样线
+

S8*2

+

样线
,

S8*2

,

样线
-

S8*2

-

样线
.

S8*2

.

总计

O'/+,

区系

成分

6+(*+

蛱蝶科

.

:

J

I

0+,8?+2

宝蛱蝶属
D-)-%&+

细带闪蛱蝶
#?8.*&4 B % % % % % B Z

龙女宝蛱蝶
D?

P

+).4 % % B % FL % !% N

网蛱蝶属
E.)&*+.+

罗网蛱蝶
E?%-8+0-3& $ % % % % $ ! Z

大网蛱蝶
E?4'-*-4&+ B % % % % % B Z

菌网蛱蝶
E?+

$

+% % % % ! % % ! N

珠蛱蝶属
K44-%&+

曲斑珠蛱蝶
K?.(

$

.0&+ B % % % BL % $% N

蜜蛱蝶属
E.))&'*+

网纹蜜蛱蝶
E?;&'*

5

00+ K % ! % % % B% N

麻蛱蝶属
#

$

)+&4

荨麻蛱蝶
#?(%*&'+. K % B $ F % B$ N

珍蛱蝶属
,)-44&+0+

珍蛱蝶
,?

$

-0

$

! # B$ $% !L B$ B%! Z

葩蛱蝶属
!+*4(&+

中华黄葩蛱蝶
!?4&0.04&4 $ % B B % F # N

钩蛱蝶属
!-)

5$

-0&+

白钩蛱蝶
!?'L+):(8 B B B % % # B% N

灰蝶科

S

:

=+2*8?+2

新灰蝶属
/.-)

5

'+.0+

白斑新灰蝶
/?*.0

$

4*%-.8& % % B % % % B N

眼灰蝶属
!-)

5

-88+*(4

斑眼灰蝶
N;183H'//8 % % B K % % # !

仪眼灰蝶
!?&'+;&(4 ! % $ F % $ BB N

多眼灰蝶
!?.%-4 F% F F% " F B! "" N

维纳斯眼灰蝶
!?3.0(4 B % % % % % B N

霾灰蝶属
E+'()&0.+

霾灰蝶
\;+,='* BF % % % % % B$ !

大斑霾灰蝶
E?+%&-0&;.4 % % % % % B B N

胡麻霾灰蝶
E?*.).&+ B % % % % % B N

婀灰蝶属
#):()&0+

婀灰蝶
#?-%:&*()+ % % % % $F K $L Z

斯灰蝶属
=*%

5

8-0&;&+

菲斯灰蝶
=?

P

7

5

))-;.0;%& FT % % F % B FL N

红珠灰蝶属
I

5

'+.&;.4

红珠灰蝶
I?+%

$5

%-

$

0-8-0 % % $ B % % F N

青海红珠灰蝶
I?

R

&0

$

7+&.04&4 % % % B % % B N

黄灰蝶属
X+

P

-0&'+

黄灰蝶
X?)(*.+ ! $ ! T % B" FF Z

枯灰蝶属
,(

P

&;-

枯灰蝶
,?8&0&8(4 % % B " B % B% Z

戈灰蝶属
J)+('-

P

4

5

'7.

黎戈灰蝶
J?)

5

'-%8+4 B % % F $ % K N

金灰蝶属
,7%

5

4-F.

P

7

5

%(4

裂斑金灰蝶
,?;&4

P

+%+*(4 $ % % % % F T Z

琉璃灰蝶属
,.)+4*%&0+

琉璃灰蝶
,?+%

$

&-)+ % B $ ! % % # Z

艳灰蝶属
C+3-0&(4

亲艳灰蝶
C?'-

$

0+*(4 K $ B " F # $# N

灰蝶属
I

5

'+.0+

红灰蝶
I?

P

7)+.+4 % % % B % % B Z

梳灰蝶属
#7):.%

$

&+

尼采梳灰蝶
#?0&'.3&)).& % % % B % % B Z

点灰蝶属
#

$

%-;&+.*(4

阿点灰蝶
#?+8+0;(4 % % % B % B N

线灰蝶属
H7.')+

线灰蝶
H?:.*()+. % % $ % % % $ N

尧灰蝶属
K-F.

P

7

5

%(4

尧灰蝶
K?:.*()&0(4 B % % % % % B N

洒灰蝶属
=+*

5

%&(8

幽洒灰蝶
=?&

5

-0&4 BF B BF B# % $B KT N

蓝灰蝶属
<3.%.4

蓝灰蝶
<?+%

$

&+;.4 BL % % % % % BL Z

弄蝶科

X23

I

2)88?+2

珠弄蝶属
<%

5

00&4

珠弄蝶
<?*+

$

.4 F % B $ % % K N

深山珠弄蝶
<?8-0*+0(4 % % B % % % B N

点弄蝶属
E(4'7+8

P

&+

星点弄蝶
E?*.44.))(8 % % F T % % " N

赭弄蝶属
O'7)-;.4

小赭弄蝶
O?3.0+*+ BK % B$ B$ % # !# Z

宽边赭弄蝶
O?-'7%+'.+ % % % FB % % FB Z

链弄蝶属
9.*.%-

P

*.%(4

链弄蝶
9?8-%

P

7.(4 % % % $ % % $ N

喙蝶科

S8]

:

/028?+2

喙蝶属
I&:

5

*7.+

朴喙蝶
I?).

P

&*+ % % B % % % B Z

合计
BFTL B"F "BB BF!B $KL KTT !KB"

!!

注#

N;

古北种*

D;

东洋种*

Z;

广布种,

.'/2

#

N;N+,+2+)=/8=3

I

2=823;D;D)82*/+,3

I

2=823;Z;Z8?23

I

)2+?;

表
$

!

兴隆山自然保护区蝶类群落特征

O+],2$

!

M0+)+=/2)83/8=3'-](//2)-,

:

='JJ(*8/

:

8*W8*

R

,'*

R

\'(*/+8*.+/()2_232)92

科名

6+J8,

:

多样性指数
C892)38/

:

8*?2Q

属级
9W

!

J

" 种级
9W

!

=

"

属(种级

9W

!

J=

"

优势度指数

@

均匀度指数

X

物种丰富度

"

凤蝶科
N+

I

8,8'*8?+2 % B;BK$# B;BK$# %;!F#T %;"F"# B;%"$%

粉蝶科
N82)8?+2 B;T%LL $;F%#T F;"B#! %;B##F %;#"F# $;KT%%

眼蝶科
<+/

:

)8?+2 B;#"TF B;"T!! F;KFL# %;!%BL %;KBL% $;!FB"

蛱蝶科
.

:

J

I

0+,8?+2 B;L""L $;BKT# !;BT!K %;!%"F %;K#$" F;KBB#

灰蝶科
S

:

=+2*8?+2 $;$F!" $;!F#$ !;K#$% %;$FTL %;#T#$ !;%TF%

弄蝶科
X23

I

2)88?+2 %;K!F# B;$$TK B;"KLF %;!L!# %;K"!% B;%L"%

喙蝶科
S8]

:

/028?+2 % % %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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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不同样线蝴蝶群落多样性

由表
F

可以看出+样线
&

的属级(种级和总多样

性最高+多样性指数分别为
$;#"#B

+

F;%BFF

和

#;%%B#

+样线
.

的科级多样性最高+为
B;$L"K

*样

线
,

的科级多样性最低+为
%;L"T$

*而样线
&

的科

级多样性仅排在样线
,

之前+为
B;$%BF

+属级(种级

和总多样性最低的是样线
-

+分别为
$;TFBF

+

$;KFLB

和
K;!T$$

*物种丰富度样线
++

样线
,+

样线
&+

样线
.+

样线
-+

样线
(

*优势度指数样

线
,+

样线
&+

样线
.+

样线
++

样线
(+

样线

-

*均匀度指数样线
(+

样线
-+

样线
.+

样线

&+

样线
,+

样线
+

,

表
F

!

不同生境蝴蝶群落的多样性指数

O+],2F

!

C892)38/

:

8*?2Q'-](//2)-,

:

='JJ(*8/

:

8*?8--2)2*/0+]8/+/3

样线

S8*2

多样性指数
C892)38/

:

8*?2Q

科级
9W

!

C

" 属级
9W

!

J

" 种级
9W

!

=

"

总多样性

9W

!

CJ=

"

优势度指数

@

均匀度指数

X

物种丰富度

"

样线
&

S8*2

&

B;$%BF $;#"#B F;%BFF #;%%B# %;$FK$ %;#F%B ";!TT$

样线
(

S8*2

(

B;$B$F $;K%#$ $;#%LT K;T$L% %;$%$$ %;"$$B !;LL%L

样线
+

S8*2

+

B;$%B! $;K!$# $;"%"F K;#%B$ %;$$%# %;K"%! L;B%K"

样线
,

S8*2

,

%;L"T$ $;KL%B $;"T#B K;TF$! %;$#$L %;K"!! ";""#!

样线
-

S8*2

-

B;$"B" $;TFBF $;KFLB K;!T$$ %;B"$$ %;#"F# T;%%!#

样线
.

S8*2

.

B;$L"K $;KTL" $;#LF% K;#TB! %;$F$B %;#T$B K;BK"!

!!

总体来看+兴隆山自然保护区蝴蝶群落的物种

数(个体数(多样性指数和物种丰富度基本一致,样

线
&

和样线
,

均表显现出较高的物种数(个体数(多

样性指数以及物种丰富度+说明这两种生境中的植

被类型较多+植物群落稳定而复杂+环境质量相对较

好+适合蝶类生存,在兴隆山自然保护区中+亚洲白

眼蝶的数量为
LL!

号+占蝴蝶总数量的
$B;TU

+是

该保护区的优势种群,

$;!

!

不同样线蝴蝶群落的相似性

如表
!

所示+样线
(

和样线
-

的相似性系数最

低+为
%;$!!!

+为极不相似*样线
&

和样线
+

(样线

&

和样线
,

(样线
+

和样线
,

的相似性系数均为

%;T%

"

%;#T

+为中等相似*其余样线两两间的相似性

系数均为
%;$T

"

%;T%

+为中等不相似,

表
!

!

不同样线中相同蝴蝶种数!对角线上"及相似性系数!对角线下"

O+],2!

!

<

I

2=823'-3+J2](//2)-,

:

8*?8--2)2*/,8*23

!

+]'92/02?8+

R

'*+,

"

+*?38J8,+)8/

:

='2--8=82*/

!

]2,'1/02?8+

R

'*+,

"

样线

S8*2

样线
&

S8*2

&

样线
(

S8*2

(

样线
+

S8*2

+

样线
,

S8*2

,

样线
-

S8*2

-

样线
.

S8*2

.

样线
&

S8*2

&

$% !$ !! $! FF

样线
(

S8*2

(

%;$"LL $F $F BB B#

样线
+

S8*2

+

%;TB$$ %;F!"T !# $F F!

样线
,

S8*2

,

%;TF%B %;FFFF %;T"#T $F FF

样线
-

S8*2

-

%;FT"$ %;$!!! %;FF"$ %;F$FL B#

样线
.

S8*2

.

%;!#B! %;FFFF %;!L$" %;!T$B %;F$%"

F

!

讨
!

论

F;B

!

兴隆山自然保护区蝶类的多样性

近年来+人为干扰因素的增加及环境的不断恶

化对保护区内蝴蝶资源的影响严重,本研究
$%BK

P$%B"

年连续
F

年监测共记录蝴蝶
#

科
K!

属
B%%

种+与
$%%!

年的
"

科
#%

属
B%F

种%

B%AB$

&相比+美凤

蝶(大展粉蝶(多眼蝶(曲带闪蛱蝶(霾灰蝶(宽边赭

弄蝶等
FL

种蝴蝶均为首次发现+而冰清绢蝶(山豆

粉蝶(克尔云眼蝶(黄缘蛱蝶(苹果乌灰蝶(花弄蝶等

!$

种蝴蝶在此次监测中未观测到,说明保护区内

生境变化导致蝶类种群分布格局出现较大差异,同

时+碧凤蝶(莫氏小粉蝶(白矩朱蛱蝶(孔雀蛱蝶(曲

带闪蛱蝶(朴喙蝶等
$%

种蝴蝶种群的数量锐减+其

中朴喙蝶在
F

年间仅发现
B

号+而美凤蝶(黑纹粉

蝶(东方菜粉蝶(多眼蝶等
B!

种蝴蝶的数量均少于

T

号+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与繁殖+此类稀有

种群很可能在保护区中消失,由此看来+兴隆山自

然保护区内的蝴蝶资源及其环境急需保护,

另外+

K

条样线中+农(林生态系统结合的生境

中蝶类具有较高的物种数(个体数(多样性指数及丰

富度指数+而针阔叶混交林及少量灌丛所组成的林

区蝶类物种数(个体数(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最

低+而均匀度指数最高+这与万方浩等%

$%

&调查不同

季节稻田昆虫群落所得出的结论一致+即当昆虫受

到外界环境影响较大时+多样性指数与均匀度指数

不一致*在蜜源植物较为丰富+且有适当人为干扰的

条件下+蝶类也表现出较高的物种多样性+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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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度干扰假说)

%

$BA$$

&

,本次调查中灰蝶科在

种(属上最多+眼蝶科数量最多+说明这
$

个类群最

适应保护区内的环境+凤蝶科和喙蝶科在属(种(个

体数
F

个水平上均最少+是兴隆山自然保护区的稀

有种群+也是保护区蝶类多样性保护的关键物种,

总之+蝶类多样性及群落结构与生境密切相关+

生境的变化及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蝴蝶群落的分

布+植被的破坏(环境的恶化以及人为干扰的加剧+

均会严重影响蝶类的生长和繁衍+从而制约蝶类的

多样性,同时会导致一些对环境较为依赖的物种消

失+从而引起蝶类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降

低%

$F

&

,因此+保护生态环境是稳定蝶类群落结构最

基本(最有效的途径,另外+加强保护区的法制建

设+使旅游机构和保护区管理局内部的职能部门相

互参与(协调(制约+进行科学管理%

$!

&

+从而减少游

客对保护区的破坏%

$T

&

*适当限制游客进入生态较为

薄弱的地区+以免破坏生态而难以恢复%

L

+

$KA$L

&

,

F;$

!

兴隆山自然保护区蝶类区系

本次监测共记录蝴蝶
#

科
K!

属
B%%

种+区系组

成以古北种!

TKU

"和广布种!

!$U

"为主+具有东洋

界与古北界相互交汇和渗透的特点+其中古北种占

主导地位+且表现出很强的古北界特征+说明古北种

对保护区内环境具更强的适应能力+而古北东洋两

界共有的广布种既表现出较强的古北种特性+也表

现出容易向南渗透的特性,这与兴隆山自然保护区

黄粉蝶亚科昆虫的区系分析一致%

F%

&

,

!

!

结
!

论

!

B

"单一生态系统蝴蝶群落的种数(个体数(多

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较低+复杂生态系统蝴蝶群

落具有较高的多样性指数及丰富度指数,

!

$

"人类活动的频繁程度对蝶类群落有较大的

影响+使其多样性降低+但适度的影响反而会增加蝴

蝶群落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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