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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广西南部十万大山中部山区昆虫考察
,

已定名昆虫有 12 目 104 科 2叭 属 3 88 种
,

以鳞翅 目
、

鞘翅 目
、

半

翅 目和直翅 目的种类居多
,

分别占 19
·

33 %
、

18
·

30 %
、

17
·

01 %和 17
·

01 %
。

种类较多的科有斑腿蝗科 28 种
,

蜡科

25 种
,

缘蛤科 19 种
,

猎蜷科
、

蜻科
、

铁甲科和凤蝶科各 12 种
,

斑翅蝗科 10 种
。

各林带采集到的昆虫种类占总采

集量的百分率分别为
:

山顶矮林带 (海拔 8 50 m 以上 ) 约占 8
.

4%
;

常绿阔叶林带 (海拔 700 ~ 8 50 m ) 14 目
,

占

12 %
;

次生热带季节性雨林带 (海拔 7 00 m 以下的沟谷 ) 17 目
,

占 48
.

8% ; 马尾松林带 (海拔 230 一 4 00 m ) 14 目
,

占 1 3
.

7 % ; 经济林带 (海拔 15 0一 300 m ) 10 目
,

占 14
.

6% ; 水域带昆虫种类相当丰富
.

仅蜻蜓 目稚虫就有近 30 种
.

区系成分以东洋区种为主
,

占 79
.

69 %
,

其中马菲亚区成分占 39
.

9%
,

中缅亚区成分 60
.

1% ; 东洋古北兼有种占

18
·

01 %
;
广布种 (垮 3 个区 以上 ) 仅为 2

.

3 %
,

昆虫种类和数量有随海拔升高而减少趋势
,

但区系结构明显变化
,

仍以东洋区系种占主体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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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大山位于广西南部
,

临近北部湾沿海
,

生态

地理环境独特
,

生物多样性动植物资源丰富
,

具有重

要的科研价值和较大的经济开发潜力
。

我们于 1 9 90

年 7 月对十万大山中部 山区进行 了昆虫考察
,

初步掌

握其资源状况及地理分布特点
,

现将考察结果报道如

下
。

1 99 4
一 0 5

一

24 收稿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二 现在广西农业大学植保系工作
。

, . , 现在广西植物研究所工作
。

4 4

1 自然地理概况

十万大山地处东经 1 0 7
0

3 0 ,

~ 1 0 5
0

3 0 , ,

北纬 2 1
。

3 0 `

~ 2 2
0

0 8
` ,

长 9 8 k m
,

宽 3 0 k m
,

西南至东北走向
,

面积约 1 7 45 km
Z 。

一般海拔 1 o 00 m 左右
,

最高海

拔 1 4 62 m
。

山南侧沟谷深切
,

坡度较陡
,

河流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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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北部湾
;
山北侧地势较缓

,

山间分布有小盆地
,

河流汇入左江
。

十万大山的气候属北热带季风气候
,

光温资源丰

富
,

雨量充沛
,

季风盛行
,

干湿季节明显
,

年均温 21
.

3

一 22
.

4 ℃
,

年极端高温 37
.

5一 39
.

3 ℃
,

极端低温 0
.

9

~ 2
.

0 ℃
。

年均降雨量 1 2 0 3
.

6一 2 8 2 0
.

2 m m
,

8 0 肠的

降雨集中在 4一 9 月
,

年均相对湿度 81 % ~ 82 %
。

山

南侧多雨高温
,

北侧少雨干热
,

两侧气候差异明显
。

十万大山的基带土壤为赤红壤
,

海拔 300 m 以

上为砂页岩丘陵赤红壤
,

30 。~ 75 0 m 为山地赤红壤
,

7 5 0 ~ 一 Zo o m 为山地黄壤
,

1 Zo o m 以上为山地草甸

土
。

十万大 山的植被资源和动植物资源较丰富
,

有

12 种植物为国家重点保护树种
,

其中狭叶坡垒
、

东兴

金花茶
、

显脉金花茶为该 山所特有
,

森林覆盖率约

47
.

56 %
,

重要的经济林有八角
、

玉桂等
。

表 1 广西+ 万大山皿要目昆虫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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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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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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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ot h e r 1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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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昆虫种类组成及分布特点

.2 1 昆虫种类组成

在调查中
,

共采集到 19 个 目近 4 0 00 号昆虫标

本
,

其中已定名的有 12 目 1 04 科 2 91 属 3 88 种
。

以

鳞翅 目
、

鞘翅目
、

半翅目和直翅目的种类最丰富
,

分

别占 1 9
.

3 3写
、

1 8
.

3 0 %
、

2 7
.

0 1%和 1 7
.

0 1% (见表

l)
。

种类较多的科有
:

斑腿蝗科 28 种
,

蜷科 25 种
,

广西科学 1 9 9 5 年 2 月 第 2 卷第 l 期

缘蜷科 19 种
,

猎蜷科
、

蜻科
、

铁甲科和凤蝶科各 12

种
,

斑翅蝗科 10 种
。

2
.

2 不 同生境的昆虫分布特点
2

.

2
.

1 山顶矮林带

指海拔 8 50 m 以上地带
,

由于受海洋气候影响

较大
,

常年风大
,

雨水充足
,

土层薄
,

林木明显弯曲

矮化
。

地带大部分 已成为扫把竹
、

苦竹和五节芒等耐

风吹雨打的矮生植物适生区
。

该区的昆虫种类和数量相对较少
,

采集的虫量约

占总采集量的 8
.

4%
。

以鞘翅目昆虫居多
,

其次为同

翅目
、

膜翅 目
、

双翅 目
、

直翅 目和半翅 目
。

昆虫的体

型多数较小
,

善跳跃
,

但翅无明显的短化
。

主要代表

种有
:

长花 甲
、

斑鞘趾铁 甲 D ac yt ils p la enz iy
,

涡胸毛

唇潜 甲 aL
s

clo h z’l a e
cx

a v at a 、

叶蝉
、

凹盾斑蜂 C服 i as

e

~ grt ant
a 、

稿蝇等
。

该带昆虫种类和数量偏少的原因
,

可能由于常年

风大
,

植被单一
,

雨量较为集中
,

使其他昆虫的活动

及生存受到一些限制
。

2
.

2
.

2 常绿阔叶林带

分 布在 海拔 7 0 。 ~ 8 5 o m 之 间
,

有些 可分

布至 1 0 00 m 以上
;
在较陡的坡上

、

沟谷均有分布
,

因为人为干扰较少
,

该林带自然林保存较完整
。

主要

树种有
:

红椎
、

荷木
、

山批把
、

枫香
、

打铁树
、

黄樟
、

罗浮拷等
。

该带的昆虫在种类和数量上均 明显 比山顶矮林

丰富
,

不仅反映热带季节性雨林特点的昆虫有分布
,

如龙州蝗
、

扮桃蝗
,

而且许多较低等的昆虫如啮虫目
、

革翅目
,

子责翅目等也能采到
。

共采到
’

14 目昆虫
,

采

集虫数约占总数的 12 %
,

其中以鞘翅 目
、

膜翅 目和双

翅 目昆虫较多
,

其次为直翅 目
、

半翅目
、

同翅目和鳞

翅 目
。

常见种有
:

蓝黑弧丽金龟 oP 川l l’a cya ~
、

台

湾 筒 天 牛 O be er
a

fo
r m os a

an
、

李 叶 甲 C leo 户犷心
v a r

t’ab il i:
、

果 马 蜂 P of i s t e : of
vact

e u : 、

食 虫 虹

尸r

onZ ac h us
a n l’c ius

、

长角佛蝗 尸尼ae 砧a a nt e n拍公 a 、

完

斑竹眼蝶 eL t he ` on fu sa
`

en ~ 等
。

2
.

2
.

3 次生热带季节性雨林带

多分布于海拔 7 0Q m 以下的沟谷中
,

林带上部

多常绿阔叶林
,

其它周边常为常绿阔叶针叶混交林或

松木林 ; 一些经济植物如柑桔
、

花生穿插其中 ; 由于

人为干扰频繁
,

有不少阳性亚热带植物种类侵人
,

使

植被组成庞杂
。

主要树种有
:

狭叶坡垒
、

海南风吹楠
、

黄梁木
、

杜英
、

红椎
、

山批把
、

阿丁香
、

白稚等
.

常

见灌木有假苹婆
、

九节木
、

红车等
,

草本植物有萝

芳竹
、

白茅
、

鼠尾草
、

水蔗草等
.

该带的昆虫种类和数量最为丰富
,

所采集的标本

4 5



约占总量的 4 8
.

8%
,

分隶于 17 目
。

其中直翅 目
、

半

翅 目
、

鞘翅 目
、

鳞翅 目
、

膜翅 目和同翅目的种类所占

比例 较大
。

主 要 代表 种有
:

广 腹蝗螂 月 i er do ul a

aP et 拍了诬ar
、

长角佛蝗
、

黄瘤黄星蝗 A u lar c he : m爪ar t’s

s e a b动s u s 、

日本条孟 D u e e t l’a j a P on i c a 、

二星蜻 S t ol l i a

g ut t之g
o r 、

锤突束蜻 尸h ae an ca nt h a( 尸h
.

) m ar
c

心 a 、

凹

胸 负 泥 虫 L ill’ 、 er i : 。 aa i
、

三 带 隐 头 叶 甲

C r夕P t、 e P h a l u s t r iaf
s e敌 t us

、

闪 蓝 斑 蝶 E u P l oe
a

m以 ic be
二 、

樟凤蝶 G ar 户hl’ u m as rP de on
、

广黑点瘤姬蜂

X a n t h o P im P l a P u n c t a r a
、

棕马蜂 P ol i s t e s g i g a s 、

茶小

绿叶蝉 E m P ao s e a
fl

a v e : c e。
、

花蝉 G a e a n a

anz
e u l a t a

等
。

由于该带 生境邻近农区
,

沟谷贯穿其 中
,

昆虫种

类丰富多样
,

蝗虫
、

盂斯
、

蜷象
、

叶蝉等草栖性昆虫在

数 量 上 占 明 显 优 势
,

外 来 类 群 如 小 稻 蝗 O x
ya

int 、 aat
、

稻绿蜷 N e
az ar v

iir d ul a f o r m a yt P l’c a 、

稻红

瓢 虫 M l’c ar sP is id sc ol or
、

甘 薯 叶 甲 C ol as OP
s

~
a

d au
r ic u m

、

柑桔潜叶蛾 hP 夕 l l oc n i s t i s c i t er l l a
、

花 生蚜

A hP i : enz d ica ig 而 等农 区昆虫系伴随着一些经 济作

物的引入而侵入林区
。

林区生态环境或多或少带有不

稳定的因素
,

以致一些树种常遭害虫为害
。

据调查
,

枫香树上的一种刺蛾
,

最高密度达 4一 5头 /叶
,

一般

每叶有虫 0
.

5一 2 头
,

严重的几乎整株树的叶片被残

食殆尽
。

2
.

2
.

4 马尾松林带

多分布于海拔 230 ~ 4 o om 的丘陵山地
,

主要为

表 2 不同林区的昆虫种类数 t

T a b l e 2 5琳 ic cs N此
·

o f in se c st i n d if f e代 n t f o r 已蛇 oz n e

人工种植
。

其它植被有
:

桃金娘
、

野牡丹
、

泡桐
、

铁

芒箕
、

五节芒
、

酸藤子
、

莎草等
。

该区共采到 14 目昆虫
,

采集虫数约占总量的

1 3
.

7%
。

鳞翅 目
、

鞘翅 目
、

直翅 目
、

等翅 目
、

半翅 目

的种类所占比重较大
,

多为草栖性或灌栖性种类
,

如

蝗虫
、

蜷象类
。

马尾松 上除马尾松毛虫外
,

还有不少

潜 在性害虫
,

如螺纹蓑 蛾 lC an ia cr
a

me ir
、

松斑螟

D io 卿
c t r i a a bic t e l l a

、

茶蓑蛾 C l a二 m i n u 、 c u l a 等
。

该

林区也是十万大山白蚁的主要分布区
,

白蚁种类计有

8 种
,

占该山总种数的 80 %
,

这些白蚁多数为害松材
、

腐 木或 老树蓖
,

很 少 为害活松树
,

如 黑翅 土 白蚁

O d o n to t e r

me
:

fo
r
m o s a n u : 、

湖南异 白蚁 月
e t e r o t e r

enz
s

h u n a en sn i : 等
。

其 它 代 表 种 有
:

越 北 蟆断 蝗

G e l a s ot hr i n u : t o n k i n e sn i:
、

茶翅蜻 H a l夕
, or Pha 声

c u s

草 同 缘 蜻 H~ , co e
ur s( .A ) g ar , l’n is

、

尖 象

尸 h y ot cs a Ph u : tir a n g u Za r t’s
、

八 点 广 翅 蜡蝉 R l’ca n l’a

sP ce lu
u m

、

樟巢螟 O rt ha ga ac ha it an
、

双黑带 小 镰

尸 h y U o d
~

故 h u m he rt t’a an
、

红 脚 泥 蜂 A mm 0

hP ,’al
at r i P e s 、

食虫蛇 M i e r
os t夕 h a n s i en n s e

等
。

2
.

2
.

5 经济林带

十万大山的经济林主要有八角和玉桂
,

多分布在

山南侧
,

海拔 1 50 ~ 3 00 m 地带
,

均为人工种植
,

植被

层次较一致
。

其它植物主要有铁芒箕
、

野牡丹等
,

植

物群落结构趋于简单
。

在这两种经济林内
,

所采到的昆虫数量约占总种

数的 14
.

6%
。

共有 10 目
,

其中以半翅目
、

同翅目
、

鞘

目

O r
d
e r

蜻蜓 目记 o n a t a

等翅 目 1
5

叩t e r a

直翅目 or t h oP t e r a

半翅目 H e m i p t e r a

同翅目 H o m叩 t e r a

鞘翅 目 C o l
e o p t e r a

鳞翅 目 L e o id
o p t e r a

膜翅目 H y m e n o p t o r a

双翅 目 乃 p t e r a

种数
s pe c ie s n u m b

e sr

山顶矮林 常绿间叶林 次生热带季节性雨林 马尾林
`

玉桂
、

八角经济林

M ou n t a in t oP E
v e r g r

ee
n lx班 dr eS

e o n d t r叩 ic
a
l P in u s m a

so n ia n a C i n n a m o m u m

d wa
r f fo er s t lea v e

f or
e r t eS

a , o n a
l ar in f or

e s t f
o r e s t I l lie iu m f

o r e s t

1 2 1 8 1 3

1 9

2 1

7

4 2

4 2

2 4

1 7

1 5

3 7

3 8

1 6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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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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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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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 目和直翅目的种类较多
。

由于植被趋于单一化
,

不

少昆虫成为林区的优势类群
。

为害八角的害虫主要

有
:

鼻盾蜷 H ot ea cu cr 以 ic on id 。
、

小斑岱蜷 刀口亡P a d a

刀。 己i fe ar
、

茶蓑蛾等
。

玉桂上的主要害虫有
:

紫蓝绿

盾 蜷 C h即soc ~
st of iil

、

红 边 蓖 蜷 sA OP
n
go UP

:

s
an 群in of e

nt us
、

螺 纹蓑蛾
、

黑 筛鳃金 龟 A OP g o in a

`

ibr ic of l is 等
。

其它代表种有
:

类变圆龟蜷 C o tP os ~
a

s

而 ill ~
、

稻赤曼蜻 M en id a h ist r t’o
、

短角异腿蝗

X
e n O` at a n t o sP br aC妙

`
er us

、

葡萄十星萤 叶 甲 O id es

d ec o UP cn 众吐 a 、

斑带丽沫蝉 C os
~ ca rt a

ibs 加
c以 ar t’s

等
。

.2 .2 6 水域带

十万大山的水域 昆虫种类相当丰富
,

据调查
,

仅

蜻蜓 目稚虫就有近 30 种
,

如 纹 蓝小 蜻 DI lP ac do es

tr i杭a
ll’s

、

黑印叶箭蜓 I dn ict in
o g o

m Ph us ar aP
x

、

透顶

暗溪蛇 P s e d d o p h ae a m a s o n i
、

巨圆臀大蜓 A n o t o g a s t e r

is e b ol id i 等
`
其它水生昆虫有

:

蚌蛤
、

石蛾
、

水龟虫
、

龙虱
、

水龟 hR
a g a d ot a sr u : kaer elP in i

、

田鳖肠 t h co
e ur :

s P
.

划蜻
、

仰蜷等
,

其中蚌蟒类在种群数量上占明显

优势
,

仅一个晚上的灯诱
,

就有成千上万头蚌蟒扑灯
,

约占灯下昆虫数量的 70 %
。

作为水质指示动物类群

之一的蚌蟒种群数量大
,

亦说明十万大山的水质较

好
。

带植被类型
,

而且还间杂有南亚热带与热带之间过渡

性的植被类型
。

因而
,

本 山区的昆虫区系在结构和组

成上
,

与地处桂中的大瑶山
、

大明山和桂林东北的猫

儿山等山区相比
,

均具有其独特之处
,

区系组成见表

3 昆虫区系结构

十万大山地处热带的北缘
,

不仅分布有典型的热

3
.

1 东洋种

十万大山已明确其地理种性的昆虫中
,

东洋种约

占 7 9
.

6 9写
,

其中属马菲亚区的成分约占 39
.

9 %
,

属

中缅亚区的成分占 60
.

1%
。

典型 的马菲亚 区 代表种有
:

长 角线斑腿 蝗

S t e on
c

咖 nt o sP s P l e n d e sn
、

绿掩耳鑫 lE i

mae
a `

hl or i:
、

荔 蜷 T es 二 ar t
~

a

aP p ill os a 、

角 胸 蜻 eT tr od
a

hi st e

o de
: 、

甘 薯 小象 C夕 las f汾~ ar l’u : 、

异 斑蛇

C h yr so sP id sP ar
、

长尾侧蜂 11 , it h y sr co
e ar l at er al is

、

龙眼鸡 F lu g~
`
an de lar ia

、

稻赤斑黑沫蝉 C以 ilt et it x

ve sr ic ol or
、

麻 型 规 蝶 Z e

me or :
fl

e

gy as 魔 日夜 蛾

E r e b u s e
er P u s c u l a r。 、

黑尾姬蜂 I s e h m o少 o P P a l u t e

aot
r

旦户二
, 厂 。

中缅亚区代表种有
:

梭蝗 T成 tr l’a iP sc i f o r

enz
、

俊

俏 绿 盖 lI ol oc hl or a ve n “ st a 、

黑 矩 蜷 C ar oP an
a m lP ic oll l’s

、

蓝黑弧丽金龟
、

三带隐头 叶甲
、

胡椒宽

广蜡蝉 尸oc h az t’a PI eP ar
、

琴 纹 尺 蛾 月占犷口艺口户肋 nt es

eP ar m lP a 、

蓝凤蝶 尸 a声 110 P r o t e

~
、

黄 翅大 白蚁

M ac o et

~
: ba rn ey `

、

棕马蜂 尸斑 sett
: g t’g a s 、

红脚泥

蜂等
。

表 3 + 万大山的昆虫区系组成

T a bl e 3 F a ,一 n , 1 d e . o . st of in se e st 1. S h i w a n d as h a n m o u o t a in

东洋种 iOr
e n t a l

s
eP

e i e s N os

目

任d e r 中缅亚区

C h iu a 一 B
a

mr
e a r e a

马菲亚区

M
a la y a 一

P h i li P P i n e s

东洋古北兼有种

O ir e n f
a
l
一
P a

l ae
r e t i e

广布种

W
o r

d
一

w id e s
pe

c
i
e s

s P吧 C l e S n o s

等翅 目 Is oP t e r a

直翅 目任
th

o p t e r a

同翅目 H o m o p t e r a

半翅目 H e m ip t e r a

鳞翅目 L e o id
o p t e r a

鞘翅 目 e o le o p t e r a

膜翅目 H y m e n o p t e r a

其它 O t h
e r s

合计 T o t a l

8

2 7

1 1

2 0

2 1

1 2 5 ( 4 7
.

4 9 ) 8 3 ( 3 1
.

8 0 ) 4 7 ( 1 8
.

0 1 ) 6 ( 2
.

3 0 )

括号内数据为各组分占总种数的百分率 V
a
l
u e s 10 b r a e k e t s a r e e a e h e

l
e
m

e n t 详 cr e n t a罗
5 of t o la l s

卯
e i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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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东洋古北兼有种

即东洋区 和古 北 区均 有 分布的 种 类
。

约 占

8 1
.

10 %
,

主要代表种有
:

疵蝗 rT il o Ph id l’a a
;nz dz at a 、

茅蝉 材
。

邵朋 t’a h e b e s 、

中华蝗螂 eT on d e ar a

idr
i f o l ia

~
t’s

、

拍
·

蜻 尸la ut ia f im br lat
a 、

松 丽 叩 甲

〔扮优 sP 哪 t e r n u s a u

art us
、

琉 璃 弧 丽 金 龟 oP 户ill ia

刀俐山ell at a 、

迹银纹刺蛾 M i er sa 切 o r 劝对 a 、

豆黄粉蝶

E如吧彻 灿`动己 、

中 华蜜 蜂 A 户is

~ an
、

山 崎蛇

r 劝助
“ ` y

~ 硫 i 等
。

3
.

3 广布种

即分布范 围跨 3 个区以上的种类
。

这些种类在十

万大山的昆虫区系中所占比例不大
,

仅为 2
.

3 %
。

主

要代表种有
:

中华稻蝗 Ox y a ch ine ns i :
、

中华剑角蝗

通“ 心口 `

~
a 、

侧刺蜷 A dn
r以 lu : s P诚d e

ns
、

稻绿蜷

等
。

调查结果表明
,

十万大 山的昆虫以东洋区系种为

主体
,

与地处桂东北的猫儿山相 比
,

热带区系的成分

有了明显的增多
,

而来自缅甸— 印度区系的成分虽

有减少
,

但仍占有相当的 比例
,

纯古北种则尚未见有

分布
;
另外

,

十万大山的昆虫种类和数量虽然具有随

海拔的升高而减少的趋势
,

但其区系结构则无明显的

变化
,

东洋种始终居于主体地位
。

分析其原因
,

可能

是由于十万大山属热带季节性雨林气候
,

植被主要为

典型的热带类型
,

同时
,

该山南临北部湾
,

受热带海

洋气候的影响
,

光热资源丰富
,

雨量充沛
,

终年无冬
,

气温随海拔变化不大
,

对昆虫的生存及区系结构无多

大的影响
。

而其种类和数量则随海拔的升高而减少
,

很可能是由于植被趋于单一及环境风力增大所致
。

与

大瑶山
、

猫儿山等山体相 比
,

十万大山表现出热带与

南亚热带过渡地区的昆虫区系特点
。

4 建议

十万大山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

建议加强对现

有森林资源的保护
,

严禁乱砍滥伐
,

尽快在周围荒山

荒丘地带植树造林
,

增加森林郁闭度
,

保护生物的多

样性
,

特别是充分发挥天敌昆虫在生物群落结构中的

调控作用
,

使森林生态系统向稳定
、

协调的方向发展
。

十万大山具有许多珍稀树种
,

其中有国家重点保

护的一类
、

二类和三类珍贵植物 12 种
,

在加强对这些

稀有树种的保护
,

使之成为特有树种之活标本园
,

为

科研和教学提供基地的同时
,

还应对这些珍稀树种尤

其是某些濒危植物 的病虫害种类和危害程度进行系

统的调查和研究
,

以便有针对性地采取保护和挽救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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