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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适应性及分布规律
。

在调查中业获得珍稀昆虫 14种
、

新属 1个
、

新种2 3个及 中国新记录种

1个
。

这些宝贵的资料对大瑶山地区今后森林生态系的研究
、

生物资源的保护
、

发展和开发

利用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植
。

一
、

昆虫生态区系的一般持征

1
.

自然地理特点

大瑶 l上l位于广西中部偏东
,

地处北纬 2 3
“
吐1 产一 2 4

0

2 4
产 ,

东经 1 0 9
“

5 0 /

一 1 1 0
0

2 7 产 ,

山区主

体部分在金秀瑶族自治县
,

山体东北西南走向
,

为华南台地的组成部分
,

总面积约 2 0 8 0平方

公里
。

在地质上 位于大 明山一大 瑶山隆起的中部
,

出露部分古生代及新生代地层
,

其岩性以碎

屑岩为主
,

尚分布有少量碳酸盐岩
。

其中早泥盆世的莲花山砂岩形成丹霞式地貌
,

海拨 1 3 0 0

米以上的山峰约有 60 余处
,

最高峰圣堂山海拨 1 9 7 9米
。

此外
,

碳酸盐岩形成一些低矮丘陵
。

本 山区 名皱
、

断裂比较发育
,

地下水流丰富
,

每年天然流量达 10
.

08 亿吨
,

水质良好
。

地上

河大
、

小 25 条
,

年产水量为 2 3
.

4 7 亿立方米
,

总灌概面积达 85 万余亩
。

调查区在气候上属南亚

热带和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

夏无醋暑
,

冬无严寒
,

年 均 温 1 7
.

0一 2 0
.

7 ℃ ,
7 月最 高 温

31
.

7 ℃ , 1 月最低温一 5
.

6 ℃ ,

> 10 ℃ 的年积温 为 5 2 3 3
.

9 ℃
。

年雨量为 1 3 8 0一 2 7 。。 毫 米
,

是我区雨水较多的地区之一
。

雨季集 中于 5一 8 月
,

n 一 3 月为旱季
。

地带性土壤为红壤
,

分布于海拨 6 00 米以下的 山区
, 6 00 米以上为山地黄壤

,

在海拨 1 2 0 0米的夷平面上分布有小面

积的山地草甸土和山地沼泽土
。

受上述环境条件的影响
,

植被类型 也相应地比较复杂
,

大致

可区分为 4个植被型组
, 9 个植被型

,
4 7个群系

,

69 个群丛
,

其复杂程度在广西各大 山区 中

是独一无二的
。

目前在海拨 1 3 0 0米以 上的山区分布有 中山针阔混交
.

沐
、

山地常绿阔叶林和杜

鸿林
,

保存较为完好
。

海拨 1 0 0 0一 1 3 0 0米的山区己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

一

下层林木 出现 了较

多的竹丛
。

海拨 1 0 0 0米以下的山区
,

森林被砍伐后已由大面积人工林及灌草丛所更替
。

2
.

昆虫生态 区系特点

( 1 )在调查区内采到的昆虫及瞒类标本已定名的计有 8 3 6 种
,

分别隶属 24 目 1 76 科 5 63 属
,

它们各占一定的生境和生态位
。

共 中鞘翅 目约占总数的25
.

21 % ;
鳞翅 目占1 6

.

88 %
; 膜翅 目

占 1 5
.

8 3 % ,
直翅目占 12

.

5 4 %
,
双翅 目占 9

.

73 % ;
半翅 目占6

.

57 % ,
其余 15 个 目 ( 包 括 瞒

类 ) 共占 13
.

24 %
。

较大的科顺次为姬蜂科
、

斑腿蝗科
、

峡蝶科
、

步 甲科
、

天牛 科
、

食 次蝇

科
、

弄蝶科
、

叶 甲科
、

瓢虫科
、

蝗科
、

金龟子科
、

眼蝶科
、

瑟蝶科
、

猎蜷科
、

缘赫科
、

胡蜂

科
、

蜷科
、

凤蝶科及古玩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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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桂南的弄岗及桂北的花坪二地对比
,

大瑶山的蝗虫区系间于该二地之间
。

c .

蛤类区系 已鉴定的蜷 类 有 4 9 种
,

其中东洋种占 87
.

75 % ;
东 洋 古 北 兼 有 种 占

1 2
.

2 5 %
。

在东洋区系内
,

印马亚种与东方亚种约各占其半
。

其余如鳌类区系
、

蜂类区系及瓢虫
、

叶甲区系等也都反映 了由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过渡

类型的牛手点
。

根据以上情况
,

可将大瑶 山昆虫地理区域 ljt 入以 下各级
:

命地毛己虫界

东 洋地区一中国缅句亚地区

江
,

有亚热带稻 茶区

湘桂南岭以南山地省

桂中低中山寒武系红黄壤州

工金秀一平南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昆虫生活小区

1 金秀一蒙山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昆虫生活小区

大解
;
匀兑止地理这划示恋图

麟计从觅虫业活 小区
才 岁产

. `沁 山 J
`

J

:

嗓!

侨一

二
、

不同生境昆虫区系结沟及生态适应性

大瑶山昆虫栖息地大致有以下四种类型
:

( 1 ) 天然林
; ( 2 ) 人工林

; ( 3 ) 灌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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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天然林 大瑶山的天然林包括各种类型的常绿阔叶林
、

次生 针 阔 混 交 林 和 竹

林
。

栖息于天然林内的昆虫固有种约占总数的 15 %左右
,

它们大多数属于趋湿避光或耐荫的

林栖性和上栖性昆虫
,

区系结构比较简单
,

生物之间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

虫 口密度通常保持

在低水平状态
,

优势种不明显
。

一般营隐蔽生活
,

有些种类如灶马
、

步甲
、

蚁类喜在枯枝落

叶层间活动
; 有些生活在枝叶上

,

如刺蛾
、

毒蛾
、

舟蛾和尺蛾幼虫
; 另一些种类则钻入树干

内食害木质部
,

知天 牛
、

金龟子和吉丁虫的幼虫及各种鬓类
。

林栖性昆虫对森林的生态适应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 1 )长期在树于内生活的种类
,

身体多呈乳白色
,

感光器官退化
,

大篆发达
,

体内的酶

系统对木质纤维有较强的消化能力
。

( 名 )在林内生活的种类
,

有明显的拟色或拟态现象
,

如灶马
、

菱蝗
、

天牛 ( 成虫 )
、

树

栖虎甲均模拟成土色或树皮 色
。

找唠
,

棘端
、

尺蛾幼虫
、

癫象
、

皮蟾模拟成树枝或树瘤状 ; 蟋

蟀
、

凸额蝗
、

粼卜蛛等因在林内很少飞翔
,

它们的前后翅均退化成短翅型
; 扁蜡长期在树皮内

活动
,

身体变成扁平状等等
。

( 3 )在林内 出现的某些外来侵人种
,

常表现为弱趋光性和弱飞翔力
,

如环蝶
、

眼蝶
。

另

一些则昼伏 夜出
,

如各种夜蛾
、

灯蛾
。

2
.

人工林 大瑶山分布较广的人工林为杉木林
、

松林及油茶林等
,

常与各 种 天 然

林互相交错
,

昆虫种类约占总种数的 5 %
。

昆虫区系结构简单
,

以分布林栖性昆虫为主
,

如介

壳虫
、

天牛
、

蚁类
、

熨类等
。

其生态适应性 与生活型略接近于天然林的情况
。

在人工林内虽

存在某些暴发性 的大害虫
,

如松毛虫
、

松毒蛾及茶毛虫等
,

但因周围生态环境复杂
,

无论气

候因子或生物环境均对害虫不利
,

故往往形成有虫不成灾的局面
。

3
.

灌丛 大瑶山地区灌丛类型约有十余种之多
,

其中分布于海拨 8 00 一 1 2 0 0 米的山

沟沿岸避风向阳处的灌丛
,

生境比较优适
,

如充足的水源
、

温暖的小气候条件
、

繁多的植物

种类和丰富的蜜源
,

加之受人为干扰少
,

这样的生境卫成为多种 昆虫最适宜的栖息地和攀生

繁殖场所
。

灌丛的昆虫种类极为繁多
,

约占总种数的 6 0 %
。

昆虫区系结构复杂
,

除以灌栖性

种类占优势外
,

尚包含相当数量的
」
日西险和上栖性 昆虫

,

以及来 白周围天然林的某些林栖性

种类
。

上述灌丛 也是珍 稀昆虫和天敌昆虫的天然储存库
。

灌栖性昆虫对灌丛的 长期适应
,

在消极御防敌害袭击方面
,

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

如叶姗
、

枯叶蝶和某些 、烧模拟成树叶状
,

中国癫象 E p i s o m us c h i en
s is 和桔凤蝶幼虫模

拟成鸟粪状
,

均不易被天敌发觉
。

胡蛙始和水 泣模拟成有袭击能力的胡蜂状
,

使它们的天敌见

而生畏
,

不收接近 ; 有些种类具有生理生态上的适应
,

如某些步甲
、

竹节虫
,

当它们被天敌

捕获后
,

能从体内排 出有毒的臭气
,

迫使对方逃跑
, 野漆宽胸跳 甲 P 。 d o n t ia I u t o a 和绿缘

扁角叶甲 P l a t丁 c o y n o s p a r r y i 均具有伪死性
,

稍有惊动即跌落下来
,

以逃避敌害 的 袭 击

等
。

另方面
,

害虫的天敌昆虫又有相应的特殊的适应能力
,

如猎蟒类共前足像睦螂一样特化

成攫捕足
,

藉此猎食小型昆虫
; 卵蜂类身体微小

,

便于钻人隙缝 间寻找寄生对象
;
长尾斗姬

蜂雌性产卵器有时 长达 27 毫米
,

藉此可以伸人较深的树孔内寄生天牛幼虫
。

灌栖性昆虫生态适应的种种表现
,

是昆虫在这一生境下经过长期相互适应和协同进化的

结果
。

昆虫以其丰富多采的变异潜能为自然选择提供 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

而 自然选择又促进

昆虫的各种变异更趋于典型 和完善
。

.4 草丛 大瑶山地区的草丛大致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

即 ( 1 ) 河漫滩 草 益脚伙
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