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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部地区蝗虫的生态地理

尤其做 林日钊 计鸿贤 ( 广 西科学院生物研究室 )

黎 天 山 ( 广西植物研 完所 )

摘 要

本文 系从性出 的区 系分布和生态地理分布方面综述 了广 西 南部地 区垃虫分布

的规律性与特
.

氛
,

并时蝗火的生态适应性和生活型作 了初步探讨
。

广西南部地区包括北热带与南亚热带部分地区
,

在世界动物地理区划上属于东洋地区中

国缅甸亚地区的北缘
,

自然地理条件复杂
,

生物资源丰富
。

19 79 年 9至 11 月及 1 980 年9至 10 月

作者等曾分别对该地区东起北部湾沿海西至云贵高原东南前缘倾斜地带
,

进行蝗虫生态地理

的专题考察
。

本文系从蝗虫的区系分布和生态地理分布等方面分析了我区南部地区蝗虫分布的规律性

与特点
,

并在蝗虫的生态适应性和生活型方面作 了一些探讨
。

调查区包括钦州
、

南宁和百色三个地区的南部
,

位于北回归 线 以 南
,

地 处 北 纬 2 10 一

23
O
18’ 及东径 10 5

。

一10 9
。 。6,

,

地势西北高
,

逐渐向东南倾斜
,

地貌类型多样
,

北部湾沿岸为

较宽阔的滨海冲积平原和丘睦台地
,

调查区中部为十万大山山系
,

西部为云贵高原 向东南延

伸的余脉
,

并交错有较大面积的岩溶地貌
,

本区东部与中部属北热带气候
,

西部中山山地属南

亚热带气候
,

整个调查区夏季长达 6至 7个月
,

秋春相接
,

全年无冬
,

年均 温 2 1
。

6一22
。

4
O

c,

年积温 7 500 we 8 100
0

C
,

年雨量 1 10。一 1 8 0。毫米
,

雨季集中于 5至 9月
1

份
,

干 湿 季 节 交 替 明

显
,

地带性土壤为砖红性壤和黄壤
,

植被类型多样
,

以森林灌丛草坡分布面积最广
。

一
、

蝗虫的区系分布

( 一 ) 种类组成 调查区的蝗虫计有83 种
,

分隶于 4科4 2属
,

北部湾沿海一带有25 属 34

种
,

其中仅在该区有分布的为5属 5种 , 中部中越边境一带的低中山区和岩溶地区 有 41 属 67

种
,

仅在该区有分布的为2 5属35 种 , 西部及西南边境一带的中山区有 25 属 37 种
,

仅在该区有

分布的为4属 4种
。

( 二 ) 区系组成 本调查区蝗虫区系主要由东方亚种
、

印马亚种和本地特有种三种成分

所组成
,

其中东方亚种约占40
。
2 % , 印马亚种占50 % , 本地特有种占9

。
8%

,

此 与桂北中亚

热带地区蝗虫区系组成情况有明显差异
。

本地特有种以斑腿蝗科出现最多
,

蝗科次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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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蝗虫的生态地理分布

正如所有陆生 昆虫一样
,

蝗虫的生态地理分布系受地形
、

气候
、

土壤
、

水条件
、

植被及

人类经济活动等综合因素所影响
,

因蝗虫为典型的植食性 昆虫
,

且绝大多数属植栖性种类
,

故在各种生态环境中
,

它们和植被的伴随关系更为密切
。

在不同的生态地理条件下
,

分布有

不同类型的植被
,

因此
,

蝗虫群落组成
,

种群密度和分布状态也有很大差别
。

( 一 ) 水平分布 调查 区从东到西大致可区分为五种生态地 理 类 型
:

即 ( 1 ) 滨 海 草

滩 , ( 2 ) 低丘台地草坡 ; ( 3 ) 低 山森林灌丛草坡 , ( 4 ) 岩溶常绿季节性雨林
; ( 5 ) 中山

森草坡
。

本文对上述五类生态地理环境分别作 了较详细的叙述
,

各类生态地理环境蝗虫分布

规林灌丛律及特点分述于下
:

l
。

桂东南滨海草滩地带

在蝗虫区系组成中
,

东方亚种 占7 0
。

3 % , 印马亚种占2 9
。
7%

,

其群落组成主要为革栖性

种类
,

如小稻蝗 〔 o x y a h y l a i n t r i。 a t a ( S t a l )
、

线斑腿蝗 ( S t e n o e a t a n t o p s s p l e n d e n s

( T h u n b
,

)
、

中华剑角蝗 ( A e r i d a w i l l e n s e i D i r s h )
、

东亚飞蝗 〔 L o e u s t a m i g r a t o r i a

。 a n i l e双 5 15
_

( M e y
。

) 〕
.

、 :

佩 额 负 蝗 ( A t r a e t 0 0 0 r p h a s i n e n s i s B o l
.

) 及 东方 车 蝗

〔G
a s t r i m a r g 。 5 m a r m o r a t “ s

( T 五。 n b
.

) 〕 等
,

一般喜在低矮的稀疏草丛间活动
。

蝗虫代表种群生活型的形态特微为
:
体色与草色相同

,

体色的变化与末令若虫羽化期间的

环禅背量有事匆养不卜考纂季墓卑青抒
为主

。

此外
,

长期在矮草丛间生活的种类

戮事垮举绿凳魏奔
;

,

往往县有相当发达

秋冬季杂草枯黄
,

虫体以黄褐色

的运动器官
,

迁飞扩散能力较强
。

缚黔…粼溥溥粼翼2
.

挂东南师丘台地草坡地带
. _

在蝗虫区系组成中
,

东方亚种占41
。

4% ,印马亚种占5 6
,
2 %

,

本地特有种品
一 4 %

。

群落组

成亦以草栖型种类为主
,

但在成份上与滨海草滩地带略有不同
,

通常以斑腿蝗属 c(
a t 。 n t oP

s )
、

板胸蝗属 ( S p a t h o s t e r n u m ) 和佛蝗属 ( P h l a e o b a
) 的某些种类构成优势代表种 群

,

蝗虫

群落组成表现为 由滨海草滩 向低山森林草坡过度的很生类型
。

蝗虫代表种群生活型的形态特微
,

在体色上除绿色和褐色系统外
,

尚包含部分黑化种
,

多出现于火烧迹地附近
,

这可能是蝗虫羽化期间
,

适逢炼山
,

体内色素受高温影响而加深的

缘故
。

长期栖息于禾本种杂草 ( 白茅 ) 上的种类
,

有的表现为身体细长
,

如戛蝗属 ( G o in
-

s t a )
、

女奚听蝗属 ( G e l a s t o r h i n u s )
、

白条长 腹 蝗 〔L e p t a e r i s I v i t t a t a ( F a b , ) 〕 等
;

有 的中垫发达
,

如斑角 蔗 蝗 〔H i e r o g l y p h u s a n n u l i o o r n i s ( S h i r ,
) 〕

、

长 翅 大 头 蝗

〔O x y r r h e p e s o b t u s a ( d e H a a n ) 〕
,

长翅黑背 蝗 ( E u p r e p o e n e m i s s h i r a k i 1
.

B o l
.

)

它们对遮光反应都比较灵敏
。

蝗虫种群密度中等
,

多呈斑点状分布状态
。

3
。

桂南低山森林灌丛草坡地带

蝗虫区系组成在海拔了00 米以下的北热带常绿季节性雨林带
。

东方亚种 占43
。
2 % ;

印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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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种 占54
。

1% ; 本地特有种 占2
.

了%
。

7 00 米以上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
,

东方亚种 占36 % ,

印马亚种占50 % ; 本地特有种 占14 %
。

群落组成大部份属草栖型种类
,

如小稻蝗
、

车蝗
、

斑

腿蝗等
,

也包含部分灌栖性种类如小卵翅蝗 ( C a r y a n d a o l e g a n s B o
l i

, a )
、

兰绿 卵 翅 蝗

( C a r y a n d a g l a u e a Y o u )
,

林内的地栖性种类有东方凸额蝗 ( T r a u l i a o r i e n t a l i s R a m
-

m e )
、

疵蝗 〔 T r i l o p h i d i a a n n u l a t a a n n u l a t a ( T h u o b
。

) 〕 和红翅 踵 蝗 〔 P t e r n o s e i r -

t a s a u t e r i ( K a r 二 y ) 〕 等
。

蝗虫代表种群的生活型有两种类型
:

( 1 ) 草栖性种类
:

其形态特征与低丘台地草坡的代

表种群大致相仿
; ( 2 ) 林内地栖性种类

:

体形粗短
,

身体粗糙
,

体色多属暗色系统
,

在多风

处以短翅型居多
,

个别出现无翅型种类
,

如 白斑蛙蝗 ( R
a n a e r i s a l b j o o r n i : Y o u e t L i n )

。

蝗虫种群密度系随海拔高度的上升而递减
,

形成山麓> 山腰 > 山顶的现象
,

草栖性和灌

栖性种类多呈环带状分布状态
,

林栖性种类则呈岛屿状分布状态
。

4
。

桂西南岩溶绿季节性雨林地带

蝗虫区系组成
,

东方亚种占4 6
.

3% ; 印马亚种占46 % ;
本地特有种 占7

。
7%

,

群落 组 成

以草栖性与灌栖性种类为主
,

如赤胫伪稻蝗 〔 P s e o d o x y a d i m i n u t a ( W
a l k

。

) 〕
、

山 稻蝗

( O x y a a g a v i s a T s a i )
、

异 角 胸斑 蝗 ( A p a l a e r i s v a r i e o r n i s

W
a l k

。

)
、

长 角 佛 蝗

( P h l a e o b a a n t e n n a t a B r 。 ·

W )
、

长夹 蝗 〔C h o r o e d o e u s e a p e n s i s
( T五u n b

,
) 〕

、

卡斑腿蝗 〔C a t a n t o p s
K a r n y i K i r b y 〕

、

方尾越北蝗 ( T o n k i n a e r i s d e e o r a t u s
C

a r l )

等
,

小部份属林栖性种类或林内地栖性种类
,

如东方凸额蝗
、

红翅龙州 蝗 ( L o n邸 h o u
ac

r is

r u f i p e n n i s Y o u )
、

二斑野蝗 ( F e r b i m a e u l a t u s Y o u
)

、

越北腹 露蝗 ( F r u
h s t o r f e r i l l a

t o n k i n a e r i : w i l l
.

)
、

斑边反陇 根 蝗 ( L 。 n g g e n a 。 r i s m a 。 u l a e a r i n a Y o u ) 及叉尾凸 越 蝗

( T r a u i i t o n k i o a e r i s b i f u r e a t u s Y o u ) 等
,

因受层层峰丛的阻隔
,

其中不少种类 为 岩 溶

地区的特有种
。

蝗虫代表种群生活型的形态特征
,

灌栖性和林栖性种类表现为身体中
、

小型
:
体色较鲜

艳
,

短翅型居多
,

爪间中垫发达
,

喜生活在半荫半阳的灌丛间或树上
,

飞翔能力差
,

善于跳

跃和隐藏
。

林内地栖性种类与桂南低山森林灌丛草坡的种类租似
。

蝗虫种群密度 因植被类型 的不 同而异
,

在长期甚少受人类经济活动干扰的峰丛洼地的矮

草丛间
,

种群密度甚大
,

但在宿根性深草丛间
,

因茎 叶老化
,

草质坚硬
,

加之湿度过大
,

不

适合蝗虫擎生繁殖
,

故种群密度很低
。

本地带蝗虫多呈点片分布状态
。

5
。

桂西中山森林灌丛草坡地带

在蝗虫区系组成中
,

东方亚种占6 2
。
1% ;

印马亚种占3 2
。

5% , 特有 种占5
0

4%
。

该 地带

蝗虫区系较接近于桂南北热带地区
,

但同时也包含有云贵高原南部蝗虫区系的很多成分
,

群

落组成绝大部分属草栖性种类
,

如 广 西 埃 蝗 ( E o s e y l l i n a g u a n g x i e n s i s Y o u )
、

小 稻

蝗
、

线斑腿蝗等
,

小部分属灌栖性种类
,

如卵翅蝗属 ( C a r y a n d a )
、

棉蝗属 ( C h o n
d

r a e r -

is ), 因森林受破坏严重
,

几乎未发现卿鲡性种类
。

蝗虫代表种群生活型的形态特征与桂南低山森林灌丛草坡柑仿
,

本地带蝗虫种群密度较

大
,

尤其在山腰以下的矮草丛间更为明显
,

故对牧草及山区附近的玉米和水稻具有较大的危

害性
。

〔 二 ) 垂直分布 广西南部地区的低 中山区随着地势的升高
,

热量递减
,

雨量递增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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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植被分布的垂直地带性的出现
,

因昆虫分布与植被有更紧密的伴随关系
,

故蝗虫的垂

直分布也比较明显
,

今 以大青 山权例
,

阐明其垂直分布概况
。

大青 山为十万大 山山系的一个支脉
,

海拔 260 一 1 0 4 5米
,

蝗虫群落大致可区分为二 垂 直

带
,

本文对这两个垂直带的地形
、

气候
、

植被等生态条件均分别作了详细叙述
。

二垂直带分

述如下
:

l
。

低山灌丛草坡板胸蝗带

海拔 2 50 一 700 米的低山区
,

气候暖热
,

长夏无冬
,

原生植被为北热带常绿季节性雨林
,

目前原生植被因遭受严重破坏
,

已为低山灌丛草坡所更替
,

主要植物有余甘子
,

桃金娘
、

铁

芒箕
、

野古草
、

白茅
、

蔓生善竹等
,

本带蝗虫计有28 属3了种
,

其中约有 65 % 的蝗虫属于单带

种
,

如旭蝗 ( S i n a c r i s o r e o p h i l
u s T i n k h a 址 )

、

长翅板胸 蝗 〔s p a t h o s t e r n u m p r a s i n i
-

f e r u m p r a s i n i f e r u m ( W
a l k

。

) 〕
、

白条长腹蝗
、

陌生罕蝗 ( E e p h a n t h a e r i s m i r a b i l i s

T i n k h a 。
、

越 北蟆听蝗 ( G e l a s t o r h i n u s t o n k i n e 红 5 15
W i l l )

、

贵 州埃蝗 ( E o s e y l l i n a

k w e i e h o w e n s i , C h e n g ) 及越北绿芙蝗 ( C h l o r o p h l a e o b a t o n k i n e n s i s R a m m e ) 等
,

在

单带种中
,

长翅板胸蝗属优势种
,

这些单带种一般生活于分布范围较狭的的草本灌丛中
,

’

亡

们大部分属于 印马亚种
,

其余35 %的种类
,

生态可塑性较大
,

属多带种 ( 跨广种 )
,

如线斑

腿蝗
、

长角佛蝗
、

方异距蝗
、

疵蝗及中华剑角媳等
,

以长角佛蝗和线斑腿蝗占优势
。

这些种

类生态适应性强
,

不但在纬向分布上范围很广
,

而且在垂直分布上也具有较大 的 生 态 可 塑

性
,

它们绝大部份属东方广布种
。 、

.2 低中山森林灌丛卵翅雄带
`

公
_

`

海拔 70 。一 1 0 4 5米的低中山区
,

气候温凉湿润
,
山顶区夏凉冬寒

,

风大雾多
,

原生 植 被

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

目前除海拔 9 00 刁似与米山琢尽淞残存有原生植被外
,

其余山坡均受到

不同程度破坏
,

演变为低中山森林灌丛草稗
,

主买植物有琼楠
,

、

饭欲稠
、

拷 树
、

苦 竹
、

白

茅
、

蔓生芬竹
、

五节芒
、

水遮草等
。

本带蝗虫计有19 属缸种
,

在单带种中
,

兰绿卵翅蝗属优

势种
,

多带种则以僧帽佛蝗 ( P h l a e o b a in ih m at a B r 。 一W
。

) 和方异距蝗 〔H e t e r

叩 t e 卜

m is er sP od en s ( W al k
.

) 〕 占优势
。

本带的单带种所占比例下降为40
.

5%
,

多带种 则 上

升到 48
。

6%
,

尚出现了 4个当地特有种
,

即兰绿卵翅蝗
、
白斑蛙蝗

、

红翅龙 州 蝗 和 罗 浮 山

凸额蝗
,

约占1 0
。
9%

,

这些特有种多分布于人迹罕到的山顶常绿阔叶林内及其附近的灌丛或

草丛间
。

从蝗虫的垂直分布情况可 以看出
。
蝗虫的种类和数量有随海拔高度的上升而 递 减 的 趋

势
,

同种蝗虫
,

其发育速率有 自低而高逐渐推迟的现象
。

另方面
,

某些生态可塑性狭窄的单

带种
,

在分布的高度上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

如华蝗
、

长翅板胸蝗等分布的上限为 600 米 左

右
,

而 白斑蛙蝗
、

兰绿卵翅蝗分布的下限为 750 一 800 米
。

造成以上种种差异的原因
,

除受植

被影响外
,

并和地形及气候条件特别是温湿度因子有密切关系
,

生态可塑性大的多带种则散

见于从山麓到山顶的整个垂直面的各植物群落中
。

弄清蝗虫的生态地理分布
,

一方面对我区农业区划及科研教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更重

要的是为害虫预测预报与防治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
从而可 以促进农

、

林
、

牧生产的正常发

展
。



第1期 尤 其做等 广西南部地 区蝗虫的生态地理

广西南部地区蝗虫种类及其分布

} 生 境
l

日川
l

随一
11一

曰we
一!一l一
.

岩溶地区一
十+

!

个一川州川川洲
!

障匡:
!
l!

巨一厂沿海涂滩一
.一

,
·

一
那坡门项一几州防城钦州北海蝗 虫 种 类

二
个牛

+

斗
-

习一

十

+

一

}
-

寻
-

弓
-

l

个
,

十

十

+

+J
l

了十

丰

十

十

+十个十一十

个十十
r

丫

斑腿蝗科

梭 蝗

长翅板胸蝗

中华板胸蝗

斑角蔗蝗

异岐蔗蝗

等岐蔗蚁

旭 蝗

芋 蝗

中华稻蝗

山 稻 昆

小 千白 蝗

赤胫伪稻蝗

长翅稻蝗

日本稻蝗
.

二斑野蝗
{

小卵翅蝗

兰绿卵翅蝗

长翅太头蝗

白条长腹蝗

斑边陇根蝗

越北腹露蝗

方尾越北蝗

叉尾凸越蝗

红翅龙州蝗

棉 蝗

厚 蝗

日本黄脊蝗

印度黄脊蝗

胸斑弯刺蝗

线 斑 腿 蝗

红褐斑腿蝗
切

卡 斑 腿 蝗

四 川凸额蝗

东方凸额蝗

罗浮山凸额蝗

长翅凸额蝗

白 斑 蛙 蝗
一

卜 字 蝗

异角胸斑蝗

一 {一

l

勺
-

一
一一l

日一

一 }
-

一
卜

·

卜

去
·

十

234
"ó67891110蛇玛14巧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43335363738羚



第1期 尤 其做等 广西南部地 区蝗虫的生态地理

广西南部地区蝗虫种类及其分布

} 生 境
l

日川
l

随一
11一

曰we
一!一l一
.

岩溶地区一
十+

!

个一川州川川洲
!

障匡:
!
l!

巨一厂沿海涂滩一
.一

,
·

一
那坡门项一几州防城钦州北海蝗 虫 种 类

二
个牛

+

斗
-

习一

十

+

一

}
-

寻
-

弓
-

l

个
,

十

十

+

+J
l

了十

丰

十

十

+十个十一十

个十十
r

丫

斑腿蝗科

梭 蝗

长翅板胸蝗

中华板胸蝗

斑角蔗蝗

异岐蔗蝗

等岐蔗蚁

旭 蝗

芋 蝗

中华稻蝗

山 稻 昆

小 千白 蝗

赤胫伪稻蝗

长翅稻蝗

日本稻蝗
.

二斑野蝗
{

小卵翅蝗

兰绿卵翅蝗

长翅太头蝗

白条长腹蝗

斑边陇根蝗

越北腹露蝗

方尾越北蝗

叉尾凸越蝗

红翅龙州蝗

棉 蝗

厚 蝗

日本黄脊蝗

印度黄脊蝗

胸斑弯刺蝗

线 斑 腿 蝗

红褐斑腿蝗
切

卡 斑 腿 蝗

四 川凸额蝗

东方凸额蝗

罗浮山凸额蝗

长翅凸额蝗

白 斑 蛙 蝗
一

卜 字 蝗

异角胸斑蝗

一 {一

l

勺
-

一
一一l

日一

一 }
-

一
卜

·

卜

去
·

十

234
"ó67891110蛇玛14巧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43335363738羚



第1期 尤其傲等 广西南部地区蝗虫的生态地理 1 1

续上表

蝗 虫 种 类

东 飞 亚 蝗

隆 x 小车蝗

云 斑 车 蝗

东 方 车 蝗

红 翅 踵 蝗

黄 翅 踵 蝗

沈 蝗

卜一
一
典一1

,

汁竺了一年一一
一

{
下典一下粤下

I J 卜 1 肠 l , 1 耗 } 出 } 条 } 硅 ( 。 {沿 {丘 {低 l岩 } 中
l 月 ` l 认 { 阴 } 九 } --J } 儿 t 胡 ! 刀尸 }谧 }除 }

_

J凌 }

} }
_

}
_

}
_

l } { }蒸 ! 鹭 } 山 }器 ! 山
} 侮 } 州 { 城 { 祥 明 { 州 } 西 { 坡

{

货
{

扰 { 二 ! 黔 二

{
一…
口一

…一
-

一
}

一一…一一
`

巴兰阵户竺
-

{
十 +

1 一

… ’ 十 +

… { }

…
,

L

十 + `

…
+ {

`

州
+

{ } 十

+ 千
「

十 一

}
一 { 十

{
十

!
十

{州
丹

-

{ 十 …+
`

十 …+
{ …

+ 十 , 十

{
十

{
勺

-

{ { { + { +
}
十 、

{
十 … } {

+

{ {
一

} { ! 十 , + { 十 ’
{
十 } ! { …

+

{
+

}
了

}
:

士
:

{ 一
`

{ 十 、 +
{

+ … + } +
,

…
:

+
}土注三感

7sn,nU
` .

上
23月

矛叮浮788n6
产Q

主 要 今 考 书

〔幻 马世骏
:

中国昆虫生态地理概述
,

科学出版社
,

19 阳;

2〕 马世骏
、

陈永林
:
我国蝗虫种类及重要种类的地理分布

。

中国东亚飞蝗蝗区的研究
:

5~ 9
,

科李出版社
,

19 6乐

的〕 陈永林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蝗虫研究

:
蝗虫的分布

,

昆虫学报2 4 ( 1 )
: 1 , ~ 2 ,

,

妇80 ;

〔们 夏凯龄
:
中国蝗科分类概要

,

科学出版社
,

1 9幻 ;

〔5〕 W三I l
em

o e
e

; P汕 I i c a et 。 , a o

eH t N a ut 住 r h is t o r i s e h G
e n o o t s e h a p i n L i m b杜 : 9 R

e e k s
.

Sy n o p s i s o
f t h e

A c r i d o i d e a o
f 场 e

I
n
d

o 一 M a l a了a n a o
d

a d j a
c e o t r e g i o 刀 s

( I
n : e e t a

o
r th o p拢 r a ) P a : t 1 P

.

1一” S
,

19 5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