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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计算机技术研究采自山西临汾的日本条螽 [D cetza japonzca (Thunberg) ] 的鸣

声特征 G 结果表明: 日本条螽的鸣叫分起始阶段 ~ 低潮阶段和高潮阶段 G 低潮阶段的脉冲重

复率为 9 ~Z, 高潮阶段的脉冲重复率为 50 ~Z G 低潮阶段的主能峰频率为 1. 4 k~Z, 次能峰

频率为 2. 4 k~Z G 高潮阶段的主能峰频率为 1. 8 k~Z, 次能峰频率为 1. 6 k~Z G 日本条螽鸣叫

的能峰主要分布频率为 100 ~Z~ 2. 4 k~Z, 但在频率 4. 5 k~Z~ 5. 0 k~Z 也具有较明显的能

峰 G
关键词 鸣声特征 时域 频域 日本条螽

中图法分类号 @ 969. 263. 107

AbStract The sound of D cetza japonzca Thunberg consists of three stages,
initial stage, loW tide stage and high tide stage. In sound spectra of song, the
main peak f reguency of loW tide stage is 1. 4 k~Z, that of high tide stage is 1. 8
k~Z. The secondary peak f reguency of loW tide stage is 2. 4 k~Z, that of high
tide stage is 1. 6 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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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条螽 [ D cetza japonzca (Thunberg) ]是螽斯总科中在中国分布较广的一种昆虫 G 据
记载, 这种昆虫在中国绝大多数省区均有分布, 国外分布到朝鲜 ~ 日本 ~ 新几内亚和澳大利

亚的南部 G 这种昆虫白天隐藏于植物的叶下或草丛中, 晚上爬到植物的顶部鸣叫 G 王荫长[1]

( 1988) 曾研究过采自江苏的日本条螽的鸣声 G 本文应用计算机技术和其它常用电子仪器, 分

析采自山西的日本条螽的鸣声特征 G

l 记录与分析方法

记录时间 1999 年 8 月中旬, 地点山西临汾 G 选择晴天, 晚上 21: 00~ 22: 00, 通过话筒

用录音机录制单头生活在灌丛上的日本条螽的鸣声, 选取噪声小的片段进行分析 G 录音机

SONY WM-GX 614 (频响范围 40~Z~ 10 000~Z) , 磁带为 SONY-EF60 型盒式磁带, 话筒为



录音机配套的话筒 O 鸣叫昆虫与话筒之间的距离为 5 cm~10 cmO 分析鸣声时 用原机还原 
线路输出 8098 型单片机系统采样 (采样频率为 14 kHz)  经模/数转换后 存于软盘上 O 分

析结果 用 HP deSk jet 500 打印机直接打印到硫酸纸上 O 鸣叫节律的分析结果是由线路输出

到 HP54601 数字示波器上 
再由打印机打印到硫酸纸

上 O

2 结果

2. 1 时域特征

日本条螽雄性鸣叫时 
每次从开始到结束 可分为

3 个阶段: 起始阶段 低潮阶

段和高潮阶段 O 起始阶段脉

冲间隔的时间较长 而且常

常间断 甚至仅仅停留在起

始阶段 O 因仪器的参数所

致 起始阶段仅记录了末期

的节律 O 起始阶段结束以后 
一般进入低潮阶段 O 低潮阶

段 因个体的不同 持续的

时间也不一致 通常持续 10
S~ 20 SO 低潮阶段的后期 
鸣声的脉冲间隔逐渐加大 

图 1 日本条螽鸣声的自然节律波形图 (记录时间为 1 S)
A: 起始阶段的末期 ; B: 低潮阶段 ; C: 低潮阶段向高潮阶段的过渡时期 ;

d: 低潮阶段的末期到高潮阶段的开始 O
最后进入到高潮阶段 各阶段自然鸣声节律的特征波形如图 1 所示 O

日本条螽鸣叫的起始阶段的末期 脉
冲重复率有一时期为 7 Hz( 1 S 7 个脉冲)
如图 1: AO 低潮阶段脉冲的重复率为 9
Hz( 1 S 为 9 个脉冲)  如图 1: B 所示 O 在

由低潮阶段向高潮阶段过渡时 脉冲的重

复率逐渐加大 如图 1: C 所示 其脉冲重

复率为 11 Hz( 1 S 11 个脉冲) O 高潮阶段

的脉冲重复率为 50 Hz 如图 4:AO
2. 2 频域特征

时域特征分析之后  用快速傅里

叶变换  把时域特征图转化为频域特征

图 O 图 2~图 4 为时域特征图与相对应的

频域特征图 O 低潮阶段的主能峰频率为

1. 4 kHz 次能峰频率为 2. 4kHzO 在低潮

阶段向高潮阶段过渡时期 主能峰频率为 图 2 低潮阶段的时域特征和频域特征

A: 时域特征 ; B: 频域特征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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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kHZ 次能峰频率为 4. 7 kHZO 高潮阶

段的主能峰频率为 1. 8 kHZ 次能峰频率

为 1. 6 kHZO 从分析的结果看 能峰的主

要频率分布在 3 kHZ 以下 但在频率 4
kHZ~ 5 kHZ 之间 有一些较明显的能峰 
这可能是这个种鸣声的主要特征之一 O

3 讨论

通常分布广的物种 其特征包括行为

学上的特征 从理论上讲 一般存在一定

程度的变异 O 从采自山西的日本条螽鸣声

的分析结果看 同王荫长等[1]分析的结果

有差异 这可能为同种不同种群的差异 
也可能是所用仪器的不同 O 同一物种的不

同种群间的鸣声特征的差异 在昆虫纲的

其它类群做过这方面的工作[Z~ 7]O 分析比

较的结果表明 种群之间的这种差异是存

在的 但是不显著 O 换句话说 种的鸣声

特征是稳定的 在直翅目中尤为如此 O 在

螽斯总科中 仍需做深入的研究工作 O
由于仪器的参数 以及分析软件限

制 本次采样频率仅为 14 kHZO 日本条螽

鸣声的频率还不是很高 有待用功能更强

的分析信号的专用软件 提高分析结果的

可靠性 O
一个物种的特征 包括鸣声特征 在

个体间是有差异的 这在分析鸣声时可以

看到 O 从数个个体的鸣声特征的分析 总

结物种的鸣声特征有一定的主观性 应以

采自不同种群的多个个体的特征的统计

分析结果为标准 O 但是 限于仪器条件和

经费等方面的因素 目前情况下很难做到

这一点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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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低潮阶段向高潮阶段过渡时期的时域特征

和频域特征

A: 时域特征9 B: 频域特征 O

图 4 高潮阶段的时域特征和频域特征

A: 时域特征9 B: 频域特征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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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较大 * 与我们前段时间进行的不同来源的变形杆菌药敏试验结果基本一致[6] 因此 * 在防

治该病时 * 应先做药敏试验 * 才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变形杆菌在医学临床实践中引起人类的复发性和继发性感染仅次于大肠埃希菌 * 如食物

中毒 尿路感染 伤口感染和败血症[4* 7] 从小白鼠感染情况来看 * 试验组的小白鼠全部死亡 
从肠毒素实验来看 * 试验组的家兔肠段均显示阳性反应 * 这些都证明从蛇体分离出的变形杆

菌具有一定的毒力 而目前 * 养蛇场的蛇相当部分供应于餐饮业 * 与人类关系密切 * 若饮食

不当或烹调时间不够 * 很容易使具有毒力的变形杆菌进入人体而引起食物中毒 故作为人兽

共患病的传染源 * 蛇体携带的变形杆菌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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