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年 "月

生 态 学 报

$%&$’%()(*+%$,+-+%$
./01!"2-/1"
34512!##"

蝗虫生态种及其指示意义的探讨

陈永林
6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7#8

基金项目9中国科学院:八五;重点科研资助项目6<,7="#>8
承蒙张广学院士对本文给予帮助2在此深表谢意?
收稿日期9!###@#A@#7B修订日期9!###@#C@#D
作者简介9陈永林6">!7E82男2满族2北京人2研究员?主要从事昆虫生态学和蝗虫学研究?

摘要9对我国荒漠F荒漠草原F山地草原F沼泽F绿洲F农田以及竹林F灌丛等不同栖境代表性蝗虫的形态表征以及蝗虫对

栖境的地形F气候条件F植被类型等的长期生态适应性进行多年研究基础 上2探 讨 了 蝗 虫 生 活 型F生 态 种 的 概 念 及 其 关

系?特别指出蝗虫生态种对自然景观或生境的原貌兴衰与变迁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
关键词9蝗虫B生活型B生态种B指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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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已知蝗虫约在 "####种以上2我国则在 >##种以上?全球除南极洲F欧亚大陆北纬 ==+以北地区

以外2均有蝗虫的分布2由于它们栖居的生境极为多样2几乎凡是有植物生存分布的地方2都会有蝗虫的存

在,"-?蝗虫在自然界可生活在多种景观与植被类型中2它们对各种自然环境与生态条件具有极为广泛的生

态适应性?因此2蝗虫的多样性是非常令人耳目一新的2这不仅反映了蝗虫生态种与其生存环境协同进化

的多样性B也显示着蝗虫在自然景观保育中的重要指示意义?
. 蝗虫的生活型

//uw|,!-首 先 将 蝗 虫 分 为 与 栖 境 有 关 的 两 个 主 要 生 活 型6)Z"|"/u}8类 群2即 喜 地 种6*|/~tZ0/vw
w~|!Z|w8和喜植物种 60tzx/~tZ0/vww~|!Z|w8B前者指蝗虫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地面上活动2后者是指

蝗虫在一 生 中 大 部 分 时 间 是 在 植 物 上 活 动?1{4u/{,A2D-2$1@$Z|52/,=-2$1@$Z|52/45y/Zwt!t|52/,)-等 对

蝗虫的生活型划分亦均都划分为植栖者和地栖者B前者又分为草栖者和林栖者B后者分为露地栖者6砂栖

者F石栖者8和土栖者?1{4u/{,C-又将蝗虫的生活型分为五大类9"8地栖类6&|uuZ!/0|w82!8水栖类6$3v4xZ@
!/0|w82A8树栖类6$u#/uZ!/0|w82D8草栖类6W|u#Z!/0|w82=8禾栖类6*u4}Z5Z!/0|w8?此外2由于蝗虫的活动能

力 较强2可以在不同栖境中生活2而在各生活型之间存有中间型2如地禾栖类6&|uuZ@Yu4}Z5Z!/0|w8B地草栖

类6&|uuZ@t|u#Z!/0|w8B地 树 栖 类6&|uuZ@4u#Z!/0|w8B草 禾 栖 类6W|u#Z@Yu4}Z5Z!/0|w8或 禾 草 栖 类6*u4}Z5Z@
t|u#Z!/0|w8等?关于蝗虫的生活型问题21{4u/{,C-所划分的五大类是比较恰当的?然而2在我国尚未发现有

属于水栖类的蝗虫 6系指栖居于湖泊水域内漂浮水生植物上的蝗虫2其胫节端部变扁呈桨状2以利于在水

中划水8?作者认为蝗虫的生活型的形成是蝗虫对其栖境的长期适应与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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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属!种可以在同一类型的环境中"通过长期的生活与生态适应而具有相似的生态学特性!类同的生理机

能"甚至还可以有某些相似的形态特征#这种在外界环境条件影响下"使不同种类蝗虫形成了适应环境相

似 的 生 活 类 型"即 生 活 型#如 不 同 分 类 科 属 的 准 噶 尔 贝 蝗$%&’()&*+),-.*/.0)1,23456789:;<$为 癞 蝗 科

=>?5@>ABC>7<与瘤锥蝗$DE0.F./.*G-FG0,*)1G-HIJ@<$为瘤锥蝗科 K@L:J:A:8BC>7<以及旋跳蝗$M&N).-1)0O
FG-P.-&0)P.-&0)Q>IRRIL7<$为斑翅蝗科S7CB5:CBC>7<均属地栖类生活型#属草栖类生活型的蝗虫则有许

多 不同科!属的种类"如意大利蝗$D,NN)TF,PG-)F,N)1G-UV<$为斑腿蝗科 K>J>8J:5BC>7<!锥头蝗$W’0/.P.0O
TE,1.*)1,X&-&0F)YVOYB789:<$为 锥 头 蝗 科 =4LA:?:L5@BC>7<!小 垫 尖 翅 蝗$ZT,10.P)G-F&0/&-F*G-F&0/&-F)O
*G-K@>L5V<$为斑翅蝗科 S7CB5:CBC>7<等#属禾栖类的蝗虫如[飞蝗$\.1G-F,P)/0,F.0),UV<$为斑翅蝗科

S7CB5:CBC>7<!白 边 雏 蝗$DE.0FE)TTG-,N(.P,0/)*,FG-]7 7̂7L<$为 网 翅 蝗 科 _L‘45J7LBC>7<!黑 条 小 车 蝗

$a&X,N&G-X&1.0G-̂ 7L?V<$为斑翅蝗科 S7CB5:CBC>7<!肿脉蝗$bF,G0.X&0G--1,N,0)-cVOdV<$为网翅蝗科

_L‘45J7LBC>7<等#
e 蝗虫的生态种$f‘:OR57‘B7R<

蝗虫的生态种是指不同生态地理地带或不同景观的特定生境栖居的蝗虫类群"它们对不同的景观或

生境常具备精妙的生理生态学适应的功能形态结构与行为特点"虽然它们在分类地位上可以是不同的科!
属!种"但是在同一的景观或生境内"可具有相似的功能形态结构与行为特点gh"ij#也就是说"由于蝗虫长期

栖居在某一生境内"它们发生着生态学的!生理学的!形态学的以及遗传学的适应性"使蝗虫的演化与生境

的演化发生同步或协同进化的趋向#作者认为"蝗虫的生活型和生态种的出现"是蝗虫对其生境在种内与

种间的生态适应的反映"这一生态适应是双重性或双向性的"即蝗虫对不同生境的适应性和不同生境对蝗

虫的容纳性"这两者是同步的或协同的k还可以认为生活型!生态种可能是物种分化形成历史过程中的一

个重要阶段#
l 蝗虫在自然景观保育中的意义

蝗虫的分布遍及不同的自然景观地带"不同蝗虫类群的区域分布!区系分布和生态地理分布以及垂直

分布"不仅显示了其间一定的差异性和规律性"而且也反映了它们极其强的生态适应性#已知的蝗虫分布

高 程"低者可达海平面以下的的世界低地或亚洲低地$如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约mnop?<<分布的瞅突眼

蝗$Z0&P.-1.TG-.1GN,FG-YVYB789:<#高者可抵 qoppronpp?以上的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红胫澜沧蝗

$s&+.*/)&NN,0Gt)F)(),uB8<!西藏脊翅蝗$Z1N)T.TEN&T-v)w,*/&*-)-UBI<!日土缝隔蝗$bF0)-F&0*GP0GF./&*O
-)-UBI<!措 美 缺 耳 蝗$xF’PT,*GP1.P,)*&*-)-UBI<等k在 纬 度 上"可 由 赤 道 分 布 到 南!北 纬 度 的 非 冻 土 地

带#虽然绝大多数种类均系植食性昆虫"并具有不同的食性$专食性!狭食性!广食性等<"但无论是单子叶

植物还是双子叶都是不同蝗虫类群的食料植物#因此"可以认为"凡是有植被分布的地带"多会有蝗虫的踪

迹#不同的自然景观形成的不同土壤!植被地带都会有不同蝗虫类群的分布"而且有许多蝗虫是不同景观

或生境的指示者$y8CB‘>J:L<或指示种$y8CB‘>J:L4R57‘B7R<#因此"不同景观或生境的蝗虫指示种的存在与否

或数量多寡"均可做为该种自然景观或生境保育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现列举一些主要代表性蝗虫生态种

及其分布生境!属何类自然景观或生境的指示者或指示种[
沙地种$Q>??:67R< 栖居生活在沙丘!沙地或砂砾上的蝗虫"是沙丘或沙地的指示者或指示种#代表

性 蝗 虫 生 态 种 有[细 距 蝗$\&TF.TF&0*)-/0,1)N)-f;V<!沙 蝗$M’,N.00E)T)-1N,G-)HBJJV<!岸 边 狭 黑 背 蝗

$zE)-.)1&F0G-N)FF.0,N)-{>?|V<#它们都属旱生类群#
石 栖种$Q>}B‘:67R< 栖居生活在石质荒漠或河漫滩多石地段"是石质荒漠 或 河 漫 滩 多 石 地 段 的 指 示

者或指示种#代表性蝗虫生态种有[多种束颈蝗$bTE)*/.*.FG-R55V<红斑翅蝗$a&X)T.X,P)*),F,=>66>R<!
蓝斑翅蝗$a&X)T.X,1.&0GN&-1&*-UV<#它们都属旱生类群#

荒 漠种$]7R7LJB‘:67R< 栖居生活在荒漠地带的蝗虫"是荒漠的指示者或指示种#代表性蝗虫生态种

有[朱腿痂蝗$%0’.X&P,/&(N&0)cVOdV<!旋跳蝗$M&N).-1)0FG-P.-&0)P.-&0)Q>IRRIL7<!碱土束颈蝗$bTEO
)*/.*.FG-E,N.1*&P)~;V<!红 翅 瘤 蝗$!&0)1.0’-,**GN,F,0.-&)T&**)-{7CJV<!驼 背 蝗$W’0/.X&0,,0P,F,
cVOdV<#它们都属旱生类群#

荒漠草原种 $fL7?:67R< 栖居生活在荒漠草原地带的蝗虫"是荒漠草原地带的指示者或指示种#代表

性蝗虫生态种有[意大利蝗$D,NN)TF,PG-)F,N)1G-UV<!红胫戟纹蝗$!.1).-F,G0G-+0,G--)+G,G--)y8A78V<!短
鼻蝗属$")N1E*&0&NN,H>L84<的一些种类!宽须蚁蝗$s’0P&N&.F&FF)vT,NT,N)-#I|V<#它们都属旱生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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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草原种!"#$%&’()*+$$+)$+&%+), 栖居生活在典型草原地带的蝗虫-是典型草原地带的指示者或指示

种.代表性蝗虫生态种有/毛足棒角蝗!0123456672819856:2;<=><,?亚洲小车蝗!@:A1B:72A:CD91E721251E5=
C72F<=F%+GHI,?红翅皱膝蝗!JKL191C95294DAD61;<=><,?素色异爪蝗!M7C4D9E4566727K5CDBD9NHIGG%HIO,.
它们都属中生类群.

山地草原种!PIQG*’%GRS’))(’GT)$+&%+), 栖居生活在山地草原地带的蝗虫-是山地草原地带的指示者

或指示种.代表性蝗虫生态种有/牧草蝗属!@UDC:2E72FI(%O’S,的一些种类?草地蝗属!VE:KD8DE4972;%+W+S,?
雏蝗属!X4D9E456672;%+W+S,的许多种类和蛛蝗属!J:9D6:A:BB72Y+W<,的一些种类.它们都属亚中生类群.

亚高山草甸种!ZQW’($%G+[+’TI\)$+&%+), 栖居生活在亚高山草甸或林间草地的蝗虫-是亚高山草甸或

林 间草地的指示者或指示种.代表性蝗虫生态种有/西伯利亚蝗!]DU64DC:972258595C72̂ <,?肿脉蝗!VE17=
9DA:9722C1B19522C1B1952;<=><,?曲背蝗属!_191C36E:91"’SW%G)H#,的一些种类.它们都属亚湿生类群.

高山灌丛草甸种 !‘($%G+WQ)a#[+’TI\)$+&%+), 分布栖居生活在 bccc[以上横断山区高山灌丛草甸

的蝗虫-是横断山区高山灌丛草甸的指示者或指示种.代表性蝗虫生态种有/措美缺耳蝗属!JE3U61K7Ud%G,
的一些种类?西藏脊翅蝗!MCB56D64B:62e5f1KL:K252̂ %Q,?红胫澜沧蝗 !g:hDKL5:BB197i5E5851d%G,.它们都属

亚湿生类群.
林栖种 !‘SWIS%&I(+), 分布栖居生活在林间或林间草地的蝗虫-是林间的指示者或指示种.代表性蝗虫生

态种有/竹蝗属!X:91C952>’(H+S,的一些种类?腹露蝗属!j972ED9i:95DB1>%(+[)+,的某些种类?雏蝗属!X4D9=
E456672;%+W+S,的一些种类.它们都属湿生类群.

沼泽种 !P’S)a#)$+&%+), 分布栖居生活在沼泽地带的蝗虫-是沼泽地带的指示者或指示种.代表性蝗虫

生态种有/沼泽蝗属!g:CD2E:E472;%+W+S,的一些种类.它们都属湿生类群.
绿洲农田种 !k’)%)l&SI$(’GT)$+&%+), 分布栖居生活在农田及其附近的蝗虫-是农田及其附近的指示

者或指示种.代表性蝗虫生态种有/尖翅蝗属!M61C9DU572mO’SIO,的一些种类.它们都属中生类群.
地栖种!"+SS%&I(+), 分布栖居生活在土地地表的蝗虫-是土地地表的指示者或指示种.代表性蝗虫生态种

有/苯蝗!n16BDE9D652897KK:951K1Z’Q))QS+,?疣蝗!o95BD645A511KK7B1E1"aQGW+SR,-属中或旱生生类群.
从以上列举的一些蝗虫可以看出-许多蝗种可以作为不同自然景观的指示种-例如沼泽蝗的存在表明其附

近一定分布有沼泽地带-而沼泽蝗数量的多寡可以反映沼泽生境的兴衰.又如红翅皱膝蝗!JKL191C95294DAD61
;<=><,和亚洲小车蝗!@:A1B:72A:CD9721251E5C72F<=F%+GHI,则是典型草原的指示种.此外-竹蝗!X:91C952
h51KL27")’%,的存在则表明其附近会有竹林的分布.最后-应当指出上面列出的一些蝗虫生态种多是以我国新

疆维吾尔和内蒙古自治区分布的种类为主的代表性蝗种.显然-还有许多蝗虫是某些自然景观地区或生境的代

表性蝗种.此外-有些蝗种为特有种-则多只分布在某一局限的地点-如仅在新疆巴里坤荒漠景观分布的巴里坤

贝 蝗!p:385:Kh512DKLD95C1"q#$(+GHIO,-仅在西藏喜马拉雅山高山分布存在的特有蝗虫属种则有珠峰盲蝗

!n36:9K:6451:r:9:2E5mO’SIO,?珠 峰 霄 蝗!0321K:U159r5K:5mO’SIO,?吉 隆 淳 蝗!@hKD21C952L359DKL:K252
%̂Q,等.实际上-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景观或代表性生境的蝗虫种类及其指示种或特有属种是颇为丰富多彩的-

其指示意义也是多方位的.对蝗虫不同种类分布及其数量变动与不同类型景观或生境的演变关系的进一步研

究-将会发现更多有益的?具有指示作用的蝗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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