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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西双版纳太勒尤季节雨林和巾勐仓状生林亚^工#15十固定样地内，定点定对呆虫，矾翘f，考 察 

其在人类括动髟响下，热带地区原生林迪砍伐、史烧后逐步形成不同类型的谯生林和经重建后形成的不 

两层机的凡工林内蝽类昆虫的种类，数量与群落结柯等不同的变化，为更好地保护，辅用热带森林和 热 

带地医资稃的系统研究提供依据． 

抽 醐 ’ 查 

一

、 样地和方法 

西双版纳位于我国西南角 (北纬2l。09 一22。36 ，东经99 58 一1 01。50 )，属热带东南 

亚向北延伸的组成部分。1987--1988年中德国际生态研究合作计划(简称CERP)的 “西双版 

纳热带 森 林生态系统研究 课题对西双版纳大勐龙曼养光季节雨林的大药树、龙果、槲榄林 

群落 (Antiaris toxizaria，Ponteria gromdifolia，Cannarium album Comm．)(吴征镒， 

1 987)“ 进行考察，根据水平结构和群落的垂直结构，将其分为54"雨林片段和7个层次：乔木 

A、B、C层，高 5—38m，树种 5一 2种，盖度10—7O％，幼灌木 D层高1．5-- 5m，树种 

组成多而杂，84种植物，盖度2O一30 ；草本E层 0．7～1．5m，由草本，上层乔木及木质、 

草质蘼本幼株等91种植物组戚，盖度70—80 ；F屠商0．2—0．7m，主要由草丰和蕨类等65 

种植物组成，盖度1 一2 j G层高0．2m以下，主要由小型草本及幼苗等49种植物组成，盖 

度1 0～l5 (吴邦兴，1988) 。采虫样地分别在雨林的 5个片段 内选定：龙果、自榄、白颜 

树，黄叶树和羽蕨片段(Ponteria、Gironniera、Cannarium、Xanthophyllum，Pleocnemia 

n 舯 em)— — 样地j 印栲、破布叶、扭子果、蒲竹、掰蕨片段(Castanopsis、Microaos、 

Ardisia、Indosasa、．尸feocnemia n ment——S样地 牡竹杯 (Dendroealamus strictgs 

Fo~est), W样地 箭毒木、白颜树、黄叶树、爱地草片段 (Antiaris、Gironniera、Xan． 

thophyllum、Geophila Fragment)——N祥地j银钩花 宽管花片段~Afitrephora、Eury— 

solen Fragment)——0样地。 

次生林和人工林采虫样地均在西双版纳小勐仑热带生态站的次生林和人工林内选定。次 

生林样地有l网脉蒲桃、香花岩豆藤群 落 (Syzygiurn cathayensis MilIettia dielsiama 

奉文得到中德生矗研究音怍计划 (Cooperative Ecology Research Project)德方资助． 
车 文于1990年 1月12日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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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1 样地；山乌桕、若竹、白背桐群落(Sapium dlscof0r、 fo6f0盯“s amar$~$， 

Mallotus nieul~ta Cornm．)——2 样地}川楝、白背桐群落 ( elia toosenden，Mal- 

lotus paniculata Comm．)——3 样地；LⅡ黄麻群 落 (Trema orientalis Comm．)——4’ 

祥地；番龙眼、四数术、肋巴木(幼树)群 落 (Pometia tomentosa：Tetremeles nudtflora 

Epiprinns soletianus Comm．)——5。样地b不同层次的人工林样地有l 2层次的橡 胶、 

茶树林(Hevea brasiliensis，Camellia sinenMs vat assamica Fore~t)一 A 样地，单 l 

层次的橡胶林(Hevea brasilienMs Forest)——IB样地} 3层次的橡胶 、萝芙木、千年健 林 

(Hevea brasiliensis、Ronvofia yunnanensis、Homalomena occnlta Forest)——C样地} 

2层次的橡胶、可可和咖啡林 (H0u00 brasiliensis、Theobrama ~OCCa、Co／yea arabiea 

Forest)~ D样地；单 1层次的茶叶林(Camellia sinenMs?Jar．assamica Forest)~ E样 

地 。 

上述样J'h(50×50m：)于1987年的 5月干季、8月雨季和1988年的 1月干季 3个时期内， 

分上层(4 m以下至地裘层以上空 问)，下层(地 表层选定 2×2 i'll为小样方 )，统--800网 次 

连片随机网捕和手] 摘虫。蝽类群落结构主要指标的测定，统一采用Pielou(1975)等级多样性 

公式 ；H (SGF)=H (F)+H (G)+H (s)。各级多样性指数用Shannon—Wiener公 

式2 H 一=Epfj”p 计算；Pielou(1966)均匀性公式： =H ／inS测定}Berger-Parker优 

势度指数；d=N⋯ ／；v{t‘算。在群落种一多度关系的探讨中，用Fisher(1943)⋯ 的种一多度 

分布的对数级数分布模式进行拟台。 

二、 结 果 

1．3种类型森林(原生林，次生林和人工林)的15块样地， 3个时期共采昆虫11380头， 

其中蝽类936头，其它 日昆虫10444头。936头蝽类隶属16科126属158种 。 

原生林内以缘蝽科、猎螬科，长蝽科、网蝽科和荔蝽科的属、种数和个体数较多。总种 

数9 8种，其中富集种 8种，如玛蝽Maitiphus splendidus Distant，狄缘蝽Disiachys vul- 

garis Hsiao，岱蝽 Dalpada oculata FabrMus，瘤缘蝽 Acanthocoris scaber Linnaeus 

等。稀有种63种，如贫刺锤缘蝽 Marcius sabinerm~ 131ore，小浅缢长蝽 s}fg afo 0 “m 

rufipes Motschu|sky，星菱背网蝽 Eteoneus sigillalus Drake和黄缘真猎 蝽 Harpacto 

marainellus Fabric]us等。 

次生 林内以长蝽科，猎蝽科，缘蝽科的属、种数和个体数较多。总种数58种，其中富集 

种 1种为叉脊冠网蝽Stephanitis nftor Drake et Poor。稀有种4 1种，如云曼缘蝽Manoc- 

ore~s yunnanensis Hsiao，四斑红蝽Physopelta quadriguttata Bergroth，自带突喉长蝽 

Diniella glabrata Sta1，疣蝽Cazira verruebsa Westwood等。 

人工林内以猎蝽科 长蝽科，缘蝽科和网蝽科的属、种数与个体数较多。总种数38种， 

其中富集种 2种为茶盾蝽 Poecilocoris latus Dallas 和负板网蝽 Cysleochila p cta Dst- 

and。稀有种 32种，如锥盾菱猎蝽 Isyndus reliculatus StaI，光锥缘蝽 Acestra y~nnana 

Hsiao，中国束长蝽 Malcus sinicus Stal，红角二星蝽 Stollia vosace~$Djstant和中云龟 

- 3种类型森林样地蝽荑坑计材料．田篇幅限箭，束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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蝽3Ieflacopta centronubila~ang等。 

2．3种类型森林内蝽类的科，属，种及个体数(见表 1)，均是原生林>次生林>人工 

林 。 

寰 1 5种森林类基内各样地瓣类科、一、种数厦个体数的比较 

Table 1 Comparlson of the Rumb~ of individuals,species,gen~e end families of 

hemlpterous insects in various plots of 5 forets types 

内容 时 期 t秦 t s 薏 A础龉篙 
Content Period 

小计 小计 AlB c【D E 小计 E S W N 0 l’ 6● Count Counl Count 
M ay． 9 9 } 6 2 3 3 

科 教 Aug． 6 T 4 2 1 6 
Fam ilies 6 2 3 3 Jan

． 
4 6 

6 ‘ B T Count l2 10 

}M ay． 5 

。 

5 

4 

lCount l2 

M ay． 2l 

种戴 Aug． 2O 
Species Jan

． 3 

Count 4】 

May． lS 59 4 

十件 数 Au昏 9 49 l 
Ind v|duals 4 Jan

． 
l2 43 

Count 3l 151 9 

● 

● 

原生林以w样地(牡竹林)中蝽类科、属、种数最多，N样地(箭毒木、自颜树、黄叶树和 

爱地草片段)中的个体数最多，O样地(银钩花、宽管花片段)中的科、属、种数及个 体 数 最 

少。 3个时期中，以 5月蝽类科，属 ，种数最多，个体数在 8月最多J 1月的科、属、种数 

及个体数最少。 

次生林以1‘和2‘样地(网脉蒲桃、香花岩豆藤群落和山乌桕、若竹，白背桐群落 中蝽类 · 

科数最多，3‘样地(川楝，白背桐群落)的属种数及个体数最多，5‘样地(番龙眼、四 数 木， 

肋巴术(幼树)群落)中蝽类科，属，种数及个体数最少。3个时期中，以5月蝽 类 科，属， 

种数及个体数最多} 8月的科、属、种及 1月的个体数最少。 ’ 

人工林以多层次的 C样地(橡胶 ，萝美术，千年健林)中蝽类科、属、种数及个 体 数 最 

多，B样地(橡胶林)中的科、属、种数和D样地(橡胶，可可和咖啡林)的个体数 最 少。3个 

时期 中以 5月蝽类科数及 1月的属、种数及个体数最多， 8月的科、属、种数及 5月的个体 
．  

数最少。 

3．各类型森林内各样地蝽类群落结构主要指标测定的结果由表 2给出。 

4．各类型森林备时期肉蝽类群落结构主要指标测定的结果由袭 3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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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 扈克明等：西双版纳原生林、次生林、人工林中培类昆虫的比较 

囊 2 5种森林类型内各祥地蟠粪群薯培构主要指标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main indexes of communities Stx'lle|uxe of hem texeus 

insects in plole of 5 fcaest types 

森林娄墅 样地 S d For~t t-j-~ s Plo~s H (F) H (G) H (S) H，(SGF) 

E 0．9106 0．9569 2．6iI9 26 0．SO17 lOo47 9 

S i．2674 i．2802 3．3962 34 0．963I l0．29 9 

Pr 喜鑫哪 W o．8015 i．2390 1．2545 3．3550 41 0．9034 10．2454 
N 0．8521 i．1268 1．i702 3．i5ii 40 0．e542 l0．2651 

O 0．9920 1．O074 19 0． 16 ．2963 

1‘ 0．7683 I．00B9 I．1066 2．94I8 10 1．0010 O．212i 

2 0．7280 I．I153 1．1604 2．99‘B i7 1．0670 O．1013 

s。盛鑫 3‘ 0．6305 1．2126 I．2186 3．0615 22 0．9gO6 
4’ 0．T120 1．03I5 I．0540 2．8375 15 1．0478 0．148i 

5‘ 0．6698 1．0080 1．0080 2．6770 l1 i．1164 0．1667 

A 0．8008 0．8S62 0．8362 2．4732 8 1．1894 0．3529 

B 0．53e9 0．78l2 0．8506 2．I7B7 7 i．i186 0．2727 

孟鑫 C 0．0111 0．T810 0．7898 2．iSI9 1T 0．7701 O．50O0 
D O．T5 35 0．8204 2．3043 7 1．2304 O．2222 

E 0．63 30 0．0 95 0．0795 1．0926 7 1．0240 0．566T 

I D ive rsit性y ’ 丰富度 均匀性 优势虚 Richne~ Evenness Dominance 
原 生 林 

Primaryforast S>W>N>O>E W>N>S>E>O B>o>W>N>E I E>s>o>N>Ⅵ 

5‘>i‘>2‘>4‘> i 1’>3‘>6‘>2‘> 
sec盎 3‘>2‘>i‘>4‘>5‘ 3‘>2‘>1’>4‘>5。 

盎孟盏 』 )，n)，c)，e)， C>A>B．D．E 。>A>B>E>d E>c>A>B>。 
5．对各类型森林内蜡类’的种一多度关系进行分析I采用Pielou(1975)提出的以e为底 

的级数(1nr)” ，对具有不同个体数的种数进行分级，制成种一多度分布直方图(图1)。 

统计稀有种(个体数为l或2的种)和富集种(个体数犬于l8的种)在各类型森林中所占比 

例，制成表 4。 

从图1和表4中可看出 群落中大多数种为只有1个或2个个体的稀有种，只有极少数 

种类为富集种。种一多度分布图反 映 了群落组成的结构趋势和物种共存于群落中的原则 群 

落可容纳大量的稀有种，只能容纳较少的富集种 。 

上面的结论同Fisher(1943)提出的种一多度关系的对数级数模式的要求相符⋯ 。用所得 

种一多度的资料按lI1r级数进行分级分组，用对数级数模式对原生林、次生林和人工林中蝽类 

昆虫的种一多度分布进行拟合：采用F．塔her(194 3)“ S=一aIn(1一 )，N=ax／(1一 )( 

为种数，Ⅳ为个体数)中推出口， 。按一 =d ，／r求第r个个体所具有的种的期望频数，将观浏 

颓数与理论频数进行 适 合性检验，结果见表 5。 

表明原生林的蝽类昆虫种一多度分 布 同对数级数模式不能拟合，而次生林和人工林蝽类 

·盲螬科的属种敛来统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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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 5 5种森林娄墼内各时期搪羹肆藩结掏主耍指标的比较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main indexes of com munities structure ot hem iptercu8 insects 

in various periods of 5 forest types 

o r~ t

烟

typ e rioa a j⋯ c s I s l I 

h~nar y for j 

M ay

．

． 
0．9 472 1．3 348 1．39 9~ 3．68

。

1 8 0．93 18 

譬0．1 7。3。1hnary for 9 901 1 0 8080 3239 Pr原生椿est Aug． 0．虬46 1．2I5 l 1．2如 l s．曲 I 5。 1 0．B411 0_2g∞ J
m ． 0．6T79 0．8O28 l 0．8l1O 1 ． I 1 ． O． 

嚣 昌 May>Aug->Jan- May>Aug．>Jan- May>Aug．>Jan． Jan->Aug．>Ma： 

矗  岛 。。 Jan．>May>Aug． May>Aug．>Jan． Jan．>May>Aug． Aug．>May>Jan 

孟幻 Jan．>May>Aug． Jan．>Aug．>May lMay>Jan．>Aug． Aug．>May>Jan 

{! !{ 3 S 

三 牟 

30 { I 2 S 

二林 

图 I 3种类型森林中l螬娄昆虫种-多虚丹布埘(Inr为对数轻羲，S为在各十轻中的种) 

A． 原生林 ，B． 戎生# ．C． ^工林 ． 

Fig．1 Distribution hemi~esous insets species abundance 
in different f0rest types (Inr,the order of log—seri ' Sl the 

num ber of species faltlug  into the certain series) 

A． primary forest~B．secondary forestp C-artificial fores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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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 窟克明等 西双版纳原生林、次生林，人工林申蝽类昆虫的比较 

裘 4 孵类昆虫在不同森林类蛰中的稀有种 富囊 

种数量置相对百分隼 
Table { Rare species，rich species and their 

percentages of hemipte~ous insects in 

：：竺! !：!!!!!!!： 

。 J嚣 J ’ 
Prj 吲 I。s I62(e ”IⅢ．12) 

吼 I s 。，I⋯m， 

Arcif 甍”est 38 f32(84．2 1)f 2(5．26) 

寰 5 蝽类昆虫在不同森林类墨中现霸分布与理论 

分布的报合 

Teble 5 Fitness between observed and expected 

distribution of hemipterous insects in 

different forest types 

种一多度分布同对数级数模式能够拟台。根据Pielou(1969)a是总体的固有性质，wjlJjams认 

为可作为多样性指标。表 5表明次生林的 a值比人工林大，即次生林的螗类种的多样性比人 

工林大，这是符台事实的。 

三、小结和讨论 

1．西双版纳原生林 次生林和人工林中的蜡类昆虫在科、属、种数，个体数及群落多 

样性，均匀性和优势度上，由于各类型森林及各样地内植物群落与空间结构上的差异及与人 

类活动影响程度的不同，在昆虫种群与群落配置上和种类与数量的变动上，均各有特点，从 

而形成不同的昆虫相：原生林内蝽类昆虫相较复杂与多样化，次生林内次之，人工林内简单。 

3种类型森林内的昆虫区系以东洋区种类和中国特有种类占优势，并反映出较鲜明的热 

带区系特点，大型，体色艳丽的种类远较亚热带地区丰富。 

2． 3种类型森林中的蝽类科、属、种数，个体数及多样性指数，均是原生林>次生林 

>人士林。究其原因，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与原生林的植物群落与空间结构较复 杂 且 多 样 

化，人类活动的干扰破坏较少，生境较稳定有关，这就为多种蝽类的生存与繁衍提供了较好 

的生态条件和较丰富的食物来源。而1次生林，尤其是人工林， 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与破坏较 

大，生境条件恶化，植物群落与空间结构趋于简单化，不利于多种蝽类的生存与繁衍，成为 

限制因素。故保护好森林，尽量减少和控制人类活动对 森林的破坏，这对保护生态环境和昆 

虫资源是十分必要的，对人类的发展与繁荣亦是十分有益的。 

3．原生林遭砍伐，火烧的破坏，经重建后形成的人工林，随人卫林向多层次，多种类 

发展，林内蝽类的科、属、种数，个体数及多样性指数亦逐步向多种类，多数量演变。表明 

经重建后逐步形成的多层次，多种类的人工林适于多种蝽类昆虫的生存与繁衍；反之，种类 

和层次单一的人工林，由于其植物群落和空间结构，生境条件的简单化，则成为多种蝽类生 

存，繁衍的限制因素。故在层次和种类单一的人工林中，蝽类科、属、种数，个体数及多样 

性指数均最低。这在热带地区的开发利用，建立和发展热带橡胶林，咖啡园和茶园等及其它 

类型人工林时，应尽 考虑从多层次的立体结构去建设人工林，除可充分利用 空 间 和 光、 

热、水、气外，更可增强林内自然调控效能，减少寒害和病虫害的发生与为害等，有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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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4．在 昆虫动态分析及与不 同植物群落和空 间结构，不同生境条件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与探讨时，运用等级多样性 (Hierarchical diversi何)远较不分等级的多样性更能扩大或缩 

小不同生境间的H 值的差距，使它们之间的差异程度更为明显。但是，由于昆虫种类繁多， 

要将各生境，特别是丰富度高的生境中的所 有昆虫鉴定到种，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因此，等 

级多样性的运用，需要较好的分类与属种鉴定的基础。 

在对昆虫群落作多样性分析时，由于群落多样性是群落丰富度和均匀性的函数，二个要 

素均影响到整个群落的多样性，因此，在进行群落结构的分析时，不能单独以某一个要素代 

替整个多样性，需要进行全面的综台分析。采用上述种一多度关系的分析处理，可将种一多度 

分布的参数作为描述群落的统计量的另一依据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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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MPARIS0NS 0F HEM IPTER0US IN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ARTIFICAL FORESTS OF XISHUANGBANNA 

Hu Ke-Ming Tao Tao 

(Kunm~n9 Instltute 0，EcoTogy，Academia Sinlca) 

This paper concerned the observations cartied out at 15 plots jn the 

primary，secondary and artificial forests in Xishuangbanna in 1987--1988 on 

the species，the popu]ation communities and the structure of hemipterous in~ c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uman activ1ties ，such as lumbering and firing． The 

insect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dry (January，May) an d rainy (August)sea— 

sons．Whls3 work will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the futher research on the 
e0osystem of tropical forests and cons 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Xishuang— 

banna． 

Key wo rds：Xishuangbanna，primary forest，seconda~ forest，artificial fo— 

rest。hemipterous ins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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