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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要 大针茅草原蝗虫的常见种类有 11种．其中 7种属蝗亚科。毛足棒角蝗 短星姐蝗和鼓题茧臃蝗． 

狭翅雏蝗分别构成蝗虫早、中、晚期的优势种类。蝗虫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及多样性指教在蝗虫的发生中期 

较高。蝗虫的趺级生产力为5．18 kJ／m̈ _a，是地上净韧级生产力的0．18 ．通过整十蝗虫群落的能'jIE为 

19．84 kJ／m ·a。不同的蝗虫种群在生态系境能流中具有不同的贡献，其中毛足棒角蝗在整十蝗虫群落的 

能魔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它的能流占总能漉的 4O．2 。从季节上看．在蝗虫发生的后早期和中 

期，通过蝗虫的能量较多。大针茅草原蝗虫种群的生产量和呼吸量之比在30 ～70 间，平均为44．8 ， 

蝗虫的生长技率(PiA)在 23 ～41 间，平均为 30．9 ．不同种问存在一定差异． 

相对丰 度’．! ! ’．! 

AND ENERGY FL0W 0F GRASSH0一 

IPA GRANDls GlRAssL ND 

IN INNER M0NGOLIA 

Qiu Xinghui Li Hongehang 

一 (D~titute of Zoology，Chinese&口dm ，。 Sciem-es·Beijing·10~80一Ch~ha) 

Abstract There are l1 species of grasshoppers(Aeridoidae)on the Stipa grandi~grassland in 

Xiling Col River regioninInnerMongolia．Dasyhippus barbipes(F．一W．)，Calliptamus obbre- 

v／a／us(Inkonn)and Angaracrls barabensis(Pal1)，Chorthippus．dubius(Zub．)are the early一． 

middle-．1ate—dominant species，respectively．The r~hness and diversity index is hi in the 

midd~periods of grasshopper emergence．The net production of the grasshoppers is 5．18 kJ 

‘m ·a that accounts for 0．18 of the above ground primary production．The energy 

flow through the grasshoppers is 1 6．84 kJ·m一 ·a一．The contributions tO total energy flow 

by different grasshoppers are different with the highest(40．2％)by Dasyhippus barbipes． 

More energy passed through the grasshoppers during the late—early and medium periods of 

their emergence．There exists differences in ecological effieiencies among grasshopper species： 

P／R=3O ～70 with mean of 44．8 ，growth effieieneies(P／A)：23 ～41 with mean 

0f 30．9 ． 

Key words： S 咖 grand~grassland，grasshoppers。relative abundance，communky 

structure，energy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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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针茅草原是欧亚太陆草原区温带干旱典型草原的主要植被类型之一，是重要的可更 

新资源 。过度放牧造成的草地生产力下降等不良后果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草地生态系 

统的结构与功能及草地的持续发展利用途径的研究已成为草地生态学研究的重点。 

蝗虫在温带草原区是主要的初级消费者，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成分。它与生态系 

统中的其它组成成分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它直接参与生态系统物质、能量流动和 

信息传递。蝗虫的群落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是整体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昆虫能量学的研究 

内容已涉及陆生和水生的各种食性的昆虫，其研究现状及一般性规律 Wiegerlt[1。 有较详 

细的报道。蝗虫类的能量生态学研究工作也有开展[ ，邱星辉等对此做了综述[3]。 

本文报道大针茅草原蝗虫群落结构及功能之一的能流的研究结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 究地 

研究地位于内蒙古锡盟白音锡勒牧场境内，为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 

究站所在地。样地为大针茅围栏样地。 

1．2 数据采集与处理 

1．2．1 植物取样 于 1993年 8月 6日，在样地随机取样 8个，每样方面积为 1m 。记录 

样方内各种植物的高度、生物量及总生物量。 

1．2．2 蝗虫取样 从 5月至 9月每周在围栏内随机取蝗虫样，每次 3O样方，样方面积为 

1 m ，将蝗虫置于 70 的酒精中带回，在室内鉴定其种类数量及年龄结构，并将之换算成 

生物量。用各次取样样本中蝗虫的数量总和来表示该蝗虫的丰盛度。 

1．2．3 群落特征指数计算公式 

多样性指数 H =一 ·logp~ 

均匀性指数 E=H／log 0 S 

其中：A为某种蝗虫数量占总蝗虫数量之比，S为蝗虫种类数。 

1．2．4 蝗虫能流参数的计算 

第二性生产力 P=M+ (M+M一。)(Ⅳ，一W )／2 

种群呼吸能量消耗根据邱星辉等[ 的研究结果确定用如下公式计算 

R，一 2．58X 3．74 X Ⅳ X W．。” X (O．033+ 0．0024t。) 

R=∑(R +足一。)／2 X日 
其中：M 为首次取样蝗虫的能量生物量，Ⅳ，为蝗虫在时间i的个体数量， ，为蝗虫在时间 

i的平均体重，t为取样区间的平均气温，2．58为Wightman系数 。 

2 结果与讨论 

2．1 大针茅草原蝗虫的植被环境 

由8月6日取样结果，样地中计有植物 27种，群落多样性指数为(Hr_1．67)，均匀性 

指数为(E—O．508)，草层高度达 48 cm。 

地上部分总生物量为 154．2 g／m。，其中禾草类占 82．3 ，杂草占 16．9 ，灌丛占 

0．8 。大针茅占绝对优势，其生物量为总生物量的 54．7 ，其它生物量较高的种类还有 

羊草(18．5 )、落草(4．1 )、变蒿(1．7 )、知母(2．O6 )、扁蓿豆(1．7 )、糙隐子草 

(4．9 )、冷蒿(O．4 )、黄囊苔草(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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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针茅草原蝗虫的群落结构 

2．2．1 蝗虫的种类组成及各种蝗虫的相对丰富度 全季节见有 l1种蝗虫，优势蝗虫种类 

为毛足棒角蝗，皱膝蝗及短星翅蝗，它们构成蝗虫总数量的 60 ，总生物量的 70 以上， 

各种蝗虫的生物量占总生物量的比例见表 l。 

衰 1 不同种类■虫敷量和生袖量的相对丰盛度 

TaMe 1 The telalive abond· s of number_曲  

1o,emms h r eadl gr躺 b呷p时 s d皓 

从蝗虫科属组成看，蝗亚科种类最多， 

有 7种，其 个 体 数 量 占 总蝗 虫 数量 的 

82．72 ，其生物量构成蝗虫总生物量 的 

59．3 }斑翅蝗亚科蝗虫有 3种，其数量的 

相对丰盛度为 5．68 ，因它们皆为大型种 

类，其生物量占总生物量的 23 ，其中主要 

是鼓翅皱膝蝗；斑腿蝗亚科只有短星翅蝗一 

种，其相对丰盛度数量为 11．6 ，生物量为 

17．7 。 

2．2．2 数量和生物量的季节动态 就某种蝗 

虫来看(以优势蝗虫毛足棒角蝗的季节特征 

为倒，见图 1)其季节变动呈现以下特点：种 

群的数量和生物量开始时较低，随蝗卵的孵 

化和虫体的增长，蝗虫的数量生物量随之上 

升，到一定时间到达高峰，随后因蝗虫的死 

亡，种群数量和生物量下降t而平均体重则持 

续上升至后期稳定。 

图 1 毛足棒角蝗的种群数量 生物量及 

十体平均体重 

Fig．1 The number，biccae．~ andmean boby 

weight of the domlaam grasshopper 

K population 

等 
} 

I 
§ 

大针茅草原蝗虫群落数量和生物量的季节变动趋势基本相同(图 2)，表现为 3峰型， 

峰值出现在蝗虫发生的早、中、晚3个时期 第1个峰值在6月中下旬，与毛足棒角蝗的峰 

期相吻合。 

第2个高峰出现在7月下至8月初，刚好是另两中期发生优势蝗虫鼓翅皱膝蝗及短星 

翅蝗的发生高峰。8月下旬还有1小峰，恰为晚期优势种类狭翅雏蝗的发生盛期。 

2．3 蝗虫群落的多样性和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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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虫群落物种丰富度、多样性指数的季节动态表现为钟型曲线(图 3)，在蝗虫的发生 

中期，蝗虫群落的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达到最大值。此时正是植物种类丰富、生产力高的 

时期，反映出蝗虫对其环境的适应，尽可能的利用有利的时机发展其种群。蝗虫群落的均 

匀性指数在蝗虫发生的早期由于毛足棒角蝗占有绝对优势而较低，随着蝗虫种类的增多， 

蝗虫多样性指数值上升，群落的均匀性增强}至蝗虫的发生后期，蝗虫种类较单一，物种 

丰富度及蝗虫的多样性下降，但因无明显的优势种群，群落的均匀性达到最大。 

6r '~ i 1t40 

照 

图 2 大针茅草原蝗虫总数量和 

生物量的季节动卷 

Fig 2 The seasonal changes 0f the number 

and b㈣ ss 0f the grasshoppers in 口 

grassland in 1993 

图3 大针茅草原蝗虫群落多样性指数(／-r) 

均匀性指数(E) 物种丰富度(R)的季节动态 

Fig 3 Theindex 0f corm~unky diversity (／-／')． 

evenness(E)and spec／es r h『Iess(R)for 

gmsshoppem on s衄q gr口 grassland in 1993 

2．4 蝗虫的能流 。 

能流是指能量在生态系统中的行为，它是评价生物在生态系统中重要性的有效指 

标 。通过蝗虫的能流包括两个部分即蝗虫的呼吸量和生产量。根据取样数据，计算出各 

种蝗虫的生产量和种群的呼吸量(见表 2)。 

衰 2 不同■虫种群的生产量、呼吸量爰生态效率(kJ／m。·a) 

TaMe 2 Tile production-r衄p Il and酬 0罨舢 I effkleacies for the gr脚 hopp|r populalt~as 

P production R：Respiration·A}Energy~t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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