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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里蝶类多样性的研究 

■■ 研究丁址于原始状态环境的 类多样性。种-多度曲线搬音于对报壤报模型·物种步而生境不相互 

重叠，优势种得到太的发晨．多样性指报与海拄高度不相关(r一--0．2968)t不同高度都有道宜或不连宜 

类的生境。辱教多样性 2．998~8．313。多样性指数与均匀度不相关(，=O．2568, >m 05)·与丰富度相 

美(r一0．8506，p<0．01)。群落『可相似性幕报 0．000~0．061．二维极点排序图爰相关幕报(m 2838)说哽术 

里 类群落组成变化在车文涉蔑嗣素影响下是无序的．这些结果表明 茺对蠢环境的敏{軎性厦其表现出 

来的高度变化。 

关t诃t 类，多样性，术里，擞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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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TIlERFLY DIVERSrrIES IN MULI， 

SICHUAN PR0V CE 

Liu Wenping Dang Heli 

(ĉ qi帅 Namra1．HistoryMtc,eum 。，S／chuan·CSong~ ,630013·ChN ) 

A．bsh-act TIIis studywas eonduct~dinMuti county，from July 3toOctober 8in1992．Mun 

is lo~ated at raiddle section of east~de in Hengduan Mountains，27。40 ～ 29。1O N，100。03 ～ 

101。40'E．the relative ahimde is above 2000 m，climate and vegetation ar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at horizental level，and it possess obvious vertical zone．There are unpoleuted 

primeval evergeen forest．The survey was cerred Out by sixteen types of habitats as fload-plain 

fafinland。hillside farmland，residence farmland ，alpine fafinland，flood—plain lawn，hillside 

lawn．alpine hwn，flood—plain bush，hillside bush，alpine bush，path among broadleaved 

forest。broadleaved forest，mixed forest，bush below conifer{orest，bush among  coni{er 

forest．and coniferforest． 

The curve of species-abudence of butterf】y is fltted to mche pre-emption hypothesis in 

Muli．The species is less and he bitats are n0t overlap each other．The indices of butterfly di- 

versitv do not change with elevation in Muh(r一 0．2968．P>0．05)which have su|乜bk or 

n0nsuitable he bitats to butte讯 Y．No cortehtions have been found between indices of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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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venness(r=0．2566，p> 0．05)，and indices 0l diver~ty with rmhne~ is correlated(r= 

0．8506。p< 0．01)．The similarity among community 0l butterfly is high，0．OO0～ 0．061． 

The result 0f community c~dination is nonordered by various combination between each vegeta— 

tion and each geomorphic types．A foresakl results shown susceptibility of butterfly to mi— 

Key wordst diversity．butterfly，MuH 

当前环境保护和监视的重点之一是选择并监测环境指示生物，看它对局部或垒球环境变化的反应． 

鉴于蝴蝶对截环境的敏感性所表现出来的高度变化及成体(幼虫)与宿主植物间不同组合的相互作用。使 

得其类被看作是较好的环境指示生物口]。目前这类研究集中于两方面。一是长期记录某地区蠊类组成的 

变化 ]。二是研究蠊类变化与环境变化的关系 川̈]。这些研究未涉及蠊类多样性指数，国内尚未见刊这 

方面研究报道。术里是横断山脉在四川境内最典型地段，同时保存有现夸全球最原始的常绿林带．本文企 

图通过该地蠊类多样性及群落结构的研究为探讨蠊类群落的起源、演替及其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提供基础 

资料。 

1 研究区域和方法 

本研究于 19920—07—03~]0—08在末里进行。该地位于北纬 27。40 ～29。17 ．东经 100。03 ～101。40 。境 

内东部太阳山、西部东朗山由雅砻江、理塘河及水洛河三条自东而西、平行排列，由北至南的河夹着。其 

探切的河答使山地相对高差选2000 m以上，形成气候、植被的显著垂直带和水平面上的复杂变化。海拔 

高选 5958In的高处终年积雪 ．漫有真正的夏季}最低1530m的低处，年均温 11．1℃1年降水量 816mm、 

且80 集中于 6～9月。2600 m以下为河答景观，或为农田、或少为植被覆盖．在南部呈千热河谷特征。 

河谷至 3000 m或为栎柑为主的闲叶林或为针阚混交林I 3000 In至3500 m多被松树为主的针叶林覆董{ 

3500~4000 m由森林向高山难丛或草地过渡l 4000 m以上为高山草地，更高处出现罐岩． 

依据上述自然条件，选择 l6种生境(表3)进行调查．每种生境重复调查了3次．蠊类数量调查由 

Poolard的路线横切法啪改进而来．每日上午在选定区域内沿一定路线前进约 5 h，每小时行进约2 km。 

采集路线两 各2．5 In内的辗类，作为种类鉴定和数量统计的依据。调壹日敷 53 d．共计调查面积约2．5 

km=。术里蝴蝶种类组成及分布见刘文萍口 所述。 

数量统计均按赵志楼和郭依泉 们介绍的方法进行．种一多度关系曲线拟合公式为 =a=；cr， 一一nln 

(1～z)，Ⅳ一 ：}，这里．s为调查到的物种数，Ⅳ是各物种的个体总数(表 1)，*是由，个十悻代表的 

期望频率，a和，为上述 3个公式的参数。l就高海拔昆虫多样性研究而言，采用等级多样性指数H 

(SGH)= (F)+ (G)+H ( )较 为合 适。而 此 多样 性应 用 Shaanoa—Wiener指 数公 式 一 

一  PdnP糟 算 ，这里，H (F)． (G)，H (s)分别为科级、屠缎和种缎的多样性指数．P 为第 i种 

十体占十体总数的比倒．均匀度R一—--1P ~l n
—
Pi(表 3所用符号与此处符号意义相同)

。 z =  号}±垡．h 
= √面 y= ± ，，这里， 、y为排序的 、y轴，J已是 轴排序时群落A与B 

间的相异系数．D一是群落A与所求群落间的相异系数，DB是群落B与所求群落间的相异系数。上r· 一 

和 用于y轴捧序，含义同z轴I h为群落与z轴的偏离值。捧序间距D = (dz) +( ) ．如 和d 

为z、y轴上群落间的差。群落相似性j一五 Z, c： ，这里·。、6分别为A、B群落物种数，c为。、6共 

有物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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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木里每科蝶类中含不同个体敷的种数 

Table 1 SDee譬k ¨ mber孽of varbus Individual u l~mts h each family or the butterflies for Mull 

1十括号为 1十种．括号内为个体数 【h brackets Js 0畔 s[2ecJ~；there is indJ~dau L number in the brackets 

2 结果和讨论 

2 1 术里蝶类的种一多度曲线 

经拟合，在分割线段，等 比和对数级，对数正态分 

布和截尾负二项分布 3个数学模型中，术里蝶类的种一多 

度曲线较好地拟合于对数缎数模 型，即生态位优先占领 

假说(图1)。按照这个假说．群落中物种对资源的占有一 

般作如下分配：第一位的优势种优先占领有限资源的一 

定部分，第二位的优势种又占领所余下的资源韵 一定部 

分，以此类推 。拟合于这种模型的种一多度曲线表明术里 

蝶类群落环境条件较为恶劣．物种少而生境又不相互重 

叠，其中优势种得到大的发展，个体数量很多。 

2 2 木里蝶类多样性指数与环境梯度 

I 小里螓类的种一多瞳曲线 

1 A 洲 0f speci bundante 

for the butterf1ies in MuLJ 

木里蝶类多样性指数与海拔高度不相关，相关系数 
一 0．2068(表 2)．户>O．05。这里由于在不同海拔高度都有蝶类非常适宜或很不适宜的生境，使得多样性 

指数并不随海拔高度规律变化，这也反映了蝶类对徽环境的敏感性。 

2．3 木里蝶类群落参数 

木里蝶类群落参数既受植被类型影响．也受地貌类型影响．因此，不同植被和不同地貌的各种组合 

衰 2 事样性指数与海拔高度的关系 

Table 2 The relatlou be[wl~n lndl~~ 0f d1w坪I竹 and el~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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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滩农田Flood—pkan farmland；2山坡农田Hillside f~rmlartd；3居民点农田Residence f~rmland；4高山农田AlpLtle 

farmland；5河滩草地 Flood plairdawrt；6山坡草地 Hillside hw F 7高山草地 Alpine lawn{8河滩癌丛 Flood-plain 

hush F 9山坡灌丛 Hdlsid hush F 10高山灌丛 Alpina hush；11阏叶林间小遭 Path among broaleaf for~t F 12阔叶林 

Broaleafforest；13混交林Mixedforest F 14针叶林下癌丛 Bush below coniferforest；15针叶林间灌丛 Bush among 

conifer forest；16针叶韩 Conifer forest； 

产生了这些群落间参数的极大差异和各组参数间序列的极不一致(表 3)，进一步表明了蝶类对微环境的 

敏感性和这种敏感性表现出来的高度变化，证实了 Kremen[ 所概述的结论 。 

均匀度和丰富度(物种数)是多样性指数的两个函数。木里蝶类多样性指数与均匀度不一致(相关系数 

r一0．2566，p>0．05)，与丰富度一致(相关系数 0 8506，p<0．0D。这种现象的出现不同作者的研究 

结果和原因分析是不同的 贺答汉等D 认为荒漠草原昆虫群落的多样性指数与均匀度是一致的，表明了 

群落结构的稳定，而万方皓等 研究稻田昆虫群落则得出在不同季节 ，多样性指数与均匀度不一致。奉 

文认为木里蝶类多样性指数不受均匀度影响是由于种·多度关系表现为生态位优先占领假说，个体数量呈 

对数级数分布所致。表明了生境不相互重叠，在这样的环境里，群落结构变化很大 而昆虫群落的种_多 

度曲线呈对数正态分布时 ，一般情况下多样性指教与均匀度一致[I 。 

2．4 群落排序 

木里蝶类群落间相似性很小(表 4)。最低值零 ，最高值 0．061，这既反映群落间有较快的演替速度和 

较大的差异，也反映了蝶类对微环境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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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36 1 

0．029 0．038 1 

0．037 0．035 0．026 1 

仉 061 仉 046 0．039 0．043 0．057 1 

钆 006 0．038 0．021 0．000 0．014 0．022 1 

0．017 0．026 0．020 0．030 0．023 O．042 0．053 1 

0．018 0．014 0．008 0．029 0．024 0．030 0．034 0．034 0．015 1 

0．025 0．026 0．023 0．044 0．039 0．040 0．025 0．032 0．022 0．015 1 

0．031 0．012 0．014 0．013 0．029 0．032 0．025 0．043 0．014 0．009 0．姑 8 1 

0．024 0．010 0．027 0．005 0．012 0．025 0．000 0．006 0．018 0．018 0．014 0．043 1 

仉 023 仉 045 仉 034 仉 039 仉 016 仉 029 0．056 0．028 仉 020 0．020 0．019 0．012 0．007 1 

仉 022 钆 054 0．036 仉 024 仉 059 0．035 钆 049 仉 018 0．020 钆007 0．032 0．032 0．018 0．031 1 

0．020 0．000 0．000 0．006 0．022 0．019 0．000 仉 008 0．010 0．009 0．042 0．028 0．035 0．003 0．022 1 

· 生境的编号与表 3相同Numbers of habitat are as T~hle 3． 

本文采用方便实用的极点捧序法来研究群落变化 啪。捧序结果见(图2)。群落问不相似值与群落在 

二维空间中的欧氏距离的线性回归方程Y=O．266-}-0．208z，相关系教r=0．2838．捧序结果表明了术里 

鼻类群落变化在本文所涉及因素影响下的无序性。 

圈2 木里韩类群落的二堆捧序 

F ．2 Two-dimeasionaJ ordinaim,chart。f the butterz'ly cor∞  d凹 in MuB 

圈中簸字为生境的序号 Numbers are衄iin丑1叫mb ol habitat in the 

1  2  3 ‘ 5  6  7  8  9  

n ” “ ：2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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