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f 
第 17卷 第 3期 

1 90 7年 5月 

生 态 学 报 

ACTA ECOLOGICA SINICA 

t}g ) 
V0I．17，No．3 

May， I997 

中国边境地区蚊虫群落的研究 

虞以新 

北京 ，100071) 
． 

Z 

摘叠 对越国边境地区的 15十省区的蚊虫群落的优势种组成及分布、集中性指教，多样性指教和均匀度 

指数进行了分析。结果表田；蚊虫优势种共有12种．包括背点伊蚊、刺扰伊蚊、咕萨克斯坦伊蚊、白蚊伊 

蚊，圊斑伊蚊、凶小库蚊、三带|簟库蚊、致倦库蚊、漩色库蚊、薛氏库蚊、中华按蚊、骚扰阿蚊。优势种的 

分布在各地存在差异。蚊虫多样性指数的变化膜序为 云南>浙江>广西>辽宁>福建>江苏>广东>天 

津>山东>西藏>内蒙古>新疆>吉林>黑龙江>甘肃 对蚊虫群落作聚类及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 蚊 

虫群落可分为 3十类群。新疆 ，西藏、甘肃、内蒙古、天津、山东、辽宁、吉林等为一十类群，云南、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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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squito communities were investigated in 15 provinces in China．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12 dominant species of mosquitoes．They were：Aedes dots is，A． 

zd，醇， A． kasachstanicus， A．dbopictus， A．annmZalei， Culex nmdestus， C．tritae一 

~garhynvhus，C． 西 quinquefasciatus，C．pipiensl,a2Zem，C．shebbearei，Anopheles sinensis， 

Armigeres subalbtus．The diversity index vaule of mosquito communities were：Yunan 

(1．8697)，Zhejlang(1．6366)，Guangxi(1．4]06)，Liaoning(1．4039)，Fujian(1．1773)， 

Jiangeu(1．1524)，Guangdong(1．1103)，Tianjin(0．9582)，Shandong(O．8766)，Xi~ng 

(O．8377)，Inner Mogofia(0．7120)，Xinjiang(0．6932)，jilin(0．5974)，Heilongjiang 

(O．371 5)，Gansu(0．3559)．Mosquito communities in 15 provinces COUId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y the systematic clustering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PCA)．The first group 

included Guangxi，Guangdong，Jiangsu，Fujian，Zhejiang and Yunan．The second group in— 

eluded Xi~ang．Xingjiang，Neimenggu，Gansu，Tianjin，Shandong，Liaoning and Jilln．The 

third group included only one province，i．e．Heilongjl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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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虫是一类重要的医学害虫，它们对人畜吸血骚扰，传播疾病，给人类造成很大的危害。由于蚊虫栖息 

的环境复杂，各地域的蚊虫群落的组成变化很大，同时蚊虫在生态对策上属于典型的 r一对策者，这给蚊虫 

的防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本研究利用全国边境省区调查获得的资料和数据，对蚊虫群落进行了分析，旨 

在探讨我国蚊虫群落的组成结构状况，为因地制宜制订蚊虫的综合防治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取样方法 

采取的方法是人帐诱法0]，该法所用的诱饵为调查 

者，诱帐用40耳棉纱布制成，帐顶方形，面积80×80 cm。， 

帐底张开后的直径150 cm，诱帐的垂直高度130 cm，悬挂 

时下沿距地面40 CITI，上下四周均用绳子拴紧，诱集者持 

手电筒和吸蚊器立于帐内，随时捕捉飞入帐内的蚊虫。每 

一 调查点，设3帐诱集，诱集时间在晨暮蚊虫活动高峰期 

进行。每lOd取样一次。 

1．2 数据处理 

优势度指数 ：j= ／Ⅳ(壕是 i物种的数量，Ⅳ是全部 

种的种群数量)。 

优势度集中指数：C=E(n．／N) 

多样性指数：H =一=只1n只(只一札／Ⅳ) 

均匀度指数：J=日 ／l (s——物种数) 

聚类分析：原理参见阳台熙等0-，本文采用标准化欧 

氏距离，聚合方法是最远邻体法(furthest neighhbour) 

主成分分析(PCA)：原理参见赵志模等[ ，在本文 

中，PCA排序采取以第一主分量为横轴 ，第二主分量为纵 

轴。 

2 结果殛分析 

2．1 中国边境省区蚊虫群落组成及优势种分布 

通过对15个边境省份的调查，共捕获蚊虫96种，隶属 

于蚊科Culicidae中的伊蚊属 Aedes、库蚊属 Culex、按蚊 

属Anophele~、曼蚊属 Mansonia、阿蚊属 Armigeres、脉毛 

蚊属 Culiseta和蓝带蚊属 Urar~toenia。其中优势种蚊虫 

l2种(表l，优势种的确定是以各地优势度指数太于0．1的 

种类为标准)。从表1中可以看出，各地的优势种的优势度 

指数均很高，这说 明这些种类在当地是主要的危害种类。 

从优势种蚊虫在l5个省区的分布情况来看(表1)，暗萨克 

斯坦伊蚊、圆斑伊蚊、凶小库蚊、薛氏库蚊、中华按蚊等 

蚊虫，仅在一个省区呈优势。而刺扰伊蚊、三带喙库蚊、 

表1 中国蚊虫优势种及其分布 

Tablel The dominanl species of mosqa|toes 

and(he d~trlbution 

种名 spec s 分布 Distribution 

慧 内蒙(0．8248)l天津(O．2757) 
刺扰伊蚊 黑 龙 江 (0．9329)，吉 林 

(0-8888)，新疆(0 6785)，辽 

宁(O．2898) 

譬克 救 新疆(0．1833) A
· -哪 口ĉ  f 

白纹伊蜕 

A．a／hop／or~ 

圆斑伊蚊 
A．a~ anda／e／ 

广 东 (0． 5485)，云 南 

(O 3321)，浙江 (O．1764) 

云南(0．1047) 

、库蚊 
． 

天津(0．6312) c山
zm0dc 日 ⋯  ’ 

C,trb

雕
~oerdo

蚊

rh一  

O ． 538 

~ 8004) 

致倦库蚊 

巴 妇 咖  一浙江(0．2688)，福建(0．2839) 

誉 ～  i~ (0,92 18 

菩 西藏(0．7825) 

中华孥蚊 广西(o．1525)A 
no eles ～ ⋯ 。 

⋯  ； 
淡色库蚊和骚扰阿蚊等能在4～5省区内形成优势种，分 *括号内数字为优势度指教。 

布的范围大。背 伊蚊、白蚊伊蚊、致倦库蚊等在2～3个省区中是优势种。 

2．2 蚊虫群落结构——优势集中性，多样性及均匀度分析 

优势集中指数反映了各物种种群的数量变化状况，优势集中指数越高，说明群落内物种数量的分布越 

不均匀，优势种的地位越突出。从表2中可知，在我国边境省份，蚊虫群落优势集中指数表现为，甘肃的蚊虫 

群落集中性指数最高．其次是黑龙江省。甘肃省蚊虫群落中，一方面种类数量是最少的(5种)，另一方面优 

势种特别突出，淡色库蚊在数量上占92．18 的比例。在黑龙江省，虽然蚊虫种类数多(23种)，但刺扰伊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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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落中占有93．29 的比例。云南和浙江两省的蚊虫优势集中指数最低，这说明在这些地区，蚊虫群落中 

各蚊虫种的种群大小一致性强 ，优势种不是非常明显。 

裹2 中置蚊虫群落结构 

Tmble 2 The jtrI】ctII|e or'mosquito ca m~ud y h Chhm 

多样性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边境省区中，多样性指数变化．由大到小．表现为下列趋势：云南>浙江 

>广西>辽宁>福建>江苏>广东>天津>山东>西藏>内蒙古>新疆>吉林>黑龙江>甘肃。总的看 

来，处于东洋区内的省区，蚊虫的多样性指数高 ，而位于古北区省份(辽宁除外)的蚊虫多样性指数低。均匀 

度指数的变化基本上与多样性指数的变化一致。 

2．3 蚊虫群落的聚类及主成分分析 

图】是我国15个省区蚊虫群落的聚类分析结果图，图2是主成分分析结果的二雏排序图。由图1、图2可 

以看出，在我国边境l5个省区中，蚊虫群落发生的情况基本上可以分成3个类群 在第一类群中，包括广西、 

广东、江苏、福建、浙江和云南等6个省区，这些省区在地理位置上均属我国南部地区，除云南外，其它均 

为柑海地区 第二类群包括西藏、新疆、内蒙古、甘肃、天津、山东、辽宁和吉林等8个省区，这些省区在 

地理位置上属于北部及西北部地区，其中西藏和新疆明显区分于其它几个地区，这说明这两个地区蚊虫群 

落组成的特殊性，这可能与西北高原有关。第三类仅黑龙江一省，该省在地理位置上，与其它省区相比较， 

处于我国最北的位置。蚊虫发生的情况甚为独特 

3 讨论 

蚊虫是人们最熟悉的昆虫类群，广逆分布于全世界 至目前为止，在我国已发现蚊虫有300多种 。，通 

过对我国15个边境省区蚊虫群落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定点定时取样中采集到的96种蚊虫种类中·优势种 

仅占12种 ，这些种牵I叮骚扰最频繁。这就要求各地在蚊虫防治措施上则需要因地制宜，针对优势种的生物 

学、生态学特性采取相适应的防治方法 蚊虫群落在我国l5个省区发生的情况，经聚类和主成分分析，可 

以捌分为3个类群，这一分析结果对于制定有关蚊虫防治区域策略，为各地蚊虫防治提供了生态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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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1 15十省区蚊虫群落橐类分析圈 

F ．i The dust~ing analysis of 

mosquito comm~ ty i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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