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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内蒙古锡林河流域草原蝗虫的形态测量指标，对23种蝗虫进扦丁个体大小及生活型量化划分 

的探讨，结果表明 23种蝗虫可以划分为大、中、小3个类群，生活塑表现为从典型的地梧型到典型的植栖型的 

渐变特征。个体大小与生活型紧密相关，个体大的种类常为地牺型，而个体小的种类多为植栖塑 

糍O／ 屠 ，l J ’ 
STUDIES oN THE INDIVIDUAL SIZE GR0UP 

AND THE LIFE FoRM oF GRASSHoPPERS IN TYPICAL 

STEPPE 0F INNER M oNG0LIA，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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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e form and the individual size group of grasshoppers in typical steppe ot 

Inner Mongolia were dealt with based on morphometric data(1ength of body，height ot 

bod y，width of body，length of tegmen，length of post—femur，length of pronotum，length of 

post—tibia，miximum width of head)．The results show that 23 species of grasshopper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s follows： 

(1)large size group，only one species，i．e．Haplotropls 口 口Sauss．(HBS) 

(2)medium size group，including Pararcyptera microptera meridim~alis．(Ikonn)(PMM )， 

Mecostethus gYOSSUS(L．)(MGL)，Bryodemella tuberculatum dilutum (Stol1)(BTD)， 

Oedaleus asiaticus 13一Bienko(0DA)+Celes skalozubovi(Ade1)．(CSA)，Bryode mella 

holdereri holdereri(Krauss)(BHK)，Angaracm's rhodopa (F．一W．)(ARF)，A．barabensls 

(Pal1．)(ABP) 

(3)smallsize group，including Calliptamus abbreviatus(Ikonn)．(CAD ，Gomphocerus licentl 

(Chang)(GLC)，Chrysacris albovitattus(Li)(CAL)，Ch．albomarginatus(De Geer)(CAD)， 

Chorthippus brunneus(Thunb．)(CBT)．Eremippus simplex simplex(Ev．)(ESS)，Dasyhip 

pus barbt~oes(F．一W．)(DBF)，Omocestus haemo~choidalis haemorrhoidalis(Charp．)(OHH)， 

Ch．dubius(Zub．)(CDZ)．Aeropedellus variegatus minutus Mistsh．(AVM )，Myrmeleotettix 

pa如alis(Zub．)(MPZ)，Ch．fallax(Zub．)(CFZ)，Ch．hammastoremi(Mir．)(CHM)，Mort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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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otettix japonicus vittatus(Uv．)(MJV)． 

The life form of grasshoppers from terrieoles to plantieoles were as follows： 

Female：HBS— BTD— BHK— sAc— ABP。ARF一 0DA— PMM— cAI— GLc— MGL 

— — 删 H —— —CBT —_．cnZ，DBF—_．cHM — ESS— AVM — MPZ，CAD—_．cFZ— MJV — CAL 

Male}HBS— BI{K — BTD — AKF，ABP— CSA — PMM — ODA — GLC— CAI— M 乱 一  

AVM ．DBF— 0HH — CBT— ESS— CDZ，CHM ——·CAD— CFZ— MPZ——·MJV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life form connected with individual size．The larger was 

typical terrieoles(eg，HBS)，the smaller was typical plantieoles(eg．MJV)． 

Key words： grasshoppers in typical steppe，life form ，individual size． 

在相似的 自然环境条件下。亲缘关系很远的生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 中。通过变异、选择和适应，在器官 

形态等方面反映出来的很相似的外貌类型称为同一生活~[(1ife—form)。生活型概念最早是由植物生态学家 

提出的。最早将该概念引入动物学方面，对动物进行生活型划分的是 Kashkarov E ，他在划分动物生活型 

时·不仅考虑到动物形态结构对环境的相关性 ，同时，考虑到动物具有可移动特点．因此在划分生活型时还 

要考虑动物行为与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Uvarov口 最早将生活型概念弓『八蝗虫学研究领域，用于解释蝗虫 

的形态、色型 、特殊结构、生活史和几个沙漠栖境类型之间的关系。 

作者于1994年在 内蒙古锡林河流域的草原，对蝗虫进行了大量的采集，并对蝗虫各形态指标进行了测 

量，本文则是根据形态指标大小，探讨了个体大小及生活型的划分。 

1 材料与方法 

用游标卡尺(精度O．02ram)．测量蝗虫标本的形态指标 形态指标包括：体长(L)——从头最前端到腹 

部末端之间的距离冲 高(H)—— 以前胸背板的侧高为准(注：蝗虫体高是以前晌背板的侧板高为准 ，困在 

测量过程中发现，直接测量体高，误差较大。改为测量前胸侧板高，因此所测值比蝗虫实际体高略低)，体宽 

(Ⅵ，)——中胸腹板宽f前翅长( )。后足腿节长 )，前晌背板长(P)，后足胫节长( )。头宽(c)——头部最 

大宽度 测量种类包括：短星翅蝗、笨蝗、白纹金色蝗、条纹鸣蝗、宽翅曲背蝗、红腹牧草蝗、宽须蚁蝗、李氏 

大足蝗、毛足棒角蝗、小蛛蝗、褐色雏蝗、狭翅雏蝗、白边雏蝗、北方雏蝗、小翅雏蝗、亚洲小车蝗、赤翅蝗、黄 

胫异痴蝗、轮纹异痴蝗、红翅皱膝蝗、鼓翅皱膝蝗 、沼泽蝗、简蚍蝗等共23种。每种雌、雄各测3o个个体(其中 

赤翅蝗9旱旱24舌古、笨蝗l5旱旱19舌古、白纹金色蝗8旱旱0古古、李氏大足蝗13旱旱8古舌、怊泽蝗1旱旱2 

古古、黄胫异痴蝗1旱旱1古舌、茼蚍蝗1旱旱2舌古)，各形态指标取其平均值。 

数据处理包括聚类分析(原理见阳台熙等口]．本文采用欧氏距离，聚合方法是最远邡体法)及主成分分 

析(PCA)(原理见赵志模等“，在本文中，排序采取以第一主分量为横轴。第二主分量为纵轴)。 

2 结果及分析 

2．I 蝗虫个体大小的划分 

根据形态指标体长江)、前翅长( )、后足股节长(F)、头宽(c)、前胸背板长(P)、体高(H)、体宽(Ⅵ，)及 

后足胫节长( )等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如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雌、雄蝗虫个体大小的聚类类结果一致(仅 

李氏大足蝗有差异。该种类雄性聚类在中型蝗虫类中．而雌性聚在小型蝗虫类中) 在图1中。当 d一8．O时， 

草原蝗虫按个体大小可以划分为3个类群。 

(1)大型蝗虫：仅笨蝗1种 ，这种蝗虫是所有这些蝗虫中最大的．其个体大小(L)雌性为45．Imm。雄性为 

35．8ram 。 

(2)中型蝗虫：这一类型包括宽翅曲背蝗。沼泽蝗，轮纹异痴蝗，亚洲小车蝗．赤翅蝗，黄胫异痴蝗．红翅 

皱膝蝗及鼓翅皱膝蝗等共8种。其个体大小(L)变化为：雌性28．3mm(ABP)～36．5mm(MGL)，雄性20．0 

(GLC)～ 29．6ram(BTD)。 

(3)小型蝗虫：这一类包括短星翅蝗，李氏大足蝗．白纹金色蝗，白边雏蝗 ，褐色雏蝗。简蚍蝗，毛足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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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 ，红腹牧草蝗，狭翅雏蝗，小蛛蝗，宽须蚁蝗，小翅雏蝗，北方雏蝗和条纹鸣蝗等l4种。其个体大小(L)变化 

为：雌性14．3ram(MPZ)~24．3mm(GLC)，雄性11．6mm(MPZ)～1 7．0mm(DBF) 

从上述划分可以看出，大型蝗虫种类数最少，中型蝗虫种类数居中，而小型蝗虫的种类数最多。 

“ — 。_。。 
％  

。 。。 

距离 Distances 

图1 草原蝗虫形态大小襄类分析圈 

Fig．1 The clustering graph of morp}lo]ogy of grasshoppers in typical steppe 

圈中学名及培写如下： 

HBs——荤蝗 Haplot~pis bru~eriana Sauss．、PMM——宽翅曲背蝗 Pararcyptera mi~optera meridionatis( oⅡn．)、 

MGL——}召泽蝗 Mecostethus grossus(L．)、BTD——轮纹异痂蝗 Bryodem．Lla tuberculatum dilutum(Sto]1)、ODA——亚 

潮小车蝗 Oedaleu~ 蚶 B—Bienko、csA—— 赤翅蝗 Celes saklozubovi Ade1．、BHK—— 黄胫异痂蝗 Bry．̂ 由rm 

hald~oq(Krauss)、ARF—— 红 翅皱 睫蝗 AngaracHs~odopa(F．一W．)、A且P—— 鼓 趣皱 睫 蝗 A．baraben~'s(Pal1．)、 

cAI——短星翅蝗Caltl'ptam~abbrtvlatus ottn．、GLc——李氏大足蝗G蝴  ̂o t／c~ti(Chang)、cAL—— 白纹金色 

蝗Chrysacris d b 口m Li、cAD——白边雏蝗 Chorthipp~albomargi~tus(I)e Geer)、cBT——褐色雏蝗Ch．brun~  

(Thunb．)、ESs—— 简蚍蝗 Eremi．~ simplex simplex(Ev．)、DBF—— 毛足 棒指蝗 咖 f 蚶 barb,]~es(F．W．)、 

oHH——红鹿 牧草蝗 加 “蚶 ha~ hoidalis；m~ hoidalis(Charp．)。cDz—— 映翅雏 蝗 Ch． 曲 (Zub．)、 

AVM——小蛛蝗 Aeropedelius varlegatusminu~sMist、MPz——宽须蚁蝗 Myrmeleotettlxpalpalls(Zub)、cFZ——小翅 

雏蝗—— ． 盯 (Zub．)、cHM——北方雏蝗 Ch．hamma~troeral(Mir．)、MJV——条纹鸣蝗 Mong~lotettlx jam,~．．iH  

vlttatus(U ．) 

2．2 蝗虫生括型的捌分 

从蝗虫形态指标出发，划分草原蝗虫生活型，形态指标仅考虑与生活型有关的，包括体高(H)、体宽 

(H，)，体长与体宽的比值(L，Ⅳ)和体宽与体高的比值(W／H)等4十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1、表2 

和图2。雌、雄蝗虫前3十主分量的累积信息量分别达99．95 和99．92 。并且雌、雄性蝗虫的形态变量对主 

分量的负荷量变化是一致的．对第一主分量影响最大的是体宽 ，且为负值．说明蝗虫生括型由横轴左侧向 

右侧移动，即由地栖型向植栖型发展，与体宽成相反的变化趋势，即地栖型体宽大，而植栖型则是体侧扁， 

由第二主分量可以看出，W／H是主要固紊，W／H负荷值越高，地栖型越明显+即体越扁平，这个结论与u— 

varov[ 的意见一致，而在第一主分量上．L／W为负值．则说明地柄型 ，Ⅳ值低，而植柄型 L／W 值高．即地 

栖型体型比较粗短，而植柄型则细长。由图2可以看出该23种草原蝗虫的生活型具有一个连续渐变的特点。 

其变化规律按在第一主分量的主成分值大小排序．雌雄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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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性 ：笨蝗一 轮纹异痴蝗一 黄胫异痂蝗一 赤翅蝗一 鼓翅皱膝蝗一 红翅皱膝蝗一 亚洲小车蝗 

一 宽翅曲背蝗一 短星翅蝗一 李氏大足蝗一 沼泽蝗一 红腹牧草蝗一 褐色皱蝗一 狭翅皱蝗． 

毛足棒角蝗一 北方皱蝗一 简蚍蝗一 小蛛蝗一 宽须蚁蝗，白边皱蝗一 小翅皱蝗一 条纹鸣蝗 

一 白纹金色蝗。 

雄性 笨蝗一 黄胫异痴蝗一 轮纹异痂蝗一 红翅皱膝蝗 ，鼓翅皱膝蝗一 赤翅蝗一 宽翅曲背蝗一  

亚洲小车蝗一 李氏大足蝗一 短星翅蝗一 ?召泽蝗一 小蛛螅一 红腹牧草蝗，毛足棒角蝗一 褐色 

皱蝗一 简蚍蝗一 狭翅皱蝗，北方皱蝗一 白边皱蝗一 小翅皱蝗一 宽须蚁蝗一 条纹呜蝗 

从上述规律可以看出，笨蝗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地栖型蝗虫，而条纹鸣蝗及白纹金色蝗是典型的植栖型 

蝗虫，在采集中，笨蝗常常在植物丛边缘具有一定面积大小的无植被的裸露区位置，而条纹鸣蝗剜需要在 

植被浓密之处，井且该种类在植物上部活动。从图2可以看出，雌性中，笨蝗、轮纹异痴蝗 、黄胫异痴蝗、赤翅 

蝗、鼓翅雏膝蝗、红翅雏膝蝗、亚洲小车蝗、宽翅曲背蝗、短星翅蝗等为地栖型 李氏大足蝗、沼泽蝗、红腹牧 

草蝗等为地栖偏植栖型、褐色皱蝗、狭翅皱蝗、毛足棒角蝗、北方雏蝗，简蚍蝗、小蛛蝗、宽须蚁蝗、白边雏 

蝗、小翅雏蝗等为植栖偏地栖型。条纹鸣蝗、白纹金色蝗等为植栖型，雄性中、笨蝗、黄胫异痂蝗、轮纹异痂 

蝗、红翅雏膝蝗、鼓翅皱膝蝗等为地栖型，赤翅蝗、宽翅曲背蝗、亚洲小车蝗等为地栖偏植栖型 李氏大足 

蝗、短星翅蝗、?召泽蝗等为植栖偏地栖型。小蛛蝗、红腹牧草蝗、毛足棒角蝗、褐色雏蝗、简蚍蝗、狭翅雏蝗、 

北方雏蝗，白边雏蝗、小翅雏蝗、宽须蚁蝗、条纹呜蝗等为植栖型。这种划分虽然是人为的、但可以看出、雄 

性趋向于偏植栖型．而雌性偏向于地栖型的比例较高，这是由于雌雄个体重量大小差异形成的，在蝗虫中 

雌虫比雄虫个体大，井且雌性成虫亦需要在地表选择产卵场所，雌性选择在植物下部或地表面活动比例高 

于雄性[ ，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适应了地栖型生活类型 

寰1 

Table 1 Loadlngs Df hi@l"phologlcal~haracter~of 

grasshoppers(female) to three pr|nctp compo~ 

nents 

3 讨论 

Uvarov叫根据蝗虫的形态指标、栖境、植物类型 

及习性，将蝗虫划分为主要生活型(n~in life form) 

和中间生活型(intermidiate life from)两大类。在主 

要生 活 型 中，包 括 地 栖 型 (terricoles)，水 栖 型 

(aquaticoles)，村栖型(arborieoles)，草栖型(herbi— 

coloes)及禾草栖型 (graminicoles)，而中间生活型是 

指能适于主要生活型两个型之间的类型，如地栖一禾 

草型(terri—graminicoles)．地栖型蝗虫体强烈地扁 

平，即体宽大于体高．体长与体宽之比小于4，头呈垂 

直或 散斜，而 草 栖 型 (herbicoles)和 禾 草 栖 型 

(graminicoles)蝗虫，体侧扁平，即体宽小于体高，体 

形或多或步圆筒状，头部微斜或倾斜，体长与体宽之 

比一般大于4。MorseE’ 根据蝗虫的牺境选择行为，将 

蝗虫划分为两类 ：(1)喜地的(geophilous)种类，这一 

类 蝗虫 活动主要是 在地表：(2)喜植橱 的 (phy- 

tophflous)种类，这一类蝗虫的活动主要是在植物 

上。康乐、陈水林叫对草原蝗虫划分为3大类生活型． 

即地栖型、植栖型及 

兼牺型。 

本研究从形态指标出发．划分草原蝗虫的个体大小．以个体大小接近一致的为同一类群，这样的划分 

对于草原蝗虫群落而言，可以真正地了解到作为重要的初级消费者对牧草的危害程度，为决策部门采取防 

治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草原蝗虫生活型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蝗虫的生活型与个体大小紧密相关，个体大的种类为地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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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2 草原蝗虫雄性外部形态特征对主分量的负荷量 

Table 2 Loadtngs of morphological chmmcters of grasshoppers(male)to three pHncip~d components 

型，而十体小的种类为植栖型。这说明草原蝗虫在长期进化适应过程中，十体大小的差异引起了不同种类 

对栖境的不同要求，草原植被主要是由1、2年生草本及多年生草本植物所组成’。 

这些草本植物对蝗虫在枝叶上的承受能力较低．大、中型蝗虫飞落在植物上也会医不稳定而落地，因 

此，大、中型蝗虫在长期的选择及适应 中，选择地表为其活动的场所，而形成地栖型蝗虫州、型种类则可以 

在植物上停留取食，因而形成了植栖型。 

：赢 早 
一  

ARF GLc 

MGL 

一  。 

BT 
—  

DB cI 

一  ：； 
一  CAD MPZ 

CF 

一  

”  。 

一  

‘ 

j 

图2 蝗虫生活型PCA分析图 

Fig．2 PCA ordination of grasshoppers Life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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