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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高山苔原带蛾类物种组成及其时间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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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白山高山苔原带环境条件恶劣，通过对高山苔原带蛾类研究，揭示蛾类物种组成以及时间变化，可为研究蛾类对苔原极

端生境的适应能力，以及蛾类在维持苔原带生态平衡中的作用提供依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６、７、８ 月，在长白山

高山苔原带利用灯诱采集蛾类标本，分析蛾类的物种组成以及时间动态。 共采集蛾类 １５８５ 头，隶属于 １３ 科 １２６ 种，夜蛾科

（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为优势类群，绿组夜蛾（Ａｎａｐｌｅｃｔｏｉｄｅｓ ｐｒａｓｉｎａ）和一色兜夜蛾（Ｃｏｓｍｉａ ｕｎｉｃｏｌｏｒ）为优势种，稀有种较多。 蛾类的种⁃多
度分布接近生态位优先假说。 ７ 月份蛾类的物种数、个体数最多，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都最高，但均匀度指数却最低。 不同

种类对时间的反应表现出一定的差异，黄绿组夜蛾（Ａｎａｐｌｅｃｔｏｉｄｅｓ ｖｉｒｅｎｓ）对 ８ 月，厉切夜蛾（Ｅｕｘｏａ ｌｉｄｉａ）对 ６ 月的适应力相对较

强。 各物种的顺序日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只有 １０ 种蛾类在 ３ 个月份都被采集到。 研究表明，长白山高山苔原带蛾类的多样

性较低，成虫活跃期较短；不同类群的蛾类在苔原环境中显示出差异化的适应性，夜蛾科的适应能力超过其它类群，尺蛾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的适应性相对较低，蛾类对时间的变化反应比较敏感。
关键词：蛾类；高山苔原；长白山；物种组成；时间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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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原带是极地冷湿型自然景观，主要集中分布在北极地区，昆虫物种多样性较低［１⁃４］。 在我国长白山高

山苔原带是现有发现为数不多、发育完整的高山苔原，为我国增加了新的景观类型，它以长白山天池为中心，
分布的面积较大，由于受大陆性气候的影响，其植被组成具有明显的极地特征［５⁃７］。 由于受自然环境条件的

限制，高山苔原带中昆虫研究报道较少。 苔原带环境条件恶劣，不但使苔原带昆虫的组成和分布具有一定的

特征，也为研究物种对极端环境的反应以及适应能力提供了理想的场所［８⁃１０］。 大多数蛾类属植食性昆虫，对
环境变化比较敏感，因此，蛾类种群数量的变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反应植被和其它环境因子变化情况［１１］。 通

过研究长白山高山苔原带蛾类的物种组成和多样性的时间动态，不仅丰富了我国这一景观昆虫多样性研究，
揭示时间变化对不同蛾类的影响，也为评价高山苔原生境在保护昆虫多样性的作用，以及蛾类对高山苔原极

端生境的适应能利提供依据。

１　 研究地概况

长白山高山苔原带分布在长白山最上部，北坡海拔 ２０００ ｍ、西坡海拔 ２１００ ｍ 以上的部分。 高山苔原带

没有高大的乔木，以矮小的灌木和草本为主，光照充足，紫外线较强。 高山苔原带气候寒冷，冬季最冷的月份

为 １ 月，平均温度只有－２３．２℃；最热的月份为 ７ 月，平均气温在 ８．６℃左右。 高山苔原带地势开扩，湿度较大、
风大而频繁，雾天和大风天全年在 ２６０ ｄ 以上，全年降水丰富，约 １７００ ｍｍ，植物的生长季较短，生长季降水量

年均可达到 ９５８ ｍｍ［５⁃６， １２］。 高山苔原带主要为贫瘠的苔原土，植物种类较少，结构简单，主要植物种类有宽叶

仙女木（Ｄｒｙａｓ ｏｃｔｏｐｅｔａｌａ）、牛皮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ｕｍ）、苞叶杜鹃 （Ｒ． ｒｅｄｏｗｓｋｉａｎｕｍ）、毛毡杜鹃

（Ｒ． ｃｏｎｆｅｒｔｉｓｓｉｍｕｍ）、笃斯越橘 （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ｕｌｉｇｉｎｏｓｕｍ）、高山龙胆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ａｌｇｉｄａ）、高山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ｓａｃｈａｌｉｎｅｎｓｉｓ）、长白米奴草（Ｍｉｎｕａｒｔｉａ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长白褛斗菜（Ａｇｕｉｌｅｇｉａ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等［１３］。

２　 研究方法

根据长白山高山苔原带植物的分布特点，在长白山西坡海拔 ２３００ ｍ 设置 １ 个样地。 在样地中，利用 ２５０
Ｗ 白织汞灯诱集蛾类成虫标本，诱集时间为 １９：００—２３：３０，在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６、７、８ 月中

旬各调查 １ 次，每次灯诱 １ ｄ。 利用北华大学林学院昆虫实验室现有的蛾类分类资料进行标本鉴定，部种类邀

请东北林业大学韩辉林博士帮助鉴定，所有标本现保存在北华大学林学院昆虫实验室。
数据分析采集以下指数：（１）物种丰富度指数采集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Ｄ ＝ （ Ｓ－１） ／ ｌｎＮ；（２）物种多样采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Ｈ′ ＝ － ∑
ｓ

ｉ ＝ １
ｐｉ ｌｎｐｉ ；（３）均匀度采用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Ｅ ＝ Ｈ′ ／ ｌｎＳ；（４）优势种（类群）是物种个

体数量占个体总数量的 １０％以上，常见种（类群）是物种个体数量占个体总量数的 １％—１０％，物种个体数量

占个体总数量的比重少于 １％时为稀有种（类群）。 其中，Ｓ 是物种数；Ｎ 是所有物种的个体数之和；Ｐ ｉ是第 ｉ
个物种所占总个体数的比重。 数据利用 ＳＰＳＳ１９ 进行统计，蛾类物种与 ３ 个月份的对应分析（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利用 Ｃａｎｏｃｏ ４．５ 软件进行计算与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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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高山苔原带蛾类物种组成

在长白山高山苔原带共采集蛾类 １５８５ 头，隶属于 １３ 个科，１２６ 种，蛾类组成见表 １。 在高山苔原带，夜蛾

科和尺蛾科的物种数超过了总数的 １０％，分别为 ６２．１９％和 １５．７５％。 在 １３ 个科中，夜蛾科的个体数达到了总

数的 ８６．４４％，为优势类群；尺蛾科、舟蛾科和灯蛾科为常见类群；枯叶蛾科、波纹蛾科、螟蛾科、虎蛾科、毒蛾

科、蚕蛾科、长角蛾科、天蛾科、卷蛾科为稀有类群。 单齿翅蚕蛾（Ｏｂｅｒｔｈüｅｒｉａ ｃａｅｃａ）、小黄长角蛾（Ｎｅｍｏｐｈｏｒａ
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ｅｌｌａ）、槲银带小卷蛾（Ｐａｍｍｅｎｅ ｎｉｔｉｄｉａｎａ）、葡萄天蛾（Ａｍｐｅｌｏｐｈａｇａ ｒｕｂｉｇｉｎｏｓａ ｒｕｂｉｇｉｎｏｓａ）只采集到 １
个个体。 绿组夜蛾（Ａｎａｐｌｅｃｔｏｉｄｅｓ ｐｒａｓｉｎａ）和一色兜夜蛾（Ｃｏｓｍｉａ ｕｎｉｃｏｌｏｒ）为优势种，常见种 ２０ 种，其它 １０４ 种

为稀有种。

表 １　 高山苔原带蛾类物种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ｔｈｓ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ｔｕｎｄｒａ ｚｏｎ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 个体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

夜蛾科 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 ７８ ６２．１９ １３７０ ８６．４４

尺蛾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 ２０ １５．７５ ８０ ５．０５

舟蛾科 Ｎｏｔ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 ９ ７．０９ ５５ ３．４７

灯蛾科 Ａｒｃｔｉｉｄａｅ ５ ３．９４ ４１ ２．５９

枯叶蛾科 Ｌａｓｉｏｃａｍｐｉｄａｅ ４ ３．１５ １１ ０．６９

波纹蛾科 Ｔｈｙａｔｉｒｉｄａｅ ２ １．５７ １１ ０．６９

螟蛾科 Ｐｙｒａｌｉｄａｅ ２ １．５７ ７ ０．４４

虎蛾科 Ａｇａｒｉｓｔｉｄａｅ １ ０．７９ ４ ０．２５

毒蛾科 Ｌｙｍａｎｔｒｉｄａｅ １ ０．７９ ２ ０．１３

蚕蛾科 Ｂｏｍｂｙｃｉｄａｅ １ ０．７９ １ ０．０６

长角蛾科 Ａｄｅｌｉｄａｅ １ ０．７９ １ ０．０６

天蛾科 Ｓｐｈｉｎｇｉｄａｅ １ ０．７９ １ ０．０６

卷蛾科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１ ０．７９ １ ０．０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２６ １００ １５８５ １００

图 １　 高山苔原带昆虫种⁃多度分布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ｔｈｓ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ｔｕｎｄｒａ ｔｕｎｄｒａ ｚｏｎｅ

３．２　 高山苔原带蛾类种⁃多度分布

利用以 ２ 为底对数的倍程对采集到的 １５８５ 头标本

按 Ｐｒｅｓｔｏｎ 的方法处理，拟合曲线为 Ｙ ＝ －１９．５４７ｌｎ（ｘ） ＋
４１．８０４，（Ｒ ＝ ０．９８４，Ｐ ＜０．００１），蛾类种⁃多度分布如图

１。 高山苔原带蛾类个体数较少的种类占多数，而数量

较多的种类占少数，其种⁃多度分布比较接近对数级数

曲线，即生态位优先占领假说。 按照这一假说，昆虫群

落中，蛾类对资源的占有多少按照如下方式分配，即第

一位优势种占据有限资源的一部分，第二位优势种又占

剩余资源的一部分，以此类推，按照此方式分配资源多

出现在物种数较少，群落所处的生境条件比较严酷［１４］。
３．３　 高山苔原带不同月份蛾类群落组成

高山苔原带 ６、７、８ 月蛾类的组成有较大差异，见表

２。 在各月份中，夜蛾科、尺蛾科和舟蛾科在 ３ 个月中都有分布，夜蛾科在各时间都占绝对优势。 ６ 月份只有

夜蛾科、尺蛾科、舟蛾科和虎蛾科，共 ２３ 种 １００ 个个体。 ７ 月份共 １０ 个科，是科数最多的月份，蛾类的物种数

和个体数远高于其它 ２ 个月份，分别占物种总数的 ８４．１３％和个体总数的 ７９．５０％，尺蛾科、夜蛾科物种数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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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总数的 １０％，夜蛾科个体数占总数的 ８７．６２％。 ８ 月份共 ６ 个科，尺蛾科、夜蛾科物种数超过了总数的 １０％，
夜蛾科个体数占总数的 ８５．０７％。 不同月份的优势也有较大差异，６ 月份的优势种为厉切夜蛾（Ｅｕｘｏａ ｌｉｄｉａ）、
寒切夜蛾（Ｅｕｘｏ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夜蛾（Ｍｎｉｏｔｙｐｅ ｂａｔｈｅｕｓｉｓ），７ 月份的优势种为绿组夜蛾和一色兜夜蛾，８ 月份的优势

种为黄绿组夜蛾（Ａｎａｐｌｅｃｔｏｉｄｅｓ ｖｉｒｅｎｓ）。

表 ２　 高山苔原带 ３ 个月份蛾类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ｔｈｓ ｉｎ ３ ｍｏｎｔｈｓ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ｔｕｎｄｒａ ｚｏｎ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６ 月 Ｊｕｎｅ ７ 月 Ｊｕｌｙ ８ 月 Ａｕｇｕｓｔ

Ｓ ％ Ｎ ％ Ｓ ％ Ｎ ％ Ｓ ％ Ｎ ％

夜蛾科 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 １６ ６９．５７ ９５ ７６．６１ ６８ ６３．５６ １１０４ ８７．６２ ３２ ７４．４２ １７１ ８５．０７

尺蛾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 ３ １３．０４ １７ １３．７１ １５ １４．０３ ４９ ３．８９ ５ １１．６３ １４ ６．９７

舟蛾科 Ｎｏｔ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 ３ １３．０４ ８ ６．４５ ９ ８．４１ ４４ ３．４９ ２ ４．６５ ３ １．４９

灯蛾科 Ａｒｃｔｉｉｄａｅ ５ ４．６７ ３６ ２．８６ １ ２．３３ ５ ２．４９

枯叶蛾科 Ｌａｓｉｏｃａｍｐｉｄａｅ ４ ３．７４ １１ ０．８７

波纹蛾科 Ｔｈｙａｔｉｒｉｄａｅ ２ １．８７ １１ ０．８７

螟蛾科 Ｐｙｒａｌｉｄａｅ ２ ４．６５ ７ ３．４８

虎蛾科 Ａｇａｒｉｓｔｉｄａｅ １ ４．３５ ４ ３．２３

毒蛾科 Ｌｙｍａｎｔｒｉｄａｅ １ ０．９３ ２ ０．１６

蚕蛾科 Ｂｏｍｂｙｃｉｄａｅ １ ０．９３ １ ０．０８

长角蛾科 Ａｄｅｌｉｄａｅ １ ０．９３ １ ０．０８

天蛾科 Ｓｐｈｉｎｇｉｄａｅ １ ０．９３ １ ０．０８

卷蛾科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１ ２．３３ １ ０．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３ １００ １２４ １００ １０７ １００ １２６０ １００ ４３ １００ ２０１ １００

３．４　 高山苔原带不同月份蛾类多样性

不同月份高山苔原带蛾类物种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均匀度各月份变化较大（图 ２），丰富度指数、多
样性指数都是 ７ 月份最高，６ 月份最低，均匀度指数的变化与多样性变化相反，为 ６ 月份最高，７ 月份最低，不
同月份间蛾类多样性指数与均匀度呈负相关（Ｒ ＝ －０．８９５，Ｐ＞０．０５），丰富度指数与均匀度呈显著负相关（Ｒ ＝
－０．９９８５，Ｐ＜０．０５）。
３．５　 高山苔原带不同月份蛾类种、个体数累积分布

６ 月份，高山苔原带蛾类的物种数和个体数较低，不足各自总数的 ２０％，到 ７ 月份时，物种数和个体数增

长较快，都超过了总数的 ８０％，这两个月份物种累积数量比重略高于个体数。 ３ 个月份所采集蛾类的物种和

个体数量累积比重见图 ３。 ３ 个月份蛾类种、个体数呈正相关（Ｒ ＝ １．０００，Ｐ ＜ ０．００１）。 夜蛾科、尺蛾科、舟蛾

科在 ３ 个月份都有分布，３ 个类群的物种数、个体数累积数量比重，见图 ３。
夜蛾科在 ６ 月份时物种累积数所占比重超过个体数，到 ７ 月份时，种、个体累积数量所占比重超过了各自

总数的 ９０％，物种数高于个体数，在 ３ 个月份中，种、个体累积数比重呈正相关（Ｒ＝ ０．９９６，Ｐ＞０．０５）。 尺蛾科在

６ 月份和 ７ 月份时，种、个体累积数比重比较接近，个体累积数比重略超过物种数，３ 个月份中，尺蛾科种、个体

累积数量呈正相关（Ｒ ＝ １．０００，Ｐ ＜ ０．０１）。 舟蛾科在 ３ 个月份中种、个体累积数量与夜蛾科相似，６ 月、７ 月物

种累积数比重超过了个体数，７ 月时，物种数累积已经达到 １００％，种、个体累积数呈正相关（Ｒ ＝ ０．９７５，Ｐ＞
０．０５）。
３．６　 高山苔原带蛾类与月份对应分析

对应分析能够从图中明显看到物种与环境（时间）的相互关系，对高山苔原带优势种和常见种共 ２２ 种蛾

类与 ３ 个月份进行对应分析，结果见图 ４。 在这 ２２ 种蛾类中，夜蛾科 １８ 种，尺蛾科 ２ 种，灯蛾科 １ 种，舟蛾科

１ 种。 其中，黄绿组夜蛾、椴裳夜蛾（Ｃａｔｏｃａｌａ ｌａｒａ）、仑狭翅夜蛾（Ｈｅｒｍｏｎａｓｓａ ａｒｅｎｏｓａ）对 ８ 月份的适应性更强；
夜蛾（Ｍｎｉｏｔｙｐｅ ｂａｔｈｅｕｓｉｓ）、康维尺蛾（Ｖｅｎｕｓｉａ ｃａｍｂｒｉｃａ）、厉切夜蛾对 ６ 月份的适应性较强。 而其它大多数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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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高山苔原带 ３ 个月份物种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均匀度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３ ｍｏｎｔｈｓ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ｔｕｎｄｒａ ｚｏｎｅ

图 ３　 高山苔原带 ３ 个月份蛾类、夜蛾科、尺蛾科、舟蛾科的物种、个体累积数量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ｏｆ ｍｏｔｈｓ， 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 Ｎｏｔ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 ｉｎ ３ ｍｏｎｔｈｓ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ｔｕｎｄｒａ ｚｏｎｅ

都集中在 ７ 月附近，对 ７ 月份有更强的适应性，尤其鹏灰夜蛾（Ｐｏｌｉａ ｇｏｌｉａｔｈ）和三角鲁夜蛾（Ｘｅｓｔｉａ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ｕｍ）
只在 ７ 月被采集到，优势种绿组夜蛾和一色兜夜蛾都对 ７ 月有较强的选择倾向。
３．７　 高山苔原带蛾类时间分布

为了描述各蛾类的时间分布，把各物种的分布时间进行数量化，用顺序日期进行处理，１ 年按 ３６０ ｄ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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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高山苔原带主要蛾类与 ３ 个月份的对应分析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ｉｎ ｍｏｔｈｓ ａｎｄ ３ ｍｏｎｔｈｓ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ｔｕｎｄｒａ ｚｏｎｅ

１：绿组夜蛾 Ａｎａｐｌｅｃｔｏｉｄｅｓ ｐｒａｓｉｎａ；２：一色兜夜蛾 Ｃｏｓｍｉａ ｕｎｉｃｏｌｏｒ；３：黄绿组夜蛾 Ａｎａｐｌｅｃｔｏｉｄｅｓ ｖｉｒｅｎｓ；４：异灿夜蛾 Ａｕｃｈ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５：椴裳夜蛾

Ｃａｔｏｃａｌａ ｌａｒａ；６：寒切夜蛾 Ｅｕｘｏ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７：鹏灰夜蛾 Ｐｏｌｉａ ｇｏｌｉａｔｈ；８：四点苔蛾 Ｌｉｔｈｏｓｉａ ｑｕａｄｒａ；９：夜蛾 Ｍｎｉｏｔｙｐｅ ｂａｔｈｅｕｓｉｓ；１０：旋秀夜蛾 Ａｐａｍｅａ

ｃｒｅｎａｔａ；１１：美金翅夜蛾 Ｃａｌｏｐｌｕｓｉａ ｈｏｃｈｅｎｗａｒｔｈｉ；１２：厉切夜蛾 Ｅｕｘｏａ ｌｉｄｉａ；１３：淡折线金翅夜蛾 Ａｕｔｏｇｒａｐｈａ ｂｕｒａｅｔｉｃａ；１４：白夜蛾 Ｃｈａｓｍｉｎｏｄｅｓ

ａｌｂｏｎｉｔｅｎｓ；１５：狄歹夜蛾 Ｄｉａｒｓｉａ ｄｅｗｉｔｚｉ；１６：岛切夜蛾 Ｅｕｘｏａ ｉｓｌａｎｄｉｃａ；１７：紫棕扇夜蛾 Ｓｉｎｅｕｇｒａｐｈｅ ｅｘｕｓｔａ；１８：康维尺蛾 Ｖｅｎｕｓｉａ ｃａｍｂｒｉｃａ；１９：仑

狭翅夜蛾 Ｈｅｒｍｏｎａｓｓａ ａｒｅｎｏｓａ； ２０： 东方双齿光尺蛾 Ｔｒｉｐｈｏｓａ ｄｕｂｉｔａｔａ ａｍｂｌｙｃｈｉｌｅｓ； ２１： 细羽齿舟蛾 Ｐｔｉｌｏｄｏｎ ｃａｐｕｃｉｎａ； ２２： 三角鲁夜蛾

Ｘｅｓｔｉａ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ｕｍ

每月 ３０ 天，将 ６ 月、７ 月、８ 月分别赋值为 １６５、１９５、２２５［１５⁃１６］。 对高山苔原带 １２６ 种蛾类的顺序日期进行统计，
计算出均值和标准差，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物种的活跃期的早晚，各物种顺序日期和个体数均值见表 ３。

表 ３　 高山苔原带蛾类各物种时间分布（均值±ＳＤ）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ｔｈｓ （Ｍｅａｎ±ＳＤ）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ｔｕｎｄｒａ ｚｏｎｅ

类群（种）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平均顺序日期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ｄａｔｅｓ
（Ｍｅａｎ±ＳＤ）

蛾类分布顺序日期
Ｍｏｎｔｈ ａｎｄ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ｄａｔｅ

６ 月 Ｊｕｎｅ
１６５ 种

７ 月 Ｊｕｌｙ
１９５ 种

８ 月 Ａｕｇ．
２２５ 种

个体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Ｍｅａｎ±ＳＤ）

夜蛾科 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

皱地老虎 Ａｇｒｏｔｉｓ ｃｌａｖｉｓ １９５ ＋ ２

亚奂夜蛾 Ａｍｐｈｉｐｏｅ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２２５ ＋ １

大红裙杂夜蛾 Ａｍｐｈｉｐｙｒａ ｍｏｎｏｌｉｔｈａ ２１０±２１ ＋ ＋ ７±６

果红裙杂夜蛾 Ａｍｐｈｉｐｙｒａ ｐｙｒａｍｉｄｅａ ２１０±２１ ＋ ＋ ４±２

绿组夜蛾 Ａｎａｐｌｅｃｔｏｉｄｅｓ ｐｒａｓｉｎａ １９５±３０ ＋ ＋ ＋ １１３±１８０

黄绿组夜蛾 Ａｎａｐｌｅｃｔｏｉｄｅｓ ｖｉｒｅｎｓ ２１０±２１ ＋ ＋ ５８±１７

８０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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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群（种）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平均顺序日期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ｄａｔｅｓ
（Ｍｅａｎ±ＳＤ）

蛾类分布顺序日期
Ｍｏｎｔｈ ａｎｄ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ｄａｔｅ

６ 月 Ｊｕｎｅ
１６５ 种

７ 月 Ｊｕｌｙ
１９５ 种

８ 月 Ａｕｇ．
２２５ 种

个体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Ｍｅａｎ±ＳＤ）

毁秀夜蛾东方亚种 Ａｐａｍｅａ ａｑｕｉｌａ ｏｒｉｅｎｓ ２２５ ＋ １

旋秀夜蛾 Ａｐａｍｅａ ｃｒｅｎａｔａ １９５±３０ ＋ ＋ ＋ １１±１２

异秀夜蛾 Ａｐａｍｅａ ｆａｒｖａ １８０±２１ ＋ ＋ ５±６

灵秀夜蛾 Ａｐａｍｅａ ｕｎａｎｉｍｉｓ ２１０±２１ ＋ ＋ ２±１

异灿夜蛾 Ａｕｃｈ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２１０±２１ ＋ ＋ ４２±４２

沙杰夜蛾 Ａｕｃｈｍｉｓ ｓａｇａ １９５ ＋ ４

丫纹夜蛾 Ｐｈｙｔｏｍｅｔｒａ ｐｕｌｃｈｒｉｎａ １９５ ＋ １

淡折线金翅夜蛾 Ａｕｔｏｇｒａｐｈａ ｂｕｒａｅｔｉｃａ ２１０±２１ ＋ ＋ １３±１６

袜纹夜蛾 Ａｕｔｏｇｒａｐｈａ ｅｘｃｅｌｓａ ２１０±２１ ＋ ＋ ４±４

满丫纹夜蛾 Ａｕｔｏｇｒａｐｈａ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ａ １９５±３０ ＋ ＋ ＋ ５±６

Ｖ 纹金翅夜蛾 Ａｕｔｏｇｒａｐｈａ ｖ－ｍｉｎｕｓ １９５ ＋ １

夜蛾 Ｂｌｅｐｈａｒｉｔａ ｂａｔｈｅｕｓｉｓ １９５±３０ ＋ ＋ ＋ １１±７

樱毛眼夜蛾 Ｂｌｅｐｈａｒｉｔａ ｓａｔｕｒａ １９５ ＋ １

美金翅夜蛾 Ｃａｌｏｐｌｕｓｉａ ｈｏｃｈｅｎｗａｒｔｈｉ １８０±２１ ＋ ＋ １６±２１

白斑兜夜蛾 Ｃａｌｙｍｎｉａ 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ａ １９５ ＋ ３

白夜蛾属 Ｃｈａｓｍｉｎｏｄｅｓ ａｉｎｏ １９５ ＋ ３

白夜蛾 Ｃｈａｓｍｉｎｏｄｅｓ ａｌｂｏｎｉｔｅｎｓ １９５±３０ ＋ ＋ ＋ ９±１０

白夜蛾属 Ｃｈａｓｍｉｎｏｄｅｓ ｂｒｅｍｅｒｉ １９５ ＋ ８

白夜蛾属 Ｃｈａｓｍｉｎｏｄｅｓ ｓｕｇｉｉ １９５ ＋ ３

一色兜夜蛾 Ｃｏｓｍｉａ ｕｎｉｃｏｌｏｒ ２１０±２１ ＋ ＋ ７５±８６

八纹夜蛾 Ｄｉａｃｈｒｙｓｉａ ｌｅｏｎｉｎａ １９５ ＋ １

碧金翅夜蛾 Ｐｌｕｓｉａ ｎａｄｅｊａ １９５ ＋ ４

青金翅夜蛾 Ｄｉａｃｈｒｙｓｉａ ｓｔｅｎｏｃｈｒｙｓｉｓ １９５ ＋ ２

山红夜蛾 Ｄｉａｒｓｉａ ｂｒｕｎｎｅａ １９５ ＋ １

分歹夜蛾 Ｄｉａｒｓｉａ ｄｅｐａｒｃａ １６５ ＋ １

狄歹夜蛾 Ｄｉａｒｓｉａ ｄｅｗｉｔｚｉ ２１０±２１ ＋ ＋ １３±１７

珠纹夜蛾 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ｌｕｓｉａ ｏｒｎａｔｉｓｓｉｍａ ２１０±２１ ＋ ＋ ７±５

白斑锦夜蛾 Ｅｕｐｌｅｘｉａ ａｌｂｏｖｉｔｔａｔａ １９５ ＋ １０

东风夜蛾 Ｅｕｒｏｉｓ ｏｃｃｕｌｔａ １９５ ＋ ２

虚切夜蛾 Ｅｕｘｏａ ａｄｕｍｂｒａｔａ １６５ ＋ １

岛切夜蛾 Ｅｕｘｏａ ｉｓｌａｎｄｉｃａ １９５±３０ ＋ ＋ ＋ ８±２

厉切夜蛾 Ｅｕｘｏａ ｌｉｄｉａ １８０±２１ ＋ ＋ １４±１０

白边切夜蛾 Ｅｕｘｏａ ｏｂｅｒｔｈüｒｉ ２１０±２１ ＋ ＋ ２

寒切夜蛾 Ｅｕｘｏ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１９５±３０ ＋ ＋ ＋ １４±５

斑盗夜蛾 Ｈａｄｅｂａ ｖａｒｉｏｌａｔａ １９５ ＋ ６

仑狭翅夜蛾 Ｈｅｒｍｏｎａｓｓａ ａｒｅｎｏｓａ ２１０±２１ ＋ ＋ １１±７

熏夜蛾 Ｈｙｐｏｓｅｒｏｔｉａ ｃｉｎｅｒｅａ １９５ ＋ １

桦安夜蛾 Ｌａｃａｎｏｂｉａ ｃｏｎｔｉｇｕａ １９５ ＋ ２

甘蓝夜蛾 Ｍａｍｅｓｔｒａ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ｅ １９５ ＋ ３

乌夜蛾 Ｍｅｌａｎｃｈｒａ 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ｅ １９５ ＋ ４

绿孔雀夜蛾 Ｎａｃｎａ ｍａｌａｃｈｉｔｅｓ １９５ ＋ ４

拱模夜蛾 Ｎｏｃｔｕａ ｃｈａｒｄｉｎｙｉ １９５ ＋ １

红棕狼夜蛾 Ｏｃｈｒｏｐｌｅｕｒａ ｅｌｌａｐｓａ １９５ ＋ ７

黑齿狼夜蛾 Ｏｃｈｒｏｐｌｅｕｒａ ｐｒａｅｃｕｒｒｅｎｓ ２１０±２１ ＋ ＋ ５±５

基角狼夜蛾 Ｏｃｈｒｏｐｌｅｕｒａ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１９５±３０ ＋ ＋ ＋ ４±４

９０８　 ２ 期 　 　 　 刘生冬　 等：长白山高山苔原带蛾类物种组成及其时间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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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群（种）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平均顺序日期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ｄａｔｅｓ
（Ｍｅａｎ±ＳＤ）

蛾类分布顺序日期
Ｍｏｎｔｈ ａｎｄ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ｄａｔｅ

６ 月 Ｊｕｎｅ
１６５ 种

７ 月 Ｊｕｌｙ
１９５ 种

８ 月 Ａｕｇ．
２２５ 种

个体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Ｍｅａｎ±ＳＤ）

鹏灰夜蛾 Ｐｏｌｉａ ｇｏｌｉａｔｈ １９５ ＋ ４０

灰夜蛾 Ｐｏｌｉａ ｎｅｂｕｌｏｓａ １９５ ＋ １

印铜夜蛾 Ｐｏｌｙｃｈｒｙｓｉａ ｍｏｎｅｔａ ２２５ ＋ １

冬麦异夜蛾 Ｐｒｏｔｅｘａｒｎｉｓ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 ２２５ ＋ １

焰夜蛾 Ｐｙｒｒｈｉａ ｕｍｂｒａ １９５ ＋ ５

棘翅夜蛾 Ｓｃｏｌｉｏｐｔｅｒｙｘ ｌｉｂａｔｒｉｘ ２１０±２１ ＋ ＋ ４±１

扇夜蛾 Ｓｉｎｅｕｇｒａｐｈｅ ｄｉｓｇｎｏｓｔａ １９５ ＋ ４

紫棕扇夜蛾 Ｓｉｎｅｕｇｒａｐｈｅ ｅｘｕｓｔａ １８０±２１ ＋ ＋ １３±１３

美陌夜蛾 Ｔｒａｃｈｅａ ｂｅｌｌａ １９５ ＋ １

黑环陌夜蛾 Ｔｒａｃｈｅａ ｍｅｌａｎｏｓｐｉｌａ １９５ ＋ １

镶夜蛾 Ｔｒｉｃｈｏｓｅａ ｃｈａｍｐａ １９５ ＋ １

镶夜蛾属 Ｔｒｉｃｈｏｓｅａ ｌｕｄｉｆｉｃａ １９５ ＋ ２

八字地老虎 Ｘｅｓｔｉａ ｃ－ｎｉｇｒｕｍ ２２５ ＋ １

兀鲁夜蛾 Ｘｅｓｔｉａ ｄｉｔｒａｐｅｚｉｕｍ １９５ ＋ ２

彩色鲁夜蛾 Ｘｅｓｔｉａ ｅｆ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ｓ ２２５ ＋ １２

褐纹鲁夜蛾 Ｘｅｓｔｉａ ｆｕｓｃｏｓｔｉｇｍａ １９５ ＋ ３

三角鲁夜蛾 Ｘｅｓｔｉａ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ｕｍ １９５ ＋ １６

夜蛾 Ｘｅｓｔｉａ ｕｎｄｏｓａ １９５±３０ ＋ ＋ ＋ ５±３

赭黄髯须夜蛾 Ｈｙｐｅｎａ ｏｂｅｓａｌｉｓ ２２５ ＋ ３

豆髯须夜蛾 Ｈｙｐｅｎａ ｔｒｉｓｔａｌｉｓ １６５ ＋ １

柳裳夜蛾 Ｃａｔｏｃａｌａ ｅｌｅｃｔａ ２１０±２１ ＋ ＋ ７±７

椴裳夜蛾 Ｃａｔｏｃａｌａ ｌａｒａ ２１０±２１ ＋ ＋ ２２±１４

裳夜蛾 Ｃａｔｏｃａｌａ ｎｕｐｔａ １９５ ＋ １

柞光裳夜蛾 Ｅｐｈｅｓｉａ ｓｔｒｅｃｋｅｒｉ １９５ ＋ １３

栎刺裳夜蛾 Ｍｏｒｍｏｎｉａ ｄｕｌａ １９５ ＋ １

庸肖毛翅夜蛾 Ｔｈｙａｓ ｊｕｎｏ １９５ ＋ １

尺蛾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

白斑鹿尺蛾 Ａｌｃｉｓ ａｌｂｉｆｅｒａ ２２５ ＋ ６

弯弓鹿尺蛾 Ａｌｃｉｓ ｒｅｐａｎｄａｔａ １９５ ＋ １

针叶霜尺蛾 Ａｌｃｉｓ ｓｅｃｕｎｄａｒｉａ １９５ ＋ １

新波帷尺蛾 Ａｍｎｅｓｉｃｏｍａ ｎｅｏｕｎｄｕｌｏｓａ １９５ ＋ ２

尺蛾 Ａｎａｇｏｇａ ｐｕｌｖｅｒａｖ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１９５ ＋ １

黑云尺蛾 Ａｐｏｃｌｅｏｒａ ｒｉｍｏｓａ ２２５ ＋ １

黄星尺蛾朝鲜亚种
Ａｒｉｃｈａｎｎａ ｍｅｌａｎａｒｉａ ｐｒａｃｏｌｉｖｉｎａ １９５ ＋ ２

丝棉木金星尺蛾 Ｃａｌｏｓｐｉｌｏｓ ｓｕｓｐｅｃｔａ １９５ ＋ ２

舒涤尺蛾 Ｄｙｓｓｔｒｏｍａ ｃｉｔｒａｔａ １９５ ＋ １

前涤尺蛾 Ｄｙｓｓｔｒｏｍａ ｋｏｒｂｉ ２２５ ＋ ４

黄灰石尺蛾 Ｅｎｔｅｐｈｒｉａ ｒａｖａｒｉａ ２２５ ＋ １

淡纹桦色尺蛾 Ｅｕｐｉｔｈｅｃｉａ ｃｌａｖｉｆｅｒａ １９５ ＋ １

齿缘四点尺蛾 Ｇｏｎｏｄｏｎｔｉｓ 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 １８０±２１ ＋ ＋ ３±３

凌幅尺蛾 Ｐｈｏｔｏｓｃｏｔｏｓｉａ ａｔｒｏｓｔｒｉｇａｔａ １９５ ＋ １

尺蛾 Ｒｈｏｐｔｒｉａ ｓｅｍｉ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ｔａ １９５ ＋ ２

四月尺蛾 Ｓｅｌｅｎｉａ ｔｅｒａｌｕｎａｒｉａ １９５ ＋ １

东方双齿光尺蛾 Ｔｒｉｐｈｏｓａ ｄｕｂｉｔａｔａ ａｍｂｌｙｃｈｉｌｅｓ ２１０±２１ ＋ ＋ 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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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群（种）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平均顺序日期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ｄａｔｅｓ
（Ｍｅａｎ±ＳＤ）

蛾类分布顺序日期
Ｍｏｎｔｈ ａｎｄ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ｄａｔｅ

６ 月 Ｊｕｎｅ
１６５ 种

７ 月 Ｊｕｌｙ
１９５ 种

８ 月 Ａｕｇ．
２２５ 种

个体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Ｍｅａｎ±ＳＤ）

盛光尺蛾 Ｔｒｉｐｈｏｓａ ｌａｒｇｅｔｅａｕａｒｉａ １９５ ＋ １

康维尺蛾 Ｖｅｎｕｓｉａ ｃａｍｂｒｉｃａ １８０±２１ ＋ ＋ １２±３

黑白汝尺蛾 Ｒｈｅｕｍａｐｔｅｒａ ｌｕｇｅｎｓ １６５ ＋ ２

舟蛾科 Ｎｏｔ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

白齿舟蛾 Ｌｅｕｃｏｄｏｎｔａ ｂｉｃｏｔｏｒｉａ １９５ ＋ ４

黄斑舟蛾 Ｎｏｔｏｄｏｎｔａ ｄｅｍｂｏｗｓｋｉｉ １８０±２１ ＋ ＋ ４±４

齿舟蛾属 Ｏｄｏｎｔｏｓｉａ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ｍａｒｕｍｏｉ １９５ ＋ ３

杨剑舟蛾 Ｐｈｅｏｓｉａ ｒｉｍｏｓａ １９５ ＋ １０

槐羽舟蛾 Ｐｔｅｒｏｓｔｏｍａ ｓｉｎｉｃｕｍ １９５ ＋ ３

细羽齿舟蛾 Ｐｔｉｌｏｄｏｎ ｃａｐｕｃｉｎａ １９５±３０ ＋ ＋ ＋ ６±４

粗羽齿舟蛾 Ｐｔｉｌｏｄｏｎ ｒｏｂｕｓｔａ １８０±２１ ＋ ＋ ４±４

黑条沙舟蛾 Ｓｈａｋａ ａｔｒｏｖｉｔｔａｔｕｓ １９５ ＋ １

富金舟蛾 Ｓｐａｔａｌｉａ ｐｌｕｓｉｏｔｉｓ ２１０±２１ ＋ ＋ １

灯蛾科 Ａｒｃｔｉｉｄａｅ

豹灯蛾 Ａｒｃｔｉａ ｃａｊａ １９５ ＋ １

白脉灯蛾 Ｇｒａｍｍｉａ ｑｕｅｎｓｅｌｉ １９５ ＋ １

四点苔蛾 Ｌｉｔｈｏｓｉａ ｑｕａｄｒａ ２１０±２１ ＋ ＋ １９±１９

斑灯蛾 Ｐｅｒｉｃａｌｌｉａ ｍａｔｒｏｎｕｌａ １９５ ＋ １

连星污灯蛾 Ｓｐｉｌａｒｃｔｉａ ｓｅｒｉａｔｏｐｕｎｃｔａｔａ １９５ ＋ １

枯叶蛾科 Ｌａｓｉｏｃａｍｐｉｄａｅ

杨枯叶蛾 Ｇａｓｔｒｏｐａｃｈａ ｐｏｐｕｌｉｆｏｌｉａ １９５ ＋ ２

李枯叶蛾 Ｇａｓｔｒｏｐａｃｈａ ｑｕｅｒｃｉｆｏｌｉａ １９５ ＋ ５

苹毛虫 Ｏｄｏｎｅｓｔｉｓ ｐｒｕｎｉ １９５ ＋ １

牧草毛虫 Ｐｈｉｌｕｄｏｒｉａ ｐｏｔａｔｏｒｉａ １９５ ＋ ３

螟蛾科 Ｐｙｒａｌｉｄａｅ

白蜡绢野螟 Ｄｉａｐｈａｎｉａ ｎｉｇｒｏｐｕｎｃｔａｌｉｓ ２２５ ＋ １

棉卷叶野螟 Ｓｙｌｅｐｔａ ｄｅｒｏｇａｔａ ２２５ ＋ ６

波纹蛾科 Ｔｈｙａｔｉｒｉｄａｅ

浩波纹蛾 Ｈａｂｒｏｓｙｎｅ ｄｅｒａｓａ １９５ ＋ ９

波纹蛾 Ｔｈｙａｔｉｒａ ｂａｔｉｓ １９５ ＋ ２
毒蛾科 Ｌｙｍａｎｔｒｉｄａｅ
柳毒蛾 Ｓｔｉｌｐｎｏｔｉａ ｓａｌｉｃｉｓ １９５ ＋ ２
蚕蛾科 Ｂｏｍｂｙｃｉｄａｅ
单齿翅蚕蛾 Ｏｂｅｒｔｈüｅｒｉａ ｃａｅｃａ １９５ ＋ １
长角蛾 Ａｄｅｌｉｄａｅ
小黄长角蛾 Ｎｅｍｏｐｈｏｒａ 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ｅｌｌａ １９５ ＋ １
虎蛾科 Ａｇａｒｉｓｔｉｄａｅ
艳修虎蛾 Ｓｅｕｄｙｒａ ｖｅｎｕｓｔａ １６５ ＋ ４
卷蛾科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槲银带小卷蛾 Ｐａｍｍｅｎｅ ｎｉｔｉｄｉａｎａ ２２５ ＋ １
天蛾科 Ｓｐｈｉｎｇｉｄａｅ
葡萄天蛾 Ａｍｐｅｌｏｐｈａｇａ ｒｕｂｉｇｉｎｏｓａ ｒｕｂｉｇｉｎｏｓａ １９５ ＋ １

　 　 “＋”表示物种有分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从表 ３ 中可以看出，不同蛾类的平均顺序日期具有一定的差异，在 ３ 个月份都被采集的种类共 １０ 种，其
中，夜蛾科 ９ 种，分别为绿组夜蛾、旋秀夜蛾（Ａｐａｍｅａ ｃｒｅｎａｔａ）、满丫纹夜蛾（Ａｕｔｏｇｒａｐｈａ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ａ）、白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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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ｓｍｉｎｏｄｅｓ ａｌｂｏｎｉｔｅｎｓ）、岛切夜蛾 （ Ｅｕｘｏａ ｉｓｌａｎｄｉｃａ）、寒切夜蛾、夜蛾 （Ｍｎｉｏｔｙｐｅ ｂａｔｈｅｕｓｉｓ）、基角狼夜蛾

（Ｏｃｈｒｏｐｌｅｕｒａ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夜蛾（Ｘｅｓｔｉａ ｕｎｄｏｓａ），舟蛾科 １ 种为细羽齿舟蛾（Ｐｔｉｌｏｄｏｎ ｃａｐｕｃｉｎａ），显示出这些种

类对苔原带的环境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在平均顺序日期 １９５ 时，蛾类的物种数最多，共为 ８１ 种。 平均顺序日期 １６５ 时物种数最少，只有 ５ 种，分

别为分歹夜蛾（Ｄｉａｒｓｉａ ｄｅｐａｒｃａ）、虚切夜蛾（Ｅｕｘｏａ ａｄｕｍｂｒａｔａ）、黑白汝尺蛾（Ｒｈｅｕｍａｐｔｅｒａ ｌｕｇｅｎｓ）、艳修虎蛾

（Ｓｅｕｄｙｒａ ｖｅｎｕｓｔａ）、豆髯须夜蛾（Ｈｙｐｅｎａ ｔｒｉｓｔａｌｉｓ），这些种类也只在 ６ 月被采集到，而在环境条件较好的 ７ 月却

没有采集到，显示出这些种类对 ６ 月的环境条件有较强的适应性，这可能与这些种类以成虫越冬、或羽化期较

早有关。 白斑鹿尺蛾（Ａｌｃｉｓ ａｌｂｉｆｅｒａ）、黑云尺蛾（Ａｐｏｃｌｅｏｒａ ｒｉｍｏｓａ）、前涤尺蛾（Ｄｙｓｓｔｒｏｍａ ｋｏｒｂｉ）、黄灰石尺蛾

（Ｅｎｔｅｐｈｒｉａ ｒａｖａｒｉａ）、槲银带小卷蛾、白蜡绢野螟（Ｄｉａｐｈａｎｉａ ｎｉｇｒｏｐｕｎｃｔａｌｉｓ）、棉卷叶野螟（Ｓｙｌｅｐｔａ ｄｅｒｏｇａｔａ）、亚
奂夜蛾（Ａｍｐｈｉｐｏｅ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毁秀夜蛾东方亚种（Ａｐａｍｅａ ａｑｕｉｌａ ｏｒｉｅｎｓ）、赭黄髯须夜蛾（Ｈｙｐｅｎａ ｏｂｅｓａｌｉｓ）、印铜

夜蛾（Ｐｏｌｙｃｈｒｙｓｉａ ｍｏｎｅｔａ）、冬麦异夜蛾（Ｐｒｏｔｅｘａｒｎｉｓ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八字地老虎（Ｘｅｓｔｉａ ｃ⁃ｎｉｇｒｕｍ）、彩色鲁夜蛾（Ｘｅｓｔｉａ
ｅｆ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ｓ）只在顺序日期 ２２５ 时（８ 月）被采集到，表明这些种类在苔原带的活跃期较晚，可能与是这些种类

的蛹需要一定时间的光照，使之达到一定的积温才能羽化有关。
在 ２２ 个优势种和常见种中，绿组夜蛾（１１３±１８０）、一色兜夜蛾（７５±８６）、四点苔蛾（Ｌｉｔｈｏｓｉａ ｑｕａｄｒａ）（１９±

１９）、美金翅夜蛾（Ｃａｌｏｐｌｕｓｉａ ｈｏｃｈｅｎｗａｒｔｈｉ） （１６±２１）、狄歹夜蛾（Ｄｉａｒｓｉａ ｄｅｗｉｔｚｉ） （１３±１７）、淡折线金翅夜蛾

（Ａｕｔｏｇｒａｐｈａ ｂｕｒａｅｔｉｃａ）（１３±１６）、紫棕扇夜蛾（Ｓｉｎｅｕｇｒａｐｈｅ ｅｘｕｓｔａ）（１３±１３）、旋秀夜蛾（１１±１２）、东方双齿光尺

蛾（Ｔｒｉｐｈｏｓａ ｄｕｂｉｔａｔａ ａｍｂｌｙｃｈｉｌｅｓ）（１０±１１）、白夜蛾（９±１０）、异灿夜蛾（Ａｕｃｈ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５±６）这 １１ 种的标准

差较大，显示其个体数量在不同时间动态较大，对时间的变化较为敏感，尤其是绿组夜蛾（１１３±１８０）、一色兜

夜蛾（７５±８６）。

４　 讨论与结论

长白山高山苔原带蛾类的种类和数量都较少，只采集到 １３ 个科，１３０ 种，１５８５ 头，夜蛾科为优势类群，个
体数占到总数的 ８６．４４％，绿组夜蛾和一色兜夜蛾为优势种。 长白山高山苔原带蛾类的多样性较低，远低于长

白山北坡的 ２４ 科，４４５ 种和小兴安岭凉水保护区的 ２８ 科 ５９８ 种［１７⁃１９］。
有研究显示小兴安岭凉水自然保护区、天津湿地七里海、冀西北坝上地区、长白山保护区北坡的蛾类种⁃

多度分布比较接近正态分布，蛾类的群落比较稳定，这与这些区域环境条件较为优越，适合多类蛾类生存有

关［１７， １９⁃２１］。 而本研究蛾类的种⁃多度分布，与长白山北坡针叶林带，天津团泊洼和北大港等地的蛾类种⁃多度

分布相近，比较接近对数级数模型的生态位优先占领假说，表明生态环境比较恶劣，优势性种类能够得到相对

较好的发展［２２⁃２４］。
蛾类的均匀度、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间密切相关，多数情况物种多样性指数与均匀度是一致的［２５⁃２６］。

但高山苔原带不同月份间蛾类多样性指数与均匀度变化不一致，主要原因是由于蛾类的种⁃多度分布接近生

态位优先占领假说，表明昆虫所处的生态环境严酷［２４⁃２７］，一些种类难以生存和繁殖，使得蛾类的数量较少，多
样性低。

植被是蛾类的重要食物资源，是影响蛾类生存、繁殖和种群数量变化的重要生态因素，同时，蛾类种群数

量变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反应植被和其它环境因子变化情况，植物的多样性与蛾类的多样性呈正相关，当植

物多样性高时，往往蛾类的种类和多样性也较高［２８］。 高山苔原带植被资源比较匮乏，尤其 ９ 月份时多数植物

已经枯黄，这影响着蛾类的食物来源，制约着昆虫种群数量扩张。 高山苔原带海拔高，年平均温度较低，只适

合部分种类生存，在长白山保护区其它生境中，蛾类的活跃期分布在 ６ 月至 ９ 月［１７， ２２］。 而在高山苔原带 ９ 月

中旬灯诱时没有采集到蛾类标本，蛾类成虫的活跃期主要集中在 ６ 月至 ８ 月。 不同月份蛾类的多样性各指数

都很低，差异较大。 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高峰在 ７ 月份，而均匀度在多样性较高的 ７ 月是却最低，这主要

是 ７ 月份环境条件相对最好，使绿组夜蛾和一色兜夜蛾的数量激增，各月份差异较大，导致均匀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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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蛾类各物种成虫出现时间进行数量化，有助于分析各物种分布时间的差异性，使其活跃期具有一定的

可比性。 通过顺序日期可以看出，虽然 ７ 月是蛾类种群数量的高峰期，但不同物种对时间的反应具有一定的

差异，各物种数量波动较大，即使优势种在各时间多度也相差较多。 显示出蛾类对环境变化具有较强的敏感

性，这与尤平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把蛾类作为指示性生物来反映环境的变化是可行的［１１，２９］。
高山苔原带恶劣的环境条件对各类群蛾类影响的具有一定的差异，在本研究中，只有夜蛾科为蛾类中的

优势类群，并且所占比重很高，显示出于夜蛾比其它类群对苔原带的恶劣环境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或高山苔原

带低矮植被能给夜蛾科提供相对较适宜的食物资源。 高山苔原带降雨较多，这也影响着昆虫的繁殖，尤其蛾

类对降雨较为敏感，频繁的降雨能够降低尺蛾的多样性［３０］。 在一些研究中，尺蛾科常为蛾类中的优势类群，
但在高山苔原带尺蛾科的数量却较少，只有 ２０ 种 ８０ 个个体，显示出尺蛾科对苔原带的环境条件适应能力较

差，或与苔原带降雨频繁有关。 低温能使高山苔原带昆虫生长期变短，同时，也限制昆虫的生长，这是导致蛾

类多样性低的一个重要原因［３１］。 当温度升高时，蛾类成虫往往有主动向高海拔扩散的行为，但恶劣的环境条

件使部分卵不能正常越冬，导致大多数种类不能存活［３２⁃３３］，蛾类对高山苔原生境的适应能力和扩散行为有待

进一步研究。
总之，高山苔原带环境条件非常恶劣，植被资源匮乏、温度寒冷和频繁的降雨制约着蛾类的生长和繁殖，

蛾类的多样性较低，成虫活跃期较短；不同类群的蛾类在高山苔原环境中显示出差异化的适应性，夜蛾科的种

类和数量都比较丰富，其对高山苔原带的适应能力超过其它类群，尺蛾科的适应性相对较低，蛾类对时间的变

化反应比较敏感。

致谢： 东北林业大学韩辉林教授帮助鉴定部分蛾类标本，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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