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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 系从昆大生 态区 系的角度叙述 了弄 岗自然保护 区昆火 区 系棍况
,

不同 生境下足虫 区

爪结 构
、

生态适应及 其分布规律等情况
,

并论述 了昆虫 的益害关系和生态平衡 关 系
.

前 言

弄岗自然保护区 是桂西南左江上游岩溶地区保存下来的面积较大
、

历史悠久的北热带常

绿季节性雨林区
,

在世界动物地理区划上
,

本保护区系属东洋区—
中国缅甸亚 地 区 的 北

缘
,

由于本区自然地理条件较复杂
,

气候暖热
,

雨量充沛
,

植被类型多样
,

人为干扰轻微
,

所以生物资源十分丰富
,

昆虫也不例 外
。

广西科学院生物研究室
,

广西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农科院的昆虫学工作者于 1 9了9年 9 月一

1 1月及 198 0年 5 月—
6 月先后对该保护区进行了实地考察

,

初步掌握了保护区及其边缘地

带夏季和秋末冬初不同生态条件下昆虫区系组成
,

区系结构
、

分布规律
、

昆虫的生态适应性

及益害关系等情况
。

并发现昆虫的 4 个新属
,

21 个新种及不少珍贵稀有种类
,

从而为今后北

热带季节性雨林区生 物科学的定位研究奠定了基础
,

也为广西重要农林牧害虫的综合治理
、

资源昆虫的开发利旧
,

岩溶地区 农休枚总体规划以及科普教学等工作积累 了初步资料

一
、

昆虫区系的一般特征

( 一 ) 自然地理概况

弄岗自然保护区位于桂西南左江下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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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实地 调查的尚有广西科 学院生物 研究室的计鸿 贤
、

林 日钊
、

广 西 农科 院植保室的廖

振均
、

王助 引等同志
。

昆虫标 本承蒙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充所昆虫分奚室
、

札京农业 大学植保

系
、

南开 大学生物 系
、

中国科学
.

健上海昆虫研 究所分类室
、

广 东中山 大学生物 系以 及华南 农

学院植保 系的三 + 余位 专家
、

教授们从百忙 中抽 出宝贵时间 给 子鉴 定
。

本稿在撰 写过程 中又

萦马世骏
、

夏凯令
、

胡 少波
,

金孟 肖诸教授给予热情提示 与指 导
,

于此 一 并致以诚 挚谢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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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属龙州
、

宁明二县管辖
,

森林覆盖面积 15 万余亩
,

地层为上古生代石 炭 纪

和二迭纪的海相碳酸盐岩
,

地质构造比较复杂
。

地貌以峰丛洼地为主
,

地表水流缺乏
,

但地

下河系比较发育
。 `

一
`

保护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夕底热带季风气侯区
,

春夏秋三季湿热多雨
,

冬季干旱
,

干湿季

节交替明显
.

年均温2 2℃ 一 全年大于 10 ℃的积温为78 比
.

6 ℃
,

年雨量平均为 13 50 毫米
,

年平

均相对湿度为 81 和
。

保护区的土壤属石灰土
。

植被以次生林为主
,

局部地区分布有原生植被
,

属北热带岩溶

常绿季节性雨林
· _ ` 一 `

( 二 ) 昆虫区系概况

在调查区内所采到的昆虫标本巳定名的有 5 65 种
,

`

分别
r

隶属…12 目 7 9科
,

其中以 鳞 翅目最

丰富
.

计 2 41 种
.

占总数的 4 2
.

6肠
:

鞘翅 目 1 14 种
,

占20
.

2肠
:

半翅目 62 种
,

占 11 肠
;

直翅 目

56 种
,

占9
.

9呱 ; 膜翅目 3 7种
,

占6
.

6肠
;

双翅目 1 9种
,

占3
.

百弧
,

其余 6 个目即蜻蜒 目
、

如仁镰

目
、

蛙螂目
,

等翅 目
、

竹节虫目和同翅 目共 36 种
,

约占6
.

4 肠
。

在上述昆虫中
,

种类 比较多的

科顺次为天牛科
、

蝗科
、

峡蝶科
、

灰蝶科
、

弄蝶科
、

蜻科
、

缘蜻科
、

眼蝶科
、

风蝶科及粉蝶科
。

现根据该保护区 21 7种昆虫的世界地理分布来看
,

东洋种计 有 工46 种
,

约 占67
.

28 肠
,

东

洋一书 古北兼有种6 4种
,

占2 .9 49 帕
,

古 北 种 3 种
,

仅 占址旅够
,

本 地 特 有 种 4 种
,

占

1
.

84 肠
.

.

在东洋区系中
,
一

东方亚种 91 种
,

.

占右2
.

3 2肠
,

印写业种砧种
, 一

舌 3 7
.

68 如
.

保护区的蝶类区系极为丰富
,

共发现20 1种
,

其中有东方亚种巴黎风 蝶 aP p iil o P a r is
、

豆黄粉蝶 E u r e m a h e e a b e 、

稻弄蝶 M
e l a n i t i s g o t o m a

、

直纹 稻 弄 蝶 P a , n a r a g u t l a t a
等

。

热带代表种有 白带环蝶 T h a u r i a a l i r i s
、

细线地图 蝶 C y r e s t i s n i 、 。 a n 、 v a l i s
、

粉带 红 峡 蝶

M
o d u z a p r o e r i , m i lo n i a 绿透翅风蝶 L a m p r o tP e r乒 m e g 。 , v i r o s e e n s

、 _

红 缘 粉蝶 D e l i a s
’

y p匀 “ 协 m et a r“ t e 。

丰富多采的蝶类区 系和不少热带型蝶类的出现
,

都是北热带综 合 自 然

地理特点的具体体现
。

蜻类区系的丰富度仅次于天牛而居第三位
,

在 57 种绪类昆虫中
,

大部分系属东洋区的广

布种 一 常见的有锐肩米缘蜻 M i e t i ` g a l l i n a 、

离斑棉红蜷 D y s d e r e u : e i n g 。 l a t u s
、

华钩盾 蜻

S o l e n o s t e t h i a m e h i n e n s e 、

梭 蜷 M o g a r r h a m p h u s h a s t a j u s 及 环 角 嗯 猎蜷 E n d 。 c h u s

e

ing
a l o n s i s等

。

北热带代表种有菲棘缘蜷 C l e t u s f e a n u s 、

环勺猎蟾 C o s m 。 l e s t e s a 。 n u l i p e s 、

黑腹兜蜻 A s p o o g o p u s n i g r i v e n t r i s等
.

保护区的蝗虫种类已鉴定的有6 8种
,

其中东洋区系成员 有 长 翅 板 胸 蝗 S p a ht o s t e r o u m

p r a s i n i f e r u m
、

华蝗 S i n a e r i s o r e o p h i l u s
、

赤胫稻 蝗 O X g a d im i n u t a
等 3 3种

;

东 洋— 古 北

兼有种有中华剑角蝗 A c r id a e h i n e n s i s 、

花胫绿纹蝗 A i o l o p u s t a m u l u 。
、

二色戛蝗 G o n i、 t :

b i e o l o :
等 2 6种

,

北热带特有属有龙州蝗属 L o n g z h o u a e r i S (新属 )
、

凸越蝗属 T r a u l i t o n k i n a s i s

(新属 )及陇根蝗属 L o n g g e n a r i s (新属 )
、

北热带特有种有叉尾 凸越蝗 T r a u l i t o n a s is b i f u r c a t n s

( 新种 ) : 斑边陇根蝗 L o
吐 ` e n a e r i s m a e u l a e a r i n a

( 新种 ) 及二斑 野 蝗 F e r b i xn a e u l a ` u s

〔新种 只 在东洋区系中
, 一

东方亚种有 ` 2种
,

印马亚种有 21 种
.

将弄 岗保护区的蝗虫区系与龙胜花坪保护区的对 比如下
:

本文 1 9 8 2年 9 月 20 日收至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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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 岗 与 花 坪 蝗 虫 区 系 对 照 表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洋一古
二化化 本 地 特 }}}

%%%%% 种数数 %%% 种数数 肠肠 种数 种种 有 种 …总 i }}}

种种种种种种种数

…
,, ”卜数

{
, ……

333 6
.

3 666 2 lll 6 3
.

6 444 2 333 6 2
.

3 666 16 !!!丽瓜瓜
44444 { 5 333

666 1
.

9 000000000
{{{{{{{{{{{{{

8888888 3 8
.

1000 2 111 5 2
.

5 000 l 777 4 2
.

5 00000 4 000

据上表弄 岗自然保护区
,

东洋种所占比例大于花坪自然保护区
,

相反
,

东洋— 古北兼

有种
,

后者则明显大于前者
。

在东洋区系中
,

弄岗以印马亚种占优势
,

而花坪则以东方亚种

占优势
,

因此
,

以上二地区在州一级的动物地理区划上是有明显差别的
。

其他属于亚热带的代表种尚有橙斑白条天牛 B a t o c e r a d a v id i , D e y r o l l e
、

澳 门绿 虎天

牛 C h l o r o p h o r u s r e d u t u s
、

土陇大白蚁 M a e r o t e r m e s a n n a n o l a l e i等
.

根据以上昆虫区系特点
,

本保护区 昆虫地理区划可大致划分为以下各级
:

陆地昆虫界

东洋地区— 中国缅甸亚地区

华南热带雨林草原区

滇南低山丘陵红黄壤省

桂西南岩溶地貌旱作州

龙州— 宁明左江上游常绿季节性雨林昆虫生活小区

二
、

不同生态环境下昆虫种类组成及其生态适应性

弄岗的昆虫栖息地大致可区分为以下五类
:

( 1 )洼地草丛 ( 2 ) 山麓藤本灌丛 ( 3 ) 山坡常

绿季 节性雨林 ( 4 ) 山顶疏林 〔 5 )岩洞
。

1
、

洼地草丛 多分布于 峰丛谷地或洼地 内
,

地形比较开阔
,

起伏平缓
。

草丛的

一般生态特点是 日温差大
,

空气和土壤的湿度变幅大
,

光照充分 ( 高草 丛除外 )
,

干湿季节

交替明显
,

大雨期间
,

沥水暴涨暴落
。

由于受地形
,

土 壤湿度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
,

又有

矮 草丛
、

中草丛和高草丛之别
。

( 1 )矮草丛 代表地区为陇呼和板止条形谷地中的部分荒地
。

优势植物为竹节草

C h r , s o P o g o n a c i C 、 , l a t u s 、

娱蛤草 E r e m o c h l o a c i l i a r i s和狗牙根
。

矮草丛中昆虫种类 比

较丰富
,

常遇种为
:

东方车蝗 G a s t r i m a r g : 5 a f r i C a m u s o r i e n t a l i s 、

小稻蝗 O x y a h , l a

i s t r i e s t a
、

赤胫稻蝗
、

锐肩米缘蜻 M i c t i s g a l l i n a 、

黄
·

: {孚犀猎蜻 s y e a n u s e r o c e o v i t t a t u s
、

蚊蜷 e i。 x i a
、

l主m b a t a
、

稻红瓢虫 A l e s i a d i s “ o l o r 、

白头亚昧蝇 p a r a s , r e o p h a ; a a l b i e
一

e p s
、

黄头兰叶甲 A : c t o e e : a m i : a b i l i s
、

黑条轰撕 D u c e t i a 只 a p o n i e a 及多 种 蝶 类
、

峰

类
、

蛇类等
。

以蝗虫和蠢嘶 占优势
。

〔 2 ) 中草丛 这一类型的代表地区为石达
、

陇防
、

三卡
、

陇生及陇瑞一带的 圆佳

地
,

一般为多年撩荒地
,

植丛高度在。
.

5一 1
.

5米之间
,

每逢雨季有短期积水
,

但排水较快
。

昆虫种类丰富
,

主要种类有小卵翅蝗
、

山稻蝗 O x y a a g a v is a 、

华蝗
、

纺梭负蝗 A tr a “
ot m一

o r p h a s i n e n s i s
、

长翅大头蝗 O x y r r h 。 p e s o t t u s a
、

黑条蠢蝴
、

大稻缘蜻 L e p t o c o r i 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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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ut a、

岱蜷D al p od a o c ul at a
、

梭蜻 M e gar rh a mp h u sh a st at u s
、

台湾 龟 甲
`

r a i wa` 1 1

r at i
、

小兰蝉 M
o gn a: ia e yan ea、

.

中华蛙螂
’

rn o od r er a a:
d if ol ; a等

。

中草丛通常分布于距村庄略远
,

受人为干扰较小的封闭圆注地内
。

因受峰丛 阻隔
,

圆注

地与外围耕作区生物群之间的种类交换多少受到限制
,

因此
,

洼地的昆虫相与外围耕作区既

近似又有差异
。

( 3 )高草丛
’

代表地区为四转
、

陇荣洼地
,

这些佳地距离村庄很远
, 一

长期以来未受

到人类的干扰
,

杂草处于自生 自灭 状态
,

植被高大而稠 密
,

草丛高度达 1
.

5一 2
.

5米
,

复盖度

在叭百左右
、

优势植物为臭根子草
,

蔓生蔫竹及斑茅
。

昆虫区系比较单纯
,

种类和数量 都 很

少
,

主要种类有
:

十字蝗 E p i s t a u r u s a be r r a n s
、

方异距蝗
、

梭蝗
、

纺织娘入J e e o p o d a e l一

邹舒 t今: 一日本毅嘶 H ol o c h o r “ g “
oP in c “

、

神农药蜕螂
、

中华膛螂等
。

广 方
_

高草丛中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因茎叶已老化
,

且草丛间湿度过大
,

均不利于昆虫栖息和生

活
,

故这类洼地草丛昆虫相的特点是种类贫乏
,

数量甚少
,

优势种不明显
。

、

多数昆虫系属植食性动物
,

因此在同一自然地理区域内
,

昆虫的分布与植被的关系更为

密切
,

在各类洼地草本植物群落中
,

禾本科
、

豆科和菊科植物种类多
,

分布广
,

而嗜食这些

植物的多种蝗虫
、

一

羲撕便分别构成了洼地草丛的优势种
。

昆虫又属于变温动物
,

其体温系随周围环境温度 的变化而升降
。

通常阳性昆虫均喜好阳

光和较高的温度
,

矮草丛 与中草丛白昼阳光充足
,

温度 比常绿林为高
,

热带性较强
,

除草丛

本身固有昆虫种类外
,

周围生境中活动力较强的种类亦 向草丛趋集
,

故此类草丛 昆虫区系 比

较丰富
,

高草丛则并非如此
。

草栖性 昆虫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发达的运动器官
,

譬如强大的后足
,

发达的翅
,

活动能

力较强
。

2
、

山麓藤本 灌丛 该植被类型多分布在峰丛谷地边缘的山麓
,

与常绿季节性雨

林相邻
,

有些则分布在较小的 峰 丛 洼 地内
。

地形平坦略带坡度
,

土壤类型与洼地草丛大致

相仿
。

因生态条件的差异
,

山麓藤本灌丛又可分为
:

( 1 ) 白鹤藤
、

葛藤
、

金樱子群落
。

( 2 ) 白饭树
、

番石榴
、

马甲子群落
。

( 3 ) 野蚂蝗
、

雀

梅藤
、

假鹰爪群落
。

( 4 ) 灰毛浆果楠
、

钩藤
、

八角枫群落
。

这几个植物群落中常见的 昆虫有越北蝗
、

越北切翅蝗
、

变色鸟锰 E r 扭 n ht o s v 。 : s i co l盯
、

九香虫 A S p o n g 。 p u s C h i n e n s i s
、

大臭蜻 M
e t n y m i a g l a n d u l o s a

、

环角嗯猎蜻
、

紫 兰 丽盾蜻

C h r y S 。 c o r i s s t o l i i
、

暗斑黄叶甲 M
。 n o l e p t a ; l i g r i p e s

、

竹节虫
、

中华蝗 螂等
。

本植 物群落

以蝗虫蜷类略 占优势
。

山麓藤本灌丛是洼地草丛与山坡常绿季节性雨林之间的过渡地带
,

植物种类复杂
,

除灌

木和藤本植物外
,

尚分布有草本植物和小乔木
。

在 昆虫群落组成方面
,

除灌丛本身固有种类

外
,

还包含从草丛和常绿林扩散而来的部分草栖性和林栖性昆虫
。

藤本灌丛通常是多食性或寡食性昆虫的孽生繁殖场所
。

也是许多寄生性和捕食性天敌猎

食和临时栖息场所
。

在阳光充足并分布有蜜源植物的地方
,

是多种蝶类活动场所
。

然而在小

面积封闭圆佳地荫蔽的藤本灌丛中
,

昆虫种类和数量都十分贫乏
。

长期定居于藤本灌丛中的昆虫
,

对光照和温度的适应性较强
,

在一般情况
`一

厂
,

喜在阳光

充足的温暖处活动
。

但夏
、

秋季中午前后
,

在强光和高温下
,

则向荫蔽处转移
,

所以半荫半

阳的植物丛往往是多种灌栖性昆虫最适亘的栖息和活动场所
。

另一些昆虫如毒蛾
、

枯叶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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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蛾的幼虫
,

其体壁表皮细胞常特化为长毛或枝状长刺
,

这种体蔽物在高温下有帮助蒸发维

持体内水分平衡和调节体温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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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丛中的固有种一 般活动能力较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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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檐鸡等
,

常

定居在特定的寄主植物上
,

很少转移
。

另一些昆虫如象甲
、

肖叶甲等
,

则具有明 显 的 伪 死

性
,

一旦受惊即跌落下来潜伏不动
,

藉此逃避天敌的袭击
。

3
、

山坡常绿季节性雨林 一般分布于石山缓坡或部分陡坡上
,

在保护区的各种

类型植被中
,

所占面积最大
。

海拔 30 0米以下的土壤属山地棕色石灰土
,

3 00 米以上至山顶区

属山地褐色石灰土
。

季节性雨林层次不明显
,

结构杂乱
,

林冠互相交替
,

并有各种大型藤本植物攀缘
,

茎花和板根现象比较明显
。

森林生态特点是植被郁闭度高
,

光照弱
、

湿度大
,

林内温度明显

低 于草丛和灌丛
,

日温差小
.

常绿季节性雨林又可分为
:

( 1 )实竹
、

闭花木群落
。

( 2 ) 海南风

吹楠
,

银鹊树
、

岭南酸枣群落
。

( 3 ) 肥牛树
、

米浓液
、

铁带藤群落
。

( 4 )广西 愕 树
、

人 面

子
、

海南铿木群落
。

常见昆虫种类有红翅龙州蝗
、

二斑野蝗
、

叉尾凸越蝗
、

斑边 陇根蝗
、

长

角象甲
、

鹿天牛
、

黄翅大熨
、

肖若网熨
、

黑翅土熨
、

瘦黑蜕
、

外来侵入种有 白 带 环 蝶
、

眼

蝶
、

胡蜂等
.

本植物群落昆虫区系极贫乏
,

以黑翅土熨数量最多
。

本保护区常绿季节性雨林的植物种类虽复杂
,

但昆虫群落组成却 比较简单
,

除熨类外
,

一般昆虫虫 口 密度低
,

为害程度轻微
,

不致造成经济损失
.

北热带常绿季节性雨林是一个比较荫蔽的生境
,

定居在森林 内的昆虫多属耐荫种类
,

要

求弱光照 和比较稳定的温湿条件
,

林内温度的变化对 昆虫色彩斑坟也有一定影响
,

雨季湿度

大时
,

常出现湿季型— 暗色系统的蝶 类
。

如 暗 竹 眼 蝶 L e t he
s p

、

破竹眼蝶 L
.

s in or ix

va dn
a ,

而早季这些眼蝶的色彩则转变成干季型— 浅 色系统
。

另一些昆虫在森林内长期生 存适应的结果
,

产生各种拟态现象
,

如竹节虫演变为树枝状或

刺藤状 ; 枯叶蝶演变为枯叶状
;

洋麻钩蛾其前后翅演变成与石灰石相仿的色泽和花纹等等
。

生活于树干的钻蛀性昆虫
,

如白蚁
、

天牛 (幼虫 )
、

金针虫
、

锹甲等
,

因在黑暗处长期生

活
,

常缺乏发达的视觉器官
,

但具有发达而坚硬的大弩页
,

适宜于蛀食木质纤维
.

昆虫在形态结构和行为上的演变
,

系在 比较稳定的生境下
,

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所产生

的生态特化现象
,

也是对各种生态因子长期适应的必然结果
。

4
、

山顶疏林 这一类型植被多分布于石山的山 顶区
,

属 山 地 褐 色 石 灰 土
,

土壤肥力高
,

但土层浅薄
。

山顶疏林的生态特点是林木稀矮
,

植物种类 比较单纯
。

另方面地

面裸露面积大
,

风速大
,

相对湿度小
,

温度 日变化明显
.

如假石梓
,

青香木群落
,

分布于石

达一带
,

伴生树种有青篱柴
、

大齿化香
,

实竹等
。

昆虫有方尾越北蝗
、

中国癫象
、

碧蜡蝉
、

暗竹眼蝶
、

胡蜂
、

红翅龙州蝗
.

山顶疏林内昆虫区系贫乏
,

该植物群落的固有虫 昆种类为中 国 癫 象 和 碧 蜡 蝉 G e is h a

“ p
· ,

其余种类均属外来侵入 种
。

5
、

岩洞 在 岩溶地貌发育过程中
,

有溶解能力的水与可溶性岩石相互作用的结

果
,

形成大小不等的岩洞
,

其共同的生态特点是温湿度变幅小
,

在较深的岩洞内完全无光
,

无植物分布
。

对昆虫而言
,

岩洞是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离
,

受干扰少的特殊生 境
。

5 0一 1 00 米

较深而干湿适宜的岩洞
,

常常是洞穴 昆虫栖息和孽生繁殖最适宜的场所
,

常 见的昆虫为岩洞

灶马和 洞穴蛛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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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 马喜生活于岩洞内的岩石裂缝和半封闭的小洞穴内
,

通常零散分布于全洞
,

有时也营

聚居生活
,

据调丧在楞垒的一个岩洞内
,

在不到一平方米的石隙间
,

曾发现有数百头灶马聚

居一处的现象
.

啡蜿多匿居于钙化板与岩壁之间的空隙处
,

单独生活或数头聚居一处
,

喜生 活 于 较 干

处
。

是北热带岩浴地区特有的种类
,

在桂北一带的岩洞 内未发现此虫
。

岩洞灶马与洞穴啡镰均为定居于洞穴内的昆虫
,

在长期黑暗无光的生态适应下
,

其器官

与功能已产生不同程度的特化现象
,

如视觉器官明显的退化
,

听觉不发达
。

相反
,

具有相当

发达的感觉器官
,

如洞穴州卜镰 的触角甚长
.

几与体长相等
,

而岩洞灶马的触角约超过体长的

两倍以上
,

同时这两种昆虫的足均多刺或多毛
,

感觉十分灵敏
,

稍一触及
,

就迅即逃跑
。

总之
,

在不同生态环境下栖息着不同种类和数量的昆虫
,

这是在一定的地质时期和地理

历史条件下
,

昆虫经过长期适应
、

发展与演化的结果
。

昆虫和地形
、

气侯
、

上壤
、

’

水分
、

植

被及动物等环境因素共同溶合成一个生态系统皎整体
,

它们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
,

只

要上述生物因素或环境因素不发生剧烈地变动
,

这一生态系统就会保持其相对稳定的动态平

衡状态
。

三
、

昆虫相的季节演变

一年之内保护区的昆虫相不是永恒不变的
,

而是随着季节的更替
,

昆虫的群落组成
,

种

群密度和分布状态不断发生 相应的变化
。

据 19 8 。年 5 一 6 月对该保护区补点调查结果
,

获共

得 昆虫 707 种
,

各目的种数与79 年 9 一 1 1月份对比有较大的差异
,

列表比较如下
:

二…墓工…扮比
从上表可以看出

,

夏季昆虫总种数比秋冬季多 3 3 8种
,

除鳞翅 目昆虫种类略有减 少 外
,

其余 11 个 目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

其中以鞘翅 目增长幅度最大
,

夏季超过冬季的 4 倍以上
,

以下顺次为双翅 目
、

半翅 目
、

膜翅 目和直翅 目
。

昆虫区系发生季节性演变的主要原因与昆虫发育节律及生物学与生态学特性 有 密 切 关

系
。

北热带季节性雨林 区春夏季高温多雨
, ’

相对湿度大
,

植物幼嫩繁茂是一年 一 代 或一年

多代昆虫的羽化
、

补充营养和大量繁殖季节
,

故昆虫区系十分丰富
,

种群数量高
。

相反
,

秋末

冬初
,

气温下降
,

天气干旱
,

部分阔叶树种及草本植物已逐渐枯萎
,

有些佳地草丛被群众大

人 烧毁
,

许多昆虫也由交尾产卵期进入哀老死亡期或潜伏越冬阶段
,

故在种类和数量上均有

明显的下降趋势
。

以鞘翅 目天牛科为例
,

一般 以幼虫越冬
,

或以成虫在蛹室 内越冬
,

翌年春

夏 间外出活功
,

秋季陆续死亡
口

据 1 9 8 0年 5 一 6 月补点调查
,

获 得 天 牛 l叨
一

余种
,

已 鉴 定

62 种
,

而了g年 9 一 1 1月仅获得 8 种
,

差异悬殊
。

再以鳞翅 目为例
,

夏季调查时
,

天蛾科
、

毒

蛾科
、

枯叶蛾科
、

夜蛾科和 尺蛾科的部分昆虫尚处于幼虫阶段
,

故在成虫的种类上 比秋冬季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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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捕食性天敌昆虫中
,

以红蜻
,

黄蜻和中华蝗螂分布最广
,

种群密度大
,

捕食能力强
,

作用大
。

前两种主要在 积水地附近的低空捕食各种小型 昆虫
,

后者系在草丛或 灌 丛 间 捕食

中
、

大型 昆虫
,

如蝗虫
、

蠢嘶等
。

寄生性天敌以寄蝇分布较广
,

种群数量虽不多
,

但作用较

大
,

通常喜在藤本灌丛和郁闭度较小的森林内活动
,

寄生多种鳞翅 目幼虫
,

如蚕饰腹寄蝇以

马尾松毛虫
、

天蛾和风蝶等昆虫的幼虫为寄生对象
。

上述天敌昆虫在适宜的生态条件下
,

对

害虫种群消长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

( 3 )重要农林害虫 调查区的重要农林害虫计有 38 种
,

分别隶属于 7 目 18 科
.

据调查
,

为害性较大的农业害虫有为害水稻的三化螟
、

稻纵卷叶螟
、

稻瘦蚊及小稻蝗
;

为害豆类的有东方车蝗 与线斑腿蝗
.

重要的森林害虫有为害各种林木的多种天牛
;

为害倒木

的黑翅土熨
,

肖若网熨
、

黄翅大熨及为害竹林的黑翅竹蝗和大青脊竹蝗
。

本 文最后部分针对弄 岗林区的特点和存在间题
,

提出 以下建议
:

( 1 )设立定位站开展北

热带森林生态系的定位研究问题
.

( 2 )在半保护区开辟紫胶园
,

并建立种胶 基 地 的 问 题
.

3 )进一步摸清弄岗林 区资源昆虫
,

特别是天敌 昆虫的种类
、

数量
、

分布和作用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