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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钦州港红树林昆虫群落及其多样性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钦州港红树林昆虫 

种类较少 有 2o种；优势种为黑褐圆盾蚧、白囊蓑蛾和海滨伊蚊；在秋季 卷蛾科的 

Lasiognatha sp，发生猖獗 造成大面积桐花树受害；昆虫群落的多样性和均匀性在各季 

节均较低·这与现铁州港红树林生态地理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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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 were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20 species of insects in 

mangroves of Qinzhou hay． The dominant species of insects were 

Chrysomphalus aonidum ，Chalioldes kondonis and Aedes togoi．In autumn， 

Lasiognatha sp．of Tortricidae happened rampantly，causing large acea 。f 

Aegiceras corniclglum being harmed ． The ins ect community diversity and 

evenness were all low in every season。which is related to the serious destruc— 

tiveness of eco geography enviroment of mangroves in Qinzhou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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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钦州港红树林是中国红树林面积最大的区域，目前海滩围垦和滩涂养殖对红树林的 

破坏很大，亟待建立保护区【 。探讨红树林昆虫群落及其多样性，对了解红树林 昆虫群落优势 

种，多样性和均匀性的时间格局，制定生态对策，防治红树林病虫害等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作者在钦州港对红树林昆虫群落生态学傲了初步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地点撅况 

钦 州 港位 于北部湾顶部 ，广西沿岸 中段，地理座标 108 28 20 ～45 30 E，21。33 2O”～ 

丝：! ：垦童垩垫 季风气候区，雨季较长，旱季明显，夏季炎热多雨，湿度大，冬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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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干燥 ；季 风明显 ，冬季 以 N 和 NE 向风 为主 ．夏季 以 SW 向风为主 ·气候 交换条 件 

好 。年 均气温22．o℃～23．4℃，年均 日照 时数 1 600 h～1 800 h，年 均降雨量2 075·7 mm 
～ 2 106．5 tlarn，雨季在 4～1o月间，夏秋季常出现 7～10级台风或大风灾害。年均相对温度 

83 ，年均风速 2．7～3．8 m／s，年均表层水盐度 28．24 ppt，年均表层水温 23·14℃ 。 

该区的土壤属滨海盐土 ，土壤含盐量多在 0．6 ～1．5％之问。在红树林生长的地方则以 

红树林潮滩盐土亚类为主 ，土壤属粘质或壤质 ，外滩为细沙质 该区红树林组成以桐花树群 

落占优势 (约占60 )，其次为白骨壤群落 【约占3o％)，秋茄树群落面积较少 (约占io％)， 

而木榄只有零星分布的植林 

1．2 调查方法 

在钦州淮选取2个10×10 m 样方进行昆虫调查-以网捕法采虫为主。分别在1995年4 

月 9日、7月 26日、10月 20日、1 2月 2o日各调查 1次，记载红树林叶片、枝干上的昆虫种 

类和数量。 

1．3 数据分析方法 

生态优势度指数 【f)采用 Berger—Parker指数 ： 

f= N max／NT 

昆虫群落多样性测度采用能较好地体现昆虫群落结构复杂程度的 Shannon—Wiener多样 

性指数公式 ]： 
～  

_ 

H 一一∑P．In 矗 1，2，⋯) 

均匀性(E)测定采用下式[ ： 

E— H ／H max= H ／m 

2 结果与分析 

2．1 昆虫群落结构的种类组成 

经野外观察和室内鉴定，在调查点中发现钦州港红树林昆虫群落结构组成有 7目1 6科 

19属 20种。该林区昆虫主要有红彩真猎蝽 【Harpactor̂ scipes)、红蜡蚧(Ceroplastes rubens)、 

黑褐圆盾蚧 (Chrysomphalus aonidum)、黄毛萤叶甲(Pyrrhcdta sp．)、白囊蓑蛾 (Chalioides 

kondonis)、蜡彩蓑蛾(Chalia larminati)、Lasiognatha sp．广大腿小蜂 [Brachymeria la~us(Walk— 

er)]、海滨伊蚊 (Aedes togoi)等。各季节红树林区昆虫种类组成差异较大：春季 7种，夏季 

8种，秋季 14种，冬季4种。就 16个科的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相对丰富度来说，一年四季均 

以同翅目盾蚧科为最高。 

2．2 生态优势度、主要优势种及其群落的时间结构 

经用Berger·Parker优势度指数测定不同季节红树林昆虫的优势种，结果见表 1。 

从表 1可知，钦州港红树林昆虫群落的优势种为黑褐圜盾蚧、白囊蓑蛾和海滨伊蚊。优 

势种在季节上变化并不很大，黑褐圆盾蚧的优势度在不同季节均居领先地位。 

2．3 昆虫群落的多样性和均匀性 

2．3．1 多样性、均匀性的时问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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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季节昆虫群落分析进行 H 、E、Ⅳ(个体数)、S的统计，见冈 1。 

从图 1看出，多样性以 4月 

份最高，7月下降，10月上升，1 2 o 

月陡降至全年最低值。均匀性表 3 o o 6 ＼、 

现的时空格局趋势 和 H。基本一 0 4． 、＼ ～ 

致．多样性高或低时，均匀度相 。～ ～ 

对地高或低一但在秋季有些异常． ＼、 

以上结果初步表明，钦州港 ； z一 

红树林 区昆虫群落多样性和均匀 4 5 6 7 8。l。 “ ‘月) 5 0 9 。 “ 
性在各季节均较低。笔者认为，这 图 群落多样性值 ‘ 。)、均匀性(D、个体数 Ⅳ) 取对数 

与现钦卅1港红树林生长的地理环 值)、种类丰富度 )的时间格局图 

境 日益遭受人为破坏密切相关。调查研究样地四周环水，红树林大多距海堤 15~20 m，海水 

含盐度高，土壤含沙质较高，红树林生长发育较迟缓，普遍矮小 ，涨潮时太多红树林易被海 

水淹没，因而栖息在该处红树林上的昆虫种类和数量均较低。再者．因近年来钦州港作为太 

西南 出海通道正在抓紧建设，红树林面积 日趋缩小，当地渔民每天出入红树林开展滩涂养殖 

及捕捞工作，对红树林的破坏较太，这是造成该区昆虫群落多样性和均匀性低的主要原因。另 

外．调查结果表现有些异常与海洋气候多变．采集昆虫冒雨进行 ，昆虫出来活动较少 ．以及 

嗣查时间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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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钦州港红树林区昆虫种类较少，有 2o种；昆虫的优势种主要为黑褐圆盾蚧、白囊蓑蛾和 

海滨伊蚊。 

在秋季，卷叶蛾科的 Lasiognatha sp．发生猖獗 ，造成大面积桐花树受害。 

昆虫群落的多样性和均匀性在各季节均较低，这 与现钦州港红树林生态地理环境遭受人 

为破坏严重密切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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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植被严重破坏，种群数量急剧减少 ； 

(2)引种驯化、繁育增殖技术尚未能满足产业化生产需求．资源开发无法形成规模； 

(3)开发利用局限于少数种类．许多种类未被人们赏识，推广应用范围小。 

3．3 建议与对策 

(1)严禁破坏天然森林植被．需要再深人调查摸清广西珍稀檀物资源数量和分布等基本 

情况； 

(2)加强科学技术研究，促进资源再生产，引导市场消费．保护野生资源； 

(3)对珍稀植物引种驯化进行广泛深人研究．探索栽培管理技术措施，选育 良种，提高 

观赏价值及抗逆能力t研究珍稀植物在美化环境方面的作用，充分挖掘绿化观赏的潜力； 

(4)结合园林绿化，宣传保护珍稀物种意义，扩大珍稀植物的影响，提高全社会保护意 

识，达到保护、发展与开发利用有救结合的目的； 

(5)重点发展和开发利用广西特有和准特有的珍稀植物资源，建立产业化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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