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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8-2019年7-9月份在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选择不同的生境,
 

通过网捕、
 

黑光灯、
 

日光灯诱集等方

法进行蛾类昆虫样本采集,
 

并对其进行标本制作和形态学鉴定,
 

然后通过 Menhinick指数对蛾类种类昆虫丰富度进

行分析,
 

并对采集到的蛾类昆虫种类组成和区系分布情况进行了总结.
 

共鉴定蛾类昆虫标本370头,
 

隶属于16科

111属142种,
 

其中福建省新纪录属10属和新纪录种12种,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纪录属11属和新纪录种

28种.
 

在物种多样性方面,
 

尺蛾科在属级水平、
 

种级水平、
 

个体数上都占绝对优势,
 

有23属27种67头,
 

且丰富度

指数最高,
 

为3.30;
 

鹿蛾科丰富度指数最低,
 

为0.58.
 

世界动物地理区系分析表明,
 

该保护区蛾类昆虫的区系成分

以东洋区和古北区共有种为主(占65.49%);
 

中国动物地理区系分析表明,
 

该保护区蛾类昆虫有29种分布型,
 

主要

以“西 南—华 中—华 南—青 藏”型 分 布 为 主 (占 19.01%),
 

其 次 是 “西 南—华 中—华 南—华 北—青 藏”型 (占

18.31%).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蛾类昆虫种类具有多样性,
 

物种丰富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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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July
 

to
 

September
 

in
 

2018-2019,
 

samples
 

were
 

collected
 

by
 

net
 

trapping,
 

black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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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pping
 

and
 

fluorescent
 

lamp
 

trapping.
 

The
 

samples
 

were
 

prepared
 

to
 

specimens
 

and
 

morphologically
 

i-
dentified.

 

Then
 

the
 

species
 

richness
 

of
 

mothswas
 

analyzed
 

by
 

Menhinick
 

index,
 

and
 

the
 

species
 

composi-
tion

 

and
 

fauna
 

distribution
 

of
 

the
 

collected
 

moths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A
 

total
 

of
 

370
 

moth
 

specimens
 

were
 

identified,
 

belonging
 

to
 

16
 

families,
 

111
 

genera,
 

142
 

species.
 

Among
 

them,
 

10
 

genera
 

and
 

12
 

species
 

werethe
 

new
 

recordsin
 

Fujian,
 

and
 

11
 

genera
 

and
 

28
 

species
 

were
 

the
 

new
 

records
 

in
 

Wuyi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In
 

terms
 

of
 

species
 

diversity,
 

the
 

Geometridaeis
 

absolutely
 

dominant
 

in
 

genus
 

level,
 

species
 

level
 

and
 

individual
 

number,
 

with
 

22
 

genera,
 

27
 

species
 

and
 

67
 

heads.
 

Therichness
 

index
 

(3.30)
 

of
 

Geometridaealso
 

is
 

the
 

highest,
 

while
 

therichness
 

index
 

(0.58)
 

of
 

Ctenuchidaeis
 

the
 

lowest.
 

The
 

analysis
 

of
 

the
 

world
 

zoogeographic
 

region
 

showed
 

that
 

the
 

moths
 

in
 

this
 

reserve
 

are
 

mainly
 

common
 

spe-
cies

 

of
 

Oriental
 

and
 

the
 

Palaearctic
 

regions
 

(65.49%).
 

Th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zoogeographic
 

region
 

showed
 

that
 

there
 

are
 

29
 

distribution
 

patternsof
 

moth
 

insect
 

in
 

the
 

reserve,
 

19.01%
 

of
 

species
 

are
 

across
 

four
 

subregions
 

of
 

Southwest,
 

Central
 

China,
 

South
 

China
 

and
 

Qinghai-Tibet,
 

and
 

18.31%
 

of
 

species
 

are
 

across
 

five
 

subregions
 

of
 

Southwest,
 

Central
 

China,
 

South
 

China,
 

North
 

China
 

and
 

Qinghai-Tibet.
 

The
 

di-
versity

 

of
 

species
 

and
 

richness
 

of
 

moths
 

in
 

Wuyishan
 

Mountai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are
 

high.
Key

 

words:
 

Wuyi
 

Mountain
 

Nature
 

Reserve;
 

moths;
 

diversity
 

investigation;
 

fauna
 

analysis

鳞翅目是昆虫纲里仅次于鞘翅目的一个大目,
 

包括蛾类和蝴蝶,
 

其中蛾类为绝大多数,
 

占比约

90%.
 

蛾类隶属于节肢动物门Arthropoda昆虫纲Insecta鳞翅目Lepidoptera异角亚目Heterocera.
 

昆虫资

源是自然界宝贵的生命基因库,
 

其种类丰富多样,
 

占据着森林生态系统最终的一环———昆虫子系统[1-3].
 

虽然蛾类幼虫绝大多数取食农林作物,
 

许多种类更是农林害虫,
 

但家蚕这种以产丝为主的蛾类是重要的

资源昆虫.
 

蛾类还可以作为农林作物、
 

农林植物的重要传粉者,
 

有些种类在食用、
 

饲料、
 

观赏等方面具

有较大的发展前景.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江西与福建西北部两省交界处,

 

位于武夷山脉北段,
 

地理位置在东经

117°27'~117°51',
 

北纬27°33'~27°54',
 

南北长52
 

km,
 

东西宽22
 

km,
 

总面积565.27
 

km2,
 

主峰黄岗

山海拔2
 

158
 

m,
 

是中国大陆东南的最高峰.
 

武夷山地貌类型丰富,
 

植被类型多样,
 

包含了我国中亚热带

地区所有的植被类型,
 

是世界上同纬度现存面积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植物资源

丰富,
 

其生态环境为昆虫提供了良好的繁衍生息场所[4-5],
 

因此享有“昆虫的世界”
 

“世界生物模式标本

产地”等美誉.
对福建省蛾类昆虫较为明确的记录最早见于1982年赵修复[6]的《福建昆虫名录》.

 

1999年,
 

吴焰玉

等[7]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统计得到该保护区鳞翅目46科879种.
 

2001年,
 

刘信种等[8]出版了《江西武

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集》,
 

记载了武夷山31科589种蛾类昆虫.
 

同年,
 

黄邦侃[9]在《福

建昆虫志》中记载了福建蛾类昆虫58科1
 

788种,
 

含10新种,
 

3新属,
 

11中国新纪录种,
 

13福建新纪录

种,
 

6特有种.
 

2003年,
 

汪家社等[10]出版了《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螟蛾科昆虫志》,
 

记载了12亚科183属

398种,
 

其中新发现9种,
 

中国新纪录15种.
 

2006年、
 

2007年,
 

汪家社[11-12]分别对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

螟蛾亚科昆虫、
 

水螟亚科昆虫的多样性进行了研究.
 

2012年,
 

在以前研究成果和项目研究的基础上,
 

福

建省科学技术厅[13]编著的《中国·福建武夷山生物多样性研究信息平台》记载了武夷山46科729属

1
 

346种蛾类昆虫.
 

林涛等[14-15]整理记载了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天蛾科昆虫33属、
 

75种和亚种,
 

发现了9
种福建省新记录种.

 

2013年,
 

程松林等[16]归总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昆虫纲增加物种纪录为59
种,

 

其中9种蛾类昆虫是福建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蛾类昆虫新纪录种.
 

2014年,
 

徐新宇等[17]报道确

认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天蛾总科昆虫共4亚科、
 

19属、
 

32种,
 

对比后发现武夷山国家自然

保护区蛾类昆虫种类增加了1属2种新纪录种.

54第3期    闫振天,
 

等: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夏季蛾类昆虫多样性调查及区系分析



近年来,
 

随着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变化,
 

以及武夷山旅游和茶园经济开发日益扩大,
 

生物资源特别是昆

虫资源数量受到较大的影响,
 

为了了解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昆虫的资源情况,
 

保护和利用昆虫资

源,
 

促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本课题组对2018-2019年采集到的蛾类昆虫进行了多样性调查及区系分

析研究,
 

以期为该地区开展蛾类昆虫的资源研究提供依据,
 

更好地保护、
 

开发和利用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

区的蛾类昆虫.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采集分布地及采集方式

本研究根据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地形、
 

地貌、
 

气候、
 

生态系统类型等特点,
 

为了能够对武夷山昆虫多

样性进行较为全面的观测和调查,
 

总共进行了2次调查,
 

分别在2018年7-9月和2019年7-9月.
 

夜间

灯诱点共9个,
 

主要采取网捕及黑光灯、
 

日光灯诱集(表1).
表1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昆虫调查标本采集分布地及采集方式

采集分布地 经纬度 海拔/m 采集方式

武夷山市洋庄乡大安村 27.874°N
 

117.860°E 471 灯诱

武夷山市洋庄乡垄空村 27.842°N
 

117.873°E 483 网捕、
 

灯诱

武夷山市武夷街道角亭村 27.671°N
 

117.984°E 193 灯诱

武夷山星村镇桐木村 27.750°N
 

117.675°E 752 灯诱

武夷山市大安源 27.521°N
 

117.515°E 471 灯诱

武夷山大安源垄空 27.838°N
 

117.875°E 760 灯诱

武夷山星村镇白云寺 27.521°N
 

117.516°E 223 灯诱

武夷山星村十三公里 27.596°N
 

117.771°E 433 灯诱

武夷山星村镇小东坑 27.651°N
 

117.882°E 224 灯诱

1.2 标本制作与鉴定

2018-2019年在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不同生境下通过网捕及黑光灯、
 

日光灯诱集等方法采集

蛾类,
 

用毒瓶杀死后装入三角纸包中,
 

后续带回实验室进行标本制作.
 

采样地点尽可能地覆盖了武夷山自

然保护区的重要生物多样性保护样地,
 

以及不同的生境、
 

海拔、
 

植被群落.
在实验室内将采集到的标本进行回软、

 

整姿、
 

定形,
 

放在通风橱中干燥,
 

两周后收纳到标本盒中进行

鉴定和插标签.
 

根据蛾类外形参照相关资料[9,18-22]对其进行初步鉴定,
 

在此基础上未能鉴定到种的蛾类标

本再送至专家进行再次鉴定.
 

由于不同时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鳞翅目分类会有不同的结论,
 

因此本课

题组对蛾类的分类界元采用了国际上较为流行的分类方法,
 

将本次采集到的蛾类分为16科,
 

即刺蛾科Li-

macodidae、
 

斑蛾科Zygaenidae、
 

木蠹蛾科Cossidae、
 

螟蛾科Pyralidae、
 

草螟科Crambidae、
 

枯叶蛾科Lasio-

campidae、
 

大蚕蛾科Saturniidae、
 

天蛾科Sphingidae、
 

钩蛾科Drepanidae、
 

尺蛾科 Geometridae、
 

舟蛾科

Notodontidae、
 

夜蛾科Noctuidae、
 

灯蛾科Arcitiidae、
 

鹿蛾科Ctenuchidae、
 

毒蛾科Lymantriidae、
 

波纹蛾科

Thyatiridae.

1.3 数据计算方法

本研究采用 Menhinick丰富度指数对蛾类种类丰富度进行分析,
 

Menhinick丰富度指数以种的数目和

全部种的个体总数很好地表示了物种的多样性.
 

其计算公式为:

ds=G/ Ns
式(1)中ds为物种丰富度指数,

 

G 为各科的科内物种数,
 

Ns为各科的科内个体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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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种类鉴定结果

通过2018-2019年的野外系统调查,
 

共采集蛾类昆虫样本370只,
 

通过形态学鉴定,
 

它们隶属于16
科111属142种.

 

其中,
 

大蚕蛾科5属6种,
 

天蛾科14属19种,
 

舟蛾科15属19种,
 

灯蛾科9属11种,
 

鹿

蛾科1属1种,
 

斑蛾科2属2种,
 

枯叶蛾科4属4种,
 

木蠹蛾科2属2种,
 

螟蛾科3属3种,
 

草螟科6属8
种,

 

波纹蛾科1属1种,
 

夜蛾科15属18种,
 

钩蛾科5属9种,
 

刺蛾科2属4种,
 

尺蛾科23属27种,
 

毒蛾

科4属8种(表2).
将本次鉴定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对比后发现,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昆虫种类新增新纪录属11
属,

 

新纪录种28种;
 

新增福建省新纪录属10属,
 

新纪录种12种.
 

因此,
 

结合以往的研究结果[13],
 

武夷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昆虫种类上升到46科740属1
 

374种.
表2 本次采集的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种类属种数量及占比

科 属数/属 占总属数/% 物种数/种 占总物种数/% 个体数/头 占总个体数/%

大蚕蛾科 5 4.50 6 4.23 16 4.32
 

天蛾科 14 12.61 19 13.38 52 14.05
 

舟蛾科 15 13.51 19 13.38 40 10.81
灯蛾科 9 8.11

 

11 7.75 39 10.54
 

鹿蛾科 1 0.90 1 0.70 3 0.81
 

斑蛾科 2 1.80 2 1.41 7 1.89
 

枯叶蛾科 4 3.60 4 2.82 13 3.51
 

木蠹蛾科 2 1.80 2 1.41 2 0.54
 

螟蛾科 3 2.70 3 2.11 9 2.43
 

草螟科 6 5.41 8 5.63 18 4.86
 

波纹蛾科 1 0.90 1 0.70 2 0.54
 

夜蛾科 15 13.51 18 12.68 50 13.51
 

钩蛾科 5 4.50 9 6.34 25 6.76
 

刺蛾科 2 1.80 4 2.82 13 3.51
 

尺蛾科 23 20.72 27 19.01 67 18.11
 

毒蛾科 4 3.60 8 5.63 14 3.78
 

合计 111 100.00 142 100.00 370 100.00

2.2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分析

由表2可知,
 

该研究采集整理鉴定出的蛾类标本分别属于16科.
 

从属级水平来看,
 

从大到小依次为尺

蛾科(20.72%)、
 

舟蛾科和夜蛾科(13.51%)、
 

天蛾科(12.61%)、
 

灯蛾科(8.11%)、
 

草螟科(5.41%)、
 

大蚕

蛾科和钩蛾科(4.50%)、
 

枯叶蛾科和毒蛾科(3.60%)、
 

螟蛾科(2.70%)、
 

斑蛾科和木蠹蛾科及刺蛾科

(1.80%)、
 

鹿蛾科和波纹蛾科(0.90%).
 

从种级水平来看,
 

从大到小依次为尺蛾科(19.01%)、
 

舟蛾科和天

蛾科(13.38%)、
 

夜蛾科(12.68%)、
 

灯蛾科(7.75%)、
 

钩蛾科(6.34%)、
 

草螟科和毒蛾科(5.63%)、
 

大蚕蛾

科(4.23%)、
 

枯叶蛾科和刺蛾科(2.82%)、
 

螟蛾科(2.11%)、
 

斑蛾科和木蠹蛾科(1.41%)、
 

鹿蛾科和波纹

蛾科(0.70%).
 

从 个 体 数 上 来 看,
 

从 大 到 小 依 次 为 尺 蛾 科(18.11%)、
 

天 蛾 科(14.05%)、
 

夜 蛾 科

(13.51%)、
 

舟蛾科(10.81%)、
 

灯蛾科(10.54%)、
 

钩蛾科(6.76%)、
 

草螟科(4.86%)、
 

大蚕蛾科(4.32%)、
 

毒蛾科(3.78%)、
 

枯叶蛾科和刺蛾科(3.51%)、
 

螟蛾科(2.43%)、
 

斑蛾科(1.89%)、
 

鹿蛾科(0.81%)、
 

木蠹

蛾科和波纹蛾科(0.54%).
通过比较可以明显看出,

 

尺蛾科在属级水平、
 

种级水平、
 

个体数上都占绝对优势,
 

有23属27种67头,
 

分别占总属数、
 

总物种数、
 

总个体数的20.72%,19.01%,18.11%.
 

鹿蛾科、
 

波纹蛾科在属级水平和种级水

平所占百分比最低,
 

只有1属1种,
 

在总属数、
 

总物种数中分别占0.90%,0.70%.
 

而且,
 

波纹蛾科与木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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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科个体数也最少,
 

只有2头,
 

占总个体数的0.54%.
 

各科的属数、
 

物种数和个体数都有差别,
 

表明福建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种类的多样性较高.
 

结合本研究的结果,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

昆虫种类上升到1
 

374种,
 

占福建省已知总数[14]的76.85%,
 

而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只占福建省

0.46%的面积,
 

足以说明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物种丰富度极高.
2.3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种类丰富度指数分析

根据丰富度指数从科级水平上看,
 

从大到小依次为尺蛾科、
 

天蛾科、
 

夜蛾科、
 

舟蛾科、
 

灯蛾科、
 

钩蛾科、
 

草螟科、
 

大蚕蛾科、
 

毒蛾科、
 

枯叶蛾科和刺蛾科、
 

螟蛾科、
 

斑蛾科、
 

鹿蛾科、
 

木蠹蛾科和波纹

蛾科.
 

尺蛾科标本27种,
 

共67头,
 

丰富度指数最高,
 

为3.30.
 

鹿蛾科丰富度指数最低,
 

为0.58,
 

只

有1种,
 

3头标本(表3).
表3 本次采集的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种类丰富度指数

科
科内

物种数/种

科内总

个体数/头

丰富度

指数
科

科内

物种数/种

科内总

个体数/头

丰富度

指数

大蚕蛾科 6 16 1.50 螟蛾科 3 9 1.00

天蛾科 19 52 2.63 草螟科 8 18 1.89

舟蛾科 19 40 3.00 波纹蛾科 1 2 0.71

灯蛾科 11 39 1.76 夜蛾科 18 50 2.55

鹿蛾科 1 3 0.58 钩蛾科 9 25 1.80

斑蛾科 2 7 0.76 刺蛾科 4 13 1.11

枯叶蛾科 4 13 1.11 尺蛾科 27 67 3.30

木蠹蛾科 2 2 1.41 毒蛾科 8 14 2.14

2.4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动物地理区系分析

2.4.1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昆虫在世界动物地理区系中的分布及比例

世界动物地理分为东洋、
 

古北、
 

新北、
 

澳洲、
 

非洲、
 

新热带六界,
 

按世界动物地理区划,
 

武夷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属于东洋界.
 

由表4统计结果可知,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昆虫在世界动物地理区系中

的归属情况.
 

其中,
 

东洋、
 

古北共有型占优势,
 

共93种,
 

占比为65.49%;
 

其次是东洋型,
 

东洋、
 

古北、
 

澳

洲共有型,
 

均为20种,
 

占比均为14.08%;
 

最少的是古北型,
 

东洋、
 

古北、
 

非洲共有型,
 

东洋、
 

澳洲、
 

新热

带共有型,
 

以及东洋、
 

古北、
 

非洲、
 

澳洲共有型,
 

均只有1种,
 

占比均为0.70%.
 

而且,
 

包含东洋区的达到

99.30%,
 

包含古北区的达到81.69%,
 

表明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昆虫以东洋区为优势分布型,
 

而

且其多数为东洋、
 

古北共同分布型,
 

这与武夷山的地理位置有关,
 

因为该研究地区处于东洋区和古北区的

过渡地带,
 

数据结果也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
表4 本次采集的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昆虫在世界地理动物区系中的分布及比例

分布型 世界地理区系分布情况 物种数/种 比例/% 总物种数

单区型 东洋 20 14.08 21
古北 1 0.70

二区型 东洋-古北 93 65.49 98
东洋-澳洲 5 3.52

三区型 东洋-古北-非洲 1 0.70 22
东洋-古北-澳洲 20 14.08

东洋-澳洲-新热带 1 0.70

四区型 东洋-古北-非洲-澳洲 1 0.70 1
合计 142 100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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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昆虫在中国动物地理区系中的分布及比例

中国动物地理区系分为了7个区,
 

即西南、
 

华中、
 

华北、
 

华南、
 

东北、
 

蒙新、
 

青藏,
 

按中国动物地理区

划,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于华中区.
 

由表5统计结果可知,
 

研究地区蛾类昆虫在中国动物地理区系

中有29种分布型,
 

其中单区型3种,
 

占比为2.11%;
 

双区型5种,
 

占比为17.61%;
 

三区型6种,
 

占比为

7.04%;
 

四区型6种,
 

占比为23.24%;
 

五区型5种,
 

占比为23.24%;
 

六区型2种,
 

占比为20.42%;
 

七区

型1种,
 

占比为6.34%.
 

由此可见,
 

四区型、
 

五区型的种类最多,
 

单区型最少.
 

在区系成分中含华中区的蛾

类种类达到了136种,
 

占比为95.77%,
 

其次是华南区,
 

达到了135种,
 

占比为95.07%,
 

往后依次为西南

区、
 

青藏区、
 

华北区、
 

东北区、
 

蒙新区,
 

分别占比为71.13%,69.72%,54.93%,26.06%,21.83%.
 

华中区、
 

华南区的蛾类昆虫种类占据了极大优势,
 

这与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华中区,
 

且极其靠近华南区的

地理特点相符合.
 

在这些分布型中“西南—华中—华南—青藏”种数最高,
 

占27种;
 

其次是“西南—华中—

华南—华北—青藏”占26种;
 

然后是“华中-华南”占19种;
 

说明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蛾类昆虫大部分为跨区

分布的种类,
 

在中国地理区划中主要是华中区、
 

华南区、
 

西南区、
 

青藏区占优势,
 

这与其地理位置有较大关

系.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中国动物地理区系划分中属于华中区,
 

与华南、
 

西南、
 

华北区相邻,
 

但

却与青藏区较远,
 

而在分布中青藏区却占比较高,
 

这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
 

①
 

大多数蛾类昆虫分布地都有

四川,
 

而四川跨华中、
 

西南、
 

青藏三区;
 

②
 

蛾类昆虫本身具有极强的迁飞能力.
表5 本次采集的福建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蛾类昆虫在中国地理动物区系中的分布及比例

分布型 中国地理区系分布情况 物种数 比例/% 总物种数

单区型 华中 1 0.70 3

华南 1 0.70

蒙新 1 0.70

双区型 西南-华中 1 0.70 25

西南-华南 2 1.41

华中-华南 19 13.38

华中-华北 1 0.70

华南-东北 2 1.41

三区型 华中-华南-西南 2 1.41 10

华北-华中-西南 1 0.70

华中-华南-青藏 3 2.11

华中-华南-华北 2 1.41

华中-华北-蒙新 1 0.70

华中-华南-蒙新 1 0.70

四区型 西南-华中-华南-华北 1 0.70 33

西南-华中-华南-青藏 27 19.01

华中-华南-华北-东北 2 1.41

华中-华北-东北-蒙新 1 0.70

华中-华南-蒙新-青藏 1 0.70

华中-华南-华北-蒙新 1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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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5

分布型 中国地理区系分布情况 物种数 比例/% 总物种数

五区型 西南-华中-华南-华北-青藏 26 18.31 33

西南-华中-华南-东北-青藏 2 1.41

西南-华中-华南-蒙新-青藏 1 0.70

华中-华南-华北-东北-蒙新 3 2.11

华中-华南-华北-东北-青藏 1 0.70

六区型 西南-华中-华南-华北-东北-青藏 17 11.97 29

西南-华中-华南-华北-蒙新-青藏 12 8.45

七区型 西南-华中-华南-华北-东北-蒙新-青藏 9 6.34 9

合计 142 100 142

3 讨论与结论

本次调查共获得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昆虫标本370头.
 

通过形态分类鉴定,
 

共16科111

属142种,
 

其中刺蛾科2属4种13只,
 

斑蛾科2属2种7只,
 

木蠹蛾科2属2种2只,
 

螟蛾科3属3种

9只,
 

草螟科6属8种18只,
 

枯叶蛾科4属4种13只,
 

大蚕蛾科5属6种16只,
 

天蛾科14属19种52
只,

 

钩蛾科5属9种25只,
 

尺蛾科23属27种67只,
 

舟蛾科15属19种40只,
 

夜蛾科15属18种50
只,

 

灯蛾科9属11种39只,
 

鹿蛾科1属1种3只,
 

毒蛾科4属8种14只,
 

波纹蛾科1属1种2只.
 

课

题组发现了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昆虫新纪录属11属,
 

新纪录种28种,
 

福建蛾类昆虫新纪录属

10属,
 

新纪录种12种,
 

结合以往的研究结果,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知蛾类昆虫种类上升到46科

740属1
 

374种,
 

这对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知蛾类昆虫种类的保护、
 

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科学

价值,
 

为该地区开展蛾类昆虫资源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由于蛾类昆虫种类较繁杂,
 

鉴定较难,
 

而且采

集人员较少、
 

采集面积覆盖广度有限,
 

因此本次调查鉴定出的蛾类昆虫只占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记

载的一小部分,
 

该保护区还有大量已记载的蛾类昆虫未被采集到,
 

今后需要对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蛾类昆虫进行深度调查,
 

检测时间加长,
 

采集覆盖面扩大,
 

尽可能涵盖各种生境和季节,
 

进一步弄清该

自然保护区蛾类昆虫的种类及其多样性.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东洋区和古北区的过渡地带,

 

在区系分析中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蛾类昆虫以东洋区为优势分布型,
 

而且其多数为东洋、
 

古北共同分布,
 

这一结果与该地区的地理位置相符

合.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蛾类昆虫在中国动物地理区系中大部分为跨区分布的种类,
 

在中国地理区划

中主要是华中区、
 

华南区、
 

西南区、
 

青藏区占优势,
 

这与其地理位置有较大关系.
 

物种分布型由物种的生物

学、
 

自然地理和历史气候等共同决定,
 

气候、
 

温度、
 

环境等因素变化也会影响蛾类昆虫的分布,
 

而且蛾类昆

虫本身具有很强的迁飞能力,
 

此次调查就发现了在该研究地区未记载过的28种新纪录种.
 

因此,
 

对该地区

蛾类进行系统性和全面性的调查必须长时间、
 

大面积地检测,
 

且需要更进一步完善采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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