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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田山昆虫区系研究

吴 鸿 方志刚

�浙江林学院
，
临安 �������

摘 要 根据���������年古 田 山昆女考察的结果
，
在分析 了古 田 山足虫的区系组

成
、

垂直分布
、
区 系特征

、

起源和演化的基础上
，
提 出古 田 山 昆虫 区 系属东洋区性

质
，
区 系成分具有古 老性和特珠性

，
群 落结构较稳定

，
特有种较丰富� 认为古 田 山

昆 六区 系是地形
、

地貌和第四纪 以前气候的 变化 以 及第四纪冰川综合作用的结果
。

关键词 古田山， 昆虫区系， 昆虫地理学， 起源， 进化

中图分类号 ����
�

��， ����
�

�

位于浙江省西部开化县境内的古田山自然保护区
，
属南岭山系怀玉山脉的一部分

，

面积

�����
�，
主峰青尖海拔�����

，
地理坐标为��

�
��，

�
，
���

�

��
，
�

。

区内多悬崖峭壁
，

地形

复杂
，
地势险要

。

土壤以红壤和黄壤为主
。

气候属亚热带季风型
，

季节分明
，
且冬暖夏凉

，

温暖湿润
，

水量充沛
。

年平均气温��
�

�℃ ，
� 月 平 均 气 温 ��

�

�℃ ，
�月�

�

�℃ 。

日照时数

����
�

��
。

相对湿度���
。

年平均降水量����
�

���
，

年蒸 发 量����
�

�习以力�
。

无 霜 期 约

�������
。

古田山至今保存着半原始状态的天然次生林
，
林相结构复杂

，
植被丰富

。

区内有木本植

物��科���种
，
占浙江省木本植物的���左右

。

常绿树种主要为拷
、

石栋
、

青冈栋
、

紫楠
、

杜

英
、

樟和杜鹃等属
。

落叶树种主要有栋
、

玉兰
、

山胡椒和械等属
。

灌木主要有悬钩子
、

木篮
、

胡枝子
、

绣球
、

蔷薇和荚邃等属
。

古田山具有典型的中亚热带森林地理景观
，
是联系华中植

物区系的重要过渡地带
。

植物区系兼有南北相承的特色
。

适宜的气候
，
优越的环境

，
丰富的森林资源为昆虫栖息和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
昆虫

资源比较丰富
。

但由于种种原因
，
以前专家

、

科技人员进山甚少
。

进入��年代以来
，
先后有

浙江农业大学
、

浙江自然博物馆等单位的昆虫学者进山作过短期采集
。

除此以外
，
未进行过

系统和全面的昆虫考察
，
家底严重不清

。

为了摸清古田山昆虫资源
， ���������年我们对该区的昆虫区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采集

调查
。

通过近 � � 的工作
，
共采集昆虫标本 �万余号

。

在全国��个单位数十位专家的帮助下
，

鉴定整理出古田山昆虫名录
，

计有��目���科���属����种
，
其中有 �新属

，
���新种�表��

。

另有中国新记录亚科 �个
，
新记录属 �个

，
新记录种��个

。

为了认识古田山昆虫面貌
，
为科研和资源利用提供基本资料

，

作者在现有昆虫名录的基

础上
，
选取分布范围比较明确的�� 目���科���种昆虫作昆虫区系探讨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收稿日期
，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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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
， ���

古田山昆虫及其新属种
������ ��� ������� ���������� �� ����� ������

目 称 科 属 种 新 属 新 目 称 科 属 种 新 属 新 种

﹃﹄��几“，

内七一��

���������������级 翅 目

鞘 翅 目

广 翅 目

脉 翅 目

蛇 岭 目

长 翅 目

毛 翅 目

麟 翅 目

双 翅 目

膜 翅 目

合 计

�

���

�

��

�

�

��

���

��

��

�

�夕�

�

��

�

��

��

��

���

���

��

��� ��� ���� ���

种�
���。

��

����
�咬�
��︸合��
��吸上

行‘�孟���︸匀�

���月‘月
�

��占�
‘
��工��

亡�的�工勺�几‘�

竹节虫 目

�

�

��

�

�

�

�

��

�

��

�

�

目目目目目翅翅翅翅直革同半哈

� 古田山昆虫区系的组成

��� 各目昆虫的区系分析

由表 �可知
，
不同目的区系组成存在很大差异

。

蝗螂 目
、

直翅 目
、

广翅 目
、

长翅目和毛

翅 目均以东洋种占绝对优势
，
说明了这些类群的区系特点

。

脉翅 目和革翅 目的古北种较多
，

广布种数量也较大 ， 馈翅 目和啮 目的特有种比重很大
，
这些情况仍需作深入研究

。

总的情况

是东洋种占多数
，

为��
�

���� 特有种次之
，
为��

�

���， 古北种最少
，
只�

�

���
。

表 � 一些小目的昆虫区系分析

����� � �������� �� ����������� �� ���� ����� ������

东 洋 种 古 北 种 广 布 种 特 有 种

比分�百
数

比分�百
数种 种

比分�百
致

比分�百
数

目 名 总种数
种 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丹�

�山�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占

片‘���
内口�舀内尸�舀﹃���舀�助亡

……
�丹�台件‘�材心�比舀����舀��‘

��
�

��

﹄“丹卜���，�凡�几���八“
︸月，�通，口�‘�之�二�

目目目目目目

翅翅岭翅翅

啮厂脉蛇长毛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几�

��丹�

蜻蜓 目昆虫以东洋种占明显优势
，
达��

�

���， 古北种和特有种很少
，
均只�

�

���
。

其中

色蟋总科和蜒总科的东洋种高达��
�

���和��
�

���， 而蟋总科的广布种却占了一半�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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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幼蜓 目昆虫区系的分析
����� � �������� �� ����������� ���������

东 洋 种 古 北 种 广 布 种 特 有 种

比分�百
数

比分�百比分�百比分�百
总 科 名 总种数

种 数 种 数 种 数

�
�

�� �
�

��
，‘�
口马弓通

�
�

��

�
�

��

��
�

��

��
�

��

�
�

��

﹃上己且�︸，�︸”︸，五��八��甘�

…
必��‘����口������

月皿几��，
占，二月�����

几品��‘��

色蟋总科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同翅 目昆虫的广布种数量较大
，
占��

�

���， 特有种比例上 升
，

为 �
�

���� 但仍以东洋

种占优势
，

为��
�

���
，
古北种仅�

�“ � 。

其中叶蝉总科特有种高达��
�

���
，
而蜡蝉总科的

广布种亦达��
�

���
，
都有一些特殊

，
需作进一步调查�表 ��

。

表 � 同翅目昆虫区系的分析

����� � �������� �� ����������� �����������

东 洋 种 古 北 种 广 布 种 特 有 种

比分�百
数

比分�百
总 科 名 总种数

种 数 种 数 种 数
比分�百比分百 �

︻了，�

叮�八甘门子�亡口�
︸

���

…
吕
﹄”，���

，���

�，占

丹���一了���啥�甘月�︸��
�

…
��人�曰九�︺�︸，��丹�工�︸﹄�，自几�

�，一

��
︸内��

�二内�口�

蝉 总 科

叶蝉总科

沫蝉总科

蜡蝉总科 ���

�

�

�

��

��
�

��

�
�

��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由表 �可知
，

半翅目昆虫虽广布种较多
，
达��

�

���， 但仍以东洋种占优势
，
为��

�

���，

古北种甚少
，
仅�

�

���
。

表 � 半翅目昆虫区系的分析

����� � �������� �� ������ ����� �����������

东 洋 种 古 北 种 广 布 种 特 有 种

比分�百
种 数 种 数

比分�百比分�百分 比百 �
总 科 名 总种数

种 数 种 数

绪 总 科

缘蜡总科

长蜷总科

猎蜷总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占目�

���
合 计 �� �� ��

�

�� � �
�

�� �� �生
�

��合 计

鞘翅 目昆虫除个别类群广布种略多外
，
绝大多数类群仍以东洋种占优势

。

总的情况是
�

东洋种��
�

���
，
广布种��

�

���
，
古北种�

�

���
，

特有种�
�

����表 ��
。

鳞翅 目昆虫中卷蛾
、

螟蛾
、

木蠢蛾
、

灯蛾
、

夜蛾
、

蝶类
、

尺蛾和毒蛾等类群的广布种比

例很高� 另外
，
谷蛾

、

枯叶蛾
、

天蛾
、

尺蛾
、

钩蛾和夜蛾的古北种比例也较高� 而刺蛾
、

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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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 梢翅目健虫区系的分析

飞
’
���� � �������� �� ������ ����� ���了��������几

东 洋 种 古 北 种 广 布 种 特 有 种

比分�百比分�百
数种 希卜 数

比分�百科或总科名 总种数
种 致 种 数

比分�百

��
�

��

��
�

��

�土，土

步 甲

叩 甲

萤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咋翻�

内���门�才户匕�������月介�自

�
自

，�八��︸丹���几」�目��
�魂七��

，土

���

�，‘�
︸，‘几」心�眨曰八“内幻，二

��

…
�口��﹄��，工�︸�����、�山���九�� ��

�

��

�
�

��

﹃了，�

�

��

�
�

��

�
�

��

�︺月��﹃�︸��口���︸“
�

…
�，
�‘�丹�丹�丹���勺

，二������了
，人月，��内�

，��内��

����料���������
尹。
��

龟蚤甲甲牛甲虫虫

叩

会花泥拟天叶皿象

合 计 ��� ��� ��
�

�� �� �� �
�

��

蛾
、

枯叶蛾
、

天蚕蛾
、

天蛾和毒蛾等类群的东洋种均在��
� 。 。�以上

。

总的趋势仍是东洋种占

优势
，
为��

�

���， 其次广布种
，
占���

�

���， 古北种也有 ��
�

���� 特有种最少
，
只�

�

���

�表 ��
。

表 � 峭翅目昆虫区系的分析
����� � �������� �� �������几��� �������������

东 洋 种 古 北 种 广 布 种 特 有 种

比分百 �
数种 种 种

比分�百
数

比分�百
数

比分�百
类 群 名 总种数

种 数

��
�

��

��
�

��

�
�

�� ‘

�

��
�

��

��
�

��

���

�八���“丹�
︸”八�八����

�

…
八“︸“︸八“几�﹃�����，�

�� ��

几�门才内�︸��曰八���一石�
︸叮口��

……
����山�口，�血����‘�通

﹃

�
��二月‘

���
�性口�

月了丹��
才

��恤�匕内��
月
���

�

…
几卜︸�︺��

一�二，止，卫占月�，人一�丹�，��声�︺月马，�浇����‘，二
��

…
内�，�‘弓‘，甲����匀吮︺丹匕�

��
月，山�一��

孟六�八”︸

��二

︸
��甘几﹄，曰

�
���幻丹�﹄艺��

……
内��甘�﹄�八
︸，土，主�

‘�上
�
‘�二，孟﹁�内��人作自

叹八��

�‘︸�
︸

�﹄�
︸����门匀�

︸开日�几
��

…
月�户��臼‘��弓月���工�工�

������������������
，����������������������

����。

�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

蛾蛾蛾蛾蛾蛾蚁蛾蛾蛾蛾蛾峨蛾类盆蚕木 叶谷刺娘卷钩尺舟毒灯夜天天枯探

双翅 目昆虫特有种所占比例极大
，
达��

�

���， 东洋种其次
，
占��

�

���� 古北种和广布

种较少
，
分别为�

�

���和�
�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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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双翅 目昆虫区系的分析
����� � �������� �� ������ ����� ���主�����

东 洋 种 古 北 种 广 布 种 特 有 种

比分�百
数

比分�百比分�百
数

比分�百
数

科或总科名 总种数
种 种 种 数 种

������山一了

通�� ��
�

�� �� ��
�

�� �
�

��

，立����

��
�

��

���

���

���

���

��
�

��

���

���

��
�

��

���

��
�

�� 已�
�

��

，二通吸

���孟��尸�，�几舀
����
���

�

了一�二

蚊蚊蚁蚊蚊蛇虹蛇蝇蛹蝇

虫翅蚜

毫祠细毛食菌蜂舞尖食鱿

合 士� ��� �� ��
�

�� �� �
�

�� �
�

��

�

��

���

��
�

��

膜翅目昆虫的特点是广布种和特有种有较大比重
，
分别为��

。

���和��
�

���， 古北种很

少
，
仅�

�

���
，
但整个区系仍以东洋区种类占优势

，

达��
�

����表 ��
。

表 ， 膜翅目昆虫区系的分析
尸

����� � �������� �� ���之����位�� �������������

东 洋 种 古 北 种 广 布 种 特 有 种

比分�百
数种

比分�百比分�百
种 数 种 数

比分�百
种 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八�‘

��占�，自�

��
�

��

�����上几」八乙�八��尸�
‘口

��

…
口嘴︸﹄几甘�任�山，�户‘�巴凡��了蜂蜂鳌姬 蜂蜂蜂泥胡蜜

合 计 �� �� ��
�

�� � ��
�

�� �� ��
�

��

�
·
� 各区系成分及其代表

古田山各目昆虫的区系组成和特性各不相同
，
总的区系组 成 较 复 杂

，

按分布范围分析

有�卜
“ ��

�
�

�
�

� 东洋种 指主要或完全分布于东洋区的种类
。
已知���种

，

占总数的��
�

����与东洋区

有关种共���种
，
占总数的��

�

���
。
主要代表种有细齿平背蠢��������� �

���������� ������
、

赵氏日春蜓���无石，��石����� �无�已����� �����
、

双线拟隐脉叶蝉 〔������������� ��������

������� ���������〕 、

越中巨齿岭����������
�万����� ������������������

、

眼纹斑叩甲〔���夕������

���刀���� ���������〕 、

缅甸双梳龟甲��������� �����
，��� �������

、

稻雪 禾 螟 〔���无������

����������� ��������〕 、

长吻夜蛾��������� ���。 。 ���� �������
、

南方豆天蛾������� ��������

��么�����〕 、

思茅松毛虫��
���而����� �������������

��
���

、

奋主墩缺室菌蚊���
����� ���小

。 ，��� �� ��������
、

黄盾驼舞蛇��，��� ���������。 ���二 钧
�� �������和棕马蜂 〔尸��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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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

�
�

�
�

� 古 北种 指主要分布于古北区的种类
，
多数分布于我国东北

、

华北及欧洲
、

西伯利亚
、

日本和朝鲜等地区
。
已知��种

，

占总数的�
�

����与古北区有关种共���种
，

占总数的��
�

���
。

主要代表种有白斑剑纹夜蛾 ���，������ ��������玄�� ��������
、

李枯叶蛾��
���，������ 。 。 �，�

������� �
�

�
、

小 灰 长角天牛 〔���，����玄��� ����。 ����
�

�〕 、

金绿 粪金 龟 ���������� �������

������������和前侧长角菌蚊 ���������� ������������ ����
����等

。

�
�

�
�

� 广布种 指分布范围跨越两区以上的种类
。

己知���种
，

占总数的��
�

���， 其 中 东

洋古北共有种���种
，
占广布种的��

�

���
。

主要代表种有嫂嫂〔五�厉���� ������� ��������〕 、

大青叶蝉���������� �玄，�’��� ���

�〕 、

雪白粒脉蜡蝉〔����� ������� �������������〕 、

扁盾蜷

〔��，������� ������ ��
�

�〕 、

印度黄守瓜 〔����������� ������ ��������〕 、

烟火焰夜 蛾��夕
�

��，��’� 奋���� ���������
、

小 豆 长 嚎 天 蛾 〔������������ ����������� ��
�

�〕 、

宽边黄粉蝶

〔��，��� �����。 ���

�〕 、

长尾管蚜蝇〔��������� ����� ��
�

��和常见黄 胡 蜂 〔������� ��������

��
。

�〕等。

�
。
�

�

� 特有种 指仅分布于古田山及邻近地区的种类
。
已知���种

，
占总数的��

�

���
。

啮 目

最高
，
有��

�

���属于特有种， 债翅目和双翅目次之
，
分别为��

�

���和��
�

���， 膜 翅 目和

毛翅 目也较多
，
分别为��

�

���和��
�

���
。

主要代表种有基黑 诺蜻 ��几��������� 。 ����’�����

���� �������
、

长室异上啮�万
������������。 � ����￡������ ���、

清溪肖扁泥甲�尸�
��辰

���岔。 �

����宕������ �����
、

华丽毛菌蚊��，������� ����乙�� �� �������
、

吴氏溪 舞 蛇 ����������

留������ �� �����和长管三缝茧蜂��，������� ��������� ���� �� ���等
。

这些成分说明

了古田山昆虫区系的特点
，

也说明了古田山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植被环境为昆虫繁衍进化

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

� 古田山昆虫的垂直分布

古田山海拔较低
，
山麓海拔����

，
最高峰海拔�����以上

，
高差约����

。

因此
，
昆虫

的垂直带谱相对简单
，
且不明显

，
缺乏高山种类

。

据现有材料
，
试分为 �个垂直分布带

。

�
。
� 常绿阔叶林带

该自然带包括海拔����以下的前山丘陵和低山地带
，

植被保存良好
，
以壳 斗 科

、

木兰

科和山茶科植物为主
。

本带昆虫种类和数量均丰富
，

是古田山昆虫区系的精华
，
绝大多数特有

种均分布在此带
。

东洋种占绝对优势
，
达��

�

��写以上
，
在最底部则有不少农业昆虫种类

。

主要

代表种有大溪惚�����������
������� ����

、

青球水蜡蛾 〔�，��二��������� ������刀葱��������
、

单斑毫蚊��
��������� ��艺。 ������� ���� �������

、

开化鳌蜂��
�夕���� ��������� ��

�� ��

���
、

尼长角菌蚊�����。 ���� 。 ��������� ���
���和俗溪泥甲�������耐� ����。 �������等

。

�
�

� 针叶林阔叶林带

该自然带位于海拔��������之间的山地
，
植被上是常绿阔叶林向黄山松林 的 过 渡 类

型
。

由于山地海拔增高
，
比较干燥

，

地被物稀少
。

本带的昆虫种类和数量急剧减少
，
并侵入

了少量的古北区种类
，

特有种极少
。

主要代表种有茶翅蜷 〔����������� ���那 ������〕 、

双

球触啮�������。 ，����� �������� ���和暗足重脊叩甲��无玄��������乙����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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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针叶林带

本自然带包括海拔����以上的山地
，
属于古田山山顶部分

。

本带的山谷深切
，
山 峰 耸

立
，
随海拔上升而气温下降

，
加之山风较大

，
湿度低

，
昆虫种类较少

，
古北区种类明显增加

，

广布种也较多， 地栖性
、

小型昆虫增多
，
体现了山顶昆虫的分布特点

。

由于该带的枯枝落叶

分解较差
，
某些地段的林下地被也相对较多

，
使昆虫种类和数量较前一林带略增多

，
并有一

些特有种分布
。

主要代表种有浙江剑轰����几玄������� ������������� ����� ������
、

大蠢单啮

���������� �������万���� ���和直角瘤盾叩甲�����乙������ ��������������� �����������」等
。

� 古田山昆虫区系的基本特征

�
�

� 东洋区种类占优势

古田山昆虫除特有种外
，
就东洋和古北两成分比较

，

东洋种占“ �

���
，
与东洋区 有 关

种��
�

���
，

足以说明古田山区系属于东洋区性质
。

古北区种仅占�
�

���
，
而且广布种较多

，

其中多数是东洋和古北共有种
。

这些都说明了古田山处于东洋区近北缘的事实
。

�
�

� 区系成分有一定的古老性和特殊性

本区尽管亦受第四纪冰川的影响
，

但气候仍温湿
，

其谷地和沟豁尚能形成良好 的 昆 虫
“
避难所

” ，
使古田山的昆虫区系成分具有一定的古老色彩和特殊性

。

某些古老类群的种类比

较丰富
，
如蜻蜓目有��种

。

尖翅蝇科����������������是公认的最原始的蝇类
，
至今全世界

仅知 �属��种
，
我国仅记载 �种

，

在古田山却发现了 �新种
。

蚝蝇科是无瓣蝇类中的特殊类

群
，
幼虫寄生于金龟子体内

，
其中的丛芒蚝蝇亚科����������������仅知拉丁美洲 �属 �种

和印度尼西亚小哭他群岛 �属 �种
，
且都只有一雌性标本

，
极为罕见

，
古田山却发现了 �新

属种
，
即中华丛芒蜕蝇����乙肠��二石��万��� �玄���� �����

，
成为我国该亚科的新记录

。

�
�

� 群落结构比较德定

古田山自然环境已如前述
，
加上区内初步统计有天敌昆虫� 目��科���种

，
鸟类也 较 丰

富
，
这些条件都为古田山昆虫群落结构处于比较稳定的平衡状态提供了可能性

。

另一方面
，
许多事实也证明了古田山的环境保护是良好的

。

如泥甲类昆虫幼虫和成虫均

生活在溪流等水域中
，
对水质要求颇高

，
初步鉴定古田山就有 �属��种之多

，
充分说明了古田

山的水域是无污染的
。

�
�

� 特有种较丰富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

地质变迁史和植被类型的过渡性
，
使该区成为物种分化发展的有

利场所
，

特有种成分比较丰富
，
已知���种

，
占总数的��

�

���
。

如啮 目昆虫在古田 山共知 �

科��种
，
竟有 �新属��新种

，
且多趋光性种类

，

许多类群在国内其他地方较难采到
。

� 古田山昆虫区系的起源与演化

�
�

� 昆虫区系的来源

古田山昆虫成分主要有如下 �个来源
�

�
�

�
�

� 印定
一
马来亚成分 起源于印度和马来亚

，

向东扩展至我国南部
。

古田 山 地 处 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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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
、

赣 �省交界处
，
其南方无明显的地理分布屏障阻隔

，
使印度

一马来亚起源的昆 虫 大量进

入该区
，
并得以发展分化成为可能

，
古田山与印度共有种高达��

�

����表���
。

若加上缅甸
、

印度尼西亚
、

马来西亚
、

泰国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共有种
，
则比例更高�

�’ �
��

�
�

�
�

� 中国一
喜马拉推成分 该成分自喜马拉雅山脉向东向北伸展

，
分布于我国境内广阔的

地区
。

属于这一戊分的古田山昆虫仅次于印度
一马来亚成分

，
也有相当的比重

。

古田山 与 四

川共有种高达��
�

���是一个有力证据�表�。�
。

表�� 古田山与国内外几个点昆虫种类异同比较
����� �� ����】�� ������� �� ������ ������� �几 �����

������ ���� �� �� ������】一���

百分比

�

种数膜翅目双翅目撰翅目毛翅目长翅目脉翅目翅广目稍翅目半翅目同翅目革翅目直翅目缝螂目蜻艇目

名地

��怪��几�内，，��目﹃﹃��，八��︸�

……
���
，�丹�舀口心通�占的舀���

�������招��������������������

�工�
‘哑��乙���

��自���
�，��‘︸﹄

�
刁���上���扭�
�任，���

��
���

��韶����������
���，曰月生�呼‘匕���

���

︸����甘，�叮山‘���孟，孟乃‘

心�

中国黑龙江

辽 宁

内 蒙 古

映 西

山 东

江 西

四 川

台 湾

福 建

广 东

云 南

西 藏

国外西伯利亚

口 本

朝 鲜

缅 旬

印 度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泰 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弓 �� ���

� � � ��� � �� ���

� � � �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
�

��

�
�

�
�

� 欧洲
一西伯利亚成分 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和北部边缘地带

。

属于该成分 的 数 量 不

多
。

表��显示古田山与上述地区的共有种并不多
。

�
�

��� 本地起源成分 由于地质变迁和第四纪冰川作用等因素
，
使扩散至古田山的各 类 成

分不断迁入迁出
，
其中相当一部分在此变化中留存下来

，
逐渐适应本地环境而不断演化

，
形

成了为数不少的本地特有成分
。

�
�

� 影响昆虫区系发生与演化的因豪

一个地区的昆虫区系是昆虫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
，
特别是自然历史条件综合作用下

，

长期发展演化的结果��， ’
��

�
�

�
�

� 地形
、

地貌和气候的 变化 古田山孕育于中生代侏罗纪
，
距今约有 �亿年历史

。

其昆

虫区系的自然历史发展至少可追溯到老第三纪
。

当时气候比现在温暖
，
属行星风 系 环 流 系

统
，
地势也较低坦

，
植被的自然分带现象不甚明显

。

这种环境有利于植物的发展和分化
。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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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区系的进化和扩散是影响昆虫进化历史和地理分布的重要因素�
’ “ �。 所以

，

这一时 期 应是

昆虫全面发展的时期
，
并形成了适应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的昆虫类群

。

至新第三纪
，
由于发生喜马拉雅运动

，
古地中海消失

，
西部高原高山急剧隆升

，
东部地

势逐渐下降
，
引起气候及整个自然地理面貌的深刻变化

，
建立了季风环流系统

。

这种变化
，

迫使西部适应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的昆虫类群
，

为躲避由于青藏高原形成所致气候变干冷的不

良环境
，
而大量向东迁移

，
其中一部分就来到了古田山一带

。

另一方面
，
由于始新世气候温暖潮湿和印度板块与亚洲碰击以后

，
印度和马来亚的许多

植物侵入我国南方
，
并向北伸展很远

，
大大丰富了我国东亚植物区系〔 “ ’ ‘月

。

伴随植物 的 侵

入
，
印度

一马来亚起源的昆虫成分大举扩散到了古田山
。

上述迁到古田山的成分与本地起源的成分一起继续发展
，
使古田山昆虫区系的组成大为

丰富了
。

可见
，
由于地形

、

地貌和第四纪以前气候变化
，
古田山获得了来自印度

一马来 亚 区

和中国
一
喜马拉雅区的侵入者

。

�
�

�
�

� 第四纪冰川的作用 第四纪冰期和间冰期的气候更迭和冰川的进退消融对 古 田山昆

虫区系的组成和演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
留下深刻的痕迹

。

最明显的是随着冰期和间冰期的交

替变更
，
引起昆虫的重复迁移

。

当冰期时
，

北方地区被冰覆盖
，

有些昆虫绝灭
，
大多数则迁

移到更南的地方
，
其中一部分就来到了古田山

。

这时古田山就充当了第三纪昆虫 群 的 庇 护

所
。

冰退后
，
气候变暖

，
许多昆虫没有随冰川消退而回到北方

。

古 田山的一些古北种以及偏

北的东洋
、

古北共有种很可能就是这一时期定居下来的
。

第四纪冰川对古田山昆虫的另一个明显影响是由于冰川进退造 成的 海平 面变 化
，
所形

成的陆地生物迁移路线
。

当海平面下降时期
，
大陆边缘海发生变化

，
浅海露出

，
相邻近的陆

地或岛屿可以通连
，
成为昆虫等生物迁移的通道或

“
桥梁

” �� ’ 〕。 古田山与日本及中国 台 湾 岛

共有种分别达��
�

���和��
�

���
，
除了因为早期日本和中国台湾岛与中国大陆就属于统一的

古陆外
，
更重要的是因为第四纪海平面的升降

，
使日本

、

中国台湾岛与中国大陆 曾 几 度 连

接
，
昆虫区系得以互相交流

。

所以
，
第四纪冰川的作用

，
使古田山又获得了来 自欧洲

一
西伯

利亚区和中国
一
喜马拉雅区北缘的侵入者

，
并与日本和中国台湾岛等地的昆虫发生了多 次 互

相交流
，
昆虫区系成分更加复杂化了

。

致谢 本研 究承浙江省开化县林业局和浙江省古 田 山 自然保护 区的大力帮助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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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林学院召开第 �次科技大会

浙江林学院第 �次科技大会于����年��月 �日召开
。

浙江省科委马询主任
、

赵新龙同志
，

浙江省教委郑继伟副主任
、

王新敏副处长
，
浙江省林业厅沈漩副厅长

、

周朝良处长及临安县

科委钱尧林副主任等应邀出席会议
。

副院长许绍远教授作了题为《振奋精神
，
抓住机遇

，
努力

开创我院科技工作新局面》的报告
。

报告主要回顾了 �年来我院科技工作取 得 的成绩及今后

工作的思路与设想
。

省科委
、

省教委和省林业厅领导分别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

领导们对我院科技工

作在经费紧缺
、

设备简陋的条件下取得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
并希望我院科研工作要立足

本地
，
面向全国

，
要解放思想

，
深化改革

，
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
积极拓宽科研经费争取渠

道
，
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
为我省山区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

许副院长的报告和上级

领导的讲话使参加会议的���多名教职员工深受鼓舞
。

院长田荆祥教授宣读了受本次大会表彰奖励的��位院级优秀科技工作者
、
�项院级科技

进步奖
、

��篇院级优秀论文和 �幅院级优秀作品的获奖者名单
。

�凌申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