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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中食叶昆虫食叶量测试
’

刘元福

摘要 在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中
,

对食叶昆虫食叶量测试
,

供试树种计有 科 种
。

所得结

果表明 昆虫食叶面积或重量百分率
,

各树种变动幅度在  一 沁之问
,

平均为 北
,

这

种食叶量水平
,

对林木生长并无影响 但食叶昆虫的存在
,

对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来说
,

在维持生物群

落动态平衡方面
,

起着积极作用

关链词 热带山地雨林 食叶昆虫 食叶量

热带山地雨林面积大
,

植物种类多
,

生态环境优越
,

是热带植被最主要的类型
。

我所在尖峰

岭热带林生态系统定位站开展科研工作
,

于本类型中采集了大量树叶样品作试验
,

笔者对昆虫

食叶量进行了测试
,

以便为上述研究提供资料 鉴于国内尚未见有这类文献报道
,

故整理成文
,

供有关方面参考
。

测试区 自然概况

海南岛尖峰岭是我国保存面积较大
,

植被较完整的热带林区之一
,

该地五分区的热带山地

雨林是其主要部分
。

本类型分布在海拔 的各种地形内
。

地貌为切割中山
,

土壤为砖红壤性黄壤
,

气候温暖湿润
。

年均温
,

年积温
,

月均温
,

年降水量 月降水量
,

年降水 日
,

水热系数 川
。

尖峰岭地区有

野生高等植物 多种
,

其中以热带山地雨林种类最 多
,

据近年调查统计
,

本类型样地有

科 属  种 种类组成以樟科 种
、

茜草科 种
、

山毛桦科 种
、

桃金娘科 种
、

夹 竹桃科 种
、

棕搁科 种 和冬青科 种 等为主
,

样地外尚有坡垒属 ,
、

鹅耳杨属

’, “ 、

英迷属  “ , , 。” 、

桦木属 和械属
一

, 出现
,

构成了以热带科属组成为主
,

并

渗有温带成分的特殊山地植被类型〔’
。

测试区食叶昆虫概况

食叶昆虫专指以咀嚼式 口器啃食植物叶片的昆虫而言
。

这类昆虫种类繁多
,

主要有鳞翅目

 、

鞘翅目
 、

膜翅 目 和直翅 目 等
,

其幼虫或成

虫取食健康树木叶片
,

常将叶片咬成缺刻
、

孔洞或仅食叶肉
,

残留叶脉
,

甚至全部吃光
。

关于尖峰岭的食叶昆虫
,

据 年代初期 区系研究
‘’ ,

计有鳞翅 目 种
、

鞘翅 目

种
、

膜翅 目 种
、

直翅 目 种
,

其 比例为
,

尤以鳞翅目昆虫占有特别

一 一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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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优势
,

不仅虫种数量大
,

而且从生物学特性来讲
,

该目绝大部分种类都是食叶昆虫
,

其它

三目则不然
。

尖峰岭五分区的蛾类以夜蛾科 种
、

尺蛾 科 种和螟蛾科

 种其种类最多〔」
,

进一步来看
,

食叶昆虫的主要种类有掌夜蛾 ,
’

、

合夜蛾 匀 
、

线夜蛾
, ,  ! 、

佩夜蛾 却
 。

、

苹梢鹰夜蛾 双护
 、

银纹夜蛾
、

小地老虎
, 、

昏色幻夜蛾 材
口 , , 尸占,。 ‘, 、

齿

蕊 夜蛾
,   !  和 模粘 夜蛾 及

 , , , ,
种「‘

,

尺 蛾

, ‘ 即二
、

尺蛾 和 尺 蛾
, ,

种〔
,

条纹绢野螟 户
, , ,

‘ 、

白腊绢野螟 户人。” 。 , ,
ig

ror

-

u , , c t
‘:
l
; 、

( B
r e

m
e r

)
、

黄野螟 H
eort ia vitessoid es M o ore

、

豆英野螟 M
o ruca tesru lalis G eyer

、

袖木

野螟 I勺
,

ra

u s r a ”: u ‘
、

h

o
e

ra

l s

s

W

a

l k

e r

、

白斑黑野螟 P h勺
·
‘
r a e

, , ; a
ty o

s
C

r a
m

e r 和水稻切叶野螟

p sara lica
, s

i
s a

l i
s

( W
a

l k
e r

) 7 种〔‘〕
,

八点灰灯蛾 。?
ato , , o r u s r , 二n eie , , s

( w
a

l k
e r

) 和闪光玫灯蛾

R 人o j og a sr, i
a a s r

;
·

e a
s

( D

r u
r

y

)
2 种

{’] ,

铅拟 灯蛾 E uP locia 。扩, , :
b l i

a r
i
a

C
r a

m
e r

一

S
t o

l l

、

圆拟灯 蛾

P 尸,
i d

,一。 Z e o ,
·

b i

c u

l

u r

i

s

W

a

l k

e r

、

方斑拟灯蛾 A
sora Pla g iz, o t a

B
t , t l

e r 和一点拟灯蛾 A sora ca ,
·

i

-

c a ,
B

o 、s
d
u v a

l 4 种
「‘

]
,

裴豹峡蝶 A
r召, re u s h yP

e
rb i u s L

. 、

白纹峡蝶。l儿
osia 卿aoe l)ru ry 和海南

丽峡蝶 C et h os ia l,i l,l l.’ D ru ry 3 种[91
。

鞘翅 目的叶甲类
、

金龟子类
,

膜翅目的叶蜂类 以及直翅目

的蝗类等
,

这些类群的主要 食叶昆虫现时缺乏记载
。

3 材料和方法

3.1 材料
1990 年 12 月 3 日至 28 日

.
在五分区外围试验区

,

选多块长方形样地
.
伐木取叶

,

通常每

树种取叶一株
,

如有同种树 多株
,

则按大
、

中
、

小
,

分别取叶 2一 3 株
,

以随机法采叶
,

每株采叶址

50 0一 1 000 9 不等
,

合计采叶树约 120 株左右
.
供化学分析之用

,

而本试验是利用上述材料进

行的
。

在其中再次随机取样
,

每株树 30 片叶为一样品
,

共取得符合要求的树叶试验材料计有

27 科 50 种树种 75 个样品
.
其中樟科

、

山毛样科
、

冬青科
、

灰木科
、

茜草科
、

茶科
、

悟桐科
、

紫金

牛科和木犀科共 9 科
,

每科所测树种为 2~ 5 种
,

而其余 18 科每科均测 1 种
,

每树种所测样品

数为 1一3 个不等
。

3

.

2 方 法

试验用树种
,

在烘箱中烘至恒重
,

以叶面积仪分别测出健全叶面积和虫食叶残留面积
,

关

于昆虫取食所造成的孔洞和缺刻
,

参照健全叶的大小和形状
,

模拟 出原叶图形
,

用方格座标纸

计豹
.
虫食叶面积

,

并求得虫食叶面积百分率
,

这是所求的主要数据
。

第二步
,

将健叶和残叶再次

置于 70 C 左右的烘箱中烘干至恒重状态
,

取出放干燥器中冷却
,

随后
,

用 1%
,

电子天平称重
,

计

算单位面积重量
,

再求虫食叶重量及其百分率
。

4 结 果

虫食叶片数百分率

科为单元 由高至低
,

其排列次序为
:
悟桐科

,

藤黄科
,

远志科
,

紫金牛科
.
山毛样科

,

樟

4
三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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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蝶形花科
,

茶茱英科
,

茜草科
,

无患子科
,

械树科
、

胡桃科
,

白花菜科
、

杜英科
,

芸香科
,

茶科
,

冬青科
,

山榄科
,

红树科
,

蔷薇科
,

山龙眼科
,

愉科
,

夹竹桃科
,

灰木科
,

木犀科
,

棕搁科
.
马钱科

。

4

.

1

.

2 种为单元 由高到低
,

其排列次序为
:
椭圆新木姜

.
两广梭罗

、

大叶鱼骨
,

油丹
,

闽粤拷
,

阴香
,

显脉新木姜
,

高脚罗伞
,

广东山胡椒
、

长叶山竹子
、

红稠
、

青兰
,

滨海青冈
,

秦氏桂
、

荔枝红

豆
、

海南肖榄
、

罗伞
,

木荷
,

毛荔枝
,

小叶白锥
、

白背械
、

黄祀
.
长柄梭罗

,

东方琼楠
、

黄樟
、

褪果藤
、

毛春花
、

薄皮红稠
、

粗叶木
.
刻节祯楠

,

谷木叶冬青
,

中华厚壳桂
、

山桔子
、

九节木
,

尖峰祯楠
,

子

京
,

竹节树
、

海南车轮梅
,

山龙眼
、

含沙
、

披针叶灰木
、

枝花李榄
,

毛叶冬青
、

皱叶灰木
,

杜仲藤
,

弹

弓藤
,

山月佳
、

肖拎
,

灰木
,

密花马钱
。

虫食叶片数百分率
,

实际上就是食叶昆虫对树叶的取食频度
,

但取食频率高不等于食叶量

大
。

农 1 尖峰岭五分区昆虫食叶t (1 990
一

12
)

树 木 名 称 (科
、

种名)
虫食叶数 虫食叶面积 侧试树种
(线) 或重量 (% )

‘乙 (品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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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木 名 称 (科
、

种名)
虫食叶数
(% )

虫食叶面积
或重盆(% )。

(续表)

侧试树种
(品样 )数

苦截科

海南车轮梅

裸形花科

荔枝红 豆

山毛举科

闽粤拷

小叶白椎

滨海青冈

红 稠

薄皮红稠

平均

愉科

含沙

冬青科

毛叶冬青

谷叶木冬青

平均

茶茱英科

海南肖榄

芸香科

山桔 子

无患子科

毛荔枝

城树科

白背械

胡扫胜于牛

黄忆

I!1榄科

子京

紫金 牛科

罗伞

高脚 罗伞

平均

灰木科

灰 木

皱叶 灰木

披针叶灰木

平均
‘

乙钱科

密花 马钱

木邓科

枝花李榄

山 手」桂

平均

夹竹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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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木 名 称 (科
、

种名)
虫食叶数
(% )

虫食叶面积
或重t (% )。

(续表)

侧试树种
(品样 )数

杜仲葬

茜草科

大叶鱼骨

九节木

粗叶木

平均

棕搁科

弹弓藤

5。 个树种平

尸a ra 加riun
泥
m i

c r 口 , . t h
u 川 P ie rre

R u b ia ee ae

C d ”th iu m 5 1加讨护 M
e r r

.
e t

C h
u n

P 砂cho, 闹
rub ra Poir

.

才汤sia ” r
h
u s c

h i
”尸 , , 51 5

Be

n t
h

3 3

.

3 3

9 3

.

3 3

4 6

.

6 7

5 6

.

6 7

6 5

‘

5 6

1 6

。

5 6

8

.

5 4

4

.

7 9

9

.

9 6

P

a

l

n l a e e a e

C

口份m u s rh
口吞己“la d u s B u r re t 3 0

.
0 0

均

¹ 虫食叶面积% 与虫食叶重盆% 两者数字相等
.

4
.
2 虫食叶面积或三l 百分率

4
.
2
.
1 科 为单元 由大到小

,

其顺序依次为
:
远志科

、

木犀科
,

紫金牛科
、

樟科
、

山榄科
、

茜草

科
,

胡桃科
,

山毛棒科
,

茶茱英科
,

藤黄科
,

白花菜科
,

梧桐科
,

无患子科
,

蝶形花科
,

械树科
,

芸香

科
,

夹竹桃科
,

茶科
,

冬青科
,

棕桐科
,

红树科
,

山龙眼科
,

灰木科
,

杜英科
,

蔷薇科
,

榆科
.
马钱科

。

4

.

2

.

2 种 为单元 由大到小
,

其顺序依次为
:
油丹

.
椭圆新木姜

.
红稠

,

山月桂
,

大叶鱼骨
,

高

脚罗伞
,

青兰
,

闽粤拷
,

秦氏桂
,

阴香
,

子京
,

罗伞
,

显脉新木姜
,

广东山胡椒
,

黄祀
,

小叶白锥
,

海

南肖榄
,

长叶山竹子
,

九节木
,

两广梭罗
,

褪果木
,

东方琼楠
,

长柄梭罗
,

毛荔枝
,

滨海青冈
,

木荷
,

荔枝红豆
,

黄樟
,

刻节祯楠
,

枝花李榄
,

中华厚壳桂
,

白背械
.
山桔子

,

谷木叶冬青
,

杜仲藤
,

粗叶

木
,

灰木
,

尖峰祯楠
,

弹 弓藤
,

薄皮红稠
,

竹叶树
,

山龙眼
,

毛叶冬青
.
披针叶灰木

,

皱叶灰木
,

肖

拎
,

锈毛杜英
,

毛春花
,

海南车轮梅
.
含沙

,

密花马钱
。

5 小结和讨论

本测试树种计有 27 科 50 种 75 个样品
,

由测试结果来看
,

尖峰岭五分区热带山地雨林昆

虫食叶量为 0
.
45 % ~ 28

.
01 写

,

平均为 7
.
71 %

。

按食叶害虫大发生指标
.
树冠 25 % 以下树叶被

吃光
,

属
“

轻微被害
”

等级仁’
‘,

]
。

据 人工摘叶模拟松毛虫危害水平试验
.
李天生将 8~ 10 年生马尾

松摘叶 25 %
,

古野将多年生黑松摘叶 50 %
.
对其材积生长均无影响f

”
]
。

一般来说
,

阔叶树比针

叶树萌发力强
,

再生能力大
,

上述食叶量水平
,

对林木材积生长不会有损失
。

由此可见
,

在热带

山地雨林等天然混交林中
.
食叶昆虫的存在

,

不但无害
,

而且它是动物 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一

员
,

在保持生态平衡方面
,

具有积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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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袖木良种选育及配套技术研究
”

通过部级鉴定

‘
l
,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邝炳朝研究员 仁持的

“

袖木 良种选育及配套技术研究
”

课题
,

山林业

部科技
.
习主持 于 19 96 年 12 月 7 日在J

‘
’

州通过鉴定
。

该项成果涉及到遗传育种
、

解剖
、

生物生态和栽培多个领

城
。

研究 工作系统
、

全而
,

档案资料齐全
,

数据翔实可靠
,

专家们
一

傲认为
,

该成果在整体上达到 国际同类研究

先进水
‘

砰
。

该研究为
“

七 五
”
国家件技攻关和

“

八五
”

林业部重点课题
。

经过 20 多年研究
,

取得 如 下成果
:
(1)在袖木

(,I
’

。。1 0 , , a
g 。

, :
d

; 、
l
碑
i
n n

.

) 天然分布与引种栽培的 ttt 界范11翔内(12 个l川家 )收集和集
【
1
,
保存 J

‘
1 ( ) 2 个种饥(

,

2 斗5

个家系
,

8 6 6 株优树
,

建立从因库 3
.
3 hm

‘

和各种试验林 68
.
1 hm

?。
(

2) 初步选出杭锈病种源 6 个
、

九性系 即

个
,

抗
’,又种源 4 个

,

抗 风种源 2个
,

耐酸甲l三l几( r
〕
H 3

.
9 ~ 5

.
6 2 ) 卜1

,

源 17 个和家系 4 个
。

此外
.
还 筛选出速

’

1

几
优 良朴t

,

源 24 个和家系 27 个
.
其材积遗传增益 30 % 以 L

。

筛选出只金色和粽色纹理抽木种源 4 个和优树84 株
。

(
:3)

研究育苗密度控制与小棒褪的形成
,

苗木产城和质最的关系
,

使苗木单位而积产量提高了 2 倍以 卜
。

确定 J
’

袖

术苗贮藏过程中苗木安全含水量的 L 下限值
,

使贮藏期长达 15 个月
,

造林成活率达 90 % 以 仁
。

(
4 ) 首次提出

我囚袖木栽培区划
,

并制定出相应改良11 标策略和程序
。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舜淑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