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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D—"##G 年采用系统调查与随机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在重庆合川对板栗园节肢动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进行

了研究。研究中共记录节肢动物 D" 目 *+ 科 D+* 种，其中鉴定到种的有 D"# 种，占 HHI ；制作了 D+* 个种的名录；分

析了节肢动物群落的构成，讨论了主要种的生态和经济意义；此外，分析了板栗园树冠主要类群的季节数量消长动

态，整个群落和害虫及天敌亚群落个体数量和 >2/..,.FJ5:.:- 生物多样性指数的季节动态。本研究建立了板栗园

节肢动物群落生物多样性的信息框架，对了解板栗园生态系统和板栗园害虫的综合治理具有一定科学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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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板栗原产中国，味道甘美，具有很高的营养价

值，素有“木本粮食”之称，是中国栽培最早的经济

树种和特产的著名干果之一。重庆市栗产区属于云

贵高原亚热带湿润气候板栗栽培区（ 板栗产量约占

全国的 %I）。目前中国板栗生产存在以下问题：产

区较分散，呈零星分布；管理粗放，为半野生状态；坚

果小，果型差异大；果肉含糖量低、淀粉含量高［D］。

而在重庆市板栗栽培生产区，这些问题尤其突出。

其中由于病虫害发生频繁且害情严重，导致每年约

有 "LI M +LI 的板栗毁于虫害和霉烂，经济损失巨

大。

有关重庆地区板栗树冠节肢动物群落的结构组

成、优势物种分析以及群落的时间生态位的研究已

有所报道［"F+］，故本研究主要就重庆板栗园的节肢动

物群落的多样性展开调查，从中了解板栗园节肢动

物群落的物种组成，掌握其发生规律和动态；通过分

析栗园节肢动物群落多样性与害虫防治的关系，旨

在为重庆地区板栗园害虫综合防治措施的制订、天

敌的控制作用评价及其合理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D 研究方法

D) D 实验林地概况

实验林地位于重庆合川市南办处高歇林场板栗

园。园内各种杂草混生，间杂有柑橘、梨和青冈；大

春季节常间种玉米小春季节多间种蚕豆。栗园周围

有梨园、菜田、池塘和灌木丛，环境比较复杂。调查

林地内有栗树 +## 余株，以实生栗为主；不同树龄

（+ M +# /）均 有 不 同 比 例 的 分 布，其 中 数 量 上 以

D# M +# / 树龄的最多，占 %#I 以上；管理粗放，长年

不进行施药治虫，灌溉条件差，人为干扰少。板栗品

种为合川地方早熟品种，每年多在 $ 月中、下旬采

收。

D) " 研究方法

"##D—"##G 年间以重庆合川市高歇林场板栗

园为调查重点，以璧山、永川林场板栗园和野生板栗

园为补充，对重庆地区板栗园节肢动物进行系统调

查。调查采用定点定期调查（ 每周 D 次）与不定期

调查（半月 D 次）相结合。

标本采集方法为网捕、手捉、黑光灯诱集。其中

定点定期调查于每年 G M D# 月在板栗林地内按五点

取样法分别选择 L 株板栗树（树龄、树高、生长状况

较为一致），在每株树的东、南、西、北、中 L 个方位各

选取 D 根枝条，并挂牌进行标记。调查时先环绕板

栗树 D 周目测几分钟，检查肉眼可见的活动性较大

的大型节肢动物，然后仔细调查采集每根枝条前 L
片叶和顶梢以下 +# ?7 左右长的枝条上所有节肢动

! 收稿日期："##$F #GF #G! ! 修回日期："##$F #LF ""

资助项目：重庆市教委基金项目（6,) N&#H#H"*）

作者简介：任爽，女，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昆虫生态；通讯作者：陈斌，OF7/5(：?PQ5.R 2,<7/5() ?,7



物，并记载采集部位。同时，在栗园内随机选取 !"
根枝条，用捕虫网套于其上振动数次，收集所有捕到

的节肢动物并带回室内记载种类和数量。定点调查

树及周围树在调查期间不施用任何杀虫杀螨剂。

采到的标本用玻璃指形管、毒瓶、三角纸袋装好

带回实验室初步分类整理后鉴定，统计定点调查获

得的节肢动物的名称、数量及采集日期；定期从板栗

园采集现场无法立即鉴定的鳞翅目幼虫和蛹、僵蚜、

介壳虫以及生活场所比较隐蔽的害虫后带回实验

室，收集羽化出的寄生蜂进行鉴定；板栗采收后剥查

一定数量的虫果，取出为害的幼虫人工饲养，待羽化

后依据相关资料［#$%&］进行分类鉴定。

%’ ( 分析方法

群落多样性指数利用 )*+,,-,$./0,01 信息多样

性指 数 !’计 算［%2］，计 算 公 式 为 !’3 4 !" / 5," /

（"# 为 #物种数量占群落个体总数的比例）。后续分

析均采用 )6))%!’ " 数据处理软件进行。

! 结果与分析

!’ % 群落的组成

板栗树冠节肢动物群落物种数非常丰富，根据

系统分类学划分，共获得节肢动物 %(7 种，隶属于

%! 目、7( 科。 其 中 害 虫 8" 种，占 物 种 总 数 的

9%’ #8: ；中性昆虫 # 种，占物种总数的 !’ 2#: ；天

敌 7! 种，占物种总数的 #9’ 92: 。天敌中寄生性天

敌 %9 种，占天敌总数的 !#’ %2: ；捕食性天敌 #8
种，占天敌总数的 89’ &%: 。物种数目较多的科有

象甲科、瓢甲科、舟蛾科、刺蛾科、长尾小蜂科、跳蛛

科、肖蛸科、管巢蛛科等 & 科。

植食性亚群落由鞘翅目、同翅目、鳞翅目、半翅

目、直翅目、膜翅目和蜱螨目的种类组成，以鞘翅目、

鳞翅目和半翅目的种类数较多，分别为 !(、!% 和 %(
种；捕食性天敌亚群落包括蜱螨目、双翅目、脉翅目、

鞘翅目、螳螂目和蜘蛛目，以蜘蛛目种类数最多，有

!8 种；寄生性天敌亚群落包括膜翅目 %9 种。个体

数量较多的害虫有鞘翅目的金龟子、象甲，同翅目的

蚜虫，鳞翅目的刺蛾、毒蛾、螟蛾，膜翅目的瘿蜂类；

天敌中主要包括鞘翅目的异色瓢虫、蜘蛛目的草间

小黑蛛和膜翅目的寄生性小蜂类。

!’ ! 主要类群个体数量动态

根据 !""% 年调查数据，板栗树冠节肢动物群落

昆虫纲、昆虫纲各主要组成类群以及蜘蛛目个体数

量的季节动态见图 %。结果表明，!""% 年群落各类

群个体数量动态中，同翅目数量的季节变化趋势与

整个昆虫纲数量变化趋势较为一致，皆呈现双峰型。

两个峰值分别出现在 # 月下旬和 2 月中旬，峰值的

大小表现为第 % 峰值 ; 第 ! 峰值。在形成这两个峰

值的类群中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均是斑翅蚜。斑翅蚜

在 # 月下旬时由于栗树萌芽展叶，正值幼嫩叶片的

生长盛期而大量发生。斑翅蚜迁飞至栗叶后，群集

吸食汁液，形成第 % 峰值。# 月下旬后随着栗叶的

逐渐老化大量迁飞，数量不断减少，至 2 月中旬随着

秋稍的萌发和新叶的生长数量又逐渐回升，使群落

个体总数量达到第 ! 峰值。

鞘翅目昆虫数量也呈现双峰型的变化，在 9 月

中旬由于大量金龟子转移到栗树上取食花序，数量

迅速上升达到第 % 峰值，2 月上旬食叶性象甲数量

上升达到第 ! 峰值，仍然表现为第 % 峰值 ; 第 ! 峰

值。在 8 月中下旬鳞翅目幼虫数量发生较多，各种

毒蛾、刺蛾、斑蛾、舟蛾幼虫大量取食叶片，数量较多

时将叶片取食一空，仅剩茎杆。其它各目昆虫数量

少，变化幅度较小。

板栗树冠节肢动物总群落、害虫亚群落和天敌

亚群落个体数量在时间序列上的动态见图 !。可以

看到，个体数量季节动态表现为害虫亚群落与总群

落的一致性。在 # 月 !# 日达到第 % 峰值，主要原因

是栗斑翅蚜种群数量的上升，在 2 月 %! 日达到第 !
峰值，仍然是由于栗斑翅蚜数量的增加。害虫亚群

落的数量变化左右了整个群落的数量变化，天敌亚

群落的数量在 # < 9 月由少至多，逐渐建立种群，9 <
2 月维持一定的种群数量，群落的数量呈现锯齿型

变化态势。

图 %= 板栗树冠节肢动物群落主要类群个体数量动态

>/?’ %= )0+@-,+5 AB+,C/CD ED,+F/G@ -H F+I-1 ?1-BJ@ -H

+1C*1-J-E@ /, C-J J+1C -H G*0@C,BC -1G*+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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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板栗树冠节肢动物个体数量季节动态

#$%& !" ’()*+,)- ./),0$01 21,)3$4* +5 )6076+8+2 8(*0 ),2
(,(31 )6076+8+2 $, 0+8 8)60 +5 47(*0,/0 +647)62

!& 9 群落 ’7),,+,:;$(,(6 多样性指数

由图 9 知，总群落和害虫亚群落的变化趋势较

为一致，天敌亚群落变化趋势相对滞后。同时，由于

前期栗树展叶开花阶段金龟子与栗斑翅蚜迅速发展

并成为优势种导致多样性指数较低。随后害虫及天

敌亚群落都处于发展和扩张阶段，总群落、害虫亚群

落和天敌亚群落多样性指数均呈现上升态势。< 月

上中旬受降雨、温度等因素的影响，多样性指数有明

显的下降。在 = 月中下旬由于栗树抽新梢，栗斑翅

蚜数量上升，再次成为优势种，多样性指数达到最

低值。

!& > 重庆板栗园节肢动物名录

根据此次调查结果，本研究还制作了重庆板栗

园节肢动物名录（表 ?），供今后有关研究参考。

图 9" 板栗树冠节肢动物群落 ’7),,+,:;$(,(6
多样性指数季节动态

#$%& 9" ’()*+,)- 21,)3$4* +5 ’7),,+,:;($,(6 @$+2$A(6*$01
$,2(B +5 )6076+8+2 $, 0+8 8)60 +5 47(*0,/0 +647)62

表 ?" 重庆板栗园节肢动物名录

C)@& ?" D$*0 +5 )6076+8+2* $, 47(*0,/0 +647)62 +5 E7+,%.$,%

目 科 种

鞘翅目

EFDGFHCGIJ

象甲科 E/64/-$+,+$2)(
? 红足尖筒象 !"##$%&’() *8* ；! 淡褐圆筒象 !+%’$%$’",() %-#$’./+,)（#)/*0）；9 暗褐圆筒象 !+%’$%$’",() %+0.1$（#)/*0）；> 隆

脊绿象 2-#$’$0-+,() #.,&$#() K+0** ；L 红足绿象 2-#$’$0-+,() ’$)&.0&) M(--(6；< 圆筒象 !+%’$%$’",() *8*

丽金龟科 I/0(-$2)(
N 铜绿异丽金龟 3,$4+#+ %$’0(#&,1+ K+0*47/-*O1；P 棕腿异丽金龟 3,$4+#+ +(#&5 ;$(2(3；= 斑喙丽金龟 36$’&1() 1&,(.4+%(7

#+1() ;)0(67+/*(；?Q 蓝黑弧丽金龟 8$0.##.+ %"+,&+ M+8(；?? 盘翅弧丽金龟 8* 6.)%.0&,,.) #)$63

绢金龟科 ’(6$4$2)( ?! 斑绢金龟 90-1#)+#$(%$)& ’.%+)0

天牛科 E(6)3@14$2)( ?9 拟蜡天牛 :1&,";’.,(4 <(+6’.,$1+1(4 R)0(*；?> 槐星天牛 3,$0#$0-$’+ #(’.6+（H)*4+(）

叶甲 E761*+3(-$2)(
?L 黑腹蚤跳甲 8)* :(=’(;$)+ S)4+@1；?< 黑蚤跳甲 8)* +,;()1.%$##.) R)-1；?N 中华椭圆跳甲 2* ).,&,).)（E7(,）；?P 双斑盾叶甲

3* =.).;,+1+ H$4；?= 甘薯龟甲 2* %.’%(46+1+ M(6@*0

瓢甲科 E+44$,(--$2)(

!Q 异色瓢虫 >+’4$,.+ +5"’.6.)（H)--)*）；!? 刀角瓢虫 :&’+,;.(4 ?+0$,.%(4 E7)8$,；!! 十斑大瓢虫 !&;+#$%+’.+ 6.#+1+1+（#)@:

6$4$/*）；!9 黄缘巧瓢虫 9&,$0.+ )+(/&1. K/-*),0；!> 四斑显盾瓢虫 >* #&&%-. K$1)0)O；!L 方斑瓢虫 8’$0"#+&+ <(+1($’6&%.40(,%1+1+

（K/-*),0）；!< 十二斑巧瓢虫 9&,$0.+ =.))&5,$1+1+（K/-*),0）；!N 红点唇瓢虫 2-.#$%$’() @(A+,+& ’$-A(*06$

叩头甲科 G-)0(6$2)( !P 沟叩头虫 8#&$,$4() %+,+#.%(#+1() #)-2(63),,；!= 缘胸豆叩头虫 B(+).4() %+’.,.%$##.) D(T$*

步甲科 E)6)@$2)( 9Q 黄缘青步甲 2-#+&,.() )0$#.+1() I+**$

伪叶甲科 D%%6$$2)( 9? 红翅伪叶甲 C+;’.+ ’(D.0&,,.)

半翅目

MGKUHCGIJ

龟蝽科 H-)0)*8$2)(
9! 槐豆龟蝽 !&;+%$01+ -(.（V),%）；99 筛豆龟蝽 !&;+%$01+ %’.=’+’.+（#)@6$4$/*）；9> 双痣圆龟蝽 2$01$)$4+ =.;(11(#+ K+0*:

47/-*O1

网蝽科 C$,%$2)( 9L 娇膜肩网蝽 >&;&).6&4() -+=’() W6)O(

蝽科 H(,0)0+3$2)(
9< 麻皮蝽 E’1-&).,+ D(##$（C7/,@(6%）；9N 稻绿蝽 F&/+’+ G.’.6(#+（D$,,)(/*）；9P 硕蝽 E(’$)1() G+#.6() W)--)*；9= 斑缘巨蝽

E()1-&,&) D&4$’+#.) X$)

缘蝽科 E+6($2)(
>Q 蛛缘蝽 C&01$%$’.)+ *8* ；>? 点蜂缘蝽 H.01$’1() 0&6&)1’.)（#)@6$4$/*）；>! 瓦同缘蝽 >$4$&$%&’() A+#@&’.+,() D(07$(661 (0 ’(A:

(6$,；>9 长肩棘缘蝽 2#&1() 1’.;$,()（C7/,@(6%）

长蝽科 D1%)($2)( >> 小长蝽 F").()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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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目 科 种

鳞翅目

"#$%&’$(#)*

毒蛾科 "+,-./0112-3 45 木毒蛾 !"#$%&’($ )"*(%$ 671.893；4: 栎毒蛾 +,%-’($ #$&./’$ ;9903；4< 舞毒蛾 +,%-’($ 0(12$’ "1..-3=>

舟蛾科 ?9/929./12-3
4@ 苹蚁舟蛾 3&$/’42/1 $*&-’%/1 A-BC30；4D 亚梨威舟蛾 5(*-#$%/1 6(0-%&$&/1 /11/’(-%1(1（$E.F3B30）；5G 栎纷舟蛾 7-%&4%($ 4,"2-&-

（H03,30）；5! 栎枝背舟蛾 8"64,$#2$ /#6’41$（6/-=21.F30）

刺蛾科 #=IB312-3
5J 褐边绿刺蛾 9$’$1$ ,4%14,($ A-BC30；5K 中国绿刺蛾 9$’$1$ 1(%(,$ ;9903；54 黄刺蛾 :%(04,$#2$ ;*$<-1,-%1（A-BC30）；55

扁刺蛾 =.41-$ 1(%-%1(1（A-BC30）；5: 刺蛾（未定种）

弄蝶科 L3>M3012-3 5< 稻弄蝶 9$’%$’$ >/&&$&$ H03,30 3/ N03+

大蚕蛾科 6-/=0.112-3 5@ 绿尾大蚕蛾 ?,&($1 1-*-%- %(%>24$%$ O3B230；5D 短尾大蚕蛾 ?,&($1 $’&-#(1 $’&-#(1 H03,30 3/ N03+

螟蛾科 $+0-B12-3 :G 桃蛀螟 @(,.4,’4,(1 2/%,&(;-’$*(1 N=3.P3

天蛾科 6M81.F12-3 :! 栗六点天蛾 A$’/#6$ 12-’,.(/1 ;P.P./01Q>

枯叶蛾科 "->19I-,M12-3 :J 栗黄枯叶蛾 =’$6$*$ <(1.%4/ "3R3S=03

蓑蛾科 $>+I812-3 :K 大蓑蛾 :’"2&4&.-*-$ <$’(->$&$ 6.3BB3.

斑蛾科 T+F-3.12-3 :4 茶斑蛾 B&-’/1($ $-0-$ "1..-3=>

夜蛾科 ?9I/=12-3 :5 板栗皮夜蛾 :.$’$,$#$ ’/;(,’’$ L-,M/9.

同翅目

L’;’$(#)*

广蜡蝉科 )1I-.112-3 :: 八点广翅蜡蝉 C(,$%($ 12-$0/#（A-BC30）

蝉科 U1I-212-3 :< 黑蚱蝉 :’"2&4&"#2$%$ $&’$&$（O-S01I1=>）

大蚜科 "-I8.12-3 :@ 栗大蚜 !$,.%/1 &’42(,$*(1（V-. 230 N99/）

沫蝉科 U30I9M12-3 :D 背斑隆沫蝉 :41#41,$’&$ 04’1(#$,/*$ A-BC30；<G 黑斑丽沫蝉 :41#41,$’&$ 04’1(#$,/*$（A-BC30）

斑蚜科 &03M-.9>1M812-3 <! 栗斑蚜 :$1&$%4,$**(1 ,$1&$%4,$**(1 T8-.F

盾蚧科 &1->M1212-3 <J 梨圆蚧 D/$0’$12(0(4&/1 2-’%(,(41/1 U9,>/9IC

叶蝉科 U1I-23BB12-3 <K 大青叶蝉 :(,$0-**$ ;/#41$ W=98

脉翅目

?#X)’$(#)*

草蛉科 U80+>9M12-3 <4 大草蛉 :.’"142$ 1-2&-#2/%,&$&$ A3>,-3B

褐蛉科 8-#-’46((0$- <5 点线脉褐蛉 A(,’4#/1 #/*&(2/%,&$&/1 ;-/>=,=0-

螳螂目

;*?(’&#*
螳螂科 ;-./12-3 <: 薄翅螳螂 A$%&(1 ’-*(>(41$ "1..-3=>；<< 小刀螳螂 3&$&(*($ #$,/*$&$ (8=.S30F；<@ 广腹螳螂 8(-’40/*$ 2$&-**(;-’$ 63001BB3

膜翅目

LY;#?’$(#)*

瘿蜂 U+.1M12-3 <D 栗瘿蜂 @’"4,41#/1 E/’(2.(*/1 Y->=,-/>=

长尾小蜂科 (90+,12-3
@G 中华长尾小蜂 =4’"#/1 1(%-%1(1 W-,1Z9；@! 葛氏长尾小蜂 =4’"#/1 >-’$%((（A-BC30）；@J 斑翅大痣长尾小蜂 A->/1&(>#/1

#$,/*(2-%%(1 W-,1Z9；@K 日本大痣长尾小蜂 A->/1&(>#/1 %(224%(,/1 W-,1Z9；@4 姬黄色长尾小蜂 A->/1&(>#/1 E4-6-*-( *>8,3-2

小蜂科 U8-BI1212-3 @5 广大腿小蜂 F’$,."#-’($ *$1/1（A-BC30）

茧蜂科 H0-I9.12-3 @: 茧蜂 H0-I9. 6MG ；@< 甲腹茧蜂 U83B9.=> 6M[

广肩小蜂 #=0+/9,12-3 @@ 广肩小蜂 #=0+/9,- 6M[

蚜茧蜂科 *M812112-3 @D 日本少毛蚜茧蜂 9$/-1($ H$24%(,$（*>8,3-2）

旋小蜂科 #=M3B,12-3 DG 尾带旋小蜂 B/2-*#/1 /’4I4%/1 &-B,-.；D! 旋小蜂 B/2-*#/1 >MG ；DJ 舞毒蛾卵平腹小蜂 ?%$1&$&/1 H$24%(,/1 *>8,3-2

跳小蜂科 #.I+0/12-3 DK 跳小蜂 >M[

刻腹小蜂科 ’0,+012-3 D4 刻腹小蜂 +’#"’/1 2/%,&(>-’ >M[

直翅目

’)(L’$(#)*

蝗科 "9I=>/12-3 D5 蝗（未定种）

螽斯科 (3//1F9.112-3
D: 素色六刺螽 8-)$,-%&’/1 /%(,4*4’ 630\1BB3 D< 螽斯（未定种）；D@ 铃木剑螽 J(2.(0(421(1 1/I/E((（;-/>=,=0- 3/ 6810-C1）；DD

久氏掩耳螽 B*(#$-$ 6-’-I4’1E(( H3+ H13.C9；!GG 素色似织螽 8-)$,-%&’/1 /%(,4*4’ *=21. ] 630\1BB3

树蟋科 ’3I-./812-3 !G! 树蟋 +-,$%&./1 6MG

蜉蝣目

#$L#;#^

)’$(#)*

!GJ 蜉蝣（未定种）

双翅目

&%$(#)*

大蚊科 (1M=B12-3 !GK 大蚊（未定种）

蚊科 U=B1I12-3 !G4 蚊（未定种）

丽蝇科 U-BB1M89012-3 !G5 丽蝇 :$**(2.4’$ <(,(%$ )9S1.3-=^&3>\912+

食蚜蝇科 6+0M812-3 !G: 黑带食蚜蝇 B2(1"’2./1 6$*&-$&/1（&3 N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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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目 科 种

真螨目

"#"$%&"

瘿螨科 ’()*+,-)./0 !12 栗叶瘿螨 !"#$%&’() *+),+-#) 34

叶螨科 506(/7-8,)./0 !19 针叶小爪螨 ./#0$-’*&1) 1-1-01#)（:/8*;)）

大赤螨科 "7-<6)./0 !1= 大赤螨 2-’),#) 3(**+"14（3)77/04<）

蜘蛛目

"$"&’"’

蟹蛛科 5,*>)<)./0 !!1 白条锯足蛛 51-*#1#+ +/3$),"#+,+ ?*0<@ 06 A6(6 ；!!! 三突花蛛 7#)14(-$%) ,"#*1)%#8+,1) B/;()8)4<

跳蛛科 A/C6)8)./0

!!D 猫跳蛛 9+""&$,1) :+-,&$0"+44+（3/6(0)CC0）；!!E 浊斑扁蝇虎 7(-(4("1) *$-;1)() ?*0<@ 06 A6(6 ；!!F 吉蚁蛛 7’"4+"+*&-(

0#),# B*G；!!H 黄斑金蝉蛛 <&#-,(//+ 4(//$,((#（ A)>*7）；!!I 美丽蚁蛛 7’"4+"+*&-( ;$"4#*+"#+（J0K00(）；!!2 日 本 蚁 蛛

7’"4+"+*&-( =+%$-#*+ L/(<8,

微蛛科 M)8(-+,/76)./0 !!9 草间小黑蛛 !"#0$-#8#14 0"+4#-#*$/14（A47.0N/CC）；!!= 隆背微蛛 !"#0$-( A+@

球腹蛛科 5,0().))./0
!D1 八斑鞘蛛 9$/($)$4+ $*,$4+*1/+,14（?*0<@ 06 A6(）；!D! 温室希蛛 2*&+(+"+-(+ ,(%#8+"#$"14（#@ 3@ L*8,）；!DD 横带希蛛

2*&+(+"+-(+ +-01/#,&$":+ ?*0<@ 06 A6(@

管巢蛛科 #C4;)*7)./0

!DE 日本红螯蛛 9&#"+*+-,&#14 =+%$-#*14 ?*0<@ 06 A6(6 ；!DF 皮雄红螯蛛 9&#"+*+-,&#14 %#*&$-# A8,07O0C；!DH 彭妮红螯蛛

9&#"+*+-,&#14 %(--’# P@ Q@ #/>;().K0；!DI 粽管巢蛛 9/13#$-+ =+%$-#*$/+ ?*0<07;0(K 06 A6(/7.；!D2 斑管巢蛛 9/13#$-+ "(#*&/#>

-# A8,07O0C；!D9 褐管巢蛛 9/13#$-+ -(0(/(*,( #/>;()K0

园蛛科 "(/70)./0 !D= 黄斑园蛛 2"+-(1) (=1)4$8# ?*0<@ 06 A6(@

皿蛛科 3)7-+,))./0 !E1 花腹盖蛛 ?("#(-( "+8#+,+（R/C8O07/0(）

肖蛸科 506(/K7/6,)./0
!E! 肩斑银鳞蛛 @(1*+10( 3/+-8+（3@ L*8,）；!ED 直伸肖蛸 A(,"+0-+,&+ (:,(-)+（3)7770）；!EE 华丽肖蛸 A(,"+0-+,&+ -#,(-)

（"4.4)7）；!EF 鳞纹肖蛸 A(,"+0-+,&+ )B1+4+,+ L/(<8,；!EH 圆尾肖蛸 A(,"+0-+,&+ C("4#;$"4#+ ’>0(6*7

猫蛛科 PG-*+)./0 !EI 拉蒂松猫蛛 <(1,(*#+ /+,#D+( 5)O/.0(

E 讨论

E@ ! 板栗园节肢动物群落各营养层、功能团和类群

相对多度

本研究参照郝树广等人的方法［!=］将栗园树冠

节肢动物群落在结构的上区分为不同的营养层、功

能团和类群。D11!—D11F 年对板栗树冠节肢动物

群落的研究表明，板栗树冠节肢动物群落物种数目

十分丰富。对群落中各营养层、功能团和类群相对

多度的分析表明，植食性营养层在数量上占绝对优

势，其中刺吸性功能团个体数量最多。刺吸类功能

团中以蚜虫类群相对多度最大，咀嚼类功能团中以

金龟子类群相对多度最大，其次是象甲类。天敌营

养层中捕食类功能团以蜘蛛类群为主，寄生性功能

团相对多度较小。板栗园节肢动物群落 F 月上旬到

H 月上旬斑翅蚜的优势性十分突出，H 月上旬到 H 月

下旬，金龟子的优势性超过斑翅蚜；H 月下旬到 I 月

上旬栗大蚜的优势性超过金龟子；从 I 月中旬到 =
月上旬，象甲、栗大蚜、鳞翅目幼虫、斑翅蚜的优势性

交替上升；= 月中旬到下旬斑翅蚜数量迅速上升，再

次成为优势种，优势性十分突出。F 月上旬到 2 月

上旬，天敌以草间小黑蛛为绝对优势种；2 月中旬至

= 月下旬，优势度较高的种类有大草蛉、异色瓢虫、

棕管巢蛛、十二斑巧瓢虫，以异色瓢虫为主。板栗园

节肢动物群落害虫优势种以斑翅蚜、栗大蚜、金龟

子、鳞翅目幼虫为主；天敌优势种以草间小黑蛛、异

色瓢虫为主；其它优势度较高的物种有大草蛉、磷纹

肖蛸、肩斑银磷蛛等。这一结果表明这些营养层中

的功能集团和类群的组成和数量随着寄主植物的生

育期的不同不断发生着变化，同时也暗示出在进行

害虫防治时，须建立以寄主植物为中心的害虫综合

防治体系。

E@ D 栗园主要害虫及其防治措施

本研究还确定了重庆市板栗生产中的两种关键

害虫———栗瘿蜂和桃蛀螟。栗瘿蜂抑制枝条萌发，

造成结果枝大量枯死，从而引起板栗大量减产。桃

蛀螟是板栗生长后期的主要蛀果性害虫，其数量虽

然远少于食叶性害虫，但它通过蛀食总苞或坚果，造

成落果和虫伤果，严重影响板栗产量和品质。栗瘿

蜂的主要天敌是以中华长尾小蜂（A$"’41) )#-(-)#)
L/>)S*）为优势种的各种寄生蜂，桃蛀螟的天敌不明

确。因此，栗园害虫防治应重点以防治栗瘿蜂和桃

蛀螟为主，在防治方法上应注意天敌的保护利用，以

栗园整形修剪整治为主，尽可能避免进行化学防治，

以免杀伤天敌及污染环境。

总的看来，要全面了解板栗园节肢动物群落的

结构和特点，需要较长时间；本研究由于时间限制，

仅对实验林地及其周边板栗园进行了初步调查。今

后将在本研究基础上对继续开展长期、全面的调查

研究，以期更加深入地了解板栗园生态系统并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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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害虫的综合治理提供更加全面、丰富的参考资料。

致谢：诚挚感谢原西南农业大学朱文炳教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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