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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种类调查和区系分析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利用的前提，但重庆昆虫过去只有零星的记载和分析。近年来，在

重庆典型的生态区开展了系统的昆虫采集、野外拍照和分类鉴定，同时，以 $H*G 年—"##D 年的《 动物学记录》为主，

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系统地整理和分析了分布于重庆的昆虫种类情况及区系分布。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区已记述昆

虫 "* 目（"C 亚目）C$D 科 " I** 属 G )$I 种。通过系统的区系分析，重庆市已知昆虫种类在世界动物地理区系中属于

东洋区，其中与古北区共同分布种占 *C( GDJ ，与其他区系共同分布种相对较少，$( IDJ 的种为世界性分布；在我国

动物区系中，重庆市昆虫种类属于西南区，其中与华中区的共同分布种最多、占 ))( GDJ ，其次是与华南区共同分布

种占 ID( "$J ，与青藏区的共同分布种最少，占 $*( C$J ；重庆特有分布种有 "CG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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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论从昆虫种类数量还是个体数量及生物量而

言，昆虫在生物区系，特别是在动物区系中都起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昆虫物种数量占生物总种数的一半

左右，因此，对昆虫进行种类调查和区系分析，在生

物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生物多样性中不容忽视。

重庆辖 G# 个区县，面积 H" C## M7"，是青藏高

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也是南北、东西的

交汇地。东、南分别与湘鄂西山地、贵州高原相接，

西界四川盆地中部丘陵，北邻秦巴山地；地质、地貌、

气候、水文、土壤等自然地理要素，均具有中国东西、

南北过渡性与交接性的特点；气候资源丰富，垂直差

异显著，区域间气候差异较为明显，小气候类型多姿

多彩。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丰富的自然条件，造

就了重庆市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和极高的物种多样

性，使重庆区域内的昆虫种类非常丰富。对辖区范

围内的昆虫种类进行区系调查及分析，可大大促进

重庆昆虫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但目前该地区的

昆虫生物多样性研究较为薄弱，有关重庆市昆虫种

类进行系统调查及区系研究的报道相对较少，早前

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零星的昆虫种类记述，相对

较集中记述重庆昆虫种类的文献主要有黄复生在

《西南武 陵 山 地 区 昆 虫》中 记 载 重 庆 市 昆 虫 DH

种［$］；杨星科在《 长江三峡库区昆虫》中对重庆（ 巫

山、奉节、云阳、万州、忠县、丰都、长寿、北碚）记述

了昆虫 " )*G 种［"］；其余种类均分别零星记载于各

种学术期刊及研究专著（ 如《 中国动物志》等）中。

迄今为止，重庆市昆虫种类较准确的数目及种类分

布情况均未进行系统调查及整理分析。因此，本研

究通过野外采集、拍照、分类鉴定等研究手段，在结

合大量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重庆辖区内分布的

昆虫种类进行了系统调查和收集，以便为当地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及利用提供基础资料。

$ 材料与方法

"##I 年—"##D 年在重庆境内以江津四面山、南

川金佛山、大巴山区及北碚缙云山等生物多样性丰

富的区域为重点，面向整个重庆辖区，对各种生境下

昆虫进行广泛采集，采用捕虫网进行扫网、捕捉及拍

照，并对所采标本编号，在实验室进行鉴定；文献记

载以 $H*G—"##D 共 $G* 年间的《动物学记录》（《N&F
&0&46>/0 O9>&-P》）［C］为主，并结合其他大量文献资

料［$F"，GF)#］，整理出记载分布于重庆的昆虫种类，并补

充各个种类在国外、国内及重庆的具体分布地。根

据世界陆地动物地理区系及中国动物地理区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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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进行重庆昆虫种类的区系特点分析。同时，比

较重庆昆虫种类与国内其他省份的共同分布种情况

以及重庆各区县昆虫种类分布。

! 结果与分析

!" # 重庆市已记载昆虫种类

本次重庆昆虫种类整理结果共有原尾纲、弹尾

纲、双尾纲、昆虫纲等 $ 个纲，共 !% 目（!& 亚目）&#’
科 ! (%% 属 $ )#( 种（表 #）。其中重庆已知昆虫种

类中种 类 数 量 最 多 的 是 鳞 翅 目，共 # )%$ 种、占

&)" ’)* ，归属于 $’ 科 ’+’ 属；其 次 是 鞘 翅 目，共

# #,# 种、占 #$" ’+* ，归属于 %( 科 %#& 属；再其次是

膜翅目，共 $,& 种、占 #+" #,* ，归属于 &, 科 !(& 属；

然后是半翅目共 $)( 种、占 ’" ’)* ，归属于 (# 科

&&+ 属。种类最少的为衣鱼目、蚤目及毛翅目，仅有

! 种；其次是!翅目，共 $ 种。此外，本研究所采集

标本鉴定的种类均为文献资料已记载的种类，共

# ++$ 种。

!" #" # 已记载昆虫在重庆各区县的分布情况- 重庆

各区县种类数量存在较大差异，主要由于重庆地势

起伏大，东部、南部及东南部地势高，西部地势低，地

貌形态组合的地区分异明显，易形成各个生态小环

境，大大丰富了物种的多样性。从表 ! 可以看出，生

态环境丰富的区县（ 如江津、北碚、南川、石柱、巫山

等）明显比其他区县种类多，主城区域范围内的昆

虫种类明显少于非主城范围。此外，各个区县的地

域大小有差异，对昆虫种类数量的多寡有一定影响。

如相对其他区县，万州的地域范围相对较大，万州已

记载的昆虫种类数量也最多。另外，由于本次整理

出的重庆昆虫名录以文献收集为主，前人对各区县

昆虫种类的采集及研究深入程度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和差异性，因此对各区县种类数量也存在影响。

!" #" ! 与其它省市昆虫比较- 本次收集整理的重庆

昆虫种类中，与四川的共同分布种最多，达 & !!!
种，占 %," &$* ，其次依次是湖北、云南、浙江、福建、

湖南、广东、广西、贵州、陕西等省区（表 &）。根据重

庆所处地理位置，重庆分别与四川、湖北、湖南、贵

州、云南、陕西等省存在或多或少的地域连接，与浙

江、福建、广东及广西等气候相似，即相对较炎热，生

态环境有一定的相似度；而与天津、甘肃、青海、新疆

等省区共有种大为减少，这既受了不同环境条件所

影响，也同样受着区系来源所支配，重庆昆虫大多源

于东亚或印度马来西亚，而甘肃、青海及新疆的昆虫

则多源于中亚系统。

表 #- 重庆地区已记载昆虫各目科、属、种数一览表

./0" #- 1/2/34567 48 8/9:3;，57<6= /<> =?7@:7= :< 1A4<5B:<5

纲名 目名
科数

C 科

属数

C 属

种数

C 种

采集鉴定的种数

C 种

原尾纲
蚖目 ! & )

古蚖目 # & ,

弹尾纲 长角 目 # $ $

双尾纲 棒亚目 ! & (

衣鱼目 # ! !

蜉蝣目（裂盾亚目） & ’ #% !

蜻蜓目

均翅亚目 , !$ &( ##

差翅亚目 ( !’ $& #(

!翅目（北!亚目） ! $ $

直翅目

螽斯亚目 % $+ (, #%

蝗亚目 ’ $( )% !!

昆虫纲 目（胫缘亚目） ! #+ #( %

蜚蠊目 $ #! #,

螳螂目 & ’ !# #+

等翅目 ! ’ $! ’

革翅目（蠼螋亚目） $ ## !+

啮虫目

窃 亚目 # # #

粉 亚目 ! $ (

亚目 #+ !’ %&

缨翅目 & #’ &!

半翅目

胸喙亚目 #& $! (! #!

昆虫纲 蝉亚目 ( )# #+% &%

蜡蝉亚目 #+ &% $( #(

异翅亚目 !& #,# !)! %,

鞘翅目

肉食亚目 ( )+ #)) #+

多食亚目 %+ ($& # ++$ !&+

广翅目 # $ )

脉翅目 % !$ &,

毛翅目

环须亚目 $ , #& #

完须亚目 ! % ,

鳞翅目

外孔次亚目 # $ (

双孔次亚目 $, ’+( # )(’ &%)

长翅目 ! ! !

蚤目 ! ! !

双翅目

长角亚目 ( !, ’& &%

短角亚目 , !# !$ ##

环裂亚目 #( ’% #(+ ()

膜翅目

广腰亚目 % %# #!# !’

细腰亚目 &! #’! &%! $#

合计 !%（!&）! &#’ ! (%% $ )#( # ++$

- - !：此处括弧外为目总数，括号内为亚目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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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重庆市各区县已记载昆虫种类分布表

#$%& !" ’$($)*+,- *. /01(20%,(0*31 03 ’4*3+503+ 6,30708$)0(9 种

区、县 种数

万州区 : ;:<

石柱县 : =;<

江津区 >?:

巫山县 >@@

丰都县 @?=

北碚区 @:@

南川区 A;=

永川区 ;?@

区、县 种数

武隆县 ;?A

城口县 ;@A

长寿区 ;<<

彭水县 ;!!

秀山县 B?>

酉阳县 B?<

黔江区 B!;

涪陵区 B!<

区、县 种数

巫溪县 B:<

梁平县 <>;

璧山县 <<!

奉节县 <=!

忠县 !@B

綦江县 !@:

大足县 !AA

垫江县 !;A

区、县 种数

开县 !BB

合川区 !<=

荣昌县 !!>

巴南区 !:A

云阳县 !:;

万盛区 !::

南岸区 !:=

江北区 !=>

区、县 种数

铜梁县 :?;

渝北区 :?!

九龙坡区 :>?

沙坪坝区 :>?

潼南县 :@;

渝中区 :@!

双桥区 :AA

大渡口区 :AB

表 <" 重庆昆虫与其他省区的共同分布种数量

#$%& <" ’$($)*+,- *. 2-18-7(0C- 7*66*3 031-7(1 03 ’4*3+503+ $3/ *(4-2 82*C037-1 *. ’403$ 种

省、区 种数

四川 < !!!

湖北 ! BA>

云南 ! :A>

浙江 ! :::

福建 ! =?;

湖南 : @A<

广西 : A?B

省、区 种数

广东 : A>?

江西 : A<:

贵州 : ;B<

台湾 : B!@

陕西 : <A!

江苏 : !;:

河北 : =:B

省、区 种数

河南 ?BA

安徽 >;A

甘肃 @?:

海南 @>B

黑龙江 @AB

山东 @A:

辽宁 A?:

省、区 种数

西藏 A@?

山西 A<A

吉林 A:@

北京 BA:

内蒙古 B<>

上海 <B<

新疆 <!!

省、区 种数

宁夏 <=;

青海 !?=

香港 !?!

天津 :>?

澳门 :<?

!& ! 对重庆市已知昆虫区系的评价

!& !& : 重庆市昆虫区系情况" 世界陆地动物地理区

系分为东洋、古北、澳洲、非洲、新北及新热带区，中

国横跨古北与东洋两区，其中重庆地理位置接近东

洋区与古北区的分界线，是东洋与古北区分界的过

渡区域，动物种类成分以东洋区为主，但由于重庆特

殊的地理位置，动物种类一定程度上同时具有东洋

与古北两区的成分，两区共同分布种类相对较多。

我国动物地理区划一般分为东北、华北、蒙新、青藏

（以上属古北区）、华中、华南、西南（以上属东洋区）

等 @ 区。重庆地处我国西南区的东侧，由于与周边

区系没有显著的自然屏障，是东西、南北的交汇处，

汇集了我国东西、南北各区系的昆虫种类成分，在这

里南北动物类型相混杂和过渡现象较明显，大大增

加了重庆昆虫的物种丰富度。同时，重庆特殊的地

形地貌及气候环境等造就了一定数量的重庆特有分

布种。重庆昆虫区系与周边区系的相似程度比较结

果显示，重庆分别与华北区、青藏区和华中区接壤，

环境及气候条件相比而言与华中区相似性较大，与

青藏区在海拔高度、气候特点及地质地貌等方面相

差较大，重庆的东部及北部向北方山地区系区过渡，

重庆的西部（万州以西）气候相对较炎热，与我国华

南区系联系密切。

!& !& ! 重庆市昆虫区系分析" 重庆市昆虫区系具体

分析分以下两点进行阐述。

:）重庆昆虫在世界动物地理区系中的归属及比

重。据分析重庆已知昆虫种类，重庆昆虫在世界动物

地理区中的归属情况分 A 个分布型，详见表 B。其中，

以东洋与古北区共同分布中比重最大、占 ;B& @>D，共

! ;>< 种；其次是东洋区系型成分占<;&;=D，共 : A@B 种。

若将东洋及跨东洋各种均合计在内，则达 :==D；若将

古北及跨古北各种均合计在内，则达 A<& B?D。这显

示出重庆昆虫种类以东洋区占绝对优势，并杂有大量

古北区系种。此外约 :=D 种类跨三区、四区、五区及

世界性分布，含非洲区的跨区分布占 ;& ABD，含澳洲

的跨 区 分 布 占 B& >:D，含 新 北 区 的 跨 区 分 布 占

B& !>D，含新热带的跨区分布占 !& !;D。因此，根据

重庆昆虫种类在世界动物地理区的区属面貌和表 B
所反映的区系比重关系，重庆昆虫区系的特点可以定

性地排定为：昆虫区系为典型东洋区系，含古北区的

跨区区系型种是跨区区系的主体，二区跨区区系型比

重占 ;B& @>D，其可能由古北区属种和东洋区属种的

北扩南张形成，与非洲区的联系强于澳洲区和新北

区，与后两区的联系强于新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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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重庆昆虫在世界动物地理区系中的归属及比重

#$%& !" ’()%$( *+,-.+%/-+)0, )1 -23 +0,34-, 1.)5 62)078+07 5/0+4+9$(+-:

世界动物地理区系 东洋 古北 非洲 澳洲 新北 新热带 种数 ; 种 比重 ; <

单区型 =>& >?

东洋区 " @ AB!

两区型 >>& >C

东洋D古北区 " " E >F=

东洋D澳洲区 " " @?

东洋D非洲区 " " E>

东洋D新北区 " " =

三区型 >& =E

东洋D非洲D新热带区 " " " E

东洋D古北D澳洲区 " " " F>

东洋D古北D非洲区 " " " C?

东洋D古北D新北区 " " " AF

东洋D古北D新热带区 " " " =

东洋D非洲D澳洲区 " " " =

四区型 @& A@

东洋D非洲D澳洲D新北区 " " " " @

东洋D澳洲D新北D新热带区 " " " " @

东洋D新热D非洲D澳洲区 " " " " E

东洋D古北D非洲D澳洲区 " " " " EC

东洋D古北D澳洲D新北区 " " " " B

东洋D古北D非洲D新北区 " " " " @C

东洋D古北D新北D新热带区 " " " " @?

东洋D古北D澳洲D新热带区 " " " " E

东洋D古北D非洲D新热带区 " " " " >

五区型 ?& =F

除非洲区 " " " " " =

除澳洲区 " " " " " A

除新热地区 " " " " " " C

全世界分布型 " " " " " " B> @& >C

合计 ! B@> E CC! EAA EEB E?E @?A ! B@>

占总种数百分比 ; < @?? A=& !C >& A! !& F@ !& EF E& E> @??

" " E）重庆昆虫在中国动物地理区系中的归属及比

重。我国动物地理区划一般分为东北、华北、蒙新、青

藏（以上属古北区）、华中、华南及西南（以上属东洋

区）等 B 区。重庆地处我国西南区的东侧，由于与周

边区系没有显著的自然屏障，是东西、南北的交汇处，

汇集了我国东西、南北各区系的昆虫种类成分。在这

里，南北动物类型相混杂和过渡现象较明显，大大增加

了重庆昆虫的物种丰富度。同时，重庆特殊的地形地

貌及气候环境等造就了一定数量的重庆特有分布种。

重庆市昆虫种类在中国动物地理区系中的归属

及比重见表 >。从中可知，仅分布于西南区的有 >A>
种，占 @@& CF< 。与华中区的共同分布种最多，占

BB& !C<（包括与华中区的所有跨区系型），以后依

次是与华南区的共同分布种占 >C& E@< 、与华北区

的共同分布种占 =F& F?< 、与东北区的占 E?& @@< 、

与蒙新区的占 @F& @=< 、与青藏区的占 @A& =@<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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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西南区的有 !"! 种、占 ##$ %&’ 。因此重庆

与我国动物区系中其他区系的生态环境相似性依次

是：华中区、华南区、华北区、东北区、蒙新区、青藏

区。从现有分布特点来看，重庆市昆虫种类与各区

昆虫种类的相似性程度与生态环境相似度几乎一

致。另外，重庆昆虫跨两区分布的种类占 #%$ (!’ ，

跨三区分布的种类占 )($ "(’ ，跨四区分布的种类

占 #%$ #!’ ，跨五区分布的种类占 ##$ #"’ ，跨六区

分布 的 种 类 占 "$ !*’ ，全 国 性 分 布 的 种 类 占

)$ ++’ ；根据 #&", - +(#( 年动物学记录、相关文献

资料记载以及现有标本种类统计，目前仅分布于重

庆的种类 +), 种，占全部种类的 ,$ %"’ 。

表 !. 重庆昆虫种类在中国动物地理区系中的归属及比重

/01$ !. 2345676 8479:41;94<57 <= 936 >576?97 =:<@ 23<5AB45A @;54?4C0D49E

分布型 西南 华中 华南 华北 东北 蒙新 青藏 种数 F 种 比重 F ’

单区型 ##$ %&

西南区 " !"!

双区型 #%$ (!

西南G东北 " " ##

西南G华北 " " **

西南G蒙新 " " #!

西南G青藏 " " ,&

西南G华南 " " ++&

西南G华中 " " !#%

三区型 )($ "(

西南G华北G东北 " " " )+

西南G华中G东北 " " " +

西南G东北G蒙新 " " " +

西南G东北G青藏 " " " +

西南G华南G东北 " " " +

西南G华中G东北 " " " ,(

西南G华北G蒙新 " " " #"

西南G华北G青藏 " " " *

西南G华南G华北 " " " +,

西南G华中G华北 " " " +,"

西南G华南G华中 " " " %*"

西南G蒙新G青藏 " " " &

西南G华南G蒙新 " " " ,

西南G华中G蒙新 " " " +!

西南G华南G青藏 " " " #,

西南G华中G青藏 " " " ,)

四区型 #%$ #!

西南G华北G东北G蒙新 " " " " +"

西南G华北G东北G青藏 " " " " &

西南G华南G华北G东北 " " " " ,

西南G华中G华北G东北 " " " " *%

西南G华中G东北G青藏 " " " " )

西南G东北G蒙新G青藏 " " " " #

西南G华中G东北G蒙新 " " " " !

西南G华南G华中G东北 " " " " ,#

西南G华北G蒙新G青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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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分布型 西南 华中 华南 华北 东北 蒙新 青藏 种数 " 种 比重 " #

西南$华南$华北$蒙新 " " " " %

西南$华中$华北$蒙新 " " " " %%

西南$华中$华北$青藏 " " " " &&

西南$华南$华北$青藏 " " " " %

西南$华南$华中$华北 " " " " %’(

西南$华南$蒙新$青藏 " " " " &

西南$华中$蒙新$青藏 " " " " )*

西南$华南$华中$蒙新 " " " " %&

西南$华南$华中$青藏 " " " " ))+

五区型 )), )(

西南$华中$华北$东北$蒙新 " " " " " ()

西南$华北$东北$蒙新$青藏 " " " " " )!

西南$华南$华北$东北$蒙新 " " " " " *

西南$华中$华北$东北$青藏 " " " " " )!

西南$华南$华北$东北$青藏 " " " " " *

西南$华南$华中$华北$东北 " " " " " )+(

西南$华南$华中$东北$蒙新 " " " " " ’

西南$华中$华北$蒙新$青藏 " " " " " )’

西南$华南$华北$蒙新$青藏 " " " " " )

西南$华中$华南$华北$蒙新 " " " " " ))-

西南$华中$华南$华北$青藏 " " " " " .&

西南$华中$华南$蒙新$青藏 " " " " " )(

六区型 (, !’

除华中 " " " " " " (

除华南 " " " " " " &’

除青藏 " " " " " " )!(

除蒙新 " " " " " " !!

除华北 " " " " " " %

除东北 " " " " " " (&

全国广布型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占总种数百分比 " # )-- ’’, %. !., &) *+, +- &-, )) )+, )* )(, *)

* 结束语

通过本次系统整理及调查重庆昆虫种类和区系

分布，丰富了对重庆的昆虫资源的了解，对重庆生物

多样性保护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据报道，我国现已

知昆虫 )- 万种左右。本研究标本的鉴定参照中国

动物志相关卷册及有关分类专著，但由于研究范围

有限，一部分种类尚无法鉴定到种。本次整理的重

庆昆虫仅 % ’)! 种，占全国昆虫的 %, ’+# 。理论上

讲，重庆昆虫尚不止此数，有待再细致深入地采集和

鉴定。

参考文献：

［)］黄复生, 西南武陵山地区昆虫［/］, 北京：科学出版社，

)..*,

［&］杨星科, 长江三峡库区昆虫（ 上，下册）［/］, 重庆：重庆

出版社，)..’,

［*］0112134562 715489: 1; <1=>1=, 0112134562 ?851@>［/］, )+(%$

&--., <1=>1=：AB1C71= D548=94;45 E=5，)+(%$&--.,

［%］高道蓉，史文鹏，朱本忠, 重庆地区尉类调查及新种记述

［F］, 昆虫分类学报，).+%，(（%）：&.!$&.’,

［!］黄其林, 重庆家蚊的研究［F］, 南京农学院学报，).!’，&：

%’$(-,

(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G B99H：" " III, 5J=KL, 5=G G G G G G G G G G 第 &’ 卷



［!］黄同陵，张健" 缙云山步甲科（鞘翅目）昆虫的检索［ #］"
四川动物，$%%$，$&（$）：’()’*"

［*］蒋诗国，肖邦忠，唐成田，等" 重庆市嗜人按蚊的分布调查

［#］"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李爱民，徐埔峰，邓合黎" 重庆市蝶类新记录［#］" 四川动

物，’&&*，’!（(）：%&-)%&!"
［%］李传仁，卜文俊" 金佛山蝽类昆虫小记［ #］" 湖北农学院

学报，’&&$，’$（’）：$’,)$’+"
［$&］李树恒" 重庆市凤蝶科昆虫地理分布的聚类研究［ #］"

四川动物，’&&$，’&（(）：’&$)’&("
［$$］李树恒，侯江" 金佛山自然保护区蝶类区系组成及变化

［#］"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李树恒，侯江" 重庆市四面山蝶类区系研究［#］" 西南农

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李树恒，候江" 北碚地区的蝶类［ #］" 重庆师范学院学

报：自然科学版，$%%-，$’（$）：!%)*+"
［$(］李树恒，谢嗣光" 重庆地区蝗虫区系组成的初步研究

［#］" 四川动物，’&&,，’’（,）：$,,)$,!"
［$-］廉振氏，郏哲氏" 四川蝗虫二新种（ 直翅目：蝗总科）

［#］" 昆虫学报，$%+%，,’（’）：’&*)’$&"
［$!］刘文萍" 重庆市蝶类调查报告（!）［ #］" 西南农业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
［$*］刘文萍" 重庆市蝶类调查报告（ ..）［ #］" 西南农业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
［$+］漆波，杨德敏，任本权，等" 重庆市林业有害生物种类调

查［#］"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邵卫" 四川彭水县发现四种珍稀峡蝶［ #］" 四川动物，

$%%!，$-（’）：*&"
［’&］谢嗣光，郑哲民" 四川卵翅蝗属一新种（ 直翅目：蝗总

科）［#］" 动物分类学报，$%%,，$+（$）：*+)+$"
［’$］徐艳，石福明，杜喜翠" 四川和重庆地区蝗虫调查（ 直翅

目：蝗总科）［#］" 西南农业学报，’&&(，$*（,）：,(&),(("
［’’］杨德敏，曾垂惠，罗正均，等" 永川市红旗林场马尾松腮

扁叶蜂发生林区昆虫种类调查［ #］" 重庆林业科技，

’&&(（$）：$%)’’"
［’,］杨萍，邓合黎，漆波" 重庆市蝶类资源调查［ #］" 台湾蝴

蝶保育学会季刊，’&&,（(）：!)$’"
［’(］郑发科" 四川大巴山束毛隐翅虫属记述（ 鞘翅目：隐翅

虫科：圆角隐翅虫亚科）［ #］" 昆虫学报，$%%(，,*（(）：

(*%)(+’"
［’-］郑哲民，石福明" 四川及重庆地区蝗虫的新属和新种

（直翅 目：蝗 总 科：斑 腿 蝗 科）［ #］" 昆 虫 分 类 学 报，

$%%+，’&（,）：$!,)$!*"
［’!］郑哲民，石福明" 渝桂地区蚱总科三新种记述（直翅目）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彩万志，庞雄飞，花保祯，等" 普通昆虫学［/］" 北京：中

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卜文俊，郑乐怡"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二十四卷半翅目

毛唇花蝽科细角花蝽科，花蝽科［/］" 北京：科学出版

社，’&&$"
［’%］陈一心"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十六卷鳞翅目夜蛾科

［/］" 北京：科学出版社，$%%%"
［,&］陈一心，马文珍"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三十五卷革翅目

［/］" 北京：科学出版社，’&&("
［,$］丁锦华"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四十五卷同翅目飞虱科

［/］" 北京：科学出版社，’&&!"
［,’］方承莱"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十九卷鳞翅目灯蛾科

［/］" 北京：科学出版社，’&&&"
［,,］葛钟麟" 中国经济昆虫志第十册同翅目叶蝉科［/］" 北

京：科学出版社，$%!!"
［,(］何俊华，陈学新，马云" 中国经济昆虫志第五十一册膜

翅目姬蜂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何俊华，陈学新，马云"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十八卷膜

翅目茧蜂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黄复生，朱世模，平正明，等"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等翅目

［/］" 北京：科学出版社，’&&&"
［,*］蒋书楠，陈力"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二十一卷鞘翅目天

牛科，花天牛亚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李鸿昌，夏凯龄"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四十三卷直翅目

蝗总科斑腿蝗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梁铬球，郑哲民"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十二卷直翅目蚱

总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刘崇乐" 中国经济昆虫志第五册鞘翅目瓢虫科［/］" 北

京：科学出版社，$%!,"
［($］刘友樵，李广武"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二十七卷鳞翅目

卷蛾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刘友樵，武春生"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四十七卷鳞翅目

枯叶蛾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柳支英"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蚤目［/］" 北京：科学出版

社，$%+!"
［((］任树芝"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十三卷半翅目姬蝽科

［/］" 北京：科学出版社，$%%+"
［(-］申效诚，张润志，任应党" 昆虫分类与分布［/］"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谭娟杰，王书永，周红章"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四十卷鞘翅

目肖叶甲科肖叶甲亚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王子清"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二十二卷同翅目蚧总科

粉蚧科 绒 蚧 科 蜡 蚧 科 链 蚧 科 盘 蚧 科 壶 蚧 科 仁 蚧 科

［/］" 北京：科学出版社，’&&$"
［(+］吴燕如"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二十卷膜翅目准蜂科，蜜

蜂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吴燕如"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四十四卷膜翅目切叶蜂

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武春生"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七卷鳞翅目祝蛾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武春生"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二十五卷鳞翅目凤蝶科

*第 ! 期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李廷景，等：重庆昆虫种类调查及区系分析



凤蝶亚科锯凤蝶亚科绢蝶亚科［!］" 北京：科学出版

社，#$$%"
［&#］武春生，方承莱"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三十一卷鳞翅目

舟蛾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夏凯龄"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四卷直翅目蝗总科癞蝗

科瘤锥蝗科锥头蝗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杨定，杨集昆"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三十四卷双翅目螳

舞虻亚科驼舞虻亚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杨星科，杨集昆，李文柱"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三十九

卷脉翅目草蛉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印象初，夏凯龄"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三十二卷直翅目

蝗总科槌角蝗科剑角蝗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
［&,］赵养昌" 中国经济昆虫志第四册鞘翅目拟步行虫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赵仲苓"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三十卷鳞翅目毒蛾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赵仲苓"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三十六卷鳞翅目波纹蛾

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郑乐怡，吕楠，刘国卿，等"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三十三卷

半翅目盲蝽科盲蝽亚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郑哲民，夏凯龄"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十二卷直翅目蝗

总科斑翅蝗科网翅蝗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朱弘复，王林瑶" 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十一卷鳞翅目天

蛾科［!］" 北京：科学出版社，%((,"
［*’］-./01 2 3，450 3 6，789 2 :" ;05<=>?> 9@ A9B/0B?5< C?>BD?E

F8B?90 9@ B./ ?0G5C/C ?0>/HB !"#$%&’$’(&&# )**’+($,#&’-
（I/D150C/）（J.=>5 09AB/D5：J.D?A?C5/）?0 -.?05［2］" ;HE
B5 K0B9L9<91?H5 M?0?H5，#$$*，)(：)’+E))*"

［*)］-501 : N，M.? 3 !，O50 2 -" P/>HD?AB?90> 9@ BQ9 0/Q >A/E
H?/> 9@ .’/),#*,(- RD800/D G" 45BB"（SDB.9AB/D5：J/BB?190?E
?C5/）@D9L -.?05［2］" SD?/0B5< T0>/HB>，#$$&，’(：’&’E’&,"

［*&］TL8D5 :，J50?U5C9 !" JQ9 0/Q 0&#,1*("2-（-9</9AB/D5，N8E
H50?C5/）@D9L B./ P5F5>.50 L980B5?0>，?0 H/0BD5< -.?05［2］"
25A50/>/ 298D05< 9@ M=>B/L5B?H K0B9L9<91=，%((+，)（%）：(’E(*"

［**］TL8D5 :" V/Q 9D </5>B U09Q0 H5D5F?C F//B</>（-9</9AB/D5，-5DE
5F?C5/）@D9L B./ P5F5>.50 L980B5?0> 5B B./ 09DB./5E >B/D0 /0C
9@ M?H.850 AD9G?0H/，-.?05［2］" K<=BD5，%((&，#’（%）：%%(E%#+"

［*,］TL8D5 :" SHH8DD/0H/ 9@ 5 0/Q H5D5F?C F//B</（-9</9AB/D5，

-5D5F?C5/） @D9L B./ 09DB./5>B/D0 /0C 9@ M?H.850 AD9GE
?0H/，H/0BD5< -.?05［ 2］" MA/H?5< R8<</B?0 9@ B./ 25A50/>/
M9H?/B= 9@ -9</9AB/D9<91=，%((&，)：##,E#’#"

［*+］TL8D5 :" M9L/ 5CC?B?905< @?0C?01> 90 B./ 3($2- *#"#42-
（-9</9AB/D5，-5D5F?C5/）@D9L B./ P5F5>.50 L980B5?0> 9@
M?H.850 AD9G?0H/，H/0BD5< -.?05［ 2］" K<=BD5，%((&，#’（#）：

’$&E’%%"
［*(］TL8D5 :" O/H9DC 9@ 0&#,1*("2- 4#-5#$’*2-（-9</9AB/D5，N8HE

50?C5/）@D9L !B" 78501B98 >.50 ?0 09DB./5>B/D0 H.901W?01
>.?，H/0BD5< -.?05［2］" K<=BD5，#$$*，’)：%’+"

［,$］N?501 ; I，2?501 7 !" 02$#$# -’$’*# 0/Q >A/H?/> 50C @?D>B
D/H9DC 9@ B./ 1/08> @D9L -.?05（6/L?AB/D5：38<19D9?C/5：

P/<A.5H?C5/）" 3<9D?C5 K0B9L9<91?>B，#$$#" +&（#）：’&%E’&&"

!"#$%& ’(#)"()*

+",)*-#.%-#/" %"0 1%2"%& !"%&3*#* /4 -5) +"*)(-* #" 65/".7#". 82"#(#9%&#-3

.6 7’$89:’$8，;<=> ?’$，<= @5($894)
（-.901W?01 X/= N5F9D5B9D= 9@ ;0?L5< R?9<91=，-.901W?01 K01?0//D?01 O/>/5DH. -/0B/D 9@ R?95HB?G/ M8F>B50H/>，

T0>B?B8B/ 9@ K0B9L9<91= 50C !9</H8<5D R?9<91=，MH.99< 9@ N?@/ MH?/0H/>，-.901W?01 V9DL5< Y0?G/D>?B=，-.901W?01 )$$$),，-.?05）

!:*-;%(-：J./ ?0G/>B?15B?90 50C @5805< 505<=>?> 5D/ B./ F5>/> @9D ?0>/HB 5AA<?H5B?90> 50C AD9B/HB?90 9@ F?9<91?H5< C?G/D>?B?/>" R8B ?0 B./
A5>B =/5D>，>9L/ >=>B/L?H D/H9DC> 50C D/>/5DH./> 9@ ?0>/HB> ?0 -.901W?01 5D/5 .5G/ F//0 H9LA5D5B?G/<= 5F>/0B" 3D9L #$$& B9 #$$(，Q/
L5?0<= D/@/DD/C B9 @))&)8’*#& A(*)"+（%+*)—#$$(）50C 9B./D H9DD/<5B?G/ <?B/D5B8D/>，50C >=>B/L5B?H5<<= H9<</HB/C 50C C?>B?018?>./C B./
>A/H?L/0> @D9L >9L/ B=A?H5< /H9<91= /0G?D90L/0B> 9@ -.901W?01 5D/5" J./ D/>8<B 9@ B./ ?0G/>B?15B?90 ?0 B.?> A5A/D >.9Q> B.5B B./D/ 5D/
) ,%& >A/H?/> 9@ ?0>/HB> F/<901?01 B9 #* 9DC/D>，’%( @5L?<?/> 50C # &** 1/0/D5 ?0 -.901W?01，F= H9<</HB?01 >A/H?L/0>，B5U?01 A.9B9>
50C D/@/DD?01 B9 A8F<?>./C C5B5" 35805< C?>BD?F8B?90> 9@ B./ >A/H?/> ?0 B./ Q9D<C，?0 -.?05 50C ?0 -.901W?01 5D/5 5D/ H</50/C 8A 50C
505<=Z/C，D/>A/HB?G/<=" ;<< B./ >A/H?/> ?0 -.901W?01 F/<901 B9 B./ SD?/0B5< D/1?90，5L901 Q.?H. *’" )([ 5<>9 F/<901 B9 B./ I5</5DHB?H
D/1?90 50C %" &([ ?> H9>L9A9<?B50，5 @/Q >A/H?/> F/<901 B9 9B./D D/1?90>" T0 -.?0/>/ Z991/91D5A.?H D/1?90>，5<< B./ >A/H?/> F/<901 B9
M98B.E4/>B >/HB?90，9@ Q.?H. ,," )([ 5D/ H9LL90 B9 -/0BD5< -.?05 >/HB?90 50C &(" #%[ 5D/ H9LL90 B9 M98B. -.?05 >/HB?90，50C 90<=
%*" ’%[ H9LL90 B9 B./ \?01.5?EJ?F/B >/HB?90" ;B B./ AD/>/0B，#’) 9@ 5<< B./ >A/H?/> 5D/ 90<= @980C ?0 -.901W?01，-.?05"
<)3 =/;0*：?0>/HB；@5805；?0G/>B?15B?90；-.901W?01

（责任编辑] 方] 兴）

+ ^9<" #, V9" *] ] ] ] ] 298D05< 9@ -.901W?01 V9DL5< Y0?G/D>?B=（V5B8D5< MH?/0H/）] .BBA：_ _ QQQ" HW08‘" H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