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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中西部地区灯下蛾类群落结构及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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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明吉林省中西部地区蛾类昆虫的种类及组成，提供蛾类群落的多样性资料，本研究于２０１７年－２０２０年

利用高空探照灯逐日诱集蛾类昆虫并分类，明确不同昆虫季节性种群动态，在此基础上对蛾类群落多样性进行分

析。结果共采集、鉴定蛾类昆虫１８科２２７种，优势科为夜蛾科，种数占比达到４９．３４％。按为害植物类别，可分为农

业害虫、林业害虫、果树害虫、蔬菜害虫等。蛾类昆虫４月始见，７、８月群落丰富度最高，７月群落多样性最高，群落

均匀性随时间变化不明显。明确了不同月份优势度指数较高的种类。７、８月的蛾类群落相似性高，４、１０月与各月

的相似性低。本研究结果可为此区域蛾类害虫的监测预警与综合治理提供基础理论依据。

关键词　蛾类害虫；　种类组成；　高空探照灯；　虫源来源；　群落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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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地处东北地区中部，是我国重要的粮食

大省。依地貌分为东部山地及中西部平原。中西部

平原属松辽平原腹地，玉米、水稻、大豆等农作物，以

及多种果树、蔬菜等在此大面积种植。蛾类害虫是

需重点防范的害虫类群，吉林省农作物害虫中的黏

虫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犪、亚洲玉米螟犗狊狋狉犻狀犻犪犳狌狉

狀犪犮犪犾犻狊、大豆食心虫犔犲犵狌犿犻狀犻狏狅狉犪犵犾狔犮犻狀犻狏狅狉犲犾犾犪，

园艺害虫小菜蛾犘犾狌狋犲犾犾犪狓狔犾狅狊狋犲犾犾犪，林业害虫中的

芳香木蠹蛾犆狅狊狊狌狊犮狅狊狊狌狊等，均属蛾类害虫，严重危

害农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近年来我国重大入

侵性害虫—草地贪夜蛾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犳狉狌犵犻狆犲狉犱犪，也

有迁飞至吉林为害的风险［１］。

关于吉林省蛾类昆虫的研究，已报道的有杨斌

等［２］对长白落叶松人工林的灯下蛾类昆虫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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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生冬等［３］对长白山高山苔原带的蛾类组成进行了

分析，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特定区域，不足以反映吉

林省蛾类的种类及分布。目前来看，对此地区蛾类

组成及发生动态的研究还明显不足。因蛾类害虫为

害严重，近年来，在国家和省级项目资金的支持下，

吉林省多地建成了标准化的病虫害监测站点，配备

了诱虫灯等害虫监测设备，准确鉴别诱集昆虫的种

类是害虫监测工作的重点。但灯下昆虫种类繁多，

缺乏蛾类相关资料，鉴定难度大等现实情况，不利于

监测工作的开展。由此可见，明确吉林省中西部蛾

类昆虫种类，分析其在本地区的发生时间，可为此区

域乃至东北地区蛾类害虫监测预警工作提供重要的

基础理论材料，也可丰富蛾类分布及群落多样性的

研究内容。基于多年的监测及普查，经过汇总整理，

作者出版了《吉林省灯下蛾类动态及图鉴》［４］，对吉

林省分布的蛾类昆虫的外部形态特征、食性及分布

等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于２０１７年－２０２０年

利用高空探照灯，在吉林省中西部地区的公主岭市，

对蛾类昆虫的种类进行了系统调查，阐明了其发生

期，分析了蛾类群落多样性水平，以明确此区域蛾类

群落的组成及结构。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

吉林省年平均气温５．６℃，四季分明，属温带大

陆性季风气候。４月－１０月为该区域作物生长期。

冬季平均气温－１１℃以下。本研究在公主岭市吉林

省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开展（４３°３２′Ｎ，１２４°４９′Ｅ）。

基地农作物种类繁多，包括玉米、高粱、小麦、谷子、

向日葵、花生等。树木主要包括垂柳、黑松、白桦、五

角枫、卫矛、山杏、山楂、梨、李子、海棠等。

１．２　高空探照灯取样

本研究选用高空探照灯诱集蛾类昆虫，此设备

参照张智的报道［５］自制。探照灯为ＧＴ７５型（上海

亚明照明有限公司），金属卤化物灯光源。于四周空

旷的空地设置此设备１台，距离作物田约１００ｍ。

设置方法：将灯置于大漏斗内，依靠铁圈固定，发出

的光柱向上照射。初期的收集装置为放有微量洗衣

粉的塑料水桶，后因需制作标本，改为棱长为５０ｃｍ

的正方体尼龙纱集虫袋。定时器控制日出关闭日落

开灯，清晨取虫后分类、统计。取样时间为：２０１７年

５月９日至９月２８日；２０１８年５月９日至９月２８

日；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３日至１０月２０日；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４

日至１０月１９日。

１．３　种类鉴定

蛾类标本的分类鉴定方法同作者之前的研

究［６７］，主要通过参考部分专著进行形态学鉴定［８１０］。

除形态学鉴定外，本研究还使用了ＤＮＡ分子鉴定结

合形态学的方法确认部分蛾类物种。选用的引物是

ＤＮＡ条形码引物，ＬＣＯ１４９０（５′ＧＧＴＣＡＡＣＡＡＡＴ

ＣＡＴＡＡＡＧＡＴＡＴＴＧＧ３′）和 ＨＣＯ２１９８（５′ＴＡ

ＡＡＣＴＴＣＡＧＧＧＴＧＡＣＣＡＡＡＡＡＡＴＣＡ３′）
［１１］，详细

的试验、分析方法参照孙嵬等［６７，１２］。

１．４　数据统计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学者在渤海中间的山东省长

岛县，系统监测并明确了跨越渤海迁飞的昆虫种

类［１３］。本研究统计有此跨海迁飞行为、且在灯下出

现的蛾类。对灯下蛾类群落多样性进行计算。

群落多样性指数犎′（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ｎｅｒ）：

犎′＝－∑
犛

犻＝１

犘犻ｌｎ犘犻

　　犘犻为第犻种的数量占总数量的比例，犛为调查

到的物种数。

均匀性指数犑′：

犑′＝
犎′
犎′ｍａｘ

＝
犎′
ｌｎ犛

优势度指数犇狀分析：犇狀＝犖犻／犖，犖犻、犖 分别

为第犻种类的数量和总量。犇狀≥０．１时记录为优

势种。

群落相似性指数犐：

犐＝
２犆
犪＋犫

犪＝Ａ月蛾类种类数，犫＝Ｂ月蛾类种类数，犆＝

Ａ、Ｂ两月相同种类数。

利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分析数据并制图，使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

ＶＡ），并用Ｄｕｎｃａｎ氏新复极差法进行差异显著性

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种类组成

２０１７年－２０２０年利用高空探照灯对吉林省中西

部蛾类群落系统取样，共采集、鉴定蛾类昆虫２２７种，

分属鳞翅目的１８科（表１）。其中，夜蛾科（数量占

比４９．３４％）、尺蛾科（９．６９％）、舟蛾科（８．３７％）、

·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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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蛾科（７．９３％）为优势科，其他包括草螟科（５．７３％）、

灯蛾科（４．４１％）、毒蛾科（２．６４％）、枯叶蛾科（２．６４％）、

天蚕蛾科（１．７６％）、螟蛾科（１．３２％）及刺蛾科（１．３２％）

等。记录了各种蛾类４年的诱集数量，明确了其发

生期。统计了具有跨越渤海迁飞行为的蛾类３５种。

采用ＤＮＡ分子鉴定的方法，共测序确认了６３种蛾

类昆虫。查询到了仅有拉丁名而无中文名的种类，

如犃狉狋犪狓犪犵狌狋狋犪狋犪（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Ｌｙｍａｎｔｒｉｉｄａｅ）、

犐犿狅狊犮犪犮狅狉犲犪狀犪（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犃犮狋犲犫犻犪

犳犲狀狀犻犮犪（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等，记录分布于欧

洲、北美及亚洲。按为害的植物类型分类，可分为农

业害虫、蔬菜害虫、林业害虫、果树害虫等。农业害

虫方面，大豆害虫可见大造桥虫犃狊犮狅狋犻狊狊犲犾犲狀犪狉犻犪、

草地螟犔狅狓狅狊狋犲犵犲狊狋犻犮狋犻犮犪犾犻狊、银纹夜蛾犆狋犲狀狅狆犾狌狊犻犪

犪犵狀犪狋犪、甜菜夜蛾犛．犲狓犻犵狌犪、人纹污灯蛾犛狆犻犾犪狉犮狋犻犪

狊狌犫犮犪狉狀犲犪、古毒蛾犗狉犵狔犻犪犪狀狋犻狇狌犲等。玉米害虫可见

亚洲玉米螟、黄地老虎犃犵狉狅狋犻狊狊犲犵犲狋狌犿、小地老虎犃．

犻狆狊犻犾狅狀、三叉地老虎犃．狋狉犻犳狌狉犮犪、二点委夜蛾犃狋犺犲狋犻狊

犾犲狆犻犵狅狀犲、棉铃虫犎犲犾犻犮狅狏犲狉狆犪犪狉犿犻犵犲狉犪、黏虫等。水

稻害虫可见金斑夜蛾犘犾狌狊犻犪犳犲狊狋狌犮犪犲、稻螟蛉夜蛾

犖犪狉犪狀犵犪犪犲狀犲狊犮犲狀狊等。蛾类昆虫在灯下的始见期为

４月，最早发生的种类为春尺蠖犃狆狅犮犺犲犻犿犪犮犻狀犲狉犪狉犻狌狊。

之后，灯下蛾类的种类、数量迅速增加，进入１０月中

下旬，气温下降明显，未再诱集到蛾类昆虫。

表１　吉林省中西部蛾类群落的组成１
）

犜犪犫犾犲１　犕狅狋犺狊狆犲犮犻犲狊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犮犲狀狋狉犪犾犪狀犱狑犲狊狋犲狉狀犑犻犾犻狀狆狉狅狏犻狀犮犲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诱集信息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灯蛾科　Ａｒｃｔｉｉｄａｅ 豹灯蛾　犃狉犮狋犻犪犮犪犼犪 －（０，０，１，０）

白雪灯蛾　犆犺犻狅狀犪狉犮狋犻犪狀犻狏犲狌狊＃ －（０，０，０，２）

头褐华苔蛾　犌犺狅狉犻犪犮狅犾犾犻狋狅犻犱犲狊 ６－７（０，３４，９，０）

头橙荷苔蛾　犌犺狅狉犻犪犵犻犵犪狀狋犲犪 ６－７（０，０，０，１４９）

美国白蛾　犎狔狆犺犪狀狋狉犻犪犮狌狀犲犪 ６－９（１６１，１１３９，９１，０）

优美苔蛾　犕犻犾狋狅犮犺狉犻狊狋犪狊狋狉犻犪狋犪 －（０，１，０，１）

亚麻篱灯蛾　犘犺狉犪犵犿犪狋狅犫犻犪犳狌犾犻犵犻狀狅狊犪 ５，７－８（０，０，８６，６４）

黄臀黑污灯蛾　犘犺狉犪犵犿犪狋狅犫犻犪犾狌犮狋犻犳犲狉犪○ ４－７（３，３７，２０，４８）

人纹污灯蛾　犛狆犻犾犪狉犮狋犻犪狊狌犫犮犪狉狀犲犪＃ ７－８（１３１，１３９，５４４，３２７）

星白雪灯蛾　犛狆犻犾狅狊狅犿犪犾狌犫狉犻犮犻狆犲犱狌犿 ５－８（４，３８，４３，５３）

蚕蛾科　Ｂｏｍｂｙｃｉｄａｅ 野蚕犅狅犿犫狔狓犿犪狀犱犪狉犻狀犪 ７（０，０，２，０）

木蠹蛾科　Ｃｏｓｓｉｄａｅ 芳香木蠹蛾　犆狅狊狊狌狊犮狅狊狊狌狊 ７－８（０，２４，１６，２４）

草螟科　Ｃｒａｍｂｉｄａｅ 夏枯草线须野螟　犃狀犪狀犻犪犺狅狉狋狌犾犪狋犪 ６－８（２，９，９，１）

元参棘趾野螟　犃狀犪狀犻犪狏犲狉犫犪狊犮犪犾犻狊○ ６－８（０，３７，１０，２）

茴香薄翅野螟　犈狏犲狉犵犲狊狋犻狊犲狓狋犻犿犪犾犻狊 ７，９（０，０，１，５）

四斑绢野螟　犌犾狔狆犺狅犱犲狊狇狌犪犱狉犻犿犪犮狌犾犪犾犻狊＃ ５－９（２９，３６２，３９１，３３４）

棉卷叶野螟　犎犪狉犻狋犪犾狅犱犲狊犱犲狉狅犵犪狋犪＃ ６－９（０，２５３，１３７，３５２）

葡萄切叶野螟　犎犲狉狆犲狋狅犵狉犪犿犿犪犾狌犮狋狌狅狊犪犾犻狊○ ７（０，０，０，４）

艾锥额野螟　犔狅狓狅狊狋犲犵犲犪犲狋狌犵犻狀犪犾犻狊 －（０，０，１，０）

草地螟　犔狅狓狅狊狋犲犵犲狊狋犻犮狋犻犮犪犾犻狊＃ ５－７（５７，１９０，８６０，４）

豆荚野螟　犕犪狉狌犮犪狏犻狋狉犪狋犪＃ ７－９（０，３，４，０）

亚洲玉米螟　犗狊狋狉犻狀犻犪犳狌狉狀犪犮犪犾犻狊＃ ６－９（１２１２，５５９２，１７０６，７１６）

白蜡绢须野螟　犘犪犾狆犻狋犪狀犻犵狉狅狆狌狀犮狋犪犾犻狊○ ９（０，０，０，６２）

楸 野螟　犛犻狀狅犿狆犺犻狊犪狆犾犪犵犻犪犾犻狊○ ５－８（０，５３，１５７，８４）

甜菜白带野螟　犛狆狅犾犪犱犲犪狉犲犮狌狉狏犪犾犻狊＃○ ９（０，０，０，１４）

钩蛾科　Ｄｒｅｐａｎｉｄａｅ 赤杨镰钩蛾　犇狉犲狆犪狀犪犮狌狉狏犪狋狌犾犪 ６－８（２，３８，２７，２０）

眼斑钩蛾　犘狊犲狌犱犪犾犫犪狉犪狆犪狉狏狌犾犪 ７（０，０，６，２）

尺蛾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 丝绵木金星尺蛾　犃犫狉犪狓犪狊狊狌狊狆犲犮狋犪＃ ６－９（２，２２，４７，２３４）

大掌斑尺蛾　犃犿狉犪犻犮犪犪狊犪犺犻狀犪犻 ６－７（０，０，１７，０）

李尺蠖犃狀犵犲狉狅狀犪狆狉狌狀犪狉犻犪 －（０，０，１，０）

春尺蠖犃狆狅犮犺犲犻犿犪犮犻狀犲狉犪狉犻狌狊○ ４－５（０，０，８，５）

斑雅尺蛾　犃狆狅犮狅犾狅狋狅犻狊犪狉狀狅犾犱犻犪狉犻犪 ９－１０（０，０，０，２２）

·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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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诱集信息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尺蛾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 黄星尺蛾　犃狉犻犮犺犪狀狀犪犿犲犾犪狀犪狉犻犪犳狉犪狋犲狉狀犪○ －（０，０，１，１）

大造桥虫　犃狊犮狅狋犻狊狊犲犾犲狀犪狉犻犪 ５－９（１７，５４２，９９６，２６３）

木?尺蛾　犅犻狊狋狅狀狆犪狀狋犲狉犻狀犪狉犻犪○ ６－８（０，０，１４，１３２）

双云尺蛾　犅犻狊狋狅狀狉犲犵犪犾犻狊 ６－８（３７，４９，１９，５７）

焦边尺蛾　犅犻狕犻犪犪犲狓犪狉犻犪 ５－８（０，２２，５１，４６）

双珠雅尺蠖犆犺犪狉犻犪狊狆犻狋犪狋犲狊狊犺狌犪狀犵狕犺狌 ９－１０（７６，４７，５５，１１５）

饰奇尺蛾　犆犪犾犻犮犺犪狅狉狀犪狋犪狉犻犪 ５－７（０，３９，９，１１）

直脉青尺蛾　犌犲狅犿犲狋狉犪狏犪犾犻犱犪 ６－８（０，０，４，２６）

褐角庶尺蛾　犕犪犮犪狉犻犪犾犻狋狌狉犪狋犪○ ５－６（０，０，０，３）

上海玛尺蛾　犕犪犮犪狉犻犪狊犺犪狀犵犺犪犻狊犪狉犻犪 ５－９（０，０，１７，４２）

双斜线尺蛾　犕犲犵犪狊狆犻犾犪狋犲狊犿狌狀犱犪狋犪狉犻犪 ５－６（０，０，０，１）

核桃四星尺蛾　犗狆犺狋犺犪犾犿犻狋犻狊犪犾犫狅狊犻犵狀犪狉犻犪○ ６－７（０，０，０，１０）

驼波尺蠖犘犲犾狌狉犵犪犮狅犿犻狋犪狋犪 ６－８（０，０，２３３，４８０）

桑尺蛾　犘犺狋犺狅狀犪狀犱狉犻犪犪狋狉犻犾犻狀犲犪狋犪 ８（０，０，１，０）

苹烟尺蛾　犘犺狋犺狅狀狅狊犲犿犪狋犲狀犱犻狀狅狊犪狉犻犪○ ６－８（０，２２，６２，４９９）

白点二线绿尺蛾　犜犺犲狋犻犱犻犪狊犿犪狉犪犵犱犪狉犻犪○ ６－８（０，０，０，３）

紫线尺蛾　犜犻犿犪狀犱狉犪犮狅犿狆狋犪狉犻犪＃ ７－９（３，１５２，３５６，１２０）

枯叶蛾科　Ｌａｓｉｏｃａｍｐｉｄａｅ 落叶松毛虫　犇犲狀犱狉狅犾犻犿狌狊狊狌狆犲狉犪狀狊 ６－７（０，０，１６，０）

油松毛虫　犇犲狀犱狉狅犾犻犿狌狊狋犪犫狌犾犪犲犳狅狉犿犻狊 ６－７（６９，６６５，３５０，１２０）

杨褐枯叶蛾　犌犪狊狋狉狅狆犪犮犺犪狆狅狆狌犾犻犳狅犾犻犪○ ５－９（０，４４，５５，９）

黄褐幕枯叶蛾　犕犪犾犪犮狅狊狅犿犪狀犲狌狊狋狉犻犪狋犲狊狋犪犮犲犪 ６－７（１６，１６４，１２８，３６５）

苹枯叶蛾　犗犱狅狀犲狊狋犻狊狆狉狌狀犻 ７（０，０，０，４）

杨黑枯叶蛾　犘狔狉狅狊犻狊犻犱犻狅狋犪 ５－６（０，０，０，２５）

刺蛾科　Ｌｉｍａｃｏｄｉｄａｅ 黄刺蛾　犆狀犻犱狅犮犪犿狆犪犳犾犪狏犲狊犮犲狀狊 ６－７（１１，４４，７９，５２）

褐边绿刺蛾　犘犪狉犪狊犪犮狅狀狊狅犮犻犪 ７（０，０，４，０）

中国绿刺蛾　犘犪狉犪狊犪狊犻狀犻犮犪 ７（０，０，５，０）

毒蛾科　Ｌｙｍａｎｔｒｉｉｄａｅ 犃狉狋犪狓犪犵狌狋狋犪狋犪○ ６－７（０，０，１２，２）

折带黄毒蛾　犈狌狆狉狅犮狋犻狊犳犾犪狏犪 ７（０，２，０，０）

榆黄足毒蛾　犐狏犲犾犪狅犮犺狉狅狆狅犱犪 ６－９（０，０，７９８，３１１）

柳毒蛾　犔犲狌犮狅犿犪犮犪狀犱犻犱犪 ６－９（２３，１９０，１７５，１６０）

舞毒蛾　犔狔犿犪狀狋狉犻犪犱犻狊狆犪狉○ ７－８（０，１３，１７，１８）

古毒蛾　犗狉犵狔犻犪犪狀狋犻狇狌犲 ７－９（０，０，６，２）

夜蛾科　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 隐金夜蛾　犃犫狉狅狊狋狅犾犪狋狉犻狆犾犪狊犻犪 ８－９（０，０，３６，０）

童剑纹夜蛾　犃犮狉狅狀犻犮狋犪犫犲犾犾狌犾犪 ５－９（０，０，９，１１）

榆剑纹夜蛾　犃犮狉狅狀犻犮狋犪犺犲狉犮狌犾犲狊 ５－９（０，５９，４０，２３）

桃剑纹夜蛾　犃犮狉狅狀犻犮狋犪犻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犪 ５－９（０，５６，１５１，８２）

桑剑纹夜蛾　犃犮狉狅狀犻犮狋犪犿犪犼狅狉 ７－９（０，０，６，１８）

梨剑纹夜蛾　犃犮狉狅狀犻犮狋犪狉狌犿犻犮犻狊
＃○ ５－９（０，１４４，５９８，１３１）

犃犮狋犲犫犻犪犳犲狀狀犻犮犪○ ６－９（０，０，０，１４）

小地老虎　犃犵狉狅狋犻狊犻狆狊犻犾狅狀＃○ ５－９（０，８３，７８，１３）

普青绿夜蛾　犃犮狋犲犫犻犪狆狉犪犲犮狅狓○ ６，９（０，０，０，６）

黄地老虎　犃犵狉狅狋犻狊狊犲犵犲狋狌犿＃○ ５－１０（０，０，９，１）

三叉地老虎　犃犵狉狅狋犻狊狋狉犻犳狌狉犮犪 ９（０，０，９，１）

亚奂夜蛾　犃犿狆犺犻狆狅犲犪犪狊犻犪狋犻犮犪 ８（０，０，０，４）

麦奂夜蛾　犃犿狆犺犻狆狅犲犪犳狌犮狅狊犪○ ７（０，０，４，０）

大红裙杂夜蛾　犃犿狆犺犻狆狔狉犪犿狅狀狅犾犻狋犺犪○ ７－９（０，０，３２，１）

犃狀犪狉狋犪狊狋犻犵犿狅狊犪○ －（０，３，０，０）

旋歧夜蛾　犃狀犪狉狋犪狋狉犻犳狅犾犻犻＃○ ５－９（０，１，８５，６５）

后委夜蛾　犃狋犺犲狋犻狊犵犾狌狋犲狅狊犪○ ５－９（０，１，１７，０）

二点委夜蛾　犃狋犺犲狋犻狊犾犲狆犻犵狅狀犲 ４－９（０，５７，１３３，１６）

帕委夜蛾　犃狋犺犲狋犻狊狆犪犾犾犻犱犻狆犲狀狀犻狊○ ６－８（０，１６９，２０，３）

袜丫纹夜蛾　犃狌狋狅犵狉犪狆犺犪犲狓犮犲犾狊犪○ －（０，３，０，０）

满丫纹夜蛾　犃狌狋狅犵狉犪狆犺犪犿犪狀犱犪狉犻狀犪 ８－９（０，０，０，２６）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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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诱集信息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夜蛾科　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 朽木夜蛾　犃狓狔犾犻犪狆狌狋狉犻狊＃ ６－９（０，２３３，１１１，４６）

白斑散纹夜蛾　犆犪犾犾狅狆犻狊狋狉犻犪犪犾犫狅犿犪犮狌犾犪 ７－８（０，０，４０，１０８）

平嘴壶夜蛾　犆犪犾狔狆狋狉犪犾犪狋犪○ ７（０，０，０，４８）

显裳夜蛾　犆犪狋狅犮犪犾犪犱犲狌狋犲狉狅狀狔犿狆犺犪○ ８（０，０，１，０）

栎光裳夜蛾　犆犪狋狅犮犪犾犪犱犻狊狊犻犿犻犾犻狊 ７（０，０，２３，２５５）

茂裳夜蛾　犆犪狋狅犮犪犾犪犱狅犲狉狉犻犲狊犻 ６－９（０，０，５６，２０）

柳裳夜蛾　犆犪狋狅犮犪犾犪犲犾犲犮狋犪○ ６－９（２６５，１７８，４９，１３１）

缟裳夜蛾　犆犪狋狅犮犪犾犪犳狉犪狓犻狀犻 ７－９（０，６，３，６）

光裳夜蛾　犆犪狋狅犮犪犾犪犳狌犾犿犻狀犲犪○ ７－９（０，０，１６，１０５）

裳夜蛾　犆犪狋狅犮犪犾犪狀狌狆狋犪 ７－９（０，０，１３９，４１７）

浦裳夜蛾　犆犪狋狅犮犪犾犪狆狌犲犾犾犪 ６－７（０，０，９，１８）

白夜蛾　犆犺犪狊犿犻狀狅犱犲狊犪犾犫狅狀犻狋犲狀狊○ ７－８（０，０，１１，２５３）

客来夜蛾　犆犺狉狔狊狅狉犻狋犺狉狌犿犪犿犪狋犪＃ ５－７（１０，２７，２０，５９）

筱客来夜蛾　犆犺狉狔狊狅狉犻狋犺狉狌犿犳犾犪狏狅犿犪犮狌犾犪狋犪 ７（０，０，２，０）

残夜蛾　犆狅犾狅犫狅犮犺狔犾犪狊犪犾犻犮犪犾犻狊 ５－９（０，５，１１，５）

白斑兜夜蛾　犆狅狊犿犻犪狉犲狊狋犻狋狌狋犪○ ７（０，０，０，１０２５）

亮兜夜蛾　犆狅狊犿犻犪狋狉犪狆犲狕犻狀犪 ７－８（０，０，０，８）

一色兜夜蛾　犆狅狊犿犻犪狌狀犻犮狅犾狅狉 ７－８（０，０，１４１，８２０）

甜菜三叶草夜蛾　犆狅狋狅犵狉犪犿犿犪狋狉犻犳狅犾犻犻○ ６－９（０，０，４，１）

女贞首夜蛾指名亚种　犆狉犪狀犻狅狆犺狅狉犪犾犻犵狌狊狋狉犻犾犻犵狌狊狋狉犻○ ７－８（０，０，２，１）

银纹夜蛾　犆狋犲狀狅狆犾狌狊犻犪犪犵狀犪狋犪＃ ５－９（６３，２１１，６２３，２３２）

嗜蒿冬夜蛾　犆狌犮狌犾犾犻犪犪狉狋犲犿犻狊犻犪犲 ７－８（０，０，９，０）

蒿冬夜蛾　犆狌犮狌犾犾犻犪犳狉犪狌犱犪狋狉犻狓 ７－８（０，０，２５，６）

碧银装冬夜蛾　犆狌犮狌犾犾犻犪犪狉犵犲狀狋犲犪 ７－８（０，９，１１，９）

莴苣冬夜蛾　犆狌犮狌犾犾犻犪犳狉犪狋犲狉狀犪 ４－９（０，２４２，２６８，２１９）

拉冬夜蛾　犆狌犮狌犾犾犻犪犾犪犮狋狌犮犪犲○ ７（０，０，０，１０）

内冬夜蛾　犆狌犮狌犾犾犻犪狊犮狅狆犪狉犻犪犲 ７－８（０，０，２３，０）

银装冬夜蛾　犆狌犮狌犾犾犻犪狊狆犾犲狀犱犻犱犪 ７－８（０，０，３，０）

三斑蕊夜蛾　犆狔犿犪狋狅狆犺狅狉狅狆狊犻狊狋狉犻犿犪犮狌犾犪狋犪 ７－８（０，２，１２，２０）

碧金翅夜蛾　犇犻犪犮犺狉狔狊犻犪狀犪犱犲犼犪 ６－９（０，２１，２７，２２）

异灿夜蛾　犇犻犿狅狉狆犺犻犮狅狊犿犻犪狏犪狉犻犲犵犪狋犪○ ７（０，０，０，７９）

暗翅夜蛾　犇狔狆狋犲狉狔犵犻犪犮犪犾犻犵犻狀狅狊犪 ７－９（０，０，４５，０）

满巾夜蛾　犇狔狊犵狅狀犻犪犿犪狀犱狊犮犺狌狉犻犪狀犪 －（０，０，０，１）

井夜蛾　犇狔狊犿犻犾犻犮犺犻犪犵犲犿犲犾犾犪○ ５－８（０，０，３１，１）

白缘钻夜蛾　犈犪狉犻犪狊犮犾狅狉犪狀犪 ５－８（０，０，１７４，９）

一点钻夜蛾　犈犪狉犻犪狊狆狌犱犻犮犪狀犪狆狌狆犻犾犾犪狀犪 ８（０，０，０，２）

钩白肾夜蛾　犈犱犲狊狊犲狀犪犺犪犿犪犱犪 ７－９（０，０，１，２）

旋皮夜蛾　犈犾犻犵犿犪狀犪狉犮犻狊狊狌狊 ７（０，３，０，２）

谐夜蛾　犈犿犿犲犾犻犪狋狉犪犫犲犪犾犻狊 ５－９（１２，３２６，３２４，８４）

桃红猎夜蛾　犈狌犫犾犲犿犿犪犪犿犪狊犻狀犪 ７（０，０，０，２）

二红猎夜蛾　犈狌犫犾犲犿犿犪犱犻犿犻犱犻犪犾犻狊 ４－９（０，１２，０，０）

麟角希夜蛾　犈狌犮犪狉狋犪狏犻狉犵狅 ７（０，０，２，１１）

枯艳叶夜蛾　犈狌犱狅犮犻犿犪狋狔狉犪狀狀狌狊 －（０，０，１，０）

东风夜蛾　犈狌狉狅犻狊狅犮犮狌犾狋犪○ ６，９（０，１１３，０，２５）

厉切夜蛾　犈狌狓狅犪犾犻犱犻犪 ８－９（０，０，２５，２０２）

犈狌狓狅犪狅犮犺狉狅犵犪狊狋犲狉○ ６－９（０，７１，２３０，６）

犉犻狊狊犻狆狌狀犮狋犻犪狔狆狊犻犾犾狅狀○ －（０，０，０，２）

梳跗盗夜蛾　犎犪犱犲狀犪犪犫犲狉狉犪狀狊 ７－８（０，０，８，０）

烟青虫　犎犲犾犻犮狅狏犲狉狆犪犪狊狊狌犾狋犪＃ ７－８（０，０，５，１）

棉铃虫　犎犲犾犻犮狅狏犲狉狆犪犪狉犿犻犵犲狉犪＃ ８－１０（４９１，５６０，５８０，１３２２）

苜蓿夜蛾　犎犲犾犻狅狋犺犻狊狏犻狉犻狆犾犪犮犪＃ ５－９（４２５，４９５，６８１，５７１）

豆鬓须夜蛾　犎狔狆犲狀犪狋狉犻狊狋犪犾犻狊 ８－９（０，０，３２，０）

苹梢鹰夜蛾　犎狔狆狅犮犪犾犪狊狌犫狊犪狋狌狉犪 －（０，１，０，０）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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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诱集信息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夜蛾科　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 犐犿狅狊犮犪犮狅狉犲犪狀犪○ ７－８（０，０，２９，９５５）

桦安夜蛾　犔犪犮犪狀狅犫犻犪犮狅狀狋犻犵狌犪○ ５－９（０，１９，０，０）

平影夜蛾　犔狔犵犲狆犺犻犾犪犾狌犫狉犻犮犪 ６－８（０，０，１７，１）

巨影夜蛾　犔狔犵犲狆犺犻犾犪犿犪狓犻犿犪 ７－８（０，０，８，２）

直影夜蛾　犔狔犵犲狆犺犻犾犪狉犲犮狋犪 ７（０，０，３，０）

瘦银锭夜蛾　犕犪犮犱狌狀狀狅狌犵犺犻犪犮狅狀犳狌狊犪 ５－７，９（０，０，０，８２）

银锭夜蛾　犕犪犮犱狌狀狀狅狌犵犺犻犪犮狉犪狊狊犻狊犻犵狀犪＃ ５－９（２９５，８８８，１４２９，４１３）

甘蓝夜蛾　犕犪犿犲狊狋狉犪犫狉犪狊狊犻犮犪犲＃ ５－９（１，１５８５，２０３８，１１７２）

摊巨冬夜蛾　犕犲犵犪狀犲狆犺狉犻犪狋犪狀犮狉犲犻 ９（０，０，０，７）

缤夜蛾　犕狅犿犪犪犾狆犻狌犿 ７（０，３１，６８，１７７）

黏虫　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犪＃ ５－１０（４３０，８６６，９５９，２９９）

绿孔雀夜蛾　犖犪犮狀犪犿犪犾犪犮犺犻狋犻狊 ７（０，０，０，１７）

稻螟蛉夜蛾　犖犪狉犪狀犵犪犪犲狀犲狊犮犲狀狊 ５－９（０，１３，２，０）

乏夜蛾　犖犻狆犺狅狀犻狓狊犲犵狉犲犵犪狋犪○ ６－９（０，２４，５１，４３）

霉裙剑夜蛾　犗犾犻狏犲狀犲犫狌犾犪狅犫犲狉狋犺狌犲狉犻 －（０，０，１，０）

蚀夜蛾　犗狓狔狋狉犻狆犻犪狅狉犫犻犮狌犾狅狊犪 ９（０，０，０，３）

姬夜蛾　犘犺狔犾犾狅狆犺犻犾犪狅犫犾犻狋犲狉犪狋犲○ ５－８（０，０，８，０）

金斑夜蛾　犘犾狌狊犻犪犳犲狊狋狌犮犪犲 ７－９（１，８４，９，２５）

朴夜蛾　犘犾狌狊犻犾犾犪狉狅狊犪犾犻狊○ ６－９（０，０，０，１）

蒙灰夜蛾　犘狅犾犻犪犫狅犿犫狔犮犻狀犪○ ８（０，１，０，０）

灰夜蛾　犘狅犾犻犪狀犲犫狌犾狅狊犪○ ５－７（０，０，１４，３）

宽胫夜蛾　犘狉狅狋狅狊犮犺犻狀犻犪狊犮狌狋狅狊犪＃ ５－９（１５３，１１５４，４７１，３４１）

斑拟兜夜蛾　犘狊犲狌犱狅犮狅狊犿犻犪犿犪犮狌犾犪狋犪 ７（０，０，０，２８）

饰夜蛾　犘狊犲狌犱狅犻狆狊狆狉犪狊犻狀犪狀犪 ６－９（０，０，０，１７３）

焰夜蛾　犘狔狉狉犺犻犪狌犿犫狉犪 ６－９（２３，２６１，６０，３２０）

内夜蛾　犚犺犻狕犲犱狉犪犾狌狋狅狊犪○ ５－９（０，１００，２６，３５）

棘翅夜蛾　犛犮狅犾犻狅狆狋犲狉狔狓犾犻犫犪狋狉犻狓 ４－９（０，０，６，８）

曲线贫夜蛾　犛犻犿狆犾犻犮犻犪狀犻狆犺狅狀犪○ ５（０，０，０，１）

黑点贫夜蛾　犛犻犿狆犾犻犮犻犪狉犲犮狋犪犾犻狊＃○ ６－９（１１，９０６，６１２，２００）

丹日明夜蛾　犛狆犺狉犪犵犻犳犲狉犪狊犻犵犻犾犾犪狋犪○ ７－８（０，０，５，１２１）

甜菜夜蛾　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犲狓犻犵狌犪＃○ ７－９（０，１５２，０，２５６）

短喙夜蛾　犜犺犻犪犮犻犱犪狊犲犵狉犲犵犻犪 ６－７（０，０，５，４０）

庸肖毛翅夜蛾　犜犺狔犪狊犼狌狀狅 ５－９（０，６，７，１）

陌夜蛾　犜狉犪犮犺犲犪犪狋狉犻狆犾犻犮犻狊 ６－９（０，１４９，３２，３８）

齿美冬夜蛾　犡犪狀狋犺犻犪狋狌狀犻犮犪狋犪 ９－１０（０，１０，６４，１４０）

八字地老虎　犡犲狊狋犻犪犮狀犻犵狉狌犿＃ ５－９（１１６４，１６２５，１５６５，１１０５）

兀鲁夜蛾　犡犲狊狋犻犪犱犻狋狉犪狆犲狕犻狌犿○ ７（０，０，０，２）

褐纹鲁夜蛾　犡犲狊狋犻犪犳狌狊犮狅狊狋犻犵犿犪 ８－９（０，２２，５９，８）

舟蛾科　Ｎｏｔ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 杨二尾舟蛾　犆犲狉狌狉犪犿犲狀犮犻犪狀犪○ ５－８（５５，２３，１９，１２）

短扇舟蛾　犆犾狅狊狋犲狉犪犪犾犫狅狊犻犵犿犪犮狌狉狋狌犾狅犻犱犲狊 ６－７（０，０，０，１２）

杨扇舟蛾　犆犾狅狊狋犲狉犪犪狀犪犮犺狅狉犲狋犪 ５－９（０，１０，７２，４６）

黄二星舟蛾　犈狌犺犪犿狆狊狅狀犻犪犮狉犻狊狋犪狋犪 ７－８（０，０，５０，９１９）

银二星舟蛾　犈狌犺犪犿狆狊狅狀犻犪狊狆犾犲狀犱犻犱犪○ ７（０，０，５０，２４２）

燕尾舟蛾　犉狌狉狉犮狌犾犪犳狌狉犮狌犾犪 ５－８（０，１１，１８，１０）

角翅舟蛾　犌狅狀狅犮犾狅狊狋犲狉犪狋犻犿狅狀犻狅狉狌犿 ５，７（０，０，１，０）

杨小舟蛾　犕犻犮狉狅犿犲犾犪犾狅狆犺犪狋狉狅犵犾狅犱狔狋犪○ ５－８（０，３９，４２５，５）

榆白边舟蛾　犖犲狉犻犮犲犱犪狏犻犱犻 ５－８（０，１３，８，１）

仿白边舟蛾　犘犪狉犪狀犲狉犻犮犲犺狅犲狀犲犻 ６－７（０，０，２４，５）

栎章舟蛾　犘犺犪犾犲狉犪犪狊狊犻犿犻犾犻狊 ６－８（０，０，２８，２６）

厄内斑舟蛾　犘犲狉犻犱犲犪犲犾狕犲狋 ７－８（０，０，６，６）

苹掌舟蛾　犘犺犪犾犲狉犪犳犾犪狏犲狊犮犲狀狊＃ ６－８（３２，５，３２８，２５５）

刺槐掌舟蛾　犘犺犪犾犲狉犪犵狉狅狋犲犻 ７－８（０，０，１，１４）

杨剑舟蛾　犘犺犲狅狊犻犪狉犻犿狅狊犪 ６－８（０，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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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犜犪犫犾犲１（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诱集信息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舟蛾科　Ｎｏｔ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 灰羽舟蛾　犘狋犲狉狅狊狋狅犿犪犵狉犻狊犲狌犿 ６（０，０，０，１）

槐羽舟蛾　犘狋犲狉狅狊狋狅犿犪狊犻狀犻犮狌犿 ６－９（０，０，９，０）

沙舟蛾　犛犺犪犽犪犪狋狉狅狏犻狋狋犪狋狌狊 ７（０，０，３，０）

核桃舟蛾　犝狉狅狆狔犻犪犿犲狋犻犮狌犾狅犱犻狀犪 ７－８（０，９，０，１）

菜蛾科　Ｐｌｕｔｅｌｌｉｄａｅ 小菜蛾　犘犾狌狋犲犾犾犪狓狔犾狅狊狋犲犾犾犪＃ ５－９（０，１２３０，８８，１）

螟蛾科　Ｐｙｒａｌｉｄａｅ 灰直纹螟　犗狉狋犺狅狆狔犵犻犪犵犾犪狌犮犻狀犪犾犻狊 ８－９（０，０，０，１７）

艳双点螟　犗狉狔犫犻狀犪狉犲犵犪犾犻狊 ７（０，０，５，１６）

柳阴翅斑螟　犛犮犻狅狋犪犪犱犲犾狆犺犲犾犾犪○ ６（０，４，１，０）

天蚕蛾科　Ｓａｔｕｒｎｉｉｄａｅ 绿尾大蚕蛾　犃犮狋犻犪狊狀犻狀犵狆狅犪狀犪 ７（０，０，０，４）

柞蚕蛾　犃狀狋犺犲狉犪犲犪狆犲狉狀狔犻 ５（１，０，０，２）

银杏大蚕蛾　犇犻犮狋狔狅狆犾狅犮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８－９（０，０，０，４）

樗蚕犘犺犻犾狅狊犪犿犻犪犮狔狀狋犺犻犪 ７（０，０，０，２）

天蛾科　Ｓｐｈｉｎｇｉｄａｅ 白薯天蛾　犃犵狉犻狌狊犮狅狀狏狅犾狏狌犾犻＃ ８－９（６６，４２，８６，２２）

黄脉天蛾　犃犿狅狉狆犺犪犪犿狌狉犲狀狊犻狊 ５－８（２０，４４，２６，２４）

葡萄天蛾　犃犿狆犲犾狅狆犺犪犵犪狉狌犫犻犵犻狀狅狊犪狉狌犫犻犵犻狀狅狊犪＃ ６－９（０，４９，８８，２６３）

榆绿天蛾　犆犪犾犾犪犿犫狌犾狔狓狋犪狋犪狉犻狀狅狏犻犻＃ ５－８（８７，１６５，１７０，２１２）

条背天蛾　犆犲犮犺犲狀犲狀犪犾犻狀犲狅狊犪 ６－９（０，９，５，１１）

洋槐天蛾　犆犾犪狀犻狊犱犲狌犮犪犾犻狅狀 ６－８（０，０，１，３１）

绒星天蛾　犇狅犾犫犻狀犪狋犪狀犮狉犲犻 ５－９（１６，５９，１３４，８５）

深色白眉天蛾　犎狔犾犲狊犵犪犾犾犻犻 ５－９（１，７，１４，７）

白须天蛾　犓犲狀狋狉狅犮犺狉狔狊犪犾犻狊狊犻犲狏犲狉狊犻 ６－８（０，０，３，９）

小豆长喙天蛾　犕犪犮狉狅犵犾狅狊狊狌犿狊狋犲犾犾犪狋犪狉狌犿＃ －（０，０，１，０）

椴六点天蛾　犕犪狉狌犿犫犪犱狔狉犪狊 ６－７（３７，５，２，０）

枣桃六点天蛾　犕犪狉狌犿犫犪犵犪狊犮犺犽犲狑犻狋狊犮犺犻犻○ ５－６（１４，２２，１９，２６）

钩翅天蛾　犕犻犿犪狊狋犻犾犻犪犲犮犺狉犻狊狋狅狆犺犻
＃○ ７（０，０，４，２）

白环红天蛾　犘犲狉犵犲狊犪犪狊犽狅犾犱犲狀狊犻狊 ７－８（０，０，２，１）

红天蛾　犘犲狉犵犲狊犪犲犾狆犲狀狅狉犾犲狑犻狊犻 ５－８（０，３，２，１３）

霜天蛾　犘狊犻犾狅犵狉犪犿犿犪犿犲狀犲狆犺狉狅狀＃ ６－９（１２，２６，７９，８０）

杨目天蛾　犛犿犲狉犻狋犺狌狊犮犪犲犮狌狊 ６－８（５，０，１１，３４）

蓝目天蛾　犛犿犲狉犻狋犺狌狊狆犾犪狀狌狊狆犾犪狀狌狊 ５－９（０，９，７，１１）

波纹蛾科　Ｔｈｙａｔｉｒｉｄａｅ 白太波纹蛾　犜犲狋犺犲犪犪犾犫犻犮狅狊狋犪狋犪 ７－８（０，０，０，２１）

太波纹蛾　犜犲狋犺犲犪狅犮狌犾犪狉犻狊○ ５－８（０，１２，２，７）

卷蛾科　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 落黄卷蛾　犃狉犮犺犻狆狊犻狊狊犻犽犻犻 ６－９（０，５０，０，０）

腀黄卷蛾　犃狉犮犺犻狆狊狓狔犾狅狊狋犲犪狀狌狊○ ９（０，０，０，１）

巢蛾科　Ｙｐｏｎｏｍｅｕｔｉｄａｅ 稠李巢蛾　犢狆狅狀狅犿犲狌狋犪犲狏狅狀狔犿犲犾犾犪 ７－８（０，０，２７，５７）

苹果巢蛾　犢狆狅狀狅犿犲狌狋犪狆犪犱犲犾犾犪 ６－９（０，２８，０，３）

　１）＃跨海迁飞昆虫；○测序确认物种。诱集信息中－表示发生量较低，零星可见。部分发生量较低种类的发生期，是由其他监测工具确定。

数字为诱集到蛾子的月份，括号内为２０１７年－２０２０年各年度的诱蛾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ｍｉｇｒａｔｅｄ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ＢｏｈａｉＳｔｒａｉ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ｂｙ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ａｒｋｅｒ．Ｉｎ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ａｓｉｎｌｏｗｎｕｍｂｅｒｏｒ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ｌｙｖｉｓｉｂｌ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ｉｔｈｌｏｗｎｕｍｂｅｒ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ｏｔｈｅ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ｂｒａｃｋｅ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ｙｅａｒｌｙｍｏｔｈｓ’ｎｕｍｂｅｒｄｕｒ

ｉｎｇ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２．２　群落多样性

多样性指数的动态图（图１）可直观地体现出

２０１７年－２０２０年不同月份间数值的变化。从丰

富度的数值来看，４月与１０月的蛾类群落丰富度

指数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犘＞０．０５），显著低于６

月－９月的丰富度指数（犘＜０．０５）；７月的丰富度

指数最高。群落多样性方面，４月的群落多样性指

数显著低于６月－９月（犘＜０．０５），７、８月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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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指数显著高于４、１０月（犘＜０．０５），５月－９月的

多样性指数之间无显著性差异（犘＞０．０５）。各月之

间的群落均匀性指数无显著性差异（犘＞０．０５）。每

年的蛾类发生情况受到异地迁入种类、监测工具、极

端天气、试验地植物生长情况等诸多因素影响。各

年度间差异较大，造成多样性数据分析不全面。总

体看来，相同年份的数据更利于多样性数值变化的

比较。丰富度指数随时间呈波浪式变化，４月可调

查到７种早期发生种类，５月始丰富度指数随时间

的变化呈上升趋势，７、８月的丰富度最高，２０１９年７

月的物种数最多，共１３１种。而后丰富度指数逐渐

下降并归零，季节性变化明显，１０月处于较低水平，

但仍能捕捉１０种以上的蛾类。蛾类群落的多样性

指数显示，５月始即有较高的数值（１．３７～３．１１），６

图１　２０１７年－２０２０年吉林省中西部不同月份间蛾类群落多样性指数的变化

犉犻犵．１　犕狅狀狋犺犾狔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犱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犻狀犱犻犮犲狊狅犳犿狅狋犺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犻狀狋犺犲犮犲狀狋狉犪犾犪狀犱狑犲狊狋犲狉狀犑犻犾犻狀狆狉狅狏犻狀犮犲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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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８月多样性指数维持在较高水平，７月的多样

性最高（２．８～３．７１），９月也保持了较高的数值

（２．２５～３．０５）。从群落的均匀性指数来看，７月的

均匀性指数较高（０．７２～０．８１），说明此时期群落

物种间平衡性最佳。均匀性指数随时间变化不明

显，各调查年份，５月、９月，乃至４月、１０月都曾出

现指数高值，这个可能与物种数不多、数量分布均

匀有关。

２．３　优势种及优势度指数

表２列出了不同月份优势度指数较高的蛾类，

大多为当地的重要害虫。４月的春尺蠖（０．４）、１０月

的双珠雅尺蠖犆犺犪狉犻犪狊狆犻狋犪狋犲狊狊犺狌犪狀犵狕犺狌（０．３２６）的

表２　吉林省中西部２０１７年－２０２０年不同月份蛾类优势种及优势度指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犇狅犿犻狀犪狀狋狊狆犲犮犻犲狊犪狀犱犇狀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狅狀狋犺狊犻狀狋犺犲犮犲狀狋狉犪犾犪狀犱狑犲狊狋犲狉狀犑犻犾犻狀狆狉狅狏犻狀犮犲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顺序

Ｏｒｄｅｒ

优势种（优势度指数）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犇狀）

４月　Ａｐｒｉｌ ５月　Ｍａｙ ６月　Ｊｕｎｅ ７月　Ｊｕｌｙ

１
春尺蠖 （０．４）

犃狆狅犮犺犲犻犿犪犮犻狀犲狉犪狉犻狌狊

小菜蛾 （０．２）

犘犾狌狋犲犾犾犪狓狔犾狅狊狋犲犾犾犪

八字地老虎 （０．１５６）

犡犲狊狋犻犪犮狀犻犵狉狌犿

甘蓝夜蛾 （０．０９）

犕犪犿犲狊狋狉犪犫狉犪狊狊犻犮犪犲

２
梨剑纹夜蛾 （０．２）

犃犮狉狅狀犻犮狋犪狉狌犿犻犮犻狊

八字地老虎 （０．１９８）

犡犲狊狋犻犪犮狀犻犵狉狌犿

亚洲玉米螟 （０．０８６）

犗狊狋狉犻狀犻犪犳狌狉狀犪犮犪犾犻狊

亚洲玉米螟 （０．０６５）

犗狊狋狉犻狀犻犪犳狌狉狀犪犮犪犾犻狊

３
杨扇舟蛾 （０．１３３）

犆犾狅狊狋犲狉犪犪狀犪犮犺狅狉犲狋犪

甘蓝夜蛾 （０．０８９）

犕犪犿犲狊狋狉犪犫狉犪狊狊犻犮犪犲

黏虫 （０．０７２）

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犪

白斑兜夜蛾 （０．０４５）

犆狅狊犿犻犪狉犲狊狋犻狋狌狋犲

４
黄臀黑污灯蛾 （０．０６７）

犘犺狉犪犵犿犪狋狅犫犻犪犾狌犮狋犻犳犲狉犪

银锭夜蛾 （０．０６１）

犕犪犮犱狌狀狀狅狌犵犺犻犪犮狉犪狊狊犻狊犻犵狀犪

小菜蛾 （０．０７２）

犘犾狌狋犲犾犾犪狓狔犾狅狊狋犲犾犾犪

犐犿狅狊犮犪犮狅狉犲犪狀犪（０．０４３）

５
星白雪灯蛾 （０．０６７）

犛狆犻犾狅狊狅犿犪犾狌犫狉犻犮犻狆犲犱狌犿

黏虫 （０．０３９）

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犪

甘蓝夜蛾 （０．０７２）

犕犪犿犲狊狋狉犪犫狉犪狊狊犻犮犪犲

一色兜夜蛾 （０．０４）

犆狅狊犿犻犪狌狀犻犮狅犾狅狉

６
桃剑纹夜蛾 （０．０６７）

犃犮狉狅狀犻犮狋犪犻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犪

黄地老虎 （０．０３）

犃犵狉狅狋犻狊狊犲犵犲狋狌犿

草地螟 （０．０６５）

犔狅狓狅狊狋犲犵犲狊狋犻犮狋犻犮犪犾犻狊

黄二星舟蛾 （０．０３９）

犈狌犺犪犿狆狊狅狀犻犪犮狉犻狊狋犪狋犪

７
黏虫 （０．０６７）

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犪

黄臀黑污灯蛾 （０．０２８）

犘犺狉犪犵犿犪狋狅犫犻犪犾狌犮狋犻犳犲狉犪

宽胫夜蛾 （０．０６２）

犘狉狅狋狅狊犮犺犻狀犻犪狊犮狌狋狅狊犪

油松毛虫 （０．０３７）

犇犲狀犱狉狅犾犻犿狌狊狋犪犫狌犾犪犲犳狅狉犿犻狊

８
二点委夜蛾 （０．０２７）

犃狋犺犲狋犻狊犾犲狆犻犵狅狀犲

黄褐幕枯叶蛾 （０．０４５）

犕犪犾犪犮狅狊狅犿犪狀犲狌狊狋狉犻犪狋犲狊狋狊犮犲犪

黏虫 （０．０３６）

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犪

９
宽胫夜蛾 （０．０２４）

犘狉狅狋狅狊犮犺犻狀犻犪狊犮狌狋狅狊犪

大造桥虫 （０．０３８）

犃狊犮狅狋犻狊狊犲犾犲狀犪狉犻犪

宽胫夜蛾 （０．０２９）

犘狉狅狋狅狊犮犺犻狀犻犪狊犮狌狋狅狊犪

１０
梨剑纹夜蛾 （０．０２４）

犃犮狉狅狀犻犮狋犪狉狌犿犻犮犻狊

油松毛虫 （０．０２６）

犇犲狀犱狉狅犾犻犿狌狊狋犪犫狌犾犪犲犳狅狉犿犻狊

苜蓿夜蛾 （０．０２８）

犎犲犾犻狅狋犺犻狊狏犻狉犻狆犾犪犮犪

顺序

Ｏｒｄｅｒ

优势种（优势度指数）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犇狀）

８月　Ａｕｇｕｓｔ ９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月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
亚洲玉米螟 （０．２０３）

犗狊狋狉犻狀犻犪犳狌狉狀犪犮犪犾犻狊

亚洲玉米螟 （０．１７４）

犗狊狋狉犻狀犻犪犳狌狉狀犪犮犪犾犻狊

双珠雅尺蠖 （０．３２６）

犆犺犪狉犻犪狊狆犻狋犪狋犲狊狊犺狌犪狀犵狕犺狌

２
八字地老虎 （０．１１７）

犡犲狊狋犻犪犮狀犻犵狉狌犿

棉铃虫 （０．１４５）

犎犲犾犻犮狅狏犲狉狆犪犪狉犿犻犵犲狉犪

棉铃虫 （０．１５）

犎犲犾犻犮狅狏犲狉狆犪犪狉犿犻犵犲狉犪

３
银锭夜蛾 （０．０５８）

犕犪犮犱狌狀狀狅狌犵犺犻犪犮狉犪狊狊犻狊犻犵狀犪

银锭夜蛾 （０．０８７）

犕犪犮犱狌狀狀狅狌犵犺犻犪犮狉犪狊狊犻狊犻犵狀犪

裳夜蛾 （０．１２９）

犆犪狋狅犮犪犾犪狀狌狆狋犪

４
甘蓝夜蛾 （０．０５３）

犕犪犿犲狊狋狉犪犫狉犪狊狊犻犮犪犲

黑点贫夜蛾 （０．０５７）

犛犻犿狆犾犻犮犻犪狉犲犮狋犪犾犻狊

黏虫 （０．１１４）

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犪

５
大造桥虫 （０．０４７）

犃狊犮狅狋犻狊狊犲犾犲狀犪狉犻犪

黏虫 （０．０５）

犕狔狋犺犻犿狀犪狊犲狆犪狉犪狋犪

斑雅尺蛾 （０．０６２）

犃狆狅犮狅犾狅狋狅犻狊犪狉狀狅犾犱犻犪狉犻犪

６
棉铃虫 （０．０４１）

犎犲犾犻犮狅狏犲狉狆犪犪狉犿犻犵犲狉犪

甘蓝夜蛾 （０．０４８）

犕犪犿犲狊狋狉犪犫狉犪狊狊犻犮犪犲

齿美冬夜蛾 （０．０５３）

犡犪狀狋犺犻犪狋狌狀犻犮犪狋犪

７
苜蓿夜蛾 （０．０３５）

犎犲犾犻狅狋犺犻狊狏犻狉犻狆犾犪犮犪

八字地老虎 （０．０４４）

犡犲狊狋犻犪犮狀犻犵狉狌犿

甜菜夜蛾 （０．０３８）

犛狆狅犱狅狆狋犲狉犪犲狓犻犵狌犪

８
黑点贫夜蛾 （０．０３４）

犛犻犿狆犾犻犮犻犪狉犲犮狋犪犾犻狊

苜蓿夜蛾 （０．０３６）

犎犲犾犻狅狋犺犻狊狏犻狉犻狆犾犪犮犪

白薯天蛾 （０．０３８）

犃犵狉犻狌狊犮狅狀狏狅犾狏狌犾犻

９
宽胫夜蛾 （０．０２８）

犘狉狅狋狅狊犮犺犻狀犻犪狊犮狌狋狅狊犪

银纹夜蛾 （０．０３５）

犆狋犲狀狅狆犾狌狊犻犪犪犵狀犪狋犪

银锭夜蛾 （０．０２９）

犕犪犮犱狌狀狀狅狌犵犺犻犪犮狉犪狊狊犻狊犻犵狀犪

１０
美国白蛾 （０．０２８）

犎狔狆犺犪狀狋狉犻犪犮狌狀犲犪

裳夜蛾 （０．０３）

犆犪狋狅犮犪犾犪狀狌狆狋犪

八字地老虎 （０．０２６）

犡犲狊狋犻犪犮狀犻犵狉狌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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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度指数最高，缘于此２月蛾类物种较少，优势种

突出。与之相对应的是，７月的蛾类物种数多，优势

种不突出，优势度指数均小于０．１。４月的７种蛾类

中，春尺蠖、梨剑纹夜蛾犃犮狉狅狀犻犮狋犪狉狌犿犻犮犻狊、杨扇舟

蛾犆犾狅狊狋犲狉犪犪狀犪犮犺狅狉犲狋犪 为优势种，均为林业害虫。

八字地老虎犡犲狊狋犻犪犮狀犻犵狉狌犿是重要的地下害虫，５、

６、８月优势度指数较高。棉铃虫在９、１０月优势度

指数较高，这段时间是其迁出期。亚洲玉米螟６月

－９月可见，涉及两个成虫世代的发生，且在８、９月

是优势度指数最高的种类。黏虫４月－１０月保持

较高的优势度指数，但只在１０月优势度指数大于

０．１，此时期为三代黏虫成虫迁出期。作为外来入侵

害虫，美国白蛾犎狔狆犺犪狀狋狉犻犪犮狌狀犲犪在８月体现了较

高的优势度指数。

２．４　群落相似性

统计了各年度各月发生的蛾类昆虫种类，利用

相似性系数显示各月间蛾类群落相似性，均值为

０．３９３１（表３）。４、１０月与其他各月群落相似性水

平均较低。５月至９月之间各月群落相似性水平均

较高。不同月份昆虫群落相似性指数最高的是７月

和８月（０．８２９６），这主要是因为此时期蛾类昆虫发

生种类多且相近。４月与９月调查所得蛾类的共有

种少，相似性系数最低（０．０６９６），这与温度、植被生

长状况关系较大。

表３　吉林省中西部２０１７年－２０２０年不同月份蛾类群落之间的相似性

犜犪犫犾犲３　犕狅狀狋犺犾狔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犿狅狋犺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狅狀狊犻犿犻犾犪狉犻狋狔犻狀犱犻犮犲狊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狅狀狋犺狊犻狀狋犺犲犮犲狀狋狉犪犾犪狀犱狑犲狊狋犲狉狀

犑犻犾犻狀狆狉狅狏犻狀犮犲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月份

Ｍｏｎｔｈ

相似性系数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犐）

４月

Ａｐｒｉｌ

５月

Ｍａｙ

６月

Ｊｕｎｅ

７月

Ｊｕｌｙ

８月

Ａｕｇｕｓｔ

９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月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４月　Ａｐｒｉｌ

５月　Ｍａｙ ０．１７０７

６月　Ｊｕｎｅ ０．０９５２ ０．６９０７

７月　Ｊｕｌｙ ０．０６９８ ０．５６６７ ０．７８８７

８月　Ａｕｇｕｓｔ ０．０７８４ ０．５９７３ ０．７４７２ ０．８２９６

９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０．０６９６ ０．５９０２ ０．６７８４ ０．６４４７ ０．７００８

１０月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０．０８７０ ０．１９７８ ０．１４８１ ０．１１０５ ０．１３５８ ０．２５８１

３　结论与讨论

本文于２０１７年－２０２０年之间通过灯诱监测，

在吉林省中西部采集、鉴定到１８科２２７种蛾类昆

虫，并对各种蛾类昆虫的发生期进行了研究。鉴定

到的种类中夜蛾科最多。按为害植物类别，采集到

的害虫包括农业害虫、林业害虫、果树害虫、蔬菜害

虫等。种类中既包括黏虫、亚洲玉米螟、大造桥虫、

草地螟、小菜蛾、八字地老虎等常见的本地害虫，也

包括一些在其他地区为害严重，但在吉林省却鲜有

报道的种类，如在夏玉米区、棉区造成严重为害的二

点委夜蛾、棉铃虫等［１４１６］。鉴定的种类部分与杨斌

等［２］、刘生冬等［３］报道的相同，但也有不同，这是由

于虽然调查省份相同，但取样的生态环境不同所致。

本研究调查到的蛾类与距离吉林省较远省份报道的

种类差别较大，体现了蛾类分布的地理差异［１７１８］。

本文基于周燕等［１３］的研究结果，统计了３５种具有

跨越渤海迁飞行为且在吉林省中西部有分布的蛾

类，表明这部分蛾类在吉林省的虫源组成，可能包含

了迁入种群。

群落丰富度反映了物种数多寡，本地区蛾类丰

富度与温度的变化趋势相近。７、８月是昆虫的活跃

高峰期，蛾类物种数最为丰富，说明其对７、８月的气

候适应性最强。此时期也是吉林省农业害虫的重要

为害时期。这一结果与黄钊等［１９］对蚂蚁群落的研

究相近，他们提出气温对蚂蚁群落丰富度起决定作

用。群落多样性是群落组成与结构水平的重要指

标，反映了物种的变异程度、富集度以及其对环境的

适应度［２０］。群落多样性指数高低与生境中植被类

型、温湿度等环境因素直接相关，杜春花等［２１］提出

气温是影响灯下昆虫群落多样性变化的主要因子。

７月的蛾类群落多样性指数与丰富度一致，都处于

较高水平。９月蛾类群落多样性维持在较高水平，

此时各蛾类即将越冬或回迁，较高的群落多样性指

数，对促进蛾类种群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进化意

义。本文的多样性变化趋势与王鑫等［１７］报道的新

疆阿克苏地区中部夏季农田蛾类昆虫相近。群落均

匀性是衡量群落的均匀程度的指数，个体数分配越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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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则指数越高，群落也更加稳定。本文的结果显

示均匀性指数与上述指数不同，无时间规律性。

不同月份蛾类群落的优势种及优势度指数有差

异。４、１０月具有优势度指数最高的蛾类，且４月的

优势种均为林业害虫，这与此时期吉林省温度较低、

植物生长情况等因素相关。各月的蛾类优势种在群

落中有较高的数量，占据着广泛的生境范围、资源，

对整个群落的结构组成有较深的影响［２２２３］。亚洲玉

米螟、黏虫、八字地老虎等均为吉林省重要害虫，且

在不同月份有较高的优势度指数，因而在群落中具

有更大的生物量，是其能在此区域为害成灾的重要

原因。群落相似性反映了物种组成的相似程度，可

作为划分群落间相近程度的可靠依据。７、８月的群

落相似系数最高，表明这２个月的昆虫群落组成最

为相似。７、８月也是蛾类昆虫发生的重要时期，相

似的群落组成，说明蛾类昆虫的环境适应性及资源

利用趋势相近。群落相似系数低的月份，则表明不

同月份的温湿度、光照、植被等条件发生了变化，蛾

类昆虫的组成也随之发生了适应性的变化。上述结

果与部分在北方地区开展的研究结论一致，杨向东

等［２４］的研究指出，冀西北坝上地区灯下蛾类群落７、

８月灯下相似度最高。门丽娜等
［２５］报道山西的人工

沙棘林蛾类群落７、８月相似度最高。本文仅涉及不

同时期的群落相似性指标，不同生境对于昆虫群落

的相似性系数也有着重要的影响［２６］。

本研究所选监测区域的生境丰富多样且有较高

的代表性，研究结果可提供吉林省中西部蛾类分布

的基础数据，为该地区蛾类害虫的有效管理及综合

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但研究仅针对灯下蛾类群落，

对于该区域昆虫群落的研究还有待于结合其他方法

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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