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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前提（马

克平和钱迎倩，1998）。昆虫物种多样性研究对农

业生产、生物防治以及多样性的监测和保护具有

重要意义（徐华潮等，2011）。贾玉珍等（2009）研

究发现，长白山地区森林演替过程中鳞翅目昆虫

多样性逐渐升高，鞘翅目多样性逐渐降低。顾伟

等（2016）发现凉水自然保护区原始阔叶红松林夜

蛾科和尺蛾科为优势类群，在秋季均匀度指数达

最大值，多样性指数与丰富度指数之间存在着显著

的正相关。谷瑛等（2016）调查发现以亚热带季风

气候为主的武陵山区中的中华蜜蜂 Apis cerana

cerana 在不同生境之间存在基因交流，且不同地理

种群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武陵山区特有的地理

环境与气候条件造就了当地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湖北省鹤峰县位于武陵山区腹地，属大陆性季风

湿润气候，植被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但目

前有关鹤峰县昆虫多样性的研究报道较少，本研

究采用样线踏查法，在昆虫发生期和越冬期对鹤

峰县不同生境和不同海拔昆虫种群种类和数量展

开调查研究，并进行昆虫多样性的指数分析，明确

鹤峰县昆虫多样性的威胁因子，以期为环保部门

昆虫多样性保护及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本试验中所用到的捕虫网为自制，铝合金网圈

直径35 cm，网深约80 cm，网孔直径1 mm。

1.2 方法

调查网格设置：鹤峰县植被类型复杂，具有垂直

分布的特征，主要包括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灌

木林和旱地等。按照调查样线要求需覆盖鹤峰县

所有生境，最终确定 30 个有效调查网格，面积均

为 10 km×10 km，调查范围涵盖鹤峰县不同生境内

的昆虫种类与数量。生境类型有林地（朱家坡、中

坪、彭家湾、杨姑包、下坪村、书家岑、瓦屋场、木林

子、聂家台、罗家垭、七姐妹山、马家乡）、灌木丛（墓

坪、毛鸡洞、太平镇、黄家包、西湾）、菜园（长岭村、留

驾村、油榨湾）、草地（喻家河、白鹿村、回龙阁）、茶园

（茶园湾、涧槽峪、白果湾）、果园（杉沙园、水田坪）、

滩地（时雾村）、居民区（周家村）。

样线调查方法及昆虫物种种类分析：本试验

使用自制的捕虫网采取样线踏查法于 2019 年发生

期（8 月）、昆虫越冬期（10月）对鹤峰县昆虫开展野

外调查，每个网格走2条样线，样线均匀分布并基本

覆盖全部生境，样线间距保持 200 m 以上以防止样

线间的干扰效应，同时，为了避免边缘效应，样线

距离也应根据河流及植被情况保持 200 m 以上。

根据河流走向及植被、海拔等情况，样线长度不少

于 1 000 m。将捕捉到的鳞翅目昆虫装入三角袋保

存，捕捉到的其它昆虫放入棉层或装有酒精的小瓶

内保存，带回实验室对其进行鉴定，并统计昆虫物种

种类。

多样性指数分析方法：对发生期和越冬期的鹤

峰县昆虫物种进行多样性指数分析，其中Shannon-

Wiener多样性指数H'=-ΣPilnPi，Pi为第 i个物种个体

数占总个体数 N 的比例，Pi=ni/N，ni为样线内第 i 个

物种的个体数；Margalef丰富度指数ds=（S-1）/ l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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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lou均匀度指数E=H'/lnS，S为样线内调查到的物

种数（Shannon & Weaver，1949）。

2 结果与分析

2.1 鹤峰县昆虫物种种类

根据已经鉴定的昆虫标本，共鉴定出 16 个目

117科 502种昆虫，分别是鳞翅目、鞘翅目、半翅目、

直翅目、同翅目、蜚蠊目、蜉蝣目、革翅目、广翅目、

襀翅目、脉翅目、膜翅目、蜻蜓目、双翅目、螳螂目、

缨翅目。根据各目的科数，排前 5位的分别是鳞翅

目、鞘翅目、半翅目、同翅目和直翅目，各目科数分

别占总科数的 27.35%、23.93%、8.55%、7.69% 和

6.84%。

2.2 鹤峰县昆虫发生期多样性指数

在发生期鹤峰县昆虫物种数和总数最多的网格

是时雾村和周家村，昆虫物种数和总数最低的网格

是留驾村。鹤峰县昆虫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

最高的网格是朱家坡，为 2.32，最低的网格是彭家

湾，为1.80；鹤峰县昆虫Margalef丰富度指数较高的

网格是时雾村，为 10.73，最低的网格是留驾村，为

6.38；Pielou均匀度指数较低的网格是中坪，为0.50。

结合生境类型，灌木丛与林地混合地和林地的昆虫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较高，而草地和溪边滩

地的较低。

2.3 鹤峰县昆虫越冬期多样性指数

在越冬期鹤峰县昆虫物种数最多的网格是太平

镇，昆虫数量达到47种，其次是朱家坡和木林子；昆

虫物种数最低的网格是茶园湾，仅为22种。越冬期

鹤峰县昆虫Margalef丰富度指数较高的是朱家坡、

西湾、太平镇和木林子，分别为 9.84、9.76、9.61 和

9.31，而喻家河坪的最低，为6.45；Pielou均匀度指数

较低的是彭家湾、油榨湾，分别为 0.55和 0.58，其它

地方物种Pielou均匀度指数较平衡。

3 讨论

昆虫群落的组成与结构是研究昆虫群落特征的

重要指标之一，它反映了昆虫群落在不同时空尺度

的变化。顾建强等（2015）调查了浙江省建德市薄壳

山核桃林地昆虫多样性，共鉴定 11目 160种，其中，

同翅目、半翅目、鞘翅目、鳞翅目为优势目，本研究获

得类似结果，通过样线踏查法调查发现鹤峰县昆虫

多样性十分丰富，其中鳞翅目在科数均排首位，鞘翅

目紧跟其后，与贾玉珍等（2009）和顾伟等（2016）的

研究结果一致。通过对鹤峰县不同海拔和生境昆虫

多样性调查发现，低海拔网格生境单一，昆虫多样性

指数较低，高海拔网格生境主要由林地、灌木丛等组

成，昆虫多样性指数较高。此外本研究调查发现，鹤

峰县昆虫多样性威胁因素主要包括：因矿石开采导

致的昆虫栖息地破坏、气候变化导致昆虫多样性降

低、果农和菜农不恰当的使用杀虫剂、旅游景点的开

发等。鹤峰县昆虫多样性保护措施建议如下：加大

已有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加强政府对矿石开采的

监管力度，加强当地果农菜农的环保意识，减少当

地果农和菜农不合理使用农药，加强多部门的昆

虫多样性的协调和合作。由于木林子自然保护区

的昆虫物种种类和多样性指数均较高，建议列为

重点研究和保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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