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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河南省板蓝根田节肢动物群落的结构组成及物种多样性，该研究采用 ５ 点随机取样，通过网

捕法和目测法调查并记录了板蓝根植株及地面上的节肢动物种类和数量。 结果表明：河南省板蓝根田节肢

动物群落物种丰富，共采集到２ ６１３头，隶属于 ２ 纲 １０ 目 ３９ 科 ６１ 种。 其中，植食性种类和捕食性种类均为

２４ 种（各占 ３９．３４％），寄生性种类 ４ 种（占 ６．５６％），中性种类 ９ 种（占 １４．７５％）。 蜘蛛的种类占群落总种数

的比例最高（为 ２１．３１％），表明田间的蜘蛛种类最丰富。 鳞翅目物种的个体数量远大于其他的目，占群落个

体数的 ４３．７８％。 菜青虫和小菜蛾的相对丰盛度最高，分别为０．１８４ ８和０．１６２ ６，说明二者是河南省板蓝根田

的优势害虫。 捕食性集团的均匀度指数最高，寄生性集团的优势度指数最高，其中小菜蛾幼虫的寄生性天

敌菜蛾盘绒茧蜂的数量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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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蓝根（ Ｉｓａｔｉｓ ｉｎｄｉｇｏｔｉｃａ）又名菘蓝、大青根、北
板蓝根等，为十字花科菘蓝属两年生草本植物，地
下根入药为板蓝根， 地上叶入药为大青叶（肖珊珊

等，２００３）。 板蓝根味苦，性寒，具有清热解毒、凉
血利咽的功能，已有研究证明板蓝根在临床上具

有抗菌、抗病毒、抗炎及免疫调节等多种药理活性

（程妍等，２０１１；胡晓燕等，２０１３；马毅敏等，２０１４；
景晓平等，２０１３）。 板蓝根属于我国传统常用大宗

中药材，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产地和种植面

积都有所扩增。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对板

蓝根田间的病虫害发生关注度不够，尤其缺乏对

节肢动物群落的研究。
河南省是板蓝根的主要产地之一，虫害频繁

发生，已成为困扰板蓝根生产的严重问题，为了充

分了解板蓝根田节肢动物种类的发生情况，本研

究首次对河南省板蓝根田的节肢动物类群结构及

其多样性进行了系统调查，旨在为制订主要害虫

的防治指标、实现板蓝根田害虫的生态治理及其

规范化栽培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自然概况

试验地位于河南省新乡市乔谢村南，种植面

积约为 ８００ ｍ２，前茬作物为小麦。 试验地东边依

次种植大豆、棉花、玉米，西面种植作物为苜蓿，北
边为棉花地，南边为大豆、木槿，除了 ７ 月 ３ 日喷

施一次除草剂外，再没有喷施其他任何药剂，试验

期间没有进行其他农事操作，板蓝根在自然状态

下生长。
１．２ 调查方法

实验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出苗后开始调查，一
直持续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收获。 上午 ８ 点进行

调查，每隔 ４ ｄ 调查一次，遇到雨天则推迟 １ ｄ 调

查。 采用对角线五点取样的方法，用目测方式调

查时每点调查 ２０ 株，以植株及地面上的节肢动物

为对象，记录种类和数量。 采用网捕时用捕虫网

在植株上方扫网 ２０ 个复次，然后用毒瓶处理后进

行分类计数。 田间不能确定的种类用毒瓶毒杀或

用 ７５％酒精浸泡，带回室内保存，查阅文献资料或

请专家进行鉴定。
１．３ 分析方法

板蓝根田节肢动物群落的参数统计分别以

目、科、种、个体数量为单位，采集到的样本鉴定到

种。 采用的指标有物种丰富度指数（Ｒ）、相对丰盛

度指数（Ｐ ｉ）、优势度指数（Ｄ）、多样性指数（Ｈ′）、
均匀度（Ｊ）、优势集中性指数（Ｃ）等。

物种丰富度指数：Ｒ ＝ Ｓ ／ ｌｎＮ，式中 Ｓ 代表物种

数，Ｎ 代表总个体数。
相对丰盛度指数：Ｐ ｉ ＝ Ｎ ｉ ／ Ｎ，式中 Ｎ ｉ为第 ｉ 物

种的个体数，Ｎ 为所有物种的总个体数。
优势度指数：Ｄ＝Ｎｍａｘ ／ Ｎ，式中 Ｎｍａｘ表示群落中

数量最大物种，Ｎ 为总个体数。
多样性指数：采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

数， Ｈ′＝ －Σ（Ｐ ｉ ｌｎ Ｐ ｉ），式中 Ｐ ｉ为相对丰盛度指数。
均匀度指数：Ｊ ＝ Ｈ′ ／ ｌｎＳ，式中 Ｈ′为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Ｓ 为物种数。
优势集中性指数：Ｃ ＝ ΣＰ２

ｉ ，式中 Ｐ ｉ表示相对

丰盛度指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板蓝根田节肢动物物种组成及优势种

通过田间系统调查，在板蓝根生长期间共采

集到节肢动物标本２ ６１３头。 由表 １ 可知，板蓝根

田节肢动物类群共计 ６１ 种，分别属于 ２ 纲 １０ 目

３９ 科，其中昆虫纲 ９ 目 ３０ 科 ４８ 种，蛛形纲 １ 目 ９
科 １３ 种。 各物种的相对丰盛度指数大于 ０．１ 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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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节肢动物群落物种组成及相对丰盛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纲
Ｃｌａｓｓ

目
Ｏｒｄｅ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食性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

相对丰盛度指数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昆虫纲
Ｉｎｓｅｃｔａ

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同翅目
Ｈｏｍｏｐｔｅｒａ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脉翅目
Ｎｅｕｒｏｐｔｅｒａ

直翅目
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

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弹尾目
Ｃｏｌｌｅｍｂｏｌａ

粉蝶科 Ｐｉｅｒｉｄａｅ

菜蛾科 Ｐｌｕｔｅｌｌｉｄａｅ
夜蛾科 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

蚜科 Ａｐｈｉｄｏｉｄｅａ

飞虱科 Ｄｅｌｐｈａｃｉｄａｅ
蝽科 Ｐｅｎｔａｔｏｍｉｄａｅ

盲蝽科 Ｍｉｒｉｄａｅ

缘蝽科 Ｃｏｒｅｉｄａｅ
叶甲科 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瓢甲科 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ｉｄａｅ

步甲科 Ｃａｒａｂｉｄａｅ

草蛉科 Ｃｈｒｙｓｏｐｉｄａｅ

蟋蟀科 Ｇｒｙｌｌｉｄａｅ
蚤蝼科 Ｔｒｉｄａｃｔｙｌｉｄａｅ
蝗科 Ａｃｒｉｄｉｄａｅ
茧蜂科 Ｂｒａｃｏｎｉｄａｅ

姬蜂科 Ｉｃｈｎｅｕｍｏｎｉｄａｅ

蚁科 Ｆｏｒｍｉｃｉｄａｅ

胡蜂科 Ｖｅｓｐｉｄａｅ
蛛蜂科 Ｐｏｍｐｉｌｉｄａｅ
蜜蜂科 Ａｐｉｄａｅ
蚊科 Ｃｕｌｉｃｉｄａｅ

食虫虻科 Ａｓｉｌｉｄａｅ
大蚊科 Ｔｉｐｕｌｉｄａｅ
食蚜蝇科 Ｓｙｒｐｈｉｄａｅ

麻蝇科 Ｓａｒｃｏｐｈａｇｉｄａｅ
潜蝇科 Ａｇｒｏｍｙｚｉｄａｅ

花蝇科 Ａｎｔｈｏｍｙｉｉｄａｅ

长角跳虫科 Ｅｎｔｏｍｏｂｒｙｉｄａｅ

鳞跳虫科 Ｔｏｍｏｃｅｒｉｄａｅ

菜粉蝶 Ｐｉｅｒｉｓ ｒａｐａｅ
云斑粉蝶 Ｐｏｎｔｉａ ｄａｐｌｉｄｉｃｅ
小菜蛾 Ｐｌｕｔｅｌｌａ ｘｙｌｏｓｔｅｌｌａ
银纹夜蛾 Ａｒｇｙｒｏｇｒａｍｍａ ａｇｎａｔａ
甘蓝夜蛾 Ｍａｍｅｓｔｒａ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ｅ
甜菜夜蛾 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 ｅｘｉｇｕａ
斜纹夜蛾 Ｐｒｏｄｅｎｉａ ｌｉｔｕｒａ
桃蚜 Ｍｙｚ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ｅ
菜蚜 Ｂｒｅｖｉｃｏｒｙｎｅ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ｅ
灰飞虱 Ｌａｏｄｅｌｐｈａｘ ｓｔｒｉａｔｅｌｌｕｓ
菜蝽 Ｅｕｒｙｄｅｍａ ｄｏｍｉｎｕｌｕｓ
斑须蝽 Ｄｏｌｙｃｏｒｉｓ ｂａｃｃａｒｕｍ
赤须盲蝽 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ｙｌｕｓ ｒｕｆｉｃｏｒｎｉｓ
绿盲蝽 Ａｐｏｌｙｇｕｓ ｌｕｃｏｒμｍ
豆缘蝽 Ｒｉｐｔｏｒｔｕｓ ｌｉｎｅａｒｉｓ
黄曲条跳甲 Ｐｈｙｌｌｏｔｒｅｔａ ｖｉｔｔｕｔａ
黃足黄守瓜 Ａｕｌａｃｏｐｈｏ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
异色瓢虫 Ｈａｒｍｏｎｉａ ａｘｙｒｉｄｉｓ
龟纹瓢虫 Ｐｒｏｐｙｌａｅ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绿步甲 Ｃａｒａｂｕｓ ｓｍａｒａｇｄｉｎｕｓ
蠋步甲 Ｄｏｌｉｃｈｕｓ ｈａｌｅｎｓｉｓ
丽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
中华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ｅｒｌａ ｓｉｎｉｃａ
油葫芦 Ｇｒｙｌｌｕｌｕｓ ｔｅｓｔａｃｅｕｓ
日本蚤蝼 Ｔｒｉｄａｃｔｙｌ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中华负蝗 Ａｔｒａｃｔｏｍｏｒｐｈ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菜蛾盘绒茧蜂 Ｃｏｔｅｓｉａ ｖｅｓｔａｌｉｓ
中红侧沟茧蜂 Ｍｉｃｒｏｐｌｉｔｉｓ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螟蛉悬茧姬蜂 Ｃｈａｒｏｐｓ ｂｉｃｏｌｏｒ
甘蓝夜蛾拟瘦姬蜂 Ｎｅｔｅｌｉａ ｏｃｅｌｌａｒｉｓ
日本弓背蚁 Ｃａｍｐｏｎｏｔ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铺道蚁 Ｔｅｔｒａｍｏｒｉｕｍ ｃａｅｓｐｉｔｕｍ
黄长脚蜂 Ｐｏｌｉｓｔｅｓ ｒｏｔｈｎｅｙｉ
待定种 １ Ｕ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１
意大利蜜蜂 Ａｐｉｓ ｍｅｌｌｉｆｅｒａ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ａ
淡色库蚊 Ｃｕｌｅｘ ｐｉｐｉｅｎｓ
中华按蚊 Ａｎｏｐｈｅｌｅ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华盗虻 Ｃｏｐｈｉｎｏｐｏｄ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黄斑大蚊 Ｎｅｐｈｒｏｔｏｍａ ｓｃａｌａｒｉ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ｓ
黑带食蚜蝇 Ｚｙｉｓｔｒｏｐｈｅ ｂａｌｔｅａｔａ
大灰食蚜蝇 Ｍｅｔａｓｙｒｐｈｕｓ ｃｏｒｏｌｌａｅ
棕尾别麻蝇 Ｂｏｅｔｔｃｈｅｒｉｓｃａ 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ａ
豌豆潜叶蝇 Ｐｈｙｔｏｍｙｚａ ｈｏｒｔｉｃｏｌａ
美洲斑潜蝇 Ｌｉｒｉｏｍ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ｅ
萝卜蝇 Ｄｅｌｉａ ｆｌｏｒａｌｉｓ
种蝇 Ｄｅｌｉａ ｐｌａｔｕｒａ
曲毛长跳 Ｓｉｎｅｌｌｓ ｃｕｒｉｓｅｔａ
紫鳞跳 Ｔｏｍｏｃｅｒｕｓ ｖｉｏｌａｃｅｕｓ

植食性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

寄生性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

中性 Ｎｅｕｔｒａｌ

捕食性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中性 Ｎｅｕｔｒａｌ

捕食性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中性 Ｎｅｕｔｒａｌ
捕食性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中性 Ｎｅｕｔｒａｌ
植食性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

中性 Ｎｅｕｔｒａｌ

０．１８４ ８
０．０１１ ９
０．１６２ ６
０．０３７ １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０９ ６
０．００８ ８
０．１１１ ０
０．０７０ ４
０．００６ ５
０．０１０ ７
０．００６ １
０．００３ ４
０．００４ ６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２７ ６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０７ ７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４ ２
０．００３ １
０．００５ ７
０．００８ ８
０．０１０ ３
０．０１６ １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３ １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１０ ３
０．００２ ７
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２９ １
０．０１９ ９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０４ ２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２４ ５
０．０１２ ６
０．００３ ８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５２ ８
０．０２１ ８

０９７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续表 １
纲

Ｃｌａｓｓ
目

Ｏｒｄｅ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食性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

相对丰盛度指数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蛛形纲
Ｉｎｓｅｃｔａ

蜘蛛目
Ａｒａｃｈｎｉｄａ

蟹蛛科 Ｔｈｏｍｉｓｉｄａｅ

皿蛛科 Ｌｉｎｙｐｈｉｉｄａｅ

跳蛛科 Ｓａｌｔｉｃｉｄａｅ

狼蛛科 Ｌｙｃｏｓｉｄａｅ
微蛛科 Ｍｉｃｒｙｐｈａｎｔｉｄａｅ
肖蛸科 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ｉｄａｅ
管巢蛛科 Ｃｌｕｂｉｏｎｉｄａｅ
球蛛科 Ｔｈｅｒｉｄｉｉｄａｅ

园蛛科 Ａｒａｎｅｉｄａｅ

鞍形花蟹蛛 Ｘｙｓｔｉｃｕｓ ｅｐｈｉｐｐｉａｆｕｓ
三突花蛛 Ｍｉｓｕｍｅｎｏｐｓ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ｕｓ
草间钻头蛛 Ｈｙｌｙｐｈａｎｔｅｓ ｇｒａｍｉｎｉｃｄａ
东京沟瘤蛛 Ｕｍｍｅｌｉａｔａ ｔｏｋｙｏｅｎｓｉｓ
白斑猎蛛 Ｅｖａｒｃｈａ ａｌｂａｒｉａ
条纹蝇虎 Ｐｌｅｘｉｐｐｕｓ ｓｅｔｉｐｅｔ
拟环纹豹蛛 Ｐａｒｄｏｓ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ｎｎｕｌａｔａ
草间小黑蛛 Ｅｒｉｇｏｎｉｄｉｕｍ ｇｒａｍｉｎｉｃｏｌｕｍ
鳞纹肖蛸 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ａ ｓｑｕａｍａｔａ
粽管巢蛛 Ｃｌｕｂｉｏｎ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ｏｌａ
八斑鞘蛛 Ｃｏｌｅｏｓｏｍａ ｏｃｔ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ｍ
奇异球蛛 Ｔｈｅｒｉｄｉｏｎ ｍｉｒａｂｉｌｅ
待定种 ２ Ｕ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２

捕食性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０．００２ ７
０．００４ ６
０．００１ ９
０．００３ ４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０４ ２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００ ８
０．０００ ８

表 ２　 节肢群落中科、物种和个体数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ｏｆ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目
Ｏｒｄｅｒ

科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Ｆ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Ｓ

个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Ｎ

优势集中性指数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３ ０．０７６ ９ ７ ０．１１４ ８ １ １４４ ０．４３７ ８ ０．３２７ ８

同翅目 Ｈｏｍｏｐｔｅｒａ ２ ０．０５１ ３ ３ ０．０４９ ２ ４９１ ０．１８７ ９ ０．４９０ ５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３ ０．０７６ ９ ５ ０．０８１ ９ ７１ ０．０２７ ２ ０．２５８ １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３ ０．０７６ ９ ６ ０．０９８ ４ １５３ ０．０５８ ６ ０．３４３ ０

脉翅目 Ｎｅｕｒｏｐｔｅｒａ １ ０．０２５ ６ ２ ０．０３２ ８ １９ ０．００７ ３ ０．５１２ ５

直翅目 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 ３ ０．０７６ ９ ３ ０．０４９ ２ ６５ ０．０２４ ９ ０．３５１ ０

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６ ０．１５３ ９ ９ ０．１４７ ５ １３３ ０．０５０ ９ ０．１７６ ６

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７ ０．１７９ ５ １１ ０．１８０ ３ ２６９ ０．１０２ ９ ０．１９３ ５

弹尾目 Ｃｏｌｌｅｍｂｏｌａ ２ ０．０５１ ３ ２ ０．０３２ ８ １９５ ０．０７４ ６ ０．５８６ ３

蜘蛛目 Ａｒａｃｈｎｉｄａ ９ ０．２３０ ８ １３ ０．２１３ １ ７３ ０．０２７ ９ ０．１０２ 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９ １．０００ ０ ６１ １．０００ ０ ２ ６１３ １．０００ ０

　 注： ＰＦ代表各目的科数占群落总科数的比例， ＰＳ代表物种数占群落总物种数的比例， ＰＮ代表个体数占群落总个体数的比例。
　 Ｎｏｔｅ： Ｐ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Ｐ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Ｐ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ｔｏｔａｌ．

势种有菜青虫（菜粉蝶幼虫）、小青虫（小菜蛾幼

虫）、桃蚜 ３ 种植食性昆虫，其中菜青虫数量最大，
其优势度指数为０．１８４ ８；寄生性昆虫中以菜蛾盘

绒茧蜂的相对丰盛度最高为０．０１６ １，龟纹瓢虫的

相对丰盛度指数为０．０１８ ０，在捕食性类群中最高。
相对丰盛度指数大于 ０．０５ 的还有植食性昆虫菜蚜

和中性昆虫曲毛长跳；相对丰盛度指数大于 ０．０１、

小于 ０．０５ 时的物种有 １４ 种；相对丰盛度指数小于

０．０１、大于 ０．００１ 的有 ３９ 种；相对丰盛度指数小于

０．００１ 的有白斑猎蛛、奇异球蛛和一种圆蛛科的待

定种，三者都属于捕食性天敌。
２．２ 群落目的分布特征

表 ２ 为板蓝根田节肢动物群落主要目的科、
种、个体数量及其优势集中性指数详细情况，从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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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节肢动物群落功能集团的科、物种和个体数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３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功能集团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科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Ｆ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Ｓ

个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Ｎ

优势集中性指数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植食性集团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ｓ １４ ０．３５９ ０ ２４ ０．３９３ ４ １ ９６２ ０．７５０ ９ ０．１４５ ６

捕食性集团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 １６ ０．４１０ ２ ２４ ０．３９３ ４ １９０ ０．０７２ ７ ０．０９６ ６

寄生性集团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ｓ ２ ０．０５１ ３ ４ ０．０６５ ６ ７５ ０．０２８ ７ ０．４０６ ２

中性集团 Ｎｅｕｔｒａｌｓ ７ ０．１７９ ５ ９ ０．１４７ ５ ３８６ ０．１４７ ７ ０．２１３ 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９ １．０００ ０ ６１ １．０００ ０ ２ ６１３ １．０００ ０

　 注： ＰＦ代表各功能集团中的科数占群落总科数的比例， ＰＳ代表各功能集团物种数占群落总物种数的比例， ＰＮ代表个体数占群落总
个体数的比例。
　 Ｎｏｔｅ： Ｐ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Ｐ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
ｂｅｒ ｐ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Ｐ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ｐ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ｏ ｔｏｔａｌ．

图 １　 不同类群物种数在总物种中的百分比
Ｆｉｇ．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可以看出，蜘蛛目中的科数最多，占群落总科数的

２３．０８％，其次是双翅目与膜翅目，分别占总科数的

１７．９５％和 １５． ３９％，科数最少的是脉翅目，仅占

２．５６％。
从物种数量来看，蜘蛛目的数量最多，占总种

数的 ２１． ３１％，紧随其后的依次是双翅目与膜翅

目，分别占总种数的 １８．０３％和 １４．７５％，然后是鳞

翅目、鞘翅目和半翅目，这 ６ 个目的物种数量占总

种数的 ６７．２１％，物种数最少的两个目是脉翅目和

弹尾目，都只有总种数的 ３．２８％。
从个体的数量看，鳞翅目的数量远大于其他

的目，占群落个体数的 ４３．７８％，其次为同翅目、双

翅目、弹尾目和鞘翅目，５ 个目累计占群落总个体

数的 ８６．１８％。 优势集中性指数大于 ０．３ 的目从高

到低依次为弹尾目、脉翅目、同翅目、直翅目、鞘翅

目和鳞翅目。
２．３ 节肢动物群落的功能集团分布特征

根据不同物种的食性特点，把群落划分为植

食性集团、捕食性集团 （包括蜘蛛、捕食性昆虫

等）、寄生性集团和中性集团（包括腐食性昆虫、传
粉昆虫及为害轻微不造成经济损失的种类，如弹

尾目跳虫、膜翅目蜜蜂和双翅目的蚊蝇等）。 从图

１ 和表 ３ 可以看出，捕食性集团科的数量最多，其
后依次是植食性、中性和寄生性集团，捕食性集团

中以蜘蛛目的科数最多，为 ９ 个科。 就物种的分

布来看，群落中植食性集团和捕食性集团的种类

都是 ２４ 种，均占物种总数的 ３９．３４％，中性集团占

１４． ７５％， 寄 生 性 集 团 只 有 ４ 种， 占 总 物 种 的

６．５６％。 个体数量最大的是植食性集团，占总个体

数的 ７５．０９％，然后依次是中性集团、捕食性集团

和寄生性集团。
２．４ 板蓝根田节肢动物群落多样性特征分析

板蓝根田节肢动物群落总体及各个功能集团

的多样性特征分析结果见表 ４。 从表 ４ 可以看出，
总群落的物种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均高于 ４
个功能集团，表明其稳定性最好、复杂程度最高；
寄生性集团的优势度指数最高，均匀度指数最低，
表明该集团内部优势种的个体数量占集团总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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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比例最高；捕食性集团均匀度指数最高，优
势度指数较低，表明其内部物种间的个体数量分

布较为均匀。

表 ４　 板蓝根田节肢动物群落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ｓａｔｉｓ ｉｎｄｉｇｏｔｉｃａ

功能集团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物种
丰富度
指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Ｒ）

多样性
指数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Ｈ′）

均匀度
指数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Ｊ）

优势度
指数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Ｄ）

植食性集团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 ｇｒｏｕｐ

３．１６５ ５ ２．３３６ ４ ０．３０８ ２ ０．２４６ ２

捕食性集团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 ｇｒｏｕｐ

４．５７４ ０ ２．７７８ ８ ０．５２９ ６ ０．２４７ ４

寄生性集团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ｉｄ ｇｒｏｕｐ

０．９２６ ５ １．０７６ ２ ０．２４９ ３ ０．５６０ ０

中性集团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ｇｒｏｕｐ

１．５１１ １ １．７７１ ３ ０．２９７ ４ ０．３５７ ５

总群落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７．７５２ ７ ３．０３９ １ ０．３８６ ２ ０．１８４ ８

３　 讨论与结论

试验总计采集到节肢动物２ ６１３头，隶属于 ２
纲 １０ 目 ３９ 科 ６１ 种。 其中植食性昆虫 ６ 目 １４ 科

２４ 种；捕食性昆虫 ５ 目 １６ 科 ２４ 种；寄生性昆虫集

中在膜翅目，有 ２ 科 ４ 种；中性昆虫亚群落 ３ 目 ７
科 ９ 种。 在植食性昆虫中，以鳞翅目的个体数量

最多，其中菜粉蝶和小菜蛾是优势种，分别占到了

害虫总数量的 ２４．６２％和 ２１．６６％，这一结果和其他

十字花科作物田的群落相似，如花椰菜田（曾粮斌

等，２０１６）、白菜田（Ｃａ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和甘蓝田（缪勇

等，２０１３）的优势种也是这两种害虫。 高峰（２００５）
的研究发现，菜蚜是秦巴山区板蓝根田害虫群落

中的优势种。 但是，本次调查中菜蚜数量并不多，
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板蓝根的种植时间不

同，秦巴山区板蓝根 ４ 月份出苗，河南板蓝根多在

小麦收割之后开始种植，６ 月份才能出苗，而菜蚜

的危害的高峰期是在 ５ 月份。 从板蓝根田节肢动

物群落物种组成来看，天敌（捕食性和寄生性昆

虫）的种类最多，总计有 １８ 科 ２８ 种，其中蜘蛛目

的种类最多，占群落总种类的 ２１．３１％，寄生性中

天敌菜蛾盘绒茧蜂的数量最多，这是小菜蛾幼虫

期的主要天敌之一（周琼和梁广文，２００１）。 这说

明板蓝根田天敌资源丰富，控害潜力大。 因此，在
害虫防治过程中应该给予充分保护和利用，发挥

其控害作用，对实现害虫生态治理和促进农业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性昆虫在节肢动物群落中的地位和功能是

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已有研究结果表明

中性昆虫是捕食性天敌的食物来源之一（吴进才

等，１９９４；郭玉杰等，１９９５；Ｗｏｏｔｔｏｎ，１９９８），是群落

物质和能量流动的桥梁，对维持群落的稳定性和

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前人在研究十字花

科作物节肢动物群落时往往忽略了对中性昆虫的

调查和研究，本次调查发现中性集团共有 ４ 科 ７
种，多样性指数和物种丰富度指数均仅次于捕食

性集团和植食性集团，是板蓝根田节肢动物群落

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中性昆虫在维持板蓝根田

节肢动物群落的结构和功能中至关重要，应加以

保护和利用。
通过系统调查与分析，我们对板蓝根田节肢

动物群落结构的组成与特征有了基本了解，板蓝

根田害虫优势种突出，为菜青虫和小菜蛾。 蜘蛛

是主要的捕食性天敌，种类丰富，优势种为三突花

蛛和草间小黑蛛。 所以，在板蓝根田害虫治理中，
应该对天敌加以保护和利用，避免天敌多样性下

降导致害虫数量增加，从而影响板蓝根的生长。

参考文献：

ＣＡＩ ＨＪ， ＬＩ ＺＨ ＳＨ， ＹＯＵ ＭＳ， ２００７．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ｂｂａｇｅ，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Ｊ］． Ｉｎｓｅｃｔ Ｓｃｉ， １４
（３）： ２４１－２４９．

ＣＨＥＮＧ Ｙ， ＬＩ Ｘ， ＣＨＥＮ Ｊ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Ｒａｄｉｘ ｉｓａｔｉｄｉｓ ［Ｊ］． Ｊ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 Ｔｒａｄ Ｃｈｉｎ Ｍｅｄ， ２７（２）： １５５－１５７． ［程妍， 李祥， 陈

建伟， 等， ２０１１． 板蓝根有效部位的抗病毒药效研究

［Ｊ］．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２７（２）： １５５－１５７．］
ＧＡＯ Ｆ，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ＧＡＰ） ｏｆ Ｉｓａｔｉｓ ｉｎｄｉｇｏｔｉｃａ ＦＯＲＴ ［ Ｄ］．
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 ＆ 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２ － ３４． ［高峰，

３９７６ 期 王国昌等： 板蓝根田节肢动物群落的结构与多样性研究



２００５． 秦巴山区板蓝根 ＧＡＰ 种植害虫防治研究 ［Ｄ］． 杨
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２－３４．］

ＧＵＯ ＹＪ， ＷＡＮＧ ＮＹ， ＪＩＡＮＧ ＪＷ，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ａ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ｂｒｉｄｇ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ｒｉｃｅ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Ｊ］． Ｃｈｉｎ Ｊ Ｂｉｏｌ Ｃｏｎｔｒ，
１１（１）：５－９． ［郭玉杰， 王念英， 蒋金炜， 等， １９９５． 中性

昆虫在稻田节肢动物群落中作为捕食者营养桥梁作用的

研究 ［Ｊ］． 中国生物防治， １１（１）：５－９．］
ＨＵ ＸＹ， ＬＩＵ ＭＨ， ＳＵＮ Ｑ，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ｅｆｆｅｃｔ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ｓａｔｉｄｉｓ ｒａｄｉｘ ［Ｊ］． 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 ４４（１２）： １６１５－１６２０． ［胡晓燕， 刘明华，
孙琴， 等， ２０１３． 板蓝根抑菌活性部位的谱效关系研究

［Ｊ］． 中草药， ４４（１２）： １６１５－１６２０．］
ＪＩＮＧ ＸＰ， ＰＥＩ Ｍ， ＨＥ Ｌ， ２０１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ｍｍｕｎ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ａｎｄ ｉｓａｔｉｓ ｒｏｏｔ ｐｏｌｙ⁃
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ｃｈｉ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Ｊ］． Ｃｈｉｎ Ｊ
Ｔｒａｄ Ｃｈｉｎ 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 ２８（１１）： ３４２０－３４２３． ［景晓平， 裴

明， 何丽， ２０１３． 基于抗体芯片技术的黄芪多糖及板蓝根

多糖免疫调节机制研究 ［Ｊ］． 中华中医药杂志， ２８（１１）：
３４２０－３４２３．］

ＭＡ ＹＭ， ＬＩ Ｎ， ＬＩＵ Ｃ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Ｉｓａｔｉｄｉｓ ｒａｄｉｘ ［Ｊ］． 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 ４５
（１７）： ２５１７－２５２１． ［马毅敏， 李娜， 刘承伟， 等， ２０１４． 板
蓝根不同提取部位抗炎镇痛活性比较研究 ［Ｊ］． 中草药，
４５（１７）： ２５１７－２５２１．］

ＭＩＡＯ Ｙ， ＧＡＯ ＸＷ， ＪＩＡＮＧ ＪＱ，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ｃｒｏ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ｂｂａｇｅ ａｎｄ ｇａｒｌｉｃ ｏｎ ｍａｊｏｒ ｐ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ｃａｂｂａｇｅ ｆｉｅｌｄｓ ［ Ｊ］． Ｊ Ｓ Ｃｈｉｎ Ａｇｒｉｃ
Ｕｎｉｖ， ３４（３）： ３５２－ ３５５． ［缪勇， 高希武， 江俊起， 等，
２０１３． 甘蓝与大蒜间作对甘蓝田主要害虫及节肢动物群

落的影响 ［Ｊ］．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３４（３）： ３５２－３５５． ］
ＷＵ ＪＣ， ＨＵ ＧＷ， ＴＡＮＧ Ｊ，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ｉｎｓ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ｏｄ ｗｅｂ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 Ｓｉｎ， １４（４）： ３８１－３８６． ［吴进才， 胡国

文， 唐健， 等， １９９４． 稻田中性昆虫对群落食物网的调控

作用 ［Ｊ］． 生态学报， １４（ ４） ： ３８１－３８６．］
ＷＯＯＴＴＯＮ Ｔ， １９９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 ｍｕｌｔｉｔｒｏｐｈ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Ａｍｅｒ Ｎａｔ， １５２： ８０３－８２５．
ＸＩＡＯ ＳＳ， ＪＩＮ Ｙ， ＳＵＮ ＹＱ， ２００３．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Ｉｓａｔｉｓ ｉｎｄｉｇｏｔｉｃａ ［Ｊ］． Ｊ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Ｐｈａｒｍ Ｕｎｉｖ， ２０（６）： ４５５－４５９． ［肖珊珊， 金郁，
孙毓庆， ２００３． 板蓝根化学成分、药理及质量控制研究进

展 ［Ｊ］． 沈阳药科大学学报， ２０（６）： ４５５－４５９．］
ＺＥＮＧ ＬＢ， ＣＨＥＮＧ Ｙ， ＹＡＮ Ｚ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ｌｉｆｌｏｗｅｒ ｆｉｅｌｄ ［Ｊ］． Ｓｃｉ Ａｇｒｉｃ Ｓｉｎ， ４９（１５）：
２９６５－２９７６． ［曾粮斌， 程毅， 严准， 等， ２０１６． 不同防治措

施对花椰菜地节肢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Ｊ］． 中国农业

科学， ４９（１５）： ２９６５－２９７６．］
ＺＨＯＵ Ｑ， ＬＩＡＮＧ ＧＷ， ２００１．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ｅｍ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ｄｉａｍｏｎｄｂａｃｋ ｍｏｔｈ ［ Ｊ］． Ｎａｔ Ｅｎｅｍ Ｉｎｓｅｃｔｓ， ２３
（１）： ３５－４２． ［周琼， 梁广文， ２００１． 小菜蛾的天敌类群及

其利用现状 ［Ｊ］． 昆虫天敌， ２３（１）： ３５－４２．］

４９７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