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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并流”自然遗产地澜沧江流域居民区蚊类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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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索我国西南山地居民区蚊类多样性空间分布规律与区系分异, 作者于2005年7–9月应用紫外灯诱捕法

对滇西北“三江并流”自然遗产地中的澜沧江流域6个纬度梯度带(24°–30°N)和5个海拔梯度带(1,000–3,500 
m)山地居民区的蚊类进行了调查取样。共捕获蚊类76,458只, 分属于2亚科5属36种。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1)
物种丰富度随纬度的升高呈下降趋势, 随海拔的升高呈先增高后降低的单峰型分布格局; (2)α多样性随纬度的升

高呈先降低而后略有升高的分布格局, 最高峰位于Ⅰ带(24°–25°N), 而随海拔的升高呈波浪状变化, 峰值分别出

现在C(2,000–2,500 m)和E(3,000–3,500 m)带; (3)β多样性(Cody指数)随纬度和海拔的升高先减少后增

加, 基本形成两端高中间低的格局。两端高峰的具体地理位置分别处于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气候和暖温带向寒温

带气候的过渡地带, 说明蚊类β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区系及物种的组成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变化有关; (4)从
种群组成相似性聚类分析的结果来看, 不同纬度、海拔梯度带间蚊类都被分为3个地域区系类型, 即东洋区系、东

洋与古北区系的过渡区和古北区系; (5)典范对应分析(CCA)的排序结果显示: 气温和降水均影响当地蚊类多样性

的空间分布格局, 降水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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