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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云南省 +* 种医学革螨作为分类单元，以形态特征为主列出 3) 项分类性状特征来探讨云南省医学革螨不

同属和种的亲缘关系。运用 /L// ,,C+ 统计软件中的系统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对 +* 种医学革螨进行了数值分

类分析。结果显示：+* 种医学革螨划分为厉螨科（M&";&<:=&"）、寄螨科（L&$&G:@:=&"）、皮刺螨科（N"$9&D’GG:=&"）、赫刺螨

科（O:$G@:>D’GG:=&"）和裂胸螨科（E?">G"P:=&"）+ 个类群。赫刺螨属和棘刺螨属从厉螨科中分离出来另立为赫刺螨科，

柏氏禽刺螨归入了皮刺螨科而不是巨刺螨科。分类结果与传统形态分类结果基本一致，因而认为数值分类能比较

客观地反映医学革螨各分类阶元的分类地位与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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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物分类在传统分类的

基础上，产生了数值分类和生物分子鉴定技术等多

种新的分类方法和手段，使生物分类更符合自然的

进化分类系统。数值分类（D%9"$:?&; @&H>D>9’）通常

是通过数学方法将所有的分类性状加以等权处理，

再以性状间的相似性来进行归类。它借助电子计算

机能够对大量、多元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分类效率和

分类的客观性都比传统分类方法大为提高，同时为

纠正传统形态分类中的偏差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

（/D"&@B &D= />^&;，,4*5；徐学克，,441

"""""""""""""""""""""""""""""""""""""""""""""""""""""""""""""""

）。



国际上关于生物数值分类的工作开始于 !" 世

纪 #" 年代，研究工作开展的较为深入，现在已达到

了检索和鉴定的自动化处理阶段（$%&’()*+,，-..-），

我国学者自上世纪 /" 年代中期开始将数值分类应

用到微生物和昆虫的分类中，其中第一篇昆虫数值

分类的文章是关于蚜虫的研究（朱弘复等，-./#）。

随后数值分类方法已被广泛应用到动植物、微生物

和医学领域的分类研究中（喻泓等，!""0），如阳含

熙、卢泽愈（-.1-）的《植物生态学的数值分类方法》

一书详细示例了数值分类的多种方法，陈斌（-.1.）

的黄斑星天牛和光肩星天牛的数值分类研究的报

道，以及周静芋和宋世德（-..2）以夜蛾科的 30 种蛾

卵为分类单元对 0- 个性状进行了数值分类研究等

等一系列报道。但在医学革螨的分类中，尚未见相

关报道。

目前有关医学革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和形

态分 类 方 面（邓 国 藩 等，-..3；顾 以 铭 等，-..0，

-../；郭宪国等，-..2）。但是近年国内学者对有些

医学革螨的传统分类地位存在分歧，如赫刺螨属和

棘刺螨属到底划分为厉螨科还是归属为赫刺螨科，

柏氏禽刺螨归入皮刺螨科还是巨刺螨科等等。因

此，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想采用数值分类中比较成

熟的聚类和排序方法，来全面评估医学革螨各分类

阶元之间的亲缘关系，为进一步澄清部分医学革螨

的分类地位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 分类单元的确定

按照最新的医学革螨分类系统，选用云南省最

具代 表 性 的 #/ 种 医 学 革 螨 作 为 分 类 操 作 单 元

（456*%,74&%8 ,%94&4:7; )&7,+，<=>）（表 -），这 #/ 种医

学革螨分属 # 科 -# 属，其中 - ? 01 号属于厉螨科

（@%68%57A%6）；0. 号属于皮刺螨科（B6*:%&C++7A%6）；#"
号属于巨刺螨科（D%;*4&C++7A%6）；#- ? #! 号属于寄螨

科（ $%*%+7,7A%6 ）；#3 ? #/ 号 属 于 裂 胸 螨 科

（E;64+6F7A%6）。

表 ! 用于分析的分类单元名称与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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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 1$2$ ),’. $, 3#4,

编号

G4H
名 称

I(7&6+6 &%:6
学 名

J;76&,7K7; &%:6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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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76&,7K7; &%:6
-
!
3
0
#
2
/
1
.
-"
--
-!
-3
-0
-#
-2
-/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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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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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氏厉螨

兴义厉螨

耶氏厉螨

贫毛厉螨

纳氏厉螨

毒厉螨

贵州厉螨

土尔克厉螨

阿尔及利厉螨

福建厉螨

特氏厉螨

格氏血厉螨

特氏血厉螨

心形血厉螨

东方血厉螨

茅舍血厉螨

中华血厉螨

鼯鼠血厉螨

半漠血厉螨

单阳厉螨

徐氏阳厉螨

短尾!地厉螨

江口地厉螨

长毛地厉螨

鼠颚毛厉螨

巴氏下盾螨

兵下盾螨

胸前下盾螨

溜下盾螨

!"#$"%& ’()*) L%&M #+ @7
!"#$"%& ,)*-.)#*&)& N) #+ L%&M

!"#$"%& /#++0"1) O7,P,():
!"#$"%& %"2’)&#+3&" N) #+ L%&M

!"#$"%& *2++"$$) Q7*+,
!"#$"%& #’()4*)*2& R6*86+6

!"#$"%& -2)5(32#*&)& N) #+ L%&M
!"#$"%& +216#&+"*)’2& @%&M6
!"#$"%& "$-#1)’2& Q7*+,
!"#$"%& 726)#*#*&)& L%&M
!"#$"%& +1"28) B4:*4S

9"#03$"#$"%& -$"&-3:) TS7&M
9"#03$"#$"%& +1"28) J,*%&A,:%&&
9"#03$"#$"%& ’314"+2& >6&M #+ $%&
9"#03$"#$"%& 31)#*+"$)& >6&M #+ $%&

9"#03$"#$"%& ’"&"$)& R6*86+6
9"#03$"#$"%& ’()*#*&)& L%&M

9"#03$"#$"%& %#+"21)&+"# N) #+ L%&M
9"#03$"#$"%& &#0)4#&#1+2& R*6M6,4U%
;*413$"#$"%& &)*-2$"1)& L%&M #+ @7

;*413$"#$"%& (&2) L%&M #+@7
<)%3$"#$"%& "*3213&31#’)& N) #+ L%&M

<)%3$"#$"%& /)"*-632#*&)& N)
<)%3$"#$"%& $3*-)&#+3&2& Q)%&M
=1)’(3$"#$"%& 0.3*.&3-*"+(2&

N*4;(4U+’%C% #+ GM)6&VW)%&VQ46
9.%3"&%)& %">$3>&6)) R*6M6,4U%

9.%3"&%)& 0)$#& R6*86+6
9.%3"&%)& %1"#&+#1*"$)& L788:%&&

9.%3"&%)& $281)’" O47M,+ #+ <)A6:%&+

3"
3-
3!
33
30
3#
32
3/
31
3.
0"
0-
0!
03
00
0#
02
0/

01
0.
#"
#-
#!
#3
#0
##
#2
#/

黔下盾螨

李氏下盾螨

背颖血革螨

贡山血革螨

山区血革螨

橄形血革螨

拱胸血革螨

巢仿血革螨

方形血革螨

松鼠真厉螨

拟厩真厉螨

厩真厉螨

上海真厉螨

互助真厉螨

鼻棘刺螨

!"赫刺螨

新华赫刺螨

越中赫刺螨

湖北赫刺螨

鼠拟脂刺螨

柏氏禽刺螨

保山寄螨

剑形常革螨

三叉毛绥螨

肛毛绥螨

贫板毛馁螨

前毛绥螨

中毛绥螨

9.%3"&%)& ’()"*#*&)& N)
9.%3"&%)& $##"# >+6&M

9"#03-"0"&2& 431&"$)& >6&M #+ $%&
9"#03-"0"&2& -3*-&("*#*&)& >7%& #+ N)
9"#03-"0"&2& 03*+)’3$" L%&M #+ @7
9"#03-"0"&2& 3$)>)7310)& >6&M #+ $%&

9"#03-"0"&2& %3*+)-#1 R6*86+6
9"#03-"0"&2& *)4)7310#& R*6M6,4U%
9"#03-"0"&2& ?2"41"+2& >6&M #+ $%&
@2$"#$"%& 41#030.4)& N) #+ L%&M
@2$"#$"%& &28&+"82$"1)& X%&M #+ N)

@2$"#$"%& &+"82$"1)& Y4;(
@2$"#$"%& &("*-(")#*&)& L6&

@2$"#$"%& (25(2#*&)& X%&M #+ N)
@’()*3*.&&2& *"&2+2& Q7*+,
9)1&+)3*.&&2& &2*’) L%&M

9)1&+)3*.&&2& *#3&)*)’2& >6&M #+ $%&
9)1&+)3*.&&2& ’"$$3&’)21) R*6M6,4U% #+

N*4’(4U+’%C%
9)1&+)3*.&&2& (2%#(#*&)& Q+) #+ D%

!)%3*.&&3)4#& 021)& Q7*+,
A1*)+(3*.&&2& 8"’3+) Q7*+,

B"1"&)+2& 8"3&("*#*&)& N) #+ N)4
C2$-"13-"0"&2& ,)%(3)4#2& N) #+ N)4

!"&)3&#)2& +1)721’)%)$2& N) #+ N)4
!"&)3&#)2& "*"$)& TU%&+

!"&)3&#)2& %"2’)&%"+(2& N) #+ L%&M
!"&)3&#)2& %1"#>)2& N) #+ N)4
!"&)3&#)2& 0#4)2& N) #+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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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类指标的选择

根据 !"#$%& 和 !’($) 等（*+,-）关于数值分类特

征选取的标准及现有 ., 种医学革螨的形态特征的

具体描述，筛选出种内相对稳定的 /0 项性状作为分

类指标（1&$2$1%#23 ’4 "56#271$) %$8’"’69，:;<）。在 /0
项分类指标中，二元性状（ %=’>3%$%# 1&$2$1%#2，<:）?-
个，皆 视 其 有、无 分 别 编 码 为 * 或 0；数 量 性 状

（@5$"%7%$%7A#B"56#271 1&$2$1%#2，C;:）*+ 个，性状（D*、

D?、D-、DE）均取观测数据变化范围的平均值（单位

为 66），其他 *. 个性状均取实际测量值；*F 个多态

性状（65)%7>3%$%# 1&$2$1%#2，G:）编码比较复杂，其中

性状 D.-（背板的骨化程度）按其形状即完整一块、

分裂为二块、尖舌形分别编码为 *、?、-。性状 D*,
（背板刚毛形状）因其刚毛形状较多，简单处理为二

元性状即常形编码为 *，异形编码为 ?。其余 */ 个

性状均按有序处理并数量化（表 ?）。在聚类前，上

述所有聚类变量值需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变量

值量纲的不同给聚类结果带来的影响。即把数值标

准化到 0 到 * 的范围，对正在被标准化的变量或观

测量的值减去正在被标准化的变量或观测量的最小

值，然后除以范围，如果范围是 0，将所有变量值或

观测 量 值 设 置 为 0 H .（孙 振 球 等，?00?；卢 纹 岱，

?00E）。

表 # 分类性状及其编码

!
!!

$%&’( # )*%+%,-(+. %/0 -*(1+ ,20(.
编码

:’I#
性状

:&$2$1%#23
性状类型

:&$2$1%#2 %9J#3
编码

:’I#
性状

:&$2$1%#23
性状类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2 %9J#3
D*
D?
D-
DE
D.
D/
D,
DF
D+
D*0
D**
D*?
D*-
D*E
D*.
D*/
D*,
D*F
D*+
D?0
D?*
D??
D?-
D?E
D?.
D?/
D?,
D?F
D?+
D-0

体长 K#"L%& ’4 7I7’3’6$
体宽 M7I%& ’4 7I7’3’6$

胸板长 K#"L%& ’4 3%#2"$) 3&7#)I
胸板宽 M7I%& ’4 3%#2"$) 3&7#)I

头盖形状 <#1%56 4’26
螯钳内缘有无齿 :&#)$ J7"1#23 %##%&

定趾有无钳齿毛 N7)53 I#"%7)73 ’4 478#I I7L7%
钳齿毛形状 N7)53 I#"%7)73 4’26

螯肢是否发达 :&#)71#2$# I#A#)’J#I
躯体形状 OI7’3’6$ 4’26

背板块数 ;56P#23 ’4 I’23$) 3&#7)I
背板是否覆盖整个背面 Q’23$) 3&7#)I 1’A#2#I I’2356

背板是否具十字形角化斑 :2’33 1’2"#2 ’4 I’23$) 3&#7)I
背板刚毛数 ;56P#23 ’4 I’23$) 3&7#)I 3#%$

背板是否有特长刚毛 !J#17$)9 )’"L I’23$) 3&7#)I 3#%$
背板有无付刚毛 Q’23$) 3&#7)I $II7%7’"$) 3#%$#

背板刚毛形状 Q’23$) 3&7#)I 3#%$ 4’26
胸板刚毛数 ;56P#2 ’4 3%#2"$) 3&7#)I 3#%$

胸板隙孔数 K9274’26 ’2L$"
胸板是否有副刚毛 !%#2"$) J)$%# $II7%7’"$) 3#%$#

胸板发育程度 Q#A#)’J6#"% ’4 3%#2"$) 3&#7)I
胸叉是否发达 Q#A#)’J6#"% ’4 %27%’3%#2"56

气门沟长短 J#27%2#6# 4’26
气门板形状 N#27%2#6$%71 J)$%# 4’26

胸后板有无 G#%$3%#2"$) J)$%#
胸后板形状 G#%$3%#2"$) J)$%# 4’26

胸后板刚毛数 ;56P#2 ’4 6#%$3%#2"$) J)$%# 3#%$
生殖腹板形状 R#"7%’2>A#"%2$) J)$%# 4’26

生殖腹板刚毛数 ;56P#2 ’4 L#"7%’2>A#"%2$) J)$%# 3#%$
足后板有无 G#%$J’I$) J)$%#

数量性状（C;:）

数量性状（C;:）

数量性状（C;:）

数量性状（C;:）

多态性状（G:）

二元性状（<:）

二元性状（<:）

多态性状（G:）

二元性状（<:）

多态性状（G:）

数量性状（C;:）

二元性状（<:）

二元性状（<:）

数量性状（C;:）

二元性状（<:）

二元性状（<:）

二元性状（<:）

数量性状（C;:）

数量性状（C;:）

二元性状（<:）

二元性状（<:）

二元性状（<:）

多态性状（G:）

多态性状（G:）

二元性状（<:）

多态性状（G:）

数量性状（C;:）

多态性状（G:）

数量性状（C;:）

二元性状（<:）

D-*
D-?
D--
D-E
D-.
D-/
D-,
D-F
D-+
DE0
DE*
DE?
DE-
DEE
DE.
DE/
DE,
DEF
DE+
D.0
D.*
D.?
D.-
D.E
D..
D./
D.,
D.F
D.+
D/0

足后板形状 G#%$J’I$) J)$%# 4’26
肛板形状 S"$) J)$%# 4’26

肛孔位置 N’37%7’" ’4 $"$) ’J#"7"L
腹板与肛板距离 Q73%$"1# ’4 A#"%2$) $"I $"$) J)$%#

叉毛 T’2(#I 3#%$
腹表皮毛数 ;56P#23 ’4 A#"%2$) 3#%$

体腹面毛形状 D#"%2$) 3#%$ 4’26
基节 * 刺状刚毛数 !#%$ "56P#23 ’" *3% 1’$8
基节 ? 刺状刚毛数 !#%$ "56P#23 ’" ?"I 1’$8
基节 - 刺状刚毛数 !#%$ "56P#23 ’" -2I 1’$8
基节 E 刺状刚毛数 !#%$ "56P#23 ’" E%& 1’$8

足 ? 较其他明显粗大 ?"I 4##% 651& %&71(#2 %&$" ’%&#23
背体毛浓密与稀疏 Q’2356 3#%$ I#"37%9
肛板刚毛数 ;56P#23 ’4 $"$) J)$%# 3#%$
肛板 SI 位置 N’37%7’" ’4 $I$"$) 3#%$#

SI 是否达到 NS 位置 U#)$%7’" ’4 $I$"$) $"I J’3%$"$) 3#%$#
胸板形状 !%#2"$) J)$%# 4’26

胸板前缘是否具网纹 S2#’)$ ’4 4’2#>3%#2"$) 3&7#)I
胸板前缘形状 T’2#>3%#2"$) 3&7#)I 4’26
胸板后缘形状 N’3%>3%#2"$) 3&7#)I 4’26

胸板前缘是否延伸钩状突 :’3%$>3%#2"$) 3&7#)I &’’(#I 4’26
基节 ? 前缘是否有钩状突 :’3%$>?"I 1’$8 &’’(#I 4’26

背板的骨化程度 Q#A#)’J6#"% ’4 I’23$) 3&7#)I
颚沟横裂小齿数 Q#"%71)# "56P#23 ’" L"$%&$) L2’’A#

螯肢第二节是否明显延长 ?"I 3#1%7’" ’4 1&#)71#2#$ J2’)’"L
螯肢纤细柔软呈针状 :&#)71#2$# "##I)# 4’26
螯肢明显发达而坚硬 :&#)71#2#$ I#A#)’J#I

颚角角化程度 Q#A#)’J6#"% ’4 1’2"715)7
各足具前附节爪和爪垫 N2#%$2353 $"I J5)A7))53 ’" #A#29 4##%

胸前板有否 N2#3%#2"$) J)$%#

多态性状（G:）

多态性状（G:）

多态性状（G:）

多态性状（G:）

数量性状（C;:）

数量性状（C;:）

多态性状（G:）

数量性状（C;:）

数量性状（C;:）

数量性状（C;:）

数量性状（C;:）

二元性状（<:）

数量性状（C;:）

数量性状（C;:）

多态性状（G:）

二元性状（<:）

多态性状（G:）

二元性状（<:）

多态性状（G:）

多态性状（G:）

二元性状（<:）

二元性状（<:）

多态性状（G:）

数量性状（C;:）

二元性状（<:）

二元性状（<:）

二元性状（<:）

多态性状（<:）

二元性状（<:）

二元性状（<:）

C;:：C5$"%7%$%7A#B"56#271 1&$2$1%#2；G:：G5)%7>3%$%# 1&$2$1%#2；<:：<=’>3%$%# 1&$2$1%#2H

! "3 分类方法的选择

! "3 "! 系统聚类分析：将上述 ., 个分类单元（., 种

革螨）和 /0 项分类指标特征构成一个 ., V /0 的原

始数据矩阵表（限于篇幅，未列出），按照对样品或分

类单元（W<X）聚类（C 型聚类）的聚类策略，选用系

统聚类分析（&7#2$21&71$) 1)53%#2 $"$)9373）中的组间连

接（P#%=##">L2’5J3 )7"($L#）、组 内 连 接（=7%&7">L2’5J3
)7"($L#）、最 近 邻 法（"#$2#3% "#7L&P’2）和 最 远 邻 法

（452%&#3% "#7L&P’2）E 种聚类方法进行初步聚类（相似

性指标选用欧氏距离平方），结合革螨分类专业知

识，比较 E 种聚类方法的协表相相关系数，确定最合

理的聚类方法（卢纹岱，?00E）。聚类结果用树状图

（I#"I2’L2$6）表达。

! "3 "# 主成分分析：以上述 ., 个分类单元（., 种革

螨）为排序基本单位，以上述 /0 项分类指标为排序

指标，构建一个 ., V /0 的原始数据矩阵表，在此基

础上用标准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

然后 按 照 R’=#2（*+/,）的 主 成 分 分 析（J27"17J$)
1’6J’"#"% $"$)9373，N:S）程序对 ., 个分类单元进行

排序，排序结果在降维的二维或三维坐标系中用散

E,* 昆虫学报 !"#$ %&#’(’)’*+"$ ,+&+"$ .0 卷



点图表达，每一个散点代表一种革螨种类。

! 结果与分析

! "# 系统聚类分析

通过比较协表相相关系数，! 种聚类法中以最

近邻法聚类方法得出的相关性最大，聚类树状图较

好地表现了两分类单元之间的相似性。聚类结果用

树状图表达，按图中虚线所示的距离分类，"# 个分

类单元（"# 种革螨）分为以下 " 个主要类群：（$）厉

螨科：明显地分为血厉螨属（%&’$!、$(、$)、$#、$*、

$+、$,、))、$"）、厉螨属（%&’$、!、)、+、(、*、#、,、$-、"、

$$）、阳厉螨属（%&’*-、*$）、真厉螨属（%&’!-、!)、

)+、!*、!$、*"）、血革螨属（%&’)*、)#、)(、)"、),）、下

盾螨 属（%&’*(、*,、)-、)$、*#、*+）和 地 厉 螨 属

（%&’*)、*!、**）；（*）寄螨科：分为寄螨属（%&’"$）和

常革螨属（%&’"*）；（)）皮刺螨科：分为拟脂刺螨属

（%&’!+）和禽刺螨属（%&’"-）；（!）赫刺螨科：明显

的分为 赫 刺 螨 属（%&’!"、!,、!#、!(）和 棘 刺 螨 属

（%&’!!），并且可以看出鼻棘刺螨与其他赫刺螨的

差别；（"）裂胸螨科：该类 " 个种（%&’")、"#、""、",、

"!）明显聚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大的类群。以上聚类

结果显示，大多数属各自一类，与传统分类基本一

致。本文聚类结果显示，柏氏禽刺螨归入了皮刺螨

科（./0123455672/）而不是巨刺螨科（8290:3455672/），

也就是说，数值分类结果支持把柏氏禽刺螨首先与

鼠拟脂刺螨合并归入皮刺螨科，而没有单独归属一

个科（图 $）。

! "! 主成分分析

在主成分分析中，排序方法的三维图形得出的

分类结果与聚类分析一致，也分为 " 个类群，在 "#
个分类单元（%&’）的主成分分析（;<=）三维排序图

中（图 *），各分类群在坐标高度和位置上彼此差别

明显，且明显突出了赫刺螨属（%&’!"、!,、!#、!(）和

棘刺螨属（%&’!!）与厉螨科类群之间的距离，单独

聚为一类构成赫刺螨科，二维排序的散点图（图 )）

也支持这一点。（%&’"$、"*）、（%&’")、"!、""、",、"#）

和（%&’!+、"-）) 个类群在三维排序图和二维排序散

点图上的坐标高度和位置各不相同，各聚为一类，分

别构成寄螨科、裂胸螨科和皮刺螨科。

$ 讨论

聚类分析是数值分类中常用的一大类多元统计

图 $ "# 个分类单元（%&’）的最近邻

法聚类分析树状图（%&’ 编号见表 $）

>6?@ $ &A/ 7/370:?021 B:0 "# %&’5 C4 3/20/5D 3/6?AC:0
9EF5D/063? 1/DA:7（3F1C/05 :B %&’5 521/ 25 63 &2CE/ $）

分析方法，包括了系统聚类、动态聚类和模糊聚类等

不同类型，其中系统聚类分析应用较多，它的目的是

把分类对象按一定规则分成几组或几类，这些组或

类不是事先给定的，而是根据数据特征而定的。本

文研究是将每一种医学革螨的许多指标（,- 项分类

"#$* 期 罗礼溥等：云南医学革螨数值分类研究



图 ! "# 个分类单元（$%&）的主成分

分析（’()）三维排序图（$%& 编号见表 *）

+,-. ! %/0 1/20034,5067,86 824,691,86 8: ’()
:82 "# $%&7（6;5<027 8: $%&7 7950 97 ,6 %9<=0 *）

图 > "# 个分类单元（$%&）的主成分

分析（’()）二维排序图（$%& 编号见表 *）

+,-. > %/0 1?834,5067,86 824,691,86 8: ’() :82
"# $%&7（6;5<027 8: $%&7 7950 97 ,6 %9<=0 *）

指标）首先进行量化，在指标量化的基础上建立原始

数据矩阵，然后选择系统聚类分析进行数值分类。

主成分分析是指在处理有一定相关性的多指标的问

题时，通过降维的方法，找到能综合反映原来较多指

标信息的较少的几个综合指标，并且这几个较少的

指标之间又是无关的（独立的），这种处理方法，就称

为主成分分析。这几个较少的指标称为主成分，主

成分不再是原来某一指标的反映，而是原来一些指

标的综合反映，利用降维的二维或三维坐标系，就可

以实现对分类单元（如本文的 "# 种革螨）的排序。

传统的形态分类将赫刺螨属和棘刺螨属划分为

厉螨科中的两个属，而本文依据大量不同性状（分类

指标）的 综 合 分 析，得 出 赫 刺 螨 属 和 棘 刺 螨 属 中

@*#、@>A、@>B、@>C、@DA、@D*、@D# 等分类性状指标

在主分量上的因子贡献率较大，已成为单独划分为

一个科的主要依据。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将赫刺

螨属和棘刺螨属从厉螨科中分离出来另立一科是完

全合理的。

本文结果将柏氏禽刺螨归入了皮刺螨科而不是

巨刺螨科。由于皮刺螨科和巨刺螨科的躯体形状、

背板块数、背板形状、胸板发育程度、生殖腹板形状

及头盖形状等主要分类性状指标基本一样（如两者

体型均为中等大小，背板前端较宽，往后渐窄，未覆

盖整个背面，胸后板退化，螯钳内缘不具齿，定齿无

钳齿毛等），传统分类中对柏氏禽刺螨的分类地位存

在不同的观点，早期的学者将其划入皮刺螨科，但近

年国内学者却将其划入了巨刺螨科。本文的研究结

果支持早期学者的观点，即将柏氏禽刺螨归入皮刺

螨科更为合理。本文研究将赫刺螨属和棘刺螨属单

独从厉螨科分离出来，除了多元统计（聚类和排序）

结果本身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外，这两个属与厉螨科

中其他属在形态学上的明显区别（如胸板形状鞍形

或梯形、基节刚毛数明显较厉螨科中的其他属多、足

后板付缺以及背板刚毛形状极微细短等）也支持将

赫刺螨属和棘刺螨属单独从厉螨科分离出来。

大多数数值分类研究均采用所有特征值大于 *
或累计贡献率达到一定的百分比值（一般为 B"E）

来确定主成分（如本文的累积贡献率为 B"FGB*E），

然后利用这些主成分因子贡献率较大的特征作为划

分不同类群的依据（孙振球和徐勇勇，!AA!）。本文

尝试用这种数值分类方法用于云南省医学革螨的分

类研究，并且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这在医学革螨

的分类研究中尚属首次。这种借助现代化的手段处

理数据，对医学革螨的诸多性状加以对比和统计处

理分析，运用 ’() 法筛选重要信息后再进行分类的

方法，既快速又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各分类单元彼此

间的相似和差异程度，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医学革螨

各分类阶元的分类地位与亲缘关系。

目前应用于生物分类的数值分类方法主要是聚

类和排序，这两种方法均具有严格的数学推理过程，

且经过大量实践，证明实用性较强，具有较强的客观

性，可以综合分析多种来源的数据，分类结果能够弥

补传统分类中存在的不足。本文同时应用这两种方

法，所得结果一致，这更加说明了本文的数值分类结

G#* 昆虫学报 !"#$ %&#’(’)’*+"$ ,+&+"$ "A 卷



果是比较可靠的，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数值分类方法在用于生物分类中时也存在一些

不足，如聚类结果在分类水平判别上明显地受人为

因素干扰；排序结果最多只能在三维图上显示，判别

空间畸变现象的方法不完善等等；另外，统计的结果

往往只能揭露差异的程度，其自身并不能说明差异

的性质。因此，在实际的分类工作中，除了要结合专

业知识外，还需要对各种分类结果进行全面综合的

比较分析，才能最终做出正确的判断，取得令人信服

的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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