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生物多样性 ! "##$，!（%）："&’ ( ")"

*+,-./. 0,12,3.4/,56

论我国昆虫多样性的保护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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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本文论述了保护昆虫多样性的意义、我国昆虫多样性的基本特点及面临的问题、昆虫多样性的

保护战略和利用对策。文中强调指出，昆虫是生物界 的 一 个 主 要 类 群，在 我 国，需 要 防 治 的 害 虫 大 约 只

占全部昆虫种类数的 "8 ，其余种类对人类都是有益或者是中性的，它们不仅可以作为显花植物的传粉

者、为人类提供食物和各种工业原料，而且可以作为许多 害 虫 或 杂 草 的 天 敌，以 及 用 于 环 境 净 化 和 科 学

研究。我国由于地域辽阔，生境复杂，因此，昆虫 种 类 极 为 丰 富，珍 稀 物 种 及 有 益 昆 虫 较 多。然 而，由 于

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我国昆虫多样性面临着生 境 遭 到 破 坏，物 种 濒 于 灭 绝，天 敌 大 量 减 少 等 问 题。为

了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我国的昆虫资源，作者提出了一些战略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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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各种经济活动的不断加剧，导致人类赖

以生存的生物多样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近年来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越发引

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年 X 月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保护生物多样

性成为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有 "’7 多个国家首脑签字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由此引发的

一系列后续行动，充分表明人类社会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不仅有了普遍的共识，而且正

在采取共同的行动。

昆虫是一类重要的生物，虽然个体很小，但是种类繁多。它们不仅可以作为农作物的传粉

者和有害生物的天敌，而且可以作为人类的重要资源加以利用，它们在维持生态平衡、生物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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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农业生产、医药保健和作为轻工原料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从保护昆虫多样性的

意义、我国昆虫多样性的基本特点及面临的问题、昆虫多样性的保护战略和利用对策等方面，

谈谈作者的粗浅认识。

!" " 保护昆虫多样性的意义

!" !# 昆虫是重要的传粉者

根据前人的估计，在全部昆虫中大约有 #$% 是植食性的，其中取食花粉和花蜜的昆虫都

是专食性的［!］。经过几百万年的协同进化，传粉昆虫与显花植物形成一种互利的特殊关系，

即昆虫在采食花粉和花蜜的同时，为植物起了传粉授精的重要作用。

在显花植物中，估计有 &#% 属于虫媒植物，自花授粉和借风传粉的各占 #% 和 !$% 。以

花粉和花蜜为食的昆虫，如蜂类、蝇类、蛾类和蝶类等，它们经常出没于花丛，为植物传粉，是粮

食、蔬菜、瓜果、牧草增产的重要媒介，为人类创造了大量财富。在果树中，苹果有 ’$% 以上依

靠蜜蜂传粉。很多大田作物（ 如棉花、荞麦、向日葵、油用亚麻等）和园艺作物，都可利用蜜蜂

传粉来提高产量，改良种子，增强后代生活力和使品种复壮。所以，有人认为蜜蜂因传粉为人

类创造的财富，要比生产蜂蜜和蜂蜡所创造的财富大得多。据报道［(］，在不增加人工和投资

的情况下，仅利用传粉昆虫就可以使作物增产 !$ ) *$% ，美国利用意蜂传粉年收入达 !+$ 亿

美元，原苏联达 ($ 亿卢布，因此，发达国家已将其列为除大规模机械化外的一项重要农艺措

施，并在政策上给予鼓励和支持。昆虫作为显花植物的传粉者，在人类的食物生产体系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传粉昆虫，也就没有虫媒植物，其结果不但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而且危及人类的生存。

!" $ " 昆虫是重要的天敌

在昆虫界，植食性的种类除了一部分取食农作物的害虫外，还有一些是取食杂草的，它们

是防治杂草的自然天敌；肉食（ 捕食或寄生）性的种类则大部分可以作为害虫天敌加以利用，

它们对害虫的自然控制作用是很显著的。美国著名的昆虫学家 ,-./01［*］指出，北美洲已知的

&# $$$ 种昆虫中，需要防治的害虫只有 !2(# 种，占 !3 ’% ，其余的 +&3 *% 的种类基本无害。我

国需要防治的害虫有多少种？据记载［2］，华北农林害虫 4’* 种，其中为害严重者仅 !+$ 种。按

此推测，全国需要防治的重要农林及卫生害虫，最多也只有 !$$$ 多种。如果估计我国昆虫有

!# 万种［#］，则需要防治的害虫也只占 !% 左右。另据报道［4、’］，在全国范围内，稻田植食性昆

虫及其天敌种数有 !+(’ 种，其中需要防治的重要害虫只有 !$ 多种，约占稻田节肢动物群落种

类数的 !% 。

以上这些数字告诉我们：自然界的昆虫种类虽然很多，但真正对人类有害的种类只是极少

数，其余绝大多数是无害或者是有益的，它们当中有许多是捕食性或寄生性的天敌昆虫，对有

害生物起了重要的自然控制作用。同时，由于大多数昆虫处于食物链的第二和第三个环节，它

们使自然界不同物种之间通过取食和被取食产生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成为促进生态

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

!" % " 昆虫是重要的资源

昆虫作为可更新的资源加以管理和利用，每年为人类创造了大量财富。

昆虫为人类生产了大量的工业原料，如蚕丝、白蜡、五倍子、紫胶、洋红等。我国是最早养

蚕的国家，现在每年生产蚕丝在 *$ 万担以上，柞蚕丝的产量更大，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567）

的《 生产年鉴》，!+’( 年世界的蚕丝产量为 2# *4$ 吨［!］。白蜡是白蜡虫（ !"#$%"&’ (%)*）雄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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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物，用途很广，可作布匹、纸张、器皿的磨光之用，可造科学模型，也可用作药丸的外壳和绝

缘物，还可用于提高油蜡的熔点。五倍子是五倍子蚜虫在盐肤木上造成的虫瘿，含有大量的鞣

酸，是制革、染料的重要原料。紫胶是紫胶虫（!"##$%&’ ("##"）的产物，可作为油漆、绝缘物、唱片

等用品。蜂蜡是蜜蜂的分泌物，除了作为巢础外，还可用于制造雪花膏、地蜡、蜡笔、复写纸等。

洋红是胭脂虫（)"#*+(,-$./ #,##./）提取出来的染料，被广泛用作永久性的红色染料、化妆颜料、

食物着色剂，甚至用作镇静剂。

昆虫可作为中药加以利用，能入药的昆虫有上百种。在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药

用昆虫有 !" 种，后来在赵学敏的《 本草纲目拾遗》中又补充了 ## 种［$］。昆虫作为医药给人类

带来的好处是很多的，用它们可以治疗多种疾病，特别是癌症和一些疑难杂症。例如，芫菁科

昆虫体内含有芫菁素，在外科上是发泡剂，内服则有利尿等功能；鳞翅目幼虫被真菌寄生后生

成的子实体“ 冬虫夏草”有保肺益肾、化痰止咳之功；白僵蚕可治中风失音；蜂毒具有抗癌作用

和治疗类风湿、肩周炎、脉管炎等多种疾病。

昆虫可以作为食物。昆虫体内不仅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肪，而且含有各种人体必须的

维生素。%&’()*+ 等（#,-,）、.)/+0& 和 10’’)*（#,!2）对 家 蝇 的 蛹 进 行 分 析，证 明 它 们 体 内 含 有

-34 以上的蛋白质和 #3 5 #64 的脂肪，对白蚁和蝗虫的分析也表明，它们可作为高营养的食

物源［7］。全世界 "3 多个目的昆虫几乎都有人吃，其中蝗虫及其近缘种类是最广泛地为人类所

食用的，其次可能是白蚁、甲虫和一些半翅目的昆虫。目前，一般人虽然还没有把昆虫作为他

们的日常食物，但人类确实需要朝这个方向前进。据估计，昆虫的生物量可能超过所有陆地动

物的生物量［#］，因此，在当今世界面临着人口剧增和食物短缺的情况下，人类可能不得不把昆

虫作为解决食物危机的途径之一。

!" # 8 昆虫的其他用途

昆虫还有一些经常为人们所忽略、而实际上不可忽略的用途。

在自然界，腐食性的昆虫占昆虫种数的 #!9 "4 。这类昆虫以生物的尸体为食，有的将尸

体掩埋入土，成为地球上最大的“ 清洁工”。同时由于腐食性昆虫的活动，加速了微生物对生

物残骸的分解，在自然界的能量流动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很难想象，地球上如果没有这些

“ 清洁工”，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

昆虫作为科学研 究 的 材 料，为 人 类 揭 开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自 然 之 谜。 例 如，由 于 果 蝇（ )’,0
/,-1$(" 2&("3,4"/*&’）唾腺是巨型细胞，染色体的变异和行为比较容易观察，因而果蝇历来就被

用作遗传学的理想研究材料；昆虫是开放循环的动物，其器官或内分泌腺体的移植比较容易，

无脊椎动物的生理问题很多是以昆虫作为试验材料进行研究的。昆虫的身体有许多特点，已

经引起仿生学工作者的极大兴趣，通过不断深入的研究，必将在自然科学上引发新的突破。

78 8 我国昆虫多样性的基本特点

$" ! 8 生境多样性决定了我国昆虫的多样性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生境多样，各地的气候、植被、土壤等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也有

显著差异。复杂的生境不仅孕育着丰富多样的昆虫种类，而且影响着我国昆虫的地理分布。

总的看来，我国气候大体上是南热北冷，东部湿润而西部干燥，因此，昆虫及其他生物的分布也

呈现一定的规律，即南北的物种数差距较大，华南区系远比华北区系丰富多样。例如，西双版

纳的面 积 虽 然 仅 占 我 国 总 面 积 的 3: 764 ，但 该 地 区 拥 有 的 兽 类 却 占 全 国 的 7#9 !4 ，鸟 类 占

""9 ,4 。对昆虫种类无完整统计，但仅蝶类就达 "$3 种，占全国已知种的近三分之一，铁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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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占全国的 #$%［&］。’())(*+（$,-#）和 ./+0（$&$1）等人根据采集的昆虫标本进行统计，

结果表明热带及亚热带的昆虫种数比温带及寒温带多了 1 2 3 倍［$4］。汤玉清在研究姬峰科中

种类最多的属之一———细颚姬蜂属的分类时发现，全世界已知约 #"4 种，我国占有 && 种，如果

按照各省区现有的分 布 记 录 进 行 分 析，可 以 看 出 台 湾 的 种 类 最 多，有 3" 种；其 次 是 福 建（3$
种）、广西（3$ 种）和云南（34 种）；再次是广东（11 种，含海南岛）、湖南（!& 种）、四川（!- 种）

和浙江（!1 种），上述 , 个省区的种类约占全国总种数的 &4% ，其余各省区的种类较少［$$］。

!" ! 5 昆虫物种极为丰富

全世界究竟有多少种昆虫，目前众说不一。以前一些昆虫学家认为全世界大约有 $"4 万

种昆虫，但近年来 6789:［$!］通过研究巴西玛纳斯热带雨林树冠的昆虫后，推测全世界昆虫总数

可达 1444 万种，这两个数字相差实在太大。’9);<:［$1］认为，全世界约有 $34 万种生物被描述

和定名，其中昆虫约为 -" 万，占 "1= "-% 。由此可见，昆虫是生物界的一个主要类群，其种数

占生物界的大多数。

一般认为，中国昆虫的种数大约为全世界的十分之一。根据这个比例推算，我国昆虫应为

$" 2 144 万种。由于我们对昆虫的调查研究还不够深入，就全国的范围来看，已经知道的种类

大约只占应有种类的 !"% ，因此，目前尚无法说出中国昆虫种类的确切数字。但是，近年来通

过对一些研究得比较深入的类群进行统计，结果表明我国昆虫的种数远不止为全世界的十分

之一。例如，蚤目、原尾目、蚜总科、花蝇科、钩蛾科等已知的种数都超过全世界的 !4%［&］；林

乃铨在研究中国赤眼 蜂 的 分 类 时 发 现，全 世 界 已 知 有 -3- 种，中 国 有 $!, 种［$3］；陈 家 骅 等 报

道，全世界已知的反颚茧蜂 ,44 余种，中国有 $4$ 种［$"］；黄建研究了中国蚜小蜂科的分类，发

现全世界已知约 $444 种，中国有 $"4 种［$#］。可见我国的昆虫物种极为丰富。

!" # 5 珍稀特有的昆虫种类多

我国昆虫不仅物种数很多，而且拥有许多珍稀的特有种，它们在种质保存和进化系统中具

有重要意义。例如，蜚蠊目中国仅有 $ 种，缺翅目仅有 ! 种，两栖甲科仅有 ! 种，这些特有种如

果灭绝，世界昆虫多样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它们是我国昆虫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重点对象。

据报道［&、$-］，我国不少珍稀昆虫的数量远超过全世界十分之一的比例。例如，昆虫中最原始的

原尾目全世界已知有 344 多种，我国就有 $!4 种，占了近三分之一；“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的二类保护昆虫中，仅列有蝶类的 " 属和 $ 种，分布在我国的就有 1 属和 $ 种；名贵蝴

蝶绢蝶科（>(7:(;;9/(+）全世界 记 载 的 仅 有 "1 种，我 国 就 有 13 种，占 #3% ，其 中 绢 蝶 属（ !"#$
%"&&’(&）全世界记载的仅有 1- 种，我国就有 !- 种，占 -1% ，难怪世界许多昆虫学家称中国为绢

蝶王国。

!" $ 5 拥有大量的资源昆虫

我国的资源昆虫十分丰富，据初步的调查和统计［!］，我国拥有资源昆虫不下 1444 种。其

中可用作工业材料的昆虫有 34 多种，如人们熟悉的家蚕、柞蚕、蓖麻蚕等产丝昆虫，产白蜡的

白蜡虫，产紫胶的紫胶虫，产五倍子的五倍子虫，等等。这些昆虫的产物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在

发展经济和对外贸易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我国生产的白蜡和五倍子占世界总产量的 &"% ，丝

绸产量居世界第一，紫胶产量居世界第三。具有药用价值的昆虫如冬虫夏草、土鳖虫、九香虫、

蜚蠊等约有 144 多种。此外，我国有食用昆虫 #44 多种，传粉昆虫 144 多种，饲料昆虫 $444 多

种，天敌昆虫 $444 多种，工艺观赏昆虫 344 多种。

15 5 我国昆虫多样性面临的问题

#" % 5 生态系统遭受破坏

,1$ 生 5 物 5 多 5 样 5 性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 卷 5



由于缺乏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对生态规律认识不够，因此，人们在剧烈的砍伐、捕猎、

垦荒等生产和经济活动过程中，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昆虫及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据

统计［!"］，我国由于乱砍滥伐、毁林开荒、森林火灾及病虫为害，原始林每年减少 #$ % 万 &’( ；由

于超载放牧、毁草开荒及鼠害等影响，草原退化面积达 )* 万 &’( ；由于水土流失、水力侵蚀及

风力侵蚀的面积已达 +"* 万 &’( 。西 双 版 纳 有 一 片 闻 名 于 世 的 古 生 单 优 木 莲 森 林 群 落，到

!,*% 年已被砍光；海南岛产的降香黄檀由于为了外贸出口而造成滥伐，眼下已濒于绝种境地；

新疆天山西部和北疆山区有几片我国唯一的野果林，目前正遭到破坏［!,］；⋯⋯。在这些退化

和毁坏了的生态系统中，不知道灭绝了多少种昆虫！

!" # - 众多物种濒于灭绝

由于我们对昆虫多样性的研究不够，因此难以准确地统计出 昆 虫 的 灭 绝 数 字。据 ./01
红皮名录的记载，全世界已经灭绝或可能灭绝的昆虫 "( 种，处于威胁状态的有 !##" 种（ 其中

只列出中国的 !" 种蝴蝶）［,］。这些数字只能说明我们对受到威胁的昆虫了解得太少。有人

估计［(#］，由于人类干扰所造成的物种灭绝的速度为自然灭绝率的 !### 多倍，全世界每年灭绝

的野生生物高达 2 万种，相当于每天有近 !!# 种的生物消声绝迹了。根据已经定名的物种数

量及昆虫所占的比例（%+$ +*3 ）推算，即全世界每年应有 ( 万多种昆虫灭绝；再根据我国昆虫

占全世界昆虫总数 !#3 的比例推算，即中国每年灭绝的昆虫数量约为 (### 种。

!" ! - 天敌昆虫大量减少

本世纪 2# 年代以来，伴随着 445、""" 等有机合成杀虫剂的产生和应用，害虫防治取得很

大的成就，因此，化学防治也发展成为治虫的主要的措施之一。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和

过分地迷信“ 农药万能”，在实践中经常有人使用广谱性杀虫剂（ 一种农药可治多种害虫），结

果不可避免地杀死了许多害虫的天敌，甚至可能杀死天敌的种类比杀死害虫的种类还多，导致

天敌昆虫大量减少，引起某些主要害虫由于失去天敌的自然控制而再增猖獗，某些次要害虫也

由于失去自然天敌的控制作用而上升为主要害虫。例如，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稻瘿蚊这 + 种

植食性昆虫原来在我国大多数水稻产区仅属于次要害虫，"# 年代以来，由于连续多年不合理

地施用广谱性杀虫剂，逐步降低了自然天敌的控制作用，结果在许多稻区都先后上升为主要害

虫，严重影响水稻生产。

!" $ - 昆虫种类“ 家底未清”

如前所述，全世界究竟有多少种昆虫，目前尚无定论。那么，中国 究 竟 有 多 少 种 昆 虫 呢？

这个问题更是无从回答，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的昆虫种类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据报

道［,］，澳大利亚已经定名的昆虫有 !#$ ) 万种，占该国应有昆虫总数的 2%3 ；北美地区已经记

述的昆虫有 , 万种，占 %%$ "3 ；如果采用保守的估计数字，我国应有昆虫 !% 万种，根据近年来

的一些报道，我国已知的昆虫大约有 2 万余种，仅占 ("$ "3 ，*+$ 23 的种类不知道。上述情况

说明，我们对本国的昆虫种类“ 家底”还不清楚。

2- - 昆虫多样性的保护与利用

$" %& 加强昆虫多样性的基础研究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科学问题，世界上物种如此之多，相互关系非常复杂，利用的潜力不可

估量。但是，我们对占生物界近三分之二的昆虫至今还认识得很不够，要想科学地保护和利用

它们，首先必须加强昆虫多样性的基础研究。研究昆虫多样性应该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在生态

学原理的指导下，开展调查研究，及早摸清家底，掌握自然规律，控制昆虫世界，使之“ 有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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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益上加益”。

!" #$ 强化保护昆虫多样性的意识

昆虫多样性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的观念意识及其行为

方式。当前昆虫多样性所面临的问题，如生境恶化、滥用农药等，实质上与广大群众缺乏昆虫

多样性保护意识有关。因此，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强化和提高人们保护昆虫多

样性的意识，是有效保护和综合利用昆虫资源的重要基础工作。

!" %$ 制定和执行有关的法规和政策

!" 年代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一些有关自然资源的保护法规和政策，如“ 关于严格保护珍

贵稀有野生动植物的通令”，“ 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等。这些法令都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保

护昆虫多样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们对昆虫的研究还很不深入，#$!$ 年公布的“ 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名录”中，鸟类 #"# 种，兽类 !% 种，而昆虫只有 #& 种，这显然是有差距的，许多昆虫

种类可能在未被发现和认识之前就已经灭绝。因此，针对昆虫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加强立法

和执法是十分必要的。

!" !$ 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

生境的变化是影响昆虫生存及繁衍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态环境和

自然资源的有效措施。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 %"" 多个自然保护区，它们对于保护昆虫及

其他生物的多样性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与我国拥有的自然资源和需要保护的对象

来衡量，这项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包括建立新的保护区，扩大保护区的面积，优化布局，严格

管理等。

!" &$ 合理使用农药，保护有益昆虫

实践表明，滥用农药不仅会直接杀伤许多有益的昆虫种类，包括天敌昆虫、传粉昆虫及其

他资源昆虫等，而且会污染环境，改变和恶化昆虫的栖息地，从而间接地影响昆虫的多样性。

因此，我们必须严格执行农药施用法规，通过合理用药，如使用选择性的杀虫剂，控制药剂的浓

度和用量，选择适当的用药时间和用药方法，把农药可能产生的副作用降到最低程度，以利用

保护有益昆虫。

!" ’$ 科学开发和利用昆虫资源

“ 资源昆虫是一个尚未被人们认识的宝库，应当重视资源昆虫的研究与开发。”这是参加

首界全国资源昆虫学术交流会的代表们的一致呼声［’］。我国的昆虫资源虽然十分丰富，但也

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只有加强基础研究和科学地进行开发，才能保证永续地利用。对于一

些具有观赏、食用、药用等价值的昆虫，应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捕获，防止由于超量

猎取而濒于灭绝。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开发医膳兼食的昆虫食品和化害为利的昆

虫蛋白饲料，如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正在采用高新技术研究昆虫蛋白饲料、研究昆虫的营养

价值和医疗效果，我们也要在这方面加快步伐，使丰富的昆虫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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