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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 &66# ’ &663 年在香港嘉道理农场次生林区采集的昆虫标本，首次分析了鞘翅目及其优势科的种

类、数量和季节性变化，以及由碰撞诱捕网和黑光灯捕虫器采集所得甲虫在种类、数量和季节性上的差异。在

&% "4#号标本中，已鉴定到科的有 &% "3% 号，分属 $3 科，"%& 种。其中，朽木甲科（/7789:7;<)8）、毛蕈甲科（=;>?+77;@
<)8）、丸甲科（=+**?;<)8）、坚甲科（AB7+<;;<)8）、拟球甲科（AB*+7B>?;<)8）、隐食甲科（A*+>CB>?)D;<)8）、水缨甲科

（E+<*BF9)>?;<)8）、伪叶甲科（G)D*;;<)8）、薪甲科（G)C?*;<;;<)8）、泽甲科（G;HI;9?;<)8）、黑蕈甲科（JB>?8*;<)8）等 &&
个科为香港地区的首次报道，约占本次调查科总数的 "3K。分析表明：（&）该次生林区的鞘翅目甲虫以蛀木性为

主。天牛科（A8*)HL+9;<)8）、瓢虫科（AB99;I877;<)8）、象甲科（A:*9:7;BI;<)8）、花蚤科（MB*<877;<)8）、金龟甲科（29)*@
)L)8;<)8）、小蠹科（29B7+C;<)8）等 4 科均为多样性较高（种类#&3 或者个体数量#"##）的优势科。（"）鞘翅目个体

数量季节性明显，每年自 " 月开始数量逐渐增加，4 ’ N 月为甲虫发生的高峰期，5 月显著减少。各优势科甲虫的季

节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庞大的小蠹标本数量（53K）说明在此调查期间该科正处于大发生时期。（%）黑光灯捕虫

器所捕的甲虫科类和种类较之碰撞诱捕网所捕不尽相同，黑光灯捕虫器所捕的甲虫数量发生高峰期比碰撞诱捕网

所捕的甲虫提前一个月。（$）各项多样性指数对不同捕虫器采集所得鞘翅目的测度差异明显，黑光灯捕虫器所捕

甲虫的多样度和均匀度指数高于碰撞诱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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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典型的亚热带

海洋 性 季 风 气 候，全 年 温 和 暖 湿，年 均 气 温 约 为

##8 G[，% \ # 月的平均气温最低，约 %F8 Z[，Q \ G
月的平均气温最高，约 #G8 Z[。年降雨量约 ###F
55，一年中的降雨分配呈双峰型，高峰分别出现在

Z 月和 G 月（T(1+ ] ^>(31*6，%EEE）。风向多为东

风，%" 月到次年 O 月初风向稳定，F \ E 月风力弱且

不稳定。香港在距今约 %8 E 亿年前的侏罗纪后期升

出海面，比与之相邻的部分华南地区要早得多（2-H
_1<<，%EEE）。此外，原始林区和受保护的次生林区

使部分热带和温带气候的混合种类得以在香港地区

保留（2-_1<<，#""#）。因此，香港是华南地区研究生

物多样性的重要地区之一。嘉道理农场位于香港新

界大帽山北侧，地理位置为 %%O‘%"aI，##‘%FaL，高

山由海拔 %F" 5 向上延伸至 Z"" 5。农场内的香港

原生植物保存状态相对良好。有关香港地区，尤其

是新界地区的鞘翅目甲虫种类、数量和季节性变化

的研究较少。T(1+ 和 ^>(31*6（%EEE）首次报道了

昆虫纲在嘉道理农场次生林区的季节变动，并比较

了由不同捕虫器所采集到的鞘翅目甲虫在季节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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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但没有进一步分析鞘翅目各科甲虫的种类、

数量和季节性变化。自 $%%& 年夏季开始，美国生物

保护所和华南师范大学联合对在嘉道理农场次生林

区采集到的甲虫标本进行扩展研究。’( )*+,(-*./
（0""$）、1+ 和 23+（0""$）在这些标本的基础上分别

发表了关于隐翅甲科（4/356789.9’3(）种类和季节性、

瓢虫科（:*;;9.(889’3(）种类的研究论文，为香港增加

了多种甲虫的新记录或新种。由于不同的捕虫器是

根据昆虫行为特点而设计的，故所采集到的昆虫在

种类、数量和季节性上会有差异（<’(= > ?+’,(*.，

$%%%）。本文作者根据 $%%" @ $%%A 年在嘉道理农场

次生林区采集到的甲虫标本，进一步分析上述不同

诱捕器采集所得甲虫在种类、数量和季节性上的差

异。通过对这些标本的整理研究，希望能为香港甲

虫多样性建立一个基本的数据库，为对香港和华南

地区甲虫多样性和季节性变化的深入研究打下一定

基础。

!" 研究方法和材料

!# !" 标本来源及处理方法

本次研究所用的 $%%" @ $%%0 年 甲 虫 标 本 由

<’(=（$%%B）在香港嘉道理农场次生林区采得。此

外新增加了 $%%B @ $%%A 年在该次生林区采得的甲

虫标 本，比 原 先 的 标 本 统 计（ <’(= > ?+’,(*.，

$%%%）几乎多了 $ C !。采集工具为碰撞诱捕网（ DE）

和黑光灯捕虫器（FG）。其中，碰撞诱捕网 & 部，分

散放置在次生林区中，每部与地面距离不等，在 ! @
H - 之间，持续使用，每周收集昆虫一次；黑光灯捕

虫器 $ 部，每月连续使用 A 天，捕虫期一般选在月

初，若碰上雨天或险恶天气而不得不缩短采集时间，

则在当月另选一天或者几天采集以作弥补。所有捕

虫器均放置在海拔 0"" @ 0A" - 之间。详细资料请

参阅 <’(=（$%%B）、<’(= 和 ?+’,(*.（$%%%）。采集时

间为：$%%" 年 ! 月至 $%%" 年 $$ 月（ DE、FG）、$%%$
年 $ 月至 $%%0 年 H 月（ DE、FG）、$%%B 年 $$ 至 $0 月

（ DE、FG）、$%%A 年 ! 月（ DE）。采 集 所 得 昆 虫 以

&"I的酒精浸泡保存，从中拣选出所有鞘翅目甲虫，

制成干制标本，鉴定到科。因隐翅甲科的标本已在

此之前被部分挑出（’( )*+,(-*./，0""$），且无法

追索其数据，有关此科的资料和结论不尽完善。

!# $" 数据整理

首先按照不同的捕虫器、不同的月份统计标本

的种类数量和个体数量（无法定种名的种类暂作形

态种 $，0，!⋯），对该次生林区鞘翅目和各科甲虫的

多样性进行评估，分析鞘翅目甲虫数量在不同季节

的差异，进一步分析各优势科按不同捕虫器采集所

得甲虫季节性的差异。测度生物多样性的计算方法

很多（ 马克平，$%%B），本文采用最常用的 E3J,38(K
（$%AL）丰 富 度 指 数、463..*.MN9(.(J（ 463..*. >
N(3O(J，$%B%）多样度指数、P9(8*+（$%&A）均匀度指

数、Q(J,(JMP3JR(J（Q(J,(J > P3JR(J，$%&"）优势度指

数。本文丰富度指数为：! "（# @ $）C 8.$，式中 # 为

种类数量，$ 为所有种类的个体数量之和。多样度

指数为：%& " ’$() 8.()（ ) " $，0，!⋯⋯，#），式中 ()

为第 ) 个种类的个体数量和 $ 之比，#、$ 同上。均

匀度指数为：* " %& + %-3S，%&同上，为实测多样度指

数，%-3S T 8.#，为最大多样度指数（# 同上）。优势度

指数为：, " $ + $U，$ 为各科种类的个体数量之和，

$U 为鞘翅目所有种类的个体数量之和。

$" 结果与分析

$# !" 个体数量和物种多样性

经初步鉴定和数量统计（表 $），$! 0H" 号标本

中已 鉴 定 到 科 的 有 $! 0A! 号，其 中 DE 标 本 为

$0 A$"号，FG 标本为 &B! 号，分属 BA 科 0!$ 种。此

外，由于个体不全未能鉴定到科的标本有 & 号。该

次生林区甲虫生活习性多样，以蛀木性、腐食性、菌

食性为主，捕食性次之，体现了森林昆虫营养层次的

特点。BA 个科中，$$ 个主要为蛀木性的科有朽木甲

科、长蠹科、豆象科、三锥象甲科、吉丁甲科、天牛科、

象甲科、皮蠹科、叩甲科、花蚤科、小蠹科。$$ 个主

要为腐食性的科有蜉金龟科、拟球甲科、泽甲科、丸

甲科、伪叶甲科、小扁甲科、露尾甲科、拟天牛科、金

龟甲科、沼甲科、隐翅甲科。叶甲科、姬花甲科、拟步

甲科、锯谷盗甲科主要为植食性，而藻食性的有水缨

甲科，菌食性的有长角象甲科、毛蕈甲科、隐食甲科、

薪甲科、伪瓢虫科、小蕈甲科、黑蕈甲科。$$ 个主要

为捕食性的科有瓢虫科、花萤科、步甲科、郭公虫科、

龙虱科、长角泥甲科、坚甲科、水龟甲科、萤科、红萤

科、拟花萤科。其中，朽木甲科、毛蕈甲科、丸甲科、

坚甲科、拟球甲科、隐食甲科、水缨甲科、伪叶甲科、

薪甲科、泽甲科、黑蕈甲科等 $$ 个科为香港地区的

首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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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年在香港嘉道理农场次生林区由碰撞诱捕网（’(）和黑光灯捕虫器（)*）采集的鞘翅目各科甲虫个体数量
和种类数量以及不同多样性指数的计算
’()*+ %$ ,)-./(.0+ (./ /12+34156 78 97*+7:5+3( 07**+05+/ )6 1;:(05 8*1<=5（ >?）(./ -*53(217*+5 *1<=5（@A）53(:4 /-31.< %BB" C %BBD
1. 5=+ E(/7731+ F(3; 4+07./(36 873+45 1. G7.< E7.< H15= 0(*0-*(5+/ ?(3<(*+8 310=.+44 1./+I，J=(..7.KL1+.+3 /12+34156 1./+I，M1+*7-
+2+..+44 1./+I，(./ N+3<+3KM(3O+3 /7;1.(.0+ 1./+I 18 2(*-+4 P "Q """D

科名
F(;1*6

捕捉器
’3(:

物种数
J:+01+4

个体数
>./121/-(*4

丰富度指数
R10=.+44

多样度指数
S12+34156

均匀度指数
T2+..+44

优势度指数
S7;1.(.0+

朽木甲科 ,**+0-*1/(+ >? & %# "Q !UB "Q &DU "Q "#B "Q ""%
@A % V C C C "Q "%%
’75(* ! && "Q W#U "Q V%B "Q %D" "Q ""&

长角象甲科 ,.5=31)1/(+ >? & ! "Q B%" "Q W!U "Q %&" C
@A " " C C C C
’75(* & ! "Q B%" "Q W!U "Q %%W C

蜉金龟科 ,:=7/11/(+ >? " " C C C C
@A % % C C C "Q ""%
’75(* % % C C C C

毛蕈甲科 N1:=6**1/(+ >? % % C C C C
@A " " C C C C
’75(* % % C C C C

长蠹科 N745310=1/(+ >? U &UD %Q "WV "Q D%B "Q "BB "Q "&&
@A & %U "Q !D! "Q W"W "Q %!& "Q "&!
’75(* U &B& %Q "DU "Q DUB "Q %"W "Q "&&

三锥象甲科 N3+.5=1/(+ >? % % C C C C
@A " " C C C C
’75(* % % C C C C

豆象科 N3-0=1/(+ >? ! %% "Q V!# "Q UW" "Q %## "Q ""%
@A & & %Q ##! "Q WB! "Q %D% "Q ""!
’75(* # %! %Q %U" %Q "!& "Q %VB "Q ""%

吉丁甲科 N-:3+451/(+ >? D B %Q V&" %Q D&! "Q &VB "Q ""%
@A " " C C C C
’75(* D B %Q V&" %Q D&! "Q &UV "Q ""%

丸甲科 N633=1/(+ >? ! !! "Q DU& "Q UUU "Q %#U "Q ""!
@A " " C C C C
’75(* ! !! "Q DU& "Q UUU "Q %#& "Q ""&

花萤科 9(.5=(31/(+ >? % %B C C C "Q ""&
@A & # "Q U&% "Q DW& "Q %&& "Q ""D
’75(* & &! "Q !%B "Q %UB "Q "!! "Q ""&

步甲科 9(3()1/(+ >? ! %& "Q V"D "Q VVV "Q %WV "Q ""%
@A U %& &Q #%D %Q UB& "Q !VB "Q "%W
’75(* V &# &Q &"! %Q W&V "Q &BV "Q ""&

天牛科 9+3(;)601/(+ >? %W &UU &Q WW# %Q WVV "Q !&" "Q "&&
@A U %D &Q &%W %Q U"B "Q !U% "Q "&"
’75(* %V &B& &Q BBD %Q U%# "Q !%! "Q "&&

叶甲科 9=3647;+*1/(+ >? B !U &Q &%W %Q DV% "Q !"" "Q ""!
@A D V %Q B&# %Q !VW "Q !"% "Q "%"
’75(* %& #D &Q VB" %Q UWW "Q !&! "Q ""!

郭公虫科 9*+31/(+ >? ! D %Q &#! "Q BD" "Q %V" C
@A " " C C C C
’75(* ! D %Q &#! "Q BD" "Q %U#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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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0)1）

科名
2&3/(4

捕捉器
%5&6

物种数
76)+/)8

个体数
9-1/:/10&(8

丰富度指数
;/+<-)88

多样度指数
=/:)58/.4

均匀度指数
>:)--)88

优势度指数
=,3/-&-+)

瓢虫科 ?,++/-)((/1&) 9@ # *A *B C*" *B A!D "B A!D "B ""*
EF ** AC !B "CG AB **H "B DC" "B "!#
%,.&( *# !H !B HDG AB !G" "B D!I "B ""!

坚甲科 ?,(41//1&) 9@ * * J J J J
EF " " J J J J
%,.&( * * J J J J

拟球甲科 ?,54(,6</1&) 9@ A ! "B G*" "B C!I "B *A* J
EF A A *B DD! "B CG! "B *#* J
%,.&( D # *B HCD *B !!A "B AD! "B ""!

隐食甲科 ?546.,6<&K/1&) 9@ * * J J J J
EF * A J J J "B ""!
%,.&( A ! "B G*" "B C!I "B **C J

象甲科 ?05+0(/,-/1&) 9@ *G A"H !B !IA AB **! "B D"* "B "*I
EF # *H *B !HD "B GC* "B A"G "B "AD
%,.&( A" AAC !B #"# AB *GI "B D"* "B "*I

皮蠹科 =)53)8./1&) 9@ # *! *B ##G *B !"D "B ADI "B ""*
EF * A J J J "B ""!
%,.&( # *# *B DII *B !!H "B ADD "B ""*

龙虱科 =4./8+/1&) 9@ " " J J J J
EF * * J J J "B ""*
%,.&( * * J J J J

叩甲科 >(&.)5/1&) 9@ *A CC AB CAC *B HC# "B !#D "B ""#
EF ! I *B "AH *B ""D "B A*H "B ""G
%,.&( *A I! AB #CD *B H#G "B !D" "B ""C

长角泥甲科 >(3/1&) 9@ " " J J J J
EF * * J J J "B ""*
%,.&( * * J J J J

伪瓢虫科 >-1,34+</1&) 9@ * ! J J J J
EF " " J J J J
%,.&( * ! J J J J

水龟甲科 L415,6</(/1&) 9@ " " J J J J
EF ! D *B DD! *B "D" "B AAC "B ""#
%,.&( ! D *B DD! *B "D" "B *G" J

水缨甲科 L415,8+&6</1&) 9@ * *! J J J "B ""*
EF * * J J J "B ""*
%,.&( * *D J J J "B ""*

伪叶甲科 M&K5//1&) 9@ * A J J J J
EF * A J J J "B ""!
%,.&( * D J J J J

萤科 M&3645/1&) 9@ # I AB "#C *B ##" "B AG! "B ""*
EF A #C "B ADH "B #H* "B *AC "B "I#
%,.&( # C! "B GC# "B G"! "B *C# "B ""#

薪甲科 M&.<5/1//1&) 9@ ! *H "B CGA "B #AG "B *"" "B ""*
EF ! D *B DD! *B "D" "B AAC "B ""#
%,.&( ! AA "B CDI "B II# "B *DA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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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0.1+2）

科名
3(40*5

捕捉器
’6(7

物种数
87+,0+9

个体数
:.20;021(*9

丰富度指数
<0,=.+99

多样度指数
>0;+690/5

均匀度指数
?;+..+99

优势度指数
>-40.(.,+

泽甲科 @04.0,=02(+ :A & B "C #&% "C #D! "C %&E F
GH " " F F F F
’-/(* & B "C #&% "C #D! "C %&! F

红萤科 @5,02(+ :A % ! F F F F
GH " " F F F F
’-/(* % ! F F F F

拟花萤科 A+*5602(+ :A " " F F F F
GH % % F F F "C ""%
’-/(* % % F F F F

小扁甲科 A-.-/-402(+ :A & & %C II! "C #J! "C %!% F
GH " " F F F F
’-/(* & & %C II! "C #J! "C %&D F

花蚤科 A-62+**02(+ :A &" !" BC BE# &C D#& "C B&I "C ""&
GH % & F F F "C ""!
’-/(* &" !& BC IE& &C D!D "C B"" "C ""&

小蕈甲科 A5,+/-7=(K02(+ :A I %E %C "!E %C "!B "C %J# "C ""%
GH & & %C II! "C #J! "C %B% "C ""!
’-/(* I &" %C ""% %C %"# "C &"& "C ""%

露尾甲科 L0/021*02(+ :A # %& &C "%& %C #!! "C !%" "C ""%
GH I %# %C "E& "C E&& "C %DJ "C "&&
’-/(* D &E %C E"% %C #%D "C !"" "C ""&

拟天牛科 M+2+4+602(+ :A % E F F F "C ""%
GH " " F F F F
’-/(* % E F F F "C ""%

姬花甲科 N=(*(,602(+ :A % % F F F F
GH & & %C II! "C #J! "C %B% "C ""!
’-/(* & ! "C J%" "C #!D "C %%# F

金龟甲科 8,(6()(+02(+ :A # %IJ "C JJJ %C IEJ "C &E& "C "%&
GH D %&J %C &!B %C "!& "C &&I "C %DI
’-/(* D &DE %C "## %C IEB "C &D% "C "&%

沼甲科 8,06/02(+ :A % & F F F F
GH % & F F F "C ""!
’-/(* % I F F F F

小蠹科 8,-*5/02(+ :A %# %% %!D %C #%" "C E!B "C %BE "C EJ"
GH J !I& %C !D% "C IJ" "C %"# "C I#"
’-/(* %# %% IDJ %C #"B "C E&D "C %B% "C E##

锯谷盗甲科 80*;(.02(+ :A B !" %C %D# %C %&% "C &%& "C ""&
GH " " F F F F
’-/(* B !" %C %D# %C %&% "C &"B "C ""&

隐翅甲科 8/(7=5*0.02(+ :A I %B %C %"E %C "&" "C %J! "C ""%
GH J B& &C "&B %C D%# "C !D& "C "D"
’-/(* J #D %C J"! %C ED# "C !I! "C ""B

拟步甲科 ’+.+)60-.02(+ :A # B& %C &#B "C J%# "C %DI "C ""I
GH & & %C II! "C #J! "C %B% "C ""!
’-/(* D BI %C B"I %C "I" "C %J" "C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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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0)1）

科名
2&3/(4

捕捉器
%5&6

物种数
76)+/)8

个体数
9-1/:/10&(8

丰富度指数
;/+<-)88

多样度指数
=/:)58/.4

均匀度指数
>:)--)88

优势度指数
=,3/-&-+)

黑蕈甲科 ?,6<)5/1&) 9@ * A B B B B
CD " " B B B B
%,.&( * A B B B B

小计 70’.,.&( 9@ *EE *A F*" *GH EA* *H F*F "H AE# "H GGG
CD *"" #I! *IH G#J AH E"! "H J"G *H """
%,.&( A!* *! AF! AIH A!* *H JJ* "H !"I "H GGG

总计 %,.&( 9@ *GF *A F*# A"H FJA *H FA" "H AEE B
CD *"" #I! *IH G#J AH E"! "H J"G B
%,.&( A!E *! AJ" AIH GJ# *H JJJ "H !"I B

“ B ”/-1/+&.)8 .<&. &- /-1)K +&--,. ’) +&(+0(&.)1 10) ., )/.<)5 (&+L ,M 1&.& ,5 /M /.8 :&(0) %"H """FH

$ $ 表 * 显示，由 9@ 所捕的科类和种类与 CD 所捕

的不尽相同。长角象甲科、毛蕈甲科、三锥象甲科、

吉丁甲科、丸甲科、郭公虫科、坚甲科、伪瓢虫科、泽

甲科、红萤科、小扁甲科、拟天牛科、锯谷盗甲科、黑

蕈甲科等 *I 个科仅被 9@ 捕获；而蜉金龟科、龙虱

科、长角泥甲科、水龟甲科、拟花萤科等 F 个科仅被

CD 捕获；捕虫器特有科约占总科数的 I"N。朽木

甲科、豆象科、步甲科、天牛科、叶甲科、瓢虫科、拟球

甲科、隐食甲科、象甲科、露尾甲科、拟步甲科等 **
个科由 9@ 和 CD 采到的种类至少有一种不相同，约

占总科数的 AFN。整体而言，在 IF 个科中，采得捕

虫器特有种的科数约占总科数的 JFN。

9@ 捕获 I" 科，种类数量 O F 的科序为：花蚤科

O 象甲科 O 天牛科 P 小蠹科 O 叩甲科 O 叶甲科 O 长

蠹科 O 露尾甲科 P 金龟甲科 P 拟步甲科，其中 *! 个

科为单种科。个体数量 O F" 的科序为：小蠹科 O 天

牛科 O 长蠹科 O 象甲科 O 金龟甲科 O 叩甲科 O 拟步

甲科。丰富度指数 O *H F 的科序为：花蚤科 O 象甲

科 O 天牛科 O 叩甲科 O 叶甲科 O 萤科 O 露尾甲科 O
吉丁甲科 O 小蠹科 P 瓢虫科 O 皮蠹科。多样度指数

O *H F 的科序为：花蚤科 O 象甲科 O 叩甲科 O 天牛

科 O 叶甲科 O 露尾甲科 O 萤科 O 吉丁甲科。均匀度

指数 O "H ! 的科序为：花蚤科 O 象甲科 O 叩甲科 O
天牛科 O 露尾甲科。优势度指数 O *H FN的科序为：

小蠹科 O 天牛科 P 长蠹科 O 象甲科。

CD 捕获 !* 科，种类数量 O F 的科序为：瓢虫

科 O 小蠹科 P 隐翅甲科 O 步甲科 P 天牛科 P 金龟甲

科，其中 ** 个科为单种科。个体数量 O *F 的科序

为：小蠹科 O 金龟甲科 O 萤科 O 隐翅甲科 O 瓢虫科

O 象甲科 O 长蠹科 O 露尾甲科，丰富度指数 O *H F
的科序为：瓢虫科 O 步甲科 O 天牛科 O 隐翅甲科 O

叶甲科。多样度指数 O *H F 的科序为：瓢虫科 O 步

甲科 O 隐翅甲科 O 天牛科。均匀度指数 O "H ! 的科

序为：瓢虫科 O 步甲科 O 隐翅甲科 O 天牛科 O 叶甲

科。优势度指数 O *H FN的科序为：小蠹科 O 金龟甲

科 O 萤科 O 隐翅甲科 O 瓢虫科 O 象甲科 O 长蠹科 O
露尾甲科 O 天牛科 O 步甲科。

图 !" !##$ %!##& 年在香港嘉道理农场次生林区由碰撞诱
捕网（’(）和黑光灯捕虫器（)*）采集所得鞘翅目种类的数
量等级与科类的关系
2/QH * $ ;)(&./,-8</6 ’).R))- -03)5/+&( Q5,068 ,M 86)+/)8 &-1
-03’)5 ,M M&3/(/)8 ,M S,(),6.)5& +,(()+.)1 ’4 /36&+. M(/Q<.（ 9@）
&-1 0(.5&:/,(). (/Q<.（CD）.5&68 105/-Q *GG" B *GGF /- .<) T&U
1,,5/) 2&53 8)+,-1&54 M,5)8. /- V,-Q T,-QH WU&K/8，6)5+)-. ,M
M&3/(/)8 /- )&+< Q5,06 ,- XU&K/8 ,:)5 .,.&( -03’)5 ,M M&3/(/)8
8033)1 &+5,88 4)&58 ’4 .5&6

整个鞘翅目的丰富度指数 O *H F 的科序为：花

蚤科 O 瓢虫科 O 象甲科 O 天牛科 O 叶甲科 O 叩甲科

O 步甲科 O 隐翅甲科 O 拟球甲科 O 吉丁甲科 O 露尾

甲科 O 小蠹科 O 拟步甲科。多样度指数 O *H F 的科

序为：花蚤科 O 瓢虫科 O 象甲科 O 隐翅甲科 O 叩甲

科 O 叶甲科 O 天牛科 O 步甲科 O 露尾甲科 O 吉丁甲

科。均匀度指数 O "H ! 的科序为：花蚤科 O 瓢虫科

O 象甲科 O 隐翅甲科 O 叩甲科 O 叶甲科 O 天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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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度指数 ’ %( )*的科序为：小蠹科 ’ 天牛科 ’ 长

蠹科 ’ 金龟甲科 ’ 象甲科。综合种类数量和个体数

量以及各项指数可见，小蠹科的优势度无论是 +,
还是 -. 捕得均为最高，约占总个体数量的 #/*，其

他各科的优势度指数均不超过 &*；由 +, 捕得的科

中，花蚤科具有最高的多样度；而由 -. 捕得的科

中，瓢虫科具有最高的多样度。以种类数量&%) 或

者个体数量&&"" 作为评定优势科的标准，在该次

生林中，天牛科、瓢虫科、象甲科、花蚤科、金龟甲科、

小蠹科均为优势科。

图 % 把各科所含的种类数量划分为 ) 个不同的

数量等级，然后分析各数量等级内所含科数占总科

数的百分数比例。从中可见，无论是用 +, 还是 -.
所捕的甲虫，随着种类数量等级的增加，含有多种种

类的科数所占比例大大少于含有较少种类的科数所

占比例。单种科占绝大多数，接近总科数的 !"* 0
1"*。-. 所捕科类含有较少种类，没有 % 个科含

有 %2 个种以上，而 +, 所捕科类含有较多种类，天

牛科、象甲科、花蚤科 ! 个科均含 %2 个种以上，约占

+, 所捕总科数的 )*。经统计就整个鞘翅目而言，

用 +, 采集所得 ,3453678 丰富度指数值比 -. 采集

所得仅高 !"*，而用 -. 采集所得 9:3;;<;=>?7;74
多样度的指数值比 +, 采集所得要高 #)*，用 -. 采

集所得 @?76<A 均匀度的指数值也比 +, 采集所得要

高约 %&"*（表 %）。

将不同捕虫器采集所得的优势科个体和种类数

量进行对比（表 &），发现天牛科、象甲科、花蚤科、小

蠹科无论在个体数量还是种类数量上都有显著的捕

虫器差异，’ B"*的个体数量和接近 B"*的种类数

量均由 +, 采得，表明这些科中大部分种类为非趋

光性。由 +, 和 -. 所捕的金龟甲科个体数量和种

类数量差别不明显，表明金龟甲科的趋光性种类比

以上 1 科有所增加。/ 个优势科中，仅瓢虫科由 +,
采集所得个体数量和种类数量均较 -. 所得的少，

说明该地区瓢虫科中绝大部分为趋光性种类。

!" !# 季节性变化

鞘翅目甲虫的个体数量每年从 & 月开始逐渐增

加，/ 0 2 月为高峰期，# 月显著减少（ 图 &C）。从 B
月至次年 % 月 各 月 的 甲 虫 数 量 不 及 全 年 数 量 的

)*，) 个月总和不及全年数量的 %)*，其中 +, 所捕

甲虫比 -. 所捕甲虫的发生高峰期迟了一个月（ 图

&C）。根据不同捕虫器所捕各优势科的数量进行季

节变化分析，发现不同科的发生期、同一个科采用不

同捕虫器所表现的高峰期均有差异（ 图 &D 0 E）。

花蚤科和金龟甲科的发生期比较短，而天牛科、瓢虫

科、象甲科、小蠹科的发生期比较长。无论用 +, 还

是 -. 所捕的金龟甲，最大数量均出现在 ) 月，二者

发生高峰期相一致。用 +, 所捕天牛和小蠹的高峰

期比用 -. 所捕的迟一个月。用 +, 采集所得象甲

数量主要集中在 ! 0 2 月，无明显高峰期；而用 -.
采集所得象甲，则高峰期明显为 / 月。用 +, 采集所

得花蚤比用 -. 采集所得的高峰期提前一个月。用

+, 采集所得瓢虫，无明显高峰期；而用 -. 采集所

得瓢虫，则 / 月为显著高峰期。

$# 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该次生林区鞘翅目甲虫季节性变

化显著。FAG57<; 和 H<467II（%BB1）记述香港昆虫纲

每年的季节性变化模式为：1 月开始大量发生，) 月

和 2 月各有一个发生高峰期，从 %% 月开始，昆虫数

量逐渐下降。本次调查结果与该模式相比，高峰期

接近一致，甲虫数量大量下降的现象提前 ! 个月出

现，表明鞘翅目甲虫的生活习性不同于其他目昆虫

的特点。此次研究所得季节性分析结果与CG7J和

表 !# %&&’ (%&&) 年在香港嘉道理农场次生林区由碰撞诱捕网（*+）和黑光灯捕虫器（,-）采集所得鞘翅目优势科个体数量
和种类数量百分数的比较
K3L67 &$ H<MN34?J<;J <8 M3O<4 83M?6?7J <8 H<67<NI743 P<667PI7G LQ ?MN3PI 86?5:I（ +,）3;G A6I43R?<67I 6?5:I（-.）I43NJ GA4?;5 %BB" 0
%BB) ?; I:7 S3G<<4?7 T34M J7P<;G34Q 8<47JI ?; U<;5 S<;5 ?; N74P7;I <8 ?;G?R?GA36J <4 JN7P?7J <R74 I<I36 ;AML74 <8 ?;G?R?GA36J <4 JN7P?7J
?; 3 83M?6Q，47JN7PI?R76Q，JAMM7G 3P4<JJ Q734J 3;G I43NJ

捕虫器
K43N

天牛科
H743MLQP?G37

瓢虫科
H<PP?;766?G37

象甲科
HA4PA6?<;?G37

花蚤科
,<4G766?G37

金龟甲科
9P343L37?G37

小蠹科
9P<6QI?G37

个体数量 +;G?R?GA36J（* ） +, B) !& B& B1 )1 B2
-. ) /# # / 1/ !

种类数量 9N7P?7J（* ） +, #B !! B) %"" #/ %""
-. !B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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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年在香港嘉道理农场次生林区由碰撞诱捕网（()）和黑光灯捕虫器（*+）采集所得鞘翅目（,）及其优势科
（- &.）个体数量百分数的季节性变化
%&’( )$ *+,-./.0&12 -324+5+’6 +7 *+52+-02/. .48 9+,2 ,.:+/ 7.,&5&29 ;+552;028 8</&4’ =##" > =##? &4 032 @.8++/&2 %./, 92;+48./6 7+/A
290 &4 B+4’ @+4’ C20D224 &,-.;0 75&’30（ EF）.48 <50/.1&+520 5&’30（GH）0/.-9( IA.J&9，-2/;240 +7 &48&1&8<.59 -2/ ,+403 +12/ 0+0.5
4<,C2/ +7 &48&1&8<.59 9<,,28 .;/+99 62./9 &4 032 +/82/ +/ 7.,&56，/29-2;0&1256，C6 0/.-



!"#$$ 生 物 多 样 性$ $ !"#$"%&’(")* +,"&-,& "% 卷

&’()*+,（"---）的结果较为一致，可见鞘翅目甲虫

每年的活动时期与整个昆虫纲的昆虫相比较短。就

鞘翅目而言，由 ./ 采集所得数量的高峰期比由 01
所得的推迟一个月，与 2(*3 和 &’()*+,（"---）记录

的 "--" 年鞘翅目季节性变化的结果也一致。由于

这两种捕虫器所捕的甲虫在科类和种类上均有差

异，./ 采集到的，01 未必能采集到，因此由不同捕

虫器表现出的季节性差异反映的是不同甲虫科类和

种类的季节性差异。

该次生林区鞘翅目各优势科的季节变化存在着

明显的差别。不同科类和种类的甲虫有不同的寄主

植物和不同的生活习性。如花蚤甲和金龟甲的高峰

期均为 4 月左右，但是花蚤甲羽化后多以花粉蜜露

为食物，而金龟甲羽化后多以嫩枝嫩叶为食物。从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角度来看，这种季节变化的交

错和寄主植物的差异均有利于整个群落的物质循环

在一年中的每一时期都能达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科级水平上，花蚤科、瓢

虫科、象甲科、隐翅甲科、叩甲科、叶甲科、天牛科等

依次表现了较高的均匀度（. 5 #6 !）和较低的优势

度（/ 7 %8），表明在该次生林区的鞘翅目群落中，

它们的群落结构比较稳定。小蠹科较高的优势度和

较低的均匀度反映了其群落结构的不稳定，其庞大

的数量说明在此调查期间该区的小蠹科正处于大发

生时期。该次生林区 9:;,,+,<=>*,*? 多样度指数接

近 "6 @A，在正常指数范围内。但与深圳梧桐山甲虫

的 9:;,,+,<=>*,*? 多样度指数（01 B C6 %!）（ 贾凤

龙等，%##%）相比偏低，可能受小蠹科的大发生影

响，同时也可能受不同采集时间长短和方法的影响。

因此在利用指数作比较时，需要列明采集方法。由

于科 级 分 类 系 统 不 断 变 化（ D;E?*,F* G H*EI+,，

"--4），已鉴定的 C4 科应为科和亚科之和，因此也可

能导致该区小科寡种类群的比例增加。

该次生林区鞘翅目各科幼虫以蛀木性和腐食性

为主，所占比例大致为 4#8。这一结果与深圳梧桐

山鞘翅目研究结果（ 贾凤龙等，%###）有较大差异。

尽管两地都在次生林区，并且地理位置相差不远，高

度也比较接近，但后者的植食性甲虫比例比蛀木性

甲虫要高。由于对深圳梧桐山甲虫多样性的研究仅

采用扫虫网，因此调查结果显示的两地甲虫食性的

差异有可能是采集方法的不同所造成的。采集时间

和地点的不同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该次生林区不同捕虫器捕获的甲虫所反映出的

多样性有明显的差异。昆虫采集受到许多因素的影

响，如捕虫器放置的地点、放置的高度、捕虫器自身

特点。本次研究所采用的 ./ 和 01 放置的地点、高

度等 都 较 为 相 似（2(*3，"--C；2(*3 G &’()*+,，

"---），因此表现出的差异应是由两种捕虫器的自

身特点所造成的。./ 使用时间较 01 要长得多，因

此 ./ 所捕的个体数量和种类数量比 01 所捕要多

并不奇怪。值得注意的是 ./ 所捕鞘翅目的多样度

和均匀度指数均低于 01 所得，同时两种捕虫器所

捕的特有科占总科数的 C#8，含有捕虫器特有种的

科数占总科数的 @48，这表明了采用不同的捕虫器

丰富了采集所得的个体数量和种类数量，在进行物

种多样性研究时不宜采用单一的昆虫采集方法。这

次调查选取的采集方法较难捕获藏身于地面落叶层

和土壤中的甲虫，因此调查结果也不全面。

综上所述，此项研究标本采集时间比较长，采用

碰撞诱捕网和黑光灯两种捕虫器，研究了嘉道理农

场次生林区鞘翅目及其天牛科、瓢虫科、象甲科、花

蚤科、金龟甲科、小蠹科等 @ 个优势科的多样性和季

节性变化，为香港地区增加了 "" 个新记录科（ 亚

科）。不同捕虫器所得特有科、特有种、各项多样性

指数的明显差异、以及所捕甲虫食性以蛀木性为主

的结果，表明在进行物种多样性研究时，不宜采用单

一的昆虫采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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