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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别于2006 年和2007 年6 ～9 月 , 利用高压汞灯对宁夏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内蛾类进行诱捕 , 同时整理鉴定了宁夏贺兰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昆虫标本室蛾类标本, 初步统计宁夏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蛾类共计63 种 ,隶属11 科 ,58 属 , 并对其中大部分种的寄主及分布
做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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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概况

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地处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中段偏东试验区内, 距宁夏首府银川市25 km, 北距沙湖旅

游区35 km, 东连镇北堡影视城12 km, 南邻西夏王陵30 km,

西以山脊为界与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毗邻。地

理坐标为103°42′～106°E、38°42′～38°46′N。平均海拔为

1 000 ～2 800 m, 总面积9 587 hm2 。该区自然环境复杂多样 ,

植被垂直分带明显, 森林资源丰富。年平均降雨量429 .8

mm, 年平均气温 - 8 .4 ℃, 日照充足, 是我国中温带干旱地区

山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该区拥有各类野生植物690 余

种, 以青海云杉、油松、山杨、灰榆、虎榛子、杜松等构成森林

植物群落的主要成分, 森林覆盖率34 % 左右。有野生动物

170 余种, 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的有马麝、马鹿、岩羊、石貂、黑

鹳、金雕、秃鹫、蓝马鸡等20 余种, 占国家保护动物的9 .6 % 。

宁夏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是西北地区的生物基因库和种植

物资源库, 它的建立对研究干旱、半旱地区植被发展、演替及

恢复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2  调查方法

2 .1 标本采集

2 .1.1 采集前准备工作。准备好指形瓶、毒瓶和5 ～l0 个标

本盒。指形瓶内塞少量棉花并加1 ～2 滴乙酸乙酯; 毒瓶内

加足量的氯仿。根据宁夏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内林分情况 ,

将幕布挂在海拔2 100 m 左右的2 棵油松之间, 将150 ～200

W 的高压汞灯挂在幕布居中偏上的位置, 灯泡距离幕布40

c m 左右。天黑开灯 , 昆虫诱到幕布上, 即开始识别、采集。

2 .1.2 采集。用指形瓶轻轻捕捉落在幕布上的蛾类, 采集

2 ～3 min 后将蛾子轻倒至另一个指定装蛾的指形瓶中。在

捕捉与放置过程中, 必须尽量保持蛾翅与鳞片完整, 以便分

类鉴定。

2 .2 标本制作及存放

2 .2 .1 标本制作。当天夜里或第2 天早晨, 根据蛾子的大

小, 用不同型号的昆虫针扎入, 展翅。插针时, 避免针孔位置

不当而损伤虫体特征, 影响分类鉴定。

2 .2.2 标本存放。把扎好的标本按适当距离整齐有序的扎

入标本盒, 并放入防腐化学物质, 盖好后存放到宁夏贺兰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昆虫标本室。

2 .3  标本鉴定  主要依据《中国蛾类图鉴》( 1 ～4 册) 、《中国

经济昆虫志》、《昆虫分类》、《宁夏昆虫名录》、《宁夏农业昆虫

图志》( 第1、2 集) 等昆虫分类学专著进行鉴定。

3  调查结果

笔者对采集到的标本详细记录了沟道、海拔、寄主及分

布, 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蛾类昆虫名录如下:

3 .1  细卷蛾科( Cochylidae)  女贞细卷蛾( Eupoecili a a m-

bi guell a Hubner) 。研究标本:88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

2 000 m,2006- 06- 02～08- 09。寄主: 丁香、荚迷、鼠李、槭、女贞

等。分布 : 我国西北( 广泛旧北区) 。

3 .2 螟蛾科( Pyralidae)  

3 .2 .1  甜菜白带野螟( Hymeni a recurvalis Fabricius) 。研究标

本:1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 海拔2 000 m,2006-08- 17 。寄主 :

藜、玉米、黄瓜、向日葵。分布 : 北京、河北、山东、陕西、江西、

云南、广东、台湾; 朝鲜、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非洲、

北美[ 1] 。

3 .2 .2  红云翅斑螟( Nephopteryx semirubell a Scopoli) 。研究标

本:2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 海拔2 000 m,2006-08- 17 。寄主 :

紫花苜蓿、白花苜蓿。分布: 黑龙江、吉林、河北、北京、江苏、

江西、湖南、广东。

3 .2.3 网锥额野螟( Loxostege sti cticalis Linnaeus) 。研究标本 :

59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7-06-03 ～08-17 。

寄主: 甜菜、豆类、苜蓿、向日葵、蔬菜、麻类、高粱、玉米。分

布: 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 亚洲北部、欧洲、北美。

3 .2.4 玉米螟( Ostrinia nubilalis) 。研究标本:4 头 , 宁夏贺兰

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05。寄主: 世界已知200 余种

植物, 国内已知33 种,22 种杂草, 主要有玉米、高粱、芦苇、大

麻、向日葵、艾蒿、甜菜、番茄、苍耳等。分布 : 辽宁、吉林、黑龙

江、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江苏、浙江、四川、广西、台

湾; 日本、朝鲜、印度、欧洲。

3 .2 .5 旱柳原野螟[ Proteucl ast a st atzneri ( Caradja) ] 。研究标

本:4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7-08- 17 。寄主 :

旱柳、杠柳。分布: 北京、河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四川、

山西、陕西、湖北。

3 .2 .6  豆荚野螟( Maruca testulatis Geyer) 。研究标本:8 头 ,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02 ～25 。寄主 : 大

豆、荚豆、豇豆、洋刀豆、玉米。分布: 北京、河北、河南、山东、

山西、江苏、浙江、湖南、陕西、福建、广东、四川、云南、广西。

3 .2 .7  四斑绢野螟( Sylept a quadri macul alis Kollar) 。研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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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0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 06- 02 ～08-

25 。寄主: 不详。分布: 山东、台湾; 朝鲜、日本、印度、印度尼

西亚、英国、德国。

3 .2.8 松梢斑螟( Dioryctria splendidella Herrich-Schaeffer) 。研

究标本:12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25 。

寄主: 油松、云杉新梢。分布: 宁夏

3 .2 .9 绒同斑螟( Homoeosoma binaevella Hubner) 。研究标本 :

48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7- 08-09 ～17。寄

主: 幼虫危害蓟、小蓟、紫菀、菊、艾等 , 取食种子。分布: 黑龙

江; 日本、英国。

3 .2.10 白蜡绢野螟[ Diaphania nigropunctdis ( Bremer) ] 。研究

标本:1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25。寄

主: 白蜡、梧桐、丁香、白蜡树、木犀、女贞、橄榄。分布: 东北、

陕西、江苏、浙江、福建、台湾、云南; 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

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

3 .2.11 橙缘盾额禾螟( Ramila aeciusalis Walker) 。研究标本 :

14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 08-17 ～25。寄

主: 不详。分布: 云南; 锡金、斯里兰卡。

3 .2.12  褐切叶野螟[ Psara rudis ( Warren) ] 。研究标本:26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17 ～25。寄主 :

苜蓿、小冠花。分布: 四川、甘肃; 日本、印度。

3 .2 .13  三环须水螟[ Mabra charonialis ( Walker) ] 。研究标

本:2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7-08- 09 。寄主 :

不详。分布 : 黑龙江、江苏、浙江、湖南; 日本、朝鲜、俄罗斯等。

3 .2 .14  泡桐卷野螟( Pycnar mon cribrate Fabricius) 。研究标

本:4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7-08- 17 。寄主 :

不详。分布 : 陕西、台湾、广东、广西、云南; 斯里兰卡、朝鲜、日

本、缅甸、印度。

3 .3  钩蛾科( Drepanidae)  灯台木钩蛾[ Leucodrepanilla virgo

( Butler) ] 。研究标本:2 头 ,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 海拔2 000 m,

2006-08-03 。寄主: 灯台木。分布: 四川( 峨眉山) ; 日本[ 2] 。

3 .4 尺蛾科( Geometridae)

3 .4.1  槐 尺 蠖[ Se miot hisa ( Macaria ) ci nereari a Bremer et

Grey] 。研究标本:1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 海拔 2 000 m,

2006-08-09。寄主: 国槐。分布: 河北、北京、山东、浙江、江苏、

台湾、陕西、甘肃、西藏 ; 日本[ 3] 。

3 .4.2 李尺蠖( Argerona prunaria Linneaus) 。研究标本:6 头 ,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 海拔2 000 m,2007-08-17 ～25。寄主 : 李、

桦、落叶松等树木及果树。分布 : 黑龙江、内蒙古; 日本、朝

鲜、俄罗斯等。

3 .4.3  尘尺蛾( Serraca punctinalis corferenda Butler) 。研究标

本:2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7-06- 03 。寄主 :

栗、蔷薇、苹果。分布: 浙江、四川; 日本、朝鲜、俄罗斯等[ 4] 。

3 .4 .4  皱霜尺蛾( Boar mi a displiscens Butler) 。研究标本:11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7- 07- 02 ～08-17。寄

主: 栎属植物。分布: 江西、浙江; 日本、朝鲜。

3 .4.5  粉蝶尺蛾( Bupalus vestalis Staudinger) 。研究标本: 6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 06- 02 ～08-07。寄

主: 不详。分布: 吉林、黑龙江; 日本。

3 .4 .6 桦霜尺蛾( Alcis repandata Linnaeus) 。研究标本:2 头 ,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17。寄主 : 桦、杨

等。分布 : 四川; 欧洲、俄罗斯等。

3 .4.7 针叶霜尺蛾( Aleis secunduria Esper) 。研究标本:4 头 ,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 06- 03 。寄主: 松、椴、

枞、云杉等针叶林。分布: 黑龙江; 苏联、欧洲( 中部、南部) 。

3 .5 舟蛾科( Notontidae)

3 .5.1 短扇舟蛾( Cl oster a curt uloides Erschoff ) 。研究标本:2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7-06-03 。寄主 : 杨属

植物及垂柳、旱柳。分布: 黑龙江、吉林、河北、陕西、青海; 日

本、朝鲜、俄罗斯等。

3 .5.2 腰带燕尾舟蛾[ Harpyia lanigera ( Butler) ] 。研究标本 :

1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19。寄主: 杨

属及柳属植物。分布: 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宁夏、新

疆、陕西、山西、湖北、江苏; 朝鲜、日本、俄罗斯等[ 5] 。

3 .5.3  杨二尾舟蛾[ Cerura vinula felina ( Butler) ] 。研究标

本:2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 海拔2 000 m,2006-06- 03 。寄主 :

杨属及柳属植物。分布: 宁夏。

3 .6 毒蛾科( Lymantriidae)

3 .6 .1  雪毒蛾[ Stilpnoti a sali cis ( Linnaeus) ] 。研究标本 :12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 06- 03 ～08-25。寄

主: 杨属植物、龙须柳。分布: 河北、山西、黑龙江、吉林、辽

宁、内蒙古、新疆、宁夏、青海[ 6] 。

3 .6.2  舞毒蛾[ Lymantria dispar ( Linnaeus) ] 。研究标本: 4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7- 08- 04。寄主: 杨

属、柳属、榆属、云杉、落叶松等。分布: 河北、山西、内蒙古、

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南、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宁

夏; 朝鲜、日本、欧洲、俄罗斯等[ 7] 。

3 .6 .3 侧柏毒蛾[ Parocneria furva ( Leech) ] 。研究标本:2 头 ,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09。寄主 : 侧柏。

分布: 河北、江苏、浙江、四川、湖南、湖北、山东、广西、河南、

青海。

3 .7 灯蛾科( Arctiidae)

3 .7.1  黄臂黑污灯蛾[ Spil arcti a caesarea ( Goeze) ] 。研究标

本:1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 海拔2 000 m,2007-06- 02 。寄主 :

柳、蒲公英、车前、珍珠菜等。分布: 黑龙江、辽宁、河北、内蒙

古、山西、山东、陕西、江苏、湖南、四川; 土耳其、日本、欧洲、

俄罗斯等。

3 .7 .2  头橙华苔蛾[ Agylla gigantea ( Oberthur) ] 。研究标本 :

37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7-02 ～08-09 。

寄主: 不详。分布: 黑龙江、辽宁、河北、山西、陕西、浙江 ; 朝

鲜、日本、俄罗斯等。

3 .7.3  明痣苔蛾[ Stigmatophora micans ( Bremer) ] 。研究标

本:7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6-02 ～08-25 。

寄主: 杂林木。分布: 黑龙江、辽宁、河北、河南、山西、陕西、

江苏、甘肃、四川; 朝鲜。

3 .7.4  石南灯蛾[ Eyprepi a stri at a ( Linnaeus) ] 。研究标本:1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17 。寄主 : 欧石

南属植物。分布: 黑龙江、山西、青海、内蒙古、新疆、甘肃; 叙

利亚、欧洲、俄罗斯等。

3 .8  鹿蛾科( Amatidae)  黑鹿蛾[ Amat a ganssuensis ( G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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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shi mailo) ] 。研究标本:1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7-02 。寄主: 桑、胃菊及铁杆蒿等。分布: 黑龙江、河

北、山东、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青海。

3 .9 夜蛾科( Noctuidae)

3 .9.1  蔷薇扁夜蛾[ Amphipyra perflua ( Fabricius) ] 。研究标

本:4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 02 。寄主 :

杨、柳、榆、山毛榉、栎、蔷薇科植物。分布: 河北、黑龙江、新

疆、宁夏。

3 .9.2  黄地老虎[ Agrotis segetum ( Denis et Schiffermüller) ] 。

研究标本 :8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7- 08- 03

～17。寄主: 玉米、小麦、高粱、烟草、甜菜、马铃薯、瓜类、多

种蔬菜 ; 山杨、云杉、松柏的幼苗及多种低矮草本植物。分

布: 东北、西北、华北、西南、宁夏; 日本、朝鲜、印度、欧洲、非

洲等。

3 .9.3 苜蓿夜蛾[ Heliothis viriplaca ( Hufnagel) ] 。研究标本:6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 08- 17。寄主: 苜

蓿、豆类、甜菜、葵花、烟草、麻类、多种蔬菜、李、桃等。分布 :

中国各省; 日本、朝鲜、印度、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

3 .9.4 模粘夜蛾[ Leucania pallens ( Linnaeus) ] 。研究标本 :41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03 ～17。寄主 :

杂草等。分布: 宁夏。

3 .9 .5 甘蓝夜蛾[ Ma mestra brassi cae ( Linnaeus) ] 。研究标本 :

1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09。寄主: 甘

蓝、甜菜、白菜、麻类、萝卜、向日葵、小麦、高粱、豆类、玉米、

茄等。分布: 宁夏。

3 .9.6 旋幽夜蛾[ Scotogramma trifolii ( Rottrmberg) ] 。研究标

本:19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03 ～25 。

寄主: 灰藜、刺蓬、向日葵、高粱、玉米、豌豆、甜菜、亚麻、马铃

薯等。分布: 河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 印度、欧洲、

美洲、非洲北部[ 8] 、俄罗斯等。

3 .9.7 长冬夜蛾( Cucullia elongata Butler) 。研究标本:4 头 ,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7- 08- 25 。寄主: 菊、蒿、

茼蒿、艾等。分布: 河北、天津、江西、辽宁、黑龙江、青海、新

疆; 印度、日本、俄罗斯等。

3 .9.8 黄条冬夜蛾( Cucullia biornata Fishcher) 。研究标本:1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7- 08- 25。寄主: 不

详。分布: 河北、内蒙古、辽宁、新疆 ; 俄罗斯等。

3 .9.9 离布冬夜蛾( Bryomi ma extrit a Staudinger) 。研究标本 :

1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7-08-03。寄主: 不

详。分布 : 青海、新疆; 蒙古、俄罗斯等。

3 .9.10  谐夜蛾[ Emmelia trabealis ( Scopoli) ] 。研究标本: 1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 08- 25。寄主: 甘

薯、田旋花。分布: 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河北、江苏、宁夏、

广东; 日本、朝鲜、亚洲西部、欧洲、非洲。

3 .9 .11  显裳夜蛾[ Catocal a deuteronympha ( Staudinger) ] 。研究

标本:9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6-03～08- 04。

寄主:杨树、槭、榆。分布: 华北、宁夏; 西伯利亚、日本。

3 .9.12 裳夜蛾[ Cat ocal a nupt a ( Linnaeus) ] 。研究标本:7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7-06- 02 ～08- 04。寄主 :

杨、柳。分布: 河北、黑龙江、宁夏、新疆。

3 .9.13 污卜馍夜蛾( Bomol ocha squali da Butler) 。研究标本:2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 06- 03。寄主: 不

详。分布 : 江西、四川; 朝鲜、日本。

3 .9.14  塞妃夜蛾( Aleucanitis catocalis Staudinger) 。研究标

本:8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 海拔2 000 m,2006-08- 25 。寄主 :

不详。分布 : 甘肃、新疆; 俄罗斯等。

3 .9.15 宁妃夜蛾( Aleucanitis saisani Staudinger) 。研究标本:3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09 ～17。寄主 :

不详。分布: 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甘肃 ; 阿富汗、土耳

其、伊拉克、俄罗斯等。

3 .9.16 宽胫夜蛾( Melicleptria scutosa Schiffermiitler) 。研究标

本:8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7-08-17 ～25 。

寄主: 大豆、艾属、藜属等。分布 : 青海、陕西、河北、内蒙古、

江苏、甘肃; 亚洲、美洲、欧洲。

3 .9 .17  粉条巧夜蛾( Oruza divisa Walker) 。研究标本:1 头 ,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17。寄主 : 不详。

分布: 江苏、江西; 非洲、日本、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印度

尼西亚。

3 .9 .18  棘翅夜蛾( Scoli opteryx li batrix Linnaeus) 。研究标本:1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04。寄主: 杨、

柳及石楠科灌木的叶片。分布: 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

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河北、北京、山西、河南、浙江、湖南、

湖北、四川、云南; 日本、朝鲜、欧洲。

3 .9 .19  �灰夜蛾( Polia cucubali schiffermuller) 。研究标本:2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09 。寄主 : 麦瓶

草属、剪球、罗属。分布 : 河北、黑龙江、浙江、四川; 欧洲、土

耳其、日本。

3.9 .20  厉切夜蛾( Euxoa lidia Gramer) 。研究标本:4 头 , 宁

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 03 。寄主: 杨、柳、杂

灌木。分布: 黑龙江、甘肃 ; 欧洲。

3 .9 .21  东风夜蛾( Eurois occulta Lvnnacus) 。研究标本:7 头 ,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17 ～25 。寄主 : 报

春属、蒲公英属等。分布: 黑龙江; 欧洲、朝鲜。

3 .10  天蛾科( Sphingidae)

3 .10.1  合目天蛾( Semrithus kindermannl Lederer) 。研究标

本:1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 海拔2 000 m,2006-08- 17 。寄主 :

杠柳、柳、杨。分布: 新疆; 阿富汗、土耳其。

3 .10 .2  黄脉天蛾( Amorpha amurensis Standinger) 。研究标本 :

3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6-03 ～07-01 。寄

主: 杨属、桦、椴、柳。分布: 华北、东北、西南; 日本、俄罗斯等。

3 .10 .3  红节天蛾( Spbins ligustri constricate Butler) 。研究标

本:1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 海拔2 000 m,2006-07- 01 。寄主 :

水蜡、丁香、山梅等。分布 : 东北、华北; 日本、朝鲜、欧洲。

3 .10 .4  榆绿天蛾[ Calla mbulyx t at arinori ( Bremer et Grey) ] 。

研究标本 :5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7- 06- 02

～03 。寄主: 榆、柳、杨、槐、桑等。分布: 河北、河南、山东、山

西、东北各省; 朝鲜、日本[ 9] 。

3 .10 .5 丝绵木金星天蛾( Cal ospilos suspect a Warren) 。研究标

本:3 头, 宁夏贺兰山苏 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8-09～25。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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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判断被检细胞群体的倍性组成。它的优点在于: ①制样

简单, 经过固定的组织可以低温储藏, 且不会影响分析结果 ,

这对需要大量样品测定时是很重要的; ②快速 , 准确 , 一个样

品检测过程只需要1 ～2 min ; ②对样品要求较低, 适合大规

模检测。其不足是检测费用较高, 只能得到倍性的相对结

果, 并不能得到样本染色体的绝对数量。

流式细胞仪用于检测生物倍性的研究 , 在鱼类有过报

道。刘少军等用流式细胞法测定湘鲫、湘云鲫、湘云鲤、湘江

野鲤、红鲫及白鲫的红细胞和肌肉细胞中的 DNA 含量, 鉴定

不同鱼类种群的倍性[ 8] 。叶玉珍等通过流式细胞法对红鲫、

彭泽鲫和异育银鲫的红血球 DNA 含量进行了比较, 分析了

DNA 含量及倍性关系[ 9] 。在该实验中, 受测个体无论是泥鳅

还是大鳞副泥鳅 , 四倍体泥鳅 DNA 相对含量总是约为二倍

体泥鳅 DNA 相对含量的2 倍 , 约为精子细胞 DNA 相对含量

的4 倍。因此, 同一生物不同组织或结构的体细胞, 也不论

在任何部位或分化程度, 流式细胞法都能快速准确分析出倍

性, 这对于活体倍性鉴定以保持生物体健康存活状态有重要

价值, 将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动植物细胞学研究方法。

鱼类是较原始的水生脊椎动物, 约有24 000 种, 几乎占

现存脊椎动物种数的一半。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鳅科鱼

类不仅是一个较大的淡水鱼类类群, 而且是重要的淡水捕捞

对象。大多数鱼类为体外受精类型, 且产卵量大, 非常适于

开展染色体操作。鱼类倍性研究成果及其在生产应用上的

前景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鱼类倍性研究在培育高产、优

质和抗逆性强的鱼类新品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传统

的鱼类倍性研究方法有很多不足之处, 如染色体制片直接计

数法虽较准确, 但较费时且染色体样品难以制得。因此在该

实验中应用流式细胞术法, 定向检测具有特定优良性状并能

稳定遗传的经济鱼类养殖新品种, 是鱼类育种的一种经济、

简捷、快速、有效的途径。目前我国淡水资源遭到严重污染 ,

导致天然鳅科鱼类的产量逐年下降, 而国内外市场需求又逐

年上升 , 急切需要培育良种。笔者以2 种泥鳅为材料, 对其

倍性进行鉴定和比较 , 这为深入研究泥鳅和大鳞副泥鳅奠定

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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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榆、槐、杨、柳。分布: 东北、华北、华中、华东、西北、内蒙

古; 日本、朝鲜、俄罗斯等。

3 .10 .6  八字白眉天蛾[ Celeri o li neata li vornica ( Esper) ] 。研

究标本:1 头 ,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6-03。

寄主 : 葡萄属、大蕺柳、沙枣、猪殃属、柳穿鱼属、金鱼草属、

酸模属及锦葵科植物。分布 : 黑龙江、河北、宁夏、甘肃、浙

江、江西、湖南、台湾; 日本、印度、非洲、欧洲、美洲。

3 .11  枯叶蛾科( Lasiocampida)

3 .11 .1  秦岭小毛虫[ Cos motriche monolona ( F . Daniel) ] 。研

究标本:7 头 ,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 海拔 2 000 m,2006-06-03

～07-01。寄主 : 华山松、油松等。分布: 陕西( 秦岭、南部) 。

3 .11 .2  杨枯叶蛾( Gastropacha populifolia Esper) 。研究标

本:4 头,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 海拔2 000 m,2006-06-03 。寄

主: 杨、柳、杏、梨、苹果、桃、李。分布: 东北、华北、华东、西

北、西南; 欧洲、朝鲜、日本[ 10] 、俄罗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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