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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山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昆虫群落特征

蔡 海１，２，李婧梅１，２，程 茜３，褚 晖１，２，陈懂懂１，
徐世晓１，赵新全１，赵 亮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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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０９年７月中旬于祁连山地区的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站，在滩地草甸、金露梅（Ｐｏｔｅｎｔｉｌ－
ｌ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灌丛、山坡草甸和沼泽化草甸４个不同的生境中对昆虫进行百网取样，共获得９０８头昆虫。分别隶

属于１０目４２科６５种。发现该地区双翅目昆虫是最繁盛的类群：第２个优势目为膜翅目，其次优势目为鞘翅目。

昆虫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依次为滩地草甸＞金露梅灌丛＞山坡草甸＞沼泽化草甸；均匀度差异不大；优势度指数

沼泽化草甸最高，滩地草甸最低。滩地草甸和山坡草甸昆虫群落的相似性最大；其次是金露梅灌丛；差异最大的

是沼泽化草甸。通过分析发现，生境的变迁和气候的变化引起了昆虫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差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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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草
地生物多样性作为草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昆虫是草地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种类众多，数量巨
大，分布广泛，与脊椎动物相比，昆虫在自然界中占
据了多样性更高空间尺度更小的生境，对生境的变
化更敏感，具有广谱的生物地理学和生态学探针功
能。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人类活动的空前加
剧和青藏高原目前正在发生的环境变迁，使得高寒
草甸生物多样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有植物越
来越少，次生退化植物大量涌现，草地生态平衡遭到
破坏［１］。生境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昆虫群落特征和
生物多样性发生变化。

另外，昆虫多样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占
有重要地位。昆虫群落特征及多样性研究多集中在
自然保护区、农田、林地、果园等区域［２－５］，对草地整
体区域的昆虫多样性，全面系统的研究工作尚不多
见。对于中国科学院海北生态系统定位站昆虫群落
的研究，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吴亚和金
翠霞［６－７］，郑乐怡等［１８］对昆虫群落特征和昆虫区系
有过一定的研究。然而最近十几年，这方面的研究
比较少。为了近一步揭示全球变化对高寒草甸昆虫

多样性的影响，对祁连山地区高寒草甸的昆虫群落特
征和生物多样性进行研究非常有必要。本研究通过
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互比较，旨在进一步了解生境的
变化对于昆虫群落特征和多样性的影响作用。

１　研究区及取样生境的自然概况
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站位于

青藏高原东北隅的祁连山谷地，青海省海北藏族自
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境内的风匣口。地处３７°２９′～
３７°４５′Ｎ，１０１°１２′～１０１°２３′Ｅ。站区山地海拔４　０００
ｍ，谷地２　９００～３　５００ｍ。站区属于典型的高原大
陆性气候，夏季受东南季风气候而冬季受西伯利亚
寒流的影响，一年中无明显的四季之分，暖季短暂而
凉爽，冷季寒冷而漫长。年平均气温－１．７℃，年极
端最高气温２７．６℃，极端最低气温－３７．１℃，年降
水量４２６～８６０ｍｍ，其中８０％分布于植物生长季的

５－９月。全年日照时数４　４３４．７ｈ（闰年为４　４４５．４
ｈ）［９］。植被类型为青藏高原典型的地带性植被－嵩
草属（Ｋｏｂｒｅｓｉａ）植物为建群种的高寒草甸、以西藏
嵩草（Ｋ．ｔｉｂｅｔｉｃａ）为建群种的沼泽化草甸和金露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为建群种的高寒灌丛草甸。
高寒草甸主要分布在山地阳坡和滩地；沼泽化草甸
主要分布于乱海子湖滨周围地平地段及超河漫滩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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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段；灌丛草甸主要分布在冷湿的山地阴坡。群
落结构简单、种类组成较少，植物生长期短、生物生
产力较低［１０］。

气候、土壤和地形是影响动物分布的重要因素
外，植被也是重要的条件之一。因此，根据地形、植
被和水分状况，将定位站附近地区大致分为几种不

同的生境，即滩地草甸（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ｅａｄｏｗ）、山坡草甸
（Ｓｌｏｐｅ　ｍｅａｄｏｗ）、沼泽化草甸（Ｓｗａｍｐ　ｍｅａｄｏｗ）和
金露梅灌丛（Ｄａｓｉｐｈｏｒ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于

２００９年７月中旬，分别在上述４个生境进行昆虫百
网取样。各生境的自然环境概况见表１。

表１　不同草地类型的自然环境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

指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

土壤类型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

植被种类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植被盖度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滩地草甸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ｅａｄｏｗ

地势较平，排水

良好，分布于滩

地、河谷阶地

草毡寒冻雏形土
（高山草甸土）

优势种矮嵩草，高６～８ｃｍ，伴生种有早熟禾、

小嵩草（Ｋｏｂｒｅｓｉａ　ｐｙｇｍｅａｅ）、甘肃棘豆（Ｏｘｙｔｒｏ－

ｐｉｓ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麻花艽（Ｇ．ｓｔｒａｍｉｎｅａｓ）等植物

８０％～９０％

山坡草甸

Ｓｌｏｐｅ　ｍｅａｄｏｗ

有一定坡度，分

布于山丘阳坡

草毡寒冻雏形土
（高山草甸土）

多为线叶嵩草，株高６～８ｃｍ，伴生有狼毒花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ｆｉｓｃｈｅｒｉａｎａ）和火绒草（Ｌｅｏｎｔｏ－

ｐｏｄｉｕｍ　ｎａｎｕｍ）等

８０％～９０％

沼泽化草甸

Ｓｗａｍｐ　ｍｅａｄｏｗ
地势低洼，有积

水分布在碟形洼

地、河流低阶地

有机土（沼泽土） 以藏嵩草为优势种株高７～９ｃｍ　 ９０％～９５％

金露梅灌丛

Ｄａｓｉｐｈｏｒ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分布于山地阴

坡和河流两岸

滩地

暗沃寒冻雏形土
（高山灌丛草甸土）

以金露梅为建群种，株高２５～４０ｃｍ，草本以

珠牙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ｖｉｖｉｐａｒｕｍ）等中次生植物

为主

９０％～９５％

２　研究方法
２．１室外采样方法　采用百网取样法：使用口径为
２５ｃｍ的捕虫网在样地来回１００个复网（每１８０°扫一
次为１网）捕捉昆虫［１１］。

２．２室内实验方法　标本处理：大型昆虫带回室内
针插，小型昆虫浸泡在７５％的酒精中，均在室内计数，
小型昆虫解剖镜下计数鉴定。

鉴定所需主要仪器：体式解剖镜（Ｍｏｔｉｃ　Ｋ－４００Ｌ
体视显微镜）。

鉴定依据：主要依据昆虫的外部形态结构，结合
检索图谱进行分类鉴定［８，１２－１９］。此外寄主植物、采集
地也是鉴定时常依据的两个方面。

２．３数据处理方法　选取优势度指数（Ｃ）、丰富度
指数（Ｒ）、多样性指数（Ｈ′）和均匀度指数（Ｅ）［２０－２１］。

Ｃ＝∑
Ｓ

ｉ＝１
Ｐｉ２；Ｒ＝Ｓ－１ｌｎ　Ｎ

；

Ｈ′＝－∑
Ｓ

ｉ＝１
Ｐｉｌｎ　Ｐｉ；Ｅ＝Ｈ′ｌｎ　Ｓ

；

Ｉ＝ ２ｊ
２ａｂ－（ａ＋ｂ）ｊ

。

式中，Ｐｉ为第ｉ类群的个体数比例，即Ｐｉ＝Ｎｉ／Ｎ，Ｎｉ
为每一类群的个体数。Ｎ 为总个体数，Ｓ为类群数。

Ｉ为 Ｍｏｕｎｔｆｏｒｄ相似指数，ａ为Ａ生境种类数，ｂ为Ｂ
生境种类数，ｊ为Ａ、Ｂ两生境中共同的种类数。

数据处理及绘图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和Ｏｒｉｇｉｎ　８．０
（群落结构取样统计与比较图、多样性计算与比较图、
相似性系数）及ＳＡＳ　８．０（聚类分析）。

３　结果
３．１群落类型　滩地草甸群落百网值取样获得３５２
头昆虫，分别隶属于８目３８科５６种。种数最多，但
个体数相对少，种类优势不明显。其中数量最多的是
双翅目（Ｄｉｐｔｅｒａ）昆虫，约占３６．０８％，主要有麦粗腿干
蝇（Ｍｅｒｏｍｙｚａ　ｓａｌｔａｔｒｉｘ）、背点伊蚊（Ａｅｄｅｓ　ｄｏｓａｌｉｓ）、尸
蓝蝇（Ｃｙｎｏｍｙａ　ｍｏｒｔｕｏｒｕｍ）等。膜翅目（Ｈｙｍｅｎｏｐ－
ｔｅｒａ）昆虫占第２位，约占２３．５８％，有长凹头蚁（Ｆｏｒ－
ｍｉｃａ　ｌｏｎｇｉｃｅｐｓ）、黑高加索蚁（Ｆｏｒｍｉｃａ　ｔｒａｎｓｋａｌｌｃａｓｉ－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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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铺道蚁（Ｔｅｔｒａｍｏｒｉｕｍ　ｃａｅｓｐｉｔｕｍ）等。居第３位的
是鞘翅目（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昆虫，占１７．３３％，有蜉金龟
（Ａｐｈｏｄｉｕｓ　ｓｐ．）、疏刻绿芫菁（Ｌｙｔｔａ　ｂａｔｔｏｎｉｉ）等。

山坡草甸群落百网取样获得２２１头昆虫，分别隶
属于８目２２科３１种，种数和个体数均居第２位。其
中双翅目种类和数量最多，约３４．３９％，主要有秽蝇
（Ｃｏｅｎｏｓｉａｓｐ．）、黑斑蝇（Ｈｅｒｉｎａｓｐ．）等。膜翅目昆虫
居第２位，约占２６．２４％，有长凹头蚁（Ｆｏｒｍｉｃａ　ｌｏｎｇｉ－
ｃｅｐｓ）、黑高加索蚁、铺道蚁等。居第３位的是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约占１４．４８％，主要有小长蝽（Ｎｙｓｉｕｓ
ｓｐ．）、琴长蝽（Ｌｉｇｙｒｏｃｏｒｉｓ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等。

沼泽化草甸群落百网取样获得１２９头昆虫，分别
隶属于８目１５科１８种。该群落昆虫以双翅目最多，
约占４９．６１％，沼大蚊（Ｌｉｍｏｎｉａ　ｓｐ．）、细腹蚜蝇
（Ｓｐｈａｅｒｏｐｈｏｒｉａｓｐ．）的种类最丰。鳞翅目居第２位，
占１３．９５％，主要有条小卷蛾（Ａｌｒｇｙｒｏｐｌｏｃｅ　ｓｐ．）、蓝
灰碟（Ｐｌｅｂｅｊｕｓ　ａｒｇｕｓ）。半翅目（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居第３
位，约占１３．１８％，主要有泽黑跳蝽（Ｓａｌｄ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黑色小网蝽（Ａｇｒｍｍａ　ｌａｅｔｕｍ）。
金露梅灌丛草甸群落百网取样获得２０６头昆虫，

分别隶属于４目１９科３１种。昆虫组成类群以双翅
目的种类为主，其中双翅目占总数约为６２．６２％。这
一比重高于前３种生境中双翅目的比重。这主要是
该地放牧牲畜多，牦牛粪堆积也多，而且温度低湿度
大，分解效率低，从而造成蝇类占优势。有黑斑蝇、尸
蓝蝇（Ｃｙｎｏｍｙａ　ｍｏｒｔｕｏｒｕｍ）、黄粪蝇（Ｓｃａｔｈｏｐｈａｇａ
ｓｔｅｒｃｏｒａｒｉａｌｌ）等。膜 翅 目 昆 虫 居 第 ２ 位，约 占

２０．３９％，有长凹头蚁（Ｆｏｒｍｉｃａ　ｌｏｎｇｉｃｅｐｓ）、黑高加索
蚁、铺道蚁等。居第３位的是鞘翅目，占１２．６２％，主
要是金露梅跳甲（Ａｌｔｉｃａｓｐ．）。

在以上的４个生境（表２），共取得９０８头昆虫，隶
属于１０目４２科６０种。调查发现，该地区双翅目昆
虫是最繁盛的类群，高达４３．６１％；居第２位的优势目
为膜翅目的蜂、蚂蚁；居第３位的是鞘翅目，种类有
蜉金龟和金露梅跳甲等；其次优势目依次为，半翅目
的蝽类，鳞翅目的蛾、蝶类，同翅目的蚜虫、叶蝉类。

表２　高寒草甸不同生境昆虫群落取样统计（百网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ｓｅｃ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ｂｙ　１００ｔｉｍｅｓ

群落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滩地草甸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ｅａｄｏｗ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个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山坡草甸
Ｓｌｏｐｅ　ｍｅａｄｏｗ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个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沼泽化草甸
Ｓｗａｍｐ　ｍｅａｄｏｗ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个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金露梅灌丛
Ｄａｓｉｐｈｏｒ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个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蜻蜓目Ｏｄｏｎａｔａ　 １　 ２　 １　 １
襗翅目Ｐｌｅｃｏｐｔｅｒａ　 １　 ２
直翅目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　 １　 １０　 １　 ２
同翅目Ｈｏｍｏｐｔｅｒａ　 ４　 １０　 ２　 ７　 １　 ７
半翅目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４　 ３３　 ２　 ３２　 ２　 １７
鞘翅目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９　 ６１　 ３　 ２４　 ４　 ２６
膜翅目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１０　 ８３　 ７　 ５８　 ２　 ５　 ６　 ４２
毛翅目Ｔｒｉｃｈｏｐｔｅｒａ　 １　 １５
鳞翅目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９　 ２６　 ６　 ２２　 ３　 １８　 ４　 ９
双翅目Ｄｉｐｔｅｒａ　 １８　 １２７　 １０　 ７６　 ７　 ６４　 １７　 １２９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５６　 ３５２　 ３１　 ２２１　 １８　 １２９　 ３１　 ２０６

３．２群落多样性　４种取样生境中，按多样性指数
由高往低依次为滩地草甸＞金露梅灌丛＞山坡草
甸＞沼泽化草甸；群落的多样性指数和群落的丰富度
指数关系密切，呈一致的趋势；优势度指数沼泽化草
甸最高，滩地草甸最低；均匀性指数各群落差异较小
（表３）。其中，滩地草甸不仅种类最多，而且丰富度指
数也最高，因此多样性指数也最高。金露梅灌丛和山

坡草甸因其丰富度和均匀性差异不大，仅次于滩地草
甸，其多样性指数也较大。相反，虽然沼泽化草甸的
优势度是最高的，但是因其种类较单一且数量少，其
群落多样性明显低于以上３个生境群落。

３．３群落相似性与聚类分析　４个取样生境群落
的相似性水平采用 Ｍｏｕｎｔｆｏｒｄ相似指数公式进行计
算（表４），并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聚类方法进行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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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草地类型的昆虫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ｓｅｃ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ｅａｄｏｗｓ

草地类型 Ｍｅａｄｏｗ　ｔｙｐｅ
优势度指数（Ｃ）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丰富度指数（Ｒ）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多样性指数（Ｈ′）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均匀度指数（Ｅ）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滩地草甸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ｅａｄｏｗ　 ０．０３１　３　 ９．３７９　９　 ３．７１７　２　 ０．９２３　４
山坡草甸Ｓｌｏｐｅ　ｍｅａｄｏｗ　 ０．０５１　０　 ５．５５７　４　 ３．１９０　０　 ０．９２８　９
沼泽化草甸Ｓｗａｍｐ　ｍｅａｄｏｗ　 ０．０７６　６　 ３．４９８　１　 ２．６９８　３　 ０．９３３　５
金露梅灌丛Ｄａｓｉｐｈｏｒ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０．０４７　７　 ５．６３０　８　 ３．１９３　３　 ０．９２９　９

表４　不同草地类型的昆虫群落相似性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ｅａｄｏｗｓ

草地类型

Ｍｅａｄｏｗ　ｔｙｐｅ

滩地草甸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ｅａｄｏｗ

山坡草甸

Ｓｌｏｐｅ　ｍｅａｄｏｗ

沼泽化草甸

Ｓｗａｍｐ　ｍｅａｄｏｗ

金露梅灌丛

Ｄａｓｉｐｈｏｒ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滩地草甸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ｅａｄｏｗ　 １．０００　０　 ０．０６９　６　 ０．０２１　３　 ０．０６１　１
山坡草甸Ｓｌｏｐｅ　ｍｅａｄｏｗ　 １．０００　０　 ０．０２２　１　 ０．０４４　７
沼泽化草甸Ｓｗａｍｐ　ｍｅａｄｏｗ　 １．０００　０　 ０．０３１　９
金露梅灌丛Ｄａｓｉｐｈｏｒ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１．０００　０

分析，距离使用中间距离法（图１）。可以看出，４个生
境中，滩地草甸和山坡草甸昆虫群落的相似性最大，
这与生境相近不无关系。主要是滩地草甸和山坡草
甸的植被构成较相同，只是在地形、地势上有差异。
金露梅灌丛居第２位；差异最大的是滩地草甸和沼泽
化草甸。

图１　高寒草甸不同生境昆虫群落相似性等级

Ｆｉｇ．１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４　讨论
４．１群落结构的变化　选取本研究各个生境的昆
虫群落的优势目，与郑乐怡等［２２］１９９０年的研究结果
做对比（图２），发现各生境的优势目昆虫，都有较大的
变化。滩地草甸中，２００９年双翅目和半翅目昆虫个

体数明显少于１９９０年；而膜翅目和鞘翅目昆虫的数
量则多于１９９０年，这主要与该地区白天在畜粪堆下
栖息的蜉金龟属种类较多有一定关系。山坡草甸中，

２００９年双翅目半翅目数量明显少于１９９０年；膜翅目
和鞘翅目差别不大。沼泽化草甸中，２００９年双翅目
的数量下降的非常剧烈；其他类基本一致。金露梅灌
丛中，２００９年双翅目和鞘翅目数量少于１９９０年；鳞翅
目和膜翅目差别不大。

４．２多样性的变化　选取本研究各个生境的昆虫
群落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与郑乐怡等［２２］１９９０
年的结果做对比（图３），发现多样性指数与其结果基
本一致，只是各生境的多样性指数均比１９９０年有所
下降。但吴亚和金翠霞［６－７］１９８０和１９８１年所报道，沼
泽化草甸的多样性最高，群落最为复杂，而据本研究
观察，沼泽化草甸的植被多样性组成远低于其他３个
生境，主要以西藏嵩草为优势种，昆虫种类较单一以
大蚊科和摇蚊科的种类最丰，而昆虫群落的均匀度指
数的变化是最为明显的，各生境基本一致而且明显高
于１９９０年的研究结果；群落相似性与１９９０的研究结
果有一定差异，１９９０年研究显著，滩地草甸与金露梅
灌丛相似性最大，而本研究中滩地草甸与坡地草甸的
最大，这主要与两块生境的自然环境相似有一定的关
系。

　　群落结构和多样性指数的变化主要与全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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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年份各生境的昆虫结构优势目的比较

Ｆｉｇ．２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ｉｎｓｅｃ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图３　不同年份各生境昆虫多样性指数的比较

Ｆｉｇ．３　Ｉｎｓｅｃ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和生境的变迁、退化密切相关。青藏高原是全球气
候变化的敏感区和脆弱生态带，气候的微小变化均
能引起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的演替［２３］。而海北站地
处青藏高原的东北隅和中纬度地区，根据近２０多年
的气象观测资料。海北站所处的青北地区气温在逐
年上升，降水却在减少。随着气温的上升，土壤的地
温也在升高，这样就造成了土壤水分的散失，最终加
剧干旱化程度［２４－２６］。土壤温湿度的变化肯定会影响
到昆虫幼虫在土壤的生长发育，进而使得成虫的个
体数存在差异。

近２０年的过度放牧、虫鼠为害、气候变化和人
为干扰，都对草地造成了一定的破坏［２７－３１］，草地退化
明显。生境面积的减少和连接度及生境间景观类型
的变化，不仅影响到种群密度和种类丰度，同样也影
响着植物［３２－３４］。通过对群落的组成、多样性和群落
间的相似性分析，虽然海北定位高寒草甸地形总体
上变化不大，但是在不同生境中，昆虫群落结构及其
多样性存在各种程度的差异。这也进一步说明，昆
虫这种小体型的动物类群对于环境变化具有较强的
适应能力。生境的变迁和气候的变化引起了昆虫群
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差异变化。

草地生态系统是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统
一整体，也是人类对自然环境适应与改造形成的生

５２１



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２９，Ｎｏ．０１） ０１／２０１２

态系统。昆虫作为地球上种类和数量最多的一类动
物，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草地昆虫作
为草地生态系统中种类和数量最多的生物组分，其
功能同样不可小视，其对环境的变化极其敏感，在适
应草地环境的变化过程中形成了昆虫群落结构及特
征。因此，应该对不同典型草地类型的昆虫群落特
征结合环境气象因子做长期的季节动态研究以及群
落的演替过程，这样更能揭示昆虫对于环境变化的
普遍响应机制。如何运用昆虫作为指示生物对环境
的变化进行评价和监测，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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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国际市场主要饲料与畜产品价格分析
国际饲料价格较１１月普遍下跌。美国玉米期价环比下降４．２％，高粱价格较１１月下跌５．８％，大

豆价格环比下降２．３％。
国际畜产品价格涨跌互现。瘦肉猪价格环比下降１．６％，育肥牛较１１月上涨１．３％。

表１　１２月国际市场主要饲料与畜产品平均价格

饲料 价格 畜产品　　 价格

玉米　 ２３８．２９ＵＳＤ／ｔ 瘦肉猪 １．８８ＵＳＤ／ｋｇ
大豆　 ４２１．７２ＵＳＤ／ｔ 育肥牛 ３．２０ＵＳＤ／ｋｇ
大麦　 ２１７．４３ＡＵＤ／ｔ 猪肉＊ ２．１９ＵＳＤ／ｋｇ
春小麦 ４１５．８２ＡＵＤ／ｔ 鸡肉＊＊ １．９８ＵＳＤ／ｋｇ
高粱　 ２２０．９３ＵＳＤ／ｔ 牛肉＊＊ ４．３８ＵＳＤ／ｋｇ
豆粕　 ３５３．５６ＵＳＤ／ｔ 羊肉＊＊＊ ３．２１ＵＳＤ／ｋｇ
菜籽　 ５１０．３９ＣＡＤ／ｔ 羊羔肉＊＊＊ ５．１４ＵＳＤ／ｋｇ
豆饼　 ２８７．０１ＵＳＤ／ｔ 牛奶 ０．３３ＵＳＤ／ｋｇ
棉籽饼 ２５６．５６ＵＳＤ／ｔ
苜蓿粉 ３１１．７１ＵＳＤ／ｔ

　注：＊ 表示欧盟，＊＊ 表示美国，＊＊＊ 表示新西兰。１２月参考汇率为１ＣＮＹ（人民币）＝０．１５９ＵＳＤ（美元）＝０．１５４

ＡＵＤ（澳元）＝０．１６１ＣＡＤ（加元）＝０．１０２ＧＢＰ（英镑）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孙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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