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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大兴安岭塔源林场不同生境蝶类的多样性与相似度进行分析。 ［方法］首次对大兴安岭塔源林场蝶类资源进行调查，
掌握塔源林场不同生境中蝶类的资源分布情况。 ［结果］经研究发现塔源林场有蝶类 ８２ 种活动，隶属于 ７ 科 ５３ 属，包括优势种 １１ 种。
通过分析样地中野生蝶类资源的分布情况发现，灌丛环境蝶类多样性与优势度指数最高，草甸的均匀度指数最高，湿地的各项指数均最
低。 相似度情况以灌丛和湿地最高，林缘和草甸的相似度最低。 ［结论］该研究对于分析大兴安岭塔源林场蝶类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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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源林场位于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新林区西南部，塔河

的上游，南部为松岭区，西部为呼中区，行政上归塔河县所管

辖，它是大兴安岭新林区林业局的一个所属林场。 在塔源林

场内有原始森林分布，这里以木材和林副产品生产为主。 塔

源林场的生态环境因素较为复杂，其蝶类资源非常丰富，是
从事生物多样性考察的典型样地［１］。

为了掌握塔源林场动植物资源、蝶类在自然环境的分布

现状、昆虫多样性与自然环境的现状，佳木斯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老师、应用昆虫研究所成员和在校生共同对塔源林场蝶

类昆虫资源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考察研究获得了大量的蝶

类数据，根据前期的研究成果进行科学分析，为开发和分析

大兴安岭塔源林场的昆虫与生物资源提供基础资料。
１　 研究区概况

塔源林场位于大兴安岭地区所属塔河县新林区境内的

西南部，此区域是黑龙江省西北部的山地类型区域，地理坐

标为 ５２°～５３°Ｎ，其西部与漠河县相邻，南部与松岭区毗邻，
西部与呼中区等区域相连，东部与大兴安岭呼玛县毗邻，北
侧距俄罗斯较近，这里已经是大兴安岭地区的中心区域，现
有嫩漠铁路和公路从此经过。

塔源林场属寒温带大陆性气候，受大陆季风气候季节性

影响，气候变化较大，冬季漫长寒冷且干燥，夏季较短暂且湿

热，降水量较小，年平均气温约为－２．４ ℃，最大年较温度差为

４７．２ ℃，无霜期 １００ ｄ 以上，年平均降水量超过４６０ ｍｍ。
塔源林场森林覆盖率高，常见树种包括白桦、落叶松、樟

子松、榆树、毛赤杨、柳树、杨树等，草本植物有菊蒿、野百合、
草木犀、广布野豌豆、柳兰、小白花地榆、野罂粟、兴安老鹳草

等，野生浆果包括笃斯、蓝靛果、越橘等东北山特产，其野生

植物种类和分布数量较多。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采样方法　 根据塔源林场年温度变化情况，在蝶类丰富

的时间段分 ６ 次对塔源林场进行蝶类专项调查。 在塔源林

场内选择林缘、灌丛、草甸、湿地 ４ 种生境，设置多处采样点，
在同一时段采用网捕法进行蝶类采样，统计观察到的数量，
并记录在样地中观察到的蝶类相关数据，将蝶类样本带回实

验室鉴定。
将调查采样后的部分蝶类展翅制作标本，同时参考蝶

类、昆虫分类专著和文献［２－７］对标本进行准确分类，将部分制

作的蝶类标本放于佳木斯大学生物标本馆内陈列。
２．２　 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生态学原理分析蝶类的多样性信

息［８－９］，统计分析采用 ＤＰＳ ７．０ 软件。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塔源林场蝶类种类情况　 经调查发现，塔源林场内有蝶

类 ８２ 种活动，隶属于 ７ 科 ５３ 属（表 １）。 塔源林场蝶类种类

以蛱蝶科 ２５ 种最多，占全部种类的 ３０．５％，其次为灰蝶科 １８
种，占全部种类的 ２２．０％，凤蝶科及绢蝶科种类最少，仅有 ２
种，占全部种类的 ２．４％。 在不同生境中，灌丛环境中蝶类种

类最多为 ５８ 种；草甸环境中个体数量最多，可观察到 ３９３ 只

蝶类个体；湿地环境中的蝶类种类和数量均最少，分别为 ３９
种和 １９１ 只。
３．２　 塔源林场不同生境蝶类多样性分析　 由统计数据可以

得出，不同生境中蝶类物种多样性指数大小顺序为灌丛、草
甸、林缘、湿地，即灌丛最高；均匀度指数大小顺序为草甸、灌

　 　 　安徽农业科学，Ｊ．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Ｓｃｉ． ２０１８，４６（１８）：１６－１８，２１



丛、林缘、湿地，即草甸最高；优势度指数大小顺序为灌丛、草 甸、林缘、湿地，即灌丛最高（表 ２）。

表 １　 塔源林场不同生境蝶类种类发生数量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ｏｆ Ｔａｙｕ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ａｒｍ 只

序号
Ｎｏ．

种类名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拉丁名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　 　 　

林缘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ｇｅ

灌丛
Ｓｈｒｕｂ

草甸
Ｍｅａｄｏｗ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１ 绿带翠凤蝶 Ｐａｐｉｌｉｏ ｍａａｃｋｉｉ ９ １１ — １
２ 金凤蝶 Ｐａｐｉｌｉｏ ｍａｃｈａｏｎ ２ ７ ４ —
３ 红珠绢蝶 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ｕｓ ｂｒｅｍｅｒｉ ３ １２ ９ —
４ 白绢蝶 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ｕｓ ｓｔｕｂｂｅｎｄｏｎｆｉｉ ７ ２ １３ ２
５ 斑缘豆粉蝶 Ｃｏｌｉａｓ ｅｒａｔｅ １６ １８ ２５ ７
６ 黑缘豆粉蝶 Ｃｏｌｉａｓ ｐａｌａｅｎｏ — １ — —
７ 黎明豆粉蝶 Ｃｏｌｉａｓ ａｕｒｏｒａ — ６ ５ —
８ 尖钩粉蝶 Ｇｏｎｅｐｅｅｒｙｘ ａｓｐａｓｉａ ７ ２４ １３ ６
９ 绢粉蝶 Ａｐｏｒｉａ ｃｒａｔａｅｇｉ ２７ １８ ６ ５
１０ 暗脉菜粉蝶 Ｐｉｅｒｉｓ ｎａｐｉ — １６ ９ —
１１ 菜粉蝶 Ｐｉｅｒｉｓ ｒａｐａｅ １６ １５ １８ ４
１２ 黄尖襟粉蝶 Ａｎｔｈｏｃｈａｒｉｓ ｓｃｏｌｙｍｕｓ — ５ — ２
１３ 云粉蝶 Ｐｏｎｔｉａ ｄａｐｌｉｄｉｃｅ ２６ — １７ １
１４ 莫氏小粉蝶 Ｌｅｐｔｉｄｅａ ｍｏｒｓｅｉ １ ３ — —
１５ 突角小粉蝶 Ｌｅｐｔｉｄｅａ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 — ７ —
１６ 宁眼蝶 Ｎｉｎｇｕｔａ ｓｃｈｒｅｎｋｉｉ ８ — １ —
１７ 黄环链眼蝶 Ｌｏｐｉｎｇａ ａｃｈｉｎｅ — ６ ２ ５
１８ 多眼蝶 Ｋｉｒｉｎｉａ ｅｐａｍｉｎｏｎｄａｓ ４ — ３ １
１９ 斗毛眼蝶 Ｌａｓｉｏｍｍａｔａ ｄｅｉｄａｍｉａ — １７ ５ —
２０ 白眼蝶 Ｍｅｌａｎａｒｇｉａ ｈａｌｉｍｅｄｅ — １６ ３１ ４
２１ 蛇眼蝶 Ｍｉｎｏｉｓ ｄｒｙａｓ — ３ １８ １５
２２ 酒眼蝶 Ｏｅｎｅｉｓ ｕｒｄａ — １ ３ —
２３ 英雄珍眼蝶 Ｃｏｅｎｏｎｙｍｐｈａ ｈｅｒｏ — — １ ３
２４ 牧女珍眼蝶 Ｃｏｅｎｏｎｙｍｐｈａ 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ｓ １ ２ — —
２５ 爱珍眼蝶 Ｃｏｅｎｏｎｙｍｐｈａ ｏｅｄｉｐｐｕｓ ７ ２ — —
２６ 隐藏珍眼蝶 Ｃｏｅｎｏｎｙｍｐｈａ ａｒｃａｎｉａ — ４ — —
２７ 暗红眼蝶 Ｅｒｅｂｉａ ｌｉｇｅａ ２ — ３ １
２８ 阿芬眼蝶 Ａｐｈａｎｔｏｐｕｓ ｈｙｐｅｒａｎｔｈｕｓ — １１ ２３ ２
２９ 紫闪蛱蝶 Ａｐａｔｕｒａ ｉｒｉｓ — １ ７ ６
３０ 柳紫闪蛱蝶 Ａｐａｔｕｒａ ｉｌｉａ １５ ８ ２６ —
３１ 夜迷蛱蝶 Ｍｉｍａｔｈｙｍａ ｎｙｃｔｅｉｓ ３ ２９ ７ —
３２ 白斑迷蛱蝶 Ｍｉｍａｔｈｙｍａ ｓｃｈｒｅｎｃｋｉｉ ２ — １ ９
３３ 帅蛱蝶 Ｓｅｐｈｉｓａ ｐｒｉｎｃｅｐｓ — １ — —
３４ 绿豹蛱蝶 Ａｒｇｙｎｎｉｓ ｐａｐｈｉａ — ２ ６ ９
３５ 小豹蛱蝶 Ｂｒｅｎｔｈｉｓ ｄａｐｈｎｅ １ ３ — —
３６ 红老豹蛱蝶 Ａｒｇｙｒｏｎｏｍｅ ｌａｏｄｉｃｅ — — ４ —
３７ 红线蛱蝶 Ｌｉｍｅｎｉｔｉｓ ｐｏｐｕｌｉ ７ ６ — １
３８ 折线蛱蝶 Ｌｉｍｅｎｉｔｉｓ ｓｙｄｙｉ ３ — — —
３９ 隐线蛱蝶 Ｌｉｍｅｎｉｔｉｓ ｃａｍｉｌｌａ — ２ — —
４０ 扬眉线蛱蝶 Ｌｉｍｅｎｉｔｉｓ ｈｅｌｍａｎｎｉ １ — — ３
４１ 重眉线蛱蝶 Ｌｉｍｅｎｉｔｉｓ ａｍｐｈｙｓｓａ — １ ２ １
４２ 提环蛱蝶 Ｎｅｐｔｉｓ ｔｈｉｓｂｅ — １ ６ —
４３ 链环蛱蝶 Ｎｅｐｔｉｓ ｐｒｙｅｒｉ ２ — ３ —
４４ 小环蛱蝶 Ｎｅｐｔｉｓ ｓａｐｐｈｏ １２ ２ — —
４５ 小红蛱蝶 Ｖａｎｅｓｓａ ｃａｒｄｕｉ ２ — ６ １７
４６ 白钩蛱蝶 Ｐｏｌｙｇｏｎｉａ ｃａｌｂｕｍ ４ ６ ７ １５
４７ 白矩朱蛱蝶 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ｓ ｕａｕａｌｂｕｍ — — ５ ２
４８ 朱蛱蝶 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ｓ ｘａｎｔｈｏｍｅｌａｓ １ ３ — １
４９ 孔雀蛱蝶 Ｉｎａｃｈｉｓ ｉｏ ６ ２ １ —
５０ 黄密蛱蝶 Ｍｅｌｌｉｃｔａ ａｔｈａｌｉａ ７ １ — —
５１ 中堇蛱蝶 Ｅｕｐｈｙｄｒｙａｓ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 １２ ３ ２３ ３７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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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序号
Ｎｏ．

种类名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拉丁名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

林缘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ｇｅ

灌丛
Ｓｈｒｕｂ

草甸
Ｍｅａｄｏｗ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５２ 阿拉网蛱蝶 Ｍｅｌｉｔａｅａ ａｌａ — １ ６ —
５３ 月牙网蛱蝶 Ｍｅｌｉｔａｅａ ｓｉｂｉｎａ １ — — —
５４ 艳灰蝶 Ｆａｖｏｎｉ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１ ２ — １
５５ 东北梳灰蝶 Ａｈｌｂｅｒｇｉａ ｆｒｉｖａｌｄｓｚｋｙｉ — ６ — —
５６ 栅黄灰蝶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ｓａｅｐｅｓｔｒｉａｔａ — — ２ —
５７ 黄灰蝶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ｌｕｔｅａ ２ １５ — —
５８ 斑貉灰蝶 Ｌｙｃａｅｎａ ｖｉｒｇａｕｒｅａｅ — １ ２ —
５９ 橙灰蝶 Ｌｙｃａｅｎａ ｄｉｓｐａｒ １ ４ — １
６０ 红灰蝶 Ｌｙｃａｅｎａ ｐｈｌａｅａｓ — ２ １ —
６１ 珞灰蝶 Ｓｃｏｌｉｔａｎｔｉｄｅｓ ｏｒｉｏｎ ７ — ２ １２
６２ 蓝灰蝶 Ｅｖｅｒｅｓ ａｒｇｉａｄｅｓ — ４ ７ １
６３ 琉璃灰蝶 Ｃｅｌａｓｔｒｉｎａ ａｒｇｉｏｌａ ７ ２ — １
６４ 黑灰蝶 Ｎｉｐｈａｎｄａ ｆｕｓｃａ — ６ ７ ２
６５ 褐红珠灰蝶 Ｌｙｃａｅｉｄｅｓ ｓｕｂｓｏｌａｎａ — — ２ —
６６ 红珠灰蝶 Ｌｙｃａｅｉｄｅｓ ａｒｇｙｒｏｇｎｏｍｏｎ — — ９ １
６７ 三爱灰蝶 Ａｒｉｃｉａ ｅｕｍｅｄｏｎ — ２ — １
６８ 中华爱灰蝶 Ａｒｉｃｉａ ｍａｎｄｓｃｈｕｒｉｃａ １ — — —
６９ 寒灰蝶 Ｖａｃｃｉｎｉｉｎａ ｏｐｔｉｌｅｔｅ — — １ —
７０ 银灰蝶 Ｇｌａｕｃｏｐｓｙｃｈｅ ｌｙｃｏｒｍａｓ ４ — ６ —
７１ 多眼灰蝶 Ｐｏｌｙｏｍｍａｔｕｓ ｅｒｏｓ — ３ — —
７２ 深山珠弄蝶 Ｅｒｙｎｎｉｓ ｍｏｎｔａｎｕｓ — ３ — １
７３ 蛱型飒弄蝶 Ｓａｔａｒｕｐａ 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ｓ ３ ２ ３
７４ 黑弄蝶 Ｄａｉｍｉｏ ｔｅｔｈｙｓ — ６ — ２
７５ 链弄蝶 Ｈｅｔｅ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ｍｏｒｐｈｅｕｓ ２８ １２ ３ ６
７６ 锦葵花弄蝶 Ｐｙｒｇｕｓ ｍａｌｖａｅ — — ６ —
７７ 花弄蝶 Ｐｙｒｇｕｓ ｍａｃｎｌａｔｕｓ — １ １２ １
７８ 红弄蝶 Ｈｅｓｐｅｒｉａ ｆｌｏｒｉｎｄａ ２ ５ — １
７９ 白斑赭弄蝶 Ｏｃｈｌｏｄｅｓ ｓｕｂｈｙａｌｉｎａ — — ２ —
８０ 小赭弄蝶 Ｏｃｈｌｏｄｅｓ ｖｅｎａｔａｓ １ ９ — —
８１ 无斑豹弄蝶 Ｔｈｙｍｅｌｉｃｕｓ ｌｉｎｅｏｌａ — １ — —
８２ 豹弄蝶 Ｔｈｙｍｅｌｉｃｕｓ ｌｅｏｎｉｎｕｓ ４ — ２ —

种类数量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４３ ５８ ５２ ３９
个体数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２７６ ３５８ ３９３ １９１

表 ２　 塔源林场不同生境蝶类生态学指数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ｏｆ Ｔａｙｕ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ａｒｍ

样地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种类数量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个体数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多样性指数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Ｈ）

均匀度指数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Ｊ）

优势度指数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Ｄ）

林缘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ｇｅ ４３ ２７６ ４．７４５ ０．８７４ ４．３９９
灌丛 Ｓｈｒｕｂ ５８ ３５８ ５．２３５ ０．８９４ ４．８７１
草甸 Ｍｅａｄｏｗ ５２ ３９３ ５．１４２ ０．９０２ ４．８２４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３９ １９１ ４．４０２ ０．８３３ ４．０００

３．３　 塔源林场不同生境蝶类优势种分析　 经调查得出塔源

林场不同生境中蝶类的优势种共 １１ 种，分别为绢粉蝶、云粉

蝶、菜粉蝶、斑缘豆粉蝶、尖钩粉蝶、阿芬眼蝶、白眼蝶、柳紫

闪蛱蝶、夜迷蛱蝶、中堇蛱蝶、链弄蝶，这些优势种分别属于 ４
科 １１ 属，这些蝶类在塔源林场的野外自然环境中广泛分布。
３．４　 塔源林场蝶类相似度分析　 经计算得出不同生境蝶类

的相似度结果，灌丛和湿地的相似度最高，为 ０．５９８，其次是

草甸和湿地，相似度为 ０．５９３，林缘和草甸的相似度最低，为
０．５０５（表 ３）。

表 ３　 塔源林场不同生境蝶类相似度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ｏｆ
Ｔａｙｕ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ａｒｍ

样地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林缘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ｇｅ

灌丛
Ｓｈｒｕｂ

草甸
Ｍｅａｄｏｗ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林缘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ｄｇｅ １ ０．５６９ ０．５０５ ０．５３７
灌丛 Ｓｈｒｕｂ — １ ０．５８２ ０．５９８
草甸 Ｍｅａｄｏｗ — — １ ０．５９３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 —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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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申家店林区不同生境大型真菌生态学指数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ｆｕｎｇ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ｊｉａｄｉ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ｒｅａ

样地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物种数量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个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多样性指数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Ｈ）

均匀度指数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Ｊ）

优势度指数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Ｄ）

针叶林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１９ １２５ ３．１５９ ０．７４４ ０．６５１
阔叶林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２６ ２４９ ４．１１２ ０．８７５ ０．７８０
针阔混交林 Ｍｉｘｅｄ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ｆ⁃ｃｏｎｉｆ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 ２１ ２７８ ３．７８３ ０．８６１ ０．７５５
灌丛 Ｂｕｓｈｗｏｏｄ １６ ８１ ３．２８３ ０．８２１ ０．６８８

２．３　 申家店林区大型真菌相似度　 由表 ３ 可知，申家店林区

不同生境大型真菌相似度指数以阔叶林和灌丛最高，达
４７．６％；其次为针叶林和灌丛，达到 ４５．７％；而针阔混交林和

灌丛的相似度最低，仅为 ３７．８％。

表 ３　 申家店林区不同生境大型真菌的相似度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ｆｕｎｇｉ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ｊｉａｄｉ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ｒｅａ

样地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针叶林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阔叶林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针阔混交林
Ｍｉｘｅｄ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ｆ⁃ｃｏｎｉｆ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

灌丛
Ｂｕｓｈｗｏｏｄ

针叶林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１ ０．４００ ０．４５０ ０．４５７

阔叶林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１ ０．４２６ ０．４７６

针阔混交林 Ｍｉｘｅｄ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ｆ⁃ｃｏｎｉｆ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 １ ０．３７８

灌丛 Ｂｕｓｈｗｏｏｄ １

２．４　 申家店林区大型真菌分布与植物的关系　 自然界中广

泛分布的大型真菌是生态环境中重要的组织部分，大型真菌

对自然环境具有很好的调节作用，部分大型真菌还可与植物

形成共生菌，和部分伴生植物的种类与分布具有较高的相关

性，可通过保护林区的植物来有效保护大型真菌资源。

３　 小结

研究表明，申家店林区共有真菌 ４２ 种，其中优势种 １４
种。 申家店林区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优势度指数均以

阔叶林最高，针叶林最低；相似度指数以阔叶林和灌丛的相

似度最高，针阔混交林和灌丛的相似度最低。 应进一步对申

家店林区内的大型真菌优势种进行生物学方面研究，选用原

生质体融合或组织培养等生物手段对大型真菌进行人工繁

育，开发食药用菌资源。 同时，将有毒的大型真菌应用在农

业害虫的生物防治中，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从而更好服务

于农业害虫科学防治、无公害蔬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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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展望

首次对大兴安岭塔源林场蝶类资源进行调查，掌握了塔

源林场不同生境中蝶类的资源分布情况。 经研究发现塔源

林场有蝶类 ８２ 种活动，隶属于 ７ 科 ５３ 属，包括优势种 １１ 种。
通过分析样地中野生蝶类资源的分布情况发现，灌丛环境蝶

类多样性与优势度指数最高，草甸的均匀度指数最高，湿地

的各项指数均最低。 相似度以灌丛和湿地最高，林缘和草甸

的相似度最低。
塔源林场的蝶类调查对于掌握大兴安岭地区昆虫资源、

分析农林业害虫的总体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里分布

的红珠绢蝶属于很有研究价值的蝶类品种，它的分布与细叶

百合、野百合等植物分布直接相关，希望相关部门尽快研究

其生物学特性，加大保护这种珍稀蝶类的力度，从而保护生

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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