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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竹子的飞虱类昆虫区系及生物地理学初探 (半翅目, 蜡蝉总科, 飞

虱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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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对世界取食、危害竹子的飞虱类昆虫的物种多样性、区系成分和分布特点进行了统计、分析, 并对该类昆

虫的分布格局及可能的起源与演化路径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 截至目前全世界共记录竹子飞虱 20属 105种,

均隶属于飞虱亚科, 以凹距飞虱族为优势类群, 有 18属 95种, 分别占竹子飞虱属、种数的 90%和 90� 5% , 余下

的为飞虱族的类群; 竹子飞虱主要分布于东洋界 ( 16属 96种, 占 91� 4% ) 和新热带界 ( 6属 13种, 占 12�4% ),

少数属种可渗透分布至古北界; 竹子飞虱的特有属、种极为丰富, 特有属 13个, 占竹子飞虱总属数的 65% , 特有

种 89个, 比例高达 84�8% ; 竹子飞虱可能起源于新生代第三纪的冈瓦纳古陆, 东洋界的中国南部和南亚诸岛是竹

子飞虱的现代分布和分化中心, 新热带界的厄瓜多尔可能是竹子飞虱的又一现代分布和分化中心。

关键词 � 竹子害虫, 飞虱科, 物种多样性, 生物地理, 分布.

中图分类号 � Q968

1� 概述

竹子是禾本科 G ram ineae竹亚科 Bambuso ideae

植物的总称, 属多年生常绿植物, 是极其重要的非

木材可再生林业资源, 也是重要的园林绿化植物。

全世界有竹类植物 (不包括草本竹类 ) 70多属 1 200

多种, 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热带、

亚热带区域, 少数竹类分布在温带和寒带, 包括中

国在内的东南亚季风区为竹类植物的中心分布区。

竹类资源作为陆地上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

球竹林面积 2 000 � 10
4
hm

2
以上, 约占世界森林总

面积的 1% (郑蓉等, 2006)。竹子是常绿 (少数竹

种在旱季落叶 ) 浅根性植物, 对水热条件要求高,

而且非常敏感, 地球表面的水热分布支配着竹子的

地理分布。世界的竹子地理分布可分为 3大竹区,

即亚太竹区、美洲竹区和非洲竹区, 有些学者单列

 欧洲、北美引种区! (戴宪德等, 2009)。

中国是世界竹子中心产区之一, 是最重要的竹

子生产和栽培国。中国是竹类资源最为丰富、竹林

面积最大。全国竹类植物共有 37属 500余种, 其中

有许多是我国特有竹种。竹林面积超过 5 000万亩,

占全国森林面积的 28%。由于气候、土壤、地形的

变化及竹子生物学特性的差异, 中国竹子分布具有

明显的地带性和区域性。我国竹林被划分为 5大竹

区, 即: 北方散生竹区、江南高山竹区、西南混合

竹区 (又包括华南亚区、西南亚区 )、南方丛生竹

区、琼滇攀援竹区 (欧阳海, 2005)。竹子富含糖分

和水分, 且四季常青, 在竹子上滋养着极为丰富的

昆虫群落, 其中, 飞虱类昆虫便是竹子上重要的刺

吸类害虫之一。

飞 虱 是 半 翅 目 Hem iptera 头 喙 亚 目

Auchenorrhyncha蜡蝉总科 Fu lgoro idea中的一个最

大的类群, 全世界共记录 300余属 2 000多种, 我国

共有 156属 367种。飞虱均为植食性害虫, 它们以

刺吸式口器吮吸植物的汁液, 夺取植物的营养, 使

植物营养不良或至枯萎或在吮吸部位出现黄色或黄

褐色病斑, 有的则因涎液的刺激, 使植物细胞反常

增殖, 造成畸形臃肿的虫瘿, 并有传播植物病毒病

的可能 (刘明宏, 陈祥盛, 2008)。近年来, 飞虱在

竹子上的发生及危害呈明显上升趋势, 有不少种类

由次要害虫上升为主要害虫 (杨琳, 陈祥盛, 陈会



O c.t, 2010 李红荣等: 危害竹子的飞虱类昆虫区系及生物地理学初探 (半翅目, 蜡蝉总科, 飞虱科 )

明, 1999)。因此, 对竹子飞虱的区系及物种多样性

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也具有较大的经济

意义。

关于竹子飞虱区系和物种多样性研究, 国外未

见专门的报道。仅在一些飞虱分类文献中, 将竹子

记录为某些飞虱种类的寄主植物的零星记载

( M atsumura, 1900, 1935; M u ir, 1913, 1914,

1915, 1916, 1919, 1926, 1930; M elichar, 1914;

Ish ihara, 1949; Fennah, 1956; Fennah, 1978;

A sche, 1983)。根据作者统计, M u ir先后记述寄主

为竹子的飞虱 8属 21种, M etca lf ( 1943) 在其 ∀世

界飞虱名录 # 中记录竹子飞虱 11属 29种。国内学

者对竹子飞虱的分类研究报道则相对较多, 先后描

记了一大批竹子飞虱的新属种 (黄其林, 田立新,

丁锦华, 1979; 葛钟麟, 1980; 葛钟麟, 黄其林,

田立新等, 1980; 丁锦华, 1982; 葛钟麟, 丁锦华,

田立新等, 1983; 朱坤炎, 1985, 1988; 丁锦华,

杨莲芳, 胡春林, 1986; Yang and Yang, 1986; 丁

锦华, 1987; 丁锦华, 胡春林, 1982, 1987a, b;

丁锦华, 杨 莲芳, 1987; Yang, 1989; 丁锦华,

1990; Yang, 1992; 王金川, 丁锦华, 1996; 丁锦

华, 卓文禧, 黄邦侃, 1999; 陈祥盛, 丁锦华,

2000; 陈祥盛, 李子忠, 2000; 陈祥盛, 李子忠,

蒋书楠, 2000; 陈祥盛, 2002, 2005, 2006a, b;

Chen, 2003; 陈祥盛, 梁爱萍, 2005; 陈祥盛, 杨

琳, 2005; Guo, L iang and D ing, 2005; 丁锦华,

2006; Chen, L ,i L iang and Yang, 2006; Q in,

Zhang and D ing, 2006; 陈祥 盛, 杨琳, 李杨,

2007; Chen and L iang, 2007; Chen, Y ang and

Tsa,i 2007a, b; Chen and Tsa,i 2009; Q in and

Zhang, 2009)。其中, Yang and Yang ( 1986) 共记

录 6属 20种; 丁锦华和胡春林 ( 1987) 编制我国竹

子飞虱名录和属种检索表, 共有 11属 31种; 杨琳,

陈祥盛, 陈会明 ( 1999) 记述贵州竹子飞虱 7属 17

种; 丁锦华 ( 2006) 记述中国竹子飞虱 11属 44种。

之前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都局限于属种的分类记述或

名录编制, 而关于竹子飞虱详细的地理分布和生物

地理学研究未见报道。本文在对全世界竹子飞虱的

种类、分布等资料进行系统的统计和整理的基础上,

对竹子飞虱区系和生物地理学进行初步研究, 以期

为半翅目头喙亚目昆虫的系统演化、生物地理学、

生物学、生态学研究以及农林业生产中此类刺吸式

害虫的综合防治提供参考资料。

2� 材料与方法

2�1� 竹子飞虱的分类系统
目前关于飞虱科昆虫高级阶元的分类系统, 主

要 有 Asche ( 1985, 1990 ) 的 6 亚 科 系 统,

Eme ljanov ( 1996 ) 的 3 亚 科 系 统 和 Ham ilton

( 2006) 的 2亚科系统。本研究采用 Asche ( 1985,

1990) 的 6亚科 5族系统, 即锥飞虱亚科 Asirac inae

(含锥飞虱族 Asiracin i和五脊飞虱族 Ugyopini)、维

热飞虱亚科 V izcayinae、凯利飞虱亚科 K elisiinae、

长突 飞 虱 亚科 S tenocran inae、普 勒 飞 虱 亚 科

Plesiodelphacinae和飞虱亚科 De lphacinae (含凹距飞

虱族 Tropidocepha lin i、长飞虱族 Saccharosydn in i和

飞虱族 D elphacin i)。

2�2� 物种数据库的建立
对国内外竹子飞虱的物种及其分布信息进行详

细的统计, 在此基础上建立竹子飞虱物种数据库。

数据库中包括了每个物种的分类地位、定名人、定

名年代、主要次异名、特征描述、国内外分布信息、

寄主植物、是否为特有种等多项信息。

有关国外竹子飞虱资料, 除少数来自于作者近

年来与国外学者的标本交换之外, 大多数源于已发

表文献, 即把文献中记录寄主植物为  竹子 ! 的飞
虱种类纳入统计。有关国内竹子飞虱资料, 共有 3

个来源: 一是根据国内学者已发表的文献, 二是贵

州大学昆虫研究所标本馆馆藏标本 (采集记录标注

寄主植物为  竹子 ! 或具体的竹子名称的飞虱种
类 ); 三是作者近年来的采集记录。已准确鉴定

(待发表 ) 的新种亦纳入统计。

特有种系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限制分布的本地

独有种类, 本研究所指的  一定的区域范围 ! 为某
一国家或地区, 即国家 (地区 ) 特有种。

2�3� 地理分布数据库的建立
在上述竹子飞虱物种数据库的基础上, 建立竹

子飞虱地理分布数据库。根据张荣祖 ( 1999) 对世

界动物地理区划和中国动物地理区划的划分以及生

物地理学有关理论, 分析竹子飞虱的区系组成和分

布特点, 推测其起源及演化。世界陆地 6大动物地

理区为: 东洋界 Orienta l R egion, 古北界 Palearctic

R egion, 新 北 界 N earctic Region, 新 热 带 界

N eotrop ica lR egion, 非洲界 A frican Region和澳洲界

Australian R egion。中国 7个动物地理区分别是: 东

北区、华北区、蒙新区、青藏区、西南区、华中区

和华南区, 区下又细分为若干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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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地理分布图的绘制
将竹子飞虱地理分布数据导入 Arcview G IS

3�3, 绘制竹子飞虱的地理分布图。

3� 结果与分析

3�1� 竹子飞虱的物种多样性
截止目前, 世界竹子飞虱共有 20属 105种 (包

括待发表 9新种 ) (表 1), 分别占世界飞虱属种总

数的 6�67%和 5�3%。按 Asche ( 1985, 1990) 分

类系统, 竹子飞虱均属于飞虱亚科 Delphacinae, 其

中凹距飞虱族 Tropidocapha lin i有 18属 95种, 分别

占竹子飞虱属、种数的 90 % 和 90�5% ; 飞虱族

Delphac in i有 2属 10种, 分别占竹子飞虱属、种数

的 10%和 9�5%。由此可见, 竹子飞虱以凹距飞虱

族为优势类群。从种级水平上看, 以竹飞虱属

Bambu siphaga Huang et D ing的种类最多, 共有 22种;

马来飞虱属Malaxa M elichar和叶角飞虱属 Purohita

D istan t种类排在其次, 各有 11种; 种类在 5种以上

的有短头飞虱属 Epeurysa M atsumura、长跗飞虱属

Kakuna M atsumura、偏角飞虱属 Neobelocera D ing et

Yang、簇角飞虱属 Belocera Muir和梯顶飞虱属

ArcofaciesMuir; 其余属的种类均少于 5种, 而突额

飞虱属 Arcifron s D ing et Yang、Bambu cibatu s Muir属、

Bambu saria M elichar属、隆脊飞虱属 Carinodelphax

D ing et Yang、Eu id ello id es Muir 属和 Neop erkin siella

Muir属目前仅有 1种。

� 表 1� 世界竹子飞虱的物种多样性
� T able 1. Species diversity of bamboo planthoppers in the world.

族

Tr ibe
属

Genera
特有属

Endem ic genus
种

Species
特有种

Endem ic species

特有种百分比

Percentage of the endem ic
species (% )

凹距飞虱族

Trop idocaphalin i

梯顶飞虱属 ArcofaciesM uir � 8 4 50

� 角颜飞虱属 Arcofaciella Fennah ∃ 2 2 100

� 突额飞虱属 Arcifrons D ing et Yang ∃ 1 1 100

� Bam bu cibatusM uir 1 0

� Bam bu saria M elichar ∃ 1 1 100

� 竹飞虱属 Bam bu siphaga Huang et D ing 22 20 90�9

� 簇角飞虱属 B eloceraM uir ∃ 7 7 100

� 隆脊飞虱属 Carin odelphax Ding et Yang ∃ 1 1 100

� C olum bisoga Mu ir ∃ 2 2 100

� Eu idella Puton ∃ 4 4 100

� Eu idelloidesM uir ∃ 1 1 100

� 短头飞虱属 Epeurysa M atsumura 10 7 70

� 马来飞虱属Malaxa M elichar 11 10 90�9

� 小头飞虱属Malaxella Ding et H u ∃ 2 2 100

� N eoperkins iellaM uir ∃ 1 1 100

� 偏角飞虱属N eobeloc era Ding et Y ang ∃ 7 7 100

� 叶角飞虱属 Purohita D istant 11 7 63�64

� 异脉飞虱属 Specinervres Kuoh et Ding ∃ 3 3 100

飞虱族

Delphacin i
尖头飞虱属

Hadeodelphaxa K irkaldy
∃ 2 2 100

� 长跗飞虱属Kakuna M atsumura 8 7 87�5

总计

Tota l
�

13 105 89 84�8

� � 从表 1可看出, 竹子飞虱的特有属、种极为丰

富。在世界 20个竹子飞虱属中, 特有属 13个, 所

占比例为 65%。在 105种竹子飞虱中, 特有种为 89

个, 所占比例达 84�8%。在广布属中, 特有种所占

的比例亦非常高, 竹飞虱属、马来飞虱属中特有种

所占比例均为 90�9% ; 长跗飞虱属的特有种比例为

87�5% ; 除了梯顶飞虱属和 Bambu ciba tu s属外, 其余

的属中特有种的比例均超过 60%。

3�2� 竹子飞虱的区系成分
世界竹子飞虱的区系成分资料统计结果见表 2。

根据统计结果可看出, 竹子飞虱的区系成分相对较

单一, 共有 5种类型: 即东洋种、新热带种、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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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世界竹子飞虱的区系成分

� T able 2. Fauna of bamboo p lanthoppers in the wor ld.

属
Genera

区系成分
Fauna elements

O N O+ N O+ P O + P+ N

梯顶飞虱属 Arcofac iesM uir 8

角颜飞虱属 Arcofac iella Fennah 2

突额飞虱属 Arcifron s Ding et Yang 1

竹飞虱属 B am busiphaga H uang et D ing 22

Bam buc ibatusM uir 1

簇角飞虱属 B elocera M uir 7

Bam busariaM elichar 1

隆脊飞虱属 C arinod elphax D ing et Yang 1

Colum bisoga M uir 2

Euidella Puton 4

EuidelloidesM uir 1

短头飞虱属 EpeurysaM a tsumura 9 1

马来飞虱属M alaxa M elichar 9 1 1

小头飞虱属M alaxella D ing et Hu 2

N eoperkin siella M uir 1

偏角飞虱属 N eobelo cera D ing et Yang 7

叶角飞虱属 Purohita Distant 9 2

异脉飞虱属 Spec in ervres Kuoh et D ing 3

尖头飞虱属 Hadeodelphaxa K irka ldy 2

长跗飞虱属 Kakuna M atsumura 7 1

总计 Total 91 9 3 1 1

� � 注: O�东洋界 O rientalR eg ion, P�古北界 Palearctic R egion, N�新热带界 N eotrop icalR egion.

古北种、东洋 +新热带种、东洋 +古北种 +新热带

种。其中典型东洋种有 91种, 占统计总数的

86�7% ; 典型新热带种有 9种, 占 8�6% , 跨东洋

界和新热带界分布的有 3种, 占 2�9% , 跨东洋界

和古北界以及跨东洋界、古北界和新热带界的各有

1种, 各占 1�0%。由此可见, 竹子飞虱的区系成分

以东洋种为绝对优势类群, 新热带种占少数的比例,

跨界种则为数极少 (图 1)。

3�3� 竹子飞虱的地理分布
竹子飞虱 20个属级阶元的地理分布具体如下。

梯顶飞虱属 Arcofacies (图 2 ) 全世界共有 8种,

分布于东洋界。其中梯顶飞虱 A. fu llawa yiMuir分布

较广 (中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

宾和印度尼西亚 ), 其他的有 1种分布于菲律宾, 1

种分布于斯里兰卡, 1种分布于马来西亚, 4种主要

分布在中国南方, 具体分布于中国华中区和西南区

的西南山地亚区。

C olumbisoga属 (图 2) 全世界共有 13种, 其中

危害竹子的有 2种, 仅分布于新热带界, 为厄瓜多

尔的特有种。

角颜飞虱属 Arcofa ciella (图 3) 全世界共有 2种,

分布于东洋界。为中国特有属种, 具体分布于中国

的华中区和华南区。

图 1� 竹子飞虱区系成分
F ig. 1. Fauna componen t of bamboo p lan thop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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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梯顶飞虱属 A rcofa cies和 Colum bisoga属的分布

F ig. 2. D istribu tion o fArcofacies andColumbisoga.

图 3� 角颜飞虱属 A rcofa ciella和 Bambu cibatu s属的分布

F ig. 3. D istribu tion o fArcofaciella andBam bu ciba tu s.

� � Bambu ciba tu s属 (图 3)全世界仅有 1种, 分布于

东洋界的新加坡、马来半岛、婆罗洲。

突额飞虱属 Arcifron s (图 4) 全世界仅有 1种,

分布于东洋界。为中国特有属种, 具体分布于中国

西南区的西南山地亚区。

隆脊飞虱属 Carin odelphax (图 4) 全世界仅有 1

种, 分布于东洋区。为中国特有属种, 具体分布于

中国的华南区滇南山地亚区。

Eu id elloid es属 (图 4 ) 全世界仅有 1种, 仅分布

于新热带界, 为厄瓜多尔的特有属种。

Bambu saria属 (图 4) 全世界仅有 1种, 仅分布

于东洋界, 为菲律宾的特有属种。

竹飞虱属 Bambu siphaga (图 5) 全世界共有 22

种, 分布于东洋界。除了 1种分布于新加坡、马来

西亚, 1种同时分布于中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外,

其余种类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 具体分布于中国华
中区、华南区和西南区的西南山地亚区。

簇角飞虱属B elo cera (图 6) 全世界共有 7种, 分

布于东洋界。为中国特有属种, 具体分布于中国的

华南区、华中区西部山地高原亚区和西南区西南山

地亚区。

Eu idella属 (图 6) 全世界共有 4种, 仅分布于

新热带界, 为厄瓜多尔的特有属种。

短头飞虱属 Ep eurysa (图 7) 全世界共有 10种,

分布于东洋界、古北界和新热带界。除 1种分布于

菲律宾, 1种分布于尼泊尔, 1种同时分布于中国、

俄罗斯 (滨海区 )、日本、斯里兰卡和阿根廷外,

其余种类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 具体分布于中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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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突额飞虱属 A rcifron s、Bam bu saria属、Carin odelphax属和 Eu idelloides属的分布

F ig. 4. D istribu tion o fArcifron s, Bam bu sar ia, Car inod elphax andEu id ello id es.

图 5� 竹飞虱属 Bambu siphaga的分布

F ig. 5. D istribu tion o fBam bu siphaga.

中区、华南区和西南区的西南山地亚区。

马来飞虱属Ma laxa (图 8) 全世界共有 11种,

分布于东洋界和新热带界。 4种分布于中国南方,

具体分布在中国的华中区、华南区台湾亚区和西南

区的西南山地亚区; 3种分布于印度尼西亚; 2种分

布于菲律宾; 1种分布于玻利维亚; 1种分布于加里

曼丹岛和厄瓜多尔。

小头飞虱属Malaxella (图 9) 全世界共有 2种,

分布于东洋界。为中国特有属种, 具体分布于中国

的华南区和华中区西部山地高原亚区。

Neop erkin siella属 (图 9) 全世界共有 1种, 仅分

布于新热带界, 为厄瓜多尔的特有属种。

偏角飞虱属 Neobelocera (图 10 ) 全世界共有 7

种, 分布于东洋界。为中国特有属种, 具体分布于

中国的华中区和华南区滇南山地亚区、闽广沿海亚

区、海南岛亚区。

尖头飞虱属 Hadeod elphaxa (图 10) 全世界共有

2种, 分布于东洋界。为中国特有属种, 具体分布

于中国的华中区西部山地高原亚区和华南区的海南

岛亚区、台湾亚区。

叶角飞虱属 Purohita (图 11) 全世界共有 11种,

主要分布于东洋界和新热带界。其中 5种仅分布于

中国南方, 具体分布于中国的华南区和华中区西部

山地高原亚区; 1种仅分布于印度; 1种仅分布于马

811



Acta Zoo taxonom ica Sin ica动物分类学报 Vo l� 35� No� 4

图 6� 簇角飞虱属 B elocera和 Eu id ella属的分布

F ig. 6. D istribu tion o fBelocera andEu id ella.

图 7� 短头飞虱属 Ep eury sa的分布

F ig. 7. D istribu tion o fEpeurysa.

图 8� 马来飞虱属Ma laxa的分布
F ig. 8. D istribu tion o fM alaxa.

来西亚; 1种同时分布于中国 (华南区 )、斯里兰

卡、阿根廷和印度; 1种同时分布于中国 (华南区

台湾亚区 ) 和阿根廷; 1种同时分布于中国 (华南

区台湾亚区 ) 和菲律宾; 1种同时分布于中国 (华

南区和华中区西部山地高原亚区 ) 和越南。

异脉飞虱属 Specinervres (图 12) 全世界共有 3

种, 分布于东洋界, 为中国特有属种, 具体分布于

中国的华中区西部山地高原亚区和华南区滇南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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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小头飞虱属Ma laxella和N eop erkin siella属的分布

F ig. 9. D istribu tion o fM alaxella andN eoperkin siella.

图 10� 偏角飞虱属 N eobelocera和尖头飞虱属 Hadeod elphaxa的分布

F ig. 10. D istribution ofN eobelocera andHadeod elphaxa.

亚区。

长跗飞虱属 Kakuna (图 13) 全世界共有 8种,

主要分布于东洋界 ( 1种跨古北界分布 )。除 1种同

时分布于中国 (华中区东部丘陵平原亚区 ) 和日本

外, 其他 7种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地区, 具体分布

于中国的华中区西部山地高原亚区和华南区台湾

亚区。

4� 结论和讨论

4�1� 竹子飞虱的物种多样性
竹子飞虱共有 20属 105种, 分别占世界飞虱属

种总数的 6�67%和 5�3% , 比例似乎并不高, 但竹

子飞虱均隶属于飞虱亚科, 并主要集中在凹距飞虱

族 ( 18属 95种, 分别占竹子飞虱属、种数的 90%

和 90�5% )。凹距飞虱族目前全世界共记录 33属

( Chen and Tsa,i 2009 ), 如果从属级水平上来看,

竹子飞虱在凹距飞虱族中的比例则高达 54�55%。
根据作者所掌握的资料估计, 竹子飞虱的实际

属种数应远不止目前所知的 20属 105种。一方面,

是由于飞虱分类学家的工作重心往往在于种类的研

究记述, 而不是在于寄主植物等栖境信息的收集,

而且分类研究大多集中于对馆藏标本的研究, 少有

亲赴野外采集, 而馆藏标本的寄主植物信息却十分

有限, 已确认寄主植物的飞虱种类自然不多; 另一

方面, 竹子飞虱大多集中分布于东洋界和新热带界,

特有属种极为丰富, 从目前情况看, 这些地区的飞

虱分类研究水平与古北界、新北界相比, 仍有不小

差距, 尚处于种类的研究记述阶段, 包括竹子飞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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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叶角飞虱属 Puroh ita的分布

F ig. 11. D istribution ofPuroh ita.

图 12� 异脉飞虱属 Specin ervr es的分布

F ig. 12. D istribution ofSp ecin ervres.

在内的大量的飞虱科昆虫的新属种有待发现和描记。

4�2� 竹子飞虱的区系成分和分布特点

竹子飞虱的区系成分具有  以东洋种为绝对优
势类群, 新热带种占有一定比例! 的特点。竹子飞
虱主要集中分布于东洋界和新热带界, 古北界有少

数属种分布 (图 14), 竹子飞虱分布在东洋界的种类

最多, 特有种类极为丰富。由图 14可以看出, 竹子

飞虱主要分布于中国南部和南亚各岛屿, 在中国的

分布又主要集中在华南区、华中区和西南区, 特别

是中国南部沿海以及台湾岛和海南岛比例更高; 在

新热带区共有 13种分布, 其中 9种竹子飞虱为新热

带界特有种, 所占比例为 69�23% , 主要分布于厄

瓜多尔、玻利维亚和阿根廷; 在古北界仅有 2种分

布, 且无特有种, 由此推测, 分布于古北界的少数

种类应该是东洋界种向北渗透的结果。

4�3� 竹子飞虱的起源

从中生代进入新生代, 新阿尔卑斯运动 (又称

喜马拉雅运动 ) 使世界古地图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由于海底扩张, 冈瓦纳古陆进一步分裂, 澳大利亚

大陆与南极大陆分开并逐渐向北迁移; 非洲大陆逐

渐向北靠近, 并与欧亚大陆中东地区相碰撞, 古地

中海在此地区关闭, 形成地中海; 印度板块于始新

世在西藏南部与亚洲相撞, 形成欧亚次大陆, 地中

海消失, 残留下来黑海、里海和咸海。印度板块与

亚洲大陆相撞形成的造山带使得这一地区的海拔不

断提高, 在新第三纪逐步形成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

原。但在上新世早期, 喜马拉雅山并不高, 南北动

物可以自由迁徙。在第三纪, 非洲与东洋区之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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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长跗飞虱属 Kakuna的分布

F ig. 13. D istribution ofK akuna.

图 14� 世界竹子飞虱的分布总体图
F ig. 14. Th e d istribu tion of bam boo plan thoppers.

图 15� 竹子飞虱的扩散路线
F ig. 15. Prolifera tion of rou tes of bam boo p lan thoppers.

一植被茂盛的陆地通道, 使非洲区与东洋区的物种

交换成为可能。晚中新世 ( 11�2~ 5�3M a; M a: 百

万年, 以下相同 ) 之后, 由于喜马拉雅山急剧上升,

喜马拉雅山渐渐成为动物不可逾越的屏障才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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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界与非洲界的联系 (张雅林等, 2004)。

竹子在亚洲、澳大利亚、非洲和南北美洲都有

分布, 但木本竹子在亚洲的多样性远远高于其它地

区。从现有的化石证据和基部类群的地理分布推断,

竹亚科很可能起源于新生代第三纪 ( 65M a) 的冈

瓦纳古陆 (郭振华, 李德铢, 2002)。昆虫与寄主植

物是协同进化的, 飞虱科昆虫也不例外。在竹子上

取食为害的飞虱不会先于其寄主植物而出现, 由此

推测, 竹子飞虱的祖先类型很可能继其寄主植物之

后, 也是起源于第三纪冈瓦纳古陆, 并随寄主植物

由非洲界通过非洲与亚洲的通道在晚中新世前向东

扩散到东洋界, 形成目前的现代分布和分化中心,

部分种类由此向古北界渗透 (图 15)。

4�4� 竹子飞虱的分布与分化中心
竹子飞虱的分布格局是由其寄主植物、气候、

地理等多重原因决定的。从动物地理和自然地理角

度分析, 一定自然地理范围的动植物种类和密度,

与地理范围的自然条件有密切关系 (张荣祖,

1999)。如前所述, 竹子飞虱可能起源于新生代第三

纪的冈瓦纳古陆, 但目前仅分布于东洋界和新热带

界。推测形成现今分布格局的可能原因如下。

大约从三叠纪开始 ( 250M a), 联合古陆被沿现

在墨西哥湾和大西洋中部到古地中海西部的裂线分

开, 代表着联合古陆的分离, 形成了北方的劳亚古陆

和南方的冈瓦纳古陆。在中生代晚侏罗纪时 ( 135M a

前 ), 南大西洋开始形成; 非洲大陆与南极洲大陆、

印度次大陆与澳大利亚大陆之间开始分裂, 已经出现

了古印度洋。由于南大西洋扩张, 马达加斯加�印度
次大陆与非洲大陆分离。晚白垩纪晚期, 马达加斯加

到达与现在非洲相对的位置, 而印度次大陆则以极快

的速度向北漂移与欧亚大陆相撞 (张雅林等, 2004)。

古澳洲大陆和古北美洲大陆在竹子飞虱出现之前就已

经游离出去了, 因此, 现今的澳洲界和新北界无竹子

飞虱分布情况与大陆漂移的历史是吻合的, 而分布于

印度大陆的竹子飞虱则是在印度次大陆与欧亚大陆相

撞以后由非洲通过中东传入。

古北界绝大部分地区缺少竹子飞虱的分布, 可

能与第三纪末和第四纪冰川的作用有关, 这一时期

北半球大部分地区遭受冰盖, 竹子飞虱与其寄主植

物一起退出了这些区域。非洲界由于气候的变化,

特别是晚中新世撒哈拉大沙漠形成后, 非洲的大部

分地区变为干燥炎热的赤道气候带、热带气候带和

亚热带气候带, 竹亚科植物不适应该区内干燥炎热

的气候而退出非洲界的大部分区域, 竹子飞虱也随

其寄主植物一起退出了这一区域。

东洋界地处热带与亚热带, 属于热带 /亚热带季

风气候, 气候温暖湿润, 动植物种类和数量丰富,

这为竹类植物和以竹类植物为食的昆虫类群提供了

良好的生息繁衍的场所。在漫长历史进程中, 东洋

界的中国南部和南亚诸岛逐渐形成了竹子飞虱的现

代分布和分化中心。同样地, 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

和气候条件, 也使得新热带界以厄瓜多尔为中心,

形成了竹子飞虱又一个可能的分布和分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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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UNA AND BIOGEOGRAPHY OF BAMBOO�FEED ING PLANTHOPPERS

(HEM IPTERA , FULGORO IDEA , DELPHAC IDAE) IN THEWORLD

LIHong�Rong, YANG L in, CHEN X iang�Sheng *

1. The Provincial K ey Laboratory for Agricu ltural Pes tM anagem en t ofM oun tainou sR egion, Guizhou U niversity, Gu iyang � 550025, China

2. In stitute of En tom ology, Gu izhou Univers ity, Gu iyang� 550025, Ch ina

Abstract � Based on collection of specmi ens and
litera tures of many years, the species d iversity, fauna
elemen ts, geograph ica l distribu tion, possible
origina tion and d ispersa l route of bamboo�feeding
plan thoppers in the world are sta tistica lly ana lyzed.
The resu lts show that bamboo�feeding p lan thoppers
are represen ted by 105 species in 20 genera belonging
to the subfam ily D elphacinae. Among them, there are
95 species in 18 genera be longing to the tr ibe
Trop idocepha lin,i wh ich accoun t for 90�5 % and
90% of the to tal of species and genera. The rest
m embers belong to the tr ibe Delphaciin.i Bamboo�
feeding p lan thoppers aremain ly distribu tion in Orien ta l
Region ( 96 species in 16 genera, abou t 91�4 % in

proportion) and Neotropica l Region ( 13species in 6

genera, about 12�4 % in proportion ), and a few
genera and species cou ld d ispersa l to Palearctic
R egion. The endem ic genera and species of bamboo�
feed ing p lanthoppers are very abundan .t There are 13
endem ic genera wh ich accoun t for 65 percen t of the
to tal genera and 89 endem ic species wh ich accoun t for
84�8 percen t of the tota l species. Bamboo�feed ing
p lanthoppers probably or iginated from Gondwana
during Tertiary. Southern Ch ina and is lands of south
Asian of Orien tal Region are the diversity center, and
Ecuador of N eotrop ica l R egion is another possib le
d iversity cen ter.

K ey words� Bamboo pests, Delphacidae, species d iversity, b iogeography, distribu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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