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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蝗虫地理分布格局的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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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宁夏的自然环境和行政区划将宁夏分为 "" 个分布区域。为方便聚类分析，根据分布范围将宁

夏蝗虫分为全布种（"" 个区域有分布）、多布种（" ’ "! 区域有分布）和独布种（只分布在 ! 个区域）# 类。在

以分布区域为特征做聚类分析的基础上，把多布种分组并确定重叠的分布格局，共分为 !( 个组。各组蝗虫在

宁夏的自然分布作为其分布格局。结果表明：宁夏蝗虫的多布种多呈不连续分布；分布格局与国内外基本相

似；贺兰山是宁夏蝗虫分布的热点。不连续的环境是造成宁夏蝗虫多布种不连续分布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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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处于我国西北腹地，总面积有

&& ($$ JA"，占全国总面积的 $ +&*P。但蝗虫的种

类有 -% 种，约为中国蝗虫种类总数的 *P。这一比

例显示了宁夏是一个蝗虫物种非常丰富的区域。这

与黄土高原和荒漠、半荒漠地区物种贫乏（N@523，

!**,，!***）的规律极不一致。这些蝗虫在宁夏如

何分布？以往的学者对其区系组成（N@:23 Q R52，

!**"；R523 :; 5B，!**!；R523 Q N@523，!**-；

R523 :; 5B，"$$!）、与其他动物地理亚区物种的共

有关系（N@:23 Q R52，!**"；S:2 Q N@>，!**%）

以及 宁 夏 的 动 物 地 理 区 划（N@523 Q T>，!**,；

N@523 :; 5B，!***；)12，!**!；S:2 Q N@>，!**%；

U1 Q S:2，!***）做过研究。但没有涉及蝗虫的地

理分布格局问题。

分布格局是生物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

其目的在于揭示物种或高级分类单元的分布规律及

影响因素。在动植物分布格局的研究方法中，把动

植物的分布信息直接标注在地图上进行分析是最简

单有效的方法（N@523，!**,）。近年来，随着在动

物地理研究中对定量分析需求的增长，先后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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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格 分 析 法（!"#$%，&’’(；!"#$%，)***）、聚 类

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辅助分析等

方法（+,- ,. #/，)**)；!"01 ,. #/，)**)）。聚类分

析不仅可以用作动物地理区划的研究，同时也可依

据分布情况对分类单元进行聚类以寻找重叠的分布

格 局 （ 21-30 4 2-#$,//,， )**&； 5/0.6-$ ,. #/，
)**)）。

本文整理了宁夏蝗虫的分布数据，应用聚类分

析方法进行分析，以展示丰富的蝗虫种类在宁夏的

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 材料和方法

! "! 分布区域

本文所用的宁夏蝗虫分布资料主要来源于陕西

师范大学动物研究所保存的“宁夏蝗虫标本采集记

录”（采集时间为 &’7* 8 &’’( 年），以及《蝗虫分

类学》（!",$%，&’’9）和《宁夏蝗虫》（!",$% 4
:#$，&’’)）。考虑到蝗虫的采集记录以往一般都

是记录到县，以县为区域单位比较容易整理分布资

料；同时宁夏绝大多数县境内的自然环境状况基本

一致，我们选择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 )* 个县市为

分布区域单位。由于贺兰山和六盘山的生态和地理

条件特殊，把这两个区域也列为所选的研究区域。

因而共有 )) 个分布区域（图 &）。

! "# 物种分类

宁夏已经记录的蝗虫共有 ;< 种。在 )) 个区域

都有分布的种类和只在一个区域分布的种类在聚类

分析的过程中信息含量较少，为了分析方便，我们

按照分布范围将其分为以下 = 类：

全布种：在所有 )) 个区域都有分布的种类。

这一类只有 = 种：黄胫小车蝗（!"#$%"&’ ()*"+)$%(’
>#1??1@,）、东亚飞蝗［ ,-.&’/$ 0(1+$/-+($ 0$)(%")’(’

（A,B C）］和中华蚱蜢（2.+(#$ .()"+"$ D"1$E,@%）。

多布种：在以上 )) 区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有

分布的种类。这一类共有 (9 种。其名称和分布如

表 &。有分布记为 &，没有分布记为 *。

独布种：只在 )) 个区域中的 & 个区域有分布

的种类。这一类共有 =* 个种，有 &< 个种为宁夏特

有种，&= 为非特有种。其名称和分布见图 &。

! "$ 分析方法

对全布种主要根据其在国内外的分布，分析宁

夏蝗虫全布种的区系来源。对多布种的分析首先将

表 & 转换为物种的地理分布数据矩阵。然后以物种

为分类单元，地理区域为性状进行聚类分析，以确

定哪些物种具有相似的分布形式。在此基础上将多

布种分组，然后把每个组的分布区域标注在地图

上。把占有该组物种数一半和一半以上的区域作为

主分布区，一半以下的区域为次分布区。从而得到

该组的分布格局。结合该组各种蝗虫在国内外的分

布，分析该组蝗虫的分布规律。聚类分析中距离系

数采用 F#GG#@3 系数，聚类方法为类平均值法。分

析采用 D#$% 4 H,$%（)**)）的 I5> 软件包。对独

布种，首先分为宁夏特有种和非特有种两类。对特

有种分析其分布规律；对非特有种则根据其分布区

域分组，再分析各组在宁夏及国内外的分布格局。

# 结果与分析

# "! 宁夏蝗虫多布种的聚类分析结果

由表 & 数据聚类分析得到 (9 种蝗虫的分布关

系聚类图（图 )）。经过反复优化后在距离系数为

* C<& 处将宁夏蝗虫的多布种分为 &) 个组。其中 )、

= 组又分别分为 #、E 两个小组。由各组（或小组）

的地理分布整理得到的分布格局见图 =。

) C& C & 各组的物种组成及其在国内外的分布 第 &
组（图 ) J &，图 = J &）：包括 7 种蝗虫。除红胫雏

蝗为宁夏特有种外，其他 ( 种具有共同的分布区

———陕西北部、甘肃和宁夏。除这些共同的分布区

外，笨蝗可以向东分布至东北和安徽，中华雏蝗向

南分布至四川和贵州，夏氏雏蝗可以分布至青海的

东部。李氏大足蝗可以向东北分布至河北和内蒙，

向西南分布至青海和西藏。而日本鸣蝗则向东北分

布至黑龙江。这一组基本的分布方向是从中国东北

向西南的四川方向分布，宁夏是该分布区的西北边

缘。

第 ) 组（图 ) J )，图 =：)#，)E）：包括 ) 个

小组。)# 组的 = 种蝗虫都是西北分布的种类。)E
组的 ( 种蝗虫中除短额负蝗为全国分布外，其他 9
种都是从青海至东北这一方向分布的。

第 = 组（图 ) J =，图 =：=#，=E）：包括 = 个

小组，由于分布区域上 =G 和 =E 非常相似，故将 =G
并入 =E 组。=# 组包括 7 种蝗虫，除六盘山蛛蝗为

宁夏特有种外，其他的 ( 种都是中国古北界 9 个区

广泛分布的种类，同时都可以分布至欧洲的东部、

蒙古国以及韩国和日本。=E 组也包括 7 个种。其

中白纹雏蝗和小垫尖翅蝗分布在陕西、甘肃、宁夏

和青海东部。其他9种为从甘肃和青海的东部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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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宁夏蝗虫多布种的地理分布

"#$%& ! ’()*+($,*(-.) -/ 0-+&1#+&#12()*+($,*&2 3+#))4-55&+ )5&6(&) (. 7(.38(#
种名 !"#$%#& ’ ( ) * + , - . / ’0 ’’ ’( ’) ’* ’+ ’, ’- ’. ’/ (0 (’ ((

笨蝗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短翅短鼻蝗 .($/0,-’-$$" *’"/01#&-’"! ’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裴氏短鼻蝗 . 1 *-(/2( ’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 ’ ’ ’ 0 0 0 0

红缘疙蝗 3)-+4%&5-&0() ’+*(5"’6%,() ’ 0 ’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贺兰疙蝗 3 1 )"$")0",(/+) ’ 0 ’ 0 0 0 0 ’ 0 0 0 0 0 0 0 ’ 0 ’ 0 0 0 0

贺兰突颜蝗 7%&5-&0() 0%$",-,)()! ’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突鼻蝗 80(,%&5-0&() 0+5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0 0 0 ’

短额负蝗 9&’"/&%5%’#0" )(,-,)() ’ 0 ’ ’ 0 ’ 0 0 ’ ’ 0 0 ’ ’ 0 ’ ’ 0 0 0 0 0

红翅瘤蝗 :-’(/%’1)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小稻蝗 ;<1" (,&’(/"&- 0 0 0 0 0 ’ 0 0 ’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无齿稻蝗 ; 1 "4-,&"&" ’ ’ ’ ’ ’ ’ ’ ’ ’ 0 0 ’ ’ ’ 0 0 0 0 0 0 0 0

短星翅蝗 ="$$(#&"5+) "**’->("&+) 0 0 0 0 ’ ’ 0 0 0 0 0 0 ’ 0 0 0 ’ 0 0 0 0 ’

黑腿星翅蝗 = 1 *"’*"’+) ’ 0 ’ 0 0 ’ 0 ’ 0 0 0 0 ’ 0 ’ ’ 0 ’ 0 0 0 0

隆额网翅蝗 9’/1#&-’" /%’-","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0

蒙古蚍蝗 7’-5(##+) 5%,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 0 ’ 0 0 0

黑翅雏蝗 =0%’&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 ’ 0 ’ 0

中华雏蝗 = 1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 0

红胫雏蝗 = 1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 0

青藏雏蝗 = 1 @(,6A",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0 0

华北雏蝗 = 1 *’+,,-+) 0+"*-+-,)() ’ 0 0 ’ 0 ’ 0 0 0 0 ’ 0 0 0 ’ ’ ’ ’ 0 0 ’ 0

异色雏蝗 = 1 *(6+&&+$+)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夏氏雏蝗 = 1 0)("( ’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 0 ’ 0 0 0 0 0

白纹雏蝗 = 1 "$*%,-5+) ’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 ’ 0 0 ’ 0

狭翅雏蝗 = 1 4+*(+) ’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 0 ’ ’ ’ ’ ’ 0

东方雏蝗 = 1 (,&-’5-4(+) ’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 ’ ’ ’ 0 0

小翅雏蝗 = 1 ?"$$"<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 ’ ’ ’ ’ ’ 0

邱氏异爪蝗 7+/0%’&0(##+) /0-+( 0 0 ’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永宁异爪蝗 7 1 1+,6,(,6-,)() 0 0 ’ ’ 0 ’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条纹异爪蝗 7 1 >(&&"&+) 0 0 0 0 0 ’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素色异爪蝗 7 1 +,(/%$%’ ’ 0 ’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 ’ 0

亚洲小车蝗 ;-4"$-+) 4-/%’+) ")("&(/+) ’ 0 ’ ’ ’ ’ 0 ’ ’ 0 0 0 ’ ’ ’ ’ ’ 0 0 0 0 0

红翅皱膝蝗 9,6"’"/’() ’0%4%#" ’ 0 0 ’ 0 ’ 0 0 0 ’ 0 0 ’ ’ ’ ’ ’ 0 ’ 0 0 ’

黄胫异痂蝗 B’1%4-5-$$" 0%$4-’-’( ’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轮纹异痂蝗 B 1 &+*-’/+$"&+5 4($+&+5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 ’ ’

科氏痂蝗 B 1 2%A$%>(! ’ 0 0 0 ’ ’ 0 ’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黑翅痂蝗 B 1 ,(6’%#&-’"! ’ 0 0 0 ’ ’ 0 ’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花胫绿纹蝗 9(%$%#+) &0"$"))(,+) ’ 0 ’ ’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大垫尖翅蝗 7#"/’%5(+) /%-’+$(#-) ’ 0 ’ ’ ’ ’ 0 0 0 ’ 0 0 ’ 0 ’ 0 ’ ’ ’ ’ ’ 0

小垫尖翅蝗 7 1 "/’%5(+) &-’6-)&(,+) ’ 0 ’ 0 0 ’ 0 0 0 0 0 0 0 0 ’ 0 0 ’ 0 0 ’ 0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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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种名 !"#$%#& ’ ( ) * + , - . / ’0 ’’ ’( ’) ’* ’+ ’, ’- ’. ’/ (0 (’ ((

赤翅蝗 !"#"$ $%&#’()*’+, ’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蒙古束颈蝗 -./,01’0’2)$ 3’01’#,4)$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 0 0 0 0 ’ 0

宁夏束颈蝗 - 1 0,01$,&0)$ ’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岩石束颈蝗 - 1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细距蝗 5".2’.2"60,$ 16&4,#,$ ’ 0 0 0 ’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大胫刺蝗 !’3.$’6/,.,$ 7&+,7,&0& ’ 0 ’ ’ ’ ’ 0 0 0 ’ 0 0 ’ 0 ’ ’ 0 0 0 0 0 0

疣蝗 86,#’./,7,& &00)#&2& ’ 0 ’ 0 0 ’ 0 0 0 0 0 0 0 0 ’ 0 ’ ’ ’ ’ ’ ’

李氏大足蝗 9’3./’4"6)$ #,4"02,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 0 0 0 ’ ’

毛足棒角蝗 :&$;/,..)$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 0 ’ 0 0 0

宽须蚁蝗 <;63"#"’2"22,= .&#.&#,$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六盘山蛛蝗 >"6’."7"##)$ #,).&0$/&0"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0 ’ 0 ’ ’ ’

贺兰山蛛蝗 > 1 /"#&0$/&0"0$,$! ’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榆中直背蝗 ?)2/;$2,6& ;)(/’01"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日本鸣蝗 <’01’#’2"22,= @&.’0,4)$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科氏蚱蜢 >46,7& %’(#’+, ’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2 贺兰山（3#456&756）；( 2 六盘山（8%9"56&756）；) 2 银川（:%6$7956）；* 2 永宁（:;6<6%6<）；+ 2 贺兰（3#456）；, 2 平罗（=%6<49;）；

- 2 惠农（39%6;6<）；. 2 石嘴山（!7%>9%&756）；/ 2 陶乐（?5;4#）；’0 2 青铜峡（@%6<A;6<B%5）；’’ 2 吴忠（C9>7;6<）；’( 2 灵武（8%6<D9）；

’) 2 中卫（E7;6<D#%）；’* 2 中宁（E7;6<6%6<）；’+ 2 盐池（:56$7%）；’, 2 同心（?;6<B%6）；’- 2 海原（35%F956）；’. 2 固原（G9F956）；

’/ 2 西吉（H%I%）；(0 2 隆德（8;6<J#）；(’ 2 泾源（K%6<F956）；(( 2 彭阳（=#6<F56<）。
! 宁夏特有种（L6J#M%$ &"#$%#& %6 N%6<B%5）。

北分布的种类。

第 * 组（图 ( O *，图 ) O *）：只有 ( 种。突鼻

蝗分布于内蒙、陕西北部和宁夏，短星翅蝗是中国

东部广泛分布的种类。

第 + 组（图 ( O +，图 ) O +）：共有 + 种蝗虫。

宁夏束颈蝗分布于宁夏和邻近的甘肃、内蒙和新

疆，其他 * 种都是宁夏的特有种。

第 , 组（图 ( O ,，图 ) O ,）：共有 * 种蝗虫。

贺兰山蛛蝗为宁夏贺兰山的特有种类。其他 ) 种共

同分布于宁夏、甘肃和新疆。其中黄胫异痂蝗也分

布在青海东部和东北。

第 - 组（图 ( O -，图 ) O -）：共有 , 种蝗虫。

红缘疙蝗、永宁异爪蝗、邱氏异爪蝗和科氏蚱蜢的

分布以宁夏北部为中心向周围小范围（内蒙、甘肃

和陕西的北部）辐射，其他 ( 种是中国东北、华北

和华中的多布种。宁夏北部周围是该组分布区的西

北边缘。

第 . 组（图 ( O .，图 ) O .）：有 ( 个种。以内

蒙、宁夏和甘肃及陕西的北部为分布中心，但毛足

棒角蝗在黑龙江也有分布。

第 / 组（图 ( O /，图 ) O /）：有 ) 个种。) 种

都是中国西北、华北和东北的多布种。

第 ’0 组（图 ( O ’0，图 ) O ’0）：有 ( 个种。小

稻蝗分布于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宁夏是其分布的北

限。条纹异爪蝗分布在黄土高原地区（陕西、山

西、甘肃、河北及宁夏）。

第 ’’ 组（图 ( O ’’，图 ) O ’’）：有 ) 个种。岩

石束颈蝗和榆中直背蝗分布在宁夏和甘肃的东部，

而隆额网翅蝗则分布在东北、华北和华中地区。宁

夏是该组分布区的西北边缘。

第 ’( 组（图 ( O ’(，图 ) O ’(）：只有 ’ 个种

———蒙古束颈蝗。该种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地

区，宁夏是其分布的西北边缘。

以上分组是根据多布种在宁夏的分布进行聚类

分析得到的，因此各组内的种类在宁夏的自然分布

是基本相似的。从各组蝗虫在国内外的分布来看，

组内的分布规律是基本一致的。对各组分布情况进

行综合后，发现宁夏蝗虫的多布种在国内外有以下

, 种分布格局：!东北—西南（青海、四川）方向

分布；"古北界广泛分布；#以宁夏、甘肃、新疆

为主的西北分布；$内蒙、陕西北部、宁夏和甘肃

东部分布；%宁夏特有分布；&中国东部和南部广

泛分布。除宁夏特有分布格局外，在其他 + 种分布

格局中宁夏都是处于分布区域的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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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宁夏蝗虫独布种的分布

"#$ %! &#’()#*+(#,- ,. ,-/01)/102#’()#*+(/2 $)1’’3,44/) ’4/5#/’ #- 6#-$7#1
1：特有种（8-2/9#5 ’4/5#/’）；*：非特有种（6,-/-2/9#5 ’4/5#/’）。

::! 动 物 学 研 究 ;< 卷



图 ! 宁夏蝗虫多布种分布关系聚类图

"#$ %! &’()*+$*,- +. -+*’/,*’,/)#01*#231’) $*,004+55’* 05’6#’0 #( 7#($8#, 2,0’) +( )#01*#231#+(0
虚线表示分组所选距离系数处，9 : 9!，!,，!2，;,，;2，;6 表示分组情况。

<4’ ),04’) 04+=0 14’ )#01,(6’ #()’8 =4’*’ 14’ $*+35#($ #0 )+(’，9 > 9!，!,，!2，;,，;2，,() ;6 ,*’ 14’
(,-’0 +. $*+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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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宁夏蝗虫多布种的分布格局

"#$ %! &#’()#*+(#,- ./((0)-’ ,1 2,)03/)0/34#’()#*+(04 $)/’’5,..0) ’.06#0’ #- 7#-$8#/
9 : 9;，;/，;*，!/，!* 为分布格局的序号。

9 < 9;，;/，;*，!/，/-4 !* /)0 (50 -+2*0)’ ,1 4#’()#*+(#,- ./((0)-’ =

;>9 动 物 学 研 究 ;? 卷



! "# " ! 分布格局 从图 $ 可以看出，宁夏蝗虫多

布种共有 #% 种分布格局。大多数分布格局呈不连

续分布状态（图 $：#，!&，$&，%，’，(，)，#*，

#!）。这些分布格局不仅包括物种数较多的格局，

而且包含只有一种或两种蝗虫的格局（图 $ + %，

(，#*，#!）。$, 和 - 虽然是连续分布，但其主分

布区分别都分为几块，通过次分布区连接起来。只

有 !, 和 ## 是真正的连续分布，但 ## 的分布范围

非常小，!, 的主分布区是沿黄河的银川平原，其

环境是连续的农业耕作区。

! "! 全布种在国内的分布

宁夏蝗虫的 $ 个全布种都是适应环境能力非常

强的种类，广泛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宁夏周

围是其分布区域的西北边缘。

! "# 独布种的分布

在 $* 个独布种中有 #. 种是宁夏特有种，#$
种是非特有种。特有种有 $ 个分布中心（图 #&）：

贺兰山及邻近地区（. 个种），数量最多；鄂尔多

斯台地（- 种）；六盘山及附近区域（- 种）。非特

有种集中分布在 $ 个区域（图 #,）：贺兰山（%
种）；银川（! 种）；六盘山以北的黄土高原地区

（. 种）。这些非特有种在宁夏以外的地区分布有 $
种格局：!以新疆和内蒙古为主的蒙新区，共有 ’
种（翠饰雏蝗、蛛蝗、曲线牧草蝗、绿牧草蝗、红

牧草蝗和叶城束颈蝗）；"华北区和东北区，共有

- 种（宽翅曲背蝗、鼓翅皱膝蝗、弯尾蚱蜢、北京

棒角蝗和北方雏蝗）；#东洋界，种类较少（只有

中华稻蝗和楼观雏蝗）。在这 $ 种分布格局中，宁

夏都位于分布区域的边缘地带。即蒙新区的东部边

缘，东北 + 西南分布带的中部向西北方向突起的一

个边缘，东洋界向北的一个不连续分布区。

# 讨 论

# "$ 不连续的环境是宁夏蝗虫多布种不连续分布

的主要原因

宁夏的面积虽然只有 ’’ %** /0!，但内部环境

非常复杂。自然地貌大体可分为山地、黄土高原、

丘陵、鄂尔多斯台地、洪积冲积平原等。地势南高

北 低 ，大 体 呈 阶 梯 状 下 降 ：南 部 六 盘 山 地 海 拔

! -** 1 ! )%! 0，北部平原 # #** 1 # $** 0。但西北

贺兰山地则骤然抬升，其主峰海拔 $ --’ 0。又有

黄河干流自西侧中部向北穿行于中北部。自然环境

具有显著的过渡性、复杂性和不均衡性。天然植被

以温带干草原和荒漠草原为主体，自南向北可分为

六盘山森林草原、黄土丘陵干草原、中北部荒漠草

原和西北边缘荒漠四大植被带（234，#))#）。受

唐宋以来农业和畜牧业土地利用模式的影响，这一

地区处于我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区，农田、牧区和少

量的林区交错分布，环境片断化严重（5&46 37 &8，
!**!）。作者推测由于不同蝗虫种群分布需要的连

续环境面积不大，片断化的小环境就能维持其种群

的生存，因而造成了宁夏蝗虫分布格局的不连续

性。

# "! 蝗虫在宁夏与国内外的分布格局基本相似

蝗虫在宁夏与国内外分布格局的一致性表现在

$ 个方面：!宁夏的 $ 个全布种在中国境内都是广

泛分布的种类；"宁夏多布种的 #% 种分布格局中，

每个分布格局的种类在国内外都有相似的分布格

局；#宁夏独布种中的非特有种在宁夏以外的分布

也有 $ 种分布格局（以新疆和内蒙古为主的蒙新

区、华北区和东北区、东洋界）。这种相似性可能

与宁夏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从动物地理区域来

看，宁夏处于华北区和蒙新区的交界，同时距离青

藏区和东洋界的华中区也比较近；从自然环境来

看，宁夏处于中国东部季风区、西部干旱区及青藏

高原区的交汇地带。宁夏的动物区系由华北区、蒙

新区、青藏区和华中区区系成分共同构成，而蝗虫

区系是这些区系成分的一个缩影，又与这些区系密

切相关。在这些区域广泛分布的种类，在宁夏也广

泛分布；局部分布的种类，在宁夏也只是在相关区

域有分布。

# "# 贺兰山是宁夏蝗虫分布的一个热点

在贺兰山分布的蝗虫有 %. 种，在宁夏 (. 种蝗

虫中占 -%9。从多布种的 #% 种分布格局来看，有

( 种分布格局（图 $：#，!&，!,，$&，$,，-，’，

)）都是以贺兰山为主分布区。在独布种中有 . 个

特有种（%#9）分布在这一地区，非特有种中有 %
个（$#9）分布在这一区域。贺兰山不仅分布的蝗

虫种类多，而且和其他区域共有的种类丰富，因此

我们可以把这一区域认定是宁夏蝗虫分布的一个热

点，具备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生物学热点的研究条件

和要求，适宜作为研究的热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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