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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确稻田节肢动物多样性， 发挥自然生态系统对害虫的调控作用是制定水稻害虫生态控制策略前提和基

础。 本研究调查了天津市武清区稻田节肢动物群落多样性， 采集了 ８ ２６２ 个节肢动物样本， 隶属 ３ 纲、 １２ 目、
５９ 科、 １２７ 种。 其中， 害虫 ４１ 种、 中性节肢动物 ２９ 种和天敌 ５７ 种。 其中天敌包括捕食性天敌 ４９ 种及寄生性天

敌 ８ 种。 天津稻田节肢动物群落 Ｓｈａｎｎｏｎ － 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性指数分别为 ３. １５１３ 和 ０. ６５０５，
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集中性指数为 ０. １１９３。 天津稻田害虫优势种为灰飞虱 Ｌａｏｄｅｌｐｈａｘ ｓｔｒｉａｔｅｌｌｕｓ， 中性节肢动物以铜色长角

沼蝇 Ｓｅｐｅｄｏｎ ａｅｎｅｓcｅｎｓ 数量最多， 捕食性天敌主要有黄尾小蟌 Ａgｒｉｏcｎｅｍｉｓ ｐｙｑｍａｅａ、 褐斑异痣蟌 Ｉｓcｈｎｕｒａ ｓｅｎgａｌｅｎｓｉｓ、
黄蜻 Ｐａｎｔａｌａ ｆｌａｖｅｓcｅｎｓ、 圆尾肖蛸 Ｔｅｔｒａgｎａｔｈａ ｖｅｒｍｉｆｏｒｍｉｓ、 锥腹肖蛸 Ｔｅｔｒａgｎａｔｈａ ｍａｘｉｌｌｏｓａ、 异色瓢虫 Ｈａｒｍｏｎｉａ
ａｘｙｒｉｄｉｓ 等。 寄生性天敌主要以黑腹单节螯蜂 Ｈａｐｌｏgｏｎａｔｏｐｕｓ ｏｒａｔｏｒｉｕｓ 占优势， 且在天津首次报道。 本研究明确了

天津武清稻田节肢动物群落的多样性， 为开发应用天敌昆虫及害虫生态控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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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区水稻种植历史悠久， “小站稻” 是当

地著名的地理标志作物之一 （丁毅和胡志全，
２０２０）。 近年来， 随着 “小站稻振兴计划” 的开

展， 天津水稻种植面积逐年增加。 病虫害一直是

制约 水 稻 产 量 和 品 质 的 重 要 因 子 （ 车 琳 等，
２０２２）。 化学杀虫剂大量使用， 不但增加了害虫抗

药性， 还降低了稻田节肢动物多样性， 更导致了

一系列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 （Ｈｏｒｇ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在水稻产业发展、 食品安全和生态保护等

诸多需求下， 近年来以生物防治和生态控制为主

的绿色防控水稻病虫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
农田生物多样性是害虫绿色防控的基础， 其

与农业生态系统稳定性等紧密相关 （ Ｌｉｕ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Ｔｓｉａｆｏｕ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开始， 稻田节肢动物群落调查研究陆续报道 （杨
韶松等， ２００９； 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辛德育等，
２０１７； Ｌｅ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研究发现种植模式、 施

肥模式和自然环境等条件会影响稻田节肢动物的

群落多样性 （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 ＆ Ｋｈａｎ， ２０１７； Ｐｕｒｗａｎｔ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羊 绍 武 等， ２０２１； Ａ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如相比于常规淹灌， 间歇灌溉显著增加水

稻节肢动物群落科数和种数， 在水稻整个生育期，
节肢动物物种科数平均增加 ２５. ４％ ， 种数平均增

加 １７. ４％ ， 天敌种类数平均增加 ２４. ４％ ， 数量平

均增加 ２６. ２％ （邱佩等， ２０１６）。 施用有机肥促进

稻田涵养更多的捕食性天敌， 进而减轻水稻害虫

为害， 增强生态控害效能 （阳菲等， ２０２０）。 此

外， 稻蟹、 稻虾和稻鸭等新型生态农业模式也能

影响稻田节肢动物群落的多样性 （肖求清， ２０１７；
Ｌｅ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马晓慧等， ２０１９）。 可见， 受自

然环境和农事操作等因素影响， 不同稻田间节肢

动物群落具有一定的特异性。
查明稻田节肢动物多样性， 对保护稻田生物

多样性、 充分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有害生物有重

要意义。 本研究自 ２０２１ 年起对天津市武清区稻田

节肢动物群落进行调查， 以期摸清天津市武清区

稻田主要害虫和天敌的种类， 为后续评估及有针

对性的研发天津稻田有害生物绿色防控防治技术

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调查地点和时间

调查地点为天津市武清区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现

代农业创新基地稻田 （１１６°５６′５４″Ｅ， ３９°２５′５２″Ｎ），
水稻主栽品种为津育粳 ３７。 自 ８ 月 １ 日起， 每 ７ ｄ
调查一次， 共调查 １２ 次。
１. ２　 调查方法

随机选取 ３ 个调查小区， 每个小区 ５００ ｍ２。
每小区随机选取 １６ 个样方， 每个样方面积为

４ ｍ２， 其中 ８ 个样点采用扫网法取样， ８ 个样点进

行人工搜捕法取样。
取样方法： （１） 扫网法： 在设置的样方内 Ｚ

字形扫网取样， 每走 １ 步扫网 １ 次， １８０°为一复

次， 每样方扫 １０ 复次； （２） 人工搜捕法： 每样方

内对角线选取 ２０ 丛水稻， 用塑料盘和小网兜对水

稻中下层进行人工搜捕。
调查采集的样品先用塑料密封袋封装、 标记

记录， 带回实验室后， 所有采集样品保存在 ７５％
酒精中， 并贮存于 － ２０℃冰箱。
１. ３　 物种鉴定

利用形态学鉴定方法和基于 ｍｔＤＮＡ ＣＯＩ 基因

序列的分子鉴定方法对鉴定采集样品种类。
在形态学鉴定中， 形态学鉴定参考相关分类

书籍资料 （何俊华， １９９１； 洪晓月和丁锦华，
２００７； 文礼章， ２０１０； 张巍巍和李元胜， ２０１１； 张

志升， ２０１７； 蔡春轶等， ２０１８） 和文献 （何佳春，
２０１４； 洪锐， ２０２１）。 采集的节肢动物尽量鉴定到

种， 对于无法鉴定到种的， 则尽可能鉴定到较低

的分类阶元 （科或属）。 基于 ｍｔＤＮＡ ＣＯＩ 基因序

列的分子鉴定主要步骤如下： 利用 ＣＴＡＢ 法提取采

集样本的基因组 ＤＮＡ， 进行 ＰＣＲ 扩增， 获取采集

样品的 ＣＯ Ⅰ 基因片段进。 ＰＣＲ 扩增引物为：

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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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ＣＯ１４９０： ５′⁃ＧＧＴＣＡＡＣＡＡＡＴＣＡＴＡＡＡＧＡＴＡＴＴＧＧ⁃３′
和 ＬＣＯ２１９８： ５′⁃ＴＡＡＡＣＴＴＣＡＧＧＧＴＧＡＣＣＡＡＡＡＡＡＴ
ＣＡ⁃３′。 回收 ＰＣＲ 扩增产物并送往北京生物工程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测序。 将测序结果提交到 ＮＣＢＩ 数
据库进行 ＢＬＡＳＴ 比对， 获取其他昆虫 ｍｔＤＮＡ ＣＯＩ
基因序列。 利用 ＭＡＧＡ １１ 构建所测序列与下载序

列间系统发生关系， 鉴定所测样品种类。
１. ４　 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物种丰富度指数 （ ｄ）、 Ｂｅｒｇｅｒ⁃
Ｐａｒｋｅｒ 的优势度指数 （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的多

样 性 指 （ Ｈ′）、 Ｐｉｅｌｏｕ 的 均 匀 性 指 数 （ Ｊ′）、
Ｓｉｍｐｓｏｎ 的优势集中性指数 （Ｃ） （陈宜修等，
２０１７） 等指标进行稻田节肢动物群落的结构特征

分析， 数据的统计与计算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９） 中进

行。 具 体 的 计 算 方 法 参 考 如 下 （ Ｈｉｌｌ， １９７３；
Ｗｈｅｅｌｅｒ， １９９０）：

物种丰富度指数 （ｄ）：
ｄ ＝ （Ｓ － １） ／ ｌｎＮ

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 的优势度指数 （Ｄ）：
Ｄ ＝ Ｎｉ ／ Ｎ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的多样性指数 （Ｈ′）：

Ｈ′ ＝ － ∑
Ｓ

ｉ ＝ １
Ｐ ｉＩｎ Ｐ ｉ

( )

Ｐｉｅｌｏｕ 的均匀性指数 （Ｊ′）：

Ｊ′ ＝ － ∑
ｓ

ｉ ＝ １

Ｐ ｉＩｎ Ｐ ｉ

ＩｎＳ
æ
è
ç

ö
ø
÷

Ｓｉｍｐｓｏｎ 的优势集中性指数 （Ｃ）：

Ｃ ＝ ∑
Ｓ

ｉ ＝ １
Ｐ２

ｉ

式中： Ｓ 为物种数； Ｎｉ为第 ｉ 个物种个数； Ｎ
为群落物种的总个数； Ｐ ｉ为第 ｉ 个物种个数 （Ｎｉ）
占群落物种总个数 （Ｎ） 的比例。
１. ５　 物种优势度等级及类群划分

物种优势度等级及类群划分参照生态学中常

用的物种优势度等级划分方法 （郑尚刚， ２００７），
划分标准如下： 若物种优势度 Ｄ≥０. １ 时， 物种为

优势种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用 Ｄ 表示）； ０. ０５≤Ｄ ＜ ０. １
时， 物种为丰盛种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用 Ａ 表示）； ０. ０１
≤Ｄ ＜ ０. ０５ 时， 物种为常见种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用 Ｆ 表

示）； ０. ００１ ≤ Ｄ ＜ ０. ０１ 时， 该 物 种 为 偶 见 种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用 Ｏ 表示）； Ｄ ＜ ０. ００１ 时， 物种为

稀少种或罕见种 （Ｒａｒｅ， 用 Ｒ 表示）。
根据物种的功能和食性将稻田节肢动物群落

划分为 ４ 大类群： 害虫、 捕食性天敌 （主要包括

捕食性昆虫和蛛形纲节肢动物）、 寄生性天敌 （以
寄生蜂为主） 和中性节肢动物 （不会直接为害水

稻或食性不详的节肢动物）。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天津武清区稻田节肢动物在各目分布

本研究在天津市武清区稻田调查到的节肢动

物主要隶属于 １２ 个目 ５９ 科 １２７ 种， 在各个目中的

分布情况见表 １。
２. ２　 天津武清区稻田节肢动物群落结构与多样性

特征

　 　 本次调查发现害虫 ４１ 种， 捕食性天敌 ４９ 种、
寄生性天敌 ８ 种、 中性节肢动物 ２９ 种 （表 ２）。 其

中， 捕食性天敌的物种数最多， 寄生性天敌的物

种数最少， 二者分别占总群落物种数的 ３８. ５８％ 、
６. ３０％ ； 害虫物种数仅次于捕食性天敌的物种数

量， 占稻田节肢动物总群落物种数的 ３２. ２８％ ； 中

性节肢动物占总群落物种数的 ２２. ８３％ 。 在采集的

８ ２６２ 头个体中， 害虫个体数为 ３ ９００， 占总数的

４７. ２０％ ； 捕食性天敌个体数和中性节肢动物个体

数分别为 ２ ０２７ 和 ２ ２０４， 各占总数的 ２４. ５３％ 和

２６. ６８％ ； 寄生性天敌个体数最少， 共采集到

１３１ 头， 占总数的 １. ５８％ 。
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 天津武清区稻田节肢

动物总群落的多样性指数为 ３. １５１３、 均匀性指数

为 ０. ６５０５、 优势集中性指数为 ０. １１９３。 其中， 害

虫群落丰富度指数为 ５. ０６２１， 其优势集中性指数

（０. ４４１３） 高于总群落优势集中性指数， 多样性指

数 （１. ５１９０） 和均匀性指数 （０. ４０６４） 均低于总

群落相应指数； 捕食性天敌的物种丰富度为

６. ３０３９， 多样性指数 （３. ３８２８ ） 和均匀性指数

（０. ８６９２） 与总群落相应指数接近； 寄生性天敌丰

富度指数为 １. ４３６０， 均匀性指数 （０. ９６１６） 和优

势集中性指数 （０. １４３９） 高于总群落相应指数，
多样性指数 （１. ９９９６） 低于总群落相应指数； 中

性节肢动物群落的丰富度指数 （３. ５３１３） 介于上

述 ３ 个群落之间， 优势集中性指数 （０. ２３２５） 高

于总群落相应指数， 多样性指数 （１. ９４６３） 和均

匀性 指 数 （ ０. ５８４１ ） 低 于 总 群 落 相 应 指 数

（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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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天津市武清区稻田节肢动物群落在各个目中的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ｒｄ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Ｗｕｑ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Ｔｉａｎｊｉｎ

目

Ｏｒｄｅｒ
科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个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ｏｐｔｅｒａ ７ １１. ８６ １８ １４. １７ ４５３ ５. ４８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１１ １８. ６４ ２４ １８. ９０ ３ ４３１ ４１. ５３

直翅目 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 ２ ３. ３９ ６ ４. ７２ ５８ ０. ７０

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１２ ２０. ３４ ２４ １８. ９０ ２ ２８７ ２７. ６８

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６ １０. １７ １０ ７. ８７ １５５ １. ８８

鳞翅目 Ｌｅｐｉｄｏｐｔｅｒａ ７ １１. ８６ １４ １１. ０２ ９５ １. １５

缨翅目 Ｔｈｙｓａｎｏｐｔｅｒａ １ １. ６９ １ ０. ７９ １４４ １. ７４

脉翅目 Ｎｅｕｒｏｐｔｅｒａ １ １. ６９ １ ０. ７９ ５２ ０. ６３

蜻蜒目 Ｏｄｏｎａｔａ ３ ５. ０８ ７ ５. ５１ ５８３ ７. ０６

蜉蝣目 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ｄａ １ １. ６９ １ ０. ７９ ８ ０. １０

弹尾目 Ｃｏｌｌｅｍｂｏｌａ １ １. ６９ １ ０. ７９ ２６４ ３. ２０

蜘蛛目 Ａｒａｎｅａｅ ７ １１. ８６ ２０ １５. ７５ ７３２ ８. ８６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９ １００. ００ １２７ １００. ００ ８ ２６２ １００. ００

表 ２　 天津武清区稻田节肢动物群落结构与多样性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Ｗｕｑ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Ｔｉａｎｊｉｎ

节肢动物类型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ｔｙｐｅｓ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个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数量（种）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数量（头）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物种丰富
度指数 （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多样性
指数 （Ｈ′）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均匀性
指数 （Ｊ′）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优势集中性
指数 （Ｃ）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害虫 Ｐｅｓｔ ４１ ３２. ２８ ３ ９００ ４７. ２０ ５. ０６２１ １. ５１９０ ０. ４０６４ ０. ４４１３

捕食性天敌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ｅｍｙ

４９ ３８. ５８ ２ ０２７ ２４. ５３ ６. ３０３９ ３. ３８２８ ０. ８６９２ ０. ０４５１

寄生性天敌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ｅｍｙ

８ ６. ３０ １３１ １. ５８ １. ４３６０ １. ９９９６ ０. ９６１６ ０. １４３９

中性节肢动物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ｓ

２９ ２２. ８３ ２ ２０４ ２６. ６８ ３. ５３１３ １. ９４６３ ０. ５８４１ ０. ２３２５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２７ １００. ００ ８ ２６２ １００. ００ １３. ９７００ ３. １５１３ ０. ６５０５ ０. １１９３

２. ３　 天津武清区稻田节肢动物群落的优势度分析

采集样品群落优势度分析结果表明， 灰飞虱

为害虫优势种 （Ｄ）； 白背飞虱 Ｓｏgａｔｅｌｌａ ｆｕｒcｉｆｅｒａ 为

害虫丰盛种 （Ａ）； 稻管蓟马 Ｈａｐｌｏｔｈｒｉｐｓ ａcｕｌｅａｔｕｓ、
麦黑 斑 潜 叶 蝇 Ｃｅｒｏｄｏｎｔａ ｄｅｎｔｉcｏｒｎｉｓ、 赤 须 盲 蝽

Ｔｒｉgｏｎｏｔｙｌｕｓ cｏ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ｉｕｍ、 稻 刺 角 水 蝇 Ｎｏｔｉｐｈｉｌａ

ｍａcｕｌａｔａ 为害虫常见种 （Ｆ）。
在采集到的 ４９ 种捕食性天敌中， 异色瓢虫

Ｈａｒｍｏｎｉａ ａｘｙｒｉｄｉｓ、 四星瓢虫 Ｈｙｐｅｒａｓｐｉｓ ｒｅｐｅｎｓｉｓ， 圆

臀大黾蝽 Ａｑｕａｒｉｕｓ ｐａｌｕｄｕｍ、 黄尾小蟌 Ａgｒｉｏcｎｅｍｉｓ
ｐｙｑｍａｅａ、 褐斑异痣蟌 Ｉｓcｈｎｕｒａ ｓｅｎgａｌｅｎｓｉｓ、 黄蜻

Ｐａｎｔａｌａ ｆｌａｖｅｓcｅｎｓ、 鳞纹肖蛸 Ｔｅｔｒａgｎａｔｈａ ｓｑｕａｍａｔａ、

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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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尾 肖 蛸 Ｔｅｔｒａgｎａｔｈａ ｖｅｒｍｉｆｏｒｍｉｓ 和 锥 腹 肖 蛸

Ｔｅｔｒａgｎａｔｈａ ｍａｘｉｌｌｏｓａ 为常见种 （Ｆ）， 主要分布在

鞘翅目瓢虫科、 蜻蜓目以及蜘蛛目肖蛸科； 偶见

种 （Ｏ） 包含 ２５ 种节肢动物， 分别隶属于鞘翅目

（４ 种）、 半翅目 （４ 种）、 脉翅目 （１ 种）、 蜻蜒目

（３ 种） 和蜘蛛目 （１３ 种）， 其余 １５ 种为稀少或罕

见种 （Ｒ）。
本研究共采集到 ８ 种寄生性天敌， 除采集到

的甘蓝夜蛾拟瘦姬蜂 Ｎｅｔｅｌｉａ ｏcｅｌｌａｒｉｓ 为稀少或罕见

种 （Ｒ）， 其余 ７ 种均为偶见种 （Ｆ）。 其中黑腹单

节螯蜂 Ｈａｐｌｏgｏｎａｔｏｐｕｓ ｏｒａｔｏｒｉｕｓ 的数量相对较多。

在 ２９ 种中性节肢动物中， 铜色长角沼蝇

Ｓｅｐｅｄｏｎ ａｅｎｅｓcｅｎｓ 为 丰 盛 种 （ Ａ ）， 条 带 库 蠓

Ｋｉｅｆｆｅｒｕｌｕｓ ｔａｉｎａｎｕｓ、 长 距 哈 摇 蚊 Ｈａｒｎｉｓcｈｉａ
ｌｏｎgｉｓｐｕｒｉａ、 巴比雕翅摇蚊 Ｇｌｙｐｔｏｔｅｎｄｉｐｅｓ ｂａｒｂｉｐｅｓ、
迷 走 库 蚊 Ｃｕｌｅｘ ｖａgａｎｓ、 台 刺 齿 跳 虫 Ｈｏｍｉｄｉａ
ｔｉａｎｔａｉｅｎｓｉｓ 为常见种 （Ｆ）； 偶见种 （Ｏ） 和稀少或

罕见种 （Ｒ） 分别为 ５ 种和 １８ 种。 在中性节肢动

物类群中双翅目昆虫数量较大， 尤以铜色长角沼

蝇、 条带库蠓、 长距哈摇蚊、 巴比雕翅摇蚊、 迷

走库蚊居多， 双翅目昆虫构成稻田主要的中性节

肢动物。

表 ３　 天津市武清区稻田节肢动物物种组成及优势度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Ｗｕｑ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Ｔｉａｎｊｉｎ

分类地位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类群划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优势度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分类地位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类群划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优势度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昆虫纲 Ｉｎｓｅｃｔａ 蠓科 Ｃｅｒａｔｏｐｏｇｏｎｉｄａｅ

鞘翅目 Ｃｏｌｅｐｔｅｒａ 　 条带库蠓 Ｋｉｅｆｆｅｒｕｌｕｓ ｔａｉｎａｎｕｓ Ⅳ Ｆ

步甲科 Ｃａｒａｂｉｄａｅ 　 铗蠓属待定种 １ Ⅳ Ｒ

　 条逮步甲 Ｄｒｙｐｔａ ｌｉｎｅｏｌａ Ⅱ Ｒ 　 铗蠓属待定种 ２ Ⅳ Ｒ

　 疾步甲 Ｔａcｈｙｕｒａ ｄｉａｂｒａcｈｙｓ Ⅱ Ｒ 食蚜蝇科 Ｓｙｒｐｈｉｄａｅ

拟步甲科 Ｔｅｎｅｂｒｉｏｎｉｄａｅ 　 黑带食蚜蝇 Ｅｐｉｓｙｒｐｈｕｓ ｂａｌｔｅａｔｕｓ Ⅱ Ｏ

　 蒙古土潜 Ｇｏｎｏcｅｐｈａｌｕｍ ｒｅｔｉcｕｌａｔｕｍ Ⅰ Ｏ 　 连带细腹食蚜蝇 Ｓｐｈａｅｒｏｐｈｏｒｉａ ｔａｅｎｉａｔａ Ⅱ Ｒ

叶甲科 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ｉｄａｅ 　 方斑墨蚜蝇 Ｍｅｌａｎｏｓｔｏｍａ ｍｅｌｌｉｎｕｍ Ⅱ Ｏ

　 萤叶甲属待定种 Ⅰ Ｒ 　 梯斑墨食蚜蝇 Ｍｅｌａｎｏｓｔｏｍａ ｓcａｌａｒｅ Ⅱ Ｏ

　 褐背小萤叶甲 Ｇａｌｅｒｕcｅｌｌａ gｒｉｓｅｓcｅｎｓ Ⅰ Ｏ 膜翅目 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叶甲待定种 Ⅰ Ｒ 螯蜂科 Ｄｒｙｉｎｉｄａｅ

象虫科 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ｎｉｄａｅ 　 黑腹单节螯蜂 Ｈａｐｌｏgｏｎａｔｏｐｕｓ ｏｒａｔｏｒｉｕｓ Ⅲ Ｏ

　 稻水象甲 Ｌｉｓｓｏｒｈｏｐｔｒｕｓ ｏｒｙｚｏｐｈｉｌｕｓ Ⅰ Ｏ 姬蜂科 Ｉｃｈｎｅｕｍｏｎｉｄａｅ

锯谷盗科 Ｓｉｌｖａｎｉｄａｅ 　 黏虫白星姬蜂 Ｖｕｌgｉcｈｎｅｕｍｏｎ ｌｅｕcａｎｉａｅ Ⅲ Ｏ

　 锯谷盗 Ｏｒｙｚａｅｐｈｉｌｕｓ ｓｕｒｉｎａｍｅｎｓｉｓ Ⅰ Ｒ 　 棉铃虫齿唇姬蜂 Ｃａｍｐｏｌｅｔｉｓ cｈｌｏｒｉｄｅａｅ Ⅲ Ｏ

瓢虫科 Ｃｏｃｃｉｎｅｌｌｉｄａｅ 　 甘蓝夜蛾拟瘦姬蜂 Ｎｅｔｅｌｉａ ｏcｅｌｌａｒｉｓ Ⅲ Ｒ

　 十三星瓢 Ｈｉｐｐｏｄａｍｉａ ｔｒｅｄｅcｉｍｐｕｎcｔａｔａ Ⅱ Ｒ 　 姬蜂待定种 Ⅲ Ｏ

　 星堆异点瓢虫 Ａｎｉｓｏｓｔｉcｔａ ｂｉｔｒｉａｎgｕｌａｒｉｓ Ⅱ Ｏ 金小蜂科 Ｐｔｅｒｏｍａｌｉｄａｅ

　 异色瓢虫 Ｈａｒｍｏｎｉａ ａｘｙｒｉｄｉｓ Ⅱ Ｆ 　 金小蜂待定种 Ⅲ Ｏ

　 稻红瓢虫 Ｍｉcｒａｓｐｉｓ ｄｉｓcｏｌｏｒ Ⅱ Ｏ 泥蜂科 Ｓｐｈｅｃｉｄａｅ

　 二星瓢虫 Ａｄａｌｉａ ｂｉｐｕｎcｔａｔａ Ⅱ Ｏ 　 泥蜂待定种 Ⅱ Ｏ

　 四星瓢虫 Ｈｙｐｅｒａｓｐｉｓ ｒｅｐｅｎｓｉｓ Ⅱ Ｆ 茧蜂科 Ｂｒａｃｏｎｉｄａｅ

　 孟氏隐唇瓢虫 Ｃｒｙｐｔｏｌａｅｍｕｓ ｍｏｎｔｒｏｕｚｉｅｒｉ Ⅱ Ｒ 　 螟蛉绒茧蜂 Ｃｏｔｅｓｉａ ｒｕｆｉcｒｕｓ Ⅲ Ｏ

　 小毛瓢虫属待定种 Ⅱ Ｒ 　 Ｔｒｉｒａｐｈｉｓ ｒｕｆｉｔｈｏｒａｘ Ⅲ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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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３

分类地位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类群划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优势度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分类地位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类群划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优势度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隐翅虫科 Ｓｔａｐｈｙｌｉｎｉｄａｅ 蚁科 Ｆｏｒｍｉｃｉｄａｅ

　 梭毒隐翅虫 Ｐａｅｄｅｒｕｓ ｆｕｓcｉｐｅｓ Ⅱ Ｏ 　 蚁科待定种 Ⅳ Ｏ

　 隐翅虫待定种 Ⅱ Ｒ 鳞翅目 Ｌｅｐｉａｏｐｔｅｒａ

半翅目 Ｈｅｍｉｐｔｅｒａ 螟蛾科 Ｐｙｒａｌｉｄａｅ

飞虱科 Ｄｅｌｐｈａｃｉｄａｅ 　 稻纵卷叶螟 Ｃｎａｐｈａｌｏcｒｏcｉｓ ｍｅｄｉｎａｌｉｓ Ⅰ Ｏ

　 灰飞虱 Ｌａｏｄｅｌｐｈａｘ ｓｔｒｉａｔｅｌｌｕｓ Ⅰ Ｄ 　 菜螟 Ｈｅｌｌｕｌａ ｕｎｄａｌｉｓ Ⅰ Ｒ

　 白背飞虱 Ｓｏgａｔｅｌｌａ ｆｕｒcｉｆｅｒａ Ⅰ Ａ 　 二化螟 Ｃｈｉｌｏ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ａｌｉｓ Ⅰ Ｏ

叶蝉科 Ｃｉｃａｄｅｌｌｉｄａｅ 　 三化螟 Ｓcｉｒｐｏｐｈａgａ ｉｎcｅｒｔｕｌａｓ Ⅰ Ｒ

　 条沙叶蝉 Ｐｓａｍｍｏｔｅｔｔｉｘ ｓｔｒｉａｔｕｓ Ⅰ Ｒ 　 亚洲玉米螟 Ｏｓｔｒｉｎｉａ ｆｕｒｎａcａｌｉｓ Ⅰ Ｒ

　 二点叶蝉 Ｃｏｔｔｏｎ ｌｅａｆｈｏｐｐｅｒ Ⅰ Ｏ 弄蝶科 Ｈｅｓｐｅｒｉｉｄａｅ

　 叶蝉待定种 １ Ⅳ Ｒ 　 稻苞虫 Ｐａｒｎａｒａ gｕｔｔａｔａ Ⅰ Ｏ

　 叶蝉待定种 ２ Ⅳ Ｒ 夜蛾科 Ｎｏｃｔｕｉｄａｅ

蜡蝉科 Ｆｕｌｇｏｒｉｄａｅ 　 棉铃虫 Ｈｅｌｉcｏｖｅｒｐａ ａｒｍｉgｅｒａ Ⅰ Ｒ

　 兔五胸菱蜡蝉 Ｐｅｎｔａｓｔｉｒｉｄｉｕｓ ｌｅｐｏｒｉｎｕｓ Ⅳ Ｒ 　 一点钻夜蛾 Ｅａｒｉａｓ ｐｕｄｉcａｎａ Ⅳ Ｒ

　 蜡蝉待定种 Ⅳ Ｒ 　 黏虫 Ｍｙｔｈｉｍｎａ ｓｅｐｅｒａｔａ Ⅰ Ｒ

盲蝽科 Ｍｉｒｉｄａｅ 　 甘薯绮夜蛾 Ｅｍｍｅｌｉａ ｔｒａｂｅａｌｉｓ Ⅳ Ｒ

　 绿盲蝽 Ａｐｏｌｙgｕｓ ｌｕcｏｒμｍ Ⅰ Ｏ 菜蛾科 Ｐｌｕｔｅｌｌｉｄａｅ

　 黑肩绿盲蝽 Ｃｙｒｔｏｒｈｉｎｕｓ ｌｉｖｉｄｉｐｅｎｎｉｓ Ⅱ Ｏ 　 小菜蛾 Ｐｌｕｔｅｌｌａ ｘｙｌｏｓｔｅｌｌａ Ⅰ Ｒ

　 赤须盲蝽 Ｔｒｉgｏｎｏｔｙｌｕｓ ｒｕｆｉcｏｒｎｉｓ Ⅰ Ｆ 灯蛾科 Ａｒｃｔｉｉｄａｅ

　 苜蓿盲蝽 Ａｄｅｌｐｈｏcｏｒｉｓ ｌｉｎｅｏｌａｔｕｓ Ⅰ Ｏ 　 美国白蛾 Ｈｙｐｈａｎｔｒｉａ cｕｎｅａ Ⅰ Ｒ

　 盲蝽待定种 Ⅳ Ｒ 蛱蝶科 Ｎｙｍ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长蝽科 Ｌｙｇａｅｉｄａｅ 　 黄钩蛱蝶 Ｐｏｌｙgｏｎｉａ c － ａｕｒｅｕｍ Ⅳ Ｒ

　 小长蝽 Ｎｙｓｉｕｓ ｅｒｉcａｅ Ⅰ Ｏ 尺蛾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ｄａｅ

　 长蝽待定种 １ Ⅰ Ｒ 　 紫条尺蛾 Ｃａｌｏｔｈｙｓａｎｉｓ cｏｍｐｔａｒｉａ Ⅳ Ｒ

　 长蝽待定种 ２ Ⅰ Ｒ 缨翅目 Ｔｌｉｙｓａｎｏｐｔｅｒａ

缘蝽科 Ｃｏｒｅｉｄａｅ 管蓟马科 Ｐｈｌａｅｏｔｈｒｉｐｉｄａｅ

　 粟缘蝽 Ｌｉｏｒｈｙｓｓｕｓ ｈｙａｌｉｎｕｓ Ⅰ Ｒ 　 稻管蓟马 Ｈａｐｌｏｔｈｒｉｐｓ ａcｕｌｅａｔｕｓ Ⅰ Ｆ

蝽科 Ｐｅｎｔａｔｏｍｉｄａｅ 脉翅目 Ｎｅｕｒｏｐｔｅｒａ

　 二星蝽 Ｅｙｓａcｏｒｉｓ gｕｔｔｉgｅｒ Ⅰ Ｒ 草蛉科 Ｃｈｒｙｓｏｐｉｄａｅ

　 斑须蝽 Ｄｏｌｙcｏｒｉｓ ｂａccａｒｕｍ Ⅰ Ｏ 　 中华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ｅｒｌａ ｓｉｎｉcａ Ⅱ Ｏ

花蝽科 Ａｎｔｈｏｃｏｒｉｄａｅ 蜻蜒目 Ｏｄｏｎａｔａ

　 东亚小花蝽 Ｏｒｉｕｓ ｓａｕｔｅｒｉ Ⅱ Ｏ 蜓科 Ａｅｓｈｎｉｄａｅ

蚜科 Ａｐｈｉｄｉｄａｅ 　 长痣绿蜓 Ａｅｓcｈｎｏｐｈｌｅｂｉａ ｌｏｎgｉｓｔｉgｍａ Ⅱ Ｒ

　 荻草谷网蚜 Ｓｉｔｏｂｉｏｎ ｍｉｓcａｎｔｈｉ Ⅰ Ｒ 蜻科 Ｌｉｂｅｌｌｕｌｉｄａｅ

网蝽科 Ｔｉｎｇｉｄａｅ 　 白尾灰蜻 Ｏｒｔｈｅｔｒｕｍ ａｌｂｉｓｔｙｌｕｍ Ⅱ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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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３

分类地位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类群划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优势度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分类地位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类群划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优势度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网蝽待定种 Ⅳ Ｏ 　 黄蜻 Ｐａｎｔａｌａ ｆｌａｖｅｓcｅｎｓ Ⅱ Ｆ

姬蝽科 Ｎａｂｉｄａｅ 　 红蜻 Ｃｒｏcｏｔｈｅｍｉｓ ｓｅｒｖｉｌｉａ Ⅱ Ｏ

　 暗色姬蝽 Ｎａｂｉｓ ｓｔｅｎｏｆｅｒｕｓ Ⅱ Ｏ 蟌科 Ｃｏｅｎａｇｒｉｏｎｏｉｄｅａ

水黾科 Ｇｅｒｒｉｄａｅ 　 矛斑蟌 Ｃｏｅｎａgｒｉｏｎ ｌａｎcｅｏｌａｔｕｍ Ⅱ Ｏ

　 圆臀大黾蝽 Ａｑｕａｒｉｕｓ ｐａｌｕｄｕｍ Ⅱ Ｆ 　 褐斑异痣蟌 Ｉｓcｈｎｕｒａ ｓｅｎgａｌｅｎｓｉｓ Ⅱ Ｆ

直翅目 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 　 黄尾小蟌 Ａgｒｉｏcｎｅｍｉｓ ｐｙｑｍａｅａ Ⅱ Ｆ

蝗科 Ａｃｒｉｄｉｄａｅ 蜉蝣目 Ｅｐｈｅｍｅｒｏｐｔｅｒａ

　 短额负蝗 Ａｔｒａcｔｏｍｏｒｐｈ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Ⅰ Ｏ 四节蜉科 Ｂａｅｔｉｄａｅ

　 中华剑角蝗 Ａcｒｉｄａ cｉｎｅｒｅａ Ⅰ Ｏ 　 Ｃｌｏｅｏｎ ｒｙｏgｏkｕｅｎｓｉｓ Ⅳ Ｏ

　 稻蝗 Ｏｘｙａ c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Ⅰ Ｏ 弹尾纲 Ｃｏｌｌｅｍｂｏｌａ

　 黄胫小车蝗 Ｏｅｄａｌｅｕｓ ｉｎｆｅｒｎａｌｉｓ Ⅰ Ｒ 弹尾目 Ｃｏｌｌｅｍｂｏｌａ

　 东亚飞蝗 Ｌｏcｕｓｔａ ｍｉgｒａｔｏｒｉａ Ⅰ Ｒ 　 台刺齿跳虫 Ｈｏｍｉｄｉａ ｔｉａｎｔａｉｅｎｓｉｓ Ⅳ Ｆ

螽斯科 Ｔｅｔｔｉｇｏｎｉｉｄａｅ 蛛形纲 Ａｒａｃｈｎｉｄａ

　 长翅草螽 Ｃｏｎｏcｅｐｈａｌｕｓ ｌｏｎgｉｐｅｎｎｉｓ Ⅰ Ｏ 蜘蛛目 Ａｒａｎｅａｅ

双翅目 Ｄｉｐｔｅｒａ 狼蛛科 Ｌｙｃｏｓｉｄａｅ

水蝇科 Ｅｐｈｙｄｒｉｄａｅ 　 类水狼蛛 Ｐｉｒａｔａ ｐｉｒａｔｏｉｄｅｓ Ⅱ Ｏ

　 稻刺角水蝇 Ｎｏｔｉｐｈｉｌａ ｍａcｕｌａｔａ Ⅰ Ｆ 　 黑腹狼蛛 Ｌｙcｏｓａ cｏｅｌｅｓｔｉｓ Ⅱ Ｏ

沼蝇科 Ｓｃｉｏｍｙｚｉｄａｅ 　 豹蛛 Ｐａｒｄｏｓａ ｎｉgｒｉcｅｐｓ Ⅱ Ｏ

　 铜色长角沼蝇 Ｓｅｐｅｄｏｎ ａｅｎｅｓcｅｎｓ Ⅳ Ａ 肖蛸科 Ｔｅｔｒａｇｎａｔｈｉｄａｅ

蝇科 Ｍｕｓｃｉｄａｅ 　 锥腹肖蛸 Ｔｅｔｒａgｎａｔｈａ ｍａｘｉｌｌｏｓａ Ⅱ Ｆ

　 池蝇属待定种 Ⅳ Ｆ 　 圆尾肖峭 Ｔｅｔｒａgｎａｔｈａ ｖｅｒｍｉｆｏｒｍｉｓ Ⅱ Ｆ

　 斑纹蝇 Ｇｒａｐｈｏｍｙａ ｍａcｕｌａｔａ Ⅳ Ｒ 　 羽斑肖蛸 Ｔｅｔｒａgｎａｔｈａ ｐｉｎｉcｏｌａ Ⅱ Ｏ

　 瘦须溜蝇 Ｌｉｓｐｅ ｐｙgｍａｅａ Ⅳ Ｏ 　 鳞纹肖蛸 Ｔｅｔｒａgｎａｔｈａ ｓｑｕａｍａｔａ Ⅱ Ｆ

　 夏厕蝇 Ｆａｎｎｉａ cａｎｉcｕｌａｒｉｓ Ⅳ Ｒ 　 四斑锯螯蛛 Ｄｙｓcｈｉｒｉｏgｎａｔｈａ ｑｕａｂｒｉｍａcｕｌａｔａⅡ Ｒ

丽蝇科 Ｃａｌｌｉｐｈｏｒｉｄａｅ 　 螯蛛待定种 Ⅱ Ｒ

　 亮绿蝇 Ｌｕcｉｌｉａ ｉｌｌｕｓｔｒｉｓ Ⅳ Ｒ 跳蛛科 Ｓａｌｔｉｃｉｄａｅ

　 丽蝇待定种 Ⅳ Ｒ 　 黑猫跳蛛 Ｃａｒｒｈｏｔｕｓ ｘａｎｔｈｏgｒａｍｍａ Ⅱ Ｒ

果蝇科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ｉｄａｅ 　 卷带跃蛛 Ｓｉｔｔｉcｕｓ ｆａｓcｉgｅｒ Ⅱ Ｏ

　 灰姬果蝇 Ｓcａｐｔｏｍｙｚａ ｐａｌｌｉｄａ Ⅳ Ｒ 　 朝鲜拟伊蛛 Ｐｓｅｕｄｉcｉｕｓ kｏｒｅａｎｕｓ Ⅱ Ｏ

　 黑腹果蝇 Ｄｒｏｓｏｐｈｉｌａ ｍｅｌａｎｏgａｓｔｅｒ Ⅳ Ｆ 　 跳蛛待定种 Ⅱ Ｏ

实蝇科 Ｔｅｐｈｒｉｔｉｄａｅ 蟹蛛科 Ｔｈｏｍｉｓｉｄａｅ

　 实蝇待定种 Ⅰ Ｏ 　 三突伊氏蛛 Ｅｂｒｅcｈｔｅｌｌａ ｔｒｉc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Ⅱ Ｏ

虻科 Ｔａｂａｎｉｄａｅ 　 波纹花蟹蛛 Ｘｙｓｔｉcｕｓ cｒｏcｅｕｓ Ⅱ Ｒ

　 短角水虻 Ｏｄｏｎｔｏｍｙｉａ ｐｕｂｅｓcｅｎｓ Ⅳ Ｒ 圆蛛科 Ａｒａｎｅｉｄａｅ

潜蝇科 Ａｇｒｏｍｙｚｉｄａｅ 　 角类肥蛛 Ｌａｒｉｎｉｏｉｄｅｓ cｏｒｎｕｔａ Ⅱ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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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３

分类地位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类群划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优势度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分类地位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类群划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优势度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麦黑斑潜叶蝇 Ｃｅｒｏｄｏｎｔａ ｄｅｎｔｉcｏｒｎｉｓ Ⅰ Ｆ 　 横纹金蛛 Ａｒgｉｏｐｅ ｂｒｕｅｎｎｉcｈｉ Ⅱ Ｏ

蚊科 Ｃｕｌｉｃｉｄａｅ 皿蛛科 Ｌｉｎｙｐｈｉｉｄａｅ

　 迷走库蚊 Ｃｕｌｅｘ ｖａgａｎｓ Ⅳ Ｆ 　 食虫沟瘤蛛 Ｕｍｍｅｌｉａｔａ ｉｎｓｅcｔｉcｅｐｓ Ⅱ Ｏ

　 二带喙库蚊 Ｃｕｌｅｘ ｂｉｔａｅｎｉｏｒｈｙｎcｈｕｓ Ⅳ Ｏ 　 草间小黑蛛 Ｅｒｉgｏｎｉｄｉｕｍ gｒａｍｉｎｉcｏｌｕｍ Ⅱ Ｏ

摇蚊科 Ｃｈｉｒｏｎｏｍｉｄａｅ 球蛛科 Ｔｈｅｒｉｄｉｉｄａｅ

　 巴比雕翅摇蚊 Ｇｌｙｐｔｏｔｅｎｄｉｐｅｓ ｂａｒｂｉｐｅｓ Ⅳ Ｆ 　 Ｃｒｙｐｔａcｈａｅａ ｂｌａｔｔｅａ Ⅱ Ｏ

　 长距哈摇蚊 Ｈａｒｎｉｓcｈｉａ ｌｏｎgｉｓｐｕｒｉａ Ⅳ Ｆ

注： Ⅰ， 害虫； Ⅱ， 捕食性天敌； Ⅲ， 寄生性天敌； Ⅳ， 节肢动物； Ｄ 表示该物种为稻田优势种； Ａ 表示该物种为稻田丰

盛种； Ｆ 表示该物种为稻田常见种； Ｏ 表示该物种为稻田偶见种； Ｒ 表示该物种为稻田稀少或罕见种。 Ｎｏｔｅ： Ⅰ， Ｐｅｓｔ； Ⅱ，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ｅｍｉｅｓ； Ⅲ，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ｅｍｉｅｓ； Ⅳ，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Ａ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ｓｐｅｃｉｅ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ｒａｒｅ ｓｐｅｃｉｅ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ｓ．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共发现害虫 ４１ 种， 中性节肢动物

２９ 种， 捕食性天敌 ４９ 种， 寄生性天敌 ８ 种， 结果

表明天津市武清区稻田节肢动物群落丰富。 多样

性特征分析结果显示天津稻区节肢动物群落多样

性较高， 个体数量的分布较为均匀， 群落稳定性

较高。 害虫种群与中性节肢动物种群内部个体数

量分布不均匀， 推测这主要由害虫灰飞虱和中性

昆虫铜色长角沼蝇个体数量较多导致。 捕食性天

敌和寄生性天敌群落内部个体数的分布均匀， 这

可能由于较多的害虫和中性节肢动物的影响。 本

研究结果与其它地区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王丽艳等， ２００９； 付东波等， ２０１１； 张清泉等，
２０１４）， 推测这是由于不同的气候条件、 植被环

境、 水稻品种和杀虫剂施用等因素导致。 另外， 不

同调查方法也会影响结果的偏向性 （王宇， ２０１６）。
种群优势度分析发现， 天津武清区稻田的害

虫优势种为灰飞虱， 与前人报道的吉林省和辽宁

省等北方稻区主要稻害虫相符 （李志强和孙富余，
２０２１； 张强等， ２０２１）。 本研究调查初期采到大量

灰飞虱样品， 推测这是因为灰飞虱能够在天津越

冬， 调查初期仍具有较高的虫口基数， 并且当年

“烟花” 台风过境天津导致的降温降雨也延长了灰

飞虱种群爆发。 本研究系首次在天津地区监测到

白背飞虱， 且种群优势度为丰盛种。 白背飞虱主

要发生在我国南方稻区， 尤以华南稻区为主 （陆
明红等， ２０２０）。 近年来， 研究发现白背飞虱有北

迁现象。 如 ２０１９ 年在山东长岛首次检测到北迁的

白背飞虱， 迁飞虫量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且与降

雨量相关 （姜姗， ２０１９）。 在此推测采集到的白背

飞虱是随台风北迁， 并随降雨降落天津。 台风等

气候异常现象对天津稻田飞虱类害虫的影响还需

要进一步监测验证。
本研究发现武清区稻田中性节肢动物种类丰

富， 个体数量多。 稻田中性节肢动物能够促进捕

食性天敌数量增加、 亚群落重建与发展 （刘雨芳，
２０１９）。 据此推测繁多的中性节肢动物是维持天津

武清区稻田丰富捕食性天敌资源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 要注意保护中性节肢动物， 提高中性节肢

动物的群落多样性和个体数量， 发挥它们对捕食

性天敌的维持作用， 最终控制水稻害虫的爆发。
本研究共发现天敌 ５７ 种， 其中捕食性天敌

４９ 种， 寄生性天敌 ８ 种， 二者之和大于害虫物种

数 （４１ 种） 和中性节肢动物物种数 （２９ 种） 天敌

资源丰富。 种群优势度分析显示捕食性天敌中锥

腹肖蛸和圆尾肖蛸 （蜘蛛目）， 黄蜻、 褐斑异痣蟌

和黄尾小蟌 （蜻蜓目） 及异色瓢虫 （鞘翅目） 是

本地稻田中的重要天敌。 这与其他地区的相关报

道存在差异 （李寒松和郑康建， ２０１９； 周霞等，
２０２０）， 推测气候， 水稻品种和植被环境是造成上

述差异的重要原因。 寄生性天敌以黑腹单节螯蜂

为主。 黑腹单节螯蜂广泛分布在浙江、 海南、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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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湖南等 ２１ 个水稻生产省， 具有寄生兼捕食稻

飞虱若虫和成虫的特性 （马晓慧等， ２０２２）。 本研

究首次报道了天津地区黑腹单节螯蜂， 并发现大

量被该蜂寄生的灰飞虱和白背飞虱的若虫、 成虫，
是田间寄生稻飞虱的重要天敌。 本研究结果可望

为天津地区稻飞虱寄生性天敌资源开发利用提供

借鉴。 总之， 本研究发现的黑腹单节螯蜂、 锥腹

肖蛸和圆尾肖蛸等几种天敌是本地区田间具有较

高利用价值和潜力的天敌资源， 发挥其控害潜能，
对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提高稻田害虫的生态控

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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