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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紫胶虫的地理分布及生态因子的作用

陈又清，王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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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紫胶虫是重要的资源昆虫。本文结合云南西南部、东南部地区云南紫胶虫自然分布区调查结果及相关资料

的整理和分析，对生态因子在云南紫胶虫地理分布中的作用进行了归纳。结果表明：云南紫胶虫的地理起源可能

是印度洋地区的南亚。云南紫胶虫主要分布于怒江流域及支流、澜沧江流域及支流、红河流域及支流、伊洛瓦底江

流域支流河谷两岸半山坡。气候因子中的温湿度组合是决定云南紫胶虫地理分布的主要因子，而寄主植物分布对

云南紫胶虫地理分布也有限制作用。云南特有的流域地形、山脉走向及所形成的小气候特点决定了云南紫胶虫在

云南的地理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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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探讨生物地理分布及生态因子对其地理分布的

影响，有利于了解生物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生物的

物种起源、进化和散布，有利于对生物资源的培育与

利用。从种的生态学来阐明某种动物或昆虫的地理

分布的规律性，便于制定害虫控制和昆虫资源合理

开发的策略，防止危害性害虫的入侵，是昆虫生态地

理学的基本任务（张润志和何新凤，(00&）。

云南紫胶虫 -.//+$ 01&$&&.&2+2 UN .# L?AO 是一

种 介 壳 虫，属 同 翅 目（ L?7?GHCS" ），胶 蚧 科

（\"::8<CS8E"C），胶蚧属 -.//+$。近年来有学者依照新

的昆虫分类系统将紫胶虫归为半翅目（LC78GHCS"），

胶蚧科（TCSS8E"C），胶蚧属 -.//+$（袁锋，$%%/）。由于

其分泌的紫胶被广泛应用在许多行业，是一种重要

的资源昆虫（刘崇乐，(0’&），目前仍是我国生产紫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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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生产用虫种。紫胶虫寄主植物种类繁多，在



全世界的自然分布区中约有 !"# 种，目前已经发现

的云南紫胶虫寄主植物亦有 !## 多种（陈玉德和候

开卫，$%%&）。有关云南紫胶虫生态和分布上的研究

多集中在气候因子对其影响（温福光，$%’&；阎克

显，$%’%；石秉聪，$%%!），紫胶产区气候特点（于美蓉

和宋多魁，$%’(；石秉聪等，$%%!），适生气候分区（吴

兆兴，$%%#；石秉聪等，$%%!；陈玉培，$%%&），最佳生

长地的植被条件（候开卫等，$%’(），寄主植物（中国

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紫胶考察队，$%()；陈玉德

和候开卫，$%%&），以及非地带性因素的影响（张福

海，$%’(）等方面。本文结合云南西南部、东南部地

区云南紫胶虫自然分布区调查结果及相关资料，从

植被、气候、土壤、地形等方面综合分析了限制云南

紫胶虫地理分布的生态因子，以期为探讨云南紫胶

虫的物种起源、进化和散布提供一些依据。

! 云南紫胶虫的地理起源和分布

!"# 云南紫胶虫的地理起源

由于时间久远，人们已难于准确判断云南紫胶

虫地理起源的中心，但作为其寄主植物的害虫，被人

工放养之前，云南紫胶虫与原生的寄主植物是一起

协同进化的。最初，云南紫胶虫与野生的寄主植物

共同分布在有限的区域内，随着云南紫胶虫自然传

播和被人工放养，该虫也随之扩大了分布地。这表

明，该虫最初的地理分布区是由寄主植物的分布决

定的，云南紫胶虫的地理起源与寄主植物的起源和

分布密切相关。

中生代晚期的白垩纪以来，地球上发生的原始

古陆分裂和冰期的进退两大事件是影响着昆虫区系

起源和演化的主要原因，云南紫胶虫也不例外。

如今的几个大陆在过去是拼合在一起的，它们

是后来才漂移开来的，而且连刚性的海底也参与了

这个运动，在 ! 亿年前，即在石炭纪末和二叠纪初，

整个陆块曾经组合为两个大小相等，并且部分相连

的大陆———冈瓦那古陆和劳亚古陆（魏格勒，$%*!）。

从中生代的燕山运动，一直延续到新生代的第三纪

中新世，云南大地经历了漫长的夷平作用过程，形成

了广大的夷平面。自上新世晚期至更新世开始，由

于大规模的抬升而形成云南高原，这个抬升过程奠

定云南现在的地形地貌结构。云南南部在这个抬升

过程中有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经历了一次新的剥

夷过程，又形成了现今云南南部低一级夷平面，主要

见于云南东南南部及西南边沿热带地区。在高原面

解体成为地势起伏较大的山原地貌过程中，由于云

南自西向东有怒江断裂、澜沧江断裂、红河断裂、安

宁河+龙川江断裂，导致云南境内主要山脉、河流尽

南北走向。这种地貌有利于南亚和东南亚植物和昆

虫区系向北扩展（李锡文，$%%"）。在更新世时，横断

山脉甚至在青藏高原，并未发生广泛的冰盖，本区无

大面积冰川，自然景观与现代近似。当时由于冰期

与间冰期的交替，冰川的进退，只引起自然带的垂直

位移，而且在低海拔的河谷地区，冰缘气候的影响，

愈形减弱，景观的变迁相对稳定。复杂的垂直带又

为动物提供多种生境，纵向的平行峡谷，对于动物是

良好的相对隔离的环境，这些对动物的保存和分化

都是有利的。以往有关白蚁的系统发育、胡蜂的地

理分布扩散、沫蝉的动物地理分布、蝽科区系分布等

研究也都表明大陆变迁特别是青藏高原隆起对昆虫

地理分布、区系演化和系统发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黄复生等，$%’(；董大志和大"公雄，$%%&；章士

美和林毓鉴，$%%&；董大志和王云珍，)##$；梁爱

萍，)##!）。

云南热带种子植物本质上是属于古热带马来西

亚森林植物区系，其东侧与越南和老挝北方及我国

广西南部三地共同构成古热带植物区系中的北部湾

地区，而西侧与其邻近的缅甸禅邦及泰国北部共同

构成古热带植物区系中的滇缅泰地区，东侧明显与

印度洋相连的西马来西亚范围内的东南亚各地区系

地理联系紧密。云南东侧是古北大陆南缘，而西侧

是古南大陆北缘，它们的区系在第三纪以后由于地

质上的稳定而很少变化，古地中海的推进和退缩所

引起的种子植物区系变化从来没有涉及到这里（李

锡文，$%%"）。云南紫胶虫的寄主植物地理组成的主

要倾向是 %#,以上为热带成分，其中印度、缅甸及

中国云南西部地区的组成成分占有极大的比例。除

少数寄主属外，多数寄主属，特别是常用的寄主属，

都是亚洲南部印度、缅甸及我国云南西南部地区干

性落叶林的组成分子（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

紫胶考察队，$%()）。因此，云南紫胶虫的寄主植物

在起源上应属于古热带马来西亚森林植物区系，与

其邻近的缅甸禅邦及泰国北部共同构成古热带植物

区系中的滇缅泰地区。而紫胶虫在有寄主植物的条

件下，才能生存和繁衍，因此推测云南紫胶虫与其寄

主植物具备相同的地理起源中心，即印度洋地区的

南亚。

!"! 云南紫胶虫的自然分布区

云南紫胶虫自然分布区位于 %(-!$. / $#*-$#.0，

))" 昆虫学报 !"#$ %&#’(’)’*+"$ ,+&+"$ "# 卷



!"#"$% & !’#($%)，主要分布于怒江流域及支流、澜沧

江流域及支流、红河流域及支流及伊洛瓦底江流域

支流河谷两岸，主要包括：分布在滇中的澜沧江、把

边江、阿墨江、漾濞河、礼社河，滇西的大盈江、龙川

江上游，怒江在云南省的下部，滇东的南溪河、盘龙

河等，海拔高度在 " $$$ & " *$$ + 的山间盆地、低山

丘陵及中山的南坡，大约包括墨江、普洱、景东、景

谷、云县、凤庆、临沧、施甸、漾濞、开远、文山、龙陵、

昌宁、镇康，这些地区是云南紫胶虫主要的自然分布

区。分布在大盈江、龙川江、怒江、澜沧江、把边江、

阿墨江、藤条江、红河、枯柯河、南朋河等海拔低于

’$$ + 的峡谷两岸谷坡，大约包括环境干热的保山

市隆阳区（潞江坝）、昌宁（枯柯坝、湾典坝）、龙陵（勐

糯坝）、双江、耿马等地，在气候较阴凉的阴坡有云南

紫胶虫自然分布。在国境附近的大盈江、龙川江、怒

江、澜沧江、红河、李仙江，海拔高度在 *$$ & ’$$ +
的宽谷盆地上，大约包括环境湿热的景洪（大勐龙、

勐仑、橄榄坝）、瑞丽、盈江、耿马（孟定）、潞西市部分

地段，在植被破坏后林地开阔地段偶有云南紫胶虫

分布。

! 云南紫胶虫自然分布区的生态条件

!"# 云南紫胶虫自然分布区植被类型

云南紫胶虫不同的分布区，植被存在一定差异，

主要植被类型（吴征镒，",’$）包括暖热性稀树灌木

草丛及河谷季雨林次生林与灌木草丛这二种类型

（侯开卫等，",’-），落叶季雨林中也偶有云南紫胶虫

分布。

!"#"# 落叶季雨林：在有较明显的干湿季地段（海

拔 .$$ & " !$$ +）或比较开阔的河谷两岸分布的落

叶季雨林，与北方边缘类型的雨林相比较，落叶树种

成分显著增加，多在雨季来临时迅速抽叶，有较阔大

而稀疏的树冠，分支较低且高度也低，常绿乔木多有

阔大树冠或硬叶耐旱的种类，大羽状复叶的种类较

少，阳性者多，藤本植物较少而草质者多。附寄生种

类除蕨类外，一般较少，但与典型的季雨林相比较，

则又混杂有较多的常绿树种。林内也可见少数雨林

成分，因此，这一类型的植被是反映本区气候条件的

特殊性而带有过渡性质的。从种类成分上讲，较低

海 拔 处 落 叶 树 种 类 成 分 多 见 木 棉 !"#$%&
#%’%$%()*+,、刺 桐 -(./0()1% 2%()34%/3、楝 树 53’)%
%637%(*0、楹 树 8’$)6)% *0)131,),、构 树 !("+,,"13/)%
9%9.():3(% 等，有些种类和稀疏乔木林、河岸类型的热

带季雨林或散生草原中的主要树种相同。但在海拔

稍高处（,$$ & " !$$ +）则由于本地段多已被开发，原

生森林除沿溪谷有少数片断外，一般均被不断烧砍

而形成大面积的次生稀树草原，多见攀枝花、火绳树

-()"’%31% ,93*/%$)’),、余甘子 ;0.’’%1/0+, 3#$’)*% 等落

叶或耐旱种类。

由于受季风的影响，这里的雨量并不足以使土

壤保持常湿。而且在每年的冬春交替时节，还有一

段干旱时期，植被虽已具备热带景色，但不是典型的

雨林，只能是落叶季雨林景观。又因长期以来遭受

人畜破坏，尤其是山火破坏，大片的原始森林已难觅

见，原生植被保存不多。从现存的植被来看，可见到

季雨林的特征。因气候年变化小，栽培植物的开花、

结实、播种、生长与死亡几乎可以同时并进。

因温度高，雨量充沛，生长季节长，植物的季节

更替不明显。寄主植物有聚果榕 <)*+, (3*3#",%、菩

提树 < / (3’)4)",%、高山榕 < / %’/),,)#% 等湿热树种，

还有思茅黄檀 =%’$3(4)% ,63#%"31,),、泡火绳和钝叶黄

檀 = / "$/+,):"’)% 等。

从地理位置上分析，这一植被类型是云南紫胶

虫自然分布区的最南端，在原生植被遭受破坏后，林

地开阔地段偶有分布。

!"#"$ 暖热性稀树灌木草丛：这里因受焚风的影

响，雨量少，气温高，加上长期遭受人为破坏及野火

焚烧，森林极少，已呈稀树灌木草丛的景观。疏落的

森林亦多由乔木与灌木组成。植物主要是禾本科的

大 菅 >03#37% 4)4%1/3%、黄 菅 > / /()%17(% 012 /
?%9%"1)*%、扭黄茅 @3/3("9"4"1 *"1/"(/+, 等为主，在河

漫滩边缘、撂荒阶地、路旁沙荒上多热带半肉质耐旱

杂草和耐旱灌木，如大花蒺藜 >()$+’+, *),/")73,、马齿

苋 ;"(/+’%*% "’3(%*3%、金合欢 8*%*)% :%(13,)%1%、滇刺

枣 A)6.90+, #%+()/)%1% 等有刺灌丛，和一定数量的仙

人掌 B9+1/)% #"1%*%1*0%、霸王鞭 -+90"($)% (".’3%1%
等肉质植物，与朴叶扁担杆 C(3D)% *3’/)7):"’)%、斜叶

榕 < / 4)$$",%、余 甘 子、红 格 树 E317’%17)%
9%1)*+’%/%、虾子花 E""7:"(7)% :(+/)*",% 等灌丛混生。

由于温度较高，且局部地带的极端温度可超过

(*3，干旱时期长，不利于云南紫胶虫的生活，但海

拔稍高（" "$$ +），且位于半阴坡或沟谷中，温度稍

低，湿度稍大的地段，云南紫胶虫的生长极好，这里

的寄 主 植 物 主 要 为 钝 叶 黄 檀、火 绳 树、短 翅 黄 杞

-143’0%(7/)% *"’3$(""F)%1%、斜叶榕等。

这一植被类型由于气候的干热，云南紫胶虫难

于度过夏季世代，所以只是在阴坡及气候凉爽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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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布。

!"#"! 河谷季雨林次生林与灌木草丛：在地理景

观上已具有南亚热带季雨林或稀树干草原的特色，

植被类型过渡性强。在焚风影响较少，比较湿润的

河谷及其附近低坡、南坡，乔木多短翅黄杞、火绳树、

攀枝花、钝叶黄檀等。在潮湿的平坝或沟谷地带，还

残存有热带季雨林的景色，常见树种有垂叶榕 ! !
"#$%&’($&、高山榕、菩提树、聚果榕、思茅黄檀、扁担

杆 ) ! "(*+"&、白花羊蹄甲 ,&-.($(& &/-’($&0& 等，与

栽培树种酸角 1&’&2($3-& ($3(/-4、菠萝蜜 520+/&26-4
.#0#2+6.7**-4、番石榴 84(3-’ 9-&%&:&、番木 瓜 ;&2(/&
6&6&7& 等组成河谷季雨林次生林和灌丛景观。在通

风湿坡和土壤湿润肥沃的地带，都发育着各类型的

常绿栎林。在背风干坡、阳坡或土层贫瘠的平缓山

脊以至陡坡，多以云南松为主。荒废低山则多旱生

落叶有刺灌丛，如金合欢、余甘子混生，其中还夹杂

着一定数量的仙人掌、霸王鞭等肉质植物，及热带干

草原的禾本科蒿草等，它们已经开始缓慢地向真正

的稀树干草原过渡了。这是云南紫胶虫自然分布区

主要的植被类型。

!"$ 云南紫胶虫自然分布区的气候特点

云南紫胶虫自然分布区气候也存在一定差异，

主要体现在温湿度的变幅上，为了便于比较，分成三

种类型。

!"$"# 热带北缘：在气候上，以高温湿润为主要特

征，一年无四季之分，但旱季、雨季分明。年平均温

度在 "#$ % "&$之间，年温较差 ’#$左右，最热月

平均温度 "($ % ")$，最冷月平均温度在 ’*$以

上，极端最低温度不低于 +$，年平均最高温度 ",$
左右，极端最高温度偶尔可达 *#$，全年无霜。旱

季多晴朗无云，日温较差增大，雨季多云雨，日温较

差变小。温度的季节变化明显地小于昼夜变化。日

照较少，年平均日照率仅 +#-左右，但年日照时数

较充分，通常为 " ### . 左右，雨季日照时数比旱季

少，日照时数最多的月份是在雨季来临的 * / + 月

份，最小的月份是在雨水特多的 ( / ) 月份。雨量很

丰沛，年降雨量在 ’ "## % ’ ,## 00之间，雨量在一

年内分布很不均匀，通常集中在 + / ’# 月份，形成明

显的旱季和雨季。旱季里晨雾特多，在低层大气中

形成浓郁雾海，通常持续至上午 ’’ / ’" 时左右，这

在很大程度上补偿了冬春季少雨的缺点。夏季的多

雨与冬季的浓雾，使空气很湿润，年平均相对湿度在

,#-以上，就是最旱月的相对湿度也在 (#-以上。

由于该类型气候特点雨量大，空气湿热，不利于云南

紫胶虫自然分布，其中过高的相对湿度是主要的限

制因子。

!"$"$ 南亚热带河谷气候：因受焚风影响，以高温

少雨为主要特色。年平均温度在 "#$ % "+$之间，

年温 较 差 ’#$ % ’&$，最 热 月 平 均 温 度 "($ %
")$，最冷月平均温度 ’&$ % ’)$，年平均最低温度

在 ’+$以上，极端最低温度不低于 "$，年平均最高

温度 &#$左右，极端最高温度偶尔可达 *#$，终年

无霜，日温较差与年温较差几乎相等。雨量在 ,##
00 以下，雨季在 + / 1 月，旱季长达 ( 个月以上。年

降雨量约在 ’## 天左右，尚不到全年的 ’2&。降雨强

度很小，其日平均值未超过 +3+ 00，’ 日间最大降雨

量也少于 ’## 00，暴雨少。年平均相对湿度小于

)#-，’& 时的相对湿度在旱季时期通常可降至 +-
或更低，即使是最旱月相对湿度尚在 +#- % (#-之

间，但这样的时期很短暂。这一类型气候限制云南

紫胶虫自然分布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干热，特别在其

夏季世代的 & / + 月份，导致云南紫胶虫死亡。

!"$"! 南亚热带湿润型：年平均温度较热带低，无

霜日较热带短，无雪，年平均温度 ’)$ % "#$，年温

差 ’#$ % ’&$，最冷月平均温度 ’#$ % ’&$，年平

均最高温度 "($ % ",$，极端最高温度 &,$左右，

极端最低温度 / ’$左右，年温较差、日温较差小。

年降雨量在 ’ ### % ’ +## 00 之间。降雨日 ’+# %
’(# 天，年平均相对湿度 ,#-左右。日照数在 " ’##
% " *## .。这种气候类型最适于云南紫胶虫自然分

布及扩散。

!"! 云南紫胶虫自然分布区土壤特点

土壤主要作用于植物，对云南紫胶虫无直接的

影响。在云南紫胶虫自然分布区湿热环境中的景

洪、河口、瑞丽、盈江、耿马、潞西市，主要组成岩石有

石灰岩与砂页岩、酸性火成岩与变质岩（吴征镒，

’1,)）。在地貌上基本可分成两种类型，即宽谷盆地

和低山丘陵。土壤以砖红壤为主，有机质含量达

*- % 1-，45 值在 *3+ % +3# 之间，还有石灰性或中

性冲积土，有机质含量达 "3,-以上，45 值在 )3" %
)3) 之间，再是分布在低山的黄壤，其所占面积不

大。在云南紫胶虫自然分布区干热环境中的保山市

隆阳区、昌宁、龙陵、双江、元江、耿马等地，在大地构

造上属康滇台背斜，基层岩石主要有：千枚岩、大理

石、花岗岩、石灰岩、变质岩、玄武岩等，因侵蚀强烈

使其形成深陷的峡谷，水流湍急，谷璧陡峭，峡谷与

峡谷之间的距离较近，河面低于山脊约 +## % ’ ###
0之间，主要的地貌类型有侵蚀中山、冲积平原、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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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扇以及部分漫滩阶地。而云南紫胶虫广大自然分

布区，大约包括墨江、普洱、景东、景谷、云县、凤庆、

临沧、施甸、漾濞、开远、文山、龙陵、昌宁、镇康基层

岩石主要有：沙岩、石灰岩、间以页岩、千枚岩、花岗

岩和云母片麻岩，土壤都是红色、紫色或者黄色粘性

土，粉状到核状结构，有机质极少。

! 气候与寄主植物在云南紫胶虫地理

分布中的作用

!"# 气候因子对云南紫胶虫地理分布的作用

在昆虫以及变温动物的生活中，在大多数情况

下，温湿度起着主要作用，而其他环境因素与温湿度

直接或间接发生关系。林日钊等（!""#）在等翅目昆

虫区系及地理分布中论述了气候因子的影响。在云

南紫胶虫的自然分布区，气候特点主要是受西南季

风影响，四季不分明，但干湿季明显。每年的 $ 月下

旬，一般是雨季开始时间，$ 月至 !% 月为雨季；而干

季则在 !! 月初开始，!! 月至翌年的 # 月为干季。分

布区热量充足，年平均温度多在 !&’以上；冬季温

度不太低，绝对最低温常在 %’以上，偶尔出现 %’
以下低温，但历时极短，且基本上没有受寒潮影响，

最冷月多出现在 !( 月或 ! 月，但均多在 !!’以上，

最高温出现在干季末的 # ) $ 月。

在云南紫胶虫自然分布区内，由于山脉和地势

的分布特点，使得云南的气候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

非常大，这些差异决定了云南紫胶虫地理分布特点。

首先，云南北部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对北方来的寒

潮起了层层阻隔和下沉增温的作用，空气干燥温暖，

温度有效性高。起于大理南部，至于红河南部的哀

牢山也起了重要作用。冬季入侵的弱冷空气直接被

山体阻隔，强冷空气翻过山体后已成强弩之末，西南

暖湿气流东进时，受山体阻挡，形成哀牢山以西、以

南降水多于东部，气温较同纬度、同海拔的东部地区

高，冬季寒潮侵袭次数也较东部少。这些山体的分

布、走向为云南紫胶虫创造了良好的越冬条件，云南

紫胶虫分布沿河谷向北推移，或在同纬度地区抬升

海拔分布的上限，云南紫胶虫也因此主要分布在哀

牢山以西地区，而哀牢山以东地区分布较少。其次，

滇西南和滇南的向西、向南和向西南的山坡，作为下

半年西南季风的迎风坡，雨量很充沛，是云南紫胶虫

自然分布的主要坡向。但由于雨量集中在 $ ) !%
月，形成明显的旱季和雨季，干旱季节对云南紫胶虫

及其寄主植物都极为不利。但旱季里晨雾特别多，

在低层大气中形成浓郁雾海，通常持续到上午 !! )
!( 时左右，这在很大程度上补偿了冬春季少雨的缺

点，云南紫胶虫分布区也由此局限在雾带，海拔大约

在 &%% * ! $%% +。而在干热河谷地段，地形有焚风

效应，造成怒江河谷等地特别燥热的天气，云南紫胶

虫只局限分布在潮湿的平坝或沟谷地带，或在焚风

影响较少，比较湿润的河谷及其附近低坡、南坡。最

后，对于半常绿雨林北缘或季节性雨林地段，雨量特

别充足，空气相对湿度大，不利于云南紫胶虫生长发

育，而在雨林或季雨林遭到破坏的开阔地段或林缘，

由于阳光照射和空气流通好，能找到云南紫胶虫

分布。

适宜云南紫胶虫自然分布总体的气候条件是：

年平均温度 !&’ * (,’之间，最冷月平均温度 !!’
以上，极 端 最 低 温 度 !’ 左 右，年 降 雨 量 &%% *
! &%% ++，年平均相对湿度 -$. * &$.。而其中的

主要条件是：在年温较差大深受冬季低温影响的地

区，最冷月 !%’等温线是分布界线；在年温较差小

的地区，若冬季温度已满足越冬虫态的需要，可以采

用年平均温度 !/’作为分布的指标。

!"$ 寄主植物对云南紫胶虫地理分布的作用

云南紫胶虫的寄主植物生态适应性强，具有喜

温、喜光、耐旱、耐火、种子传播效率高、繁殖力强、生

长快，材质松、早熟和多产、寿命短、更新容易等特

点。云南紫胶虫的寄主植物在我国主要分布在西南

部（滇、黔、川、藏）至东南部（桂、粤、闽、台）的广大地

区，少数种类分布于长江以南其他省份（中国科学院

综合考察委员会紫胶考察队，!"/(）。在云南，云南

紫胶虫的寄主植物分布在哀牢山两侧，分布呈现不

同特点。在哀牢山以西，可向北分布到 ($01 左右，

包括云南保山、德宏、怒江部分地区；在哀牢山以

东，主要分布在北回归线附近，红河州及文山州部分

地区。在垂直分布上，常用的寄主植物多分布在海

拔 ,%% * ! -%% + 地段。在流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龙

川江、太平江河谷半山区，怒江水系的怒江中下游河

谷半山区、南定河河谷半山区、各细小支流，澜沧江

水系的澜沧江中下游河谷半山区、小黑河半山区，李

仙江水系的把边江河谷半山区、阿墨江河谷半山区、

李仙江河谷半山区、藤条江河谷半山区，元江水系的

元江河谷半山区、小河底河河谷半山区、盘龙江和普

梅河河谷半山区、珠江水系的南盘江中下游河谷半

山区、北盘江下游河谷半山区、右江上游河谷半山区

（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紫胶考察队，!"/(）。

从寄主植物的特点和分布来看，寄主植物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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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云南紫胶虫寄生的特点，且适应的生态条件与云

南紫胶虫基本相近，但从分布的范围、海拔、流域等

都要大于云南紫胶虫的分布区，因此，寄主植物的分

布决定了云南紫胶虫的分布，在寄主植物分布区域

内，云南紫胶虫的实际分布受其它因子的影响。

! 结语

对于云南紫胶虫与生态因子的关系研究，由于

前人主要从紫胶生产角度出发，而且很多研究是针

对人工引种的新区，研究的结果与本文有些差异。

而且由于定名没有统一，前人研究中曾用的名称包

括中华紫胶虫 !"##$% &’$("()$) !"#$%#"&&"’，紫胶虫

!"##$% *%&&%（()**）或紫胶蚧 !"##$% *%&&%（()**），其实

均为主要紫胶生产用虫，即云南紫胶虫。在寄主植

物分布方面，前人只是强调了从热带北缘至回归线

一带的分布状况，这一分布区域比云南紫胶虫寄主

植物实际分布区域小。

从整体分布上讲，云南紫胶虫的地理分布与云

南境内的山脉和流域分布密切相关。云南紫胶虫主

要分布在北回归线附近，具有典型的纬向形特点；

云南是高原或山原地方，哀牢山东西两侧受不同季

风的影响，直接影响云南紫胶虫的纬度分布和海拔

带分布。在哀牢山以西，主要受西南季风影响，云南

紫胶虫分布北限可到 +,-. 左右，而在哀牢山以东，

主要受东南季风影响，云南紫胶虫主要分布在北回

归线附近；同时，在同一个纬度，哀牢山以东地区云

南紫胶虫分布地段海拔高度比哀牢山以西地区低

/00 1。

受山原影响，流域内寄主植物状况、小气候特

点、土壤条件决定了云南紫胶虫是否分布以及分布

的海拔范围和坡向。在有寄主植物的条件下，影响

云南紫胶虫地理分布的生态因子中，温湿度因子是

关键，决定了云南紫胶虫在纬度上的分布和不同地

域海拔分布限制。在云南紫胶虫自然扩散的过程

中，自然和人为活动是主要因子，其中特殊的地理条

件和紫胶虫生活史特性起了关键作用。云南紫胶虫

不同地理分布区，受西南季风或东南季风影响，在云

南紫胶虫幼虫涌散期间，由于其个体微小，极容易被

风吹倒邻近的植物上，如果该植物适合其寄生，且温

湿度条件适宜，则完成扩散；如果扩散到的地方由

于温度、湿度、寄主植物等条件不能满足，则限制扩

散。云南紫胶虫自然分布区的地形地貌限制了其自

然分布，特别是山脉的阻挡作用。在中苏科学考察

队的报告中以及宋玉斌（2344）的研究中就提到，广

西百色地区的隆林、陆边、靖西、德宝以及广西南部

的几个县虽具备发展云南紫胶虫的生态条件，但未

发现云南紫胶虫的分布，也无相关的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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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聪提供了他与 张诗财 、杨德润同志未发表的资

料，感谢李昆同志对植物标本的鉴定，感谢资料室杨

光映同志提供珍贵的气象和土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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