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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瓣蝇类（Calyptratae）隶属于双翅目（Diptera）环

裂亚目（Cyclorrhapha），与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

花蝇科、蝇科、丽蝇科和麻蝇科蝇类常出没于人畜居住

处附近，很多种类可传播疾病，有些则在幼虫期成为蝇

蛆症病原体，有些在幼虫期侵食作物［1-2］。峨眉山位于

四川盆地西南部，它以优美的自然风光、悠久的佛教文

化、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独特的地质地貌而著称于世。

年相对湿度约为 80%，年平均降雨量 1480.5 mm，气候

温和［3］。

生物多样性是当今全球生态学研究中的热点领

域，也是生物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生物多样性是

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的丧失将直接危

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物种多样性不但是遗传多

样性的直接体现，而且也是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

样性形成的基础，因此，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研究

的核心问题［4］。鉴于此，我们对峨眉山地区有瓣蝇类

进行了物种多样性方面的研究探索。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本研究统计的峨眉山地区包括东至

成昆铁路峨眉河桥，地理坐标东经 103°31′14″，北纬

29°36′45″；西至棉石岗，地理坐标东经103°15′00″，北
纬 29°28′10″；北至峨眉河朱坎桥，地理坐标东经

103°29′51″，北纬29°38′04″；南至龙池镇三峰山，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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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东经103°18′45″，北纬29°24′39″，总面积262 km2。

1.2 材料来源 峨眉山地区有瓣蝇类的数据来源于

文献［5-21］。
1.3 数据分析 多样性分析采用 Shannon⁃Wiener 指
数，H＝-∑PilnPi，其中，H为多样性指数，Pi为第 i亚
科、属或种的个体占总数的比例［22］。优势度指数（D）
采用Berger Paeker指数，D＝Nmax/NT，其中，Nmax代表优

势科的种类数量，NT代表全部种类的数量。

2 结 果

2.1 物种多样性 峨眉山地区共记录有瓣蝇类 7 科

81属 224种（表 1）［23-29］，在属级和种级水平，分别占中

国已知属、种的 17.20%和 6.56%；其中蝇科和花蝇科

为优势科，种类较为丰富。在属级水平蝇科占有较

大优势，D 为 24.69%；在种级水平花蝇科优势水平较

高，D 为 31.25%。H在属级水平和种级水平分别为1.72
和1.64。

从科的水平看，蝇科属数量最多为 20属，占中国

已知属的24.69%，其次为花蝇科18属，占22.22%。

从属的水平看，花蝇科泉蝇属（Pogomya）和蝇科

棘蝇属（Phaonia）种类最多，占该保护区已知种数的

10.76%，其次为花蝇科植种蝇属（Botanophila），占

8.07%；厕蝇科厕蝇属（Fannia）占 5.80%，蝇科池蝇属

（Limnophora）、丽蝇科绿蝇属（Lucilia）和麻蝇科亚麻蝇

属（Parasarcophaga）各占3.14%。

与中国已知属数相比，粪蝇科和花蝇科属数最多，

均占中国已知属的50.00%；其次为蝇科，占35.71%；丽

蝇科占35.42%。与中国已知种数相比，粪蝇科种数最

多，占中国已知种数的 15.38%；其次是丽蝇科，占

13.39%；花蝇科占10.37%（表1）。
表1 四川省峨眉山地区有瓣蝇类各科已知属种的数量及在中国各科中所占比例

Table 1 The number of known genera and species of Calyptratae in Emeishan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and their proportion to respective families in China

科别

粪蝇科

厕蝇科

蝇科

丽蝇科

麻蝇科

花蝇科

寄蝇科

合计

多样性指数

优势度指数

属数
〔构成（%）〕

3（3.70）
1（1.24）

20（24.69）
17（20.99）
9（11.11）

18（22.22）
13（16.05）
81（100.00）

1.72
24.69

中国属数
（所占百分比）

6（50.00）
3（33.33）

56（35.71）
48（35.42）
65（13.85）
36（50.00）

257（5.06）
471（17.20）

种数
〔构成（%）〕

4（1.79）
13（5.80）
69（30.80）
32（14.28）
15（6.70）
70（31.25）
21（9.38）

224（100.00）
1.64

31.25

中国种数
（所占百分比）

26（15.38）
142（9.15）
954（7.23）
239（13.39）
270（5.56）
675（10.37）

1109（1.89）
3415（6.56）

优势属种数
（所占百分比）

厕蝇属 13（5.80）
棘蝇属 24（10.76）
池蝇属 7（3.14）
绿蝇属 7（3.14）
亚麻蝇属 7（3.14）
泉蝇属 24（10.76）
植种蝇属18（8.07）

2.2 区系成分多样性 根据动物现代分布理论及6个

动物地理界的划分，我国地跨古北与东洋两大动物

界。此次研究结果表明，在四川省峨眉山地区特有种

有 62种，占保护区已知分布种数的 27.68%，东洋界种

占 26.34%，古北＋东洋界种占 29.91%；其次为古北＋

东洋＋澳洲界种，占4.91%；古北界种占3.13%；广布种

占2.68%（表2）。
2.3 特有种成分多样性 峨眉山地区已知有瓣蝇类

特有种 62种，占 27.68％。峨眉山地区已知的 81个属

中，特有种分布于其中的 17个属，占该地区已知属总

数的20.99%。分别为蝇科5个属，花蝇科4个属，丽蝇

科和寄蝇科各3个属，麻蝇科和厕蝇科各1个属。就各

科特有种数量来看，以花蝇科最多，有 29 种，占

46.77%，其次为蝇科，占33.87%，在特有种分布的各属

中，以花蝇科泉蝇属特有种最多，占29.03%，其次为蝇

科棘蝇属，占27.42%（表3）。由此可见，峨眉山地区具

特有种成分多样性的分布特点。

表2 四川省峨眉山地区有瓣蝇类世界区系成分
Table 2 Faunal components of Calyptratae in Emeishan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at a global scale
种类组合

峨眉山特有种

广布种

东洋界种

古北界种

（古北＋东洋）界种

（古北＋东洋＋澳洲）界种

（古北＋东洋＋新北）界种

（古北＋东洋＋热带）界种

（古北＋东洋＋热带＋澳洲）界种

（古北＋东洋＋新北＋澳洲）界种

（古北＋东洋＋热带＋新北）界种

（古北＋东洋＋新热带＋新北）界种

（古北＋东洋＋热带＋新北＋新热带）界种

（古北＋东洋＋热带＋新热带＋澳洲）界种

合 计

注：广布种指分布区占有六界的种类。

种数
（个）

62
6

59
7

67
11
4
1
1
1
1
1
2
1

224

占总种数的
百分比（%）

27.68
2.68

26.34
3.13

29.91
4.91
1.79
0.45
0.45
0.45
0.45
0.45
0.89
0.4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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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中国地质史上中生代末期的燕山运动奠定了峨眉

山地质构造的轮廓，新构造期的喜马拉雅运动及伴随

青藏高原的强烈抬升造就了雄伟壮丽的峨眉山现代地

貌。不同的构造岩石地层背景产生不同的地貌成因类

型。其主要类型有构造地貌、流水侵蚀地貌、岩溶地貌

和构造剥蚀台地等。多样的地貌类型所形成的特殊地

理环境造成了峨眉山物种成分多样的蝇类分布格局。

峨眉山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1月平均气温

普遍＞0 ℃，7 月平均气温在 25 ℃左右，年降雨量＞

1000 mm。多种自然要素交汇，生物种类丰富。由于

山上山下气温悬殊，从山下到山顶气温相差约 15 ℃，

为各种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条件。复杂的地形地

貌，适宜的气候和丰富的植被资源为有瓣蝇类昆虫的

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区域内形成丰富的物种多

样性。在全国已知的3400多种有瓣蝇类中，峨眉山地

区已知224种，约占全国已知种数的6.56％，可见其多

样性程度。在各科属数方面，蝇科属数最多（20个），

占中国已知属（56个）的35.71%，粪蝇科在该保护区发

现 3 个属，花蝇科发现 18 个属，所占比例均为

50.00%。在各科的种数方面，花蝇科在中国分布有

675 种，在该地区内分布有 70 种，占中国已知种数的

10.37%。经统计，该地区昆虫属级和种级水平的H分

别为1.72和1.64。D在属级和种级水平分别为24.69%
和31.25%，占有绝对优势。

峨眉山地形地貌复杂，适宜生物的长期生存与演

化，有瓣蝇类种群的迁移和扩散较易实现，基因交流障

碍也较小。仅分布于古北、东洋两界的 67种，连同广

布种中同时分布于东洋、古北两界者 6种，及古北、东

洋与其他界共有种 23 种，合计 96 种，占总数的

42.86%，并有 3.13%的古北界种。说明该地区有古北

界和东洋界种互相渗透的趋势。同时特有成分占

27.68%，说明峨眉山地区有瓣蝇类昆虫区系特征是以

特有成分、东洋界区系成分、古北＋东洋界成分为主，

其他成分共存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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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四川省峨眉山地区有瓣蝇类各科特有种的数量
及在中国各科中所占比例

Table 3 The number of endemic species of Calyptratae in
Emeishan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and their

proportion to respective families in China
科

花蝇科

厕蝇科
蝇科

丽蝇科

麻蝇科
寄蝇科

属
叉泉蝇属
拟缘花蝇属
泉蝇属
植种蝇属
厕蝇属
客夜蝇属
毛基蝇属
阳蝇属
池蝇属
棘蝇属
裸变丽蝇属
蜗蝇属
瘦粉蝇属
翼麻蝇属
狭颊寄蝇属
追寄蝇属
赛寄蝇属

种数及所占百分比（%）
1（1.61）
1（1.61）

18（29.03）
9（14.52）
3（4.84）
1（1.61）
1（1.61）
1（1.61）
1（1.61）

17（27.42）
2（3.23）
2（3.23）
1（1.61）
1（1.61）
1（1.61）
1（1.61）
1（1.61）

·· 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