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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稻田水生昆虫在稻田生态系统功能实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作者对稻田生态系统中水

生昆虫多样性研究，系统地介绍了稻田水生昆虫的生态位分布、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采集技术方法与流

程，为更好地开展稻田水生昆虫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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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quatic insects in paddy fiel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ice ecosystem. The niche distribution, sampling 

technologies and collecting methods used in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aquatic insects in rice fields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It is hoped that this information will provide better technical support for further studies of aquatic insects in paddy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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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昆虫（Aquatic insects）是指生活在水中

的昆虫，约有 10%的昆虫纲种类为水生（颜忠诚

和 Zhong，2004）。根据其在水中生活的时期，

可将淡水生态系统中的水生昆虫分为两类，即真

正水生类与半水生或两生类（Amphibiotica）。

其中，真正水生类昆虫的整个生活史各虫期均生

活于水中，如半翅目中的蝎蝽科昆虫等、鞘翅目

中的龙虱科昆虫等；半水生或两生类昆虫的幼虫

期水生，成虫期陆生，如蜉蝣目、蜻蜓目昆虫，

广翅目鱼蛉科的鱼蛉、泥蛉科的泥蛉，毛翅目石

蛾科昆虫，双翅目中的蚊 、蚋、水虻、水蝇和

摇蚊等，以及半翅目和鞘翅目中一些种类、喜生

活于潮湿环境中的弹尾目中的水跳虫等（张学

祖，1988）。 

在淡水生态系统中，无论是自然水生态系统

中还是人工干扰水生态系统中，无论是静水（湖、

池、潭、沼泽 等）、流水（江、河流、溪水等）、

静流结合水体（耕作水系统等）、临时积水洼或

温泉中均有大量水生昆虫生存，但因生活习性不

同，水生昆虫在水体中占据的生态位也不同；因

食性不同，在水生态系统中发挥的生态功能也不

尽相同。通常根据水生昆虫在水体中活动所占据

的主要小栖境，可以把水生昆虫分为水面类昆

虫、浮游类昆虫与底栖类昆虫 3种生态位类型。

其中，水面类昆虫生活在水体表面，这类昆虫在

与水面接触的部分具蜡质或拒水毛等结构，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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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步行 滑行或跳跃而不打破水膜。如半翅目

的水黾就依赖细长的中足和后足，能在水面迅速

地奔跑，甚至能逆流而上。双翅目的水蝇能在水

面上步行和滑行，弹尾目的水跳虫能在水面上跳

跃。浮游类水生昆虫能在水中自由悬浮、游泳与

漂浮。它们或在水面附近活动如蚊幼虫；或在水

中自由游泳如一些甲虫成虫与半翅目水生昆虫；

或在流动水体中临时悬浮并随水流漂移至下游。

底栖类水生昆虫包括生活在水底的昆虫与附着

在水体中其他物体上的昆虫，又可分为水底爬行

类、水生附着类与穴居类等几种类型。水底爬行

类包括在底泥上水平爬行的昆虫如石蝇幼虫，与

在水生植物茎根等垂直爬行类昆虫如蜻蜓幼虫。

水生附着类昆虫一般具有发达的能抓取物体的

专门结构如扁泥甲；穴居类水生昆虫主要发生在

静水或缓流水体中，它们常在水底软泥沙层挖洞

并生活在其中，如蜉蝣目中某些种类。 

水生生态系统与其他任何一种自然生态系

统一样，依赖营养联系来实现其生物物质循环和

能量流动的生态功能，水生昆虫在水生生态系统

功能实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直接影

响水生动植物，而且间接地与农业、渔业和人畜

健康等有密切关系。其中，植食性水生昆虫是水

生生态系统中把植物质转变为动物质的转化者，

是水生生态系统中的一级消费者，虽有极少数种

类为害水稻，如发生在湖南、福建等南方稻作区

的稻根金花虫 Donacia provosti，幼虫为害水稻

须根，被害稻株生长缓慢，根部发黑，严重者受

害株全部枯死，但更多的种类能取食水藻、水绵、

水草，既可清洁净化水体，防止水体的过营养化

现象，还可除草（取食水中浮萍等），值得认真

研究。捕食性水生昆虫既捕食其它水生昆虫如蜻

蜓捕食蚊蝇，田鳖、龙虱的幼虫和成虫捕食多种

水生动物，成为二级消费者，同时捕食性水生昆

虫也成为杂食性鸟类和鱼类的食料，是水生生态

系统食物网中的一个重要链节。腐食性水生昆虫

如水龟甲，有“水中的清道夫”的美誉，能净化

水体。淡水中的水生昆虫常与其他底栖动物一起

作为水质量（王备新和杨莲芳，2003；李金国等，

2007）与水体重金属污染（薛建等，2008）的指

示生物被应用于水质评价中，以及水生昆虫还用

于做杀虫剂反应模型，确定杀虫剂对水生昆虫的

毒理效应（颜忠诚和 Zhong，2004；徐吉洋等，

2014）与积累效应。稻田中的水生昆虫 Lethocerus 

sp. 既是餐桌上的美食，还是药材（Matthias，

2006）。显然，水生昆虫的种类、生态功能已经

成为了现代昆虫学研究的热点。为此，基于对稻

田生态系统中水生昆虫多样性研究，我们在实践

中摸索出如下一套全面采集稻田生境中各生态

位与各虫期的水生昆虫采样方法与技术。 

1  稻田水生昆虫的生态位分布 

稻田是一类人为干扰频繁、水稻密集生长的

水生作物生境。同时，稻田是稻田生态系统中的

重要组成生境，其中生存着大量的水生鞘翅目与

半翅目昆虫（Watanabe et al.，2013）。随着直

播、机播、机插或抛秧技术的发展，随着生长季

节的变化，水生昆虫的生活环境也不断发生着变

化。稻田水生昆虫也与其他水生境中的水生昆虫

一样，存在着生态位分化。有些水生昆虫生活于

稻田水面或接近水面的水稻茎秆基部，如捕食稻

飞虱的尖钩宽黾蝽 Microvelia horvathi，有些水

生昆虫活跃地生活于稻田水体中，它们在水体中

自由爬行、游泳或快速游动，如蜻蜒幼虫、龙虱

成虫、牙甲、萤科昆虫的某些幼虫等，有些生活

于稻根处或蛀入浸于水中的稻秆茎的基部生活。

有些生活于腐软的底泥中。 

稻田生境不象池塘、河流等淡水水域，水面

开阔，水深较大，障碍物较少，稻田生境中受水

稻生长的需要与约束，水层较浅，一般在 10 cm

左右或更浅，水稻成为取样的障碍物，所以，一

般适于在开阔淡水水域取样的常规方法不适合

于稻田水生昆虫的采集。 

对于不同淡水水域与不同生态位的水生昆

虫所用采集方法有所不同，而研究目的不同，采

集的水生昆虫对象不同，所用方法也不尽相同。

因此，对某一水域中水生昆虫的研究常是多种采

样方法并用。底栖昆虫的采集主要利用定量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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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2种方法。定量采集主要采用改良的 1／16 m2 

或 1／20 m2 Peterson采泥器采集采样；定性采集

多采用 D形抄网 (王备新和杨莲芳，2003) 或用

铲网、拖网与水底采集网采集。对于生活在水层

中的水生昆虫，水网网捕法是最常用的一种采集

方法。所用水网用铜纱、铝纱、马尾毛、尼龙丝

或亚麻布制作，有扫网、捞网、拖网、吊网与水

底采集网等多种规格与形式可用。常根据水域深

浅，面积的宽狭，水生植物的稀密及所采的昆虫

种类来选择网的规格和种类。采集水面昆虫用扫

网或捞网即可。 

2  稻田水生昆虫定量研究的采集方

法与流程 

2.1  稻田水面与近水面昆虫的采集方法 

样框吸虫器定量采样法：稻田水面与接近水

面（在水稻茎秆基部、水草基部）的昆虫行为活

跃，多为成虫，采用样框法加吸虫器法（刘雨芳

等，1999）进行定量采集。具体方法为：制作长

×宽×高=100 cm×100 cm×50 cm采样框，采

样时，快速将采样框套放在采样点，并将采样框

底部四边压入表泥内且压平，防止样框内昆虫逃

逸。然后采用吸虫器法逐株依次吸取水稻茎秆基

部与水草基部，同时采集样框面积内的水面昆

虫。采样点离稻田边缘不少于 1 m。该法采样面

积准确，样框范围内的昆虫不会逃逸，不破坏水

体，收集的水生昆虫全面且为活体采集，能精准

鉴定物种，能准确定量。缺点是，该方法需要

2~3人操作，可能会把在水稻上活动的陆生昆虫

及其他节肢动物一起采集，需要研究者甄别，要

求研究者对稻田生境中的昆虫习性有一定的了

解。同时，一些水面行为较活跃的昆虫可能在放

置样框时逃逸。 

陷阱法采样：该方法适于采集在稻田水面快

速移动的水生昆虫。用合适的容器如广口玻璃

瓶、塑料瓶等埋入稻田水体中制成陷阱，陷阱口

齐水面，在陷阱瓶内加入适量无色无味的防腐保

存液体，放置与陷阱口内径同样大小的漏斗防

逃。在陷阱的上方设置防雨棚（图 1）。定期收

集陷阱中的标本即完成采样。该方法可以作为样

框吸虫器定量采样法的补充。 

2.2  对幼虫水生成虫陆生类稻田水生昆虫成虫

的采集 

笼罩收集定量采样法：此种方法适合定量采

集幼虫水生，成虫陆生有飞行习性的摇蚊成虫等

昆虫。将笼罩固定在田间，待笼罩内昆虫羽化后，

利用其趋上趋光习性在笼罩的顶端安放大小适

合的成虫收集瓶，定期收集瓶中成虫即完成样品

采集。笼罩的大小可根据实际需要制作，或制成

长×宽×高=100 cm×100 cm×150 cm或长×宽

×高=50 cm×50 cm×150 cm可折叠的长方体等

多种规格支架（图 2：A），也可制成直径为 50 

cm的圆柱体形笼罩，由两个半径为 25 cm 的半

圆形笼罩套接而成。笼罩底部为空，下方均带

15 cm长的插泥脚杆，用于插入稻田底泥中固定

笼罩，笼罩上方接一下口端相应大小与形状的梯

形塔台（图 2：B），用于收缩笼罩上部面积。

在梯形塔台上放置一边长为 25~50 cm的正方形

收集盒（图 2：C），在收集盒底部设计一圆形

孔，用于放置漏斗，引导采样面积内羽化的成虫

进入笼罩后，上行经倒置漏斗进入集虫管。集虫

管活动可拆，便于更换与收集昆虫。如用木质或

不锈钢管制作框架，则笼罩的壁既可用合适的网

纱做成固定的，也可用临时套上大小合适的纱网

或黑色的布帘完成。另外还可用竹片制成高度

150 cm、具有任意宽度的长方形采样壁，使用时

可根据需要围成任意采样面积的方形或圆形笼

罩。对笼罩的 B 部分与 A 部分结构进行遮光处

理，C部分结构采用透光材料制作。三部分可分

拆，在田间进行组装，方便携带。使用时，应仔

细清除笼罩面积内稻株上隐藏的如蜘蛛、隐翅虫

一类的捕食者。该方法操作简单，采集到的成虫

标本完整无损，特别适于种群数量较大的优势种

的采集，对于一些密度较低的种类，必须增加笼

罩数量或扩大笼罩面积。 

2.3  稻田水层中昆虫的采集方法 

样框捞网定量采样法：在前面 2.1中样框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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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陷阱法示意图 
Fig. 1  Illustration of pitfall trap 

 

 

图 2  笼罩结构示意图 
Fig. 2  Illustration of structure of cage 

 
虫器定量采样法采集稻田水面与近水面昆虫的

同一个样方中，吸虫后，用捞网在样框面积内来

回仔细捕捞，如蜻蜓的幼虫、龙虱、牙甲等大型

水生昆虫即可被采集。同时用水瓢将样方中的水

全部取出，放入水桶中，用 20~40目水网过滤，

收集滤渣与捞网所得标本合并成一个样本，放入

样品袋。该法简单易行，在样框范围内全部无放

回取样，对取样速度没有严格要求，定量准确。 

2.4  稻田底泥表层栖水生昆虫的采集方法 

稻田底泥表层栖水生昆虫用样框底泥水洗

法采集：在 100 cm×100 cm的样方中，用吸虫

器采完水面与近水面昆虫、用捞网采完水层中昆

虫，并把样框中水体取走作补充收集后，接着用

样框底泥水洗法采集稻田底泥表层栖水生昆虫。

底泥采样框为长×宽×高=25 cm×25 cm×10 

cm的白铁皮自制小采样框，在第 1、3边上方加

装圆弧形提手，便于操作，上方边缘加厚并反卷，

便于用手压框入泥。在 5 cm高度处制作一采样

刻度线（图 3：A）。采样时，将小采样框置于

已取完水体的大采样点，将采样框嵌入表层泥 5 

cm，用小铁铲将小采样框内表层泥 5 cm全部取

出，放入 40 目的不锈钢网筛中，用清水冲洗去

泥后留渣，用白瓷盘清样，将标本保存于 80%

的酒精中，分类、计数和鉴定。在一个大样方中

采 1~3个小样框的泥样，具体可根据预采样情况

而定。如果只需要 1个样，则选大样框中心点 1，

如需要 3个样方，则围绕中心点 1采用“米”字

线法，每次选“米”字对角线或直线确定样点位

置，如“样点 2+样点 1+样点 3”、 “样点 4+

样点 1+样点 6”、“样点 6+样点 1+样点 7”、 “样

点 8+样点 1+样点 9”等（图 3：B）。 

综合上面各个生态位与各类生活习性的稻

田水生昆虫采样方法，集成稻田水生昆虫多样性

定量研究的采样技术方法与研究流程图（图 4）。 

3  稻田水生昆虫定性研究的采集方

法 

灯诱定性采样法：这是一种传统简单的采集

方法，在开阔的田间生境中，垂直挂放一白色幕

布，幕布大小为高×宽=150 cm×300 cm的长方

形，下端高出水稻顶部约 20 cm，于幕布上方离

开幕布约 10 cm处悬挂诱集灯，诱集灯可用普通

的节能灯管或黑光灯，等天完全黑下来即可开始

诱集。甲虫、蜉蝣等水生昆虫的成虫即被其趋光

性诱集并落到幕布上，用集虫瓶直接收集即可。

该法成本低，安全无毒无害，在无雨天的晚上容

易实施。有条件的可用太阳能灯等市售诱虫灯代

替。如采用固定样点进行灯诱（配合幕布）和网

捕法相结合研究白洋淀湿地生态系统中的水生

甲虫资源（彭吉栋等，2014）。但该采集研究方

法所得结果无法区分研究地不同生境、水体生态

系统健康程度和人类生产活动对该水域水生昆

虫群落的影响，同时对于幼体不能进行采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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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底栖昆虫采样方法示意图 
Fig. 3  Illustration of sampling method for benthic insects 

小泥样框；B.样框内小泥样布局。 

A. Small sampling frame；B. Position of small sampling points in one big sampling frame. 

 

 

图 4  稻田水生昆虫定量研究采样方法与流程 
Fig. 4  Sampling methods and flow of quantitative study on aquatic insects in rice fields 

 
不能定量分析虫口密度，只适用于稻田生态系统

中区域性的水生昆虫多样性的定性调查分析，对

其虫口数量或密度只能作大致判断，不能准确判

断水生昆虫是来源于稻田生境还是稻田周围的

水生生境。 

4  讨论 

近年来，稻田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的生态

功能、自然湿地物种与其他很多水生动物的重要

替代生境而被关注（Ohba et al.，2013；Watanabe 

et al.，2013）。同时稻田水生昆虫与稻田蜘蛛，

均是蚊子的重要捕食者，有望作为控制蚊的综合 

防治因子（Ohba et al.，2015）。而化学杀虫剂

与稻田杀蚊剂（Lawler et al.，2007）的施用对

水生昆虫的生存产生威胁，转 Bt基因抗虫水稻

的应用（Wang et al.，2013）也有可能对水生有

机体，包含水生昆虫产生风险，需要长期的风

险评估。 

对于稻田水生昆虫的研究，过去主要集中在

一些优势种或有特殊生态功能的少数几个类群

的功能研究，如对稻田摇蚊的研究（李志宇等，

2010）、稻田水生甲虫的研究（Jia and Xu，2002），

以及应用于转基因水稻环境安全评价研究（白耀

宇等，2006）等。但文中对于采用方法描述较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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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抽样技术研究相对较少。 

稻田水生昆虫复杂多样，生态位分化明显，

在稻田中分布不均匀，且随着水稻生长发育，生

境郁闭度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稻田水生昆虫优势

种也跟着发生明显变化。而水稻又成为采样时的

重要障碍物，使采样环境狭窄，操作不便。因此，

应根据水稻生长情况与季节、稻田水体情况、采

样稻田面积与采样目标，随机而合理布设采样

点、采样面积（体积）与采样数量。针对不同研

究目的与不同研究对象，应在了解它们的生活习

性、生态位分布的基础上，确定采样时间，选择

最合适的采样技术方法完成采样，有时需要将多

种方法结合运用，以获得稻田水生昆虫的较全面

信息，为进一步深入分析获得准确的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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