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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瓢蜡蝉科（半翅目：蜡蝉总科） 
昆虫的地理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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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瓢蜡蝉科昆虫物种多样性十分丰富，分布广泛，为进一步明确我国瓢蜡蝉地理分布区间相互关系及

其分布格局，通过采用系统聚类法对瓢蜡蝉有分布记录的 26 个省级地理区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瓢蜡

蝉科昆虫分布格局大致可以分为 4个区域：华北区系（江苏+北京+河南+辽宁+山西+山东）、蒙新区系（内蒙+甘

肃+宁夏+青海）、陕西区系（陕西）和南部区系（湖北+四川+广西+云南+海南+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浙江+安徽

+江西+香港+台湾）；南部区系从西到东又可聚为 3 个亚区，即（湖北+四川+广西+云南+海南）亚区、（贵州+湖

南+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江西+香港）亚区、台湾亚区。在世界动物地理区划中，华北区系、蒙新区系和陕西

区系均属古北界区系类型，南部区系基本属于东阳界区系类型。从聚类结果看，华北区系的瓢蜡蝉种类与南部区

系联系较密切，显示两地间存在物种交流。各区系间气候、植被、地貌等异质性生态环境可能是我国瓢蜡蝉分布

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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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ISSIDAE (HEMIPTERA: 

FULGROMORPHA) FROM CHINA 
* ZHANG Zheng-guang1,2, ZHANG Meng-bo1, XU Zhen-chao1, DENG De-mei1, YOU Yun-fei1 

(1.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Jiangxi 343009, China;  

2. Key Laboratory for Biodiversity Science 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 Jiangxi Province. Ji’an, Jiangxi 343009, China) 

Abstract：The issidae insects are good materials for biogeographical study. To study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Issidae in China,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on 26 geographic regions of Issidae from China were used 
in IBM SPSS 20.0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about 4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regions of 
Issidae in China: North China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region (including Jiangsu, Beijing, Henan, Liaoning, 
Shanxi and Shandong), Mongolia-Xinjiang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region (including inner mongolia, Gansu, 
Ningxia and Qinghai), Shaanxi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region and the south of China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region (including Hubei, Sichuan, Guangxi, Yunnan, Hainan, Guizhou, Hunan, Guangdong, Fujian, Zhejiang, 
Anhui, Jiangxi, Hongkong and Taiwan). The south of China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region were divided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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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sub-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regions from west to east, namely, (Hubei + Sichuan + Guangxi + 
Yunnan+Hainan) sub-region, (Guizhou + Hunan + Guangdong + Fujian + Zhejiang + Anhui + Jiangxi + 
Hongkong) sub-region and Taiwan sub-region. North China Region, Mongolia-Xinjiang Region  and Shaanxi 
Regions belong to Palearctic Realm and the south China Region belong to Oriental Realm in Zoogeographic 
regions in the world. There was a certain extent relation of species between North China Region and the south 
China Region of Issidae in China according to Jaccard coefficient.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climate, plants, terrain and so on) was possibly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Issidae in China. 
Key words: Issidae; distribution pattern; cluster analysis; China 
 
瓢蜡蝉隶属于半翅目 Hemiptera，蜡蝉总科

Fulgoromorpha，瓢蜡蝉科 Issidae，是一类中小型昆

虫，有些种类外形酷似瓢虫，世界性分布。瓢蜡蝉

擅跳跃，飞行能力差，迁移能力较弱，是生物地理

学研究的良好材料。根据 FLOW网站对广义的瓢蜡

蝉种类的统计（截至 2016 年），全球共包括 1191

个分类单元[1]。由于瓢蜡蝉科分类体系目前尚存在

争议，系统发育研究的结果不支持瓢蜡蝉科的单系

性[2-3]。例如：多数学者建议把短翅瓢蜡蝉提升为科

级阶元[4]，一些族、属的归属亦存在变动[5]，一些

新属、种仍不断被发现报道。因此，今后一定的时

间内瓢蜡蝉科物种数量还将处于变动之中。

Fennah(1956)系统研究了我国南部的蜡蝉总科区

系，随后周尧（1985）、詹美玲（1994）、王应伦（2002; 

2009; 2011）、梁爱萍（2005; 2006）、陈祥盛（2008; 

2009; 2010; 2014）、车艳丽（2003a; 2003b; 2005; 

2006a; 2006b; 2009; 2012）等相继开展了中国瓢蜡

蝉的研究工作[6-24]，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瓢蜡蝉区

系分类方面，包括新分类单元的发现和厘定，部分

属种的分子系统学研究也有开展[25]。相对而言，有

关我国瓢蜡蝉生物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 

根据 Gnezdilov(2014)的分类体系[26]，我们系统

整理了有关我国瓢蜡蝉研究的国内外文献资料以

及我们多年来的野外标本采集记录，统计了我国已

知的瓢蜡蝉科 3 族 42 属 176 种的地理分布信息。

由于部分标本采集信息仅记录到省（自治区、直辖

市）一级，因此我们以省（自治区、直辖市）级行

政单位为对象，根据瓢蜡蝉分布信息的有无，进行

二态编码，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来阐明我国瓢蜡蝉的

地理分布格局及其关系，以期为我国动物地理学研

究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瓢蜡蝉物种分布信息的采集  

主要引自 FLOW 网站和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记

载以及作者多年来的野外采集记录。通过系统整理

国内外关于我国瓢蜡蝉研究的图书、文献、网站等

信息，结合我们多年来野外调查的采集记录，共整

理出我国瓢蜡蝉科 3 族 42 属 176 种的地理分布信

息（具体数据正在发表中）。瓢蜡蝉昆虫目前在我

国 26个地理行政区有分布报道，从北向南依次为：

辽宁、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陕西、陕西、

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湖

北、四川、湖南、江西、福建、台湾、云南、贵州、

广东、广西、香港、海南。 

1.2  二态数据编码与聚类分析   
以我国具有瓢蜡蝉分布的 26 个行政地理区为

对象，在 IBM SPSS Statistics 20.0软件中进行系统

聚类分析，根据瓢蜡蝉属级阶元在各地理区中分布

的有无，进行二态编码，即某属级阶元在某行政区

有分布的编码为“1”，无分布的编码为“0”， 聚

类方法选择组间连接聚类（ Between-groups 

linkage），以二分类 Jaccard系数为度量标准进行系

统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统计量选择相似性矩

阵构建聚类树。 

1.3  地理分布图的绘制  

中国瓢蜡蝉地理分布格局图在ArcGis10.1软件

中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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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基于瓢蜡蝉科属级阶元在我国行政地理区中

分布的二元数据，我们通过 Jaccard相似系数（表 1
和表 2），构建了 26个行政地理分布区的聚类树（图
1）。聚类结果表明：26个瓢蜡蝉地理分布区明显聚
为 4支，即（江苏+北京+河南+辽宁+山西+山东）
聚为一支（为便于陈述，以下简称华北支），（湖北

+四川+广西+云南+海南+贵州+湖南+广东+福建+
浙江+安徽+江西+香港+台湾）聚为一大支（以下简
称南部支），陕西单独一支（陕西支），（青海+内蒙
+新疆+甘肃+宁夏）聚为一支（以下简称蒙新支）。
其中南部支包含地理分布区最多，自西向东又可分

为三个小支系：（湖北+四川+广西+云南+海南+贵
州）为一支，（湖南+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江西+
香港）为一支，台湾独立一支。把聚类分支结果以

不同颜色标在地图中（图 2），可以清晰反映出我国
瓢蜡蝉科昆虫的地理分布格局呈现 4个分布区系，
即蒙新区系、陕西区系、华北区系和南部区系。 

 
图 1 中国瓢蜡蝉 26地理分布区聚类图 

Fig. 1 The dendrogram of 26 geographical regions in China 
based on distribution of 42 genera of Issidae 

 
图 2 中国瓢蜡蝉地理分布格局图 

Fig.2 The map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Issidae in China 

3  讨论 

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横跨两大动物地理区界；

整体地形西部高东部低，气候西北寒冷干旱，东南

温暖湿润，且受季风影响显著。由此形成了复杂多

样的生境，可为各种不同生物提供潜在的适宜栖息

环境。以陆栖脊椎动物为准，可以把我国动物地理

分布区划分为七个地理分布区，即古北界四个区：

东北区、华北区、蒙新区、青藏区；东洋界三个区：

西南区、华南区、华中区[27]。我国瓢蜡蝉昆虫地理

分布的聚类分析结果基本支持上诉地理分区的划

分，即华北区系主要属华北区，蒙新区系主要属蒙

新区，这两支加上陕西区系共同属于古北界，南部

区系主要属于东洋界，其中广西、云南、海南、台

湾基本属于华南区，而湖北、湖南、广东、福建、

浙江、安徽、江西基本属于华中区范围。在南部区

系中台湾较为特别，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台湾岛

与大陆长期的地理隔离造成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

大陆与我国台湾地区瓢蜡蝉区系研究的不平衡造

成的。 
从聚类图上也可以看出华北支与南部支首先

聚在一起，然后再与陕西支和蒙新支聚在一起。这

表明华北支与南部支在瓢蜡蝉属级阶元组成上相

似性更高，也说明两者在历史上可能存在物种交

流。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古北界和东洋界在东部的分

界线并不存在明显的天然屏障，加之地质历史时期

曾是动物分布变迁中的避难所，故而形成东洋、古

北界两大区系的过渡，两界物种在此处时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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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聚类分析结果显示陕西区系的瓢蜡蝉组成较

为特别，这可能与陕西地区特有的地理环境有关，

尤其是秦岭地区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古北界与东洋

界的分界线，该区域的昆虫分布较为特别，是两大

地理分界种类进行交汇之处。 
我国瓢蜡蝉当前地理分布格局现状的形成可

能是受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影响。蒙新区系气候寒冷

干燥为典型的古北界物种，由于秦岭等山脉的阻隔

与东洋界区系存在明显差异。华北区系气候温暖湿

润，地形地貌以平原为主。而我国长江以南区系气

候温暖潮湿，是我国瓢蜡蝉主要的分布区。该区地

形地貌较为复杂，自西向东海拔、地貌变化明显，

西部除四川盆地外其余海拔较高，以高原山地为

主，而东部地区以低海拔丘陵地形为主，而台湾为

岛屿。这种地貌差异和地理阻隔可能是南部区系又

分化为 3个亚区比较重要的原因。 
由于我国瓢蜡蝉区系研究起步较晚，仍有不少

地区缺乏系统的调查和采集而缺少数据（图 2中白
色区域），并且不同地区研究也很不平衡。目前，

除了台湾地区研究较为充分外，大多数地区仍缺乏

系统研究。因此，本研究发现仅是基于对当前有限

数据的初步分析，还有赖于未来进一步的数据积

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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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瓢蜡蝉属级阶元地理分布的二元数据表 

Table 1 The data table of two-state character of distribution of Issidae in China 

 

 贵

州 
海

南 
新

疆 
甘

肃 
宁

夏 
青

海 
广

西 
河

南 
辽

宁 
山

西 
山

东 
安

徽 
云

南 
台

湾 
福

建 
浙

江 
江

西 
香

港 
湖

南 
广

东 
湖

北 
四

川 
内

蒙 
陕

西 
江

苏 
北

京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0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4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5 1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0 0 1 0 0 0 0 1 1 0 0 1 1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1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10 1 1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 1 1 0 0 0 0 1 0 0 0 0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3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4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15 1 1 0 0 0 0 1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6 1 1 0 0 0 0 1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0 1 0 0 0 0 

17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1 0 0 1 0 0 0 0 0 

18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9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21 1 1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1 1 1 1 0 1 1 1 0 0 0 0 

22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23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24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2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2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8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31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7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8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39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4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42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1-42分别代表瓢蜡蝉不同属：1(Bardunia), 2(Brevicopius), 3(Celyphoma), 4(Choutagus), 5(Dentatissus), 6(Epyhemisphaerius), 7(Euhemisphaerius), 

8(Eusarim), 9(Eusudasina), 10(Flavina), 11(Fortunia), 12(Folifemurum), 13(Fusiissus), 14(Gelastyrella), 15(Gergithoides), 16(Gergithus), 17(Hemisphaerius), 

18(Kodaianella), 19(Macrodarumoides), 20(Macroduruma), 21(Mongoliana), 22(Narinosus), 23(Neodurium), 24(Neogergithoides), 25(Neohemisphaerius), 

26(Neokodaiana), 27(Neosarima), 28(Neotetricodes), 29(Paramongoliana), 30(Parasarima), 31(Paratetricodes), 32(Pseudochoutagus), 33(Rotundiforma), 

34(Sarima), 35(Sarimodes), 36(Sinesarima), 37(Symplanella), 38(Tetrica), 39(Tetricodes), 40(Tetricodissus), 41(Thabena), 42(Yangis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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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于中国瓢蜡蝉 42属的地理分布区 Jaccard矩阵 

Table 2 The Jaccard matrix of geographical regions in China based on distribution of  42 genera of Issida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1 1.00                          

2 .20 1.00                         

3 0.00 0.00 1.00                        

4 0.00 0.00 1.00 1.00                       

5 0.00 0.00 1.00 1.00 1.00                      

6 0.00 0.00 1.00 1.00 1.00 1.00                     

7 .39 .40 0.00 0.00 0.00 0.00 1.00                    

8 .0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                   

9 .0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 1.00                  

10 .0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0 .50 1.00                 

11 .0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0 .50 1.00 1.00                

12 .18 .14 0.00 0.00 0.00 0.00 .13 .33 .33 .25 .25 1.00               

13 .35 .41 0.00 0.00 0.00 0.00 .43 .06 .06 .05 .05 .17 1.00              

14 .10 .26 0.00 0.00 0.00 0.00 .24 0.00 0.00 0.00 0.00 .12 .26 1.00             

15 .20 .43 0.00 0.00 0.00 0.00 .29 0.00 0.00 0.00 0.00 .25 .32 .35 1.00            

16 .26 .25 0.00 0.00 0.00 0.00 .22 .14 .14 .13 .13 .43 .25 .21 .56 1.00           

17 .18 .23 0.00 0.00 0.00 0.00 .20 0.00 0.00 0.00 0.00 .50 .17 .12 .43 .43 1.00          

18 .11 .31 0.00 0.00 0.00 0.00 .12 0.00 0.00 0.00 0.00 .17 .22 .18 .38 .22 .40 1.00         

19 .05 .07 0.00 0.00 0.00 0.00 .13 0.00 0.00 0.00 0.00 .20 .11 .12 .11 .11 .20 .17 1.00        

20 .17 .13 0.00 0.00 0.00 0.00 .19 0.00 0.00 0.00 0.00 .17 .10 .05 .22 .22 .40 .33 .40 1.00       

21 .20 .11 0.00 0.00 0.00 0.00 .22 .14 .14 .29 .29 .11 .25 .10 .17 .17 .11 .22 0.00 .10 1.00      

22 .26 .11 0.00 0.00 0.00 0.00 .29 .14 .14 .13 .13 .25 .39 .10 .17 .27 .25 .22 .25 .22 .40 1.00     

23 0.00 0.00 1.00 1.00 1.00 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    

24 0.00 .08 0.00 0.00 0.00 0.00 .0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   

25 .0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 1.00 .50 .50 .33 .06 0.00 0.00 .14 0.00 0.00 0.00 0.00 .14 .14 0.00 0.00 1.00  

26 .0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 1.00 .50 .50 .33 .06 0.00 0.00 .14 0.00 0.00 0.00 0.00 .14 .14 0.00 0.00 1.00 1.00 

注：1-26代表不同地理分布区：1（贵州）2（海南）3（新疆）4（甘肃）5（宁夏）6（青海）7（广西）8（河南）9（辽宁）10（山西）11（山东）

12（安徽）13（云南）14（台湾）15（福建）16（浙江）17（江西）18（香港）19（湖南）20（广东）21（湖北）22（四川）23（内蒙古）24（陕

西）25（江苏）26（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