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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9对贵州大洞口内的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进行了观察和采集2共获标本 7"#号2隶属 A门 B纲 ""目 "C科?
且 对动物群落进行了研究2结果多样性指数最高是群落 $6!D"B"B82群落 E的多样性指数则为零=相似性指数最高是群

落F<%6#D7BA!82而群落 F<E和 %<E两者的相似性指数均为零?此外2还对洞穴动物的季节动态和空间分布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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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洞 穴 动 物 的 研 究 在 国 内 外 都 有 报 道?在 国 内 对 洞 穴 蜘 蛛@洞 穴 倍 足 类 及 洞 穴 鱼 类 已 有 不 少 报

道@">CA=在国外还对洞穴动物区系进行了研究@;2:A=在贵州也有洞穴倍足类@洞穴鱼类和洞穴生物群落等方

面的研究报道@"#>"AA2但对某一洞穴动物群落的系统研究报道极少2作者对贵州大洞口内的软体动物@节肢

动物和脊椎动物群落进行了研究2现将研究结果报道于下?

B 环境概况

大洞口位于贵州省开阳县城关近郊?洞前为一洼地2洞穴开口于洼地边缘峰足2该洼地海拔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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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口朝西北方向 !"#$洞口高 %&$宽 ’’&(干洞全长 !))&左右$洞尾具一条横行的阴河$阴河洞段只走了

*)&$其余阴河洞段由于行走困难故未测量和调查(洞穴横剖面以椭圆形和矩形为主$洞内化学沉积形态有

石钟乳和石慢等$洞顶悬掉的石钟乳较多$近地面洞壁较光滑$洞底有少量粘土$干洞中段有少量滴水(在

有光带生长有蕨类+苔藓+地衣+藻类及少量禾本科植物(

, 研究方法

’--%年 ’)月至 ’--.年 ’)月对大洞口内的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脊推动物按季进行调查$即春季/!

01月份2+夏季/"0.月份2+秋季 /30’)月份2和冬季/’’0次年 ’月份2各调查 ’次(用上海产456*型数

字式照度计测量洞穴内不同洞段的光照度$测量方法是将光接受器平放在洞底地平面上$左+中+右各测 ’
次$再求出 *次的平均数$然后根据各洞段接受光照度的不同而将整个洞穴划分为 *个光带$即有光带$弱

光带和黑暗带(有光带为洞口段$光照度在 ’)个78以上$是太阳光能直接照射到的区域$也叫直射光带(弱

光带的光照度在 )9’0 ’)个 78之间$此带是射入洞内入射光反射后所照射到的区域$也叫反射光带(黑暗

带 的光照度在 )0):’个 78(每带随机取 3个样点进行调查$即地面 !"&!/"&;"&2$洞壁和洞顶分别取

!"&!$水域只取 !"&!的水面 ’个样点(洞顶主要是调查翼手类$在划定的区域内先计数/重复 *次2再用枪

击带回室内鉴定(由于黑暗带的洞段较长$故每隔 ’))&取样 ’次$然后求出黑暗带所获各类标本多次取样

调查的平均数(凡在样点内肉眼看到的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均采集装瓶$同种或类群采 !0*号

而其余的计数$各带及各样点的标本均分瓶装并编号$然后用 ."<的酒精浸泡带回室内镜检(在调查的同

时对各带的海拔高度及温+湿度等方面作详细记录(由于资料的缺乏或只采到动物幼体$故有部分标本只

能鉴定到科(

= 结果与分析

通 过 1次野外调查$共获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标本/含统计数2"’)号$隶属 *门 %纲 ’’目

’.科/表 ’+表 !2
表 > 大洞口内动物的分类统计

?@ABC> DE@EFGEFHGIJ@KFL@BGHB@GGFJFH@EFIKFKM@NIKOPIQH@RC

门

STU7V&

纲

W7XYY

目

Z[\][

科

X̂&_7U

属或种

‘]aVYb[Yc]d_]Y
软体动物门/eb7VYdX2 ’ ’ * *

节肢动物门/f[gT[bcb\X2 * 3 ’’ ’*
脊索动物门/WTb[\XgX2 ! ! * 1

合 计 hbgX7 % ’’ ’. !)

从表 ’看出$大洞口动物的优势类群是直翅目昆虫斑灶马/ijklmnoppkqoponprnomo2$占该洞总捕获

数的 *!9*"<s其次是腹足类柑卷轴螺/trnmoujlpoqvonjqwl2$占 ’’9*.<(其中有光带中 ’-%号$隶属 !门

1纲 -目 ’*科s弱光带中 ’!)号$隶属 ’门 *纲 %目 .科s黑暗带中 ’.)号$隶属 !门 *纲 "目 %科s水域中

!1号$隶属 ’门 ’纲 ’目 ’科(

=9> 群落组成

根据大洞口的不同光带中动物的类群和数量组成不同$可将其划分为 1个动物群落(

f 柑卷轴螺x蚁蛉群落 分布在有光带$优势类群为柑卷轴螺和蚁蛉/yznpk{krq2$分别占该带总捕

获数的 !-9"-<和 ’-9-)<(此外$斑灶马+真管螺/|w}~okvwlo2和步甲/!qz"~r{o#jl2也占有一定的数量$分

别占 ’)9.’<+-9’3<和 39’%<(

$ 斑灶马x粗背石蜈蚣群落 分布在弱光带$优势类群为斑灶马和粗背石蜈蚣/%rm~nr}r{zlol}kno6

mwl2$分别占该带总捕获数的 1.9")<和 ’%9%.<(其次为涂闪夜蛾/&z}qo}j"mo2和大蚊/tj}w{o2$分别占

’"9))<和 ’)93*<(

W 斑灶马x贵州菊头蝠群落 分布在黑暗带$优势类群为斑灶马和贵州菊 头 蝠/’~jqr{r}~wlnku2$
分别占该带总捕获数的 "’9’3<和 !’9’3<(次之为西南鼠耳蝠/yzrmjlo{monjwp2$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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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贵州大洞口内若干动物的类群组成和数量

"#$%&! ’()*+,#-.(&%#/01&0-.010.*#%-*2$&(,)-#3&(/#0--*2$&(#-02#%,0-4#.)-56)*7#1&0-’*089)*:()10-3&

动物类群 ;<=>?@ABCDE FG HFG IG J K
烟管螺科LM@?DN=@==O?PQ

真管螺LRSTUVWXSYVNEZQ [\ ]Ẑ]
钻头螺科L_D‘D@=<=O?PQ

柑卷轴螺LabcdVefYgVhXVcfhSYQ \̂ [[Z]i
瞳孔蜗牛科LMCBB=@@=O?PQ

窄唇圈螺LjkWldbTmkfYYdWhblUfkVQ n oZi\
弱蛛科LFPEpC<Pp=O?PQ

弱蛛LqWTdbhWdVNEZQ r oZ]s
球蛛科LtuPB=O==O?PQ

温室希蛛LvlUVWVcVhWVdWTfXVcfbcSgQ ] r oZs\
管巢蛛科LM@D‘=C<=O?PQ

粽管巢蛛LwkSxfbhVyVTbhflbkVQ ] oẐs
跳蛛科L_?@p=z=O?PQ

蝇虎LjkWefTTSYNEZQ [ [ oZ]s
石蜈蚣科LF=puC‘==O?PQ

粗背石蜈蚣L{bdUcbTbkmYVYTWcVdSYQ n ro nZi[
山蛩虫科L_pBC<A|@CNC>=O?PQ

雅丽山蛩虫L}cdUbgbcTUV~cVlfkfYQ ! ! rZ]̂
山蛩虫L}cdUbgbcTUVNEZQ r ] oZs\

蟋螽科LMB|@@?zB=O?PQ
斑灶马L"fWYdcVggWhVgVcgbcVdVQ r[ î \i ]rZ]̂

蚁蛉科L#|B>P@PC<p=O?PQ
蚁蛉L$mcgWkWbhNEZQ ]s iZ!̂

步甲科LM?B?‘=O?PQ
步甲L}hmlUbkVxfYNEZQ [! ]Z[n
步甲L%dWhbkbTUSYNEZQ n oZi\

夜蛾科L&CzpD=O?PQ
涂内夜蛾L%mThVTfldVQ [o [\ s iZr̂

大蚊科Lt=ED@=O?PQ
大蚊LafTSkVNEZQ i [] ! Ẑ[o

鲤科LM|EB=<=O?PQ
鲤LwmTcfhSYlVcTfbQ rn nZio

菊头蝠科LHu=<C@CEu=O?PQ
贵州菊头蝠L’UfhbkbTUSYcWeQ ]! iZo!

蝙蝠科L(PNEPBp=@=C<=O?PQ
西南鼠耳蝠L$mbdfYVkdVcfSgQ ro ]Zsr
南蝠L)VfbQ [o [Zs!

合 计 tCp?@ [s! [ro [io rn [oo

* FGLF=Aup‘P@pQ为有光带+HFGLHP,@Pzp=C<@=Aup‘P@pQ为弱光带+IGLI?B-‘P@pQ为黑暗带+JLJ?pPBNQ为水域+KLKPB.

zP<p?APQ为百分比L/Q

I 鲤鱼群落 分布在水域0该环境中动物群落非常贫乏0只发现鲤LwmTcfhSYlVcTfbQ[种1

23! 动物群落的多样性4优势度和相似性

采用 _u?<<C<.JP?5PB=<OP6公式计算群落的多样性0789:;
%

f9[
LjfQL@CAWjfQ <89 78

78>?60
式中7=

为 多 样 性 指 数0%为 组 成 群 落 的 物 种 或 类 群 数0jf为 第f种 或 类 群 的 个 体 比0<=为 均 匀 性 指 数07=>?6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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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多样性指数!以 "#$%&’(优势度指数公式计算

群落的优势度)*+,-./0123)其中 *为优势度

指数)./为第 /种或类群的个体数!按照 45#66789:
的相似性指数公式来分析群落的相似性程度);+

<=>?@-,
A

/
BC/=D/B2)式中;为两群落的相似性指

数)A为 EFG群落中相对应 的 种 数 或 类 群 数)C/和

D/为物种或类群 /的 个 体 数 分 别 在 E和 G群 落 中

的比例!上述几种指标的计算结果列于表 H和表 I!
表 H中 结 果 表 明)多 样 性 指 数 最 高 是 群 落 E

-3J<K<K2)群落 E是分布在有光带)因 有 光 带 的 洞

口 较 大-高 K$)宽 <<$2)射 入 的 光 线 较 多)还 生 长

有 蕨 类F苔 藓F地 衣F藻 类 及 少 量 的 禾 本 科 植 物)这

些 植 物 给 有 光 带 内 的 一 些 杂 食 性 动 物 提 供 了 一 定

的食源和隐蔽所!此外)由于有光带离外界环境近)
一些洞外的动物类群可随时迁入到洞口段活动或

表 L 不同群落的多样性)均匀性和优势度指数

MNOPQL RSTQUVSWX)QTQYYQVVNYZZ[\SYNY]QSYZQ̂QV[_

ZS__QUQYW][\\‘YSWX

群落

a’$$b(#6c
A de de$7f ge *

E <@ 3?<K<K 3?h>i< >?hji3 >?<K>H
G i <?@3hh 3?>hjI >?hHIh >?3j<<
a h <?I<@i <?jI@j >?h3hK >?H3i<
k < > > > <

表 l 不同群落间的相似性指数

MNOPQl mS\SPNUSWXSYZQ̂ OQWnQQYQTQUXWn[][\\‘YSWSQV

群落

a’$$b(#6c
E G a

G >?3h@@
a >?<jH@ >?@KH3
k >?>>>< > >

暂居下来)如步甲-Aop.qrqstuv2等)故有光带的动物类群及数量较为丰富!多样性指数在群落k为零)群落

k是分布在水域)在调查中只发现鲤 <种)其因可能与无光照及食物贫乏等因素有关!均匀性指数除群落k
-为零2外)其余各群落相差不大!

图 < 在不同季节中各群落的类群-科2比较

w#x?< y59z’$%’(9(6’(z769x’:#9&-w7$#{#9&2

’|9}9:cz’$$b(#6c#(~#||9:9(6&97&’(

优势度指数最高为群落 k-<2!其次为群落 a->?H3i<2)斑灶马为绝对优势种)其比例占该带总捕获数

的 @>"以上!再次为群落 G->?3j<<2!群落 E->J<K>H2最低!这恰与多样性指数在所有群落中从高到低的

顺序-E#G#a#k2相反!
从表 I看出)一般来讲分布在洞内陆地上相邻群落间的相似性指数都较高)如群落 G$a->J@KH32和 E$

G->J3h@@2!而相隔较远的群落间的相似性指数一般都较低)如群落 E$k->J>>><2和 E$a->J<jH@2!这与洞

内相邻群落的 环 境 因 子 差 异 较 小 而 相 隔 较 远 群 落 的 环 境 因 子 差 异 较 大 有 关)环 境 因 子 有 多 方 面)但 光 照

度F温度和食物来源等可能是影响群落间相似性程度的主要因子!群落 k分布在洞内的水域中)水域和陆

地的环境因子差异更大)故群落 k与其余各群落间的相似性指数极低)群落 G$k和 a$k甚至为零!

LJL 季节动态

调查结果)随着季节的变化)软体动物F节肢动物和脊椎动物的类群和数量在不同季节有明显差异-图

<F图 32!
图 <F图 3显示)总体看所有动物类群和数量在夏F秋季较多)到冬F春季则减少!引起上述变化的环境

因子主要是温度)到冬F春季)除水域变化不显外)其余各带

的温度均下降)有光带由于离外界环境近)受外界环境气温

的 影 响 大)故 温 度 下 降 很 明 显)随 着 洞 穴 的 深 入)温 度 的 变

化幅度也越小)如 <jjK年 <>月和 <jjh年 H月两次调查时

分别对各带的温度进行测定)结果有光带的温差为 <>JH%)
弱 光 带 为 hJH%)黑 暗 带 为 I%)在 水 域 长 年 水 温 保 持 在

<@%左 右)各 带 温 度 的 下 降 幅 度 正 好 与 相 对 应 群 落 的 动 物

-特别是类群2的变化程度成正比-从图 <中可看出2!到冬F
春季不同类群动物都以不同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来渡过低温

季节)其数量变化也有差异-图 32!如柑卷轴螺的一些个体则

从地面钻到松土下越冬而不易被发现!贵州菊头蝠的一些个体

可迁出洞外到适合的场所去越冬)一些个体还钻进避风的岩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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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躲藏起来!鲤生活在水域"由于水温的季节变化不大"故在不同季节中的数量差异不显著#图 $%&

’((’柑卷轴螺#)*+,-./01-23-+/240%
斑灶马#5/60,+-1162-1-+1*+-,-%

777777777鲤#89:+/240;-+:/*%

7<7<7贵州菊头蝠#=>/2*?*:>40+6.%
图 $ 几种动物的季节数量变化

@ABC$ DEFGBHIJGKLMHNIGOHPHNFQ

FGALFQOAGRAJJHNHGSOHFOIG

TUV 空间分布

洞穴中的动物类群都各自占有一定的空间位置"如主要

生活在地面上的动物有软体动物中的真管螺W柑卷轴螺和窄

唇 圈螺#X?6;,*:9?/00,62*;>/?-%节肢动物中的粗背石吴蚣W雅

丽山蛩虫#Y+,>*1*+:>-Z+-;/?/0%及步甲等!主要生活在洞壁

上 的有节肢动物中的弱蛛#[6:,*26,-%W温室希蛛#\;>-6-+]

-26-,6:/3-+/*+41%W粽 管 巢 蛛#8?4̂/*2-_-:*2/;*?-%W蝇 虎

#X?6./::40%W斑灶马和涂闪夜蛾等!主要生活在洞顶的有脊

推 动物中的贵州菊头蝠W西南鼠耳蝠W南蝠#‘-/*%及少量的

直翅目昆虫斑灶马等!生活在水域中的在该洞只有脊推动物

中的鲤&此外"各动物类群的分布型也有差异"以随机分布型

为 主"如 软 体 动 物 中 的 各 种 螺 类"节 肢 动 物 中 的 蜘 蛛 类W蛾

类W蚊类W蜈蚣和山蛩虫等"脊椎动物中的鲤&成群分布的有

脊推动物中的贵州菊头蝠W西南鼠耳蝠和南蝠等&分布型随

季节和食物等的变化而有变化"如贵州菊头幅在夏季多成许

多小群#$ab只%倒 挂 分 布 于 洞 顶"到 了 冬 季 留 在 洞 内 的 个

体多是单个平卧在避风的岩缝石壁上越冬"而且栖息的位置

多接近洞底&

V 小结

一 般 情 况 下 洞 穴 动 物 的 多 样 性 指 数 分 布 在 有 光 带 的 最 高"分 布 在 弱 光 带 的 次 之"分 布 在 黑 暗 带 的 最

低&总体看各群落问的相似性指数都较低&洞穴动物生活的方式较复杂"有的类群是长期生活在洞穴内"如

斑灶马和弱蛛等"象鲤也可以在黑暗的洞穴中长期生活下来"但生长较缓慢!有的类群则是暂居性的"如步

甲 等!有的类群则是季节性的生活在洞穴黑暗带#温度不稳定的洞穴%"如翼手类!有的类群主要生活在有

光 带"如 各 种 螺 类!有 的 类 群 在 c个 光 带 中 都 有 分 布"但 从 有 光 带 到 黑 暗 带 其 数 量 是 逐 渐 增 加"如 斑 灶 马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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