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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山蛭对土壤湿度和气温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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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室内以土壤湿度梯度作为海南山蛭 CDEFDGHIJDKDHLDLD的栖息试验表明3海南山蛭栖息于含水量为 "8M"NA

"=M>>N水分的土壤表面@野外调查表明3海南岛橡胶林内海南山蛭栖息于 "=M8ONA">M==N含水量的土壤表面@热带

雨林者栖息于 ":M:!NA!8M>#N含水量的土壤B室内试验表明3海南山蛭爬向 #$A#8P温度范围3占试验蛭数 >:M"8N@
在 9A:P不活动3"$P开始有山蛭活动3随温度升高活动蛭数增加3而 "8P试验蛭全部活动3活动蛭数与温度关系为 Q

R"9M=ST ">!M#3UR$M:>=3VR$M$"B在橡胶林内9A:P山蛭不活动@"$P开始有山蛭活动3且随温度升高活动蛭数

增加3当 ">P时所有山蛭活动3活动蛭数与温度关系 QROM>#ST#M:>3UR$M:#3VR$M"B首次使用土壤湿度梯度测定

山蛭对土壤湿度的要求3这是一个新的有普遍意义的方法B并讨论了海南山蛭对土壤湿度气温的适应B
关键词<海南山蛭@土壤湿度@温度@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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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山蛭7CDEFDGHJIJDKDHLDLD;是我国海南岛特有的一种草地种山蛭3主要分布于海南岛中部低海

拔的山区及其外缘的国营橡胶农场>"3!?B由于山蛭叮咬吸血习性3而且其密度较大3海南山蛭严重危害各种

热带种植园工人@山区劳动人民和驻守山区部队战士的身体健康3影响山区开发建设>#?B山蛭唾液腺分泌

一种抗血液凝固的蛭素3如同其他蛭类一样3是一种传统中药3分离其体内蛭素或基因工程生产的重组蛭

素3在医药上有重要应用前景B因此研究山蛭的生态学3既可为防除山蛭提供科学依据3也为山蛭室内饲养

繁殖利用提供基础资料B有关山蛭对土壤湿度和气温的适应的研究很少3只见分散于其他研究报告3未见

专门研究报告BA352,55s1A065>O38?研究过印度 C2(E}{DLH&D一年活动的季节变化@B..u5s>=?报告食物和温

度影响 C2(E}{DLH&D的分布和数量B-2544.6->>?认为山蛭吸附到 #>P物体@-575.6>9?说明山蛭在生理上@
结构上有助保持和利用水分3适于陆上生活@谭恩光>:?"::#报告海南山蛭种群数量有明显的雨季@旱季之

差等B本文以海南山蛭为主要研究对象3研究其对气温@土壤湿度的适应B
C 材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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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蛭对土壤湿度要求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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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的铁盘内)放入 *$%厚的土壤)先把土壤喷洒足够的水分)然后 +#,倾斜放置

!个星期)使土壤形成一个湿度-水分.梯度)底部含水量高)向上逐渐递减/将 0#条活力正常的海南山蛭1
尖峰山蛭分别放入铁盘内土壤表面)用 +层纱布盖住)并用橡皮绑紧)防止山蛭外爬/0(2后)记录不同坡段

山蛭数目及挖出该处的土壤)测定上述土壤含水量)重复 +次/
在 野 外)在 不 同 地 区)在 有 海 南 山 蛭 栖 息 的 土 壤 表 面 及 其 附 近 无 橡 胶 树 覆 盖 且 无 海 南 山 蛭 栖 息 的 土

壤)以及在有尖峰山蛭栖息的土壤)和附近无此山蛭栖息的较暴露和干燥的土壤)均采集 *$%厚的土壤)测
定其含水量及 34值/
567 山蛭对不同气温的反应

56765 山蛭对室内常温的反应 活力正常的 0#条海南山蛭)饲养于一个直径 !*$%1高 "*$%的圆形玻璃

缸内)缸底放一块瓦片)缸口用 +层纱布绑紧)暂养 !个星期/试验时缸口的纱布中间剪一个 0$%直径的圆

孔)把装有温水的直径 0$%的大试管穿过纱布的大孔伸入瓶中)竖于瓦片之上)在圆形玻璃缸旁边设有一

加温循环装置)即装有热水的 !###%8的烧杯)其底下用可调控的电热器加温)使水保持一定温度)据虹吸

管原理)通过一条胶管把恒温的水不断流入试管内)另一条胶管不断把水流回烧杯内)使试管内保持所试

验的水温恒定/实验温度为 "*9!:)+#9!:)+*9!:)0#9!:共 0个处理/实验在室温 "#:下进行/在

;#%<=内)每隔 !#%<=观察记录爬上热试管外壁及其周围 !>*$%范围的山蛭数)以这个数目衡量山蛭对不

同温度的反应/
56767 室内山蛭对不同低温度段的活动情况观察 冬天)室内温度自然降低)当降低至所有山蛭不活动

的 (?@: 时)再将温度逐步回升并观察记录山蛭是否活动)时间是上午 (A##?@A##时/以小玻棒触碰山

蛭 头 部1以 人 工 吹 出 暖 湿 气 流 到 达 山 蛭 体 表 是 否 有 反 应)-山 蛭 有 对 人 畜 呼 出 的 暖 湿 气 流 的 一 种 敏 感 反

应.)衡量山蛭是否活动/
5676B 野外不同低温山蛭活动的观察 冬天)橡胶林内不同的自然低温)在一已知山蛭数目的小范围内)
记录不同温度是否有山蛭活动及其数目/
7 结果与讨论

765 山蛭对土壤湿度的要求

海南山蛭晨间和黄昏在橡胶林内杂草上活动和觅食)白天潜伏在枯枝落叶和石块底下土壤裂缝里)直
接与地表的土壤接触)因此土壤湿度应该是山蛭的生活环境的一个物理因素/

从表 !看出)室内试验表明)海南山蛭栖息于土壤湿度梯度为 !*6!C?!’>;;C水分的土壤表面)这个

湿 度梯度以上-含水量低.或以下-含水量高.均没有栖息)在室内较多的栖息于 !’>’"C?!’>;;C含水量

的土壤表面/与野外自然状态-表 ".基本一致)如海南岛琼中县加钗农场橡胶林内无山蛭栖息的土壤含水

量为 !">’+C?!+>*0CD!?+E)有山蛭栖息的土壤含水量为 !’>*0C和 !;>’’CD0)*E/乘坡农场橡胶林内调查

测定结果也基本相同)无山蛭栖息土壤含水量为 +>’(C?@>@;CD’?(E/黎母山热带雨林底下有海南山蛭栖

息的土壤含水量为 !@>@"CD!"E)加钗热带雨林底下有海南山蛭栖息的土壤含水量为 "*>;+CD!#E/人工橡胶

林和原始森林内海南山蛭栖息的表土含水量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原始森林底下荫蔽潮湿)土壤含水量高)
使海南山蛭长期适应这种高含水量的生态环境)而人工橡胶林却有一定的株行距)林内土壤荫蔽潮湿不如

原始森林大)含水量不高)生活在人工橡胶林内的海南山蛭也长期适应了/
尖峰山蛭 FGHIGJKLMGNKGOPQOG是一种地面种山蛭)只分布于高山的原始森林)不分布于人工橡胶林

内D"E/表 !表明)室内试验中)有 ;’60;C的尖峰山蛭栖息于土壤水分梯度 !’>!;C土壤表面)!!>;’C的尖

峰山蛭栖息于 !+>";C水分梯度段的土壤表面)因此尖峰山蛭主要栖息于 !’>!;C水分的土壤/有 *C的山

蛭栖息于 !#>;"C和 (>+@C低含水量的土壤是因为当时在海南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做 试 验 时)正 是 台 风

雨过程)湿度很大)使得个别山蛭爬到较干燥的土壤栖息/表 "表明)野外原始森林尖峰山蛭栖息的土壤表

面含水量为 "!>@’C和 !+>!@C的土壤-@)!!.)表明室内试验结果与野外调查结果存在差异)可能是室内试

验环境条件与野外自然环境条件差异的原因)也说明尖峰山蛭栖息土壤含量范围较大/山蛭对土壤 34值

的适应从表 "看)海南山蛭栖息于 34值 *>0?’>’范围的土壤/尖峰山蛭栖息于 34值 0>;(?’>!范围的

土壤/总的来说山蛭栖息的土壤为酸性至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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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山蛭对土壤湿度的要求"室内试验结果

#$%&’! ()*+,-+-+$.$/0$0’.01213&4563.307"8’25&019’:/’836’;023;.118

日期

<=>?

采集地

@AB>CBD
EBFF?E>GBH

种 类

@A?EG?C

试验蛭数

IB)F??EJ
DBK>?C>

试 验 结 果

L?CMF>BD>?C>
土壤水分

@BGFN=>?K
EBH>?H>OPQ

蛭数

IMRS?K
BDF??EJ

占试验蛭

OPQTEEMAU
A?KE?H>

VWWXYVX
海 南 橡 胶 林

Z=GH=H KMSS?K
AF=H>=>GBH

海南山蛭

[)\]̂_]_]
‘X

Va)V b Va
Va)cd c Vc)a
Vb)e c Vc)a
Vb)bf VX fa
Vb)cc VX fa

VWWbYXb
海 南 热 带 雨 林

Z=GH=H>KBAGE=F
K=GHDBK?C>

尖 峰 山 蛭 [)
g]̂_hi_]

‘X

Vb)Vc eV cb)‘c
Ve)fc a VV)cb
VX)cf f a)X
d)eW f a)X

表 j 野外调查和测定结果

#$%&’j #4’8’25&0193;k’203l$031;$;.0’203;04’93’&.
日期

<=>=
O年Y月Y日Q

土壤采集地点

@AB>CBD
EBFF?E>GBH

编号

IB)

有否山蛭

mnGC>?HE?
BDF??EJ

山蛭种类

@A?EG?C

土壤含水量

OPQ@BGFN=>?K
EBH>?H>COPQ

AZ值

AZo=FM?

VWWXYXaYfX 海南加钗橡 V 无pOHBQ 海南山蛭 e)‘f b)W
胶林内 q=G f 无p [)\]̂_]_] Vf)be b)a
EJ=GKMSS?K e 无p Ve)V‘ a)W
AF=H>=>GBH ‘ 有OU?CQ Vb)a‘ b)e

a 有 Vc)bb b)b

VWWVYX‘YVW 海南乘坡橡胶

林内 rJ?HsAB
KMSS?K
AF=H>=>GBH

b
c
d

无p

无p

无p

W)Wc
‘)Wc
e)bd

‘)c
‘)a
‘)Wf

VWWVYX‘Yff 海南尖峰热带雨

林 qG=HD?H>KBAGY
E=FK=GHDBK?C>

W 有
尖峰山蛭

[)ĝ]_hi_]

fV)Wb ‘)cd

VWWfYX‘YX‘ 加 钗 原 始 森 林

q=GEJ=G>KBAGE=F
K=GHDBK?C>

VX 有

海南山蛭

[)\]̂_]_] fa)ce b)e

VWWfYXaYXc

VWWfYXaYXc
VWWfYXaYXc

黎 母 热 带 雨 林

tGRM >KBAGE=F
K=GHDBK?C>

VV

Vf
Ve

有

有

无p

尖峰山蛭

[)ĝ]_hi_]
海南山蛭

[)\]̂_]_]

Ve)VW

VW)Wf
VX)bW

b)V

a)‘
b)bW

p该土壤采集点无山蛭"但林内是有山蛭的uvJ?K?=K?HB>F??EJ?CGH>J?CAB>CBDCBGFEBFF?E>GBH=Hw>J?K?=K?F??EJ?C
GHKMSS?KAF=H>=>GBH

juj 海南山蛭对气温的要求

juju! 室内海南山蛭对某些温度的反应O图 VQ 室内试验结果表明"爬上热试管外壁及其周围 VuaER范

围 的 山 蛭 数 量 分 别 是"fax为 ‘a条 次"占 VeucXPyeXx为 VVf条 次"占 e‘uXdPyeax为 V‘d条 次"占

‘auXaPy‘Xx为 feua条次"占 cuVaPz山蛭较多的趋向于 eX{eax水温的热试管温度范围"占 cWuVaPz
特别多的趋向 eax水温的热试管的温度z山蛭爬上水温 eX{eax范围的热试管外壁的不但多"而爬上后

很少离开热试管"在热试管外壁停留时间很长z有的山蛭作试探性吮吸动作"有的在热试管外壁互相绕缠

成 团O在海南岛山蛭爬上割胶工人的趾间|脚背也有绕缠成团"叮咬吸血的现象Q"山蛭趋向这一温度范围

及其表现出这些行为"表明山蛭对温度的反应与山蛭觅食行为是协调的z这一温度范围大概相当于哺乳动

Xb‘ 生 态 学 报 fV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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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表温度!如人体裸露的四肢体表温度为 ""#"$%!所以对山蛭有较大的吸引力&$’%水温的热试管外

壁及其底下 ()*+,周围处的山蛭数较少!有的山蛭在热试管周围不时用前吸盘接触热试管外壁!但接触后

图 ( 海南山蛭对不同温度的反应

-./0( 1234356785379:0;<=><><

?7@.993438??3,634A?B43

立刻缩回来!不爬上去&说明山蛭不趋向这一温度&但

也有山蛭 爬 上 C*%热 水 的 试 管 外 壁!这 与 山 蛭 食 源 有

关!山蛭主要以温血的哺乳动物为吸血对象!但也有少

数 山 蛭 吸 取 冷 血 的 两 栖 动 物 为 食 物 来 源!这 是 作 者 偶

然观测到的&在 "’%水温试管做完试验后!排出热水!
即 通 入 室 内 温 度 (D%的 水 入 试 管 内!(’,.8后 在 试 管

外壁停留的山蛭开始离开!CD,.8后试管外壁只有一条

山 蛭!这 一 行 为 表 明 山 蛭 对 温 度 变 化 的 反 应 是 有 一 个

过程和敏感的&在贵州省梵静山自然保护区调查采集

过程中!保护区管理局一位局长说到!一次他们坐在一

处 休 息 时!周 围 也 有 山 蛭 向 他 们 爬 来!当 时 他 正 在 抽

烟!就把点燃的烟头伸向爬来的山蛭前端一段距离!山蛭感受到热辐射时不再爬行!烟头转向左!山蛭向左

转!烟头转向右!山蛭向右转!烟头转一周!山蛭也跟着转一圈!这是一种有趣的趋热行为&

图 C 海南山蛭的活动与温度关系

-./0C 12343EA?.7852.6F3?G338?3,634A?B43

A8@A+?.H.?I79:0;<=><><
()室内 J8?23EAF74A?74IKC)野外 J8?239.3E@

L0L0L 海 南 山 蛭 在 室 内 对 低 温 的 反 应M图 CN 图 C
表明!在室内 D#O%!山 蛭 是 不 活 动 的!即 使 用 小 玻 棒

触 动 它!多 次 吹 出 的 暖 湿 气 流 通 过 它!山 蛭 完 全 无 反

应!处于静止状态&(’%有 PQ山蛭有反应!((%时!有

"DQ山 蛭 有 反 应!山 蛭 对 小 玻 棒 触 碰 表 现 出 头 部 伸 展

的反应!对口吹出的暖湿气流有抬头反应!有的抬头并

左右摇摆的反应&(C%有 $DQ山蛭有反应活动&("%时

有 DCQ山蛭活动!并且有的山蛭对暖湿气流反应快速!
很快抬头!左右摇摆!向暖湿气流方向爬行&($%则有

DRQ山蛭活动&(*%全部山蛭都有活动&海南山蛭对低

温范围的反应!随温度增高!活动蛭数增加!山蛭的活

动与温度的关系存在线性关 系!ST(D)PUV (RC)"!

WT’)ORP!XT’)’(&
L0L0Y 野外海南山蛭对不同低温的活动情况 冬天在橡胶林内!观测记录不同温度的山蛭活动数量结果

如 图 C!结果与室内试验观测大致相同&当年只观察记录 D#O%温度变化及其山蛭的数量!未遇上 D%以下

低温!而且其中由 ((%升高到次日 (*%&气温是 D#((%及 (*#(R%!山蛭活动数量分别是 ’!’!P!(R和

CC!"D!$*条&表明山蛭在 D#O%是不活动的!(’%开始有山蛭活动!随着温度逐渐升高!山蛭活动数量也

增多!(R%观测范围山蛭全部活动!比室内全部山蛭活动高 C%!可能野外还有其他气象因素影响而造成差

异&野外山蛭活动与温度关系也存在线性关系!ST$)R"UV")OR!WT’)O"!XT’)(!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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