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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B报道了南宁市香蕉园害虫I捕食性节肢动物和中性昆虫亚群落结构3由 "J目 K#科 "J"种组成C害虫和蜘蛛是构成

香 蕉园节肢动物群落组成及功能作用的主要群落C香蕉冠网蝽?LMNOPQRSMSTMUOSVQ>I袋 蛾 类?WX<Y6;9Z8>I广 西 抚 蛛?[F

\]̂]_‘Ta‘QRabSNRTST>I草间钻头蛛?cU\UOPQRMNTa_QdSRSV]\Q>I幼豹蛛?eQ_f]TQO‘TS]\Q>I布立毛蚁?eQ_QM_NVPSRQ̂ ]‘_̂]RF

SVQ>是群落的主体C且分析了香蕉园 #个亚群落的时I空结构3数量波动及其与蕉园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C
关键词B蕉园生态系统E群落结构E捕食性节肢动物E亚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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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是华南地区的主要水果3每年因遭受病虫害造成很大损失C但是3有关香蕉害虫及其天敌群落结

构的研究未见报道3仅有种类和单种害虫的研究报道5"HA6C本文对香蕉园害虫3捕食性昆虫3中性昆虫和蜘

蛛群落结构组成及其数量动态和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C

7 研究方法

747 群落结构组成调查

以南宁市北郊 !4@67!面积的水田型香蕉园作系统调查点C时间从 "DDK年 A月至 "!月香蕉收获时为

止C品种为威廉斯3植期已有 "年3全部按常规栽培管理3AIK和 D月份分别用敌百虫或甲胺磷叶面及茎部

喷雾防治害虫各 "次C结构调查用平行跳跃定株3每株分别在植株地面?以植株为中心的叶面覆盖范围的

地面>3植株叶片分上I中I下 A层总共 #个部位3全面采集各部位所有的昆虫和蜘蛛?不含螨类>3每次每个

部位捕获数不少于 "$$头3捕获的应是老熟幼体和成虫?成蛛>C每点采 @株3每月定期调查 "次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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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农药的干扰!用药治虫的月份皆在调查后才用药"标本除鳞翅目成虫外!皆用 #$%酒精分部位保存!带回

室内鉴定和统计"主要类群尽量鉴定到种!特殊的类群按&生态种’处理()*"

+,- 群落结构的数量消长调查

在 定点的香蕉园采用平行跳跃法抽样!每行隔 .株选 /株!每次选 .0株!每月定期调查 /次"调查植株

叶片分上1中和下层!每层随机选 .张叶!目测计数叶片上下面的全部昆虫和蜘蛛"

- 结果与分析

-,+ 群落结构的种类组成及优势种

系统调查水田改种香蕉的蕉园群落结构组成!全年 /0次抽样共采集标本 /2/#/头!经鉴定有 /3目 #)
科 /3/种"其中害虫 #223头!占 )个亚群落总数4简称总数!下同5的 )#,)%!计有 62科 $$种"地面害虫占

地 面群落总数的 /.,)3%!以蚤蝼科4789:;<=>?9:;@5占优势A叶片上害 虫 占 叶 片 群 落 总 数 的 $6,2B%!其 中

上层1中层和下层叶片!分别以香蕉冠网蝽4CDEFGHIJDJKDLFJMH51香蕉交脉蚜4NEIDHOPIJHIJQRPIERSPKH5和茶

袋蛾4TRLFDPDGEOEHUJIVKMVOH5占优势"捕食性昆虫亚群落有 /))$头!占总数的 3,BB%!计有 #目 //科 63
种!布立毛蚁4NHRVHDREMGJIHWPVRWPIJMH5南 宁 巨 首 蚁4NGEJXPOPQEDPIIHIIJIQEIKJK5占 优 势"蜘 蛛 亚 群 落 有

2.#/头!占总数的 63,3%!计有 /#科 #/种"地面蜘蛛占地面群落的 63,.)%!以狼蛛科4Y><Z[9:;@5的幼豹

蛛4NHRXPKHFVKJPOH5和类奇异獾蛛4\RPMGPKHRVRJMPOPJXEK5为主"叶片上的蜘蛛占叶片群落的 63,0/%!各层

叶片皆以广西抚蛛4]OPWPRVKQVHIQ̂ JEIKJK5占优势"中性昆虫亚群落有 ###头!仅占总数的 ),3%!有 .目

/0科 /#种4类 群5"以 鞘 翅 目4_Z?@Z‘=@8;5和 双 翅 目4a9‘=@8;5的 蕈 蚊 科4b><@=Z‘c9?9:;@5和 摇 蚊 科4_c9d

8ZeZf9:;@5昆虫为主"中性昆虫对香蕉不造成危害!有些种类可作为天敌的补充食料(#*")个亚群落的结构

组成!总体是种类以蜘蛛最多!数量以害虫最多A地面和叶片上的种类皆以蜘蛛最多!数量则地面的蜘蛛和

叶片上的害虫最多"由此认为!害虫和蜘蛛两个亚群落是构成香蕉园群落生态系统的主要成分4表 /g$5"
表 + 香蕉园害虫和捕食性节肢动物群落结构组成4/BB#年!南宁市5

hijkl+ mnoopqrstusvpwspvlnxylusiqzyvlziwrnpu{vs|vnynzrqjiqiqixrlkz4/BB#};ee9e~5

总数

7Z=;?9e:9!9:";?[

地面 7c@?;e:["8#;<@ 植株叶片 7c@‘?;e=?@;#

数 量

}"f$@8

种 类

%‘@<9<[

数 量

}"f$@8

种 类

%‘@<9@[

& 4%5 & 4%5 & 4%5 & 4%5 & 4%5
害虫亚群落

’@[=["$<Zff"e9=>
#223 )#()0 60# /.()3 6/ 60(6B #62/ $6(2B .B .3(#/

蜘蛛亚群落

%‘9:@8["$<Zff"e9=>
2.#/ 63(30 /0)B ).(2) 6B 63(.) $... 63(0/ $/ $0($0

捕食性昆虫亚群落

’8@:;<9Z"[9e[@<=
["$<Zff"e9=>

/)$$ 3(BB B.. 6#()3 .$ .)(6) $66 6(3B // /0(3B

中性昆虫亚群落

}@"=8;?9e[@<=
["$<Zff"ef9=>

### )(30 /3. #()0 # 2(32 $B$ )(6) /0 B(B

合计

7Z=;?
/2/#/ .)20 /0. /6#// /0/

) &代表数量4个5,下同 ,&9[e"f$@8[49e:9!9:";?[5(7c@[;f@?;=@8

-,- 群落的时空结构格局

-,-,+ 群落的垂直结构 这里指的群落垂直结构是同一香蕉园中的亚群落的垂直分层"不同种类的昆虫

和蜘蛛!由于本身各自的生物学和生态学习性的差异!对栖境有不同程度选择!因而在香蕉植株上1中1下

层叶片的垂直分布也有所不同"现以常规栽培管理的香蕉园为例!分析蕉园群落结构的垂直分层动态"
用 *c9==;+@8相似性指数公式计算相似性指数!用以比较不同群落间的相似程度()!$*!,4相似性指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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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为 群 落 中 相 对 的 种 类.+)和 ,)为 种 类 )在 上/下 层 或 中 层 的 结 构 比 例&表

0-1从表 0看出.同一亚群落不同季节.群落的垂直分层结构相似性程度不同.不同亚群落在同一季节的垂

直分层相似性也不同1总体来看.2个亚群落的垂直分层是比较明显的.各层的相似度指数平均值不超过

3451蜘蛛亚群落各层次之间相似程度最高.指数均在 3463左右7害虫和中性昆虫的上/中层.指数在 340
左右7害虫的上/下层相似性最小.指数值在 3421因为香蕉植株上各层空间分布.前期是以草间钻头蛛.中/
后期 以 广 西 抚 蛛 为 主 的 群 落 结 构 组 成.是 支 配 群 落 相 似 度 的 主 要 种 群7害 虫 和 中 性 昆 虫 的 上/中 层 前/中

期.分 别 由 香 蕉 冠 网 蝽 和 双 翅 目 蚊/蝇 类 昆 虫 占 优 势7害 虫 亚 群 落 上 层 与 下 层 相 似 性 最 低.因 为 上 层 是 网

蝽.下层网蝽较少.中/后期尚有茶袋蛾支配7使其分层最为明显1群落分层相似度.随季节有所改变.改变

的程度.群落间差异较大12个亚群落中.蜘蛛亚群落分层的相似度变动最小.其余 8个亚群落变动较大&表

0-1
表 9 香蕉园害虫亚群落结构及优势种&"::6年.南宁市-

;<=>?9 @A=BCDDAEFGHIGJABGAJ?<EKL?JKCDFE<EGIL?BF?ICML?IGFEI?BGFE=<E<E<MF?>K&"::6NOPPQPR-

地面

STUVOPWXYZ[O\U

] &̂ -] ^

植株叶片 STU_VOP‘VUO[

上层

Sa_X‘ZO‘Yb

中层

cQWWVUX‘ZO‘Yb

下层

da‘‘abX‘ZO‘Yb

] &̂ - ] &̂ - ] &̂ -

优势种

eZUWabQPOP‘X_U\QUX

地面

STUVOPW
XYZ[O\U

植株叶片

eVOP‘VUO[

蝗总科 20 "2f:2 3 3 % 3f36 3 3 赤胫伪稻蝗

g\ZQWaQWUO hijklmno+
l)p)qkr+

菱蝗科 2: "sf:" 3 3 3 3 3 3 瘤蚱

SU‘‘QRQWOU tumv+lmqr+X_f
蟋蟀科 %0 5f22 3 3 3 3 3 3 斗蟀

wZxVVQWOU yjz+v){)|rmvki
蚤蝼科 :: 8%f"2 3 3 3 3 s 3fs: X_f
SZQWO\‘xVQWOU
蚜科 3 3 ":8 sf%3 "6 3f0" 862 28f:3 蚤蝼 蕉交脉蚜

g_TQWQWOU tv)l+|roz)l+j
hjqr+zmq)+
q)}vmqjvymi+

网蝽科 3 3 88%" 5:f2: %2s0 56f65 2" 2f5" 香蕉冠网蝽

SQPRQWOU
(rj~u+q)r)i
ro~)|+

象甲科 3 3 3 3 % 3f36 85 2f20
香蕉双黑

带象甲

!YZ\YVQaPQWOU "lm)~mvkiX_f
拟步甲科 %6 5f66 3 3 3 3 " 3f"% 边红拟步甲 茶袋蛾

SUPU#ZQaPQWOU $krm|u)+ %vo~rmrujzj+
袋蛾科 3 3 "6: 2f5% 830 "3f:2 806 28f35 z+rjv+z)i p)qki|kz+
eXx\TQWOU 蕉弄蝶

弄蝶科 3 3 "% 3f8% 3 3 % 3f%8 $v)mqmrjrmvki
&UX_UZQQWOU
其他科 0" %3fs2 0 3f"0 "s 3fs2 %" %f5"
’‘TUZ[ObQVx
合计 Sa‘OV 835 86"" %6:5 52:

94949 群落结构的时间格局 香蕉园生物群落的时间格局.反映出 2个亚群落的时间特征1害虫亚群落

在地面的以蚤蝼为主.主要出现在 :月份.占该月地面总群落的 03̂ 7植株叶片上的以网蝽/蚜虫和袋蛾为

主.网蝽是在 6(:月份.蚜虫在 :月份.袋蛾在 ""("%月份最多1捕食性昆虫亚群落地面和植株均以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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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香蕉园捕食性昆虫亚群落结构及优势种"#$$%年&南宁市’
()*+,- ./*0122/3456758/05/8,)39:8,91243)357:,04,71;:8,9)041/7437,0543*)3)3);4,+9"#$$%<=>>?>@’

地面

ABCD=>EFGHI=JC

K LK L

植株叶片 ABCMD=>NDC=I

上层

AOPFNH=NGQ
中层

R?EEDCFNH=NGQ
下层

SONNOQFNH=NGQ

K "L’ K "L’ K "L’

优势种

MHCEOQ?>=>NFPCJ?CF

地面

ABCD=>E
FGHI=JC

植株叶片

MD=>NDC=I

螳螂目 T #UVT V V V V V V
R=>NOEC=
革翅目 WX XUV% V V Y -U-T -$ $UXY 丝尾螋 乔球螋

ZCHQ=PNCH= [\]̂_‘a\b_c d\efecghiFPU
猎蝽科 #V #UVT V V V V V V 南方光猎蝽

jCEGk??E=C lm‘namof‘ci
\̂gpg_gcgi\i

步甲科 YV YU#% # #UX$ V V V V 青步甲

q=H=r?E=C sô_cg\hiFPU
隐翅虫科 XX %U#X V V V V #X -U$W 青翅隐翅虫 青翅隐翅虫

tN=PBuD?>?E=C v_cbcnhi v_cbcnhiwhim\]ci
whim\]ci

瓢虫科 #$ YUVX V V x # VUYW 小瓢虫 双带盘瓢虫

qOJJ?>CDD?E=C sna]‘fpfghiFPPU ycee\_z\]̂_p\_‘_
褐蛉科 # VUT% V V V V x VU$$ 布立毛蚁 点线褐脉蛉

{CQCHOr??E=C v_n_‘ncmo\g_ |\mnfehi
zfhnzfg\m_ QGDN?PG>JN=NGF

蚁科 %Yx TVUxT WT $TU-V W- T$UT- -xW TWU#T 南宁巨首蚁 布立毛蚁

}OHQ?J?E=C voc\bf̂fpc‘fg v_n_‘n_mo\g_
g_gg\gpcgi\i rOGHrO>?J=

合计 $YY W$ W$ xVW
A=NOD

表 ~ 香蕉园蜘蛛亚群落结构组成及优势种"#$$%年&南宁市’
()*+,~ ./*0122/3456758/05/8,)39:8,91243)357:,04,71;7:49,843*)3)3);4,+9"#$$%<=>>?>@’

地面

ABCD=>EFGHI=JC

K LK L

植株叶片 ABCPD=>NDC=I

上层

AOPFNH=NGQ

中层

R?EEDCFNH=NGQ

下层

SONNOQFNH=NGQ

K "L’ K "L’ K "L’

优势种

MHCEOQ?>=>NFPCJ?CF

地面

ABCD=>E
FGHI=JC

植株叶片

MD=>NDC=I

狼蛛科 xYW xVUW# V V V V # VUVx 幼豹蛛

!uJOF?E=C v_nbfi_]hi\f̂_
皿蛛科 -T -UXY -VY YTUTY -xY #TU-W Y%W ##UTT 类奇异獾蛛 草间小钻头

!?>uPB??E=C dnfmofi_ "âa]o_g‘cipn_e\g\mf̂_
球蛛科 #XT #XUVY ##Y #VUX$ #$- #VU-W Y#- $UYV HGH?JODO?EOF 唇银斑蛛

ABCH?E??E=C 佛罗鞘腹蛛 #npanfbcî_z\_‘hi
肖蛸科 TV %UX- #V- $UT- TT xU%Y T$ -UTW sf̂cfife_ 八斑鞘蛛

ACNH=@>=NB?E=C ŵ_gbhe sf̂cfife_fm‘fe_mĥ_‘he
抚蛛科 -$ -U%Y xxY xYU#T #VYX WWUVx #x$Y XxUxT 锥腹肖蛸

$DOrOH?E=C dc‘n_pg_‘o_e_%\̂̂fi_
跳蛛科 Y-$ YYU%T %V XUXT #TX $U$T YVW TUTX 波氏缅蛛 广西抚蛛

t=DN?J?E=C &hne_‘‘hi ’̂fzfnhiph_gp%\cgi\i
猫蛛科 WY xU$X - VUY$ x VUY# W VUYY ]fmf(\ 吉蚁蛛

)*uOP?E=C |ane_n_mogcp\i‘\
管巢蛛科 V V Y VU#$ #$ #UVY #$ VUTY
qDGr?O>?E=C
园蛛科 V V #V VU$W Y VU## % VU-V
+H=>C?E=C
其他科 T VU%% x VU-$ - VU#X X VUYX
)NBCHI=Q?Du
合计 #Vx# #VxT #TX- Y-##
A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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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群为主!以 "#$月份最多%蜘蛛亚群落植株上以草间钻头蛛!广西抚蛛为主!前者在 &’(’"月份!后者

在 "’)’$’*+月份占优势%地面蜘蛛是狼蛛科种类占绝对优势!以 ,’&月份和 *+’**月份最多%中性昆虫地

面的以鞘翅目小甲虫!植株以上双翅目蚊’蝇类最多-图 *#图 &.%
表 / 香蕉园中性昆虫亚群落结构组成及优势种-*$$"年!南宁市.

01234/ 56278996:;<=><?67<6?41:@A?4@89;:1:<>A47;4>8B:46<?13;:>47<;:21:1:1B;43@-*$$"CDEEFEG.

地面

HIJKDELMNOPDQJ

R -S.R S

植株叶片 HIJTKDEUKJDP

上层

HVTMUODUNW

中层

XFLLKJMUODUNW

下层

YVUUVWMUODUNW

R -S. R -S. R -S.

优势种

ZOJLVWFEDEUMTJQFJM

地面

HIJKDEL
MNOPDQJ

植株叶片

ZKDEUKJDP

叶甲科 *[ \]"" [ [],+ + + & +]))
ÎO_MVWJKFLDJ

瓢虫科 * +](( + + + + & +]))
V̂QQFEJKKFLDJ

其他鞘翅目 *,[ "&](" && (+](" *\ [$]\, &*" $*])( 小甲虫 小甲虫

‘UIJO aFUUKJYJJUFJM aFUUKJYJJUKJM
V̂KJVTUJOD

毛蠓科 + + + + + + ) *]"\
ZM_QIVLFLDJ
大蚊科 + + [ [],+ ( $][\ ) *]"\
HFTNKFLDJ
蚊总科 [+ **][$ ,\ &*],) ,[ ($][\ *[ []\& 摇蚊

N̂KFQVFLJD ÎFOVEVWFLDJ
蝇总科 *[ \]"" [ [],+ * *])( * +][[
XNMQVFLJD
合计 *"" )\ (& &(&
HVUDK

图 * 香蕉园害虫亚群落结构时间格局 *$$"南宁市

bFG]* HIJUFWJTDUUJOEVPTJMUMNcQVWWNEFU_

MUONQUNOJFEcDEDED*$$"CDEEFEG

d]植株叶片 HIJTKDEUKJDP

Y]地面 HIJKDELMNOPDQJ

efg 群落的数量变化及天敌控制害虫的作用

从图 (看出!香蕉植株叶片上害虫!蜘蛛和其他昆虫 ,个亚群落在数量上的波动!总趋势是由低到高!
然 后 逐 步 缓 慢 下 降!到 *[月 份!香 蕉 收 获 时 仍 有 一 定

数 量!其 中 蜘 蛛 亚 群 落 的 数 量 波 动!总 体 是 比 较 平 稳!
害虫数量波动最大!并明显出现二个高峰!分别在 "月

份和 $月份是香蕉冠网蝽的盛发期%捕食性昆虫主要

以蚂蚁为主!数量波动仅次于蜘蛛%蜘蛛与害虫的数量

起 伏 跟 随 紧 密!总 体 呈 极 显 著 相 关-hi+f)(*$!jk

+f+*.!但是!层次间有差别!以中层相关最显著-图 (.%

g 总结与讨论

gfl 南宁市香蕉园生物群落组成物种比较丰富!定点

调 查 [f(IW[面 积 的 香 蕉 园!共 有 害 虫 和 捕 食 性’中 性

节 肢 动 物 *)*种!其 中 害 虫 ((种!蜘 蛛 和 捕 食 性 昆 虫

*+$种%这里指的害虫!实际造成经济损失水平的种类!
目前是少数%从数量上看!害虫与捕食性节肢动物两者

相当%植株叶片害虫以香蕉冠网蝽占绝对优势!后期尚

有袋蛾类和螨类为害%钻蛀假茎的象甲主要是双黑带

象 甲-mnopqhrsMT.!为 害 高 峰 期 的 被 害 株 率 平 均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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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造成枯死叶片较少%新蕉园比老蕉园的象甲为害反而严重&据报道%蚁科的铺道蚁’()*+,-.+/0-

10/2))23)4%又称红蚂蚁%对香蕉象甲幼虫和蛹有一定的控制作用567&南宁市的香蕉象甲在有些蕉园为害较

轻%是 否 与 蚁 类 和 品 种 有 关%尚 待 研 究&但 是%可 以 认 为%占 香 蕉 园 生 物 群 落 物 种 数 的 8#9:$%物 种 量 的

;<96$的捕食性节肢动物%是控制香蕉害虫的重要天敌%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保护利用的生物资源&
表 = 香蕉园害虫>蜘蛛>捕食性昆虫和中性昆虫亚群落各层相似性指数’?@@<年%南宁市4

ABCDE= AFEGHIHDBJHKLHMNEOPQNHQQEJEMKGKJBKRIPQSEGK>GSHNEJ>SJENBTHPRGHMGETKBMNMERKJBDHMGETKHMUBMBMBQHEDN

’?@@<%VWXXYXZ4

[\]X̂_ ;\]X̂_ "\]X̂_ 8\]X̂_ <\]X̂_

‘ a b ‘ a b ‘ a b ‘ a b ‘ a b
害虫亚群落 #c" #c" # #c;[:#c8?@ #c88 #c8# #c"# #c: #c[? #c;< #c;: #c@@ #c:[ #c:<

d
蜘蛛亚群落 ?c8@ #c<" #c<" #c6# #c8" #c86 #c8< #c<6 #c8; #c"< #c8" #c<# #c6< #c6; #c<;

e
捕食性昆虫 # #c" #c" #c" # #c"# #c?< #c6[ #c?< #c" # #c" #c?< #c[[ #c68

亚群落f
中性昆虫 # #c<# #c[[ #c@? #c"# #c": #c@: #c@: # # #c" #c" #c" #c?# #c"
亚群落g

6\]X̂_ @\]X̂_ ?#\]X̂_ ??\]X̂_ ?:\]X̂_ 平均 ‘hijWZi

‘ a b ‘ a b ‘ a b ‘ a b ‘ a b ‘ a b‘ a b ‘ a b

#c@< #c"8 #c"# #c@< #c#: #c#: #c# #c"8 #c8# #c?@ #c#@ #c[6 #c@[#c@"#c@?#c86#c";#c;#
#c6# #c6# #c8" #c6? #c@; #c@; #c68 #c<# #c@< #c68 #c6? #c<< #c<##c<:#c"[#c<8#c<@#c<:
#c;" #c8: #c"# #c6" #c6" #c6" #c@; #c" #c<# ?c"# #c"# #c6# #c" #c@ #c" #c;8#c88#c"6
#c: # # #c@[ #c@[ #c;< #c;# # #c"# #c"# ?c"# ?c@8 #c" #c"# # #c8;#c":#c":

注k‘k上层与中层lak中层与下层lbk上层与下层&

V]̂ik‘km]nôjŴp\WXq\YqqriôjŴp\laksYqqriWXqt]̂ ]̂\ ôjŴp\kbkm]nôjŴp\WXqt]̂ ]̂\ ôjŴp\c

dcuiôoptv]\cecwnYqijoptv]\cfcujiqWvi]poYXoiv̂optv]\cgcVip̂jWrYXoiv̂optv]\c

图 : 香蕉园捕食性昆虫亚群落结构时间格局’?@@<南

宁市4

xYZc: m_îY\inŴ îjX]ynjWqWYi]poYXoiv̂

optv]\\pXŶzôjpv̂pjiYXtWXWXWyYirq?@@<VWXXYXZ

‘c植株叶片 m_inrWX̂ riWy ac地面 m_irWXqopjyWvi

[ 香蕉园中性昆虫亚群落结构时间格局’?@@<南宁市4

xYZc[ m_îY\inŴ îjX]yXip̂jWrYXoiv̂

optv]\\pXŶzôjpv̂pjiYXtWXWXWyYirq?@@<VWXXYXZ

‘c植株叶片 m_inrWX̂ riWyac地面 m_irWXqopjyWvi

{9| 香蕉园 ;个亚群落的垂直分层结构%总体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在群落间以及同一亚群落的不同层次间的

明显程度仍有差异&蜘蛛亚群落的分层现象不如害虫>捕食性昆虫和中性昆虫亚群落明显%说明叶片上的蜘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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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对生境选择有相似的梯度要求!害虫与蜘蛛在上层与中层叶片中有相近的结构相似度"平均值在 #$%至 #$&
之间"有利于增加蜘蛛对害虫的控制效应!从时间格局来看"’个亚群落所表现的结构波动也各有特点"害虫结

构在地面的蚤蝼主要出现在 (月份"叶片上的网蝽主要出现在 &)(月份*蜘蛛在叶片上的草间钻头蛛和广西抚

蛛"分别出现在’)%月份和&)+#月份"蚁类在地面和叶片上皆主要出现在&)(月份!上述是受化学农药干扰

下的香蕉园各亚群落结构的分层和时间格局特征"与自然群落结构不尽相同!

图 ’ 香蕉园蜘蛛亚群落结构的时间格局 ,+((&南宁市-

./01’ 2345/64785549:;<=7/>49=?@A;66?:/5B

=59?A5?94/:@8:8:8</4C>+((&D8::/:0

E1植株叶片 2347C8:4C48<

F1地面 234C8:>=?9<8A4

图 G 香蕉害虫和蜘蛛数量消长 ,+((&南宁市-

,坐标轴为百叶个体数量的对数值-

./01G D?6498C>B68:/A=;<53474=58:>=7/>49

/:@8:8:8+((&D8::/:0

,H9>/:854/=;<:85?94C;089/5389/AI8C?4=;<+##C48<-

J$J 香蕉园生物群落结构的量变"总趋势是随着香蕉生长发育期的推进"由低到高"直至成熟期"数量逐

渐下降!其中蜘蛛的数量波动不如害虫明显"但两者相互跟随紧密"总体呈极显著相关,KL#$#+-!香蕉生

长前期,M1’月-"此时以草间钻头蛛为主的蜘蛛亚群落的数量起点比害虫高"使害虫控制在低密度状态!全

年 M次使用化学农药后的群落数量变化表明"蜘蛛和捕食性昆虫的数量波动总体不明显"说明以草间钻头

蛛N广西抚蛛和蚁类为主的香蕉园捕食性天敌"对外界的干扰,如化学农药的使用-有一定的抵御能力!提

倡前期使用生物农药或选用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适当增加香蕉园植被的复杂性"对香蕉害虫的天敌保

护和数量积累会有积极作用"甚至可以过渡到依托于自然天敌把害虫的为害控制在经济损失水平以下"达

到维护生态平衡"促进香蕉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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