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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地区3采用陷阱法8HIJKL11JMLNO<对 !类龙山片断雨林和保护区连续雨林蚂蚁类群进行取样调

查3样地内共获取蚂蚁 @"@9号3隶属 9亚科3!#属3:;种3其属种和个体数量以切叶蚁亚科8PQRSTUTVWX<最多E不同生境

群落组成分差异较大3优势种变化明显E对 ;种蚂蚁类群多样性研究分析表明=保护区连续雨林的多样性C均匀性指数高

于龙山片断雨林3群落相似性以 !类龙山林最高3各林地蚂蚁类群物种分布的种A多度关系为对数级数模式E片断化雨林

面积C植被结构C隔离程度及状况和人为干扰强度是影响蚂蚁类群结构和多样性的重要因素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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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热带北缘的我国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地区地貌复杂!小气候多样化"是我国蚂蚁区系最丰富的地区

之一#$%&吴坚#’%!唐觉#(%!徐正会#)"*%等曾就西双版纳不同原生和次生植被类型的蚁科群落和区系进行过较

为详尽的研究&近年来"因人类社会活动加剧使该地区连续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片断化"残存的热带雨林片

断犹如一个个+岛屿,被各种人工或退化生态系统所包围"形成相互隔离的格局"对生物多样性维持产生了

较大的影响#-./%&作为傣族神山或风水林的+龙山,上残存的热带雨林是该地区片断热带雨林的代表类型"
在+岛屿生物学,研究中具有较高的价值#0"/%&有关西双版纳+龙山,片断热带雨林昆虫群落多样性的研究已

有不少#$1.$(%"但片断化对热带雨林中的重要类群22蚂蚁类群多样性的影响还未见正式报道&本研究以

自然保护区连续雨林作为对照"比较分析了雨林片断化对蚂蚁类群物种组成及多样性产生的影响"为热带

雨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一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

3 材料与方法

343 样地生境

研究样地选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勐仑镇的城子+龙山,和景洪县曼养广+龙山,’个片断雨林"并视勐仑自

然 保护区连续雨林作为连续雨林进行对照&样地位于北纬 ’$5)$6"东经 $1$5’*6"海拔 *-1.-017"该地区年

均温度 ’$8).’’8-9 "年降雨量约 $**-77"因受热带季风气候影响"具明显的干雨季之分"雨季:*.$1
月份;约占年降雨量的 0(<"干季:$$.)月份;仅占 $=<左右"样地地带性土壤为赤红壤和砖红壤"生境情

况见表 $&
表 3 西双版纳片段热带雨林的自然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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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类型

STUVWXXYZV

地点

[T\]X̂T_

面积

‘UV]:a7’;

隔离状况

bX]XVTĉWTd]X̂T_

人为干扰

êWXfUg]_\V

主要植物组成

h]̂_Zd]_XW
连续湿性季节

雨林:对照;

勐仑自然

保护区

=*11181 属 $/*0年建立的勐仑

自然保护区的主体"面
积较大"可视为+连续,
热带雨林&

虽有人畜进

入"但 干 扰

很小&

番 龙 眼 :ijklmnomjklpmjqo;!千 果 榄 仁

:rlsknpotnokusnjvoswo;!毗 黎 勒:rlsknx
potno ylttnsnvo;!毛 麻 楝 :z{|}soqno
moy|tosnq;等&盖度约为 /1<./*<&

片断干性

季节雨林

曼养广

+龙山,
’181 已 有 数 百 年"=1年 代

以 前 为 大 勐 龙 自 然 保

护区的一部分"以后周

围 全 部 开 垦 为 农 田 和

橡胶园&

人畜进入较

多&干扰较

大&

大 叶百颜树:~nsjppnlsoq|yol!|otnq;!窄叶

翅 子 树:imlsjqwlsk|k topvlol"jtn|k;!泰

国 芒 果 :#op$n"lsoqnoklpqnq;!滨 木 患

:%sumlsotnmjsotnq;!箭 毒 木:%pmnosnqmj&nx
vosno;等"盖度 01<.0*<左右&

片断干性

季节雨林

城子

+龙山,
(81 已 有 数 百 年"=1年 代

曾 是 勐 仑 自 然 保 护 区

的一部分"现周围为次

生林!铁刀木林和橡胶

林&

离 村 寨 较

远"人 畜 进

入 少"干 扰

较小&

大 药 树 :%pmnosnqmj&nvosno;!粗 枝 崖 摩

:%kjjsso’oquvto’o;!小 叶 红 光 树:(plko
$tjy|tosnq;!滇谷木 :#lklvutjp wjtuopx
m{|k;龙 果:ij|mlsno$sop’n"tjso;等"盖 度

/1<左右&

34) 取样方法

$//=年 0月!$//0年 (月在上述样地采用陷阱法:*̂Xc]ddXU]Z;#$)%进行取样调查&即在每个研究样地随

机设定 *个取样点"在每个取样点按对角线放置 *个直径 =8*\7的一次性塑料杯埋入地下"杯口与地面齐

平"四周用泥土填平"杯中分别盛 $+(的 (<甲醛和 $+(的 =*<乙醇溶液以防蚂蚁逃跑和腐烂"周围及杯中

撒白糖作为诱饵&杯边用两根约 ’\7粗的小棍支撑倒置的塑料碗"防止枯枝落叶和其它动物落入杯中&放

置 =,后"将诱集到的蚂蚁用盛有 =*<洒精的小瓶分别标记保存"带回室内进行种类鉴定!数量统计&

34- 数据分析

不 同取样环境的物种丰富度以 h]U.]dVc指数 /#%0/#%1:23$;+d_4测度#$*%5物种多样性分析采用

ba]__T_x6 V̂_VU信 息 多 样 性 指 数 76076138ind_in#$*%"均 匀 度 分 析 用 *̂VdTf的 均 匀 度 指 数 9091

76+d_q#$*%5优势度测定用 b̂7ZWT_优势度指数 ’0’1 $3:n#4n;:4n3$;+4;:43$;%#$*%5相似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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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相似性指数 &’(&’)*+,-./ 0.1*2和相异系数)31&’43567为进一步分析蚂蚁类群物种分布的

结构与特征7采用物种相对多度模型进行群落比较43869

: 结果与分析

:;< 不同林地蚁类科=属种组成变化

>块样地于 3??8@3??A年 B次取样共采集蚂蚁 ?3?5号7隶属 5亚科7BA属7C>种7各林地蚁类种类和

个体数量组成见表 B9>种蚂蚁类群属种以切叶蚁亚科最多,3B属 BD种27占全部种类数 D5EBF7蚁亚科,C
属 3>种7占 BDEC>F2和猛蚁亚科,5属 3G种7占 3?EB>F2次之7行军蚁亚科和盲蚁亚科的种类最少7各科

仅 3属 3种H从个体数量多少比例看7各林地仍以切叶蚁亚科数量最多7其在保护区连续雨林占样地总数

的 AGE>F7B类龙山片断雨林占 ACF@A8F7猛蚁亚科=蚁亚科次之7行军蚁亚科和盲蚁亚科数量最少9
各林地因生境差异7在不同季节蚂蚁类群优势种类组成明显不同9保护区连续雨林优势种数最多7黄

足后结猛蚁=尼约斯无刺蚁=四刺冠胸蚁=东方行军蚁为干热季优势种7共占样地总数的 8GE8CF7以四刺冠

胸蚁的数量比例较高H黑褐举腹蚁=西氏拟毛蚁=全异举首蚁则为雨季期的优势种7占全样总数的 ABE?DF7
并以西氏拟毛蚁=全异举首蚁 B个种占有较多的数量H曼养广龙山片断雨林中7干热季优势种以全异举首

蚁个体数量较为突出7横纹齿猛蚁=黄足厚结猛蚁次之7>种占样地总数的 C8E3F7H但雨季7优势种仅为全

异举首蚁7并占有 ABEC8F的个体数量比例H城子龙山片断雨林干热季以舒尔盘腹蚁为突出优势种7棒刺大

头蚁和横纹齿猛蚁为亚优势种7共占样地总数的 5BEGAF7全异举首蚁同样成为雨季该样地唯一的优势种7
且占 ACF以上的高数量比例9如上所述7>类林地蚂蚁类群优势种主要集中于猛蚁亚科和切叶蚁亚科7并

且全异举首蚁在 >类林地均为突出优势种9蚂蚁类群常见种的组成在同一林地=不同季节或是同一季节=
不同林地变化甚大7总体来看7季节变化上各林地呈现出干热季多于雨季,雨季因少数优势种数量的激增

使得群落优势程度极为突出7常见种明显减少2=水平分布上则表现为龙山片断雨林多于保护区连续雨林

的组成特点,见表 B29

:;: 不同林地蚁类科=属=种和个体数比较

不同取样季节7>类林地蚂蚁科=属种和个体数存在明显差异7见表 >9
根据 >类林地及 B个时期蚁类科=属=种及个体数的统计表明(
蚁类科数7保护区)曼养广龙山I城子龙山H蚁类属=种数7保护区I城子龙山I曼养广龙山H个体总

数在干热季表现为保护区I城子龙山I曼养广龙山=雨季则为城子龙山I曼养广龙山I保护区9
在 B个不同时期7曼养广龙山蚁类的科=属=种为雨季I干热季7而保护区=城子龙山为干热季I雨季H

各林地蚁类个体数均表现为雨季I干热季9
各林地蚁类物种数在不同季节变化不大7均呈现为干热季高于雨季7而个体数的变化在 >类林地都表

现出大幅度的数量消长7即干热季至雨季表现出较高幅度的递增7其中保护区连续雨林增幅在 C5E?DF7而

B类龙山片段雨林的增长更为突出7曼养广高达 ?BEB>F7城子为 AAEDGF7导致龙山片段雨林蚁类个体数

在雨季明显超出保护区连续雨林7而这种数量上的波动主要体现在蚁类优势种的种群数量变化上7保护区

连续雨林以切叶蚁科的 >种优势种为主要变化量7龙山片段雨林仅以该科的 3种优势种为主9这可能与热

带气候和林内生境条件有关7该地区雨季高温=高湿7森林中凋落物分解较快7林内地表腐解物较多7微生

物数量显著增加7这些均为植食性的切叶蚁科的某些种类的数量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9

:;J 蚂蚁类群多样性=均匀性和优势度比较

根 据不同栖息地环境采得的蚂蚁种类和个体数量7分别计算出物种丰富度指数,&KL2=物种多样性指

数,MN2=均匀性指数,*2和优势度指数,O27结果见表 D9
总体来看7生境条件好的保护区连续雨林拥有最多的蚂蚁物种7其丰富度最高7取值分别在 >E3@DEB

之间7B类龙山林丰富度相对较低且较为接近7取值在 B@>EC之间9其它各项指数在不同季节7不同林地取

值呈现一定差异(干热季7>类林地蚂蚁类群多样性=均匀性指数较为接近7以曼养广龙山片段雨林略高7优

势度指数以城子龙山片段雨林和保护区连续雨林较高H雨季7多样性和均匀性指数表现为保护区连续雨林

明显高于龙山片段雨林7而各林地丰富度=多样性=均匀性指数在季节变化上均为干热季高于雨季7优势度

>B>3A期 杨效东等(西双版纳傣族P龙山Q片断热带雨林蚂蚁类群结构与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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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西双版纳 "类林地蚂蚁类群的物种及个体数量组成

#$%&’! #(’)*+,*-./0*1-,’).’-$/2/3+%’4-*1./2.5.23$&*1$/604*3,-./6(4’’1*4’-6-./7.-(3$/0%$//$

样地 89:;<
勐仑自然保护区

=>?@ABCD;EF>G><>FH>

曼仰广I龙山J林

=D?KLBM:9NMO99<P:F><;

城子I龙山J林

QR>?@SBM:9NMO99<P:F><;
月份 =:?;R T U T U T U

种类 VW>XO><
个体数

YZ
[
\]

个体数

YZ
[
\]

个体数

YZ
[
\]

个体数

YZ
[
\]

个体数

YZ
[
\]

个体数

YZ
[
\]

环纹大齿猛蚁 B̂_‘a_bcbdeD?@ f gBggf fh gBggiT fg gBgjT kl gBghT m gBgfT Ti gBgff
横纹齿猛蚁 B̂naopdqradoVsO;R fj gBgh lk gBgmUi hi gBffi km gBghfi TU gBfggUhgf gBgkh
基氏细颚猛蚁 tBu‘nnrc‘=DNF i gBgf i gBggjT
中华细颚猛蚁 tB_v‘prpd‘d=DNF f gBgggT Ti gBgff
黄足厚结猛蚁 \Bcbnr‘wrd=DNF iU gBfff fT gBggU jj gBfl U gBgghi
瓜哇厚结猛蚁 \Bxoqopo=DNF ff gBggki T gBgfT h gBggm
郑氏厚结猛蚁 \Byvrpz‘{E k gBggl j gBgfi Tj gBgffT hi gBgih kk gBgh
迟钝厚结猛蚁 \Bo|}c~!wd"s>FN f gBggf
锡兰姬猛蚁 #B_r~c!prprd‘d=DN f gBggf
双色曲颊猛蚁 $B}!_!c!a"s>FN f gBggf i gBggjT
黑褐举腹蚁 %Ba!zrpv!&ra‘=DND T gBggj hhT gBfTkj m gBghh Uj gBghU
棒刺大头蚁 \Bdwonv‘&rao’:F>9 h gBggfh U gBgTm ik gBhgh j gBggf
塞奇大头蚁 \Bdozr‘’:F>9 j gBgfi fk gBgjh
大头蚁 V8T\vr‘(!cr<WBT f gBggf
中华大头蚁 \Bd‘prpd‘deE>;eD?@ j gBggk
沃森大头蚁 \B)ond!p‘’:F>9 j gBggk f gBgggk mh gBgfiT fk gBggm
亮红大头蚁 \B&ray‘(oVsO;R f gBggf m gBggTf f gBggj fk gBggmT fj gBggj
宽结小家蚁 *Bcon‘p!(r=DNF h gBggl j gBggf
东方小家蚁 *B!a‘rpnocr=DNF i gBgfl fk gBggm
法老小家蚁 *Bwvoao!p‘dAO??D>E< U gBgTm
尼约斯无刺蚁 +Bp~!d,:9;:? fhk gBfil fi gBgfgj mh gBgfk
沃尔什铺道蚁 -B)ocdv‘’:F>9 f gBggT
日本铺道蚁 -Bp‘ww!prpdreR>>9>F f gBggT
毛发铺道蚁 -B_‘c‘onb|,:9;:? T gBggU
贝氏盘腹蚁 .B}r__oa‘‘"s>FN fg gBgfj h gBggfh f gBgggT f gBggT
舒尔盘腹蚁 .Bd_vbaa‘’:F>9 hk gBgfml i gBgT h gBgggifhg gBTfU j gBggf
雕刻盘腹蚁 .Br/odwraonoeR>>9>F f gBggf
西氏拟毛蚁 \Bd‘cqrdna‘‘eR>>9>F fi gBghj mjf gBTTgl f gBgggT hU gBgij
全异巨首蚁 \B(‘qradbd0>F1:? Tj gBgjU mlh gBTkhf kf gBhkjhjii gBUhmi h gBggmhikm gBUmf
弯刺角腹蚁 2Bar_baq‘dw‘p!do’:F>9 h gBggT hh gBglm fh gBggj hk gBgkl j gBggf
四刺冠胸蚁 tB3bo(a‘dw‘p!dbd0>F1:? hfU gBTf jU gBghlj
费氏隆头蚁 4B&ror"s>FN j gBggfT
刘氏隆头蚁 4Bcr)‘d‘QDs>F:? j gBggf
粒沟切叶蚁 %BzaopbconbdAD;F>O99> f gBgggT
黑 头 酸 臭 蚁 -B|rcop!_rwvocb| ’D5FO6

XOE<
h gBggT

荷氏狡臭蚁 -Bv!ap‘’:F>9 m gBggi h gBggfh i gBgT k gBgfk
白足狡臭蚁 -Boc}‘wrdVsO;R h gBggl
褐臭蚁 ]B&bd_bd"s>FN f gBggT
双疣臭蚁 ]B}‘nb}ra_bconbd=DN f gBggf f gBgggk
黄 蚁 B̂d|oaoz(‘po’D5FOXOE< h gBggT h gBggl h gBggm
泰氏立毛蚁 \Bno~c!a‘’:F>9 j gBggk m gBghh fh gBggj j gBgff fk gBggm
印度立毛蚁 \B‘p(‘_o’:F>9 fj gBgh h gBggfh
缅甸立毛蚁 \B}‘a|opo’:F>9 j gBgghj
黑角平结蚁 \Bp‘za‘&cozrcco{E ml gBgUj
那氏平结蚁 \Bpo!a!x‘‘’:F>9 f gBgggk
双钩多刺蚁 \B}‘vo|onoLFEFN m gBggTf
结多刺蚁 \BaodnrcconoAD;F>O99> f T"6gj
哈氏多刺蚁 \Bvoc‘(o~‘"s>FN h gBggm
平和弓背蚁 %B|‘n‘dVsO;R ff gBgfk h gBggfh i gBgT f gBgggT fh gBgTh i gBggh
红头弓背蚁 %Bd‘pzbcoa‘dVsO;R h gBggl f gBgggT f gBgggT
尼科巴弓背蚁 %Bp‘_!}oarpd‘d=DNF fm gBgglh g i gBgghT
东方行军蚁 ]B!a‘rpnoc‘de><;7::1 ik gBfgU
锡兰盲蚁 .B_r~c!p‘_bd=DNF fmh gBgmgi

YZ8CEs5>F:PO?1OHO1ED99\]8[ :P;:;D9O?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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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变化与之相反!群落的多样性指数是丰富度和均匀性二者的函数"是表征组成群落的种类数#丰度$和

种类数量分布#均衡性$的群落特征"其中 %&’(()(*+,-((-.指数反映的是系统中信息量的大小"具有可累

加性"将每块样地全年两季的 /0指数进行累加比较"结果见图 1!
表 2 2类林地蚂蚁科3属3种及个体数的比较

456782 9:;<5=>?:@:ABC8@D;68=:A>@E>F>ED57?"?<8G>8?"H8@8=55@EA5;>7>8?:A5@B?>@BC=88A:=8?B?

样地 IJ)KL
勐仑自然保护区

M-(NOPQ’KR.-S-L-.T-

曼仰广U龙山V林

M’(WXPY)JZ&,JJL[).-LK

城子U龙山V林

\&-(N]PY)JZ&,JJL[).-LK
月份 M)(K& ^ _ ‘)K’J ^ _ ‘)K’J ^ _ ‘)K’J

科数 a b a b a a b b b
属数 cc 1_ ĉ 1̂ 1a 1_ 1d 1b 1e
种数 ce cb d̂ cf cf c_ c1 1_ ce

个体数 gfb 1d̂a ĉ ê ĉ1 f̂ff ĉ̂1 ĝg ĉbe d̂cd

表 h 2类林地蚁类多样性指数比较

45678h 9:;<5=>?:@:AE>F8=?>Bi>@E8j8?:A5@B?>@BC=88A:=8?B?

样地 IJ)KL
勐仑自然保护区

M-(NOPQ’KR.-S-L-.T-

曼仰广U龙山V林

M’(WXPY)JZY,JJL[).-LK

城子U龙山V林

\&-(N]PY)JZY,JJL[).-LK
月份 M)(K& ^ _ ^ _ ^ _

物种数 k ce cb cf cf c1 1_
丰富度指数 lmn bPcgf P̂1fe P̂be1 cP̂ĝ P̂̂gc cP1fc
多样性指数 /0 cPĉ_ 1Pde1 cP̂_f fP_̂c cP1gd fPg1_
均匀性指数 o fPdda fPâc fPgeb fPcg_ fPg1a fPcb_
优势度指数 p fP1a1 fPcdb fP1̂b fPd_d fP1d_ fPgce

图 1 类̂林地蚁类多样性值比较

q,NP1 ‘&-r)st’.,L)()[%&’(()(*+,-(-.

,(u-v)[’(KL,(K&.--[).-LKL

w勐仑自然保 护 区#M-(NOPQ’KR.-S-L-.T-$ x 曼

养 广U龙山V林#M’(WXPY)JZY,JJL[).-LK$ y 城子

U龙山V林#\&-(N]PY)JZY,JJL[).-LK$

图 1显 示"各 样 地 %&’(()(*+,-((-.指 数 由 大 到

小的顺序是保护区z曼养广龙山z城子龙山!说明保

护 区 连 续 雨 林 面 积 相 对 较 大"植 物 群 落 与 空 间 结 构 复

杂多样"人类活动的干扰和破坏极少"其生境更适合蚂

蚁的生存与繁衍!此外"片断化雨林中曼养广龙山林虽

被隔离最彻底#已与自然林彻底隔离$"但面积#cf&sc$
大于城子龙山林#面 积 仅 &̂sc$"蚂 蚁 类 群 的 多 样 性 也

表现为好于城子!

{|h 蚂蚁类群组成成分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比较

由 于 不 同 林 型 生 境 条 件 的 差 异"导 致 蚂 蚁 类 群 组

成的较大分化!由表 c可见"c个季节 种̂生境中共有

种为 1d种"而仅见于保护区连续雨林的有 1d种"占总

种数的 f̂P1_}!c类龙山林中"仅分布于城子龙山片

断雨林的有 g种3仅曼养广龙山片断林的为 a种!群落

中仅见种愈多"说明群落间组成成分的差异性愈大"生境的异质性愈明显"由此可见龙山片断雨林与保护

区连续雨林间蚂蚁类群组成成分差异高于 c类龙山片断雨林之间!蚂蚁类群组成成分差异还可采用相似

性指数进行定量测定"结果见表 a!
表 a表明"不同林地间蚂蚁类群相似性指数随取样季节不同而有所变化"干热季"c类龙山片断雨林的

相似性指数最高#fPea$"达到极为相似水平"而保护区连续雨林与龙山片断雨林的相似性则较低~在雨季"
类̂林地的相似性指数普遍增高"处于较高相似水平"但仍以 c类龙山片断雨林为最高"相异系数的变化与

之相反!所获结果表明植被组成与结构对蚂蚁类群结构的影响十分深刻"c类龙山林虽相距较远"但林地植

被类型与小生境相似"蚂蚁类群共有的物种相对较多"相异性低"相似性好!它们与保护区连续雨林生境差

aĉ1_期 杨效东等!西双版纳傣族U龙山V片断热带雨林蚂蚁类群结构与多样性研究

万方数据



异较大!从而导致蚂蚁类群相似性指数也较低!尤其在降雨量极少的干热季!"种类型雨林内湿度差异大!
生境异质性高!蚂蚁类群组成相异性增加!相似性降低#而在雨季期!各林地降水量处于饱和状态!林内湿

度相差不大!又使得植被结构有所相似的 $类林地蚂蚁类群相似性增高!反映出生境的相似性是蚂蚁类群

结构相似性的基础%
表 & ’类林地蚂蚁类群种类的相似性系数()*+

,-./0& 1232/-4256780992720:5();+89-:5<=0720<2:5>4009840<5<

样地

?@AB;

勐仑自然保护区

CDEFGHIJBKLDMD;DLND

曼仰广O龙山P林

CJEQRHSA@TSU@@;VALD;B

城子O龙山P林

WXDEFYHSA@TSU@@;VALD;B
勐仑自然保护区 Z [H\] [Ĥ"

CDEFGHIJBKLDMD;DLND ([H_$+ ([Ĥ‘+
曼仰广O龙山P林 [H$a Z [H]‘

CJEQRHSA@TSU@@;VALD;B ([Hâ+ ([H][+
城子O龙山P林 [H"_ [H[‘ Z

WXDEFYHSA@TSU@@;VALD;B ([H"‘+ ([Ha[+

(+雨季数据 bJBJAVLJUET;DJ;AE#右上角为 )*# cAdLUFXBeALEDLf)*左下角为 ag)* bAhE@DVBeALEDLfag)*

ij& 蚂蚁类群种g多度分析

就 $类林地蚂蚁类群物种组成的种g多度关系进行分析f对具有不同个体数的 种 数 进 行 分 级!统 计 稀

有种和富集种在各群落所占比例(见表 \+!制成种g多度分布图!见图 "%

图 " $类林地蚂蚁类群种g多度分布图

kUFH" cXD;dDeUD;gJlKEmJEeDAVJEBFLAKd;UEBXLDDVALD;B;

n勐仑自然保护区(CDEFGHIJBKLDMD;DLND+ o 曼养广O龙山P林(CJEQRHSA@TSU@@;VALD;B+

p 城子O龙山P林(WXDEFYHSA@TSU@@;VALD;B+

干热季!$种群落种g多度曲线较为相似!即群落中富集种均为 $qr种!并且个体数最多的富集种所占

群落数量比例相差不大("[sq$[s+!不同之处在常见种以曼养广龙山片断雨林为多!稀有种则以保护区

连续雨林较多#雨季!保护区连续雨林物种分布与干热季相比无较大变化!只在不同级别物种数上有所减

少!而 "类龙山林蚂蚁类群物种分布产生较大变化!富集种明显减少为 a种!但其占有的个体数量显著增

加!同时常见种数也减少!而稀有种数增多%$类种g多度分布图反映了蚁群结构趋势和物种共存于群落中

的原则是f群落可容纳大量稀有种!只能容纳较少的富集种%以上结论同 kU;X(a]r$+提出的种g多度关系的

对 数 级 数 模 式 要 求 相 符tâu%用 对 数 级 数 模 式 对 $类 林 地 蚁 类 昆 虫 的 种g多 度 分 布 进 行 拟 合f采 用 kU;X

(a]r$+vwxy@E(axz+!{wyz|(axz+(v为种数!{为个体数+中推出y!z%按}~wyz~|~求第~个个体所

具有的种的期望频数tâu!将观测频数与理论频数进行 z"适合性检验!结果见表 \%
结果表明!$种蚂蚁类群在 "个季节的种g多度分布用对数级数模式能够拟合%kU;XDL(a]r$+认为 !多

样性指数与群落中物种数目和个体总数成正比!而且不受样方大小的影响!是一很好的多样性指数ta_u%结

果显示保护区连续雨林的 !值为最高(平均值 ‘H[r‘+"曼养广龙山片断雨林其次(平均值 rH[̂+"城子龙山

片断雨林最低(平均值 $H\\+%这与 #XJEEAEg$UDEEDL多样性测度和相似性结果相一致!再次说明雨林片断

化可对蚂蚁类群多样性产生较大影响!并与雨林片断化对其它传粉性昆虫群落多样性所产生的影响效应

\"$a 生 态 学 报 "a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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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一致!"#$"%&"’$%#()
表 * +类林地蚂蚁类群物种数所占比例及观测分布与理论分布拟合

,-./0* ,102034056-7089:8204;08&-5<:;65088.06=0059.803>0-5<0?20460<

<;863;.@6;959:-56739@28;561300:930868

总种数

ABBCDEFGEC

富集种数HIJ

KGFLCDEFGEC

稀有种数HIJ

KMNECDEFGEC O% P Q
月份 RSTUL V ’ V ’ V ’ V ’ V ’ V ’
勐仑自然保护区 %W %X X V "Y "Y VZ%" VZ[W #Z’# #ZV# \Z" VZWW
RET] Ẑ_MU‘NEKECENaE H"VZYWJH"%Z[JH[’Z\%JHY#Z’VJ
曼养广b龙山c林 %# %# V " [ "V YZ’ "XZ%W #Z"# #Z%# [Z%\ %Z’’
RMTdeZfSBgfGBBChSNECU H"[J H[J H%[J H\[J
城子b龙山c林 %" "’ V " W "% "Z%V XZX" #ZW[ #Z#% XZ’ %Z[%
iLET]jZfSBgfGBBChSNECU H"XZ%WJH[Z[\JHX%Z’\JH\\Z\YJ

HJ为物种数在群落中所占I HJI ShCDEFGECT‘klENGTFSkk‘TGUGEC

+ 小结与讨论

+mn 就本次对西双版纳 %类b龙山c片断干性季节雨林和保护区连续湿性季节雨林蚂蚁类群组成调查结

果显示&V种蚁类群物种组成有 \亚科&%’属&[V种o属p种及个体数以切叶蚁亚科最多&行军蚁亚科和盲蚁

亚科的种类和数量为最少)在组成上&各林地物种数表现为干热季多于雨季&个体数则表现出雨季大大高

于干热季)不同蚂蚁物种具有不同的生物q生态学特性&它们对生境退化和不稳定的片断热带雨林具有不

同的敏感性&并表现出不同的适应性q迁入或灭绝或衰退)龙山片断雨林中&不仅蚂蚁优势种类数较保护区

连续雨林少&而且优势种类数和个体数的季节变化差异极大&如雨季&片断雨林蚂蚁类群仅有 "种优势种

H全异举首蚁J&但种群数量高&表现出雨林因片断化面积减小&不同季节林内小生境条件改变较大&环境条

件仅对极少数种类适应&其种群数量突增)

+mr 本项研究表明&保护区连续雨林蚂蚁类群种类丰富度p多样性和均匀性都高于龙山片断雨林&说明蚁

类 昆 虫 需 要 较 大 的 生 态 空 间 维 持 其 物 种 的 多 样 化&它 们 在 片 段 断 化 雨 林 中 存 在 一 种 明 显 的b种q面 积c效

应&即表现出随片断化雨林面积的减小&其蚁类物种成分p丰富度减少&物种多样性降低!%%()这是否可说明

片断化雨林因林地面积减小p植被结构产生变化&致使蚂蚁的生存空间缩小p食物资源短缺&从而影响蚁类

群结构与多样性)但是由于陆地上的绿岛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在的隔离状况&加上人为干扰程度不

同&影响因子较为复杂&其机制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m+ 作为傣族传统信仰的b龙山c&在西双版纳地区的植被类型和物种多样性保护p水土保持和地方性小

气候的调节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W()但由于隔离时间长H百年以上J和不同程度的人为干扰和破

坏&雨林面积减小p隔离程度高&森林植被在结构和外貌上虽保留热带季节雨林的种类组成特点&但其群落

层次和结构已不完整&在植物种类组成上&有较多的非雨林种H阳性落叶树种J侵入&且个体数量较多&其生

态系统内的小气候有b湿凉c向b干暖c转化的b内凛效应c存在&成为干性季节雨林&这对动植物种成分和多

样性变化产生较大影响!W()就对蚁类昆虫的研究来看&%类龙山片断雨林虽相距较远&但林地植被类型与小

生境相似&蚂蚁类群不仅物种的丰富度比较接近&而且相似性程度也较高&相异性低&并且 %类龙山片断雨

林蚂蚁类群受环境改变的影响具有相同变化趋势)与现有的保护区连续雨林相比&蚁类物种丰富度和多样

性均呈显著下降的趋势&物种成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片断雨林中面积最大的曼养广龙山尽管被

隔离的最彻底&仍有 \#I$’#I的物种与连续雨林相同&城子龙山虽只有 VLk%&面积甚小&但其内 YVI左

右的物种与保护区连续季节雨林相似&也表现出较高的相似性&这主要是城子龙山与次生雨林相连&与保

护区连续雨林的相异程度降低有关&因此&傣族龙山在保持热带雨林物种多样性方面具有一定作用&可成

为物种b流动c的踏步石!’(&但有较大限度&而且这种作用与龙山面积大小&人为干扰程度&隔离时间长短以

及周围生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ms 物种的相对多度模型是指物种对群落总多度的贡献大小&它反映了群落内种间的数量关系及其作用

Y%V"’期 杨效东等t西双版纳傣族b龙山c片断热带雨林蚂蚁类群结构与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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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其模型可对群落的多样性进行较好的描述"#$%&’类林地蚂蚁类群中大多数种为只有少数个体数的稀

有种!只有极少数种类为富集种!符合对数级数模式&各林地 (多样性指数结果与 )*+,,-,./01,,12多样

性测度和相似性结果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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