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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壤动物个体数量和类群数随着生长季的推进而增加2<月份达到最高值B<月份和 ?月份2豚草发生地土壤动物

个体数量和类群数明显少于对照样地B豚草对于土壤动物的抑制作用具有类群上的选择性2对线虫类和线蚓类的抑制作

用更强B豚草对土壤动物的影响2生殖生长期大于营养生长期2普通豚草大于三裂叶豚草2豚草纯群落大于豚草与其它植

物混生群落B
关键词;豚草8土壤动物8群落特征8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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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Y</Z<YZ:Y??ŶZ6:?567Y@̂7_7;Y0_6 Ẑ$_[_<?1+Z$_[_<?YZ:,63?678642?56Z_7864/9̂Z:̂;̂:_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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豚草属6Dvjkfoec)1:植物属于菊科6%/73/<̂?Y6:A向日葵族6F60̂YZ?56Y6:2约有 "5种2原产北美2传

入我国的有 !种2即普通豚草6D1ckdtveoeemfhec:和三裂叶豚草6D1dkemepc:B这两种豚草大约在 !#世纪 7#A

"#年代传入我国2蔓延十分迅速2现已扩展到十几个省市B豚草是世界公认的恶性害草2在全球范围内呈暴

发之势2其花粉是人类花粉过敏症的主要致病源2严重危害人体健康8豚草的生命力A竞争力及生态可塑性

极强2其发生区容易形成豚草单一群落2降低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物种多样性2造成巨大的农牧业

损失和景观破坏G5HB豚草在我国脱离了原产地天敌的控制2危害尤为严重B目前各国豚草研究主要集中在

生物学及生态学特性A花粉致敏和防治 7个方面G!HB豚草发生地土壤动物的研究还未见报道B
土壤动物是土壤分解者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生态系统能量流动A物质循环以及土壤形成与熟化过程中

均起重要作用G7HB土壤动物还是反映环境变化的敏感指示生物2其数量和组成是评价土壤环境质量和土壤

生物学状态的重要参数2能够表征环境受人为活动影响遭到破坏的程度G"HB通过对豚草发生地土壤动物的

研究2将为豚草这一外来植物种的综合评价增加一项有意义的指标8同时可以发现豚草是否具有驱虫性2
为豚草的合理利用和新药源的发现提供依据8对于解释豚草暴发机制及其有效防治也具有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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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 研究地自然概况

研究地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公园西部#$%&’()*+(,’&(-)./+海拔约 ,((01该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

候1冬季 最 大 冻 土 深 度 (234(-’501每 年 无 霜 期 ($34(’361多 年 平 均 气 温 $"-7+年 平 均 降 水 量

’82"%00+年平均蒸发量 ($%-"$001年日照时数 ,2334,83391实验地土壤为薄层黑土1

!": 研究方法

野外工作时间为 (;;-年 24(3月+每月取样 (次#2月 (;日<8月 ,%日<-月 ,$日<;月 ,3日<(3月

((日/1

!":"! 样地选取 在均一类型土壤上选择 ’种生境进行取样=普通豚草纯群落#简称>普通 (?@A(B/<普通

豚 草盖度占总盖度 ’3C左右的群落#简称>普通 ,?@A,B/<三裂叶豚草纯群落#简称>裂叶 (D@E(B/<三裂叶

豚 草 盖 度 占 总 盖 度 ’3C左 右 的 群 落#简 称>裂 叶 ,D@E,B/和 没 有 豚 草 生 长 的 对 照 群 落#简 称>对 照

FGHA@GIB/1所有样品均在这 ’种样地中采取1每种样地 %次重复1

!":": 测定方法 大型土壤动物<中小型土壤动物和湿生土壤动物的取样面积分别为 ’350J’350<(350
J(350和 ’50J’50+每个样方依土壤深度等距#’50/分 %层取样#即 34’50<’4(350和 (34(’50/+%
次重复1每次共取样 $’份1分离提取方法采用手拣法#大型土壤动物/<DKIIL@MH法#中小型土壤动物/和

NOM@0OHH法#湿生土壤动物/1应用平皿方格法在实体显微镜下计数P’Q1标本根据青木淳一的大类群分类

方法进行分类鉴定P2Q1一般土壤动物鉴定到类群#纲<目/水平+土壤昆虫鉴定到科1因土壤动物中幼体个体

较多+且幼体与成体的生态位不同+因而将幼体和成体分开单列1

: 结果与分析

:"! 实验地土壤动物个体数量及类群数的季节动态

实验地的土壤动物+无论是个体数量还是类群数+都随着生长季的推进而增加+至 -月份达到最高值1
然后开始减少#图 (/1

图 ( 实验地土壤动物的季节变化#各样地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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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MHAOIUEAM#0MOHYOIKMUGZOIIWIGAU/

[=个体数\H6EYE6KOIHK0]M@̂_=类群数‘@GKWHK0]M@

:": 不同生境土壤动物个体数量和类群数的对比

:":"! 土壤动物个体数量的对比 各 个 生 境 的 土 壤 动

物个体数量表现出相似的季节变化规律+高峰出现在 -
月份#图 ,/1在 84;月份+豚草样地的土壤动物个体数

量低于对照样地+在 -<;月份更为明显1
与豚草群 落 相 比+>对 照B样 地 的 季 节 差 异 更 为 显

著+土壤动物个体数量在 ,2,224(;’%%%EH6a0b,之间

变动+最高值是最低值的 8"$倍 而̂>普通 (B<>普通 ,B<

>裂 叶 (B<>裂 叶 ,B样 地 内 的 季 节 性 差 异 变 幅 较 小+最

高值分别是最低值的 ’"2倍<$"%倍<%"-倍 和 ’"$倍+
其变动幅皆小于>对照B样地1

:":": 土壤动物类群数的对比 与土 壤 动 物 个 体 数 量

的 季 节 变 化 相 比+土 壤 动 物 类 群 数 的 变 化 则 平 缓 得 多

#图 %/1在豚草营养生长旺季和繁殖季节的 -<;月份+

>对照B样地的土壤动物类群数明显高于豚草样地1这说明豚草对土壤动物的抑制具有类群上的选择性1而

豚草纯群落的土壤动物类群数又低于豚草与其它植物混生群落的土壤动物类群数+进一步说明了豚草对

某些土壤动物类群的抑制作用1

:":"c 豚草对土壤动物优势类群的作用 实验地土壤动物的 $个优势类群#线虫类<弹尾类<甲螨类和线

蚓类/的个体数量峰值都出现在 -月份#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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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生境土壤动物个体数量的季节变化

"#$%! &’()*+(,-.(+$’)#+#+/#0#/1(,+123’4*5)*#,

(+#2(,)#+/#55’4’+6.(3#6(6)

(7普通 8 9468:37普通 ! 946!:-7裂叶 8 ;4#8:/7裂

叶 ! ;4#!:’7对照 <*+64*,%下同=;.’)(2’3’,*>

图 ? 不同生境土壤动物类群数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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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不同生境土壤动物优势类群个体数量的季节变化

CDEFGB HGDIJKDFLMDKNGIOKOKPOQOPRDFKRSEGTJUPJSOKDKVIJOFDKOSDFNTJRWIOKPOUUGTGKVMDEOVDVI

类群

X4*1@

样地

Y(3#6(6

Z月

[1+%

\月

[1,%

]月

91$%

月̂

&’@%

8_月

‘-6%

平均

90’4($’

线虫类

a’2(6*/(

弹尾类

<*,,’2*3*,(

甲螨类

‘4#3(6#/(

线蚓类

b+-.c64(’#/(’

普通 8 9468 ?!!̂! de_d] ZZZ!? ?!8?̂ 88de\ ?\e8!
普通 ! 946! !]Z\e d]_Z_ ]88Z! ZZ_̂e !_?_e d]]ê
裂叶 8 ;4#8 ??̂]! e8]_8 8̂ee8 Z_d̂\ !]̂8d d?8]Z
裂叶 ! ;4#! !de8] d̂!e? ]\]_d e\êd 8\]?̂ d\d_!
对照 <*+64*, !\e_? ê8̂! 8e_ded 8_8?̂! !8_Z? de!̂d
普通 8 9468 !_eZ ddZd 8Z_̂e ?_8e d__Z ê!\
普通 ! 946! !!Z] de?? 8dZee Ẑ?d ?\̂e d?\
裂叶 8 ;4#8 d!\] !̂ ]̂ 8]?̂? e8̂! 8!e? Zd!?
裂叶 ! ;4#! de!\ \__d 8e\_Z d?ee !_8] Z\!!
对照 <*+64*, ?!e\ Ẑ!e !8̂e\ \e!] ?8e8 ]eZd
普通 8 9468 ?8!! e?_e 8_dZd ?\_8 88eZ d\e_
普通 ! 946! 8̂eZ d8]] 88_̂! e?̂? Ẑ! dZZd
裂叶 8 ;4#8 ?d]d 88_!_ 8?e!d d_e\ !!Z? Z]\_
裂叶 ! ;4#! !̂\? ]̂8\ 88?e8 ?8̂_ 8!]\ eedd
对照 <*+64*, !8Z? e8?Z 8Zde8 deZ? êd e]e?
普通 8 9468 !!] \?̂ 8?8e Z]e !d! Zd!
普通 ! 946! d?d Z?Z \d? d]! eZ8 e\8
裂叶 8 ;4#8 8̂\ \̂^ ]\\ ?̂d d8! e?Z
裂叶 ! ;4#! ??Z 8Z\! 8_8\ \Z? d?_ ]dd
对照 <*+64*, \8Z 8\8] !?ed 8?d? d\e 8?!8

Z月份和 \月份=d个类群土壤动物的个体数量在不同样地之间没有一定规律f]月份=各样地之间土

壤动物数量差异明显增大=g普通 8h和g裂叶 8h样地的线虫类数量分别比g对照h低 eei\j和 ?̂i!j=弹尾

类分别低 !Zi\j和 8Zi!j=甲螨类分别低 ?Zidj和 8\i]j=线蚓类分别低 ddi8j和 Z!i\j:̂ 月份=不同

样 地之间土壤动物数量差异仍然很大=g普通 8h和g裂叶 8h样 地 的 线 虫 类 数 量 分 别 比g对 照h低 Z]i?j和

d_i?j=弹尾类分别低 êîj和 ?8i_j=甲螨类分别低 8]îj和 88i8j=线蚓类分别低 d̂i_j和 \_i\jf
到了 8_月份=各样地之间土壤动物数量相差不大f可以看出=普通豚草和三裂叶豚草对土壤动物优势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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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尤其对线虫类和线蚓类的抑制作用更强!且主要发生在 "#$月份%从生长季平均来

看!普通豚草对土壤动物的抑制作用大于三裂叶豚草%

& 讨论

豚草对土壤动物的抑制作用!可能与豚草的化感作用有关%土壤动物的生长发育与营养条件和生态环

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土壤动物的数量和生物量的变化与枯枝落叶的损失量基本一致’同时!
生态因子(主要是土壤温度和土壤水分)对土壤动物也有着较强的影响!土壤动物在时间上的变化与水#热

因子的季节变化同步*+,%-月份之前!由于土壤温度较低#土壤含水量少!因而土壤动物的数量较少%进入夏

季!温 度 不 断 升 高!降 雨 量 增 加!水#热 条 件 同 步 配 合!为 土 壤 动 物 创 造 了 良 好 的 生 长 环 境!其 数 量 迅 速 增

加!"月份出现最大值’高峰期后!随着土壤温度和水分含量的下降!土壤动物数量随之减少%而在豚草发生

地!伴随着生长季的推进!豚草逐渐进入营养生长旺季和繁殖季节!化感物质的分泌增加’而且夏季降水增

多!对豚草地上部分的淋溶作用加强!这样对某些类群土壤动物的抑制作用增强!从而减小了土壤动物个

体数量的高峰值’随着季节的演替!豚草的生命力又逐渐减退!分泌化感物质的能力减弱!降水量的减少也

减轻了对豚草地上部分的淋溶作用!这时豚草样地土壤动物数量与.对照/样地相差不大%因此在整个生长

季里!豚草样地的土壤动物个体数量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差异要小于.对照/样地%
从 已知的研究来看!豚草的利用价值很低*0,%豚草在我国分布广泛!生物量可观%如何将豚草变害为

宝!是一项有意义的课题%本项研究结果证实了豚草对某些类群的土壤动物(包括土壤昆虫)具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可以进一步开展豚草化学成分的驱虫性研究!从而为豚草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新药源的开发提供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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