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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西部草原地区蚂蚁种类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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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吉林西部草原地区蚂蚁是大型土壤动物的优势类群2数量巨大2但种类少2仅发现9亚科8属";种D放牧场W撂荒

地W农田W人工林W乡间土路W院落 ?种生境中分布最多的蚂蚁是红林蚁和铺道蚁2撂荒地和人工林的蚂蚁种类和巢口密

度最大D在割草场分布的蚂蚁主要是玉米毛蚁W黄墩蚁和铺道蚁2它们均修建明显的地上蚁丘2蚁丘呈环带状分布2即主

要分布在草地与碱斑的交界处2并且从草场边缘向中心2蚁丘的数量逐渐减少D利用拥挤度指数对蚁丘的分布格局进行

分析2表明蚁丘呈聚集分布2并对可能影响蚁巢分布的因素进行了探讨D
关键词=蚂蚁:优势种:蚁丘:分布格局

XYZ[\Z] _̂‘Y_]\a\_b cbd XYca\cef\]ag\hia\_b _jkba]\b alZ
mgc]]ecbdnZo\_b\balZpZ]a_jq\e\brg_s\b[Z
t(u vG@tIF"2!2wt(u xF/@yMG!2v+$-*,HG@%HMLz! 6!1{|}~!|"~!#~$%&|’"("|"()*+*,*"|"(~’

-.~/~,#20’1"("&"*~$2~"|’#234(’*1*5.|6*7#~$8.(*’.*122*(9(’, "###89234(’|:!1:|"(~’|/{|}~!|"~!#~$;!|11/|’6

-.~/~,(.|/-’,(’**!(’,2<*#{|}~!|"~!#~$+*,*"|"(~’-.~/~,#2:~!"4*|1":~!7|/=’()*!1("#234|’,.4&’ "9##!;2

34(’|<1>?@AB?CDCEF?AGFHF?A2IJJI2II6KJ<=KLMKCKLML1

kh]agc[a=&HMPQM3GMP3/EQ/PG4G/LFLRRGP4NGNI4G/L/OFL4PTMNMGLUMP4GzF4MR/L%HFLz0GLz,4IRH/NPMOFNE

GLvG0GL20/3F4MRGL4HMP/I4H/O,/LzLMLP0FGLTHMNMFL4PTMNM4HMR/EGLFL4PQM3GMPFE/LzOFILFGL4HMP/G0

0FNzM@PGSM1&HMPFEQ0GLzFNMFPTMNM30FPPGOGMRGL4/PMUML3F4Mz/NGMP=zNFSGLz@0FLR2/0R@OGM0R2OFNE0FLR2

Q~R&/&1PQQ1Q0FL4F4G/L23/IL4NVQF4HTFV2VFNRFLRE/TGLz@zNFPP0FLR1O/IN4MML/OFL4PQM3GMPO/ILRGL

4HMPMHFNG4F4P2NM0/LzGLz4/8zMLMNFFLR9PINOFEG0GMP2TMNMS*"!|7~!(&7 .|*1R("&7 6)1<2T*11~!

|.(.&/|"&16,EG4H<2{*R"~"4~!|U,|/*|"&1yHMM0MN2Q!(1"~7#!7*UR&’,(’1VFVN2S|R(’~7|,/*|"&1

yHMM0MN2W~!7(.|,|,|"~(6*16XISPYV<2W11(’|*’EMNV2W1,/|&.|XISPYV2W1"!|’1Z|&.|1(.|-FP/L/U2

3|"|,/#R4(1|*’*1.*’16-V0FLRMN<2{|1(&1|/(*’&16O/MNP4MN<2{1$&/(,(’~1&16)F4NMG00M<2{1$/|)&1
6OFNNG3GIP<FLR3|7R~’~"&19|R~’(.&1VFVN2FE/LzTHG3HW11(’|*FLRS1.|*1R("&7[*!*4HMR/EGLFL4

PQM3GMPGLF004HMHFNG4F4PM\3MQ4E/TGLzzNFPP0FLR1&HMPQM3GMP/OFL4PTFP4HME/P4GL4HM/0R@OGM0RFLR

4HMQ0FL4F4G/L2P/TFP4HMRMLPG4V/OLMP4/I40M4P2NI44H/PMGLzNFSGLz@0FLRFLROFNE0FLRN/4HTMNM4HM

0MP41

{1|/(*’&12{1$/|)&1FLRS1.|*1R("&7RGP4NGNI4MRGL4HME/TGLzzNFPP0FLRFLRNIG04/NUG/IPFL4HG00P1

&HMFL4HG00/O{1|/(*’&1TFPF0E/P43GN3I0FNTG4H4HMRGFEM4MNP/O#1>BE FLR#7A9E2NI44HF4/O{1

$/|)&1TFP/U/GRTG4H4HMRGFEM4MNP/O"7#;EFLR#7>!E1&HMFL4HG00RMLPG4V2THG3HTFP#79AFL4HG00P

QMNE!F44HMMRzM/O4HME/TGLzzNFPP0FLR2PGzLGOG3FL40VRM3NMFPMRON/E 4HMMRzM4/4HM3ML4MN/O4HM

E/TGLzzNFPP0FLR2FLRLMFN0VL/FL4HG00TFPO/ILRF44HM3ML4MN1&HMEM4H/R/O4HMVMFL%N/TRGLzTFP

IPMR4/4MP44HMPQF4GF0QF44MNL2FLRG4TFP3/L30IRMR4HF44HMRGP4NGNI4G/L/OFL4HG00PTFPFzzNMzF4GUM1

]]]]]]]]]]]]]]]]]]]]]]]]]]]]]]]]]]]]]]]]]]]]]]]]]]]]]]]]]

&HM

万方数据



!"#$%"&’()*+#!#’#$,’-./#*’)#01’#($(%"$’*2.)."+*(/#*&1**./3

456789:;<"$’=/(!#$"$’*>.&#.*="$’-#++=*>"’#"+>"’’.)$
文章编号<?@@@A@BCCDE@@EF?@A?GH?A@G 中图分类号<IBJH3?KLEHC 文献标识码<M

蚂蚁是地球上数量最多N分布最广的一种昆虫O除了冰岛和福克兰岛等较寒冷的地区及热带山区海拔

EJ@@!以 上 浓 密 森 林 覆 盖 的 生 境 中 没 有 蚂 蚁 分 布 外K甚 至 在 地 球 上 最 热N最 干 燥 的 热 带 沙 漠 都 有 蚂 蚁 生

存P?QO近年来蚂蚁筑巢行为成为昆虫学和生态学的研究热点之一PEQK主要涉及蚁巢空间分布格局N巢位选

择与环境因子的关系N蚁巢对周围环境的调节作用N筑巢行为对植物及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等PCRSQO
蚁巢是蚂蚁生活及抚育后代的重要场所PGQK它的修建对蚁群的建立和发展至关重要O在生境中K蚁群

的建立和蚁巢分布受多种因子的影响O蚁巢的均匀分布是种间和种内竞争的结果PJKHKBQK而非均匀的分布格

局常常受环境因子的影响较大PCKTK?@QO
在吉林西部草原地区K蚂蚁是大型土壤动物的优势类群K数量约占全部土壤动物数量的 SBUSVK占大

型土壤动物的 GGUGVP??QO但尚无人对吉林西部草原地区的蚂蚁生态学和生物学特性做详细的研究O作者

于 ?BBHRE@@?年 进 行 了 此 项 研 究K拟 解 决 该 地 区 主 要 分 布 的 蚂 蚁 种 类 及 不 同 生 境 中 蚂 蚁 的 生 态 分 布 等

问题O

W 研究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WUW 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位于吉林长岭县种马场地区O海拔高度在 ?T@R?S@!之间O年均温 TUBXKY?@X的年积温

EJGBRC?TTXO年降雨量 T@@RS@@!!K主要集中在 SRB月份K蒸发量约为降水量的 C倍O

WUZ 研究方法

WUZUW 种类调查 收集各种生境中的蚂蚁K投入盛 GJV酒精的小瓶中K标明编号N采集日期和生境O

WUZUZ 蚂蚁生态分布的调查 本调查主要在 E@@@年 J月中N下旬进行O根据植被条件及土地利用方式将

该地区划分为 G种生境类型K概况见表 ?O
表 W 蚂蚁分布区生境概况

[\]̂5W [_5_\]‘a\a;8b\ca;
生境类型

d-.’e>.(%-"0#’"’
概况 L’"’1*

放牧场

f)"g#$,A+"$/

过度放牧草地K植被为稗子DhijklmijnmoipqrsonnkDtUFu."1v3Dwolkiqxipqrsonnkt3FFN
虎尾草Dyjnmpkrzkpso{oF和羊草D|l}qpmn}~k!kqxijkl}lr}F等=夏季局部地区有积水

撂荒地

"+/A%#.+/
C"撂荒地K植物为丝叶苦菜D#$}pkrijkl}lrkrFN糙隐子草Dyn}kr{ms}l}rr%qoppmroFN兴安胡

枝子D&}r~}!}’o!ojqpkioFN黄蒿 D|p{}xkrkorim~opkoF等

农田 (")!+"$/ 种植玉米D)}oxo*rt3F
人工林

++"$’"’#($

杨树Dwm~qnqr*>>3F林K为三北防护林的一部分K林下植物为虎尾草N丝叶苦菜N糙隐子草

等

乡间土路

,(1$’)e>"’-2"e
人N车及牲畜过道的边缘K地势高K土壤硬度大K几乎无植物

院落 -")/ 植物为狗尾草D.}{opkozkpk!krFN虎尾草

割草场

/(2#$,,)"**+"$/
为羊草草地自然保护区K每年定期打草K优势植物为羊草

放牧场N撂荒地N农田N人工林N乡间土路N院落 S种生境中蚂蚁皆不形成明显的蚁丘K而在割草场蚂蚁

形成明显的蚁丘K因此分别调查O在前 S种生境中各随机取 ?@@个 ?0?!E的样方K记录各种蚂蚁出现的样

方数K计算蚂蚁的出现频率D1FO12?@为优势种K?314?@为常见种O不形成蚁丘的蚂蚁的蚁巢在地面有

巢口K计数单位面积内的巢口数量可以说明蚂蚁的多度K又可以避免直接挖掘对生境和蚁群造成的伤害O
在 各生境中分别取 ?@0?@!E样方 J个K记数样方中各种蚂蚁的巢口数O在割草场K从边缘向中心每 EJ@!
做 C@个 J0?@!E的样方为一个样带K共取 G个样带 E?@个样方K记录样方中的蚂蚁种类N蚁丘的数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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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蚁丘的起伏坡度"#$%&认为是蚁丘的边缘’(其中&巢口密度)巢口数量*样方面积&蚁丘密度)蚁丘

数量*样方面积&+!蚁丘面积’),-.*/!-&.分别为长直径和短直径’(

01234 割草场蚁丘分布格局的确定 根据 56789!#:;<’求 =>!平 均 拥 挤 度’的 公 式 确 定 蚁 丘 的 分 布 格

局(=>)?@!AB*?’C#&其中 ?为蚁丘的平均密度&A为标准偏差(=>*?)#时为随机分布&"#时为均

匀分布&D#时为聚集分布E#BF(

2 结果与分析

230 蚂蚁的种类

在长岭县种马场地区的蚂蚁种类较少&仅发现蚂蚁 G亚科 :属 #/种&名录见表 B(
表 2 长岭县种马场地区的蚂蚁种类组成

HIJKL2 HMLNOLPQLNPRSORNQTQRURVIUTNRUWMIUXKQUXYTZ[MR\NL]I\S

亚科 _̂‘abcde68 属 fgh_i 种 ĵgkegi

切叶蚁亚科 l8mdekecg

臭蚁亚科

n76eko79gmehcg

蚁亚科 p7mdekehcg

铺道蚁属 qrst-?utvw? 铺道蚁 qrst-?utvw?x-rAyvsw?!51’
收获蚁属 =rAAut 针毛收获蚁 =rAAut-xvxwz-swA!̂de{o’
细胸蚁属 |rysus}ut-~ 褐斑细胸蚁 |rysus}ut-~!-zr-swA"ogg6gm
棱胸切叶蚁属 #tvAsu?$t?r~ 双针蚁 #tvAsu?$t?r~yw%!v%Alc8m

酸臭蚁属 q-yv%u?- 吉氏酸臭蚁 q-yv%u?-!zr-swA"ogg6gm

蚁属 &ut?vx- 亮腹黑褐蚁’ &ut?vx-!-!-suv(rA!)_*i+8’
高加索黑蚁 &ut?vx-st-%A,-wx-Avx--ci7h7.
红林蚁 &ut?vx-Av%-r/dgm8
格劳卡蚁 &ut?vx-!z-wx-)_*i+8

箭蚁属 0-s-!z$y}vA 艾箭蚁 0-s-!z$y}vA-r%rAxr%A!-86ch9gm’
毛蚁属 |-AvwA 亮毛蚁 |-AvwA1wzv!v%uAwA!5c{mge66g’

黄墩蚁 |-AvwA1z-2wA!pc‘meke_i’
玉米毛蚁 |-AvwA-zvr%wA!p7gmi{gm’

弓背蚁属 0-?yu%uswA 日本弓背蚁 0-?yu%uswA3-yu%vxwAlc8m

232 蚂蚁的生态分布

23230 放牧场等 ;种生境中蚂蚁的分布 在放牧场等 ;种生境中共有蚂蚁 #G种(这些蚂蚁建造地下土

巢&但不形成地上蚁丘&蚁巢在地面有多个出口&出口数因蚁群大小而不同(各种生境中蚂蚁的出现频率及

巢口密度见表 G(撂荒地和人工林的蚂蚁种类较多&均为 #4种(在撂荒地中&铺道蚁5红林蚁和格劳卡蚁的

出现频率和巢口密度均较大&是优势种6玉米毛蚁5褐斑细胸蚁及吉氏酸臭蚁的巢口密度较大&但它们的出

现频率较低&是常见种6其他蚂蚁的出现频率及巢口密度较低(在人工林中&铺道蚁和褐斑细胸蚁是优势

种6其他蚂蚁的出现频率和巢口密度较低&是常见种(其他 /种生境中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干扰(放牧场和农

田属干扰严重的地区&蚂蚁的种类少(在放牧场分布有 /种蚂蚁&铺道蚁和红林蚁的出现频率及巢口密度

较大&是优势种6玉米毛蚁的出现频率较小&但巢口密度较大6仅在放牧场的边缘发现 #巢日本弓背蚁(在

农田中仅有 G种蚂蚁&但它们的出现频率及巢口密度均较大(院落和乡间土路各有 ;种蚂蚁&铺道蚁和红

林蚁是这两种生境中的优势种&其他蚂蚁较少(
铺道蚁和红林蚁在 ;种生境中都有分布(铺道蚁在除农田外的 $种生境中密度均最大&红林蚁在人工

林中密度较低&在其余的 $种生境中密度都很高&说明这两种蚂蚁对长岭种马场地区各种生境的适应能力

较强(其他蚂蚁仅在一种或几种生境中出现&其适应能力相对地弱一些(

23232 割草场蚂蚁种类及蚁丘的特点 割草场分布的蚂蚁有玉米毛蚁5黄墩蚁5铺道蚁及少量的亮腹黑

褐蚁(除亮腹黑褐蚁外&玉米毛蚁5黄墩蚁和铺道蚁都形成明显的蚁丘(黄墩蚁的蚁丘初时为圆形&随着蚁

G7<##4期 侯继华等8吉林西部草原地区蚂蚁种类及分布

’ 其中&亮腹黑褐蚁的标本由李庆新采集

万方数据



丘的增大!逐渐变为椭圆形!成熟的蚁丘体积较大!直径最大可达 "#$%&玉米毛蚁的蚁丘比黄墩蚁的蚁丘

小!多为圆形或略为椭圆形&铺道蚁的蚁丘较小!多呈圆形&有时可以发现铺道蚁和黄墩蚁共处一丘!铺道

蚁位于丘的上层!黄墩蚁位于下层!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攻击行为或互惠关系有待研究&’种蚂蚁蚁丘的数量

特征见表 ’&
表 ( 各种蚂蚁的出现频率及巢口密度

)*+,-( ).-/00122-30-42-351-306*378.-7-39:86/43-98/18,-89/4;*2:/19*389
放牧场

<=>?@ABCD>AE

撂荒地

FDECG@HDE

农田

I>=%D>AEJ

人工林

KD>AL>L@MA

乡间土路

NMOAL=PQ>LRS>P

院落

T>=E

UV"W XVYW U X U X U X U X U X
铺道蚁 Z" "’[ Z[ "$$ "’ "’ ’\ "][ ’̂ "ZZ _Y "’Z
红林蚁 Ŷ ’" Y_ _Y ’" ZZ Z $ \Y "\[ \" $\
针毛收获蚁 [ [ _ _ Y’ "Y Y \ Y Y [ [
玉米毛蚁 ’ Y" _ Ŷ [ [ ^ \" [ [ Z Y$
褐斑细胸蚁 [ [ Z Y] [ [ "_ Y] \ ’ [ [
格劳卡蚁 [ [ "_ Y" [ [ Y \ [ [ [ [
吉氏酸臭蚁 [ [ _ "" [ [ \ ] [ [ [ [
高加索黑蚁 [ [ " \ [ [ Y Y ’ \ " Y
双针蚁 [ [ Y _ [ [ ’ "" [ [ [ [
亮毛蚁 [ [ " Y [ [ Y " [ [ [ [
黄墩蚁 [ [ [ [ [ [ [ [ " " " "
日本弓背蚁 " " [ [ [ [ [ [ [ [ [ [
艾箭蚁 [ [ [ [ [ [ [ [ [ [ " "

V"WU‘蚂蚁出现的频率 FaaO==HAaHG=HbOHAaPMG>ALJVcWdVYWX‘蚂蚁的巢口密度 eHAJ@LPMGLRH>ALAHJLMOLDHLJV个f
"[[%YW

表 g g种蚂蚁蚁丘的数量特征

)*+,-g ).-51*38:8*8:;-0.*2*08-2:98:09/4*38.:,,94/24/12h:379/4*389
蚁丘直径

e@>%HLH=MG>ALR@DDJV%W

i j" k jY

蚁丘高度

lH@BRL
V%W

总数量V个W
mML>D
AO%nH=

总覆盖

面积

mML>D>=H>
V%YW

各种蚁丘的

数量百分比

oO%nH=
QH=aHALVcW

面积百分比

NMpH=
QH=aHALVcW

玉米毛蚁 [#]_ [#\[̂ [#$\ [#YYZ [#[$q[#"[ Y$Z "\’#_" _]#$Y _’#Y_
黄墩蚁 "#[’ [#\[_ [#]Y [#\$[ [#[]q[#"’ "Y[ ]\#\Y Y_#_\ \\#Z[
铺道蚁 [#_’ [#"Z_ [#_" [#"Y$ [#[_q[#[] _[ "[#]Y "[#Z’ ’#\Z
黄墩蚁r铺道蚁 [#̂_ [#"’[ [#]_ [#"][ [#[]q[#"Y "Z "[#’" \#’[ ’#Y[
亮腹黑褐蚁 "#\_ [#Z’[ "#[’ [#’Z[ s ] ]#][ "#$[ \#__
总计 mML>D s s s s s ’$[ Y’$#̂Z s s

i!k‘长短直径 tMABE@>%HLH=>AEJRM=LE@>%HLH=du"!uY‘标准方差 vL>AE>=EH==M=

由表 ’看出!在割草场玉米毛蚁蚁丘的数量最多!占蚁丘总数量的 _]#$Yc!其次为黄墩蚁和铺道蚁!
亮腹黑褐蚁的数量最少!其蚁巢数仅占总数的 "#$[c&由此可见!玉米毛蚁w黄墩蚁和铺道蚁是割草场的优

势种&

x#x#( 割草场蚁丘的分布状况 在割草场!蚁丘平均密度为 [#[’_个f%Y!蚁丘的覆盖面积占割草场总面

积的 Y#\Zc&玉米毛蚁w黄墩蚁及铺道蚁的蚁丘呈明显的环带状分布&在割草场边缘!草地与碱斑镶嵌分

布!草地斑块的地势比周围的碱斑高!形成碱斑包围的y草地岛屿z&在这些草地岛屿中!蚁丘的密度较大!
平均密度为 [#\$个f%Y!覆盖面积为 [#"$’%Yf%Y&在草被覆盖较均匀w地势平坦的大片草地中蚁丘较少&
割 草场中心地区地势较低!分布的植物群落主要是碱茅VX{||}~!""}i|#}~i$%&!~j}j和 X#’!~{}U"&(iW群落w
小獐毛V)!"{(&%{j"}’’&(i"}jK>=D#W群落和纯芦苇群落!几乎没有蚁丘分布&割草场蚁丘的分布状况见图 "&

在碱斑包围的大片草地中Vu*_[%YW!蚁丘也表现出带状分布格局&草地边缘的地势比碱斑和草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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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高!蚁丘的密度较大"在草地中心蚁丘的密度明显减小#见表 $%"

图 & 割草场的蚁丘分布

’()*& +,-.(/01(230(4546750,(88/(50,-94:(5))17//875./
表 ; 碱斑包围的大片草地中蚁丘的分布#个<9=%

>?@AB; >CBDEFGHE@IGEJKJL?KGCEAAFEK@EMMH?FFA?KDF

BKNEHNABD@O?AP?AEFQJGF
草地边缘

R.)-46
)17//875.

草地中心

S-50-146
)17//875.

玉米 毛 蚁 的 蚁 丘 密 度 T-5/(0U
46VWXYZ[\]̂ [_‘YXX]

aWab$ aWa==

黄墩蚁的蚁丘密度 T-5/(0U46
VWcX̂d\]̂ [_‘YXX]

a*aae a

蚁 丘 的 总 密 度 T-5/(0U460,-
04078750,(88/

aWabb aWa==

fWfWg 割草场蚁丘的分布格局 根据 hi#平均拥

挤度%公式!测定蚁丘的分布型!各参数结果见表 j"
在 各 样 带 中!无 论 玉 米 毛 蚁k黄 墩 蚁k铺 道 蚁 的 蚁

丘!还是总的蚁丘均表现出聚集分布格局"在第 &样

带 中!羊 草 群 落 或 羊 草l杂 类 草 群 落 与 碱 斑 镶 嵌 分

布!蚁丘的聚集程度较低!表现一定的随机趋势"第

=k第 e样带!蚁丘的聚集程度逐渐增强"在这两个样

带中出现大片的草 地!蚁 丘 聚 集 分 布 在 草 地 与 碱 斑

的交界处!而在草地的中心蚁丘很少!所以聚集指数

较大"在第 mk第 $样带中!地势相对较低!分布的植

物 主 要 为 稀 疏 的 虎 尾 草 群 落k羊 草l寸 草 苔#n̂oZp

q\oY\]r\X̂%群落k芦苇l虎尾草群落和羊草l虎尾草l星星草群落!该地带中仅在地势相对较高k植 物 略 为 密

集的局部区域有少量的蚁丘分布"黄墩蚁蚁丘的分布表现为随机型!这是因为在这两个带中黄墩蚁蚁丘只

零星分布!但玉米毛蚁和铺道蚁的蚁丘及总的蚁丘分布格局表现为聚集型"第 jk第 s样带为光碱斑地k小

獐毛群落及常受水淹的纯芦苇群落!没有蚁丘分布"

t 讨论

tWu 蚂蚁的种类组成

一个地区的生物的种类组成与资源的丰度密切相关"v(8/45在新圭亚那#w-:x3U757%低地热带雨林

几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采集到蚂蚁 &s=种 $y属z&e{|杨效东等在我国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发现蚂蚁 $e种z&m{"热

带雨林中食物资源丰富!蚂蚁可以利用的生态位多z&${"而本调查中仅发现蚂蚁 &m种 y属!一方面可能是由

于所调查的生境中植物种类较少!食物资源不丰富!提供的生态位较少|另一方面长岭县地区的土壤呈现

明显的碱性!而蚂蚁多喜欢酸性土壤z&j{!只有对酸碱度不敏感的蚂蚁可以在该地区分布!因而可能导致蚂

蚁的种类较少"

tWf 影响蚁巢分布的因素

S718/45等发现在墨西哥的 }4/~8794/附近的 !Y["#[l$\[Y%Zo群落和 !#[qZo#]̂松树群落中!西方收

获蚁#!#&#[#’"o’Zp#rrYqZ[_̂XY]%蚁群的防御行为是蚁巢均匀分布的主要原因zm{"在威尔士的拉姆齐岛!y
种蚂蚁蚁巢的的分布极不均匀!在有利的生境中蚁巢密度大z&a{"((1-等在研究阿根廷大查科省地区蚂蚁

n̂’%#[#_\]%\[r_\X̂_\]的蚁丘特征及分布时发现!在条件苛刻的环境及近年耕作过的农田中!蚁丘趋于均

匀分布!而在地势高的地区蚁丘趋于聚集分布ze{"这些研究说明蚁巢的分布与蚂蚁的生物学特性有关!同

时受种内和种间的竞争及环境因素的影响ze!y{!在不同的生境中起主导作用的因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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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割草场蚁丘的分布格局

"#$%&! "’&()*+,)$-+)./0#++&,.12#.+’)%%*).+’&314).//,#**%#.(

样带 5678 9 :; 9< 9<=>
分布型

?@ABC@DEB@7FGHBB8C76IH7BJ@KKA
米毛蚁 LMNOPQRST

U VMWUX YMZZ WMW[Z UM;Z\ 聚集型

; ;MY\X UVMVVX \M[Z\ ;MZ]V 聚集型

Z UM;ZZ WMUWU VMV]Y ZMWXW 聚集型

V ] ] ^ ^ ^
W ]MVZZ UMXXU ZMW;U [MU;W 聚集型

\ ] ] ^ ^ ^
X ] ] ^ ^ ^

黄墩蚁 LM_ON‘ST
U ;M[;[ VMVZZ ZMZY\ UM;]U 聚集型

; ]MX\X UMYX[ ;MZVX ZM]\U 聚集型

Z ]MZ]] ]MV;V ]MXUV ;MXZ\ 聚集型

V ]M]ZZ ]M]ZZ ]M]ZZ U 随机型

W ]M]ZZ ]M]ZZ ]M]ZZ U 随机型

\ ] ] ^ ^ ^
X ] ] ^ ^ ^

铺道蚁 aMbNQTcdeS>
U UM\Y] ZMZ\W ;M\[U UMW[X 聚集型

; ]MZ\X ]MW[W ]MY\; ;M\;V 聚集型

Z ]MW\X ]M[]\ ]MY[Y UMXVW 聚集型

V ]M]\X ]MUZZ UM]\X U\M]] 聚集型

W ]M]\X ]MUZZ UM]\X U\M]] 聚集型

\ ] ] ^ ^ ^
X ] ] ^ ^ ^

蚁丘的总分布格局 fJ8g@ABC@DEB@7FGHBB8C76IBJ8B6BHKH7BJ@KKA
U ZM]UU \MYV; VMZUX UMVZZ 聚集型

; UMZ\X \M[\V WMZ[Y ZMYV\ 聚集型

Z ]MX]] ;M;ZW ;M[YZ VMUZ; 聚集型

V ]M]ZZ ]M]WW ]M\[W ;]MWW 聚集型

W ]MUX[ ]M\\W ;MYUX U\MVU 聚集型

\ ] ] ^ ^ ^
X ] ] ^ ^ ^

许 多 研 究 表 明 荫 蔽 条 件 下h工 蚁 不 能 正 常 发 育h因 而 阻 碍 蚁 群 的 建 立h也 可 使 已 建 立 的 蚁 群 衰

退iUhUXhU[jk红林蚁喜欢在阳光充足的裸地建巢iXjk在人工林中h杨树的荫蔽作用使得林内湿度较大h温度较

低h减少了林内红林蚁的分布k即使是广泛分布的铺道蚁也仅在林内裸露的地面筑巢h在长有草本植物及

有枯落物覆盖的地面则无蚂蚁分布k在放牧场l撂荒地l农田l乡间土路l院落五种生境中h植物覆盖率低h
阳光充足h干燥h红林蚁分布广泛k说明红林蚁的分布受植物荫蔽作用的影响k

土壤的排水性也可以影响蚂蚁的分布k长时间积水能使蚂蚁窒息死亡i[jkmN>cPRPeSTcSRbeSONeST蚁

只在低洼地区修较高的蚁丘iZjh而黄墩蚁在土壤排水性不同的生境中表现出不同的营巢习性n修建地下土

巢或地上蚁丘i[jh说明黄墩蚁蚁丘的修建是一种避水机制k割草场土壤粘性大h排水性差h夏季平坦地区易

积水h蚁丘主要分布在草地与碱斑交界区域h从草场边缘向中心环带状分布h呈聚集分布格局k分析其原因

可能有noUp新交配的蚁后喜欢选择干燥l阳光充足的生境筑巢iU]hUXjk草地与碱斑交界处地势高h夏季不易

积 水h而且阳光充足h食物资源丰富h有利于蚁群的建立qo;pUYY[年的降水及积水使地势较低地区的蚁丘

消失h而草地边缘的蚁丘得以保存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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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调查中!农田的人为耕种可以破坏蚁巢!导致农田中蚂蚁分布较少"放牧场内牲畜的践踏强烈!蚁

丘数量很少"#$$%年雨量较大!场内积水数月!蚁丘消失!蚂蚁只在放牧场边缘地势相对较高处分布"乡间

土路和院落的牲畜和人的活动较频繁!引起这两种生境中蚂蚁的种类较少"这些充分说明干扰能影响蚁群

的生存"
综上!在长岭地区影响蚁群分布的因素主要有荫蔽作用&生境土壤的理化性质&干扰及蚂蚁的生物学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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