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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海南尖峰岭自然保护区热带山地雨林为标准样地2研究热带土壤动物在原始生境中的群落结构?样地设 6个固

定取样点2每月固定时间用 =种方法2对原生动物N线虫和其它大N中型土壤动物分别取样?调查结果显示<5";以风干土

培养法获得的原生动物共有 "O目 9!种2种类以纤毛虫类为主2数量则以肉足虫类为主?本调查点与以北各地带相比2其

分布的种类较少2这与热带林枯枝落叶层薄有关?5!;以湿漏斗法获得的线虫有 9目 97种2为国内各地带之首?其中矛线

目 种类及个体数量均占多数?5=;以手拣和大N小干漏斗法获得的土壤动物共有 =!个 类 群5以 目 为 主;2其 多 样 性 指 数

5PQ;高于本区以北各地带调查点?类群的重要性2按平均数量及其稳定性来排序2排在最前的几个类群有蚂蚁N鞘翅目N
蚯蚓N及等翅目等?比西双版纳热带沟谷雨林的土壤动物群落结构更具热带性?
关键词<土壤动物8群落组成8热带山地雨林8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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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壤动物群落的研究6许多作者都只限定于研究其中的某一部分6而研究得最多的是节足动物t
我国对热带土壤动物群落的研究6最早发表于 VWL@年6但研究的对象只是广东沿海残存的热带常绿季雨

林的次生林5风水林8及其周围的人工林uVvt到 @NNN年6才有真正的原始热带雨林5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保

护区和尖峰岭自然保护区8土壤动物的研究发表t其相关资料分散在各有关群落研究中6以及其中某些类

群的系统研究之中t这当中6研究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6不仅有节足动物6还有陆贝类w蚯蚓w线虫和原生

动物t这些研究分别由不同作者同时在x中国土壤动物y专著中发表t其中有关尖峰岭的调查资料6均由本

文作者于 VWWEzVWWQ年在同一地点取样的t除了为原生动物分离鉴定的土样和为线虫鉴定的水漏斗分离

液直接寄出6由有关专家鉴定外6其余标本均由作者按类群记录6然后分别交由各有关专家进行目以下的

鉴定6并作为对该类群的地带性专论的部分原始资料t所有寄出的待分类鉴定的标本6只有部分返回结果t
鉴于尖峰岭土壤动物的详细资料如此分散6以至于难观其全貌6遂撰写本文6以求对海南热带土壤动物群

落有一个较全面的和更深入的认识t并采用各地带的资料综合分析6以讨论本地区的群落组成及其季节变

化特征t

{ 自然概况

海南岛地区6典型的植被为热带山地雨林和热带常绿季雨林t原来分布面积最大的热带季雨林由于分

布海拔较低6全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人为破坏甚至毁灭t一些热带山地雨林由于分布在海拔 LNN:上下的

深山中6人类活动难以到达6因而尚能保存其原始状态t这样6一些热带林自然保护区只能把热带山地雨林

作为仅存的原始热带雨林加以保护6这也是本研究把样地定在热带山地雨林的根本原因t
尖峰岭位于海南岛琼南丘陵山地的西南方5SVL|@E}zVL|FN}T~VNL|EB}zVNW|NF}8t本地区属海洋性气

候6高温多雨t在尖峰岭6年平均气温在 @Q=F!以上6年积温一般在 WNNN!以上6最冷的 V月份6月均温为

VW!左 右6无 霜 雪t全 年 干w湿 两 季 分 明6LNHzWNH的 降 雨 量 集 中 于 FzVN月 份6年 降 雨 量 在 VBNNz

@BNN::之间t尖峰岭的热带山地雨林在海拔 LNN:以上6是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t这里6植物种类最复杂6
在 N"E4:@样 地 上6胸 径 大 于 A"F):的 乔 木 可 达 LE种6以 樟 科5R*"%*),*,8w茜 草 科5#"#(*)*,8w壳 斗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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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金 娘 科!)*+,#%&#&’等 为 多-所 选 的 样 地 属 刺 轴 榈!./0123245/6742’(弹 弓 藤8柯(栲 栎

!9232:14;<2=>7032>148./?<702;514@924?26754/4@A1B;014’林型CDE@位于河岸阶地上@坡度小@土壤为厚层砂

质壤土质砖黄壤@母岩为花岗岩@FGHIJ-地面凋落物层仅约 K%L厚@且主要是干(鲜落叶@极少腐烂碎片@
以及土壤有机质仅为 HIMMN等特征@显示出此处的热带雨林具有极高的物质循环强度-

O 群落的组成

由于土壤动物中的原生动物和线虫两大类群与其它大(中型土壤动物的采集方法和研究方法都有较

大的区别@分类资料的深度也不相同@它们的个体大小及生态特性都差异较大@因此将此三大类群分别进

行论述-

P’ 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宁应之博士鉴定-
D’ 由山东大学生物系张云美教授鉴定-

OIQ 原生动物类群

组成 将样地采得的土壤样品风干后@再对抽样培养后所获得的土壤原生动物进行分类和鉴定P’-按

新的分类系统@这一大类群中有肉鞭门!鞭毛亚门和肉足亚门’和纤毛门-通常把它们分成三大类@即鞭毛

虫!"R#$&RR#,&S’(肉足虫!TLU&V#&’和纤毛虫!WXRX#,&S’-在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中共采集到 PY目 KK科 MD
种 !表 P’-鞭 毛 虫 类 以 波 豆 科!ZUVU[XV#&’为 主@共 有 \种@占 该 类 种 数 K]N 在̂ 肉 足 虫 类 中@以 鳞 壳 科

!_‘$R*FaXV#&’为主@共有 K种@占该类种数的 DMN 在̂纤毛虫类中以肾形科!WURFUVXV#&’为主@有 b种@占该

类种数的 DJN-
表 Q 海南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土壤原生动物垂直分布与丰度c

defghQ dihefjklekmheklnhopqmeglqrpoqfjpqskstrsqguospsvseqkposuqmegwsjkpeqkoeqktsohrp@xqekthkygqky

zsjkpeqk@{eqkek

类群 |+U‘F
科数

}‘L~&+
U!!#LXR*

种数

}‘L~&+
U!SF"

种的分布 #XS,+X~‘,XU[U!SF" 年平均丰度 T[[‘#R#~U‘[V#[%&!X[V"$$’
凋落物层 %
%X,,&+R#*&+%

土壤层 &
’UXRR#*&+&

凋落物层 %
%X,,&+R#*&+%

土壤层 &
’UXRR#*&+&

鞭毛虫 "R#$&RR#,&S M PM PD b HP]]J DJH]]
肉足虫 TLU&V#& M PP M \ ]HYbD HKH]J
纤毛虫 WXRX#,&S Pb HH KD DH PYM \K
c 引自廖崇惠@DJJJCKÊ!+UL%X#UWaU[$8G‘X@DJJJCKE

优势种 如果以出现月数较多的种作为优势种@以上几个主要科中已经包括了原生动物群落中大多

数的优势种!表 D’-在全体种数中优势种占 P]IKN@而其中 bMN都属于纤毛虫类-除粗糙拟肾形虫外@全部

都是我国的广布种或常见种-若以丰度!个数$$干土’来划分@优势类群当属肉足虫类!表 P’-土壤中特有

种和土壤强倾向种@都属于肉足虫和纤毛虫类-这些种在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中各有 D种和 PY种-它们共

占这两类原生动物种数的 K\IHN@比全国重点地区平均的 HDIMN要低-

OIO 线虫类群

组成 线虫是由采集到的土壤样品直接用湿漏斗分离出来@然后用固定液固定后@再分类鉴定D’-按新

的分类系统@线虫类属于线虫动物门-尖峰岭的线虫共有 D纲@Y目@\K属@M\种-其中有 DK种为本地带所

特有的-这里最大的目为矛线目!#U+*R#XLXV#’@有 K]种@其个体数量占全年平均总数的 ]DI]N 其̂次是小

杆目!(a#~VX,XV#’和窄咽目!T+&UR#XLXV#’@各有 PD种-但小杆目个体数占 PbIbN@独居第二大目-
优势种和常见种 若将占全年!PD个月’总个体数 DN以上的种视为常见种@那它们共有 PM种!表 K’̂

若 把占 HN以上的视为优势种@那它们只有 ]种-所有这些种在每个月或者大多数月分都能捕到-它们主要

属 于 矛 线 目@其 次 是 小 杆 目-在 这 些 种 中@突 尾 拟 丽 突 线 虫!)0;7=B37/>B425/0132?14’(尼 日 利 亚 基 齿 线 虫

!*7?760<146/+B;/B64/4’(环 绕 角 咽 线 虫 !)0?/6732/6140/60?14’(苏 格 兰 双 卷 须 线 虫 !,/0/;;76B:2

023B>7:/B64B’(裸中矛线虫!-B47>7;.32/:1461>14’和尖尾针真头叶线虫!/10B5<237=1420.1;7/>B4’等 \种

为 热 带 种@前 H种 仅 出 现 于 海 南 尖 峰 岭@后 D种 还 出 现 于 热 带 北 缘 的 西 双 版 纳-属 于 广 布 的 种 有 螯 线 虫

!116+B614SF"’(美洲剑线虫!2/5</6B:22:B;/02614’和颗粒似绕线虫!)6253B0?14+;26137414’-

Y\YP 生 态 学 报 DD卷

万方数据



表 ! 海南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主要原生动物及其出现月数

"#$%&! "’&()&*+&,-./(0#1,2/1%3)/4/5/#1,4)/31-#%0/+,4#1,)#1,(/)&241,61#,(&,7%1,78/+,4#1,9:#1,#,

类别

;<=>?
种

@?ABCAD

出现月数 E<AF>AGBH

凋落物层 ICJJA<KLMBN土壤层 @=COOPHA<

Q 鞭毛虫类RSOPTAOOPJADU
动基体目RVCGAJ=?OPDJCWPU

波豆科RX=W=GCWPAU 球波豆虫RYZ[Z\]ẐZ_‘_U Qa b
鼻吻波豆虫RcdefgZhZ‘i_fi_ijiU k QK

a 肉足虫类RlN=AWPAU
网足目R;<=NCCWPU

鳞壳科Rm>TOH?nCWPAU 斜口三足虫Ropqfrhirfgdr]e_U s Qa
线条三足虫Rot]qfriprU u Qa

v 纤毛虫类RwCOCPJADU
肾形目Rw=O?=WCWPU

肾形科Rw=O?=WCWPAU 僧帽肾形虫RxZ]yZ[ig‘g‘]]‘_UQU k Qa
迅捷肾形虫Rxtzi_jq\ijiUaU Qa k
粗糙拟肾形虫R{ipigZ]yZ[ii_yrpiU k Qa

篮口目R|PDD>OCWPU
薄咽科RIA?J=?nP<HGTCWPAU 有肋薄咽虫R}ryjZydipef~gZ_jij‘_U Qa QQ

施转单镰虫R!pryifZhZfi_pr"Z]‘jiU Qa k
膜袋科RwHBOCWCCWPAU

膜袋科RwHBOCWCCWPAU 苔藓膜袋虫Rxeg]q[q‘hh‘_gqgZ]iU Qa s
膜口目R#HNAG=DJ=NPJCWPU

前口科RS<=GJ=GCCWPAU 凹扁前口虫R$pZfjZfqi[rypr__iU b Qa
% 引自廖崇惠等9aKKK&v’E<=NICP=wn=GT#>C9AJB9aKKK&v’(QU 强倾向土壤生活种类JAGWJ=OC)ACGD=CO(aU 非广布种

及非常见种 G=JB=NN=G=<*CWAD?<APWD?ABCAD(其余为广布种及常见种 JnA<ADJD?ABCADP<AB=NN=G=<*CWAD?<APW

表 + 海南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土壤线虫优势种和常见种

"#$%&+ "’&,/01,#,4#,,-/00/,23&-1&2/(2/1%,&0#4/,&21,4)/31-#%0/+,4#1,/+2)#1,(/)&241,61#,7(&,7%1,7

8/+,4#1,9:#1,#,
种名 @?ABCAD 目 -<WA< 占总个体数 .=JPOG>N/A<R0U%%

突尾拟丽突线虫 1gpẐr]Zq[r_iyqg‘]ij‘_ 小杆目 2nP/WCJCWP u3bK
山峰中矛线虫 4r_Z[Zpe]iqh‘_igpq_ 矛线目 5=<HOPCNCWP u3Ks
卡德真矛线虫 6‘[Zpe]iqh‘_gipjrpq 矛线目 5=<HOPCNCWP M3aK
螯线虫 {‘f\rfj‘_D?t 矛线目 5=<HOPCNCWP 73ks
南方单宫线虫 8rZhZfde_jrpii‘_jpi]q 单宫目 9=GnHDHA<CWP 73aM
裸中矛线虫 4r_Z[Zpe]iqh‘_f‘[‘_ 矛线目 5=<HOPCNCWP v3kk
尼日利亚基齿线虫 :ZjZfgd‘_fq\rpqrf_q_ 单齿目 9=G=GBnCWP v3Mu
盆咽线虫 {ifi\pZ]iqh‘_D?t 小杆目 2nP/WCJCWP v3aM
环绕角咽线虫 1gjqfZ]iqf‘_gqfgj‘_ 矛线目 5=<HOPCNCWP v3Qv
苏格兰双卷须线虫 YqgqppZfrhigi]r[Zhqrf_r 小杆目 2nP/WCJCWP a3kM
甘蔗滑刃线虫 1ydr]rfgdZq[r__iggdipq 垫刃目 .HOAGBnCWP a3sb
尖尾针真头叶线虫 6‘grydi]Ẑ‘_i~e‘pZq[r_ 小杆目 2nP/WCJCWP a3sM
蚓头叶线虫 !pq]Zgrydi]Ẑ‘D?t 小杆目 2nP/WCJCWP a3Ms
纯洁矛咽线虫 !Zpe]iqhr]]‘_"qp\qfqif‘_ 矛线目 5=<HOPCNCWP a3MQ
美洲剑线虫 ;qydqfrhiihrpqgif‘_ 矛线目 5=<HOPCNCWP a37Q
华丽孔咽线虫 1yZpgr]iqh‘__‘yrp̂‘_ 矛线目 5=<HOPCNCWP a3a7
颗粒似绕线虫 1fiy]rgj‘_\pif‘]Z_‘_ 窄咽目 l<PA=OPCNCWP a3QQ

根 据张云美RaKKKU&7’发表资料及其提供的种类数量资料编制而成 E<=N<nPGTRaKKKU9%%Qa个月共获得总个体数为

v7suK.=JPOG>N/A<CDv7suK

bukQQQ期 廖崇惠等=海南尖峰岭热带林土壤动物群落>>群落的组成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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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海南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土壤动物"手拣法#干漏斗法$
类群组成及其序

%&’()! *+,-./,0/,1(&213&("456789:;5<=79;>?4@689A79;

6BCCA@:96B99:C$&2DEF)1+,+D12&E1,212EF)E+,.1G&(3,-2E&12

+&120,+)/EHI1&2J0)2J(12JK,-2E&12HL&12&2

排序号

M@;89>
76849

类群

N@4BO
月均数 PQ

R:79

变异系

数 S"T$
U4:VV8W8:96

出现月数 X
Y@:ZB:9W<

[ 蚂蚁 \96? ]̂_‘a bc [d
d 鞘翅目 U4C:4O6:@7 êd‘[ f̂ [d
a 蚯蚓 g7@6=h4@i _f‘] ]̂ [[
e 弹尾目 W4CC:i54C7 a_cb‘b [[e [d
] 双翅目 j8O6:@7 [e]‘e [cf [d
_ 等翅目 k?4O6:@7 ]][‘f [[b [d
^ ll蜱螨目 \W7@897 ]cff‘a [fd [d
f 等足目 k?4O4;7 e]‘] b] [d
b 倍足纲 j8OC4O4;7 ]e‘e [cf [[
[c 唇足纲 U=8C4O4;7 ]e‘f [ad [d
[[ 鳞翅目 m:O8;4O6:@7 ed‘f bf [d
[d 缨翅目 n=<?794O6:@7 d[‘f be [[
[a 结合纲 o<iO=<C7 d]d‘a da[ [c
[e 蜚蠊目 pC7664O6:@7 e‘f f̂ [c
[] 蜘蛛目 \@79:7: e]‘[ [a] [d
[_ 同翅目 q4i4O6:@7 e‘f bd [[
[̂ 伪蝎目 r?:B;4?W4@O849:?]a‘f [be [[
[f 啮虫目 U4@@4;:9687 bd‘a dd] _
[b 其它 s:?6 ]̂‘a dde ]
dc 直翅目 M@6=4O6:@7 [‘d b_ b
d[ 膜翅目 q<i:94O6:@7 d[ [̂d b
dd 原尾目 r@46B@7 [c]‘a ae_ d
da 半翅目 q:i8O6:@7 [f‘] df[ [[
de 双尾目 j8OCB@7 f‘b dfb e
d] 缨尾目 n=<?79B@7 ac‘d d_e a
d_ 腹足纲 N7?6@4O4;7 c‘] [_e e
d̂ 线虫纲 t:i764;7 a‘c da] d
df 盲蛛目 MO8C849:? [̂‘̂ dfb f
db 贫足纲 r7B@4O4;7 ac‘[ ae_ [
ac 须脚目 r:;8O7CO8;7 ‘̂] ae_ [
a[ 革翅目 j:@i7O6:@7 c‘f dff d
ad 线蚓 g9W=<6@7:8;7: c‘b a_] [
由 PQ#S#X各指标的序号相加后的排序HPQ和 X由大到小排序H
S由小至大排序 6=:9Bi5:@4VPQHS79;XOCB?89A64A:6=:@8?
6=:4@;8976849uPQ79;X4@;8976:V@4i i4@:64C:??H79;S
V@4i C:??64i4@:vwl 引 自 廖 崇 惠 等Hdcccl V@4i m874
:6WvHdcccll 按最新分类系统H其下的亚目已上升为目 l
l 7WW4@;89A646=:9:h WC7??8V8:;?<?6:iH?B54@;:@=7?
5:W4i:4@;:@v

x‘y 大#中型土壤动物类群

x‘y‘z 类群组成 这是用手拣法和大#小 型 干 漏 斗 法 收 集 到 的 土 壤 动 物 部 分{首 先H由 于 这 部 分 的 组 成

成十分复杂H同时返回的分类资料也仅有少数的类群H因此只能按通常方法共分成 ad个类群来进行分析{
这些类群绝大部分属节足动物门{环节动物门虽然只有蚯蚓"大蚓$一个类群H但由于其生物量最大H在土

壤动物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门中本应还有数量较大的线蚓"小蚓$类群H但由于湿漏斗收集的样品中

没有返回这方面的资料H故其数量有很大的缺漏{此外H有时在土壤中能直接手拣到大型的线虫H因而这 ad
个类群中也包括了线虫{在节足动物中H昆虫纲占有 [|d以上的类群H其次是蛛形纲占总类群数近 [|_{

xvyvx 类 群 的 排 序 由 于 各 类 群 的 分 类 位 置 及

个 体 重 量 差 异 极 大H仅 用 个 体 数 量 方 法 进 行 类 群

的排序并确定优势是不合理的H这里 改 用 个 体 均

数"PQ$和出现频率"X$H并加上每月捕获量的变异

系 数"}$等 数 量 稳 定 性 的 要 素H来 进 行 类 群 的 排

序H以表 达 各 类 群 在 群 落 中 地 位 的 重 要 性~a!{结

果H排列在前的几个类群的顺序是u蚂蚁#鞘翅目#
蚯蚓#弹尾目#双翅目#等翅目#蜱螨目#双翅目#等

足 目"表 e${表明 这 些 类 群 在 群 落 中 不 仅 数 量 较

大H其稳定性也较大{

xvyvy 一些重要类群的种类组成 尖峰岭大#中

型土壤动物中H重要的类群较多H但其中只有鳞翅

目#蜱 螨 目 和 等 足 目 等 类 群H标 本 较 多H返 回 的 鉴

定资料较完整H可以分别单独叙述其种类组成u
鳞翅目 土壤中的鳞翅目昆虫虽然绝大部分

以 幼 虫 态 出 现H但 还 有 相 当 部 分 也 同 时 或 单 独 以

蛹态出现H故讨论组成时也提及虫态的组成{在尖

峰岭热带山地雨林中共采到 dc科 ]e种{按我国

各典型 地 带 比 较~]!H仅 次 于 西 双 版 纳{在 这 些 种

中H属夜蛾科的种最多H占 ddTH与西双版纳相同H
而低于亚热带和温带w其次为刺蛾科和天蛾科H各

占 [[T{主要种有蝙刺蛾""#$%&’%()&)%(%$#黄 刺

蛾"S)(*$}’+,’X-’.&%}&)%$#茶 奕 刺 蛾"/0’1$(*&%

X’%(’2’$#小剑地夜蛾"310$2(%%,()(X&0’$#大 地 老

虎"3v2$4($)(%$等{从表 ]看出H尖峰岭土壤鳞翅

目 以 全 虫 态 出 现 的 仅 有 夜 蛾 科 的 警 纹 地 夜 蛾

"310$2(&P}-’+’2($)(%$等 ]种w仅 以 成 虫 态 出 现

的 只 有 鹿 蛾 科 和 眼 蝶 科 a种w仅 以 蛹 态 出 现 的 主

要 是 天 蛾 科 部 分 和 大 蚕 蛾 科#尺 蛾 科 等H共 有 [a
种w其余的都是以幼虫态或幼虫5蛹态出现{以上

各 虫 态 大 多 数 都 分 布 于 枯 枝 落 叶 层 中H只 有 夜 蛾

科和天蛾科中有超过半数的种生活在土壤层"c6

]Wi$中{草蛾科和眼蝶科种类严格地不属于土壤

动 物H只 是 因 为 现 用 方 法 也 能 够 采 集 到 才 收 入 土

壤动物中H这是它们与土壤仅有的联系{

ĉf[ 生 态 学 报 dd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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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海南尖峰岭山地雨林土壤鳞翅目的种类"虫态与在地下

的垂直分布#

$%&’(! )*(+,(-./0&(1-2,.-(+34510 %.66,-31,&/3,5.54

7(*,65*3(1% ,. 38( 315*,+%’05/.3%,.5/- 1%,. 451(-32

9,%.:4(.:’,.:;5/.3%,.2<%,.%.

科

=>?@AB

种数

CD?E
FGHIE

虫态

JKHLMNGFO?

P > Q IQRI

垂直分布

S@HNL@TDNL

UURQQ JQRJ
蝙蝠蛾科 VLI@>A@W>L X X X
蓑蛾科 YHBMZ@W>L [ [ [
螟蛾科 YBO>A@W>L \ \ \
尺蛾科 ULF?LNO@W>L \ \ \
刺蛾科 ]DMAL@W>L ^ X X _ ^
舟蛾科 CFNFWFKN@W>L [ X \ [
斑蛾科 ‘Ba>LK@W>L X X X
夜蛾科 CFMND@W>L X[ b b X \ _ c
毒蛾科 QB?>KNO@@W>L \ X X \
草蛾科 ]NZ?@@W>L \ X X \
卷蛾科 dFONO@M@W>L X X X
枯夜蛾科Q>H@FM>?I@W>LX X X
天蛾科 eIZ@Ka@W>L b X [ X X X [
大蚕蛾科 e>NDOK@@W>L \ \ X X
灯蛾科 POMN@@W>L \ \ \
鹿蛾科 P?>N@W>L \ \ \
木蠹蛾科 fFHH@W>L X X X
粉蝶科 Y@LO@W>L \ X X \
眼蝶科 e>NBO@W>L [ X X X X [
# 摘 引 自 杨 大 勇2\ggghijGOF? k>Ka2\ggghij2虫 态 @KHLMN
GFO?l> 成 虫 >WDANmQ 幼 虫 A>On>mY 蛹 IDI>mP全 虫 态

>AAE分 布 W@HNO@TDN@FKlU 地 面 草 被 aO>HHMFnLOmQ 枯 枝 落

叶层 A@NNLOA>BLOmJ 土壤层 HF@AA>BLOgobM?

蜱螨目 按旧的分类系统2它主要包括寄螨

和甲螨两大类p在尖峰岭2甲螨占绝对的优势2它

与其它种类的比例主要为 _qcrXp甲螨种类以非

捕食性为主p已鉴定有 Xc科 b̂种ĥj2其中以单翼

甲螨 科sV>IAFtLN@W>Lu最 为 重 要2仅 长 毛 单 翼 甲

螨svwxyz{|}~w!xy"#{!w~yz$!u和 窝 角 单 翼 甲 螨

s%y!~zy&w~w!’y(wyx}~$!u两种的 数 量 就 占 甲 螨 数

量 的 [g)以 上2其 次 为 木 单 翼 甲 螨 科

s*BAFT>N@W>Lu"奥 甲 螨 科s+II@@W>Lu和 跳 甲 螨 科

sQ@>M>O@W>Lu等Xup

Xu 分类资料由王慧芙研究员提供p

等 足 目 海 南 地 区 陆 栖 等 足 目 有 i科 Xi
种2在 尖 峰 岭 调 查 中 仅 获 得 [种l喜 湿 虫 科

sYZ@FHM@@W>Hu的 眼 斑 缅 阴 虫 s,$z"y-{!.{$!

y.wxx}~$!u"卷 壳 虫 科sPO?>W@AA@W>Lu的 鼠 古 巴 虫

s/}|z{!"$z{-}u和球卷虫s012wz{xxyHIuhijp其中

以 眼 斑 缅 阴 虫 为 主2占 总 个 体 数 3Xq[)m球 卷 虫

最少2仅占 q̂̂)p这些等足类主要分布于枯枝落

叶层及其与土壤连接的界面上p
等 翅 目 俗 称 白 蚁2以 土 栖 为 主2是 热 带 森

林土壤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类群p仅尖峰岭自然保

护区就有 __种2占国内种数 cqb̂ )p在尖峰岭

山 地雨林中有 X_种2其中白蚁科sdLO?@N@W>Lu即

占 XX种p代 表 种 有 细 颚 散 白 蚁s4w~{.$x{~wz"w!

xw1~y"}-5{5$x}z{!u"赵氏散白蚁s%E&2}y{u"双峰

散白蚁s%E|{~$"$x$!u等h3jp

6 群落组成的特征

近 十 多 年 来 对 中 国 各 典 型 地 区 的 土 壤 动 物

群落大都进行过调查2本地区的群落特征就是在与这些先前调查过的地区相比较下讨论的p因此这些特征

具地带性或地区性p

6q7 原生动物种类较少

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土壤原生动物的种数si\u少于西双版纳热带沟谷季雨林sXĝu2也少于衡山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s3̂u和北京暖温带落叶阔叶林sXX̂u的2但这并不表明种的多样性有地带性的差异p通过对

我国南北 i个林区和西部高寒草甸草原调查结果的相似性分析表明2群落的种类组成在不同地区都有较

大的不相似性p说明种的组成没有出现近邻地区的相似现象2因而也没有出现地带性的过渡现象m说明种

的分布地区性特强l很多种只受地理环境的限制2即使是地带特有种2在同地带而不同地区中2也不一定会

出现同样的特有种p各调查点种的数量与各处土质以及凋落物层的厚度有关hcjp尖峰岭地处热带2森林生

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周期很短2凋落物分解很快2因此凋落物层最薄2而所在的调查点更只有 [M?厚2所以

在同样调查面积中得到的种类数最少p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本地区分布的种类也很少2倘若扩大调查范

围2种的数目有可能增加p

6q8 线虫种类组成最丰富

Xi3XXX期 廖崇惠等l海南尖峰岭热带林土壤动物群落99群落的组成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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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线虫群落组成的种类数最多!达 "#种$与以北的暖温带地区!北京小龙门落叶阔叶林%#&种’和更

北的中温带地区!吉林省长白山的针阔混交林%()种’相比!显示出种数越往北越少的地带性特征$从张云

美 发表的生态资料*&+中计算出以上各调查点的线虫,属-的多样性指数%./’分别为0尖 峰 岭 )1&23小 龙 门

)1&23长白山 )145!前二者相同$但是!若再参考其区系资料*64+来推估,种-的多样性!那末!尖峰岭的估计

值为 )12(!则明显地高于小龙门估计值 )1##$这是与不同地带的比较!若与同一地带!但更靠北一些的西

双版纳热带沟谷季雨林相比!尖峰岭的线虫种类也较为丰富的!后者,属-的多样性指数仅为 )147$尖峰岭

的线虫种中!属于东洋区的占 (4148!这一比例少于热带北缘的西双版纳的 (&148$仅在本地区出现的种

占 )41)8!亦少于西双版纳的 ))1)8$本区中矛线虫目占地区种数比例则明显地高于其它地区的*64+$

919 大:中型类群的多样性指数最高

一般大:中型土壤动物的类群组成!在地带上!随纬度升高而趋于简单$在已经发表的论文*)+中曾指出

尖峰岭的热带山地雨林土壤动物类群的多样性指数%./’为 6127!远高于南亚热带鼎湖山的 61(4:中亚热

带衡山的 415):天目山的 41#&$在一些重要组成成分上!如膜翅目%主要是蚂蚁’:等翅目:蚯蚓:唇足纲:甲

壳纲%主要是等足类’:蜘蛛目:蜚蠊目:缨翅目:鳞翅目等组成比例均高于上述亚热带地区的$下面再与西

双版纳热带沟谷季雨林同期资料*66+进行比较0按其所发表资料有 75个类群!与尖峰岭的 )4个%按相同方

法调整后’相近!但其 ./指数仅为 61))!表明尖峰岭的土壤动物的多样性也高于靠北的西双版纳热带沟

谷季雨林$其主要原因在于尖峰岭蜱螨目只占总数的 &&178!而不像西双版纳那样占 ()178$在优势类群

方面!若将西双版纳热带沟谷季雨林同期资料按照以上排序方法进行排序!然后与尖峰岭比较$在排序较

前的类群中!可以看出两地有很多热带性的共同点!但也有一些可显出尖峰岭的地区特征0蚯蚓在尖峰岭

土壤动物群落中的地位仅次于蚂蚁:鞘翅目而排于第 )位!远比在西双版纳的第 74位要重要得多3最显热

带特征的等翅目类群!在尖峰岭热带雨林中!其数量占群落数量的百分比和在排序上都远高于在西双版纳

的沟谷季雨林中!这就更显出尖峰岭土壤动物群落的热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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