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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模拟刀耕火种过程3对刀耕火种前后的次生林7旱稻地8第 !年:和火烧迹地8火烧后直接撂荒地

第 !年: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季节变化进行了调查研究C结果显示;"块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的

优势类群组成相同3均为蜱螨目7膜翅目和弹尾目3但不同生境样地中各优势类群所占群落总数的比例不

同3并且 "样地常见和稀有类群的组成差异较大?土壤节肢动物类群数7个体数和op多样性指数表现为次

生林高于其它 !块样地3而旱稻地和火烧迹地则无较大差异3但一些类群在旱稻地7火烧迹地的数量分布

与次生林具有差异3且在土壤层的表现较为突出?"块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具有较好相似性3其中旱稻地

与火烧迹地达到极相似水平8o7oqr$s=:C"种不同类型生境土壤节肢动物群落在类群数7个体数和多样

性指数的季节变化总体呈现出雨量少的干季或雨季初末期高于雨量最大的雨季中期3与当地降雨量和气

温变化有密切关系3同时各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因生境条件不同及人为活动干扰强弱而形成各自的季

节消长特点C研究表明刀耕火种后的旱稻种植对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的恢复和发展在一定限制条件8面积7
周围次生林和坡度:下无破坏性影响3但植被改变7农事活动等对直接撂荒地和旱稻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

的季节消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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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的破坏是严重的全球性问题W位于热带北缘的我国西双版纳地区8由于传统的农业方式5刀

耕火种7X人口增加等诸多因素8使得有限的热带雨林面积不断减少8森林覆盖率由 PM世纪 QM年代的 YMZ
减少至 NM年代初的 P[Z左右8即使在现存的森林植被中8也有相当面积的森林处于退化及贫化过程中\L]W
在热带森林遭到破坏5主要是砍伐X火烧X短期耕种丢荒7之后8取而代之的是大面积的旱稻地X撂荒地和不

同演替阶段的各种次生林植被8如何改造X管理和合理利用裸地X次生植被8加快热带雨林恢复速度8已成

为森林生态学研究的重要问题\L]W土壤节肢动物是热带森林土壤生物生物量和牧食食物链的重要组成部

分8在森林演替进程具有重要的功能性作用\P̂ []8而这些功能性作用又与生境中土壤动物群落结构特征和

消长动态密切相关8受森林演替过程中植被类型和土壤条件变化的影响\R̂ LM]W旱稻种植系统是西双版纳地

区刀耕火种轮歇农业生产方式中的一种子耕种系统8是该地区热带森林经刀耕火种后演替发展的最初期

阶段8其中的土壤节肢动物群落不仅对种植生境土壤理化性质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8并且也是后期森林土

壤 节肢动物群落发展和次生演替的基础5移居者78将其与刀耕火种前的次生林和火烧后直接撂荒地土壤

节肢动物群落的发展进行比较8探讨刀耕火种轮歇农业对热带森林土壤节肢动物群落演替的影响是本文

报道的内容8所获结果为研究刀耕火种轮歇农业对森林土壤生态系统及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积累

相关资料8而有关研究尚未见报道W

_ 材料和方法

_-_ 样地生境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仑镇8地理位置为 PL‘QUaT8LML‘UYab8属西南热带季风气

候8海拨 [YM3左右8年均温度 PLVÛ PPVYc 8年降雨量 LQQYVR338且多集中于雨季8形成明显的干雨季

之分8雨季约占年降雨量的 ROZ8干季仅占 L[Z8如考虑温度的变化8全年可分为干热季X雨季和 雾 凉 季W
地带性植被为热带季节雨林和季雨林W研究样地选择在勐仑镇附近的哈尼族聚集区8该地区原生林 PM世

纪 YM年代被砍伐8现成为轮歇耕种地8主要作物为旱谷和玉米W本项研究选取了一片在 LNNP年经过刀耕

火种撂荒后自然更新的次生林作为实验样地8该林地主要组成树种为湄公栲5defgehijfkflmnihomhfkf7X银

木 荷 5pqrkleesomhgme7X岗 柃 5tusveosiwwkk7X滇 银 柴 5xjisufevuhhehmhfkf7X中 平 树 5yeqeseh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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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肤木 ,-.’/&.%#"#/%/*等0群落高约 120盖度 345左右67338年 9月,干热季*按当地刀耕火

种耕作方式0对一定面积,7:442;*次生林进行放火烧荒0随后在火烧地划出 ;块样地0其中一块进行旱稻

种植,<442;*0种植期 ;=0另一块烧后直接撂荒,<442;*让其自然演替6取样调查在次生林,>?@*+旱稻种植

地,ABC*和直接撂荒的火烧迹地,DC*开展6

EFG 研究方法

7333年 9,干热季*+<,雨季初期*+8,雨季中期*+74雨季末期*+7;月,雾凉季*分别对上述 H种类型样

地进行取样调查6调查期间旱稻地为第 ;年种植期0样地中除旱稻外无其它植物,仅见一些遗留树桩*I火

烧迹地为第 ;年撂荒期0样地内已长出较多的草本植物0并且刀耕火种时遗留的树桩也萌发出一些树枝0
样 地 地 表 已 完 全 被 植 物 覆 盖0群 落 高 度 约 ;F:20优 势 树 种 有 杯 斗 栲,J)/$)#KL/%/&)()$.%MKNO%/*+银 木 荷

,P&.%O))NQ"#$")*+岗柃,R’NS)QNKMM%%*+滇银柴 ,TLKN’/)S’##)#"#/%/*+中平树,U)&)N)#Q)!"#$%&’()$)*+
草本层以马唐,V%Q%$)N%)&%(%)N%/*+棕叶芦,W.S/)#K()"#)O)X%O)*+斑茅,P)&&.)N’O)N’#!%#)&"’O*为主6

取样采用 ;种方法进行0土壤层取样为Y在上述样地0按 7:2Z7:2划出一取样地块0每取样地块按对角线

法设:个取样点0每点分H个土壤层,[层4\:]2Î 层:\74]2I_层74\7:]2*分别取样04\7:]2土层取

样面积为 H3;F14]2;I地表层取样为Y在样地地表取凋落物及腐殖质样0取样面积为 :4]2Z:4]2I;种方法所取

样品先用手检法检出大型土壤节肢动物0然后用干漏斗,>‘CCaBbc法*分离提取中小型土壤节肢动物6标本取回

后进行分类整理和数据统计6由于土壤动物分类难度较大0本文仍根据土壤动物高级分类群进行群落组成分

析d77e6采用密度f类群指数来进行群落多样性的比较0其公式为YVghi,V%jV%2=k*,gjgW*0其中Vg为密

度f类群指数0V%为第类群的密度IV%2=k为各群落中第类群的最大密度Ig为某群落中的类群数IgW为各群落所

包含的总类群数0每个类群在各群落中的最大相对密度为 7d7;e6

G 结果与分析

GlE 不同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组成特征

H块样地0不同月份 :次取样0共获取土壤节肢动物 <477个0对 H块样地土壤节肢动物各生物类群个

体数在该群落所占有的数量比例进行统计分析0结果显示于表 76
表 E m块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类群和数量组成

nopqrE nsrtuvwuxyzyu{u|}~u!wxo{"y{"y#y"!oqxu|xuyqo~zs~uwu"tuvv!{yzyrxy{zs~rrwquzx

次生林 >?@ 旱稻地 ABC 火烧迹地 DC
个体

均数

$%

占本样

总数5
&>

频次

D’

个体

均数

$%

占本样

总数5
&>

频次

D’

个体

均数

$%

占本样

总数5
&>

频次

D’

弹尾目 _(CCb2)(C= <4l;44 7;l<3: :l444 H1l844 77l<:3 :l444 H9l;44 7Hl;<< :l444
双尾目 A*+C‘B= :l444 7l4:9 9l444 7lHHH 4l977 Hl444 7l:44 4l:8; 9l444
原尾目 &B(,‘B= Hl944 4l171 :l444 78l:44 :l14< 9l444 <l1:4 ;l<78 9l444
缨尾目 >-.?=c‘B= 4l444 9l444 7l::; 7l444
直翅目 /B,-(+,bB= 7l444 4l;77 ;l444 Hl444 7l7<9 ;l444
啮目 &?(](+,bB= ;l;:4 4l919 9l444 Hl444 4l3;: 7l444 ;l444 4l11< 7l444
同翅目 0(2(+,bB= H:l444 1lH87 :l444 <l:44 ;l44: ;l444 Hl:44 7lH:8 9l444
蜚蠊目 Ĉ=,,(1b= Hl:44 4l1H8 ;l444 4l444 4l444
缨翅目 >-.?=c(+,bB= 7;l;44 ;l:1H :l444 4l444 Hl444 7l7<9 ;l444
鞘翅目 _(Cb(+,bB= ;Hl944 9l3H: :l444 78l<44 :l1H1 :l444 ;4l944 1l37H :l444
双翅目 A*+,bB= 8l<44 7l879 :l444 <l944 7l319 :l444 Hl<44 7lH3< :l444
半翅目 0b2*+,bB= Hl844 4l847 :l444 1l<<1 ;lH<: Hl444 ;l;:4 4l81H 9l444
等翅目 $?(+,bB= 4l444 1lHHH 4l;<; Hl444 7Hl:44 :l;H1 ;l444
鳞翅目 2b+*1(+,bB= Hl<<1 4l11H Hl444 7l444 4lH48 7l444 7l444 4lH88 7l444
蚁类 [c,? 34l944 73l4<9 :l444 7H8l944 9;l<34 :l444 1<l;44 ;3l::8 :l444
其它 /,-bB
膜翅目 0.2bcc(+,bB= 7l:44 4lH7< ;l444 71l444 :l;99 7l444 7l444 4lH88 7l444
园马陆目 3+-=bB(,-bB**1= HlHHH 4l14H Hl444 7l444 4lH48 7l444 4l444
蜘蛛目 [B=cb=b 7l944 4l;3: :l444 7l:44 4l9<H ;l444 7l444 4lH88 ;l444
蜱螨目 []=B* ;7:l<44 9:l9<< :l444 88l844 ;1lH34 :l444 747l<44 H3l974 :l444
拟蝎目 &?b‘1(?](B+*(cb? :l944 7l7H3 :l444 4l444 4l444
地蜈蚣目 4b(+-*C(2(B+-= 7l444 4l;77 ;l444 4l444 7l444 4lH88 7l444
结合目 3.2+-.*= ;l444 4l9;; ;l444 ;l444 4l<71 9l444 7l:44 4l:8; ;l444
端足目 [2+-*+(1= ;l444 4l9;; 7l444 4l444 4l444
总 计 >(,=C 919l;44744l444 H;9l;44744l444 ;:1l844744l444

$%Y*c1*5*1‘=C?0&>Y5 (@,(,=C*c1*5*1‘=C?*c,-b+C(,0D’Y@Bb6‘bc].

:88:期 杨效东Y热带次生林+旱稻种植地和火烧迹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季节变化

万方数据



根据 !块样地所获土壤节肢动物各生物类群个体数"在该群落所占总数的比例和出现频次看#次生林

和火烧迹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优势类群组成及排序为蜱螨目$膜翅目$弹尾目#旱稻地为膜翅目$蜱螨

目$弹尾目%各样地常见类群的组成数差异不大#而在组成的生物类群和占群落总体数量的比例上呈现出

一 些 差 异#次 生 林 常 见 类 群 为 同 翅 目"鞘 翅 目"缨 翅 目"双 翅 目"双 尾 目 和 拟 蝎 目#&类 占 群 落 个 体 总 数 的

’()(*&+%旱稻地为原尾目"鞘翅目"双翅目"半翅目"等翅目#,类占 -.)./*+%火烧迹地常见类群组成为 (
类#占总数比例 --)/.-+#主要为鞘翅目"原尾目"同翅目"双翅目"半翅目等0不同季节因水分"温度等环境

因子的变化#不同生境类型 !块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的组成具有明显的变化差异#体现在各组成成分的

生物类群组成数和各类群占该时期群落个体总数比例不同#如蜱螨目和膜翅目蚂蚁在 !样地各季节均为

优势类群#而弹尾目仅在一部分时间占有较高的数量比#大部分时间为常见类群#此外#旱稻地的原尾目"
次生林中同翅目在雾凉季 ’-月占有的数量比增加成为这一时期优势类群0

1)1 不同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分布特征

,次取样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类群数和个体数在 !块样地分布状况如图 ’所示0

图 ’ !块样土土壤节肢动物类群数和个体数分布比较

2345’ 6789:;3<7=7=3=>3?3>@:A<:=>4;7@9<7B<73A

:;CD;797>E788@=3C3F<3=CD;FF9A7C<

土壤节肢动物群落个体数在总体水平和凋落物层

样 本 上 表 现 为 次 生 林$旱 稻 地$火 烧 迹 地#但 土 壤 层

样 本 呈 现 为 次 生 林$火 烧 迹 地$旱 稻 地%类 群 数 分 布

均 表 现 为 次 生 林$火 烧 迹 地$旱 稻 地#其 中 土 壤 层 样

本的分布差异小于凋落物层0旱稻地土壤节肢动物类

群数分布较低#但个体数的分布高于火烧迹地#这与农

事活动有密切关系0!块样地凋落物层的土壤节肢动物

群落的类群数"个体数的分布差异较土壤层高#说明处

于 同 一 大 环 境 背 景 下 的 !块 样 地 土 壤 层 生 境 相 对 稳

定#土壤节肢动物变化差异不大0

1)G 重要类群在不同样地的分布差异

就土壤节肢动物群落优势和主要常见类群在 !块

样地的数量分布进行分析表明H表 -I#次生林经砍伐和

火 烧 干 扰 后#不 同 生 物 类 群 土 壤 节 肢 动 物 在 后 期 不 同

处理的 -种类型生境中H旱稻地和火烧迹地I的恢复

表 1 G块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优势和主要常见类群数量分布差异H3=>J8-I

KLMNO1 KPOQRSTURMVTRWXWXRXQRYRQVLNSWZQW[RXLXTLXQ[LRXZL[RNRLU\UWV]SWZSWRNLUTPUW]WQ Ŵ[[VXRTROSRXTPUOO

PLMRTLTS

土壤层 _73A 凋落物层 ‘3CCF;

次生林 a<B 旱稻地 b;A 火烧迹地 2A 次生林 a<B 旱稻地 b;A 火烧迹地 2A
弹尾目 67AAF8c7A: &.&5.&’ ’,-5d(( !!&5’!/ ’/,5&.. ’-d5-.. (&5/..
双尾目 b39A@;: *’5&d! -.5!d- -,5/&, ’5&.. .5... .5(..
原尾目 e;7C@;: -,5/&, !!&5’!/ ’.&5*,- *5&.. &5/.. /5(..
同翅目 f7879CF;: &,&5**. .5... &&5-.( !&5(.. ’.5/.. .5(..
鞘翅目 67AF79CF;: ’&(5.&d -.(5(’’ -//5/&’ &d5-.. /’5&.. ,-5(..
双翅目 b39CF;: d&5!*/ ,&5.-- ’.5’(& --5/.. ’&5(.. ’-5(..
半翅目 fF839CF;: ’,5-d* ,5.*! ’,5-d* ’-5(.. ’d5&.. d5-..
膜翅目 fg8F==79CF;: (/.5!!& ’,!(5.d ’’..5.d& --*5&.. !’-5... ’/(5(..
蜘蛛目 h;:=F:F -.5!d- ,5.*! ,5.*! -5/.. ’5&.. .5(..
蜱螨目 hE:;3 ’*-,5’!/ /d!5&// ’-/d5dd- ,&.5... -(.5(.. -’d5&..

状况不同#在凋落物层上#除旱稻地膜翅目等数量分布最高外#其它类群数量分布均以次生林较高%在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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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上!一些类群的数量在后期 "种生境的分布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如鞘翅目#膜翅目#原尾目!其个体数

量分布比次生林土壤层高!表明次生林在刀耕火种干扰后!这些土壤节肢动物在后期恢复过程中!由于样

地地表层生境条件发生较大变化!其种群数量的增长表现出土壤层增幅高于地表凋落物层$已有研究表

明!在相对高的分类阶元%目&!昆虫群落在不同生境样地的数量分布差异不显著!但如果分析相对低的分

类阶元!如科#属或种时!环境对特定昆虫的数量分布会产生显著影响’()*!在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的研究上也

体 现出类似的情况!在所采集的标本中!蜱螨目#膜翅目%蚂蚁&#弹尾目是数量最丰富的类群!在所有 )种

环境中都占有很大的数量比例!分布比较稳定!这 )个目所包含的属种无疑是讨论环境土壤节肢动物分布

差异影响的理想代表!但由于目前分类难度较大!其属#种对生境差异的反应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 不同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多样性比较

图 " )块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多样性比较

./0," 123456789/:5;5<=>?/@39:/AB/;?3C5<:5/D

89A29575?4566E;/A/3:/;A29337D5A:

+,-,F 多样性指数 采用 =>指数对 )种类型生境土

壤 节 肢 动 物 群 落 多 样 性 进 行 比 较!结 果 表 现 为 次 生 林

G火烧迹地G旱稻地$对于分布在土壤层和凋落物层

土 壤 节 肢 动 物 群 落 多 样 性 分 别 而 言!土 壤 层 表 现 为 次

生 林G火 烧 迹 地G旱 稻 地!凋 落 物 层 则 表 现 为 次 生 林

G旱 稻 地G火 烧 迹 地!其 中 次 生 林 与 旱 稻 地 和 火 烧 迹

地的差异大!旱稻地与火烧迹地较为接近$

+,-,+ 相 似 性 指 数 采 用 H84489?%I&和 J593;:5;
%IK&相似性系数’(L*对 )种生境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相似

性进行分析!见表 L$
表 M显示出以 N次取样得出的 )种生境土壤节肢动群落组成的相似性状况!旱稻地与火烧迹地土壤

节肢动物群落相似性最高!达到极相似水平%I#IKGO,P&!次生林与火烧迹地#旱稻地略低!但都达到中等

相似水平%I#IQGO,R&S对于不同的取样季节!各林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间的相似性指数呈现一定差异$由

此反映!旱稻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的发展与火烧后直接撂荒地相同!并且 "种土壤节肢动物群落通过两年

的发展!群落结构与火烧前次生林有较好的相似性$

+TU 不同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季节分布变化
表 - V块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的相似性系数

WXYZ[ - \]̂]ZX_]‘a bc[dd]b][e‘cd fc]ZX_‘g_chci

bĉ ^je]‘][f]e‘g_[[hZc‘f

次生林 1:< 旱稻地 =9D 火烧迹地 .D
次生林 1:< ( O,Rk O,k)
旱稻地 =9D O,kk ( O,PN
火烧迹地 .D O,PO O,PR (

右 上 角 为 I 左 下 角 为 IK1579/02A459;39lI

=5m;D3<A459;39lIK

)块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个体总数及重要类群

%蜱螨目#膜翅目#弹尾目和鞘翅目&种群数量的季节消

长显示于图 )$结果显示!次生林土壤节肢动物群落个

体总数及 L个重要类群种群数量的季节消长一致!在 L
月份#M月份和 (O月份处于同一较高的数量水平!k月

份显著降低!("月份较 (O月份又 有 所 减 少!整 个 变 化

曲线为 n字型!在不同类群种群数量 变 化 上!蜱 螨 目#
膜 翅 目 蚂 蚁 的 变 化 幅 度 大 于 另 外 "个 类 群S火 烧 迹 地

动物数量的季节变化 曲 线 表 现 为 o型!高 峰 值 出 现 在

L月份!进入雨季后逐步下降!在 k月份和 (O月份处于最低水平!以后在保持相对稳定变化的趋势下缓慢

增加!群落总量的变化与该群落中蜱螨目种群数量消长相似!而与弹尾目和膜翅目蚂蚁的数量变化有一定

差异!弹尾目从 L月份至 M月份有一小幅增长!以后逐渐下降!膜翅目蚂蚁从 L月份开始保持逐步增长的变

化趋势!鞘翅目数量无较大的季节波动S旱稻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中蚂蚁类群占有的数量比例极高%L)p
以上&!整个群落个体总数的季节波动受蚂蚁种群数量变化的影响甚大!均从 L月份到 M月份呈现下降的

趋势!但 M月份后!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在 (O月份达到最高值!以后又迅速下降至较低水平!另外 )个类

群的数量波动与此差异较大!但各类群%鞘翅目除外&从 k月份后均出现较大的增长!虽然蜱螨目在 M月份

的数量水平较高!但因膜翅目蚂蚁数量的减少和其它 "个类群数量处于较低水平!导致群落总数在 M月份

呈递减趋势$由此可见!不同生态习性的土壤节肢动物类群对环境因子变化的敏感性不同!构成土壤节肢

RkkN期 杨效东l热带次生林#旱稻种植地和火烧迹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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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群落数量主体的重要类群的种群数量变动直接关系到整个群落的数量变化趋势!

"块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类群数的季节变化如图 #所示!

图 " "块样地土壤节肢动物优势类群及群落个体数季

节变化

$%&’" ()*+,-*./*0%*1%,-,2%-3%/%34*.+51,1*.*-3

3,6%-*-1+7,2+,%.*0180,9,3:,664-%1%)+%-180))9.,1+

图 # "块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类群数的季节变化

$%&’# ()*+,-*./*0%*1%,-,2&0,49+,2+,%.*0180,9,3+

180)):,664-%1%)+%-180))9.,1+

次生林土壤节肢动物类群数由 #月份开始逐步增加;在 <=月份达到最高类群数后开始呈下降趋势;其中

土壤层动物类群数的变化与凋落物层在 <=月份以前呈相反趋势;<=月份后均降低>旱稻地和火烧迹地类

群数的变化相似;从 #月份至 ?月份表现为迅速减少;在 ?月份达最低值后开始迅速增加;至 @月份达到最

多类群数并保持较高的数量水平至 <=月份;以后才缓慢下降;A样地土壤层和凋落物层类群数的变化趋势

与总体相似;仅在个别月份上有差异;如旱稻地凋落物层土壤节肢动物类群从 #月至 <=月份均表现为增

加;而火烧迹地土壤层类群数从 <=月份至 <A月份呈现为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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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丰度7和种类数量分布

5均衡性7的群落特征;"块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 BC多样性指数的季节变化取决于类群数和个体数 A个

方面;结果显示于图 D!
次生林土壤节肢动物群落 BC多样性指数季节变化曲线在 #月份E<=月份处于曲线变化的高值;@月

份和 <A月份为曲线的低谷;其中 @月份为最低;<=月份达到最高值;就样地土壤层和凋落物层土壤节肢动

物群落变化看;凋落物层的变化趋势与总数相似;而土壤层变化与之相反且平缓!火烧迹地土壤节肢动物

群落多样性指数曲线呈先减后增的 F字型变化;#月份为最高值;<A月份次之;?月份处于最低值;旱稻地

群落的变化曲线与次生林相近;#月份和 <=月份表现较高;?月份和 @月份处于低值;A样地土壤层群落多

样性变化趋势与总数相同;但在凋落物层上;火烧迹地变化平缓并与总数相反;而旱稻地凋落物层群落多

样性在 #月处于最低值;以后逐步增长且变化趋势与总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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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块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 #$多样性指数季节

变化

%&’(! )*+,-.+/0+1&+2&-.-3#$4&0*1,&25&.4*6-3,-&/

+1271-8-49-::;.&2&*,&.271**8/-2,

< 小结与讨论

<(= 旱 稻 种 植 系 统 是 西 双 版 纳 地 区 刀 耕 火 种 轮 歇 农

业生产方式中的一种子耕种系统>通常将森林砍伐?烧

荒后进行点播种植>在持续种植 @A"+后弃耕丢荒>让

耕地植被自然恢复成次生林B旱稻地和火烧迹地土壤

节 肢 动 物 群 落 是 次 生 林 土 壤 节 肢 动 物 群 落 在 砍 伐?火

烧干扰破 坏 后 逐 步 发 展 起 来 的>其 群 落 发 展 的 种 库CD!E

是 火 烧 后 残 留 和 周 围 林 地 的 土 壤 节 肢 动 物 类 群>它 们

通 过 垂 直 和 水 平 迁 移 在 刀 耕 火 种 后 的 林 地 中 逐 步 发

展>在 发 展 过 程 中 受 到 林 地 植 被 构 成 和 外 界 环 境 因 子

变 化 的 影 响>并 且 旱 稻 地 土 壤 节 肢 动 物 群 落 的 发 展 变

化 还 要 受 耕 种 过 程 中 人 为 活 动 的 干 扰>这 是 它 与 火 烧

后 直 接 撂 荒 演 替 生 境 不 同 之 处>但 这 种 生 境 维 持 时 间

不长>@A"+后 耕 地 被 弃 耕>其 土 壤 节 肢 动 物 群 落 随 森

林的次生演替进一步发展和变化B因此>它作为一种特

殊 的 短 期 农 作 物 生 境>其 中 的 土 壤 节 肢 动 物 群 落 的 组

成和结构特征不仅对作物种植期间土壤理化性质变化

具 有 重 要 的 影 响>其 群 落 结 构 和 多 样 性 的 动 态 变 化 也

将为弃耕后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的发展和次生演替提供

了必要的基础和移居者B

<(F 对 "块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的类群组成?数量

结构?多样性状况和空间分布特点的分析表明G种植 @+
的旱稻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在类群组成上与刀耕火种

前次生林和火烧后直接弃荒地基本相同>仅在不同类群个体数量的构成上形成一定差异>如旱稻地中膜翅

目蚂蚁占据了极高的数量比例>次生林和火烧迹地群落中则以蜱螨目占有的数量比例较高>另外不同生物

类群在不同样地生境中数量波动和出现频次也存有不同H在群落的分布特征上>旱稻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

类 群数在 "块样地中最低>个体数在总体水平上少于次生林>略高于火烧迹地I人为活动所至J>但一些主

要类群在不同生境样地的分布呈现出环境差异的影响H多样性结果表明>次生林土壤节肢动物群落 #$多

样性指数明显高于旱稻和丢荒地>而旱稻和丢荒地总体上无较大差异>但在土壤层和凋落物层略显不同B
群落相似性指数显示旱稻与丢荒地最高>但它们与次生林也达到中等相似水平B由此说明>次生林土壤节

肢动物群落在刀耕火种过程中受到较大的破坏>群落在火烧后一段时间处于瓦解状态>但由于土壤节肢动

物在土层间做垂直迁移活动>土壤层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砍伐?火烧对它们的破坏作用>维持了某些类群

的种群数量及群落多样性CDKE>加上周围林地土壤节肢动物的存在>它们在火烧迹地和旱稻地土壤节肢动物

群落恢复过程中可迁入该系统>@种土壤节肢动物群落在第 @年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B

<(< 结合该地区年气温和降雨量情况I图 KJ进行分析>"种不同类型生境土壤节肢动物群落在类群数和

个体数的变化上形成了明显与当地降雨量和气温?生境条件及人为活动干扰等密切相关的?各自的季节消

长特点B次生林植被以乔木树种为主>覆盖度高>降雨因林冠层的阻挡对林地土壤的直接冲刷作用减弱>其

土壤节肢动物个体数仅在降雨量较大的雨季中期>由于林地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而呈现明显减少>在干热

季和雨量较低的雨季初?末期>降雨仅使林地土壤湿润>从而促进某些类群土壤节肢动物的繁殖>个体数均

较高H类群数则从干热季一直表现为增加>直至温度降低的雾凉季开始减少H火烧迹地由于无乔木树种>植

被主要为草本植物>这对降雨的阻挡作用降低>样地地表受雨水冲刷的影响较大>在雨季初期土壤节肢动

物类群数和个体数开始减少>个体数在较长时期维持较低水平状态>在雨量减少的雾凉季才有所回升>但

类群数在雨量最高的时期突增>是何原因尚需进一步分析B旱稻耕种系统土壤节肢动物类群数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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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观测期间各月份的主要气候指标"月平均温和月

平均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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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火 烧 迹 地 相 似8而 个 体 数 则 表 现 出 与 次 生 林 和 火 烧

迹地较大的差异8除受降雨和温度的影响外8周期性的

种 植"点 播#9出 草 和 收 割 等 农 事 活 动 对 其 产 生 了 的 影

响8如 :月 旱 稻 收 割 时 期8由 于 谷 粒 散 落 在 样 地 地 表8
可能导致样地中主要优势类群蚂蚁种群数量及土壤节

肢动物总数的增长;各群落多样性指数的季节变化总

体上有相同之处8均表现出雨季低于干季的特点8而差

异体现在各样地土壤节肢动物群落多样性指数出现最

高 值9最 低 值 的 时 间 以 及 各 样 地 土 壤 层 和 凋 落 物 层 群

落多样性的变化上;由此看出8森林土壤节肢动物群落

的 季 节 变 化 主 要 受 林 地 降 水 量 和 温 度 变 化 的 影 响8其

中 降 雨 和 土 壤 含 水 量 的 变 异 很 大8是 导 致 土 壤 节 肢 动

物群落季节变化的重要限定因素8同时也是最容易改变的因子<=>?8这与其他研究发现热带地区干湿季节土

壤 水势的季节变化成为影响土壤动物种群消长"季节及年度#的主要因素相一致8而这种变化对调控森林

土壤养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8如 @0&,6A0*B,%认为8随雨季的到来8由于土壤含水量的增加8土壤无脊椎

动物种群数量会出现爆炸式增长8从而影响土壤生物养分的脉冲式释放<=C?;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地区由于年

降 雨量的不均匀分配"明显的干雨季#以及人为干扰作用8干湿季交替对不同演替阶段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的土壤水分影响不尽一致8如林冠对降水截获9不同植被对土壤水分蒸发的影响9季节降水量变化等势必

造成林地间土壤水势的差异8从而对演替进程中土壤动物种群的消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8并且旱稻耕种

系统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的季节变化不仅受气候因子的影响8人为干扰的影响作用不可忽视;
综上所述8本实验条件下8刀耕火种后旱稻地土壤节肢动物在恢复过程中8其群落的组成和数量结构

及多样性状况与同期火烧后的直接丢荒地相似8但因植被改变9农事活动等对直接撂荒地和旱稻地土壤节

肢动物群落的季节消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表明由于旱稻耕种方式粗放9种植时间短8在一定程度上对

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的重建和恢复无破坏性的影响8但前提是刀耕火种旱稻耕地的面积要有所限制并在坡

度较小的地方进行8并且耕种地周围需有一定面积且保护较好的次生林8一方面为旱稻种植地土壤节肢动

物群落的重建提供种库8另一方面减少雨季期较大降雨对旱稻地土壤的冲刷程度8有助于旱稻地及丢荒后

土壤节肢动物群落的演替发展;关于不同旱稻地耕种面积9立地条件和种植周期对土壤节肢动物群落恢复

产生的影响8土壤节肢动物群落在弃耕后的演替状况以及对土壤养分和其它主要元素的影响效应需进一

步深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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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u? @3%Q,-3vw’P,31)-3)2B)%-%*/31+3A10+3B%**6+1%3*+Q.Q-%*&’x*Ky),4z0*7n13BBP’37’S)%-)1&0*%B4B0B

Q)45)*3*+B)23Q)B.B+34B’{|YZ’W}ZZ’"S+)Q~,)-4#8=:>>8!"K=u‘p =‘!’

<‘? r*731B)*(’x*/31+3A10+3U437%0+3+10*B5)1+51)Q3BB%*B)%-B’h#_X|’{|Y]$]e’{\%X_Y\’8=:CC8!&K‘p=:’

<!? P36A3*r’’6+1%3*+0/0%-0A%-%+.0*7%*+310Q+%)*A3+V33*B)%-01+,1)5)7B0*74%Q1))1&0*%B4B761%*&73Q)45)B%+%)*

)2Q)*%231)6B-%++31K043B)Q)B4B+67.’WXYZ’ŝ_eXZ’gYXZ]8=::=8()Kc‘!p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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