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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荒漠草原针毛收获蚁对植物种子的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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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毛收获蚁 pqrrstuvwvxyuzxr8Y2-EGWH>是西北荒漠地区典型的食种子蚂蚁种类之一D以宁夏中卫

县沙坡头自然保护区红卫固定沙丘地段为主要研究基地D由田间系统调查和室内饲养得出?针毛收获蚁可

取 食的植物种子达 "$余种以上D在红卫固定沙丘草地针毛收获蚁 的 自 然 种 群 收 获 的 植 物 种 子 主 要 有 #
种?狗尾草 {qzutwu|wtw}wr~猪毛菜 {uyrsyuvsyyw!u~雾冰藜 "urrwu}ur#$%#yyu~地锦 &x$%s’wu%x(w)xrq~刺沙

蓬 {uyrsyutxz%q!wvu~叉枝鸦葱{vst*s!qtu}w|utwvuzuD被收获的种子大小主要在 72!$C!2;$EE之间3或有

棱角~扁平~易于衔夹的种子D在蚁巢中种子以种类和形态的不同被分类~分层保存于不同深处的巢室3总

贮量随工蚁和蚁后数量的增加而增加D在自然条件下3收获的种子种类及数量与穴巢附近环境中的植物种

类及分布有关D蚂蚁对种子的收集贮藏在一定程度上可影响种子的萌发力3特别是对一些 7年生质量较轻

的种子影响力较大D蚂蚁觅食对土壤中种子库种子密度的影响因植物种类的不同而异3其中对 7年生草本

植物影响较大3间接的影响到植物群落的组成和空间分布的变化D
关键词?针毛收获蚁<荒漠草原<植被分布<土壤种子库<觅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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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旱半干旱的荒漠环境中F植物种子是蚂蚁最重要的食物来源cYde蚂蚁每年可搬运荒漠土壤中可食

性种子的 [fg ‘̂fF喜食种子的 YJJfĉde蚂蚁对种子的选择与种子的形态h大小及可获性等有关c\Fide多

数喜欢选择j小而健全的种子k贮藏ĉde每年有大量种子被储藏起来F其储藏量是取食量的 IgYJ倍cIde蚂蚁

对种子的贮藏会引起种子窒息F影响发芽F或霉烂c\F‘de对于一些 Y年生质量较轻的种子在 I22深的土壤

下就能抑制其萌发c\de蚂蚁的觅食活动主要发生在距巢穴 2̂gŶ2范围内F随着距离的增大F觅食活动明

显的降低F从而造成沙漠种子区域性分布的不均匀性clde这种作用能以直接影响到荒漠地区植物种子库种

子的密度和植被组成的分布cYgYJde
针毛收获蚁 ;<==>?@ABACD@EC=]m/n2*%1_隶属切叶蚁亚科收获蚁属e多分布于华北h西北的各类草地F

取食多种植物种子F亦是宁夏人工固沙草地的优势种蚂蚁之一cY\FYIdeo"#!.34"曾对其性比分配机制进行

过研究cY\dF其它方面则未见研究报道e作者于 Y[[‘g ĴĴ 年对该蚂蚁的取食行为等进行了调查与试验研

究F旨在探讨针毛收获蚁取食行为对荒漠种子库的影响F了解其与荒漠植被分布的关系e

p 调查与试验方法

pqp 调查地基本情况

调查设在宁夏沙坡头自然保护区红卫固定沙丘地段F位于北纬 \lr̂HsF东经 YJirIlse因受内蒙古高气

压的影响F这里气候呈现干燥h多风等特点e年平均气温 [/‘tF年降雨量 YH‘22F年蒸发量 \JJJ22以上e
土 壤为风沙土e沙丘已被固定F沙面结皮厚 ĝ\22F地面生有苔藓和藻类e土壤有机质含量 f̂g\fe植

被W多年生灌木h半灌木有柠条锦鸡儿 u@?@v@N@w>?=xBN=w@BBh黑沙蒿 y?E<zB=B@>?M>=BA@XY年生草本植物

有 圆 头 蒿 y?E<zB=B@={x@<?>A<{x@D@h猪 毛 菜 K@D=>D@A>DDBN@h雾 冰 藜 |@==B@M@=}{x}DD@h地 锦 ~C{x>!B@

xCzB"C=@h蓝 刺 头 ~AxBN>{B=D@EB">DBC=h顶 羽 菊 yA?>{EBD>N?<{<N=h狗 尾 草 K<E@?B@LB?BMB=h虎 尾 草 uxD>?B=

LB?v@E@h蒙古沙葱 yDDBCzz>v>DBACzh叉枝鸦葱 KA>?#>N<?@MBL@?BA@E@h中国菟丝子 ~C=A@E@AxBN<=B=h刺沙蓬

K@D=>D@?CEx@<>BM<=h小画眉草~?@v?>=EB={>@<>BM<=等X多年生草本植物有糙隐子草uD<B=E>v<N<==$@??>=@h短

花针茅 KEB{@!?<AB"D>?@h赖草 %<}zC==<A@DBNC=h冰草 yv?>{}?>NA?B=E@ECzh白草 &<NNB=<ECzA<NE?@=B@E>ACze
植被盖度 IJfg‘Jfe

pq’ 蚂蚁觅食特性的调查与试验

p/’/p 野外调查 每年 igYJ月份F在调查区内F根据蚁巢口遗弃的种子情况F统计新旧蚁巢分布情况e
以蚁巢口为中心F东南西北 i个方向F在 ?( Y2hI2hYJ2处F取 Y2)Y2样方调查植物种类分 布 和 数 量

c株]丛_数dF采集各种植物种子带回烘干F做好记录和标签h保存]供种子库种子鉴定时对照参考_e每月选

i‘JY 生 态 学 报 \̂卷

万方数据



择 !个成熟蚁巢剖挖"以 #$%&’()%&$#&’()#&$*&’()巢底+,*&’(-分 .段"分别收集所贮藏种子"记载

各类种子的堆放特征)发霉)腐烂和被啃食情况"用标号小瓶封装后带回/用孔径为 &0#((细筛筛去沙土"
除去杂物"在解剖镜下进行种类鉴定"统计粒数"并称重/

在调查的基础上"对蚂蚁所收藏的种子进行单株年产量测定/方法为随机选取各种植物 !&株+或单株

花序-"统计单株种子粒数)千粒重"结合田间植株密度"测算种子年产量/
土 壤种子库种子密度测定"采用 !*0#’(1!*0#’(12’(+深-的方形环刀"每月在调查地随机抽取 2&

个土样"带回后用 &0#((孔径细筛过筛"除去细沙土"在清水中漂洗"获取种子"晾干后在解剖镜下鉴定种

类"统计数量和称重/

34545 室内饲养试验 用玻璃制作成两种饲养缸"一种为长+#&’(-1宽+#&’(-1深+#$!&’(-6另一种

为长+%&’(-1宽+#$*’(-1深+%&’()#&’()!&&’(-/缸内盛有潮湿沙土"四周外套黑布套"缸口涂有凡士

林"并加盖中央有 78%$#’(的圆形通气孔的玻璃盖"以保持缸内湿度"防止蚂蚁逃逸/野外采集蚂蚁自

然社群+每年 #$!&巢"每巢 !&&$!#&头工蚁"2$%头蚁后"共计 %.巢-"用饲养缸室内饲养/第 !种主要

用于蚂蚁在巢外活动的观察及试验"第 2种主要用于蚂蚁在巢内活动情况的观察/
食性)觅食方式的试验"用玻璃制作 !&’(1!&’(1#’(的小缸"为食物缸"用 78%’(透明塑 料 软 管

将食物缸和第一种饲养缸连通/在食物缸内投放食物"通过管道观察记载蚂蚁觅食活动"%个月后捣毁蚁

巢"统计种子情况/

34549 贮藏种子发芽力的测定 野外挖蚁巢"取巢内贮藏种子和周围土壤中相对应的各类种子"取 78

:’(的培养皿"以滤纸为发芽床"加蒸馏水"在室内自然条件下+2&$2#;-培养/每天观察 !次"记录发芽

数"直到连续 !周内不再发芽为止"分析不同贮藏深度对种子萌发力的影响/

5 结果与分析

543 针毛收获蚁取食种子的种类

室内饲养得出"针毛收获蚁为严格的食种子蚂蚁/在供试的各类食物中"除对 2&<蜂蜜水有少量取食

外"对米饭粒)馒头碎屑和昆虫尸体等均不取食或收藏"对供试的植物种子则有选择性的不停地搬运入巢/
表 !是室内供试种子被搬运入巢的情况/可以看出"供试 %&种种子中"日收获种子数=%&粒 !.种"!&$%&
粒 .种"!$!&粒 .种"不 收 藏 的 *种+包 括>箭 豌 豆 ?@A@BCBD@EB)蜀 葵 FGBDHBIBJKCIB)大 针 茅 LD@MB

NJBOP@C)萎 陵 菜 QKDIOD@GGBORP@ABRG@C)冷 蒿 FJDIS@C@BTJ@N@PB)冰 草 FNJKMUJKOAJ@CDBDRS)垂 穗 披 碱 草

VGUSRCOBDBOC)茼麻 FWRD@GKODHIKMHJBCD@-/
对 %&种种子的形态分析表明"被大量收获的种子均为个体较小"或有棱角)扁平)易于衔夹的/如狗尾

草)草地早熟禾)黑麦草/不被收获的种子有的过长"如大针茅6有的过小"如冷蒿6有的过大而圆"如箭 豌

豆/少量被收获的种子其形态多介于上述两者之间/说明种子的大小和外部形态是影响针毛收获蚁对种子

选择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545 自然穴巢中贮藏种子种类及特性

50503 贮藏种子的种类及组成比率 表 2为在调查区剖挖蚁巢获得的种子情况/可以看出"在 !&个穴巢

中被收藏种子为 X种"有狗尾草)猪毛菜)地锦)雾冰藜)叉枝鸦葱)刺沙蓬"重量为 &0*$202YZ千粒/蚁巢中

种 子 总 贮 量 随 社 群 工 蚁 数 和 蚁 后 数 的 增 大 而 增 加"一 般 为 2%.%0%.粒+20*:Y-Z!&&头 工 蚁"!2!*0##粒

+!4.!Y-Z蚁后/蚁巢中种子总贮量随社群中蚂蚁总数量的增加而增长"经对 !&个蚁穴工蚁和贮藏种子的

总 量 拟 合 后"得 种 子 总 贮 存 量 与 工 蚁 数 的 关 系 式 为>[+种子贮藏食量-8 \ .0]!%#^ &0&2:22_+工 蚁 数- +J8

&4:#]!"J, J&0&#8 &0:#&"M‘ &0&#-/
经检验"表明种子贮藏量与工蚁数量的关系呈显著性正相关/
各社群对各类种子的贮藏量取决于觅食区域内被收获的种源植物种类)数量)种子成熟期及脱落速度

等/其中狗尾草的种子大小和重量均适宜"成熟早又易脱落"土壤种子库相对密度较大"在贮藏数量上和总

重量上均占优势"平均为 !2!&4%*粒+!42#Y-Z!&&头工蚁"X2:4.粒+&4X#Y-Z蚁后6其次为猪毛菜"调查区内

零 星 性 分 布"土 壤 种 子 分 布 不 均 匀"其 收 藏 量 相 对 较 低"平 均 为 XX!4#.粒+!4&]Y-Z!&&头 工 蚁"%..粒

#X&!X期 贺达汉等>宁夏荒漠草原针毛收获蚁对植物种子的觅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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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室内人工饲养下针毛收获蚁对不同种子的收获量

"#$%&! ’&&()*+,$&-)#-&.#-/&)0&($123456578497:;*0.&#-0;<;=;#%&>?&-;,&*0

供试植物种子种类

@ABCDBEFG
BHABIDJBKLMNEBBOE

社群及个体数

PFNFKDBEQ
DKODRDOSMNE

日供种子数

T粒UVSJ3FG
BHABIDJBKL
EBBOMOMW

种子形态特征

XBMLSIBCYMIMCLBIFGEBBOE

长Z宽

@D[BTJJU

形态特征

XBMLSIB
CYMIMCLBI

生活型

\DGWGFIJ

收藏种子数

@LFIM]B
MJFSKL
FGEBBO

日收获种子数

XFIM]DK]
KSJ B̂IEFG
EBBOMOMW

社群

PFNFKW
个体

_KODRDOSMN
灰绿藜 ‘abcdedfgh
ijklmlh

noopn qoo q3oZo3rs
扁球形

@AYBIFDO
q年生

tKKSMN
qqr uv o3wno

独行菜 xbegfglh
kebykjlh

noopn qoo q3sZo3z
矩圆形

{BCLMK]SNMI
q年生

tKKSMN
qnw s| o3uno

地锦 }lead~gk
alhg!l"k

noopn qoo q3wZo3r
卵 圆 形#具

三棱$
q年生

tKKSMN
uoo qoo o3nnr

多年生黑麦草

xdjglheb%bccb
noopn qoo w3zZq3q

矩 圆 形#扁

平&
多年生

’BIBKKMLDFK
qwu |q o3wru

草地早熟禾

(dke%kybc"g"
noopn qoo q3sZo3n

纺 锤 形#具

三棱)
多年生

’BIBKKMLDFK
qwu |q o3wru

鳍蓟 *jikbk
jblmdea+jjk

noopn qoo z3oZq3o 梭形 @ADKONBq
年生

tKKSMN
qz n o3o|o

碱茅 (lmmcbjjgk
fg"ykc"

noopn qoo w3sZo3n
卵圆形

,RMLB
多年生

’BIBKKMLDFK
q|q |r o3uqu

刺儿菜 ‘beakjkcdejd"
"bibylh noopn qoo |3oZq3o

椭 圆 形 或 长

卵 形-扁 平

.

多年生

’BIBKKMLDFK q|q |r o3uqu

狗尾草 /byk%gk0g%gfg" noopn qoo w3oZq3o
扁卵圆形

,RMLB
q年生

tKKSMN
wnr zv o3svu

沙打旺 1"y%kikjl"
kf"l%ibc"

noopn qoo w3oZq3w
倒 卵 形-两

侧扁2
多年生

’BIBKKMLDFK
nv wu o3qsu

高羊茅 3b"ykmk
bjkyk

noopn qoo |3sZq3o
披 针 形-具

棱4
多年生

’BIBKKMLDFK
|w q| o3ovu

车前 (jkcykid
fbe%b""k

noopn qoo q3uZo3s
椭圆形

5NNDAEB
多年生

’BIBKKMLDFK
qso so o3uuu

湖南稗子 }magcdmajdk
m%l"ikjjg

noopn qoo u3oZw3o 卵形 ,RMLB q年生

tKKSMN
|w q| o3ovu

长芒草 /ygek
~lcibkck

noopn qoo s3oZq3o
披针形

\MKCBFNMLB
多年生

’BIBKKMLDFK
uoo qoo o3nnr

野西瓜籽 6g~g"ml"
y%gdclh

noopn qoo u3sZw3o
肾形

{BKDGFIJ
q年生

tKKSMN
qs s o3ouu

猪毛菜 /kj"djk
mdjjgck

noopn qoo w3oZw3o
倒 卵 形-扁

平7
q年生

tKKSMN
uoo qoo o3nnr

雾冰藜 8k""gk
fk"+ea+jjk

noopn qoo w3oZq3n
星 形#扁 平

9
q年生

tKKSMN
qwv |u o3wzr

虎尾草 ‘ajd%g"0g%ikyk noopn qoo u3oZq3s
纺 锤 形#具

二棱:
q年生

tKKSMN
quz |n o3uor

小画眉草 }%ki%d"yg"
edkbdgfb" noopn qoo v3oZo3w

小 画 眉 草 以

小 穗 做 实

验#小 穗 扁

平#较长;<

q年生

tKKSMN vv uu o3wwo

刺沙蓬 /kj"djk
%lyakbdgfb"

noopn qoo |3oZ|3o
扁 平#有 棱#
碟形;=

q年生

tKKSMN
uv qu o3ozr

马齿苋 >d%yljkmk
djb%kmbk

noopn qoo q3oZq3o
倒卵形

,̂ FRMN
q年生

tKKSMN
qw | o3owr

? 供试天数 OMWEFGBHABIDJBKL@uOA$,RMLBBDLYLYIBBID̂EA&{BCLMK]SNMIMKOIFSKOBDLYOBANMKMLBA)tLIMCLFDO

BDLYLYIBBID̂EA.5NNDAEBFI,RMLBCF̂NFK]BDLYOBANMKMLBA2,̂ FRMNBDLY D̂NMLBIMNOBANMKMLBA4\MKCBFNMLBBDLYID̂A7

,̂ FRMNBDLYOBANMKMLBA9@LMINDDBBDLYOBANMKMLBA:tLIMCLFDOBDLYLBFID̂EA;<@ADNBNBLGFIBHABIDJBKLBDLYOBANMKMLBMKO

NFK]A;=PFLWNFDOBSEBDLYID̂MKOOBANMKM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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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后)地锦和雾冰藜在不同社群 中 的 贮 藏 量 差 异 较 大*原 因 是 其 种 子 成 熟 较 晚*长 期 宿 存 在 植 物

上*脱落慢*分布不均匀+地锦种子平均为 ,-.#"/粒!"#.$&’(,""头工蚁*0/#1/粒!"#,2&’(蚁后)雾冰藜平

均为 .20#0.粒!"#,/&’(,""头工蚁*,.1#,/粒!"#"/-&’(蚁后+刺沙蓬在不同社群中贮藏量差异也较大*原

因 可 能 是 果 实 较 大*占 有 较 大 的 贮 藏 空 间*贮 藏 量 较 少*平 均 为 %"#$,粒!"#,2&’(,""头 工 蚁*2,#1-粒

!"#"%&’(蚁后+
表 3 贮藏种子的种类和数量及组成比率

456783 9:8;<8=5>?>@A68B=*:BC:CBD<C>CE=88?:B8=8BF8?6GHIJKLKMNJOMP<>>5D@B57>8=D

种子种类

QRSTUSVWXVSSY
挖巢数

ZWWX[SV\

贮藏种子的数量!粒’
ZWWXV\W]SYVSSY

种子组成比率!̂ ’
_W‘RW[S[\]a\SWXVSSYV

最高数

bacI
最低数

bU[I
平均数

dS]&SY
个体数

e[YUfUYgah
重量

iSU&j\

千粒重!&’
iSU&j\WXa
\jWgVa[YVSSYV

狗尾草 kIlmnmomp!Qd’ ," 0"$2 .1,2 $%%1I% $,I%2 12I,. ,I"2
猪毛菜 kIqrssmtu!Q_’ ," %1$% ..%0 2"/% .0I.. 2-I,2 ,I%.
雾冰藜 vIoupwxywssu!z{’ ," ,%-% 21% ,,,-I- ,"I,/ %I12 "I-0
地锦 |Iy}~m!}pu!"#’ ," ."1% .", 0"$I1 -I21 0I-2 ,I1-
叉枝鸦葱 kIomlunmqu$u!Q{’ ," ., " 2I0 "I"1 % %
刺沙蓬 kIn}$y&tmqu!Q’’ ," %1$ " .02I. .I$0 1I$/ .I.

图 , 自然巢穴中储藏种子的组成比率

(U&I, )]WRW]\UW[WXVSSYVU[[a\g]ah[SV\

3I3I3 自 然 穴 巢 中 种 子 的 贮 藏 格 局 针 毛 收 获 蚁 巢

穴的深度一般在 ,."T‘左右*将巢穴划分为 1层*浅层

!,+./T‘’种 子 贮 量 占 总 贮 量 ./#%̂ *不 同 种 子 占 各

自 贮 量 的 比 率 为*猪 毛 菜 ."#20̂ *雾 冰 藜 ."#/̂ *狗

尾 草 $0#-.̂ )中层!2"+1/T‘’占总贮量 ,0#-̂ *猪毛

菜 ,%#%/̂ *雾 冰 藜 $#$,̂ *狗 尾 草 .0#/̂ *地 锦

.%#2-̂ *刺沙蓬占 ..#$0̂ )深层!$"+-/T‘’占总贮量

的 2-#.̂ *狗 尾 草 .-#%0̂ *地 锦 %.#,-̂ *刺 沙 蓬

,"#,̂ *没有猪毛菜和雾冰藜)底层!,0"T‘’占总贮量

,1#$̂ *狗尾草 %%#21̂ *地锦 22#%%̂ *没有其它种子+
贮藏种子的大小主要在 ,I.+.I$‘‘之间*这与觅食工蚁的上颚生理开张度 ,I.+.I-‘‘基本一致+

表 - 种子储藏形式及特征

45678- ./5B5;D8B5>?=DCB508:5DD8B>CE=88?=:B8=8BF8?6GH1PP23JKLKMNJOMP

种子种类

QRSTUSVWXVSSY
剖挖巢穴数

Zg‘IWX[SV\
种子大小

QSSYVU4S!‘‘’

贮藏形式

Q\W]a&S
Ra\\S][

堆放特征

Q\W]a&S
Tja]aT\S]

混合方式

bUcRa\\S][
霉烂粒数

’W\[g‘5S]

狗尾草 kIlmnmomp!Qd’ ," ,I"6.I" 种子 QSSY 集中整齐7 Qd8"# "
猪毛菜 kIqrssmtu!Q_’ ," .I"6.I" 果 (]gU\ 集中整齐7 Q_8z{ .
雾冰藜 vIoupwxyssu!z{’ ," ,I%6,I% 种子 QSSY 散 乱9 Q_8z{ "
地锦 |Iy}~m!}pu!"#’ ," "I-6"I0 种子 QSSY 集中整齐7 Qd8"# "
叉枝鸦葱 kIomlunmqu$u!Q{’ ," ,I.6,I1 种子 QSSY 集中整齐7 Qd8"# "
刺沙蓬 kIn}$yu&rmo&p!Q’’ ," 1I"61I" 果 (]gU\ 散 乱9 % "

7_W[TS[\]a\UW[a[Y\]U‘[SVV)9{UVRS]VUW[

不同类型种子在贮藏小室中的堆放形式和混合方式不同*猪毛菜集中整齐堆放或与雾冰藜相互混合*
且散乱堆放*并少量遗漏于各级巢室和隧道中)狗尾草与地锦相互混合*集中整齐堆放+刺沙蓬与其它种子

混合*散乱堆放+不同的种子贮藏形式不同+狗尾草:雾冰藜:地锦:叉枝鸦葱以种子形式贮藏+猪毛菜:刺
沙蓬以果的形式贮藏+所贮藏的种子都为颗粒饱满*健全的种子*仅发现个别种子发生霉烂现象+

-%",%期 贺达汉等*宁夏荒漠草原针毛收获蚁对植物种子的觅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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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巢穴贮藏对种子发芽力的影响 从表 $可知%贮藏狗尾草种子随蚁巢深度的增加%其发芽率明显

下降&浅层’中层’深层的发芽率分别为 ()*+,-%($*).-和 (/*/0-%底层的种子仅为 (*1.-%说明随着储

藏深度的增加%狗尾草种子的活力明显下降&
巢 穴 贮 藏 对 种 子 发 芽 力 的 影 响 因 种 子 种 类 不 同 而 有 较 大 的 差 异&其 中 狗 尾 草 贮 藏 种 子 的 发 芽 率

2+*3-4比同期土壤表层种子的发芽率23/*.-4大幅度降低25$6$$*$+75$/*/(2(461*10%89/*/(4:猪毛

菜 贮 藏 种 子 的 发 芽 率 为 (3*,-%土 壤 表 层 种 子 为 00*01-%无 明 显 差 异25$6(*$095$/*/.2(460*,)%87

/*/.4:雾 冰 藜 贮 藏 种 子 发 芽 率 极 低%几 近 不 发 芽%土 壤 表 层 种 子 发 芽 率 则 为 .(*(/-%差 异 极 显 著25$6

$)*.175$/*/(2(461*10%89/*/(4:刺沙蓬贮藏种子发芽率为 0$-%土壤表层种子发芽率为 1+-%差异显著

25$61*)$95$/*/(2(461*10%87/*/(4:地锦的 $种种子均不发芽%这可能与该种子处于休眠状态%或试验

条件没有满足发芽要求有关&

图 $ 蚁巢不同深度的狗尾草种子发芽率

;<="$ >?@ABCBD<ECF?@G?CDB=?HE@I??JEHK"LMNMOPQ

IDE@?J<CJ?HH?@DJ?FDREHBCDC?ID

图 0 蚁巢内贮藏种子与同期土壤表层种子发芽率比较

;<="0 >?@ABCBD<ECF?@G?CDB=?EH.JEA<CBCDI??JI<C

BCDC?IDBCJ<CIE<SEHITFF?@SBU?@

图 ) 在蚁巢不同距离上的植物种类和数量

;<=") VF?G<?IBCJ<CJ<W<JTBSIEHFSBCDIBDDR?J<IDBCG?

H@EABBCDC?ID

!*# 蚂蚁巢穴分布对植被分布的影响

针毛收获蚁的觅食活动范围一般是以蚁巢为中心

的 ,A以内&图 )说明蚁巢周围植物的分布情况&在调

查地蚁巢 (A内的各种植物的数量都较少%特别是狗尾

草 和 猪 毛 菜 分 布 特 别 少%其 原 因 可 能 是 在 这 个 区 域 工

蚁 的 活 动 频 繁%种 子 多 被 收 获%造 成 种 子 的 匮 缺%形 成

植 株 稀 少 的 小 空 地&随 着 距 离 的 增 加%工 蚁 的 活 动 下

降%植株数量开始增多&从 (A到 (/A%雾冰藜’地锦的

数量逐渐增多%这 $种种子虽然也被大量取食%但是雾

冰藜种子产量大%成熟晚%脱落慢%长期宿存在植株上%
种子又极易失水而硬化%不容易被取食:地锦种子产量

大%脱落慢%种皮较硬%种子较小&从而使蚂蚁对种子的

选择性收获%形成植株密度的梯度性变化&刺沙蓬的数

量从 .X(/A变化不大%原因是其果实的大小差异很大%直径从 )*//X3*//AA不等%大果实大于蚁巢入口

直径2)AA4%且较重%工蚁只能搬运较小的果子&针毛收获蚁不取食圆头蒿的种子%在巢口周围植株密度较

高%在 .X(/A的范围内也没有明显的梯度变化&其它种类的植物数量少%分布也不广%这里不予讨论&

!*Y 调查区植物种类’种子产量及土壤种子密度分布

共取样方 $/个%折合面积 1.A$%获得草本植物种类共计 (.种2表 )4%根据植物平均密度可分为 )类Z

71株[A$有猪毛菜’刺沙蓬:平均密度在 (X.株[A$的包括地锦’冰草’白草’雾冰藜’叉枝鸦葱’菟丝子:
密度9(株[A$的包括有狗尾草’疾藜’短花针茅’骆驼蓬’蒙古沙葱’圆头蒿等&

,1/( 生 态 学 报 $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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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调查地植物种类"密度分布状况及种子产量状况

#$%&’! ()’*+’,$-..’-,+/01.+,/2+%3/+4-45)&$-/,$-.+/6,,’’.)24.3*/+4-+-/7’+-8’,/+9$/+8’,+/’

植物种类

:;<=>?@ABCA?

植物密度及分布状况 DA=?C>E
<=FFC?>GCHI>CJ=JK@;<=>?

种子产量

LAAF@GJFIB>CJ=
样方数

MINOJK
@;J>?

平均密度

P株P丛QRNSQ
DA=?C>E

均匀度

TUA==A??
C=FAV

测定株数

MINOJK@AG
@;<=>

粒R株 LAAF?
JK@AG@;<=>

粒RNS

LAAF?@AGNS

狗尾草 WOXYZY[Y\ S] ]ÔS ]O_̂‘ a] aba aSc
猪毛菜 WOdeffYgh S] iOâ aOjja a] aSi ‘aS
雾冰藜 kO[h\lmnlffh S] aOâ a]O‘i a] aSc ac_
叉枝鸦葱 WO[YXhZYdhoh S] aO]‘ SOŜj a] cb c
刺沙蓬 WOZponqgYdh S] iO_b acO_j a] a_‘Ô aS‘‘
地锦 rOnpsYtp\h S] jOSi _Oî‘ a] jjb a]‘i
疾藜 uOoqZZq\oZY\ S] ]Oj_ SOjb v v v
地肤 wednYh\demqZYh S] ]Oj_ SOjb v v v
圆头蒿 xO\mnhqZedqmnhfh S] jOj_ Ô‘jc v v v
蒙古沙葱 xOnhshfh S] ]O]‘ aOa]a v v v
冰草 xOdZY\ohops S] SOj_ ]O__‘ v v v
白草 yOdqgoZh\YhoYdps S] SObb ÔS v v v
短花针茅 WOzZqXYtfeZh S] ]Oâ ]O‘ v v v
骆驼蓬 yOnhZshfh S] ]OSi aObjj v v v
菟丝子 {p\dpohdnYgqg\Y\ S] SO]‘ a]Obi v v v

根据贮藏种子特性"社群分布格局"社群密度|ab}及 c~aa月份土壤种子库中种子密度的测算1所贮藏

的 种 子 量 占 土 壤 种 子 库 种 子 量 的 比 例 分 别 为!地 锦 a_"̂b#$狗 尾 草 î"S_#$猪 毛 菜 bS"‘a#$雾 冰 藜

Si"ic#$叉枝鸦葱 S"̂a#$刺沙蓬 j"c_#%根据植物种子年产量估计1贮藏种子量分别占狗尾草年产量的

i‘"b_#"地 锦 年 产 量 的 a_"ij#"猪 毛 菜 年 产 量 的 ‘̂"_S#"雾 冰 藜 年 产 量 的 ja"c‘#$刺 沙 蓬 年 产 量 的

j"c‘#%因此1针毛收获蚁的觅食活动对荒漠草原不同植物种子密度具有一定的影响1从而间接的影响到

植被的组成和分布%

& 结论与讨论

针毛收获蚁是严格的食种子蚂蚁%调查发现1觅食时1先是由单个工蚁出巢寻找食源1当发现种子时1
侦察蚁夹起 a粒种子立即回巢%以发现种子的多少1召集数个"或整穴巢的工蚁涌向食源%在搬运食物中常

见现象是成群结队的工蚁沿着一条路线来回搬运1直到整个种子搬完%搬运入穴巢内的种子1在贮藏前要

经过严格的挑选1对于籽粒不饱满1或有损伤的种子又会被重新搬出巢1遗弃在巢口四周1所贮存的种子是

经过严格挑选的籽粒饱满的健康种子%
针毛收获蚁多分布在以针茅属植物占优势1伴生有少数短禾草和杂类草的干草原和以黑沙蒿"猪毛菜

为建群种伴生有针茅属和 a年生的短禾草的人工固沙草地%自然种群可收获狗尾草 WOXYZY[Y\"雾冰藜 kO

[h\lmnlffh1刺 沙 蓬 WOZponqgYdh"灰 绿 藜 {O’fhpdps"猪 毛 菜 WOdeffYgh"马 齿 苋 uOefqZhdqh"地 锦 rO

npsYtp\h"短花针茅 WOzZqXYtfeZh"披碱草 r[hnpZYdp\"蒙古鸦葱 WOseg’efYdh"叉枝鸦葱 WO[YXhZYdhoh"大

蓟 {qmnhfhgemfe\\qoe\ps"早熟禾 yehB@@O等 a]余种植物种子1其中对狗尾草等 a年生淀粉含量高的种子

具 有很高的嗜食性%实验种群还可收获碱茅 yeddYgffYh[Y\ohg\"独行菜 (Ohmqohfps"高羊茅 )Oqfhoh"刺儿

菜 {O\q’qops"多年生黑麦草 (OmqZqggq"长芒草 WOzpg’qhgh等 S]余植物的种子%说明针毛收获蚁对荒

漠草原多数植物种子具有收获"贮藏和取食的习性%
蚂 蚁大量收获的种子均为个体较小P直径*SOb]NNQ1或有棱角"扁平"易于衔夹的种类$不被收获的

都是一些过长"过小或过大而圆的种子$少量被收获的种子其形态多介于上述两者之间%说明种子的大小

和外部形态是影响针毛收获蚁对种子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1这和 +,C>KJGF|j}及 -GCA?A|c}等人的结论是一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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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储藏种子的种类受穴巢口周围 "#以内的一年生草本植物种类及分布的直接影响$在调查区内%
自然穴巢中 贮 藏 的 种 子 主 要 有 &种%其 中 对 狗 尾 草!猪 毛 菜 种 子 的 收 藏 量 占 到 土 壤 种 子 库 中 各 自 总 量 的

’()以上$试验表明*针毛收获蚁的觅食!储藏种子活动对荒漠草原一年生草本植物种子密度具有一定的

影响%从而间接地影响到植被的组成和分布$
蚁 巢 中 种 子 总 贮 量 随 社 群 工 蚁 数 和 蚁 后 数 的 增 大 而 增 加%一 般 为 +,-,.,-粒/+."01234((头 工 蚁%

4+4".’’粒/4.-4123蚁后$种子总贮藏量与社群中工蚁数量呈显著正相关*

5/种子贮藏食量26 7 -.84,’9 (.(+0++:/工蚁数2 /;6 (.0’84%;< ;(.(’6 (.0’(%=> (.(’2
在调查区内%种子贮藏对不同种子萌发力的影响不同%对狗尾草!猪毛菜和雾冰藜 ,种种子的活力具

有着较大的影响%使其发芽率显著下降$种子贮藏越深%发芽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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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WsYtQVNggNNuJQKQVN#*V[NWJINQJrVN#gNWXVsWNVWsU.VWXPIQXULQNNLWNQJsWuN.hc1#;̂c_]c"behc"̂_̂ ê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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