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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1年 10月～2002年 8月采用大型改良干漏斗和手拣法对鼎湖山鼎湖山南亚热带典型常绿阔叶林、河岸常绿阔叶林、
山地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沟谷常绿阔叶林和灌木草丛 6种自然植被类型土壤动物群落结构时空变化进行初步调查。结果

表明,蜱螨目(Acarina)和弹尾目(Collembola)为 6种 自 然 植 被 常 年 优 势 类 群,缨 翅 目(Thysanoptera)、鞘 翅 目(Coleoptera)、膜

翅目(Hymenoptera)和双翅目(Diptera)幼虫则为常年常见类群。土壤动物群落类群和个体数量的消长规律分别是:10月=6月

= 8月>4月 >2月= 12月和 4月>10月>6月>8月>2月>12月。土壤动物个体数量总数依次为南亚热带典型常绿阔叶

林>河岸常绿阔叶林>山地常绿阔叶林>沟谷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灌木草丛;不同月份、不同植被类型以及不同月份和

不 同 植 被 类 型 之 间 土 壤 动 物 群 落 的 组 成 具 有 较 大 变 化,组 成 差 异 极 显 著(F=5.63,α=0.0001;F= 11.08,α=0.0001;F=

2.97,α=0.0001),不 同 类 群 之 间 个 体 数 量 差 异 极 显 著(F=102.38,α=0.0001),但 月 份 间 类 群 数 差 异 不 显 著(F=0.50,α>

0.05)。多样性分析表明,类群多样性和均匀性指数除南亚热带典型常绿阔叶林、山地常绿阔叶林 12月最高外,其它则 2月最

高,优势度指数则相反;山地常绿阔叶林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指数和均匀性指数最大,针阔混交林则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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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investigationontemporalandspatialvariationofstructureofsoil
faunacommunityindifferentnaturalvegetationsofDinghushan
LIN Ying-Hua1,2,ZHANG Fu-Dao1,ZHANG Jun-Qing1,OUYANG Xue-Jun3,MO Ding-Sheng3,ZHOU

Guo-Yi3 (1.TheInstituteSoilandFertilizer,ChineseAcademyofAgricultureSciences,Beijing100081,China;2.ResearchInstituteof

ForestProtection,ChineseAcademyofForestry,Beijing100091China;3.DinghushanForestEcosystemResearchStation,ChineseAcademyof

Sciences,GuangdongZhaoqing526070,China).ActaEcologicaSinica,2005,25(10):2616～2622.

Abstract:DinghushanBiosphereReserve,neartheTropicofCancer,isoneoftheforemostnationalnaturereservesinChina.

ItsnaturalvegetationincludedMonsoonevergreenbroad-leavedforest,Ravinerainforest,Evergreenbroad-leavedforest,Pine

andbroad-leafmixedforest,River-banksforestandShrubbygrassland.FromOctober2001toAugust2002,thesoilfauna

communitieswereinvestigatedbyModifiedTullgrenandHandsortingmethodsinnaturalvegetation.Thecompositionof

groups,distribution,thenumberofindividualandthediversityindexofsoilfaunawereanalyzed.Theresultsshowedthat

AcarinaandCollembolawerethedominantcommunity,andThysanoptera,Coleopter,HymenopteraandDiptera(larva)were

thecommoncommunityintheyearround.Amongthe6typesofnaturalvegetation,thefluctuationofthenumberoforderand

individualswasseparately:October=June= August> April> February= DecemberandApril> October> June>

August> February> December.Thetotalnumberoftheindividualsandgrou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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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greenbroad-leavedforest>River-banksforest>Evergreenbroad-leavedforest> Ravinerainforest> Pineandbroad-leaf

mixedforest> Shrubbygrassland.Byanalysisofvarianceprocedure,theresultindicatedthatthesoilfaunacommunitieswere

significanttomonths(F=5.63,α=0.0001),vegetation(F= 11.08,α=0.0001)andmonthsandvegetation(F= 2.97,α=

0.0001),andalsotothenumberofindividualatdifferentcommunities(F=102.38,α=0.0001),whilethegroupswerenot

significantamongmonths(F=0.50,α>0.05).Thesoilfaunadiversityindifferentmonthsanddifferentnaturalvegetationswas

compared.ThediversityindexandtheevennessindexofMonsoonevergreenbroad-leavedforestandMountainevergreen

broad-leavedforestwerethegreatestinDecember,andotherswerethegreatestinFebruary,whilethedominantindexwasin

smallest.ThemostdiversityindexoftheMountainevergreenbroad-leavedforestwasthegreatest,andthePineandbroad-leaf

mixedforestwasthesmallest.

Keywords:soilfauna;communitystructure;variationoftemporalandspatial;naturalvegetation;Dinghushan

土壤动物是土壤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促进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植被为土壤动物提供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对土壤动物群落的组成产生影响,植被类型与土壤动物的垂直变化密不

可分,植被群落季相变化对土壤动物群落的组成具有一定的影响[1]。廖崇惠等人对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内的 6种主要自然植被和

人工植被中土壤动物区系组成及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植被群落季相变化对土壤动物群落的影响未见报道[2,3]。本文在对

鼎湖山 6种自然植被类型(代表不同海拔梯度)的土壤动物进行连续 6次调查的基础上,从鼎湖山土壤动物群落季节动态角度

进行研究,对于丰富和完善鼎湖山土壤动物研究成果,探讨和揭示土壤动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土壤动物多样性动态变化特

征,阐明土壤动物在森林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研究地点和方法

1.1 研究地点概况

鼎湖山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南缘。属低山丘陵地貌,为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水热丰富,年平均

温度为 20.9℃,最冷月(1月份)和最热月(7月份)的平均温度分别为 12.0℃和 28.0℃。年平均降雨量 1956mm,主要集中在每

年的 4～9月,约占全年的 76.0%,全年湿度大,年平均相对湿度 80.8%。
自然土壤区分为赤红壤、黄壤和山地灌丛草甸土,地带性土壤类型为发育于砂岩和砂页岩母质的赤红壤,土层薄且多含碎

石块,主要分布在海拔 300m以下;黄壤分布于赤红壤以上,可达海拔 980m以上的山地;其上即为山地灌丛草甸土。
植被类型属于本气候区的地带性顶极植被--季风常绿阔叶林以及向它演变的过渡植被类型。据王铸豪等人[4]对鼎湖山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植 被 的 调 查,仅 按 不 同 垂 直 分 布,选 取 河 岸 常 绿 阔 叶 林(简 称 A)、沟 谷 常 绿 阔 叶 林(简 称 B)、针 阔 混 交 林(简 称

C)、南亚热带典型常绿阔叶林(简称 D)、山地常绿阔叶林(简称 E)、灌木草丛(简称 F)等 6种森林类型进行调查。其自然状况

如表 1。

表 1 鼎湖山不同海拔高度代表性植被群落的基本情况[4]

Table1 ThevegetationconditionofDinghushan[4]

类别 Sort A B C D E F
土壤 Soil 类型 Types 冲积土 赤红壤 赤红壤 赤红壤 黄壤 黄壤

pH(1:1H2O) 4.58 6.12 4.12 4.28 4.30 4.68
有机质 Organicmatter
(表土 surfacesoil)(%)

1.82 6.47 2.36 3.35 5.54 1.93

全 NTotalnitrogen(%) 0.075 0.350 0.116 0.164 0.328 0.080
地形 坡向及坡度 Slope/exposure(º)河溪两侧 东南 20～30 南 20～30 东南 20～30 北 30～35 东南 30～35
Terrain 海拔 Elevation(m) 30～50 50～150 200～240 270～300 650～700 800～920
植被

Vegatation

优势种 Dominant 水翁、蒲桃 凸 脉 榕、鱼 尾

葵

马 尾 松、荷

木、锥栗

锥 栗、荷 木、
黄果厚壳桂

少 叶 黄 杞、密

花树

圆 齿 荷、鼎 湖 杜

鹃、五节芒

盖度 Coverage(%) 0.7～0.8 0.7～0.9 0.8～0.9 0.8～0.9 0.8～0.9 0.8～0.9
凋落物厚度 Litters(cm) 1.0 1.0～2.0 1.0～3.0 3.0～5.0 4.0 1.0

1.2 调查方法

2001年 10月～2002年 8月,分别在 6块样地分 6次进行采样。每一种类型随机选取 5个样方,每个样方内取 5个点,分别

按照枯枝落叶、0～5cm、5～10cm和 10～15cm分层取样,灌木草丛由于枯枝落叶较少和土壤层较浅,仅分枯枝落叶、0～5cm、5

～10cm取样。枯枝落叶取样面积 20cm×20cm,土壤样品用直径 8cm的取土器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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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条件因素影响,本次调查仅采用手检和改良 Tullgren法分离提取土壤动物并分别鉴定统计数量,未采集湿生土壤动物。
标本受分类的限制,采用大类进行分类。得到的所有土壤动物标本,其体型大小划分依据其在食物中的分解作用进行划分[5];土

壤动物分类依据中国土壤动物检索[6]。

1.3 数据处理

采用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Shannon-WeanerIndex)、Pielou指数和辛普森优势度指数(SimpsonIndex)分别为[7,8]:

H'=Σ
s

i=1
PilnPi Js= H'/lnS C=Σ ni( )N

2

2 结果

2.1 土壤动物群落组成

全年 6次调查,6种自然植被类型共获土壤动物 32类 97653只个体,隶属 3门、13纲、32目,新采集到脉翅目幼虫,见表 2。

表 2 土壤动物群落类群和个体数量统计

Table2 Statisticsofgroupsandindividualsofsoilfauna
序号

No.
名称

Name

体型

Bodysize
A B C D E F

总计

Tot.
频度(%)
Freq.

丰富度

Abund.

1 后孔寡毛目 Ol.pistopora 大 Big 32 5 1 4 10 11 63 0.06
2 前孔寡毛目 Ol.Plesiopora 大 43 28 35 84 41 70 301 0.31
3 颚蛭目 Chathobdellida 大 1 2 3 0.00
4 柄眼目 Stylommatophora 大 6 3 1 3 13 0.01
5 蜘蛛目 Araneae 大 42 66 75 110 104 103 500 0.51
6 伪蝎目 Pseudoscorpiones 大 37 112 84 2 101 64 400 0.41
7 盲蛛目 Opiliones 大 60 32 13 16 40 12 173 0.18
8 蜱螨目 Acarina 中小 Middle 9764 7620 5928 18834 5603 3435 51184 52.46 +++
9 等足目 Isopoda 大 89 6 8 42 76 43 264 0.27
10 倍足纲 Diplopoda 大 38 61 35 33 68 48 283 0.29
11 地蜈蚣目 Geophilomorpha 大 15 16 23 7 16 15 92 0.09
12 石蜈蚣目 Lithobiomorpha 大 1 9 6 3 3 5 27 0.03
13 蜈蚣目 Scolopendromorpha 大 11 8 10 2 7 5 43 0.04
14 综合纲 Symphyla 中小 83 125 129 153 59 58 607 0.62
15 线纲 Pauropoda 中小 7 52 17 63 7 24 170 0.17
16 原尾纲 Protura 中小 36 31 30 28 1 9 135 0.14
17 弹尾目 Collembola 中小 10397 3476 2967 4876 5445 2514 29675 30.42 +++
18 双尾目 Diplura 中小 21 17 17 79 5 4 143 0.15
19 蜚蠊目 Blattoptera 大 11 22 13 32 8 33 119 0.12
20 等翅目 Isoptera 大 43 16 73 55 11 5 203 0.21
21 直翅目 Orthoptera 大 2 1 5 7 1 16 0.02
22 革翅目 Deramptera 大 4 2 5 2 1 1 15 0.02
23 啮虫目 Psocoptera 大 18 29 19 25 29 52 172 0.18
24 缨翅目 Thysanoptera 大 280 155 262 197 165 235 1294 1.33 ++
25 半翅目 Hemiptera 大 14 8 12 26 5 9 74 0.08
26 同翅目 Homoptera 大 66 50 53 90 293 84 636 0.65
27 鞘翅目 Coleoptera 大 137 137 173 372 231 127 1177 1.21 ++
28 膜翅目 Hymenoptera 大 1619 874 768 1615 949 610 6435 6.60 ++
29 双翅目 Diptera 大 26 138 21 316 6 507 0.52
30 蜱螨目(幼)Acarina(Larvae) 中小 200 200 0.20
31 唇足目(幼)Chilopoda(Larvae) 大 2 2 0.00
32 半翅目(幼)Hemiptera(Larvae) 大 2 2 4 0.00
33 同翅目(幼)Homoptera(Larvae) 大 2 13 5 113 2 135 0.14
34 鳞翅目(幼)Lepidoptera(Larvae) 大 65 24 43 97 61 73 363 0.37
35 脉翅目(幼)Neuroptera(Larvae) 大 1 1 1 3 0.00
36 鞘翅目(幼)Coleoptera(Larvae) 大 73 63 69 50 117 104 476 0.49
37 膜翅目(幼)Hymenoptera(Larvae)大 5 1 6 0.01
38 双翅目(幼)Diptera(Larvae) 大 218 271 232 361 198 370 1650 1.69 ++
总计 Total 23238 13367 11249 27288 14088 8333 97563 100.00

+++优势类群 DominantGroup(≥10%);++常见类群 CommonGrou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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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类群 2类,蜱螨目、弹尾目,分别占全年个体总数的 52.46%和 30.24%;常见类群 4类,缨翅目、鞘翅目(成)、膜翅目(成)和

双翅目(幼,分别占全年个体总数的 1.33%、1.21%、6.60%和 1.69%,两类群共占总个体数的 93.53%。这些类群分布广,对环

境变化适应能力较强,为鼎湖山土壤动物主要组成成分,其他 24类土壤动物成体和 8类土壤动物幼虫分别占全年个体总数的

1.00%以下,属稀有类群,它们对环境条件的变化极为敏感,仅在某一时期,土壤环境条件适宜时,其数量才逐步增加,并成为某

一植被群落常见类群。除蜱螨目、弹尾目外,膜翅目和双翅目幼虫因其相对增长幅度较大而成为优势类群外,沟谷常绿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和灌木草丛中常见类群变化最明显。

2.2 土壤动物群落类群数和个体数量的月变化

土壤动物群落类群数和个体数月变化因自然植被类型不同而不同(图 1,图 2)。

图 1 不同植被类型、不同月份土壤动物数量变化

Fig.1 Fluctuationofsoilfaunaindividualsatdifferentvegetation

typesandmonths

图 2 不同植被类型、不同月份土壤动物类群数变化

Fig.2 Fluctationofsoilfaunagroupsatdifferentvegetationand

months

土壤动物总个体数量变化表现为:4月>10月>6月>8月>2月>12月,但不同的植被类型、不同月份土壤动物个体数量

总数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其中土壤动物变化主要表现为优势类群蜱螨类和弹尾类个体数量变化,蜱螨类个体数量的月消长表现

为 10月个体数量最高,12月最低,2月至 6月个体数量逐渐增加,8月又开始有所减少;弹尾类个体数量的月消长与蜱螨类相

似,即 10月至 12月个体数量呈下降趋势,2月开始个体数量逐渐增加,但弹尾类个体数量 4月达到最高,之后其个体数量开始

下降。两者数量变化因自然植被类型不同有所不同,蜱螨类降幅多在 80%以下,而弹尾类多在 80%以上。
土壤动物群落类群数依次为 10月=6月= 8月>4月 >2月= 12月。但同一植被类型中,植被 A4月和 6月的类群数最

高,12月最低;植被 B8月类群数最高,10月和 2月最低;植被 C8月类群数最高,12月最低;植被 D、E4月和 6月类群数最高,

2月和 10月最低;植被 F8月类群数最高,12月最低,其月份间类群数差异不显著(F= 0.50,α>0.05)。

2.3 土壤动物群落植被间差异与垂直分布

2.3.1 土壤动物群落林间差异 土壤动物个体数量总数大小依次为 D>A>E>B>C>F,其中大型土壤动物个体数量为 D

>E>A>C>B,中小型土壤动物个体数量为 D>A>B>F>E>C。
土壤动物群落类群数为 A>F>B=C=E>D,其中大型土壤动物群落类群数与土壤动物群落类群数变化相同,中小型土

壤动物类群没有变化。
方差分析表明,不同月份、不同植被类型以及不同月份和不同植被类型之间土壤动物个体数量变化较大,其差异性极显著

(F=5.63,α=0.0001;F= 11.08,α=0.0001;F= 2.97,α=0.0001),且 不 同 类 群 之 间 个 体 数 量 差 异 极 显 著(F=102.38,α=

0.0001)。

2.3.2 垂直分布 土壤动物个体数和类群数随海拔变化趋势如图 3,其中仅 30～240m之间和 270～920m之间土壤动物个体

数呈下降的趋势,而土壤动物类群数则在 30～300m呈下降的趋势,300～650m略有上升,以上则没有变化。

2.4 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变化

2.4.1 垂直性变化 从图 4中可以看出,土壤动物多样性指数 H'和均匀性指 Js数除海拔 270～300m外,其大小随海拔呈递

增趋势,优势度 C与其相反,说明海拔 270～300m之间土壤动物数量的增加是以少数类群因其数量增加导致其数量最多,因而

优势现象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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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土壤动物个体和类群随海拔高度变化

Fig.3 Variableofsoilfaunaindividualandgroupswithelevation

图 4 多样性指数随海拔高度变化

Fig.4 Variableofdiversityindex,evennessanddominatwith

elevation

2.4.2 季节性变化 从表 3中可以看出:不同自然植被类型中,H'在旱季(10、12月、翌年 2月份)和雨季(4、6、8月份)变化不

同。旱季除 E12月份最高外,其他均在 2月份;雨季 A和 B4月最高,C和 D6月最高,E和 F8月份最高;Js的变化与多样性

指数的变化相同;C则与 H'和 Js的变化不同,旱季土壤动物优势度最高值除了 B以外均出现 10月份;雨季则 C、E和 F4月

份最高,B6月份最高,A和 D8月最高。

表 3 不同月份 6种自然植被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的月变化

Table3 Varianceofmonthsofsoilfaunadiversityindifferentvegetationandmonths
月份

Months
H' Js C

A B C A B C A B C

10 1.164 1.077 1.050 0.357 0.348 0.326 0.437 0.457 0.479

12 1.127 0.950 1.023 0.359 0.303 0.326 0.415 0.501 0.480

2 1.493 1.313 1.108 0.470 0.425 0.370 0.329 0.351 0.446

4 1.229 1.446 0.770 0.377 0.455 0.239 0.370 0.303 0.651

6 1.145 1.094 1.139 0.356 0.340 0.358 0.389 0.502 0.428

8 1.045 1.153 1.123 0.338 0.354 0.358 0.398 0.397 0.405

D E F D E F D E F

10 1.209 1.087 0.753 0.376 0.347 0.272 0.397 0.397 0.509

12 1.316 1.591 0.928 0.447 0.540 0.310 0.352 0.173 0.447

2 1.322 1.410 1.282 0.422 0.463 0.398 0.356 0.273 0.264

4 1.337 1.381 1.289 0.406 0.429 0.400 0.333 0.297 0.339

6 1.359 1.476 1.460 0.417 0.471 0.472 0.395 0.340 0.312

8 1.093 1.524 1.351 0.354 0.501 0.431 0.442 0.259 0.312

同一植被类型中,仅F10月的H'和Js指数低于其他植被类型,且C指数较高。说明植被类型F中土壤动物的增加仅是由

于少数类群增加称为优势类群的结果,群落 C指数增加,H'和 Js指数下降;与此相反,D土壤动物 H'和 Js指数最大,C指数最

小。H'指数作为 Js和 S的函数,反映出系统中信息量的大小,并具有可累加性,因此对每种植被类型不同月份的 H'指数进行

累 加,其大小依次为 E(8.469)>D(7.636)>A(7.203)>F(7.063)>B(7.033)>C(6.213),表明影响 E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

的未确定性因素较多,不稳定性较大,而 C中土壤动物的群落则相反。

3 讨论

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影响土壤动物群落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地域景观的复杂性、调查和采集方法以及人为干扰程度等。
从本次调查来看,地域景观的复杂性对土壤动物群落的影响最大。鼎湖山以中低山和丘陵地貌为主要地理特征,受山谷地

形的影响,小气候、植被和土壤等自然要素的垂直分化明显,但土壤动物群落垂直分布与自然环境要素的变化不一致,这与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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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人为干扰以及植被的变动有关。南亚热带典型常绿阔叶林为鼎湖山地带性植被,整个群落处于由阳性植物占优势的森林

向中生性和耐阴性植物占优势的演替顶极群落类型演变的最后阶段,结构层次复杂,水热条件较好,形成较适宜的小气候,因而

土壤动物最丰富,但其多样性和均匀性指数最低,表明南亚热带典型常绿阔叶林是由于少数类群数量多而导致土壤动物总数变

大,优势现象突出;季风常绿阔叶林外围丘陵山地的针阔混交林为马尾松林封山育林而形成的不稳定的群落,属于次生演替系

列的过渡类型,而群落内部变化不同于季风常绿阔叶林,结构相对简单,林内凋落物层较厚,参与养分循环的土壤动物主要集中

在凋落物层,因而土壤动物群落类群数组成也较为丰富,多样性与均匀性指数较高;位于鸡笼山东坡山地上的灌木草丛,是森林

被破坏以后形成的次生植被类型,土层较薄,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其群落结构简单,林内凋落物少且分布不均匀,受林内环境条

件因素的影响,土壤动物数量较少,但整个群落相对稳定,优势现象最低,多样性与均匀性指数最高。
环境因子直接或间接影响土壤动物群落组成。除河岸常绿阔叶林土壤为冲积土以外,其他 5种自然植被的土壤类型均为鼎

湖山的典型土壤--赤红壤和黄壤(见表 1、表 2),在 6种自然植被中,土壤动物个体数量的变化是随着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变化

而改变,这与亚热带森林土壤动物的调查结果不一致[9],鼎湖山土壤有机质含量与土壤动物数量和类群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如

灌木草丛的有机质含量虽然高于河岸常绿阔叶林,土壤动物数量却低于河岸常绿阔叶林。对土壤全 N含量与土壤有机质含量

进行相关分析,两者相关关系显著(r=0.99,α=0.0004),因此土壤全 N含量对土壤动物数量产生影响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对土

壤动物的影响相一致。土壤 pH对土壤动物的区系和分布通常是一种限制因素[10],相关分析表明,土壤动物个体数与 pH存在

负相关,而类群则呈正相关,两者均不显著,其机理有待分析。
森林凋落物是土壤有机质的重要来源,也是土壤动物营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表凋落物的厚度和土壤肥沃度的差异与植被

及其发展过程有密切关系。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凋落物的厚度与土壤动物个体数量关系不明显,但对土壤动物类群影响较大,土

壤动物的类群数随凋落物厚度的增加而增加,这是否具有普遍性需要进一步研究加以确认。
据鼎湖山气象观测站 1975～1980年对地面温度和降水量的观测结果[11]结合本次土壤动物群落调查来看,中小型土壤动

物 数量在 10月份(土温 25.8℃)最多,而在 6月份(土温 30.0℃)最少,但大型对土壤温度的这种变化不明显,说明小型土壤动

物数量对低温和降水量变化的反应比大型土壤动物敏感,对环境影响的依赖性强于大型土壤动物,因此当 6月份土壤温度达到

最高时,中小型土壤动物减少。随着 4月份气温升高和雨季的到来,土壤动物数量出现明显的增加,但随着 5月份和 8月份降雨

量的加大和地面温度的升高,土壤和森林凋落物湿度的增加,森林凋落物分解速度改变,一些种群的活动受到抑制,表现为 8月

份土壤动物数量和类群数明显减少,但在雨季末期的 10月份以后,受北方冷空气影响的 11月下旬至翌年 3月下旬间,土壤的

温湿度和土壤生物的活性相应地降低,森林凋落物在雨季基本腐解后,土壤动物数量和类群数因其取食行为的改变导致一些物

种消失,某些类群有大幅度的减少的现象。这一点与热带雨林地区的研究结果相似[12]。
陈茂乾等[13]对鼎湖山森林土壤动物的研究认为,如果每个样点钻取 10个点,则取样数增加到 6～8个时,土壤动物类群数

达到最大。本研究由于受采样周期和工作量等因素的限制,在全年 6次采样中,仅采用改良型干漏斗和手捡法,每一种植被类型

采样点减少到一半,且每种植被类型取 5个点,但从采集到土壤动物类群(大类)来看,除有鞭目(Pedipalpida)未采集到标本外,
其它标本均有采集,且分布级别相同,说明本次调查已经采集到鼎湖山不同植被类型中土壤动物实有的类群,较全面地反映出

鼎湖山土壤动物的组成情况。有鞭目和新采集到脉翅目幼虫,这两者在两次调查中均为稀有类群,他们只有在环境适宜时种群

数量才逐步增加。目前土壤动物研究中,受各种因素的限制,在取样面积大小、分离方法和获得土壤动物的类群总数之间关系的

研究较少,要在多大的面积上、采用什么分离方法获得最多的类群数,有待研究。
人类活动对鼎湖山环境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在长期人为活动干扰下,鼎湖山区的大部分自然植被遭到破坏,从

而引起小气候、土壤和微地形的改变。在这种自然与人为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对土壤动物群落变化规律作了探讨,与 Conell的

中度干扰假说(即最大物种多样性出现在中度程度干扰水平上)[10]有无关系,有待于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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