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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深入了解巨桉人工林生物养分循环及土壤肥力变迁 ，客观全面地评 价巨桉人 工林 的生态 效益 ，对 比研究 了四川省洪雅 

县巨桉人工林 和青 冈次生林 土壤动物群落结构特征。研 究方法 ，大型土壤 动物采用野外 分层手捡 计数 ，中小型土壤动物用取 土 

器分层取土，带回室内分别用干湿漏斗分离并镜检。结果表明：(1)洪雅 巨桉人工林共获 1312头土壤动物，分属 6门 10纲 21 

目，其优势类群分别为蜱螨 目、弹尾 目、线虫纲、膜翅目；(2)巨桉人工林土壤动物群落的类群数和个体数均低于青冈次生林．其 

Shannon—Wiener指数 和密度一类群 指数 分别 为 1．818和 4．002，低 于青 冈次生林 的 1．963和 8．091；(3)巨桉 人工林土壤 动物群落 中 

腐食性同功能种团比例为81．78％ 高于青冈次生林的64．18％；(4)巨桉人工林与青冈次生林土壤动物密度剖面分布具明显表 

聚性 ，二者经 F一检验无 显著差异 ；(5)巨桉人工林与青冈次生林土壤 动物群 落有 比较 高的 Jaccard相 似性系数和 Gower系数 ，表 明 

两 类林分在土壤 动物类群 和个体数 量分布上有比较大的相 似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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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animal community structure in Eucalyptus grandis 

plantation 

HUANG Yu—Mei ，ZHANG Jian ，YANG Wan—Qin (1．c0 D蜘ngyⅡn，s】!ĉmn A IurⅡz ，D咖ngyⅡn 61 1830，China； 

2．Faculty ofForestry and Horticulture，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Ya’∞ 625014，China)．Acta Ecologica Sinica，20O6，26(8)：2502—2509． 

Abstract：Recently，much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soil animal because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nutrient cycling as well as 

a po tential bioindicator of soil fertility in the forest ecosystem．However，there is lack of the information on soil animal under the 

eucalypt(Eucalyptus grandis)plantation in Hongya County，Sichuan．which is difficult to meet needs of man—made forest 

management．The groups and the densities of soil animal communities in the eucalypt plantation and oak(Qucrcus acutissima) 

secondary forest were investigated here to understand the nutrient cycling，provide the inform ation on changes in soil fertility，and 

evaluate the ecological effects of conversion of secondary forest to eucalypt plantation．Soil macrofauna were picked up by hand in 

the fields．Nematodes and mesofauna were separated and collected from the soil samples by Baerm ann and Tullgren methods， 

respectively． 

By preliminary identification，there were 1 3 1 1 specimens of soil animals，which belonged to 6 phyla，1 0 classes and 20 

orders in the eucalypt plantation．Acarina，Collembola，Nematoda and Hymenoptera were the dominant groups in the eucalypt 

plantation． Although Acarina， Nematoda and Hymenoptera were the dominant groups in the oak forest，there was lack of 

Collembola．The results here indicated that soil animal community structure has changed with plant species composition when o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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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forest was converted to eucalypt plantation． 

The groups and individual number were lower in eucalypt plantation than in oak secondary forest．Moreover，the Shannon- 

Wiener index and DG(Density—groups)index of soil animals in the eucalypt plantation were 1．818 and 4．002，which were also 

lower than those of oak secondary forest．It implies that soil biodiversity might decline when oak secondary forest was converted to 

eucalypt plantation． 

Th e percentage of saprozoic animal，which was used as a potential bioindicator of soil fertility，was 8 1．78％ in the eucalypt 

plantation，and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oak secondary forest(65．00％)，resulting from higher organic material returns via litterfall 

in the former in comparison with the latter． 

Th e groups and individual number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oil depth in two forest ecosystems．However，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oil animal densi~ between eucalypt plantation and oak secondary forest． 

Th ere were higher Jaccard and Gower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two studied forests，implying that the group composition of soil 

animal community was similar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e two forest ecosystems ．Th 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oil animal community 

structure had not changed significantly although the soil biodiversity declined slightly when oak secondary forest was converted to 

eucalypt plantation．To deeply undemtand the ecological processes in the eucalypt plantation，soil ecological processes related to 

soil animal need to be perform 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eucalypt plantation；soil animals；community structure 

土壤动物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与 了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其群落特征常作为土 

壤肥力的重要生物学指标  ̈。研究土壤动物群落的区系组成 、群落结构以及生物多样性 ，对于科学经营与管 

理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目前 ，众多学者已对各类典型地带森林生态系统 的土壤动物群落特征 

进行了大量报道 ，并对土壤动物群落在生物营养元素循环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 ，但 

主要集 中在天然林生态系统 ，对于人工林生态系统土壤动物群落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巨桉(Eucalyptus grandis)，桃金娘科 ，桉树属植物。由于其生长快 、干形好 、用途广泛，被世界各国广为栽 

培，现共有人工林面积 2．0×10 hm 。我国于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引入 ，经过 40多年来 的发展 ，目前 已成为全 

国各地退耕还林的重要栽培树种，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迄今为止，未见有关于 巨桉人工林土壤动物群 

落的研究报道 ，为了能够深入了解巨桉人工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元素循环和土壤肥力变迁 ，正确评价巨桉人工 

林的生态效益 ，构建巨桉人工林经营技术体系，指导生产实践 ，于 2005年 4月对巨桉引种栽培区的 四川洪雅 

县巨桉人工林土壤动物群落结构特征进行 了初步研究，希望通过对巨桉人工林和青冈次生林两类林分土壤动 

物群落特征的对 比分析，探讨巨桉对土壤动物多样性的影响。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1 自然概况 

试验地位于四川省洪雅县“桉树短周期纤维原料林经 营技术体系”定位研究试 验林 (102。29 ～103。21 E， 

29o24 ～29。54 N)，属湿润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为 l6．7℃，月平均最高温为 25．7 c【=，月平均最低温为 6．6~C，极 

端最高温为 36．2℃，极端最低温为 一4．2℃，年降雨量为 1494．3mm，地带性土壤类型为山地黄壤 ，地带性植被 

类型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由于试验地巨桉人工林分布较为分散，微域环境有一定差异 ，因此 ，在巨桉人工林 

不同地块共选设3个样地(分别用 A、B、c表示)，在毗邻青冈(Qucrcus acutissima)次生林选设 1个样地作为对 

照(用 D表示)。各样地 自然概况见表 1，土壤理化指标见表 2。 

1．2 研究方法 

2005年 4月在上述各样地设置 50cm×50cm(O．25m )的小样方 ，分枯落物层 、0～5cm层 、5～10cm层 、10～ 

15cm层进行手捡，将所得大型土壤动物分大类登记后放入盛有酒精的容器中；同时按“品”字型布点，在每个 

样地上取 3份 lOcm×lOcm(O．O1 m )面积的枯落物带 回室内进行分离 ，并挖土壤剖面，分 0～5cm、5～10cm、10 

～ 15cm 3层每层用 lOOml取样器各取 2份土样用于分离干生和湿生土壤动物 ，其中用于分离湿生土壤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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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份土样用四分法分取25 ITll用于分离。野外记录当时气温、地温，并取适量土壤带回室内测定理化性质。 

土壤含水量用 105 oC烘干法测定 ；土壤 pH值用 电位法测定；土壤有机质含量用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测定。 

土壤动物的分离均在烘虫箱中进行，在枯落物的烘虫箱中放置直径为 20cm的漏斗，筛孔直径为 3mm，箱内有 

IOOW 白炽灯 1盏 ，60W 白炽灯 2盏；在 中小型干生土壤动物的烘虫箱中放置直径为 10cm的漏斗，筛孔直径为 

1mln，箱内有 100W和 60W 白炽灯各 1盏 ；在t中小型湿生土壤动物的烘虫箱中放置直径为 9cm的漏斗 ，筛孔直 

径为0．25mm，箱内有 100W 白炽灯2盏，3种烘虫箱的温度均控制在 35～40~C，烘虫时间湿生为48h，枯落物和 

干生为 24h。分离 出的土壤动物除湿生外均用盛装 75％酒精的培养皿收集，在解剖镜下观测计数 ，收集湿生 

土壤动物的容器不加酒精，直接在清水中用解剖镜观察活体。枯落物和干生每 12h观测 1次，湿生开始每4h 

观测 1次 ，以后时间间隔逐渐加长 ，主要是防止线蚓 自溶。 

裹 1 各样地 自然环境条件 

Table1 Natural conditions ofthefour study plots 

土壤含水量 Soil water content(％) 

土壤 pH值 Soil pH value 

土壤有机质含量 Soil organic matter content(％) 

27．13 

3．75 

2．95 

25．73 

3．85 

2．36 

27．57 

3．99 

2．66 

31．63 

4．26 

2．【)2 

* 表中数据均为 0—5cm、5～lOcm、10—15cm土层的算术平均 The data were meaIIs of three soil layers(0—5cm、5一lOcm、10—15cm) 

1．3 指标选 取及 数 据处理 

各类群数量等级的划分 个体数 占总数 10．0％以上者为优势类群，占总数 1．0％ ～10．0％者为常见类群， 

占总数 1．0％以下者为稀有类群。 

多样性指数 选用了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 H’、Pielou均匀性指数 J、Simpson优势度指数 C和密度． 

类群指数 DG来描述土壤动物群落的特征。各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日 =一∑P InP。，Pielou均匀性指数．，=H ／ln s，Simpson优势度指数C= 

(IZi／N) ，式 中，n 为该区内第i个类群的个体数量 ，Ⅳ为该样区内所有类群的个体数量 ，P =n。／N，s为样 

区内类群个数。密度一类群指数DG=(g／G)∑(D C。／D⋯c)，其中，D。为第i类群个体数，D⋯ 为各群落中第 

i类群的最大个体数 ，g为群落中的类群数 ，G为各群落所包含的总类群数 ，C ／C为相对次数 ，即在 C个群落 

中第 i个类群出现 的比率。 

群落相似性 选用了 Jaccard相似性系数 q和 Gower系数 s 用于度量群落之间的相似程度。各指数的 

计算公式如下 ： 

Jaccard相似性系数 q= 100％ ，式中 ，q为共同系数 ，n为 A样地全部类群数 ，b为 B样地全部 

类群数，c为A、B两样地共有的类群数。Cower系数s = 塞[1一(I — I)去]，式中n为两个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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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的类群数； 。为第i类群的个体数； 和k代表两个不同的群落；R 是第i类群在．『和k群落的个体总数。 

系数最大值为 1，最小值为 0。 

F．检验 由SPSS统计分析软件完成 。 

2 结果与讨论 

2．1 土壤动物群落的类群及数量组成 

4个样地共获大中小型土壤动物 1934头 ，分属 6门 11纲 22目，结果见表 3。 

表 3 洪雅巨桉人工林与青冈次 生林土壤动物群落类群 与数■组成 

Table 3 Groups and individuals of soil animals of Eucalyptus granals plantation(A，B，C)and Ouercus acut／ss／ma secondary forest(D)in Hongya 

在样地 A的 16个土壤动物类群中 ，以蜱螨 目、线虫纲 、弹尾 目为优势类群 ，其个体数 占总个体数 72．17％； 

以膜翅 目、线蚓科 、蜘蛛 目等 7个类群为常见类群，其个体数 占总个体数 25．52％；剩余的 2．31％由地蜈蚣 目等 

6个稀有类群所组成 ；在样地 B的 15个土壤动物类群中 ，以蜱螨目、弹尾 目为优势类群 ，其个体数 占总个体数 

83．36％ ；以线虫纲 、蜘蛛 目、膜翅 目等 5个类群为常见 类群 ，其个体数 占总个体数 13．99％；剩余的 2．65％由 

鞘翅 目等 8个稀有类群所组成 ；在样地 c的 14个土壤动物类群中，以蜱螨 目、膜翅 目、线虫纲为优势类群 ，其 

个体数占总个体数 79．28％；以弹尾 目、线蚓科、双翅 目幼虫等 5个类群 为常见类群 ，其 个体数 占总个 体数 

18．19％；以鞘翅 目等 6个类群为稀有类群，其个体数 占总个体数 2．53％；在青 冈次生林(D)的 17个土壤动物 

类群 中，以蜱螨 目、膜翅 目、线虫纲为优势类群 ，其个体 数 占总个体数 75．44％ ；以弹尾 目、线蚓科、鞘翅 目等 8 

个类群为常见类群 ，其个体数 占总个体数 21．99％，以鳞翅 目幼虫等 6个类群为稀有类群 ，其个体数占总个体 

数 2．57％。从4个样地土壤动物的组成状况可以看出，巨桉人工林3样地土壤动物类群数和个体数均低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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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次生林 ，除样地 A外 ，巨桉人工林其他 2个样地优势类群所 占的比例均高于青冈次生林 ，而常见类群所 占的 

比例又远远低于青冈次生林 ，表明巨桉人工林不论是土壤动物类群和个体的丰富度 ，还是土壤动物分布的均 

匀性都不及天然植被。 

2．2 土壤动物群落结构特征 

为便于两类林分的比较，将巨桉人工林 3样地数据进行合并，结果显示巨桉人工林和青冈次生林均以蜱 

螨目为第一优势类群，数量最多，巨桉人工林蜱螨 目个体数占总个体数43．27％，青冈次生林蜱螨 目占总个体 

数 28．41％，巨桉人工林 中蜱螨 目的优势度比青 冈次生林更高。蜱螨 目(A)与弹尾 目(c)之 比，在一定程度上 

能反映不同地带土壤动物的分布特征 。在 日本从南到北 ，即从亚热带到温带 ，随着纬度的变化，螨类渐趋减少 

而弹尾 目的数 目逐渐增加  ̈，陈鹏  ̈计算出长白山高山苔原带的 A／C<1，而且随海拔升高 A／C值越来越小， 

但也有研究表明 ，不论是温带 、亚热带还是热带 ，蜱螨 目的数量百分 比都大于弹尾 目，其 中温带地区蜱螨 目数 

量百分 比竟高达 60％以上  ̈。本研究中，巨桉人工林 A／C=2．27，青冈次生林 A／C=3．61，与长 白山 A／C值相 

接近 ，而高于同纬度带天 目山的 A／C值。巨桉人工林优势类群依次是：蜱螨 目、弹尾 目、线虫纲、膜翅 目，青冈 

次生林优势类群依次是：蜱螨 目、膜翅 目、线虫纲 ，弹尾 目不成 为优势类群，退而成为常见类群 ，并且膜翅 目的 

位置也 比巨桉人工林更靠前 ，仅次于蜱螨 目，显而易见两种类型的林分在土壤动物的类群分布上有一定差异， 

青 冈次生林土壤动物的分布似乎具有更多的热带特征 ⋯。 

傅荣恕 认为在人为干扰较少的生境中，蜱螨 目的数量明显多于弹尾 目，A／C值较大 ，而在人为干扰较大 

的生境中，弹尾 目数量大大增加 ，A／C值较小 。巨桉人工林 3样地虽然树种相同但各 自所处的小环境有所区 

别 ，B比较靠近小路 ，来往行人较多，人为扰动较大 ，而 A和 c所处环境相对僻静 ，因此 3样地 A／C值存在较大 

差异 ，A为 4．39，B为 1．46，C为 3．53，A和 C远远高于 B。 

对于中小型湿生土壤动物而言 ，不论是巨桉人工林还是青冈次生林 ，线虫都远远多于线蚓 ，巨桉人工林线 

虫数量是线蚓 的 4倍 ，青冈次生林 线虫数量是线蚓的 6．9倍。巨桉人工林每 25rrd土壤中线虫的数量 为 6．4 

条 ，青冈次生林每 25ml土壤中线虫的数量为 l4．5条，相对于浙江天 目山每 25ml土壤 中线虫 的数量 28～135 

条为低⋯ 。 

2．3 土壤动物群落剖面分布特征 

由表 4可见 ，不论是巨桉人工林还是青 冈次生林 ，土壤动物的分布都具明显的表聚性 。巨桉人工林 除 B 

样地枯落物层和 A样地 10～15era土层土壤动物密度略高于青冈次生林 以外 ，其他层次均低于青 冈次生林。 

对表 4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样地 间虽有差异但不显著 ，而不同土层 间差异极显著(F =12．4，p<0．01)。进一 

步作 LSD多重 比较 ，结果为：枯落物层与其余各层间均有极显著差异(p<0．01)，0～5em层分别与 5～10em、10 

～ 15era层有显著差异(P<0．05)。 

2．4 土壤动物群落的多样性指数 

物种多样性可反映群落组成的复杂程度 ，用来评价群落生态的组织水平。高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意味 

着在生态系统 中，有更长的食物链和更多的共生现象。可能对负反馈有更大的控制能力 ，从而增加群落结构 

的稳定性。 

表 4 巨桉人工林与青冈次生林土壤 动物剖面分布(个体数／m ) 

Table 4 The venic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ammals in the soil 

p~file of EucMyp~s grand~ pIantation and Que~us acutissima seconda~ 

~rest(ind．／m ) 

表 5 巨桉人工林及青 冈次生林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指数 

Table 5 The diversity indices of soil ammos of Eucalyptus gmnd~ 

pIanta廿on and Que~us acutissima seconda~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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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Shannon．Wiener指数的大小，将各样地排序 ：D>A>C>B，青冈次生林 的土壤动物多样性高于 巨桉 

人工林，而巨桉人工林 3样地之间以A多样性最高，以 B多样性最低，这可能与 B临近小路，过往行人较多， 

干扰较大有关(表 5)。 

根据 Pielou均匀性指数的大小，将各样地排序 ：D>A>C>B。与 Shannon．Wiener指数的排序完全一致，表 

明林分中土壤动物类群分布越均匀 ，其多样性就越高，Shannon—Wiener指数也就越大。 

根据 Simpson优势度指数的大小 ，将各样地排序 ：B>A>C>D。与 Shannon．Wiener指数和 Pielou指数 的排 

序几乎完全相反 ，表明样地 B土壤动物类群分布最不均匀 ，部分类群数量很大 ，优势度明显 ，导致其 Shannon— 

Wiener指数和 Pielou指数都最低 。 

根据密度．类群指数的大小，将各样地排序：D>A>B>C。以青 冈次生林 密度．类群指数最大，其排序与 

Shannon—Wiener指数基本相同。 

为了比较巨桉人工林与青冈次生林两两之间土壤动物 群落组成 的相似性 ，计算 了 Jaeeard相似性 系数 q 

和 Gower系数 Js ．，结果列于表 6。 

Jaeard相似性系数主要用于反映林分之间土壤动 

物类 群上的相似程度 ，计 算值在 0．75～1．00为极相 

似，在 0．50～0．74为中等相似，在 0．25～0．49为中等 

不相似，在 0．00～0．24为极不相似。由表 6可知，B 

和 c的 q值最大，属中等相似 ，其次是 A和 B、A和 c、 

D和 C，各对均属中等相似 ，D和 A、B的 q值相等 ，均 

属中等不相似。分 析数据得 出以下几点 ：第一，巨桉 

人工林 3样地中以 B和 C在土壤动物的种类上最相 

表 6 巨桉人工林及青冈次生林 Jaccard相似性 系数和 Gower系数 

Table 6 Jaccard (q)and Gower(Sg)indices of soil animals of 

Eucalyptus grandis plantation and Quercus acutisslma secondaryforest 

似；第二，巨桉人工林 3样地植被类 型基本相同，但土壤动物类群仍有较大差异 ，最大 q值仅为 0．579，属中等 

相似 ，表明除植被类型 以外 ，其他微生态环境因子对土壤动物的分布同样重要；第三 ，青 冈和巨桉人工林 3样 

地的 q值在 0．45～0．50之间 ，属中等不相似到中等相似 ，表明巨桉与乡土树种的土壤动物类群有较大的相似 

性 ，其人工林能比较好地嵌入到当地的 自然植被中。 

Cower系数 Js 主要用于反映林分之间土壤动物种群个体数上的相似程度。由表 6可知 ，以 A和 c的 Js 

值最大，其次是 A和 B、D和 c、D和 A、B和 c、D和 B。青 冈次生林与巨桉人工林部分样地之间的相似程度甚 

至比巨桉人工林 3样地之间的部分组合还高，表明巨桉虽然在土壤动物类群和个体数 上低于乡土树种 ，但二 

者仍具有较高的相似度 ，就 目前而言 ，洪雅 的自然地理条件比较适合于巨桉的生长 。 

2．5 土壤动物群落的同功能种团 

一 般土壤动物同功能种团主要包括三大类 ：腐食性 、捕食性以及植食性 同功能种 团。腐食性同功能种团 

在土壤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是：碎裂枯落物 ，为下一步的分解作准备 ；吞食有机质和泥土，并充分混合以形成结 

构良好的土壤团粒；取食真菌 ，通过控制微生物的数量来控制整个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速率  ̈' ， 

因此 ，腐食性同功能种团常作为衡量生态系统功能强弱与土壤肥力高低的生物指标之一 。 

将巨桉人工林和青 冈次生林所获土壤动物按同功能种团进行分类 ，腐食性 同功能种团主要包括 ：线虫纲 、 

线蚓科 、后孔寡毛 目、腹足纲 、蜱螨 目、等足 目、综合 目、少 足 目、原尾 目、弹尾 目、蜚蠊 目、等翅 目、双翅 目(幼 

虫)；捕食性同功能种团主要包括 ：轮虫纲 、缓步动物门、蜘蛛 目、地蜈蚣 目、双尾 目、缨翅 目、鞘翅 目、膜翅 目(主 

要是蚂蚁)；植食性 同功能种团主要包括 ：鳞翅 目幼虫 、鞘翅 目幼虫。另外还有鳞翅 目蛹未划人。 

根据以上分类 ，计算 出巨桉人工林 (3样地合计)腐食性 、捕食性 、植食性同功能种团比例依次为 81．78％， 

17．84％，0．38％，青冈次生林腐食性 、捕食性 、植食性 同功能种团比例依次为 65．00％，31．62％，3．05％(鳞翅 目 

蛹没有统计人内)。 

通常认为，腐食性同功能种团和多样性指数均与土壤肥力呈正相关。本研究中，一方面巨桉人工林 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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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同功能种团比例及土壤有机质含量均高于青冈次生林 ；另一方面其多样性指数和土壤动物密度又均低于青 

冈次生林 。笔者尝试分析可能的原因：第一 ，巨桉人工林有机质含量比青冈次生林高 ，主要在于其枯落物层 比 

青冈次生林厚，青冈次生林林内坡度较大(见表 1)，受雨水冲刷导致其枯落物层变薄；第二，巨桉人工林腐食 

性同功能种 团比例高于青冈次生林 ，主要是 由于其优势类群蜱螨 目、弹尾 目等所 占比重高于青冈次生林 ，而这 

些优势类群又均是腐食性同功能种团，并且在枯落物层中分布最多，巨桉人工林枯落物层相对较厚 ，当然其 中 

的腐食性同功能种团就更多，因此，导致巨桉人工林腐食性同功能种团比例高于青冈次生林；第三，巨桉人工 

林有机质含量高于青冈次生林 ，但其土壤动物的多样性却低于青冈次生林 ，与常理相悖 ，说明除有机质 以外还 

有其他对土壤动物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尚待研究，比如，巨桉是否产生对土壤动物分布有影响的化感物质，是否 

对土壤具有酸化作用 ，等等。 

3 结论 

(1)本研究中，洪雅 8年生 巨桉人工林春季调查共获 22个土壤动物类群，廖崇惠等研究小 良23年生窿缘 

桉人工林 ，四季共获 11个土壤动物类群 。显然，洪雅 巨桉人工林 土壤动物类群数远远高于小 良窿缘桉人 

工林 。 

(2)本研究 中，巨桉人工林 的 Shannon—Wiener指 数、Pielou指数 和密度一类群指 数均低于青 冈次生林 ，而 

Simpson指数则高于青冈次生林 ，表 明青冈次生林 比巨桉人工林具有更高的多样性 ，系统更稳定 ，对负反馈具 

有更大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 ，通过计算 Jacard相似性系数与 Gower系数 ，发现巨桉人工林 与青冈次生林仍具 

有较大的相似性 ，并且二者土壤动物密度经 F一检验无显著差异 ，表明就 目前来看 巨桉 比较适应洪雅 的自然地 

理条件，林木生长较好 ，林内植被比较丰富，土壤动物也比较活跃。 

(3)本研究对巨桉人工林 的土壤肥力问题进行了讨论 。从理化指标来看 ，巨桉人工林土壤有机质含量高 

于青冈次生林 ，但青冈次生林土层较之疏松 ；从生物指标来看 ，巨桉人工林土壤动物 中腐食性类群 比例更大， 

但青冈次生林土壤动物类群数更多 ，分布更均匀，多样性指数更高 。加之 ，洪雅巨桉人工林栽种时间不长 ，其 

土壤理化性状极有可能受以前土地利用状况的影响，使得树种本身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尚未完全体现 ，因此 ，目 

前要准确评价巨桉人工林的土壤肥力状况以及巨桉对土壤动物的影响还比较 困难 ，还需作进一步的土壤养分 

分析和更长期的定位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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