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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眼园节肢动物群落结构及其时空格局

梁子宁，张永强!，!

（82 广西中医学院药学院，广西南宁V :7$$$8；!2 广西大学农学院，广西南宁V :7$$$:）

摘要：通过对龙眼园节肢动物群落结构及时空格局 8! 次的调查，结果表明，龙眼园节肢动物群落由 ! 纲 !8 目 8!" 科 77# 种组

成，其中昆虫纲的植食性昆虫 W 目 59 科 8:9 种（类群）；腐生性昆虫 # 目 9 科 9 种（类群）；捕食性昆虫 " 目 !$ 科 #" 种（类群）；

寄生性昆虫 8 目 9 科 88 种（类群）；蛛形纲 8 目 !$ 科 8$W 种。各亚群落个体数分别为：植食性昆虫占 782 !8X，腐生性昆虫占

!"2 8:X，捕食性昆虫占 !:2 #9X，寄生性昆虫占 82 !WX，蜘蛛占 8#2 W"X；种类数则分别占 #"2 5$X，!2 59X，8#2 $"X，72 !9X，

7!2 7#X。群落结构分层明显，树冠上下层皆有的优势类群是黄立毛蚁（!"#"$#%&’()" *+",(-%.），多色金蝉蛛 （!’()$%++" ,%.(&/+/#）、

啮虫科（YE0C>F=D），小蜂总科（&I=1C>F0>FD=）。树冠上层的优势类群有白蛾蜡蝉（0"1")" (2($"$"），荔蝽（3%.."#"$/2" -"-(++/."），

龙眼角颊木虱（4/#)%5%)"-.6++" .()(&"），折翅蠊科（Z1=ND4>F=D），姬蜂科（,CI?DG<0?>F=D），下层有矢尖蚧（7)".-(. &($#(），黑刺粉

虱（8+%9#/&")$’9. .-()(*%#9.），蚊总科（&G1>C0>FD=），长角跳虫科（(?H0<0N4J>F=D），细蜂总科（Y40CH0H4G30>FD=），咸丰球蛛（3’%#(:(/)

;(")*%)5%).(.）和灵川丽蛛（4’#6../ +()5&’9")%).(.）和常见类群小叶蝉（<"-")")9. E332 ）。地面杂草层优势类群是比罗举腹蚁

（4#%2"$/5".$%# =(#/(），黄斑弓背蚁（4"2-/)/$9. "+=/.-"#.9.），哀弓背蚁（4"2-/)/$9. :/+%):9.），斜纹猫蛛（>;6/-%. .%#$"$9.），长角

跳虫科，蚊总科，小蜂总科，茧蜂科（Z4=C0?>F=D），姬蜂科和常见类群幼豹蛛（!"#:/." -9.(/+"）。树冠上!下层的植食性和寄生

性昆虫亚群落的相似性小，捕食性昆虫和蜘蛛的相似性大。龙眼树冠上的 : 个亚群落的数量时间格局从 8 月至 8$ 月份是由低

到高，然后逐渐下降，其中蜘蛛亚群落的数量波动较平缓，高峰在 # 月份，其余的群落数量季节波动较大，植食性昆虫数量最

高峰在 : 月份，捕食性昆虫的数量高峰在 W 月份，寄生性昆虫数量高峰在 : 月份和 " 月份。地面杂草层的群落数量波动比树冠

层平缓。植食性昆虫与蜘蛛的数量相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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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眼是华南地区的主要果树之一，种植面积大，生长周期较长。龙眼害虫的危害常造成生产上的严重损

失，由于防治措施上单纯依赖化学防治，经常引起害虫再猖獗和次要害虫上升为主要害虫。前者如荔枝蝽

2%--"#"$.1" !"!(++.-" （N7@79）后者如白蛾蜡蝉 /"0")" (1($"$" O’*,(!-7 和红头长跗萤叶甲 =.).+%!$" .&&(*+8,(-
Q7’33,"" R S,6)")。国内以往侧重于龙眼主要害虫的生物学、发生规律和防治方法的研究［0，4］，从群落水平研

究龙眼节肢动物群落结构，时空格局及害虫与天敌群落的关系，尚未见报道。作者对龙眼园节肢动物群落结

构进行了研究，为实施龙眼害虫的生态控制提供依据［:］。

)* 研究方法

)& )* 时间与地点

于 4110 年 00 月 T 4114 年 01 月，在广西南宁市广西大学教学实验农场龙眼园进行。此果园：面积约

411164，龙眼树（>8!’.)(" +.)4")）:11 多株，品种为石硖，C T <- 树龄，研究期间常规管理，不施用化学农药。

地面植被为杂草，四周是灌木林。同时在近邻本校另选一块面积和生境及植株相同的龙眼园作为系统研究的

重复调查点。

)& +* 调查方法

分龙眼植株上、下层和地面杂草 : 个小生境。植株分层标准为：距地面 0=1(6 以上为上层，以下为下层，

每月抽样调查 0 次。

在植株上、下层采用平行跳跃抽样法随机选取 01 株树，每株树每层按东、南、西、北 > 个方位，每个方位各

取 4 个枝条（长 C1(6，包括叶片、枝梢、果穗、果实），管套捕捉其上的昆虫和蜘蛛（包括幼虫和幼蛛）。龙眼角

颊木虱 3.#)%4%)"!-5++" -()(&" U-.+ R P, 、瘿蚊类 E’(,/)69,,/-’ 和黑刺粉虱 7+%8#.&")$’8- -!()(*%#8- （V@-,."-.(’）

等以叶片计数（先随机采 01 片叶，取每张叶片上的若虫或有活虫的蚧壳的平均数）。

在地面杂草生境，采取五点取样法选取 = 块 1& =64的面积，先网捕杂草上层，再管套捕捉杂草上、中、下部

及草根周围的节肢动物，其中个体较大的昆虫和蜘蛛全部采取，而个体较小、数量较多的小型节肢动物则按照

“0 $ > W 1& =64”面积捕捉，记数统计时再乘 >。另外在未调查过的地面沿杂草叶面扫捕，随机扫 =1 网节肢动

物，除鳞翅目成虫外其余标本皆用 <=;酒精保存，带回室内鉴定和计数。

:>=0X > 期 X X X 梁子宁X 等：龙眼园节肢动物群落结构及其时空格局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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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本鉴定与数据处理

采集的标本，常见类群鉴定到种，稀少或经济价值不大的按“生态种”处理［/，0，1］。

用 2!,""-3’4 相似性指数公式计算相似性指数，用以比较群落间的相似程度［5，6］。

!（相似性指数）7 8 9 8
: "

"

# $ 8
( )%# & ’#

式中，( 为种类，%# 与 ’# 为 # 在 %，’ 群落中的比例。按 : 个龙眼园的重复调查数据的平均值作为统计分析的

依据。0 个亚群落内的某一物种或类群的个体数#8;< 的为优势种或类群，个体数 8< = 8;< 为常见种或

类群。

$# 结果与分析

$& !# 群落的种类组成和优势种

结果表明，龙眼园内共捕获节肢动物 05>0/ 头，经鉴定隶属于节肢动物门中昆虫纲和蛛形纲 :8 目 8:5 科

>>/ 种。按亚群落分，个体数量百分比排序为：植食性昆虫（>8& :8<）"腐食性昆虫（:5& 80<）"捕食性昆虫

（:0& /?<）"蜘蛛（8/& 65<）"寄生性昆虫（8& :6<）；物种数百分比排序为：植食性昆虫（/5& 1;<）"蜘蛛

（>:& >/<）"捕食性昆虫（8/& ;5<）"寄生性昆虫（>& :?<）"腐食性昆虫（:& 1?<）。从不同生境采集的数

量：植株上是 ::>58 头；地面杂草上是 >/?6> 头。按种类植株上层有 : 纲 85 目 1? 科 8/6 种；下层有 : 纲 8? 目

5? 科 8?> 种；地面杂草有 : 纲 8? 目 8;8 科 :18 种见表 8。

表 !# $%%! & $%%$ 年南宁市龙眼园节肢动物群落结构组成

’()*+ !# ,-../0123 425/62/5+ -7 28+ (5285-9-: 10 *-0;(0 -568(5: $%%! & $%%$ <(0010;

目 @4A’4

B <

科 C-D,*E

B <

种 F#’(,’G

B <

个体数 H.A,I,AJ-*G

B <

植食性昆虫

K!E")#!-+)JG ,.G’("
6 >6& 8 1? 0/& >> 80? /5& 1 856?6 >8& :8

捕食性昆虫

K4’A-(,)JG ,.G’("
5 >>& > :; 80& 50 /5 8/& ;5 8/1:: :0& /?

寄生性昆虫

K-4-G,",( ,.G’("
8 /& 51 ? 5& ;? 88 >& :? 5>> 8& :6

腐生性昆虫

F(-I’.+’4 ,.G’("
/ 8?& 8 ? 5& ;? ? :& 1? 80058 :5& 80

蜘蛛

F#,A’4
8 /& 51 :; 80& 50 8;6 >:& >/ 60>; 8/& 65

合计

L)"-*
:8 8:5 >>/ 05>0/

M M B 代表数量 B ,G .JDN’4G

龙眼植株树冠上的植食性昆虫亚群落优势类群为：白蛾蜡蝉 )%*%+% #,#-%-% O’*,(!-4、小叶蝉 .%/%+%+0"
G##& 、黑刺粉虱 、龙眼角颊木虱 、荔枝蝽 12""%3%-4,% /%/#554"% （P4J4E）；捕食性昆虫亚群落的优势种为：黄立毛

蚁 6%3%-3278#+% 95%:#/2" （C& FD,"! ）；蜘蛛亚群落优势种为：多色金蝉蛛 68#+-255% :23"#74543M （Q& R& S)(! ）、咸

丰球蛛 1823#;#4+ <#%+92+=2+"#" T!J U F).+ 、灵川丽蛛 >83?""4 5#+=780%+2+"#" T!J U T!-.+；寄生性昆虫亚群落优

势类群为：小蜂总科 Q!-*(,A),A’- 、姬蜂科 H(!.’JD).,A-’ 、细蜂总科 K4)(")"4J#),A’- ；腐食性昆虫亚群落优势

类群为：啮虫科 KG)(,A-’ 、折翅蠊科 V*-N’4,A-’ 、长角跳虫科 W.")D)N4E,A-’ 、蝇总科 OJG(),A’- 和蚊总科

QJ*,(),A’- 。地面杂草上捕食性昆虫亚群落优势种为：比罗举腹蚁 >32,%-4=%"-23 ’#34# O-E4，黄斑弓背蚁

>%,/4+4-0" %5’4"/%3"0" V,.+!-D，哀弓背蚁 >%,/4+4-0" ;452+;0" C)4’*；蜘蛛亚群落优势种为斜纹猫蛛 @<?4/2"
"23-%-0" R& S；寄生性昆虫优势类群同树冠，腐生性昆虫亚群落的优势类群为长角跳虫科和蚊总科。由于各类

节肢动物对食物与生境的选择递度不同，致使其树冠的上、下层与地面杂草上节肢动物的种类结构组成及其

数量均有一定差异，常见类群见表 :。

//08 M 生M 态M 学M 报M M M :5 卷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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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群落结构的空间格局

这里的空间即垂直分布，指的是龙眼植株树冠的上、下层和地面杂草 / 个小生境。同一群落中，不同种群

的垂直分布状况是对生境的小气候和食物等生态环境因素的综合适应和互为影响的结果。群落的空间格局

可以通过群落结构的相似性来反映。

表 !" !##$ % !##! 年南宁市龙眼园各生境节肢动物群落的主要类群

&’()* !" +,-.’/0,1 ,2 -’01 3/,4.5 ,2 ’/67/,.,8 9,--4106: ,2 8022*/*16 7’(06’65 01 ),13’1 ,/97’/8 !##$ % !##! ;’11013

项目 0"’1

树上层 2)# #*-." 3"4-"51

优势类群

64’7)1,.-." +4)5#3
8

序

9-.:

树下层 ;)"")1 #*-." 3"4-"51

优势类群

64’7)1,.-." +4)5#3
8

序

9-.:

地面杂草 *-.7 354<-(’ =’’7

优势类群

64’7)1,.-." +4)5#3
8

序

9-.:

植食性昆虫

6!>")#!-+)53
,.3’("

白蛾蜡蝉

!"#"$" %&%’"’" ?@& AB!! C 矢 尖 蚧 ($")*%) +%’,% CD& D/!! C
蚜科

E#!,7,7-’ F& GA# C

荔蝽

-.))", "’/&" *"*%00/)" CD& /G!! H
黑刺粉虱

10.2,/+"$’32) )*%$%4.,2) C/& /A!! H
长蝽科

I>+-’,7-’ F& ?C! H

龙眼角颊木虱

5/,$.6.$"*)7 )%$%+" CA& HC!! /
白蛾蜡蝉

!"#"$" %&%’"’" @& AD! / 小甲虫 J)*’)#"’4- D& GD! /

红头长跗萤叶

8/$/0.*’" /++%4029%) @& /F! ? 小叶蝉 :"*"$"$2) 3##& B& DB! ? 盲 蝽 科 K,4,7-’ /& @B! ?

捕食性昆虫

64’"-")4
,.3’("

黄立毛蚁

;","’,.+3%$" 40"9%*.) D@& @A!! C
黄立毛蚁

;","’,.+3%$" 40"9%*.) C@& DA!! C
比罗举腹蚁

5,.&"’/6")’., <%,/%
HC& F@ C

小毛瓢虫 J)((,.’**,7-’ A& ?F H 小毛瓢虫 J)((,.’**,7-’ B& CD! H
黄斑弓背蚁

5"&*/$/’2) "0</)*",)2) CF& ?F!! H

蚊 猎 蝽 =",>.$" 3#& A& H? / 蚊 猎 蝽 =",>.$" 3#& ?& F@! /
哀弓背蚁

5"&*/$/’2) >/0.$>2) CB& AD!! /

腐生性昆虫

L(-M’.+’4
,.3’("

啮 虫 科 63)(,7-’ GB& ?B!! C 啮 虫 科 63)(,7-’ D@& HG!! C
长角跳虫科

N.")1)O4>,7-’ GD& /?!! C

折翅 蠊 科 ;*-O’4,7-’ CF& DB!! H 蚊总科 J5*,(),7’- C@& AA!! H 蚊总科 J5*,(),7’- HA& GA!! H

蝇 总 科 K53(),7’- G& D@! /
长角跳虫科

N.")1)O4>,7-’
C/& ?G / 折翅 蠊 科 ;*-O’4,7-’ ?& BC! /

寄生性昆虫

6-4-3,",( ,.3’("
小蜂总 科 J!-*(,7),7’- BF& DB!! C 小 蜂总 科 J!-*(,7,7’- ?H& F?!! C 小 蜂 总科 J!-*(,7),7’- ?B& @F!! C

姬蜂 科 0(!.’51).,7-’ HC& ?/!! H
细蜂总科

64)(")"45#),7’- HC& /B!! H 茧蜂科 ;4-().,7-’ C@& DC!! H

姬蜂科 0(!.’51).,7-’ ?& ?C! / 姬 蜂科 0(!.’51).,7-’ C@& G/!! /

蜘蛛

L#,7’4
多色金蝉蛛

;3%$’.00" 9.,)%+/0/, C@& FC!! C
灵川丽蛛

53,7))/ 0%$6+32"$.$)%) CB& CA!! C
斜纹猫蛛

?@7/*.) ).,’"’2) CA& BF!! C

八斑鞘腹蛛

5/0./)/&" /+’/&"+20"’2& @& ?B! H
多色金蝉蛛

;3%$’.00" 9.,)%+/0/, CG& AF!! H
亚洲格蛛

5/)+%$%>" ")%"’%+" @& BH! H

灵川丽蛛

53,7))/ 0%$6+32"$.$)%) F& CF! /
咸丰球蛛

-3.,%>%/$ @%"$4.$6.$)%) CD& CH!! /
突额园腹蛛

A%*/.$" 3#& @& ?A! /

冲绳绿蟹蛛

?@7’"’. 3/)3%B2$" D& ?F! ?
八斑鞘腹蛛

5/0./)/&" /+’/&"+20"’2& D& B?! ?
佛罗鞘腹蛛

5/0./)/&" 40/,%>"$2& B& ?C! ?

P P !!为优势类群 Q)1,.-." +4)5#，!为常见类群 J)11). +4)5#

从层次间群落相似性大小可以看出，树冠上、下层，蜘蛛、捕食性昆虫亚群落的相似性指数均较大，达

AR BH 以上，分层现象不明显。因为在树冠上下层，蜘蛛皆以多色金蝉蛛和灵川丽蛛为主，捕食昆虫亚群落均

以蚁类为主。植食性昆虫和寄生性昆虫亚群落层次间相似性指数较小，分层明显。因为前者树冠上层以白蛾

蜡蝉为主，后者上层以小蜂总科类群为主。说明树冠上的捕食性昆虫和蜘蛛种群对生境的空间选择梯度不明

显，植食性昆虫和寄生性昆虫种群对寄主营养及其他生存环境的选择递度差异较大。树冠与地面杂草上各群

落的相似性指数除捕食性昆虫外总的来说都较小，见表 /。

D?DCP ? 期 P P P 梁子宁P 等：龙眼园节肢动物群落结构及其时空格局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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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群落结构的时间格局

# # 表 "# !$$% & !$$! 年南宁市龙眼园节肢动物群落相似性指数表

’()*+ " # ’,+ -./.*(0.12 .34+5 67 1,+ (01,06864 96//:3.12 .3

*63;(3 609,(04 !$$% & !$$! <(33.3;

亚群落 /012()330.,"4 5-21 5-2( 512(

植食性昆虫 6!4")#!-+)07 ,.7’(" 8& 9::; 8& <9=8 8& =>=>

捕食性昆虫 6?’@-(,)07 ,.7’(" 8& A=== 8& :<;; 8& ::89

寄生性昆虫 6-?-7,",( ,.7’(" 8& 98A9 8& AB8C 8& B>9B

蜘蛛 /#,@’? 8& AC=9 8& =9B= 8& =>:;

D D D D D D 注：-& 树上层 1& 树下层 (& 地面杂草。E)",(’：-& ")# #*-."

7"?-"03，1& 1)"")3 #*-." 7"?-"03，(& *-.@ 70?F-(’ %’’@&

各亚群落不仅在空间分布上有差异，不同季节也有节

律的变化。树冠上的植食性昆虫亚群落，以白蛾蜡蝉、

荔枝蝽、矢尖蚧、黑刺粉虱为主，时间格局表现为：<=
月份、< G = 月份龙眼角颊木虱比例较高 （<=& <H G
9>I AH ），其中 < 月份比例最高（9>& AH ）；= 月份则以

黑刺粉虱最高达 BB& >H ；9 月份，; 月份小叶蝉比例较

高，最高为 9 月份（<A& BH ）；B G A 月份及 << 月份，白蛾

蜡蝉占优势（数量比例 98& CH G A9& =H ），其中 B 月份

比例最高（A9I =H ）；C G <8 月份、<= 月份红头长跗萤叶

甲比例较高（=<I =H G 9:& AH ），最多为 <8 月份；C G <<
月份荔枝蝽占比例较其他种类大，C 月份最高（><& CH ）。以上几种害虫的数量优势明显，占总量的 B8H G
:8H 。总的来说，植食性昆虫群落时间格局明显，它们的发生有一定的季节性，如黑刺粉虱，龙眼角颊木虱在

冬春季（<= 月份，翌年 < G = 月份）占优势，而小叶蝉、白蛾蜡蝉在夏季（9 G A 月份）占优势，红头长跗萤叶甲在

夏秋季（A G <8 月份）占优势。见图 <& 地面杂草优势类群季节性不明显。

蜘蛛亚群落，树冠上以咸丰球蛛、多色金蝉蛛、八斑鞘腹蛛 !"#$"%"&’ "()"&’(*#’)*& 和灵川丽蛛为主，其

中灵川丽蛛在冬春季（<< 月份，翌年 < G > 月份）比例最高；二义宽胸蛛 +,$-$ ./$&."#*%’ /).+ J K!-, 是春夏季

（= 月，; G A 月份）较多（B& <H G ;& BH ）；草间钻头蛛 01#12,’-)$% 34’&/-/("#’ （/0.@’L-**）以春末夏初（> G B
月份）比例较高（<>& 8H G<B& >H ）；咸丰球蛛，多色金蝉蛛，全年多数月份比例在 <<& :H 以上。如咸丰球蛛

<= 月份、9 G ; 月份比例为（=<& 9H G>=& >H ），最高 ; 月份；多色金蝉蛛则以下半年（; G << 月份）比例相对较

高（<;& <H GB8& CH ），C G <8 月份比例达 >=& >H 以上，居亚群落的第一位；冲绳绿蟹蛛 561)’)$ ,"%,/7*-’ 在 <8
月份（<>& 9=H ）和 <= 月份（=B& 88H ）比例较高（见图 =）。地面杂草上蜘蛛亚群落以斜纹猫蛛，突额园腹蛛

8/2"$-’ 7#& ，幼豹蛛 9’4:"%’ 2*%/"#’ 为主。上述结果表明蜘蛛亚群落结构组成在同一生境的不同层次小生境

中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

图 <D 龙眼园植食性昆虫亚群落结构时间格局

D M,+& < D N!’ ",3’ #-""’?. )F #!4")#!-+)07 ,.7’(" 7012()330.,",’7

7"?0("0?’ ,. *).+-. )?(!-?@

图 =D 龙眼园蜘蛛亚群落结构时间格局

D M,+& =D N!’ ",3’ #-""’?. )F 7#,@’? 7012()330.,",’7 7"?0("0?’ ,. *).+-.

)?(!-?@

D D 腐生性昆虫亚群落，龙眼园内全年除 <8 月份、<= 月份外均以啮虫目的啮虫科的种群比例最大。弹尾目

的长角跳虫科以下半年（A G << 月份）比例较高，其他种类见图 >。

捕食性昆虫———蚂蚁类占比例最大，黄立毛蚁为优势种群，全年除 << 月份外均保持在 <=& BH 以上，最高

;9B< D 生D 态D 学D 报D D D =A 卷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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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月份（00& 12 ）；小毛瓢虫 33 月份，4 5 6 月份，7 5 8 月份比例较高（8& 92 571& 12 ），33 月份最高；蚊猎蝽

4 月份、6 月份比例高（7& 42 536& 62 ），见图 :。地面杂草上捕食性昆虫亦以比罗举腹蚁、黄斑弓背蚁和哀弓

背蚁蚂蚁种群为主，其次为小毛瓢虫。

寄生性昆虫亚群落，各月份之间比例波动很大且均以小蜂类占优势，如 6 月和 33 月份其比例达 3112 。

见图 7& 地面杂草与树冠的寄生性优势类群差异不大。

图 6; 龙眼园腐食性昆虫亚群落结构时间格局

; <,+& 6; =!’ ",>’ #-""’?. )@ A(-B’.+’? ,.C’(" CDEF()>>D.,",’C C"?D("D?’

,. *).+-. )?(!-?G

图 :; 龙眼园捕食性昆虫亚群落结构时间格局

; <,+& : ; =!’ ",>’ #-""’?. )@ #?’G-(,)DC ,.C’(" CDEF

()>>D.,",’C C"?D("D?’ ,. *).+-. )?(!-?G

图 7; 龙眼园寄生性昆虫亚群落结构时间格局

; <,+& 7; =!’ ",>’ #-""’?. )@ H-?-C,",( ,.C’(" CDEF()>>D.,",’C C"?D("D?’
,. *).+-. )?(!-?G

; ; 综上所述可知，各亚群落的优势类群均有各自的时

间节律，这是各优势类群的生物学特性与其生态环境相

适应的结果。

!& "# 群落数量的时间格局

龙眼园各亚群落的数量格局从 4113 年 33 月至

4114 年 31 月，除蜘蛛以外皆是由低到高，然后逐步缓

慢下降。以龙眼树冠为例，数量月均值大小依次为：植

食性昆虫（630 头 $ 百枝条） I 蜘蛛 （337 头 $ 百枝条）

I 捕食性昆虫 （314 头 $ 百枝条） I 腐食性昆虫 （73
头 $ 百枝条） I 寄生性昆虫（4 头 $ 百枝条）见表 :。各

亚群落的数量季节变动明显。植食性昆虫亚群落全年

高峰在 7 月份（3:79 头 $ 百枝条），次为 9 月份（498 头 $
百枝条），这是因为白蛾蜡蝉爆发，4 个月中它分别达

/:4 头 $ 百枝条，307 头 $ 百枝条，: 月、7 月份间植食性昆由尚有一个小高峰，主要是小叶蝉和黑刺粉虱，如小

叶蝉在 : 月和 7 月份，每百枝条分别达 33: 头和 331 头；层次间数量差异不明显，上层略高于下层。捕食性昆

虫的数量波动主要由蚂蚁的数量变动所决定，部份蚂蚁种类的数量与分泌蜜露的昆虫的发生季节有关，致使

这 部分种类常在地面与龙眼树上相互迁移，树冠蚂蚁密度由每百枝条 6 头上升到 73: 头，层次间差异和波动

亦较大。寄生性昆虫由于活动性大，各个月间的数量波动大。腐生性昆虫以 9 月份数量最多。蜘蛛季节数量

变动相对比较平稳，最多的月份如 : 月达 384 头 $ 百枝条，最少的 9 月份也有 8/ 头 $ 百枝条，见表 : 及图 8。

天敌是影响害虫发生的一种重要的生物因素。害虫由少到多，天敌随之递增；害虫被天敌控制，天敌随之

递减。因而在稳定的生物群落结构中，天敌的数量一般随害虫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并在一定的水平上保持平

衡。植食性昆虫亚群落与各类天敌亚群落数量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7。

龙眼园地面杂草上植食性昆虫与捕食性昆虫、蜘蛛、总天敌均达极显著水平。从整个植株看，植性食昆虫

与蜘蛛相关显著。从数量波动曲线看出以蜘蛛为主的龙眼园害虫天敌群落数量，3 5 : 月份的密度起点都比

9:73; : 期 ; ; ; 梁子宁; 等：龙眼园节肢动物群落结构及其时空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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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虫高很多，直到 / 0 1 月份害虫爆发（主要是白蛾蜡蝉，次为小叶蝉和荔枝蝽），方与害虫的密度差距逐渐拉

大，到 2 月份害虫数量又下降。因此，天敌对害虫的抑制作用特别是前期害虫低密度时潜在的抑制作用尚需

进一步研究，见图 3。
表 !" 龙眼园植株上各亚群落数量比较

" " #$%&’ ! " #(’ )*$+,-,. /0 1-00’2’+, 3*%45/66*+-,. -+ ,(’ 7&$+, -+

8/+9$+"

最低值

4!’ *)%’5"
67-.","8

均 值

9:’;-+’

最高值

4!’ !,+!’5"
67-.","8

植食性昆虫

<!8")#!-+)75 ,.5’("
3/ =>? >@/1

腐生性昆虫

A(-:’.+’; ,.5’("
@ /> >@/

捕食性昆虫

<;’B-(,)75 ,.5’("
= >CD />@

寄生性昆虫

<-;-5,",( ,.5’("
C D 1

蜘蛛 A#,B’; 32 >>/ >3D

:" 结论与讨论

:& ;" 多年生的龙眼果树与节肢动物群落和周边环

境，构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关系，形成

一个相对稳定的人工生态系统，使龙眼园有较大的生

态容量，群落结构比较复杂，自然天敌资源较为丰

富。例如植食性昆虫与天敌的个体数量比为 > E>& =，

种类数量比为 > E>& C@，其中龙眼园蜘蛛亚群落有 DC
科 >C2 种，是广西农田蜘蛛巳报道的科数的 /CF ，种

数的 D/& 1>F 。与农田作物相同的生态地理环境的龙

眼园能否成为农田生态系统的种库，对周边短期作物

受到人为破坏或干扰的相同的天敌类群的重建与恢

复，是否有一定的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0 >>］。

表 <" 龙眼园植食性昆虫与天敌数量相关系数 =>>; ? =>>= 南宁市

#$%&’ <" #(’ 5/22’&$,-/+ 5/’00-5-’+, %’,@’’+ 7(.,/7($9/*3 -+3’5, $+1 +$,*2$& ’+’6. -+ &/+9$+ /25($21 =>>; ? =>>= A$++-+9

生境

G-H,"-"
捕食性昆虫

<;’B-(,)75 ,.5’("
寄生性昆虫

<-;-5,",( ,.5’("
蜘 蛛

A#,B’;
总天敌

4)"-* I-"7;-* ’.’J8,.

树上层 4)# 5";-"7J C& =@D@ C& C132 C& >1D/ C& @1>>

树下层 K)"")J 5";-"7J C& =>13 C& C2D3 C& /2/2! C& 3>C@!

植株（总体）4!’ #*-."（")"-*） C& C1D@ C& /12D! C& /3@1

地面 4!’ *-.B 57;L-(’ C& 2=C1!! C& @/>> C& 1/CD!! C& ?C>1!!

M M 自由度 N-;,-.(’M ! O >C，"（C& C/）O C& /13，"（C& C>）O C& 1C2；!：显著相关 ’:,B’." ();;’*-",). !! ：极显著相关 ’P";’J’ ();;’*-",).

图 3M 龙眼害虫与蜘蛛亚群落数量动态

M Q,+& 3 M 4!’ 67-.","8 B’:’*)#J’." )L *).+-. #’5" ,.5’(" -.B 5#,B’;

57H()JJ7.,"8M

:& =" 不同类群的节肢动物，由于其本身的生物学和生

态学习性的不同，对栖境选择有差异。五个亚群落的垂

直分层结构，总体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各群落间以及同

一亚群落在不同层次间的明显程度仍有差异。树冠上

植食性和寄生性昆虫的垂直分层现象明显，表明它们对

生境有不同的梯度要求。蜘蛛，捕食性昆虫相似性指数

较大，分层现象不明显。但是，影响节肢动物垂直分布

因素比较复杂，仅从层次间的相似性的分析可能不全

面，具体影响的因素有待进一步研究。

:& :" 从时间格局看，龙眼园 / 个节肢动物亚群落的优

势种或类群的数量和结构组成不完全相同，这是多个因

素综合的结果。如荔枝蝽数量最多在 /、3 月份，而其比

例则在 2、?、>C 月份较高，因为 /、3 月份白蛾蜡蝉数量

很大，把荔枝蝽的比例压低。蜘蛛亚群落与植食性昆虫

亚群落有一定的同步现象，两者呈极显著相关或显著相

关，蜘蛛在 > 0 @ 月份害虫数量较低时仍保持较高数量，

如 D 月份白蛾蜡蝉密度 == 头 $ 百枝条，而优势种的蜘蛛多色金蝉蛛则达 @2 头 $ 百枝条，在害虫暴发初期密度

较低时，以蜘蛛亚群落为主的龙眼园害虫的捕食性天敌和寄生性天敌对龙眼害虫种群的数量增长有潜在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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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可能，其作用的程度尚待研究［/0］。目前果树生产上要按绿色植保和公共植保要求，应加强龙眼园生

态系统中节肢动物群落的相关基础研究，准确预测害虫与天敌的发生趋势，适时合理地使用低毒性生物药剂

控制猖獗为害的害虫，减少对天敌的伤害，充分利用自然天敌的控害作用，降低化学农药用量，减少农药残

留，保持龙眼生产可持续发展。

!"#"$"%&"’：

［/ ］1 2!-. 2 3，2!-.+ 3 4，5!’. 6 7，’"(& 8"9:; ). #’<"< .,(!’ ,. ")#，=>9," -.: <’’: )= *).+-.& ?+>,(9*"9>-* 4)9>.-* )= @9A,-.，/BBB，/C（0）：0D E 0F&

［0 ］1 @-. 6 2，7’ G 2& ? <"9:; ). H,)*)+; (!->-("’> -.: I-.-+’I’." )= !"#$%&%$’()*++’ ),$,-’ 6-.+ ’" J,& @9A,-. @>9," K>’’，/BFD（/）：/0&

［L ］1 M,.+ 6 N& O()*)+,(-* 5).">)* )= P.<’(" Q’<"<& ?("- O()*)+,(- 8,.,(-，/BBL，/L（0）：BB E /RS&

［C ］1 2!)9 8 6& P.：T9-.+U, ?."< & T9,*,. ：T9-.+U, Q’:-+)+,(-* V.,W’><,"; Q>’<<，0RR/

［D ］1 8).+ M 3，2!9 G 8，5!’. 4& P.：K!’ <#,:’>< )= 5!,.- & 8!,A,-X!).+：7’,H’, 8(,’.(’ Y K’(!.)*)+; Q9H*,<!,.+ 7)9<’，/BBB&

［S ］1 2!-.+ 6 N& 8"9:,’< ). "!’ <">9("9>’ )= "!’ <#,:’> ()II9.,"; -.: :,W’><,"; ,. (9*",W-"’: *-.: & ?("- O()*)+,(- 8,.,(-，/BFB，B（0）：/DZ E /S0&

［Z ］1 2!-) 2 G，2!)9 3 6& O()*)+; P.">):9(",). ———"!’ K!’)>; -.: -##*,(-",). )= PQG& 5!).+[,.+：8(,’.",=,( -.: K’(!.)*)+,(-* Q>’<< ，/BFC&

［F ］1 2!-.+ 6 N& 8"9:,’< ). %)*= <#,:’> <9H()II9.,"; <">9("9>’ ,. -+>,(9*"9>-* =,’*:<& ?("- 2))*)+,(- 8,.,(-，/BBL ，LB（0）：/LB E /CD&

［B ］1 27-.+ \ N，2!-.+ T ]，TV M 3& P.：5)II9.,"; ]’’<"-H*,<!I’." -.: ^,)*)+,(-* 5).">)* )= ],(’ P.<’(" Q’<"<& K-,;9-.：8!-.U, 8(,’.",=,( Y

K’(!.)*)+,(-* Q>’<<，0RR/，/ E /D&

［/R］1 89<-. O& ],’(!’>" K J& 8#,:’>< -< H,)*)+,(-* ().">)* -+’."< & ?..& ]’W& O.")I)*，/BFC，0B：0BB E L0R&

［//］1 2!-.+ 6 N，?!I’: M,>,;’ ?:’.，\’, 8 T，’("& K!’ ()II9.,"; <">9("9>’，:;.-I,(< )= #’<" -.: Q>’:-(,)9< ->"!>)#): ,. - H-.-.- =,’*:& ?("-

O()*)+,(- 8,.,(-，0RR/，0/（C）：SLB E SCD&

［/0］1 2!-.+ 6 N& K!’ 5-")*)+9’ )= <#,:’>< ,. T9-.+U,，5!,.-（!）& 4)9>.-* )= T9-.+U, ?+>,(& -.: ^,)*& 8(,’.",=,(，0RR0，0/（0）$ /LC E /CC&

参考文献：

［/ ］1 占志雄，张晓俊，陈元洪，等& 龙眼梢、果与种害虫生态位的研究& 福建农业学报，/BBB，/C（0）：0D _ 0F&

［0 ］1 范永占，何明忠& 龙眼角颊木虱生物学特性及防治研究初报& 福建果树，/BFD，（/）：/0&

［L ］1 丁岩钦& 论害虫种群的生态控制 & 生态学报 ，/BBL，/L（0）：BB _ /RS&

［C ］1 周善义 & 见：广西蚂蚁&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0RR/&

［S ］1 张永强& 农田蜘蛛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研究& 生态学报，/BFB，B（0）：/DZ _ /F0&

［Z ］1 赵志模，周新远& 见：生态学引论———害虫综合治理的理论及应用& 重庆：科技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BFC&

［F ］1 张永强& 农田狼蛛亚群落结构的研究& 动物学报，/BBL，LB（0）：/LB _ /CD&

［B ］1 张文庆，张古忍，古德祥& 见：群落重建与水稻害虫生物防治&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0RR/& / _ /D&

［//］1 张永强，阿登，韦绥概，等 & 香蕉园害虫和捕食性节肢动物群落结构及动态研究& 生态学报，0RR/，0/（C）：SLB _ SCD&

［/0］1 张永强& 广西蜘蛛名录（!）& 广西农业生物科学，0RR0，0/（0）$ /LC _ /CC&

BCD/1 C 期 1 1 1 梁子宁1 等：龙眼园节肢动物群落结构及其时空格局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