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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山蛭生态分布的调查研究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C0L0GICAL DISTRIBUTION OF 

LAND-LEECHES IN HAINAN ISLAND 

为了解决山蛭危害问题，我 们 对 海南岛山蛭分类生态傲了调查研究 

一

、 弭壹方法 ’ 

有关山蛭密度的调查方法并无借鉴。考虑到山蛭是在地面杂革上活动 ，是不均匀的点状分布。水平分 

布的调查方法是，在山蛭最多的林段内采用慢步行走20分钟，同时用13Ocm长的小木棍边走边打动周围的杂 

草，诱山蛭话动．把斯看到的山蛭分成体，亚成体，幼体计救记录。在水平分布的基础上，选择四大林区 

(黎母山，吊罗山，尖峰峰、规玉岭、颇序下周)进行山蛭垂直分布的调查研究。 在四个调查点都选择山 

蛭较多妁^行天然山路进行采集，由下 而上，每 20ore 悔拔高度柞为一段，把所来到的标本集中于一广口 

瓶，代表该段高度山蛭种类鼓量，直至山顶为止。将每个调查点各个高度的标本按不同种分开，然后把各 

个种山蛭按幼体，亚成体，成体分别统计。 

=、结果与讨论 

采到的标本中鉴定出四种山蛭．海南山蛭 (Haemadipsa hainana)分布于 低 山 地 面，草地 种。 尖 

峰山蛭 (H．flanlcna)分布于高山，地面种，黎母山蛭 (H．~imuna．)分布于高山，灌木树种，腹黑山 蛭 

(H．nigrovntrocuZa．)分布于高山的稀有种，调查结果表弱，山蛭主要分布于海南岛 中部 山 区 及 其 外 

围低丘 也(13个县的山区或低丘山地)，耒发现山蛭的是海南岛北部雨量少，无森林覆盖的台地、阶地 

和平原地区 (6个县的地区)。山蛭分布与地区年均雨量和年内持续干旱季节长短有关，年均雨量 20oo一 

2400ram，年内持续干旱季节l3—16旬的琼中琼海等地区属雨量多，年内干旱季节短的多蛭区，30条 以上 

／zo分钟J年均雨量lO12--16OOmm，年内持续干旱季节l9—2l旬的东方县等属雨量少，干旱季节长的无蛭 

区， 0条／zo分钟I其余年均雨量1600--1900mm，年内持续干旱季节17—20旬的白沙县等属一般山蛭区， 

3O条以下12o分钟。海南山蛭水平分布于年均雨量1600--2657．6mm，年均 相 对 湿 度 84—86 ，年均气温 

22．3—25℃，土壤p}l值4．5—6．5的酸性花岗岩黄色砖红壤，变质岩砖红壤地区。 

海南山蛭种群大小与雨量有关，以不同地理位置的橡胶林内的防风林为例，说明不瓦地理位置的雨量 

与海南山蛭种群数量的关系 不同地理位置的南方，加钗，东太，南岛．石碌的海南山蛭种群鼓量分别是 

144条／20分钟，95条／zo分钟，60条12o分钟，24条／30允钟，15条12o分钟 5个地区雨量为，2657．6mm， 

2440mm，2386mm，1653mm。14OOmm，上述鼓据表明，雨量与种群敷量之间的关系为正相关， 相关系 

鼓为O．9521，极显著。 5个地区中，南方是海南岛雨量最多的地方，极端最多1964年为5525mm，雨季 6— 

11月，12— 3月为半混季，乡阴雨，只有 1月有短期干旱，南方地处悔南岛中部山区，植被发育好，覆盖 

面积较大，困此，云多、雨乡，雾露多。这些环境条件适合山蛭活动，生长和发育，故种群鼓量较大，南 

方与全岛干旱的石碌地区比较，石碌雨量少 <140Omm)湿度小 (76．6 )，每 年 4— 6月 有热楚风，高 

温干燥，植被性状差，这些不利于山蛭活动，生长发育，11月份繁殖的幼蛭 次年 死 亡多。 

同一地区的橡胶林内悔南山蛭种群数量与橡胶覆盖度有关， 琼中县加钗地区橡胶林内不同覆盖度分别 

为80 ，60 ，50 ，30 。其种群敷量分别为77条／20分钟，73条130分钟，68条／30分钟，23．s~／2o分 

钟，种群数量与其周围环境的覆盖荫蔽成正相关，相关系数为6．8431，相关不显著，覆盖度 大的成龄胶林 

每天有工人在林内采胶，山蛭有较多的机会吸到血，覆盖度小的未成龄胶林无工人采胶，山蛭设血机会少， 

同时太阳直射面积大易干旱，因此种群数量较小，但山蛭仍可潜伏到杂革底下，因此，覆盖度差异对山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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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数量影响不那么显著。 

不同的植被类型海南山蛭种群数量不同，琼中县加钗地区，以木麻黄为主的防风林 (荫蔽度 80 )其 

种群数量为96条／2o分钟．橡胶林 (荫蔽度8O )为77条／20分钟，杉木林 (荫蔽度7C )为2C条／2o分钟， 

林同茅草地为 6条／2c分冲。在东太农场胶茶间种的人工生态群落，山蛭的数量也减少，说明植被 改 变 山 

蛭种群数量也改变，其原因是由于胶树行阃种上茶树，代替了自然生长的杂草，种茶后不在林间放牧，对 

茶树穗用化肥农药，对山蛭有一定影响，园此种群数量变小 

放牧 (牛，与非放牧的橡肢林内，海南山蛭种群数量不同。海琼县东太农场非放牧林 (荫蔽魔 7O ) 

种群教量为 0条／2c分钟。放牧林 (即使荫蔽度35 )种群数量为10．3条／2o分钟。琼中县加钗地嚣林内一 

条人畜出^必经小道，其种群数量为168条／2c分钟，此林其他位置种群为77条／2o分钟，说明食铷影响种群。 

三种山蛭在皤大林区 (黎母山，吊罗山、尖峰蛉，坝王岭，颓序下周)垂直分 布 是 不 同。l海南出蛭 

分布趋势，20Qm高度基本上无海南山蛭，数量较大的集中6QQ--SQ0m，西大林区60C--8OCm高度的海南山蛭 

数量分别是该山垂直高度的暑】．9％，65．7 ，68．7 ，77．7 ，8COrn 以上高度海南山蛭数量渐步，1400m 

以上凡无山蛭。尖蜂L 蛭分布较高，数量较大集中在 lO00m (8(1(I--12Com)左右，其 中黎母山，吊罗 山 

800--1COOm分别占该山垂直高度的51．04 ，84．4 。尖峰峙，坝王岭的尖蜂山蛭分布 稍 高 1000--1200m 

分别占该山垂直高度66 、65 ，1200m以上仍育一定数量。黎母山蛭分布又较尖峰山蛭稍高，数量集中于 

lO00--1200m，西大林区该高度数量分剧占相应的垂直高 度 的 53．7 ，57．5蹦、64．4 、59．8 ，120ore 

以上仍有相当教量。以上说弭三种山蛭的垂直分布所占据空间位置不同，但也有重叠分布区。 

三种山蛭与垂直高度植被性状和雨量分布有关，400in以下三种山蛭总数较少，这段高度植被性状差， 

雨量少(吊罗山雨量2004mm，湿度84．9 ，温度24．7℃，尖峰岭雨量17O8mm，湿度80．6 ，温度24．9℃} 

坝壬岭雨量 1674mm，湿度76．6 ，温度24℃)。SOO--12OOm三种山蛭总教较多，8QO--1200m山蛭总数分 

别占相应于垂直高度的山蛭总觳I吊罗tb为64．2 (逮段高度雨量9593mm，湿度88％，温度19℃)，尖蜂 

岭77．29 (这段高度雨量2392mm，湿度88．4 ，温度19．16℃)，坝王岭73．2 (这段高度雨量Z8OOmm， 

湿度86 ，温度19℃)，黎母山为64．84％ (无建气象站)。l200m以上山蛭数量减少，山顶基本无山蛭。这 

是由于12(]Om以上植被性状差，乡为裸露的草地或矮小的灌木，山顶为峻峭的花岗岩，常风大。 

各种山蛭种群组合不同，同一林区不同高度种群组台也不同。黎母山垂直高度三种山蛭 比 例 分 别 是 

13．77'‘、24．42％，61．73 。吊罗山垂直高度三种山蛭比例分别只29．6 、28．2 、42．2％，尖蜂岭垂直 

高度三种山蛭比例是25．5 ．2Q．2 、54．3 ，坝王岭垂直度三种山蛭比例是 13．5 、40．5 、蛆．9 。 

山蛭数量最多的是黎母山蛭占44．7 ，是高山优势种，尖峰山蛭占32．9 ，海南山蛭占23．14 。 

种群年龄结构是种群一个重要特征之一，亦是衡量数量动态的一个标志。缚南山蛭低海拔种群中幼体 

占84．85 ，亚成体占0．97 ，成体占6．7 ，是一个基郭很宽顶部锟窄的高生产力锥体。说明种群有扩大 

的趋势，是由于人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山蛭吸血的机会，高山种群中幼体占67 ，亚成体占I ．5 ，成体占 

14．8 ，是一个低生产力娄型的年龄锥体，这是由森林被1曳．开发狩猎、野生动物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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