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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壹清净月潭地区土壤瞒类的种类数量、生 态分布、群落结构，探讨螨垄群的动盎变化，对域地 区 

卉种生境的土壤蜻垄盎行TM查研究。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将该地区的土蕞媾燕划持为卉个类 群， 

备荑群均与环境条件密切相羌，其组成与结构即各具特色，又相互羌联，并轴季节更替有明显空化。 

关t词：净月 ，土壤蜻类，群蒋，生态丹布．季 节变化． 

一

、 调查区的自然概况与研究方法 

净月潭位于长春市东南郊 ，北纬43。26 ，东经125。27 。面积 4．5km ，海拨230--~80m， 

年均降水量593mm，年均气温 4．9℃，属温带半湿润森林草原黑土黑钙土自然地带，区内主 

要为暗棕壤。 

根据土壤植被和土壤状况，并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在湖医选出具有六种主要生境类型 

(表 1)的区域作为调 查区，在此范酲内按空间与时间两个序列多点多层次重复 取 样。 空 间 

上，除按水平方向取样外，还在垂直方向上取样。时问上以 8，1l、 2、 5月代表四季各取 

样一次。为了更详细、准确地观察研究土壤螨类随时间的变化及其与温度、水分的关系，在 

环境条件最优越的杂木林中增加采样次数，每月一次 使用Tullgren装置分离=E壤动物，然 

后从中挑出土壤螨类，制成玻片标本，备作鉴定用。 

’ 二
、 结 果 与 分 析 

1．散量结构 

在1985年 7月～1986年 5月调查中，共采集螨(成鳞 )4383头，隶属隐气门(甲螨)，前气 

门(辐螨)，中气门(寄螨)和无气门(粉螨)4个亚 目。其中隐气门亚 日(Cryptostigmata)32科 

49属6O种，前气门亚目(Prostigmata)18科30属。 

净月潭地区的土壤螨类以甲螨为主，约占5O 。其次是辐螨和寄螨各占25 ，粉蝻最少， 

议约1．9％。以甲螨和辐螨合计(以下讨论除特别说明外，均捐甲螨和辐螨)共9 3种(腾) i，j 

巾优势种为跗线螨属(r口rs0 e “s)和麦尖梭甲螨(Gerato2efe3 mediocris)，其个体数分别 

车文在陈 融教授指导下完戚，丈在根先生、青木淳一、芝 实教桎 和赵小鲁先生等 予太力 助，特此致酣。 

本文于 1qB8年 7月22丑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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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净月■地区6种生境状况 
Table 1 The conditions of B hlbltats in Jtngyue~n region 

草 匈 簧草，莎草科 草旬土信睦性 期 幔 ，皇 期 矗 做 弱 

秉本科革 有机蕊吉量 

黑 梧 韩 {I!}桩，苔藓 暗棕纂培构性差 丘陵台地 较 千 较 强 

蔷龚，刺菜 有机质古量 5．t 

樟子梧韩 掉子梧，苜草 暗棕壤培构性整 丘陵台地 千 攥 较 强 

蒿草，蘸类 有机质古量 7．2 

pH =B．̈  

落叶梧标 落叶挫，摊子 暗棕壤培构稿好 丘陵台地 较 千 较 羁 

首草，蔼类 有机 质为1o．I 

pH =B．‘ 

杂 本 标 缓撬掀，黑播， 佬棕土崔结构好 丘陵台箍 漫 锅 弱 

蒙古棒，山撞， 土层耳，倡童性 

棒子，苔草，篙类 有机质高选20．4瞄 

虚 咀 玉米，大豆 耕作暗棕壤龋构好 丘藏台地 就 千 强 烈 

有机质低选 2．口 

占总数的13．5 和1O．4 。常见种属23个，主要是甲螨类的 维 拉 盖 头 甲 螨(Tectocepheus 

t~vlaus)。捧点肋甲螨(户口 o， 6口f口s punqtum)，新小奥甲螨(Oppiella no~a)、 和 辐 螭 

类的镰螯螨属(Tydeus)、隐爪螨属(Nonorchesten)、饲爪螨属(Speleorchestes)、短蒲螨 

属(Pygmephorus)等。其个体数占总数的59．6 。其余70种(属)皆为稀有种(属)，它们的个 

体数仅占总数的12．5 种类数的分布与个体数恰好相反，优势种(属)仅占总数的 2．】 ， 

常见种(属)也只占总种类数的24．2 ，稀有种(属)却 占73．7 。以上组台符台一般规律。 

2．生态分布 

生境条件的差异导致了螨类群的种类和个体数在不同生境中的分化。为进～步说明群落 

的生境分化，选取50类螨，按其在不同生境中出现的数量分布状况，列出表 2。 

5O种(属)螨中大多数踌几个生境。～些广布种类的存在，使生境问分化减弱，但螨类群 

的生境分化仍较日月显。这首先表现在一些仅分布于单～生境的特有 种 上， 如 垂 刀 肪 甲 螨 

(Cultroribnl口fridenf0f口)和一种全大翼甲螨(Pergalumno s ．!)仅见于杂木林，而另一种 

全大翼甲嫡(Pergalumna sp．2)和硬菌甲嫡 (Seheloribates rloidiseto*u*)为黑橙林所独 

有 其次表现在跨越几个生境的螨类在各生境中出现的频率不同，如分布于各生境的维拉盖 

头甲螨(Teetocepheus uelatus)，其个体数的62 集中于棒子橙林中。 

3．群蠕粪藩曩其相互关系 

综上所述，由于环境条件的不同，导致土壤螨类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生境的分异构成 

了本地区螨类群分化的基础。环境的影响和螨类的适应协同作用，形成了各个与一定生境相 

联系的、有着共同适应性和一定内部结构的螨娄群。通过定性 }析并结台定量计算，将净月 

潭地区的土壤螨类划分为六个蟥类群(见表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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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2 50粪重善■粪在不同生麓中的分希 
Table 2 The distribution of 5O klnds of important soil mites in each habltat 

一 、
～  

～  

类 生 境 l草黑樟落杂袭 种 类 
～

～  

草 黑 樟 落 杂 农 

Cel'atozers medfocer打 a b EpiIohmam~~a ot,c~ta I c c c b 
Eupelops印 ． b b Tavsonernus l a b a b b b 

An0d硎 0e“s 0n馆 c b b Tecroeepheus velahls f b b a b b b 

Achl eria sp c b b Op d ot o b c b b b a 

础  州 f ardua c c b Nanorcb
．estes b b b b b b 

AIicorhag~a c c a c Oppia m{n b c b b c b 

Tetranychldae C a ~upodes ；b b c c b b 

goribatu~a c"cn b b b b Stf~naeus I b b b c c b 

码deus b c b c Suctobelbe p． 1 b c c c c c 
础 rla C a a a Liochtlumins sp

． b b b c c c 

Punctorlbates l~lobates b c P 升眦 “聊 耙s a c c c a a 

Diapterobates印． c b Oppfa Sp． c c c c b 

Cu~tron'bu trfdenlafa { b Tr~chogalumna nopponica b b b c b 

Pergalumna sp．1 i b Peioptu~s口n ∞ “s b b b b c 

P删 0 m 0 sp．2 b Trypochthontus tectom~m b b b b c 

Scheloribates rigidisetosus b Incubates B0
． b a c b c 

Punctoribates ~afiIobatos b c M ultipp~a sp
．  b c c c b 

Pseudoclunfletidae i b Tetranychus J b b c c c 

Micro~ydeus i b I：'ygmeprmrus I b c c b b 
Oalumna sp． J b c Speleorchestes l b b b c c 
Xylobates sp．1 I b c c Abroloohtts f c c c c c 
CunaxⅡ I b c c Punctor~bates ncturn b c b b 

PoeciIophysis b c c sc 枷 esIatlpes b b b 

HapIozetes Sp． b Scutacar nP c c b c 

Perga~umna intermedfa c b PBnth P船 j b b 

0 a-- 优势 种，b—— 常觅 种，~-- 稀 有 种。 

草——草甸，黑——黑橙秫，樟——樟予格林 落——落叶格林，杂——杂木#，农——农田。 

将 6种螨类群分述如下。 

(1)草甸跗线螨(Tarsonemus)螨类群 本螨类群仅栖息于湖周围向湖面开口 的 坤 沟 

底部面积狭小的草甸生境中。在这低洼积水造成的特殊环境里，人类活动较弱，基本上保持 

自然状态。术螨类的种类数量很少，仅比农 田生境略多些。螨类群在对问上的变动也较其它 

生境小 

(2)黑松林细若甲螨 (Incabates)螨娄群 本螨类群栖息于植被单一-的黑松林中，基 

本无草本和灌木，螨类的数量和种类均比其他森林螨类群为少，常见种类中有三个为特定种。 

此外，术螨类群巾还有一新~OPomerantzia sp．(种名束定)。这是～个由草甸螨类群向森林 

螨类群过渡的群落 

(3 樟子梧林跗线螨(Tarsonemus) 维拉盖头甲螨(Tectocepheus ~elatus)螨类群 

本螭类群栖息子樟子松林生境中。林下有稀疏的灌木。本类群的种类数量也比黑 松 林 略 多 

些。其突出特点是前气门螨类的数量多于隐气门螨类。个体数量较黑松林多。 

‘4)落叶梧林麦迪尖梭甲螭 (Ceratozetes mediocris)螨类群 本螨类群栖息于落叶 

松林 境中，种类数量与樟子松林相近，个体数量却更多，(JL乎 杂木林相同)。稀有种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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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5 牵月曩地区 6种±壤一类分布状况 
Table 5 The distribution of six communities in ~tDgyuetsD resion 

～ 等 级 优 势 种 常 见 种 稀 有 种 

群落名称 数量 种类数!百分比l十体缸l百分比 种类教l百丹比l十体敷 百丹比 l l 1 种整数i百分比十捧敷l百丹比 l l 

要 格 韩 
2．9 I8 2 57．1 74

．
7 40．o ．T 

细若 甲埔埔 类群 l 

樟千梧林跗线螭 
4．7 5g．g 2 ．9 3I 2 6 

． 4 8．9 

维拉盖头甲婀螨类群 
I 

幕 叶植韩麦迪 
．
2 27．1 41．3 64

．
5 66．5 8．4 

垒棱甲螭埔类群 

杂木样垂刀胁 
30．0 80

． 4 70．0 I 9．6 

甲螨 螨整群 

农 田新小 奥 
70 48．0 48．6 3．4 

甲埔晴类 群 

量较多。螨类群优势度较高，仅次于樟子松林和农田。 ． 

(5)杂木林垂刀肋甲螨(Cultroribula tridentotato)螭类群 本螨类群栖息于杂木林 

生境中，种类繁多，数量丰富。种类数占全区的73．7 ，数量占全区的30．1 。无 优势种类， 

个体数量最多的(Cultroribula tridentata)仅占总个体数的8．9 。常见种数相对少于其它几 

个螨类群，稀有种类的数量为常见种类的2倍多。蝻类个体数的分布相当分散，优势度居咨 

生境之末，仅为0．043。群内3O％为特有螨类 

(6)农田新小奥甲蝻(OOpielIa 0̈口a)螨类群 本螨类群栖息于农田生境中。人为活 

动的干扰和环境条件的单一，限制了种群的 自然繁衍，使得该螨类群的种类和数量均十分贫 

乏 ，而数量又相对集中于少数几种螨类(如优势种新小奥甲螨～种的数量就占总数的36．3％)。 

本螨类群在时间上 的变动最剧烈。 

螨类群 问的相互关系：不同螨类群中共有种类的多少，可以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似程度。 
～ 般说来，共有种愈多，螨类群间的相似性愈大。为此，我们采用索化森(Srenson!g48)的 

n，1 

相似指标公式(S一 竿 ， 相似指标值， ： 生境种类数}B：B生境种类数J c： 、B 

两种生境共有的种类数)一1，计算出各螨类群间的相似系数。 

结果表明，樟子橙林跗线螨维拉盖头甲螨螨类群与落叶松林麦迪尖棱甲蝻螨类群最相似 

(相似指标值 0．72)，杂术林垂刀肋甲螨螨类群与农田新小奥甲螨螨类群的差异最大(相似指 

标 值 0．4O)。四种森林生境巾的螨类群彼此问关系比较密切，它们聚和在一起形成 了森林螨 

类群，农田新小奥甲螨螨类群 与其它各螨类群的差异均较大，草匈跗线螨螨类群与其它各螨 

类群的差异较前者略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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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时间变化 

(1、种类数量的变化 山 l可 ，种类数量以爱季为最多，冬季最少。但 也 有 例 

外，如樟子橙林跗毁螨维托盖头甲螨螨娄群在春．夏 秋三季的种类数量基本相同，分别为 

22、21 埔娄，春季 比夏季多出一种，最少的冬季也有! 种，仪 比同季的杂木林垂刀胁甲螨 

类群少，而多于其他各螨类群 。 

圈 1 种类数量的季节壹化及壹辜 

(拄 为羲量 ，曲线 为变率) 

Fig．1 The seasonal chang~ of 即 ecieg 

nam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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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8 

0 8 

0,4 

0 2 

圈 2 十悻数量的季节变化皿室率 

(柱为 数量． 曲线为 变率) 

Fig．2 The sBBs0n_1 changes of individual 

numbers 

特别值得注意的姓，农 田小奥甲螨螨类群中的隐气门与前气门螨类的种类数量在春季最 

多，丽在～般类群最繁强的夏季为零，只有中气门和无气门螨娄，并且为数不多，分别为l3 

和 2只。这说 明人类活动对土壤螨类影响很大。也说明甲螨对环境 的变化比较敏感，可用它 

做指示物来监测环境的变化。图 2中，C 为变异系数，即six，x为某特定生境中 各 季 节 

螨娄种数对于四季的平均值，s为相应的标准羞。从c，值变化曲线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各螨类 

群的季节变化喀度。 

(2)个体数量的变化：以农田新小奥甲螨蝻类群为最大，变率为1．429，以下依次为： 

樟子橙林跗绂螨维拉盖头甲螨螨娄群>杂术林垂肋甲螨螨类群 >落叶松林麦迪尖棱甲螨螨类 

群>草甸跗线螨类群>黑橙林细若甲螨螨类群。草甸跗鼓螨螨类群的种类数 量和个体数量的 

变化均较小，说 口月了草匈环境的稳定性 樟子松林跗线螨维拉盖头甲螨螨类群的种类数量变 

化最小，个体数变化却较大，主要是 由于跗线螨在夏季的大发生引起的，其数量 多选25 0头， 

占该螨类群全年总数 的34 ，占夏季总数的50．! 。此情 有较大偶然性。 

个体数量的变化，导致螨类群优势种类发生变更(表 4)。所有 6十螨类群的优势种类在 

不同季节均有所变化，两个季节优势种娄完全相同的只在草旬跗线螨螨类群中出现一次，即 

冬春喇季同为跗线螨( 0r∞H mHs)。虽然落叶松标麦迪尖棱甲蛹螨类群的优势种类在春、秋、 

冬三季均有T．f D， ，但它不是难 一的优势种类。农 田新小奥甲螨螨类群的舱势利，娄均是 

些体形较小的种娄， 杂术林垂刀 E}『螨螨类群的优势种类体型 多比较大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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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 4 各蠕娄霉挽势种娄的季节主更 
Table 4 The SeISOR change of the dom|nent species in each community 

(3)栖息层次的变化：就全年而言，土壤螨类多栖息于A。层，A层较少，AB层最少。 

土壤螨类在各栖息层次中的数量也随季节不断变化。～般说来，夏季以A。层为最多，AB层 

最少，与全年的总清况相一致，春秋两季螨类的栖息位置居中，以A层为最多。冬季A。层最 

少(一般为零 ，只落叶松林例外，这和其落叶层厚度较大有关 )，多集中于A层和 AB层，甚 

至有AB层多于A层的现象。草甸跗线蝻螨类群夏秋两季全部栖息于Ao层，春季也大部分栖 

息于A。层，只是到了冬季，才向下迁移集中于A层，AB层仍很少见。此外，隐气门亚目的 

Sucfobelbella、Oppiamins、Oppia sp．等体形较小的种类经常出现在A层与AB层，尤 其 

在秋、冬、春三季。 

三、结 论 

1．净月潭地区土壤螨类比较丰富，调查期间共采得标本4383头，分隶于隐气门，前气 

门、中气门、无气门个亚目，其中隐气门亚目32科49属60种，前气门驱目l8科3O属。 

2．环境条件的空间差异，对土壤螨类具有很大影响。生境不同，土壤螨类的种类数量 

与个体数 量亦不同，环境的差异 与螨类的适应协同作用，形成 了各个与一定环境相联系，具 

有一定内部结构的螨类群。通过定性分析并结合定最计算，将净月潭地区的土壤螨类划分为 

6个螨类群，采用将优势种或特征种与生境名称相结合的 方 法 命 名 如 下： (草 甸 跗 线 螨 

(Tarsonernus)螨类群、黑梧林细若甲螨(Incabates)螨类群、樟子捂林跗线螨(Tarsonemus) 

维拉盖头甲螨(Tecfoce~heus velatus)螨类群，落叶梧林麦迪尖棱甲螨 (Ceratozefes med- 

iocrls)螨类群、杂术林垂刀肋甲螨(Cultroributa tridenfata)螨类群和 农 田新 小 奥 甲 螨 

(Oppiella≈0 0)螨类群。 

s．土壤螨类群随季节更替其种类数量、个体数量和栖息层次匀有明显 的 变 化。和一娄 

和 个 体 的数 量 夏 季 最多，冬季最少，春秋两季大致相同。夏季土壤螨类绝大多数栖息于 

A o层，进入秋季逐渐下移至A屠，冬季A层与AB层的螨类数量基本相同，春季又开始上移 

而集中于A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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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RESEARCH 0N EC0L0GICAL GE0GRAPHY 

OF SOIL MITES IN JINGYUETAN REGION 

Bu Zhaoyi 

<Department 0 Ge~raphy，Northec~'t Normal Universl坷，Changchun) 

The present paper is composed based on the jnvestigation of the sotl 

mites in six different habitats Jingyuetan region． Cryptostigmata，Prostig- 

mata，Mesostigmata and Astigmata 4383 have been totally collected． W ith 

the help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they were divided into six different corn- 

munities through qualitive analysis：Grassy Marshland—Tarsonemus commu- 

nity．Thunberg Pine Forest—Incabates community，Scotch Pine Forast—Tlar— 

sonemus an d Tectocepheus velatus community． Larch Forest—Ceratozetes 

mediocris community．Conferous—Broad Leat Forest—Cultroribula tridentafa 

community and Farmland—oppiella nova community．Every community has 

close relation to its ow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Both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have their own features an d relate to each other． AII the 

communities vary obvJously with the change of se asons． 

孽 Key words：Jingyuetan，soil mite，community，ecologic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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