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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丁探讨封山育林的抗虫机制丑对害虫的营林管理对策， 本文研究了封山育林对昆虫群落时空坫拘 

爰多样性，稳定性的影响。利用机械抽样方挂在4种不同封山类型# 丹内的调查表明，封山育林可 以挂得 

#内昆虫群落的种类戢置尤其是汞散类群的种娄戢量显著增加J 封山珏天敢类群所占比啻I较束封山珏增 

加 33．89 ． 昆虫群落的垂直结构更加复杂，随对甸的变化． 封山区昆虫种类数丑种类多样性增加幅度 

较大，十休戢量变化平理，群落的稳定性有较大增强． 

关奠调：封山育林．昆虫群 落结构．多样性指数，稳定性． 

从生态学角度对害虫采取营林管理对策，是现代森林害虫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方 

面，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做过有益的探索t 。作者在 对封山育林抗虫机制的研究中，曾 

分析了封山育林对植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的影响 ⋯ 。对于深入地研究封山育林所造成的昆虫 

群落的变化，以进一步探讨对资源的管理对策，进而探讨植物和昆虫群落间的生态关 系以及 

对有害种群的控制是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一

、 研究方法 

1．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河北省抚宁县的低山丘陵区，均为经人为破坏或松毛虫为害后生长起来的油 

松天然次生林。根据封护年限和林分状况将林地分为 4种类型： 

I未封幼林；林龄IO年左右，未封山，人为破坏严重，林下植被稀少，林相残破。 

Ⅱ未封成林t林龄25年左右，未封山，修枝放牧严重，地被物稀少，郁闭度低。 

Ⅲ封山幼林：林龄1O年，封 山，林木生长健壮，林下植被丰富，郁闭度较高。 

Ⅳ封山成林：林龄 3O年左右， 长期封山， 林相整齐， 为多层次复层林，林分垂直结构 

复杂。 

2．调查 方法 

在 4个不 同封山类型的林地中， 选 择立地条件及林分状况相似的典型林分， 设置 20× 

20m 标准地 I4块，于1987-- 1988年调查以下各项内容。 

(1)林冠层昆虫调查，每样地机械抽取3O株林木，实际调查统计昆虫种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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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间昆虫调查，存沿标准地对角线 3 m宽的样带 内统计植物上的昆虫种类数量，同 

时，随机扫网100网，对采集到的昆虫进行分类记数。 

(3)枯落物层昆虫调查， 每样地梅花状设置 2×2 m 样方 5个， 统计其内的昆虫种类 

数 }。 

(4)土壤昆虫调查，每样地设 l x l m 样方 5个，每 lOern取土一次，筛土检查昆虫种 

类数量，取土深度一般为4 Ocm。 

(5)灯诱昆虫调查，灯诱是为调查各类型林分的昆虫种类而进行的辅助调查。在各林地 

内选具有隔离性的典型样点，用手提式小型诱虫灯，每晚诱集 2小时，收集昆虫， 鉴定种类 

需要说明的是，为叙述方便文中将蜘蛛类群也收到昆虫群落内。调查时有些群落中不重 

要或个体极小的种类未列入，如蜉蝣目、毛翅 目、弹尾 目等。由于未封成林与未封幼林条件 

相似，未封幼林巳能代表其变化，故在后来的调查中未包括未封成林 

3．数据分析方法 

昆虫群落及各类群的多样性测度均采用能较好地体现 昆虫群落结构复杂程度的Shannon 
— Wiener多样性指数公式：／-／ ：一∑户 ln尸i 一It] 

二、结果与分析 ‘ 

1．昆虫群落组成的变化 

(I)昆虫群落组成的水平分化 

在各类型林分内的调查表明，无论是在种群数量还是在类群构成上，不同类型林分 内的 

昆虫群落出现明显分化(见表1、表2)。封山区昆虫群落及各类群的种类和个体数量均明显高 

于未封 山林分。其中尤以封山幼林最为显著，与未封林分相比，种数分别高出 77．O3％和 

85．8％，个体数分别高出 79．2 和 148．7％。 而 封 山成林与未封林分相比，种数平均增加 

38．2％、个体数增加则不明显。这个结果说明了封山育林对昆虫群落丰富度的影响。封山早期 

襄 1 各羹罄林分昆虫群藩各羹群种羹散量 

Teble 1 The qttantlty 0l species 8nd individuels of each insect groBp Jn Yesio~e trends 

NS：Number of species 

I：Unclosed young forest 

I：Closed yong forest 

NI：Num ber of indlvtduel宕 

I：Unclosed standard forest 

lV：Closed standard forest 

幼林内植物种类数量剧增和良好的光照条件，使得林内昆虫种类丰富，个体数量也较多，而 

封山时期长的成林则由于林内稳定的生态条件使昆虫数量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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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 2是昆虫各类群种类数在群落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府况，由此可见，封山林分 内植食昆 

虫类群所占比例并不高于柬封林分，而天敌娄群所占比例则明显高于未封林分。这表明封山育 

林对昆虫群落组成的彭响主要是使天敌类群的种类和数蹙增加了．亦即使天敌类群更丰富了。 

襄 2 各类型林分昆虫群落种类组成比较 

Table 2 The com parison of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of insert com ~unlty various stands ( ) 

(2)昆虫群落组成的垂直变化 

各类型林分内昆虫群落垂直结构变化的总趋势是，林冠层和林间层以鳞翅 耳，同翅 目昆 

虫为优势类群，枯落物屡和土壤层中则以鞘翅 目为主要类群。另外，林冠层中的瑛翅耳和蜘 

蛛 ，林间层中的双翅 目昆虫也较多。更值得注意的是枯落物层中的蜘蛛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类 

群，约占调查昆虫总数的一半(见表 3>。 

表 3还表明封山育林对昆虫群落垂直结构产生的较大影响是，使得各垂直层次的优势类 

群较分散，优势度降低；昆虫数量在各类群问相对较平均；天敌类群所占比例增加。在林冠 

表 5 各类型林分不同层班昆虫群落组成比较 

Table 5 The comparison nf the insect community composition in 

different layers fa various stands(％) 

屡和林间层，未封幼林的优势类群只集中在鳞翅 目，同翅目等少数几个科内，且优势度十分 

突出；而在封山类型林分的优势类群则为蜘蛛、膜翅 目、同翅 目、鳞翅 目和鞘翅 目。其 中尤为 

明显的是，封山幼秫中鳞翅目、同翅目等主要害虫娄群所占比佣犬幅度下降，相反，蜘蛛和 

膜翅 目等天敌类群所占比例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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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昆虫群落组成的时间分化 

调查表明，昆虫群落个体数量从5一l0月依次降低，其中以未封幼林下降幅度较大，而 

昆虫群落种数则随时间变化而增加，其中以未封幼林增加幅度最小(见表 4)。说明封山育林 

使得昆虫群落随时间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稳定。 

表 4 各类型林分昆虫群落种类戢■的月变化 

Table 4 The m onthly changes ot the num ber of insect species and 

indi订 dua]s Jn various~iands 

对昆虫群落各娄群种类数量月变化的进一步分析还表明，封山林分 昆虫种数的大幅度增 

加主要是 由于天敌类群的增加所致。 从 5月至 9月封山林分天敌类群种数增加了 148 ，而 

植食昆虫种数只增加了83 ；未封山林分天敌种数增加45 ，植食昆虫种数增加32 。就个 

体数量变化来看， 封山区 植食昆虫个 体数 量 下 降 了67 ， 而天敌昆虫个体数反而增加了 

102．7 ， 在未封山区天敌昆虫个体数量只增了 48．7％。说明封山育林对昆虫群落在时间过 

程中变化的影响是天敌类群的复杂性增加了。 

2．昆虫群落多样性的变化 

(1)各类型林分昆虫群落的多样性及差异 

调查表明封山林分无论是整个群落还是各类群，其多样性指数均显著高于未封林分 (见 

表5)。在各类群中， 尤以蜘 蛛和 寄生类 群增加幅度较大，封山幼林分别增加 28． 和 

41．76 ，封山成林分别增加23．4％和45．2％。 

表 5 各类型林分昆鱼醉暮曩各类拜当群性指教 

Table 5 The diversity indices of the insect community and its each gzoup ln varioos stlnds 

(2)各类型林分昆虫群落多样性的时问变化 

昆虫群落及各类群的多样性在各类型林分中的变化趋势是，随时间的延续而趋于增加， 

．- ，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t 

l期 高宝嘉等：封山育林对昆虫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稳定性影响的研究 

9月为最高峰，l0月突然下降(见表 6)。 

昆虫群落多样性在时问过程中的这种变化，体现着昆虫群落复杂程度增加的情况。就变 

化的幅度来看，仍然是封山栋分变化大，而未封山林分则相对较小。说明封山育林使昆虫群 

落随时问变化而更加复杂了，这与前面的分析是一致的 就各类群多样性的月变化来看，较 

突出的是天敌类群多样性在封山林分随时间的变化而稳定的增加，其中尤 以寄生类群为甚， 

5月至 9月平均增加了29．1 。而在未封幼林中天敌昆虫各类群多样性Ⅲ 增加不明显，而且 

在lO月份下降的幅度又明显超过封山林分。说明了封山育林不仅使昆虫群落中天敌类群种类 

更加丰富构成更加复杂，而且在时间变化过程中 种 类 数 量更加均匀，从而慎群落的稳定性 

增强。 

裘 6 昆鱼群藩豆各类群多樟性指熬月变化 

Table 8 The monthly changes of the diversity indices of the insect community and 

each group in various stands 

s昆虫群落相对稳定性的变化 

昆虫群落的相对稳定性长期 以来一直为群落生态学家们所关注，其表述及成 因的解释也 

各不相同 。针对所研究的对象为森林昆虫群落及其所处的环境条件，本文试图用全年 

种数与总个体数之比(S ／Si)和天敌类群种数与植食昆虫种数之比(S。／S．)来表达群落的相 

对稳定程度。将全年各月所调查的种数和个体数取平均值进行计算，这样所反映的不仅是一 

个静态的比值，而且反映了全年昆虫群落组成的变化情况，当S，／S 较犬时则说明种数较多 

而个体数相对较少，反映了种类间数量上的制约作用。S．／s 则反映群落内部食物网络关系 

的复杂性及相互制约的程度。因为种在群落中的地位比个体更突出。测算结果见表 7。 

由此可见昆虫群落的相对稳定性在封 山林分中明显地增强了。封山幼林和封山成林比未 

封幼林S ／S。值分剐增加了127．85 和92．45 ，S。／S．分别增加 了 31．25 和 42．46 。这 

说明了封 山林分中昆虫群落种类较多而个体数量相对较少，没有突发性}天敌类群所占比例 

增由l1，从而使得群落内网络关系更加复杂， 内部制约机制更加深刻，进而使得群落增加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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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地号 l 2 

Number 

of s∞ d 

2 平 均 s 

Me8n 

9 J0 lI 平均 15 i3 】4 

M ean 

15 乎均 

M ean 

S ／S o．12 38 0．0960 0．17 78 0．1 223 0 o2972 0．2878 o．2448 0．3934 0．30 1}1 0．8534 0-8471 0．3004 O o2191 0·2580 

S a／S 2 o081 2 i．7843 1．T683 I．8612 2．6O00 2．5625 2．8342 2．3653 0．4425 2．51D2=·3021 3．0583 2．7368 0．6515 

外界扰动的缓冲能力，使稳定性增强。 

三、讨 论 

1．昆虫群落及其各类群的多样性指数可以较好地表现群落的结构状态，对其变化的深 

入分析对揭示群落内部种群之间数量上的制约关系，考察群落的功能和动态是十分有益的 

2．群落的稳定性是群藩结构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它主要反映了解群落整体抵抗外界干 

扰的能力，对群落稳定性的表达，应充分考 虑 群 落 内部种群之问的网络关系及相互制约程 

度。用全年平均种鼓与个体数之比和天敌类群与植食类群种数之比表达群落的相对稳定性有 
一

定意义，作为一种尝试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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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CLOSED 

FOREST ON THE STRUCTURE DIVERSITY 

AND STABILITY OF INSECT COMMUNITY 

Gao Bao—Jia 

(Itebcl Fore~vy College，Baod~ntO 

Zhang Zhi-Zhong Li Zhen-Yu 

(Bei
．~ng Foms~y Unlversi坷) 

In this paper，the influences of closed forest on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spatial and temporal structure，diversity and s~bility of insect commtag 

are studied．And the expression of insect community stability are aprroached． 

too．The investigation which are carried out in f0ur ditferent dosed or uriclo— 

sed forest stands shows that the closed forest can  greatly chan ge the  compo- 

ailion an d the structure of the insect community and make the  number of 

the insect species an d in dividuals， expecially the  enemy group， increase 

obviously．The proportion of the  natu ral enemy group in the  insect COfl~TlU— 

flity in closed forest stan ds increases by 33．89 more than  that in urlclosed 

forest stands．The vertica1 stYucture of lhe iI1sect con~nurdW becomes more 

complicated．In closed forest stands．the  insedt spec5es number and diversJty 

index considerably increase with time，the number of the inillvjduals char【ges 

gently，the con]roLlnity stability increases greatly，too． 

K ey wo rds：cIosed forest， insect community structure， ~versi哆 index， 

stabfli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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