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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原生动物生活在_十表 落物(Litters)和土甚中，包括 自养性的植鞭毛虫 (Phytomast ophora) 异养 

性的动鞭毛虫(Zootttastigophora) 肉足虫(Sarcodlna)和纤毛虫 (Cillophora)几大类，是土壤动物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个体数和干物质量倥坎予细菌和放线 苗，对森林残积物的分解、转化，土壤形成与发育有着重要作 

用。并能敏感地 反映土壤的擞细变化 ，是监州土壤珥境变化或污染较理想的指示生物 定位研究土壤原生 j 

物群落结构特征 ，对全面认识森林 生态系统的结构 功能，保护 和利用森林土壤及土壤动物资源具有重要的 

理 论 和 实践意 义 

土壤原生动物的研究 已有 1 80采年的历史 自1839年被Ehrenberg首坎发现起，已有美国、英国、德国等 

} 多个国家做 大量研究工作．已发表论文 1 000袅篇。目前，国际 t对土壤原生动物生态研究 ，已趋向于微域 

环境的分析；对土壤环境变化的指示作用及其在_十壤生态系统能量转化中的作ff}等方面。土壤原生动物研究 

方洼特殊 分类鉴定困难，我国在土壤原生动物生苍学研究方面，工作l刿起步。 

I988--1993年 ．通过对天 目山 1988年度 540份土壤样品帕实验室培养分析，进行 土壤原生动物种类 

组或 ．分布噩数量周年变化规律的研究。 

1 采样站概况 

西无目山位于浙江省临安县境内。地处 119。24 一119o27‘E，∞。19 30 22 N。年平均气温 11．9c．总降雨 

量 1580．6mm。在南坡偏东垂直带，设立 8，r采样站，自上 而下为 】站仙^顶(海拔 1500m1、I站老殿 (海拔 

121( )、m站七罩亭(海拔 960m)、 站三里亭(海拔 640m)和 站禅源寺(海拔 4O0m) 土壤 pI-I值为 8．18 

6．30。 

2 研究方法 

2．1 七壤样品采集方法 ． 

1 988年 1一l 2月，每月巾甸采样。 

每次在各站已选定的采样区 _匀．随机选梅花形 5点 ．任选其中 3 作为取样 电。橙去地面枯枝落叶及大型 

土壤动物 ，作‘十壤剖面。用23ml圆筒形不锈钢取样器，分删在 0- 5cm，5—10cm、1O 1 8cm等 8个上层上各取 

3个平行样，每份 25ml。每月全lⅡ5个站共取 45个土样 将土样编号、风干、备用 

2．2 实验室培养和观察方法 

由于所得土佯 已经风干 ，原生动物大多 已成孢囊(Cyst)形式，需经培养后方可检测。． 

2．2．1 定性培养及观察方法 先将同一 采样站 、同 土层、同 ·季节的 9份土样混匀 ，共得 5个采样站春、 

夏 、秋冬 4季共 60份混台土样 为使各种原生动物都能培 养出来 ，同一混合 土样，同时采用 Bsmforth“ 和 

Page。。的鞭毛虫 纤毛虫培养方法、肉足虫培养方法分别进行培养。每 土样各做 2个平行样。培养温度 25c， 

避光，无菌操作。当培养至第 4、7、11、20、28d时镜检 ．以鉴别种类。有些难 活体镜捡的种类，经分离培养后， 

蛋白银染色制成永久封片，再在油镜下鉴别。镜检时 ．每 培养样品，至少观察 3片 记录种类及相对数量。 

采样工作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同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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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定量培养及观察方法 定量分析采用 Singh。 、Stout“ 改进的“三级十倍”环氏稀释法。稀释级为 

l0 l0 ，在每个盛有培养基的培养皿中，植^ 5十小玻环，编号，每级土壤稀释液接种 1 0个小玻环 每次作 2 

个平行样 即 540个土壤样品，每衍土样需 1 2个培养皿、60十小玻环 在培养的第 4、7、1ld时，置显微镜下直 

接观察原生动物吾太类——鞭毛虫、纤毛虫 、肉足虫的有无井记录。下次观察如有重 复仍需记录．但统计时按 

1次计算。由所得结果查 Stou(表“ 即可得每 克土壤中原生动物个体数。 

3 结果与讨论 

3．1 种类组成 

西天目th环境条件适宜 ．受^粪活动干扰少 ，原生动物种类十分丰富 其中，尤以个体较小食物丰足的鞭 

毛虫和身体柔软、能穿越窄小空间的裸肉足虫最多。纤毛虫个体较大 ，持泳时叉要求水分充足，故在水分分布 

不连续的土壤中，种类较少 。定性培 养观察结果 ，西天目山井有原生动物 8纲 24目39科 66属 11 5种。计有植 

鞭毛虫 11种 ．动鞭毛虫 28种．裸肉足虫 29种，有壳肉足虫 15种，纤毛虫 32种。其中，有 1新种 14个种我国 

状记录。原生动物在各分类阶元和其种类在各采洋站分布见表 1。 

表 I 原生动物种类在各分类阶元和各采样站的分布 (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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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优势种类 

根据各种粪在各采样站 4季中的出现顿敬和相对数量，将 10种出现颇次高和相对数量多的种类定为扰 

势 种：聚滴虫 (Monas so,'ialis)、气球 屋 滴虫 (Oikomonas ter Pt~o)、小滴 虫 (Monas minima)球 波 豆虫 (Bodo 

globosa)、古纳 氏 虫 (Naeglerla g~'aberi)、筒 简 便虫 (Vahlkamp])'a vahlkampfia)、柔 状 鳞 壳 虫 (Euglypha 

laeris)、线条三足虫(Trinema lireare)、僧帽肾形虫(Colpoda cucullus)和齿脊肾形虫 (Co，加幽 stenii)。 

3 3 分布特 点 

将本次调查发现的种类与美国路 易斯安挪东南部亚热带森林“ 、我国湖南衡山等地种类 比较 ，发现太部 

刘 江 衡山亚热带森林土壤原生动物区系调查厦其生态研究．理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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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种类均相同 且绝大多数有壳肉足虫和纤毛虫(国外对鞭毛虫和裸肉足虫研究较少，难以比较 )在阿尔卑 

斯山见过报道 ；多数种类在热带、温带、寒带均能出现 。因此 ，认为原生动物是世界性分布的。 

在 5个采样站间，进行丁原生动物相对种类的比 

较 根据 Jaccord共同系数公式 (目一c／ + +c))的原 

理，除采样站 【与 口、口、～，V与 Ⅵ为中等相似外 ，其 

余 6个比较蛆均为中等不相似 。说明在 5个采样站中， 

由于小生境的差异，徽域分布有差异。 

3．4 多样性 

由各种类出现的频次，可得出如下结果：出现1次盏 
的种类占24．3 ．出现2次和3次和各占18．3 和 善 

20．9 ．三者台计，共占 63．5 ，而出现 19及 20次的 

只占 1 0．4 ，即大多数种类出现频次很低。反映出天 目 

山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好。 

3 5 数量周年变化特 点 

540 1、土壤样品的定量分析结果表啊+西天 目山上 

壤原 生动物数量 十分 丰富．平均为 2800 16450个 

下土；荇采样站数量每个月均不同，高峰期在春末夏初 

(s、7 j{)，此时环境条忡适中 ． 埭中肯肌蹑腐败 、丹解 

加恍 一而在条件极端的 1月和 8月份．数量较少 ，见图 1。 

3 6 数量垂直变化特点 

图 l 原生动物数量的周年变化 

Fig l Annual change 0f soil protozoau quantity 

定厨分析结果表明．各最样站 生动物 土壤各屠次中丹布是不均匀的．见衷 2。 

表 2 原生动物在各土层中的分布( ) 上层土壤中，原生动物数量最 多．中层趺之 ，下 

Table 2 Distribulioa of protozea in soil layers 屠最少。怍者认为这与土壤微域环境有关。在土壤剖 

面L层 ．橱殖质残体、菌丝数量 、腔隙孔道均较多，具 

有晟 复杂的微形态结构和各类不同分解程度的凋落 

物 而I遭着士层住下，孔隙碱步．土温和 土壤含水量 

降低故原生动物数量相应减少。 

● 

4 结 论 

4 I j三Ef_lj 有土壤原生动物的 1l5种 ． 中．有 1新种 ．14个种为我国新记录。优势种 为聚滴虫、气球层 

滴虫 小滴虫、球披 驱虫、古纳氏虫、简简便虫、矛状鳞壳虫、线条三足虫、僧帽肾形虫和齿脊肾形虫。 ● 

4 2 走#数种类出现频次1匠，生物多样性好 且是L什界性分市的。胆小生境不同，种类组成有差异。 

4 3 壤麒牛动物效壁 卜丹丰富，平均 为 2800-16450十 干 上 每个月数量均不同，高峰期在 5月和 7 ， 

．  弧各枉 1" 8月 

4 4 功物轴 土壤中疑有垂直分布现象 壤一h层虽多．巾膳坎之 ．下层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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