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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率文对九华山4种生境土壤螨类进行了调查研究。 获 本580J千，舟隶4皿目。其qi甲螨亚目占个 

体总数的 6；％，属 42秘 62属 63种．新种 1种 平均密度 3665个，m ，七层(o 2o cm)中甲螨忧势种是 

Xylobates tenmk Scfieloribate~latipea；枯枝藩叶层tA∞) Galm~rna sp最多 ±层中有些常见种在 A u层井 

束出现 4种生境甲螨组成分 t较大， 于一种生境的有 28种(属) ．数丰富性．陈马尾橙林日^粪 

恬动影响深刻而减少 ， 一般规往是随海拔高度增加而减少 组成成丹 两砷咄林相似 最^ ，马尾钕林 

与草甸最小 s N D 日、E等重要指标季节变化明显．一般趣樟是 1 2月>10月>4月>8月．与温芈l淼 

林甲螨群落相反 甲螨栖息层坎丧聚性很强．冬季也不减弱。 

关键词： 士壤螨娄．每悉并市，艽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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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0L0GJCAL DISTRIBUTI ON 6F SOIL ／ 

M ITES IN JIUHUA M 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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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soil mites of four habitates in Jiuhua mountalnts are investigated 

and studied．5805 speciments which belong to 4 suboders were colleeted．Oribatied miles ac 

count for 65 of the total individuals，and they belong to 42 fam ilies，62 genera and 63 

species，of which 1 is a new one to,science．The average density is 3665 individuals／'m ．Xylo- 

bates tenuis，schetoribates latipes are the dom inant species in 0 2O cm deepth of soil layer． 

Galunma sp．is the I'IiOSt abundant species in the litter layer(A∞)．Some common species seem 

to be disappeared in layer Ac。．It is quite clear to divide the oribatid mites eomposition in 4 

h~tbitates，28 species(genera)could be found only in one habitat， The species richness and 

quantity decrease with the altitude ncreas generally．except that iilasson pine forest is reduced 

because of the human activities．The highest composition similiarky is found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pine forests，while the lowest between masson pine and meadow forest．Important in— 

dexes．such as S，N ，D，H ，E，vary obviously with seasons，A COrllmon~henomenon is De— 

cember> October> April> August．contrary to the comm unity of tempe rate forest．Oriba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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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期 王宗英等 ：九华山土壤螨类的生态分布 

mites congregate to the surface horizon t and remain unchanged in winter 

Key words： so1l mites，distribution，Jiuhua mountains． 

土壤螨类是森林生态系统土壤动物的主要类群之一 ．其个体数占土壤动物个体总数 

30 --50 。’，对森林凋落物的分解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并能敏感地反映生境的优越程 

度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已成为监测环境变化的指示生物 ’ 。关于它在亚热带 山地土壤中 

的生态分布 ，迄今报道较少 。” 1 990年 4月+1991年 4月．1992年 4、8、10、12月，先后 6 

次对九华山土壤螨类，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系列进行了调查研究。 

1 调查方法 

九华山位于北纬 30。24—3o。40 ，东经 11 7。43。--118。08 +唇皖南山地的一部分 ．最高 

峰 1342 m。根据现有植被、土壤的垂直变化+并考虑人类活动影响，选择 4种生境作为调 

查样地：马尾松林(群落 I)、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群落 I)、黄山橙林 (群落 Ⅱ)、灌 

丛草甸(群落 Ⅳ)。每次对 4种生境进行定点定位取样 ，样方面积 为 30 cm×30 cm，用 100 

cm。土壤容重器在样方内分层(0---5 c-m为 A层、5一l0 cm 为 B层、10—1 5 CITI为 C层、 

1 5～20 cm 为D层)取样 ，每层取 4个样 ，共取 392个样+带回室 内用 Tullgern法分离 48 

h一然后进行分类鉴定和数量统计“ 。并于 1992年 10、1 2月两次取样时 ，在各生境原取样 

点附近，再随机选择 30 cm×30 ClTI样方 ，获取枯枝落叶层(A。 层)进行分离和分类鉴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组成与数量 

调查期间共获标本 5805个 ．分隶于隐气门(Cryptostigmata)、前气 门(Prostigmata)、中 

气门(Mesostimata)和无气fq(Astigmata)4个亚 目。其中隐气门亚 目(又称 甲螨 Oribatida)数 

量最多，占个体 总数 6 ，分隶于 42科 62属 63种。新种 1种：三齿梨甲螨 Pyroppia tri- 

dentifera sp．nov～．该新种 1991年 4月首次在灌丛草甸 A层发现，1992年 1 2月又在黄山 

松林(A 层)捕到 6个 中气门亚 目数量占 26 +4种生境均有分布，而以混交林与草甸数 

量较多。前气门亚目占 6 ，以黄山松林冬季数量稍多。无气门亚目最少．占 2 +冬季出 

现在黄山松林与草甸。后三类均未作详细分类鉴定。 

甲螨在 0—20 cm土层中数量最多的优势种是 Xylobates tenuis和 Scheloribates lat s， 

分别 占土层中 甲螨全捕量 13．68 和 10．13 ；常 见种 有 14种：P。础lacaru hirsutM 、 

Lohmannia sp．Su~obelbella naginata、Rostrozetes foveotatus、Epilohmannoides tert-ae、 枷  

sakamorii、Eohypochthonius crassisel~er、Trhypochthonius血pon&us、Oribatella sp．Oppiella 

． Cyrthermannia paralleta、Rhysotritia ardm、Fosseret~ltg$quadripertitus、Galunm~sp．共 

占 57．31 。A 。层甲螨组成与土层中并不完全一致 A 层优势种是 Galunma sp．和 Ori— 

batella sp．分别占 Aoo层全捕量 26．43 和 12．11 ，它们在土层中仅 占 1．88 和 2．89 

土层中数量较多的一些种(属)：Papillacarus hb'sutus、Lvhmamda sp．Eohypochthonius c 一 

sisetlger、C2rthermannia paralteta等(表 1)在 A 口̈层并未出现，而 A∞层优势与常见种(属)土 

层中都有分布。说明不同种群生活习性不同，栖息层次有差异。 

2．2 生态分布 

随着海拔高度增加，生境条件发生垂直变化，不同生境甲螨群落出现明显分化。 

马尾松林主要分布在九华山山麓 10o一400 m丘陵顶部，四周皆辟为茶园、旱地、常有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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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砍柴，人类活动影响极为深刻。土壤为黄壤 ．瘠薄干燥．A 层 1 0 cm 、。该生境甲螨群 

落 (I)种、数组成均很贫乏．由 27种(属 )组成 ，个体数 仅占垒捕 量 8．97 ．平均密度 

l31 5．7个／m 。数量最多的在土层中是 Xy[obates tenuis、Oppietga nova，A。。层是 Xyh*6,~tes 

temds、Trhypochthon&s ponicus；仅见于该群落有 3种(属)：Oribotritia sp．Braykycktkonius 

s pl Phfltherrm~nnia kanoi 群落多样性指数值 日 与均匀性指数 E值小 ，季节变化大，H 值 

变化在 0．6172 2．2403之间(表 2)，说明该群落稳定性极差， 

常绿阉叶林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为九华山地带性植被．现仅保存在海拔 650 m左右的月 

身宝殿附近．树木高达 30 m．部闭度达 90 ．植物组成复杂．下层由阔叶箬竹 Lndc~-ala 

mmtatifoh'us组成 ，十分密集。土壤为山地黄棕壤，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较高 ．A。 层平均 

3 cm厚，树根坡积处可达 1 0 cm。该生境甲螨群落(Ⅱ)，种、数组成最丰富．由40种(属)组 

成 ．个体数占总数 34．o8 ．平均密度 4997．5个／m 。土层优势种：Xytobates tenuis、Fos 

seremus quadripe~dus；A。。层是 Scheloribates Zatipes、Galunma sp．仅 见于该群落的有 ]]种 

(属)：Berlesezetes a3~xdiaris、Eremobelba iap~mica、Gustavia microcephala、Epi[okmannm oz~ta、 

Epidamaeus sp． Austrc~-eratopia p~mlca． Parachipteria d#tbwat． Ori~xla pinicola、 AII~~- 

damaeus decemset,iger．Sad~-epheus undulatus、Cosmc~-kthmzms reticu[atus H 与 值 最 高 ， 

季节变化相对较小 环境优越与稳定．适于甲螨生存与繁衍。． 

黄山松林在九华山分布很广，从海拔 600 1300m均有分布。样地选在海拔 810m百 

岁宫一回香阁的山脊平坦处，森林郁闭度 70 ，灌木种类较多。为山地酸性棕壤，A 层 3 

cm，有些地方达 5 cm以上。秋冬季节落叶很多，A*层增厚，甲螨食物充足、数量增多，季 

节变化明显 该生境甲螨由36种(属)组成，仅次于混交林，占第二位．个体数占 28．79 ． 

平均密度 4222．9个／m。。土层优势种：Lohmamlia sp．Rostrozetes foveolatus；Ac。层是 Galun 

mⅡsp．0懈 e／／a sp．；仅见于该生境的种(属)7种：Hermannlella pcmctutata、Eremaeus sp． 

Heter~elba．stellifem,a、Liacarus sp．Zygot~'batula trung．attts．Lepidozetes singular~、Scaphere— 

mc~dt2S sp．。冬季优势种数量成倍增加，使 C值增大，H 与 E值减小。 

灌丛草甸虽分布在海拔 1 310 m处，气候冷湿，但是植被茂密，郁闭度达 100 ．为山 

地灌丛草甸土，有机质含量最高 ．腐殖质层松软深厚．A。 层 5 7 cm．甲螨生存也很有利． 

大部分种群坷可分布至此 ，并在表土越冬。 该群落(Ⅳ)由 30种(属)组成 ，个 体。敬 占 

28．15 ，平均密度 4127．4个／m。。土层优势种(属)：Suctobdbdla ru2ginata、Cyrthermannia 

paralleta．A。。层冬秋数量少，难以形成优势种．数量相对较多的种群是：Damaeus at"matteS、 

Galumma sp．仅分布该生境的有 7种℃属)：Cyrthermannia paralleta、Nothrus biciliatus、Mas— 

thermannia mammillaris、Pnachipterio grandis、Neoribates ro~bali、Hypockthon&s n,f,dus、Eu 

pelops aermnios。 

由表 1可见：(1 垒山共有种(属)不多(11种属)，而仅见于 1种生境的种(属)较多(28 

种属)；(2)各群落优势与常见种(属)组成差异明显；(3)S、N、D、H、E的平均值都是 Ⅲ> 

Ⅲ> Ⅳ> I(表 1、图 1)。除群落 I由于生境受人类活动深刻影响而减小外，一般规律表现 

为：随海拔高度增加，气温下降，植被组成由复杂到蔺单，群落主要指标逐渐减小。种群的 

数量多少往往是该种群对环境适应程度的综合反映；而仅分布于一种生境的种．或该生境 

的稀有种，一般对环境有较大选择性和指示性。环境愈复杂多样 ，生境异质性愈显著．种、 

数组成愈丰富；仅有的种(属)愈多．组成成分差异性愈大 ；(4)采用 Jaccard相似性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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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q— (式中 为 A群落种 (属) 

数，6为 B群落种(属)数，r为 AB两群落共 

有的种(属)数计算结果 由图 2表示，九华山 

4种生境螨类群落组成成分的相似性系数均 

较小，q值在 0．3—0．46之间，为中等不相 

似程度 。其中以群落 I与群落 Ⅳ相似性最 ￡ 

小，I与 q值最大．说明海拔高度及植被 言 

组成对甲螨群落组成成分的影响很大。 基 
2．3 季节变化 

各生境群落种、数组成的季节变 化十分 

明显 。土层种(属)数一般表现 为秋冬>春 

夏．即 10月>1 2月>4月>8月；个体数是 

冬秋>春夏，为 12月(占全捕量 48．48 )> 

10月(占 27．14 )>4月(占 1 3．53 )>8 

月(占 l0．8 ) 这与石』Il和男、青木淳一调 ． 

查结果一致。。。 ，但与温带森林螨类季节变 

并暮 
Cam地Imity 

图 1 土壤甲螨种(屑)敌和密度的空间变化 

Fig 1 S口acial chat~ges o力species(genera) 

and dei ty of gcd]oribalid miles 

化(夏春>秋冬)正好 相反 。 ，这可能与地 

理纬度差异导致土壤温度 的不同有关。A 层是 1 2月(38种(属)，1683个)>10月(26种 

(属)341个)。群落其他各项指标也发生相应变化。 

马尾橙(I) 0．3256 

混交林 (Ⅱ) 0．3462 0．3673 

黄 山橙(Ⅱ) 0．4348 0．4651 0．46l5 

灌丛草甸Ⅳ 马尾松(】) 混交林(I) 

图 2 各 群落 捃似性 指数 

Fig．2 Similarity index ∞ d mite communit[~ 

全年种数与个体数总和在不同生境的变化趋势是群落 Ⅱ> I>1V> I．但不同季节并 

不一致 由表 2可见，4月山下两群落 S、H、E大于山上两群落 ．8月正好相反。10月和 12 

月各生境群落 、Ⅳ普遍增加，H与 E值都增大，这可能与秋冬季节枯枝落叶普遍增厚 、甲 

螨食物丰富有关 但从表 2可以看到 ．1 2月山上两群落 H 与 E值 比群落 I小，这是 由于 

山一h群落优势和常见种(属)个体数增加很多 ．C值增大的缘故 。 

同一生境 甲螨群落优势种(属)季节变化十分明显(表 3)。各群落间组成成分的相似性 

指数也发生季节变化。春季山下两群落相似值相似值晟大，夏季 山上两群落最大。同一生 

境群落组成的季节变化是：山下两群落 8月与 1 2月 值最小；山上是 4月与 8月最小。这 

可能与各生境所处海拔高度不同，气温与降水的季节变 化特点不同有关 。山下两群落及 山 

上两群落比较接近 ．九华山地带性植被双阔混交林的上限认为在海拔 650 m左右。 

2．4 栖息层次 

甲螨栖息层次的 表聚性很强 象 Gatunma sp．Trhypochthonius血p~micus、Fissicepheus 

姜 -j  

㈣ 啪 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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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vatus等主要分布在 A。。层：0--5 cm土层中许多种与A 层共有；0 20 Cm土层中广泛 

分布的种 ．以 0--．5 crft层出现的频次及数量多 因此甲螨垂直分布规律表现为随土层深度 

表 3 各生境甲螨群落优势种 (属 )的季节变化 

Table 3 The㈣ change of tlle dominant species in each communRy 

August 

秋t10月 J Xylobates tenuL~ Scheloyribates l~rpes Pd ‰m Xyl~atei 

October I hir~utus 
冬，12月 l Liode~hornhube~i X),loOate．~f州“is Ell'rob ~umid S ctobelbeHa 

December I —  ， ㈣  

*据 1992年 4月、8月 12月对 。一20 cm 土层的调查统计 

F the est t dat⋯ April，Augu~，Oc tober．December．1992 

增加．种、数急剧减少。A层平均个体数占 53．66 ，B层占 20．6O ，C层占 l6+4l ，D层 

占 9．33 。仅分布于 D层的种(属)极少 ．它们是个体数很少的稀有种 ，如 Pergal“mm sP． 

Heterobelba stellifera。冬季表聚性并不减弱。海拔 1310 m的群落Ⅳ，1 2月A层个体数占总 

数 82．29 ，种(属)数占 63 ，这可能与九华山位于亚热带地区，山体不算太高，冬季较 

短，1 2月 12 El中午土表温度在 10℃以上，大部分螨类仍处于活动状态有关。春秋两季各 

生境群落变化较大，常出现逆分布现象，例如 10月群落 I A层个体数仅占 13+33 ．13层 

占 4．45 ，c层和 D层分别占 53．33 和 28．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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