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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森林土壤蜘蛛群落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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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薹 1994年韧在九华山 8种生境土壤有机质屉中获蜘蜂标本 265头，分别隶 于 l8科 67种(属)，平 

均密度 6．6头／ 。不同生境群藩组成成分差异很大，优势种不同；同一林童相邻 5十样方中组成成分也 

程不相同。种 投组成以积阀混交林最丰富，凡工阔叶林贫乏。混交林厦闫叶林拥藩物层(A )蜘蜂的种 

投多于庸殖质层(Ao)，而针叶林中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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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N S0IL SPIDER 

C0MMUNlTY IN THE F0RESTS 0F JnJHUA 

— M 0UNTAINS，ANHUI PR0VINCE 

W ang Zongying Chen Fayang Lu Youcheng Nie Xlanzhong 

(An~u／ Normal U．ivers ，Wuhu·C  ̂ -Z410。0) 

Abstract There were few reports of the ecological research on soil spider community in the 

forests．In early 1994．265 spider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in soll organic matter layer 0f eight 

habitats in Jiuhua Mountains They belonged to 67 genera(species)，18 families．The average 

density was 6．6 individuals／m ．There was great difference in the ingredient and dominant 

genera 0f spider community among each habitat The ing redient varied significantly in the five 

neighboring samples 0f the same forest type．The compositions 0f species and number were the 

richest in the raixed forest 0f evergreen and deciduous boardleaved treest and the poorest on 

the artificiaI decidUOUS boardleaved f0rest．Some important indexs of community structure， 

such as S．H．E．C were almost equal in the same vegetation type，but diⅡercence in slope or 

elevation．In the mixed and boardleaved forests，the species and sumbet of spider were more 

abundant in the httei layer than in the humus layer，but was juSt oppo~te tO the conif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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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是农林害虫的捕食性天敌，对维持森林和农业生态系统平衡均有重要作用。自70 

年代以来，我国对农田蜘蛛开展了广泛研究 ]，但对森林土壤蜘蛛群落研究报道不多。 

1994年5月初作者对九华山森林土壤蜘蛛进行调查，旨在探明亚热带山地不同林型、不同 

海拔高度土壤蜘蛛群落结构特征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保护和利用农林害虫天敌资源 

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I 样地概况及调查方法 

九华山位于东经 117。43 ～118。08 ，北纬 3O。24 ～3O。 O 。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皖南 

山地部分，最高峰海拔 1342 m。生境的垂直变化明显。自下而上在不同海拔高度选择 4种 

生境取样：马尾松林、常绿阔叶与落叶搁叶混交林(简称双阔混交林)、黄山松林、灌丛草 

甸，为群落 l～Ⅳ。海拔 600~700 m处是佛教寺庙集中地，人类活动影响较大，双阔混交 

林仅残存于寺庙附近陡坡处，大面积为针竹混交林、黄山松林、人工落叶阔叶林复盖。为 

探讨不同林型、不同坡向土壤蜘蛛群落结构特征，又选择 4种生境进行调查，群落 V～Ⅶ 

(表1)，在每种生境取5个样，掸方面积1×1 m ，按凋落物层(A )层和腐殖质层(A。层)2 

层取样，同时涣I量各层厚度、称重，用手拣法获取蜘蛛及其他土壤动物标本，然后进行分 

类鉴定和数量统计。 一 

裹 1 各生境一况爰土壤蜘蛛群落结构几项■要指标 

Table l The general s|tult~n and s0Ⅱ悻 Impotent indexes of sDI如 community structure in each hal~itat 

I P／m~s ‘ I Evergr~n and deciduous boardleaved mixed[orestI I m Ⅻ  ：Ⅳ Shrubraeadow} Y 

Mixedfoist‘vI Needle一'oroadleavedmixedf0r∞tIⅦ Pinastam=anens~s}Ⅷ Artif ieclI~ rdleavedforest 

1 Ebevationi 2 Vegetation covet rate(per)‘3 Num~r species~4 Individaa]rRIrllbeTI 5 Density(head／m )‘6 Diversity 

㈣nd 7 Evenness Index 8 Domi e l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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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森林土壤蜘蛛群落的种、数组成 

在九华山 8种生境 40 rD． 8O个样方内， 

共获土壤蜘蛛 265头，分别隶属于 18科 67 

种(属)，其中以Linyphiidae分化最多，有 10 

种，其次是 Salticidae和 Lycosidae。数量最 

多的也是 Linyohiidae，其个体数占全捕量的 

1 6．23 ，其次是 Clubionidae和 Agelenidae 

(表 2)。从种属水平来看，个体数大于全捕 

量 5 的有 3种：Theridion sp．(7．17％) 

Agelena dtfficilis和 Oedo~horax i~tsecticeps； 

占 1％～5％的有 25种，主要是 Plexippus 

setipes、Club*'ona血ponicola、Phintella ca,y~71- 

leriei、 a “6 口 deletrix、Agelena opulenta、 

Erigonidium graminicda、Clubiona sp．Anahi- 

m fa“M、Pirata sp．个体数小于全捕量 1 

有 39种，占总种数的 58．21 (表 3)。由此 

可见，森林土壤蜘蛛群落组成的结构趋势和 

物种共存于群落中的原则。仍然符合可容纳 

大量个体数只有 1～2个的稀有种和较少的 

富集种 的结论。 

2．2 生态分布 

2．2．1 各生境土壤蜘蛛群落组成成分时差 

衰2 九华山森林土壤蜘蛛科和种的组成 

Table 2 Tltt／'amlly strod叩ed 舶_p啤ẗoⅡ 

or sp H 口r sail蛆目m k 删Itlë  Er In the 

rm~st 0f Jhh∞ Mw 

异 由于不同林型生境条件的差异，导致土壤蜘蛛群落组成的极大分化。由表 3可见，8 

种生境中没有一个共有种，自山下到山上，群落 I～Ⅳ共有种只有 1种：Theridion so．，而 

仅见于 1种生境的有 31种，占总种数 46．27 。其中以双阔混交林(群落V)仅见种最多(7 

种)，马尾松林和人工落叶林最少(2种)。群落中仅见种愈多，说明群落问组成成分差异性 

愈大，生境的异质性愈明显，生态环境愈多样复杂。蜘蛛群落组成成分的差异性还可以采 

用Jaccard相似性系数公式 g—c +6一c进行定量测定 ．9_，计算结果由图 1可见，各群落 

相似性指数g值均小于或等于 0．25，说明各生境群落蜘蛛组成成分在种属水平上差异很 

大，均为极不相似程度。 

口．2．2 各群落种、数丰富度和优势种的差异 在不同海拔高度的4种生境中，土壤蜘蛛群 

落种、数组成以生境条件复杂、凋落物组成多样、厚度较大的西坡双阔混交林最丰富(1 9 

种56头)，人类活动影响很大的马尾松林最贫乏(10种 l4头)，平均密度相差8．4头／m 

(表 1)。各群落优势种也不相同，例如马尾松林以 Pirata sp．个体数较多，双阔混交林以 

Plexippus setipes、Clublona deletrix、Oedothorax insecticeps占优势}黄山松林优势种不太突 

出，数量稍多的是仅见于该生境的 Nen'ere sp．和 Latouchia patdovi；灌丛草甸虽位于海拔 

1180 处，气温较低，但植被覆盖率大，凋落物厚，草甸土疏松，有机质含量高，其它动物 

丰富多样 “ ，食物充足，蜘蛛群落组成亦丰富多样，优势种是 Agelena opule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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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1 各生境土壤蜘蛛群落相似性指标 

F l The similnrity i d of soi1 

spider community in each h~bitat 

同一垂直带内，由于植被、地貌等条件 

不同，蜘蛛群落各项指标差异也较大。种类 

组成丰富度以黄山松林最大(21种)，人工阔 

叶林最小(9种)，数量以双阔混交林(西坡) 

较多有56头，人工阔叶林较少有12头(表1)。 

q值仍是≤0．25，说明组成成分相似程度也 

较低，5种生境共有种只有2种：Agete~ air- 

ficiti~和 Erigonidium graminlcola。优势种也 

各不相同。群落V是Oed~herax insecticeps、 

Age1．ena difficilis~Ⅵ是 Clubiona sp．Vi是 

Therh／'／tm sp{VII是 Drassyllus sanmensis。但 

与不同海拔高度各生境群落相比，q值相对 

较大，其中群落vl与 Ⅱ和Ⅶ与Ⅵ最大(图1)， 

说明海拔高度对蜘蛛组成成分有一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植被类型群落 1与V(不 

同坡向)、Ⅲ与Ⅶ(不同海拔高度)，蜘蛛群落结构各项有用指标都非常接近，其 、日、E、 

c值几乎相等(表1)，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植被组成与结构对蜘蛛群落结构的影响十分深刻。 

坡向不同对蜘蛛数量有一定影响，一般表现为西坡>东坡。 

2．2．3 同一林型相邻样方蜘蛛组成与数量差异 为了资料的可靠性，作者在同一生境中 

每隔3～5 m(尽量在同一等高线上)选择1×1 m 样方5个。比较相邻5个样方中蜘蛛的组成 

与数量，其结果表明相邻样方种、数差异也很大，尤其是混交林 I、V、Ⅵ中，群落 1样方 

1是5种6头，样方2却有1O种21头I群落V样方1是0种0头，样方2却有6种11头等等。这与样 

地内小生境的异质性有密切关系 。例如群落i、样方1位于坡度较大的斜坡上，A 层仅 

3 cm，重1100 g，A。层4 cm，重1450 g，蜘蛛种、数明显少于样方2，样方2由于大树根阻挡 

凋落物下精，A。。层厚达10 cm以上，重1800 g，A。层厚7 cm，重2650 g。其中水热状况也明 

显比样方1好，其他大型土壤动物也十分丰富。而位于同一山脊上的黄山松林(II)各样方 

生境条件差异较小。相邻样方蜘蛛种、数相差也较小。但是，若 比较相邻样方蜘蛛的组成 

成分，则可明显发现，不论样地内小生境异质性大小如何，其组成成分的差异都很明显， 

除少数广布与优势种在相邻样方连续出现外，绝大部分种仅出现在1～2个样方内，5个样 

方共有种很少，q值均在O～0．333之间。群落Ⅵ与vl相邻5个样方之间物种组成成分相似值 

大多为零，这一现象是否可以说明蜘蛛这种捕食性天敌，要求有一个广阔的捕食空间，符 

合种群隔离和领域性的生态学原理 ’ 。 

2．3 垂直分布 

据多年调查结果表明，森林土壤蜘蛛大多分布在凋落物层(A 层)和腐殖质层(Ao层)， 
一 般情况10 cm以下土层中种、数很少。而 A。。层与 A。层的种、数总的丰富度，据此次调查 

结果是A。层的种数(50种)和个体数(137头)略多于A。。层(42种，127头)，但是由图2分析可 

见，不同林型，蜘蛛的垂直结构并不相同。例如在3种针叶林中(群落 I、II、v1)都是 Ao层 

种、数多于A。。层，而混交林与阔叶林(群落Ⅱ、V、Ⅵ、Ⅶ)都是Ao。层多于Ao层(图2)，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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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生境有机质层土壤蜘蛛的垂直分布 

F ．2 The vertical di~tribmion of soil spMer in c~smaic r【Iat r layer in each habitat 

可能与凋落物的性质、组成成分、厚度及其通气性、湿度等理化性质不同有关，碇时也与 

不同种群生物学特性不碇有关。如一些广泛分布的种：Theridion sp．Agelena difficilis、 

Anah~a知uTla等在混交林和阔叶林以A。。层数量和出现的频次多，而在针叶林中以Ao层 

多；另一些种主要分布在 Aoo层，例如 Oedoth~raz insecticeps、Plexip setipes、Clubiona 

扭ponicola、Neriere sp．等，还有 一些 种主要 分 布在 A0层，如 Pirata sp．Xystl- 

f eph piatus、Phintella cavaleri~"和 Clubiona deletrix等(表3)，这种垂直分布的现象有利 

于空间和食物资源的充分利用，也可能是种群竞争的结果[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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