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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幼脲Ⅲ号对马尾松林昆虫群落 7 

『j一， ’ 多样性的影响研究 

王塑堂 廖飞勇 王德良 龙水琼 
(中南林学院 湖南株洲 412006) 

擅蔓 1995年 7月至 1996年 6月在湘中丘陵区马屠钕林内用灭蛐脲 I号作的喷药试验姑果表明，灭曲脲 I 

号不仅直接影响鳙翅目和直翅 目昆虫的物种组成厦多样性水平，而且对膜趣目昆虫(主要是蚂蚁)和蜘蛛的 

物种组成及多样性水平有何接影响。在时间过程中，藏药区嶙翘目和直翅目昆虫的多样性水平有一定程度的 

下降，但下降程度不如对照区大．膜翅目和蜘蛛的多样性水平则有较大程度的上升，因此林内昆虫群落趋于 

相对稳定．由于药荆对蚜虫种群无影响，群落的稳定性易因蚜虫种群的迅速增殖而遭到破坏。 

关t调，墨垫竖!曼， 星壁签，县皇叠葺，乏塑 

EFFECTS 0F DIM ILlN oN THE INSECT C0MM UNlTY 

DIVERSITY oF M ASSoN’S STANDS 

Mo Jianchu Wang Wenxue Liao Feiyong Wang Deliang Long Shuiqiong 

(Central—South Forestry Colkge，ZhuzhoutH unan 412006·China) 

Abstraet The effects of Dimilin on the insect commtmity diversity were studied in 

masson’S pine．Pinus m口 0 t／a，stands in the central hill of Hunsn Province．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the diversity degree 0f Lepidoptera，Orthopter— 

a，Hymenopters insects and spiders were influenced by Dimilin after its application．The 

influences on the former two order insects were direct，and those on the Hymenoptera in— 

sects and spiders were indirect．In the action of Dimilin，the diversity levels of Lepidoptera 

and Orthoptera insect of the treatment plot had a certain degree decline，and the diversity 

degrees Of Hymenoptera insect and spider had a large increase，thus insect community in 

the treatment stand tended to be relatively stable．However，because Dimilin had no direct 

effect on the population of aphis，this stability of insect community was easily disturbed by 

the rapid increase of aphis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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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幼脲 I号是我国研{目I开发的一种无公害胃毒杀虫剂，它主要通过抑制害虫体内的几丁质合成酶而 

对害虫起作用。由于它具有专一性强的特点，在当前林业生产中，已逐渐成了控制马尾橙林内马尾拾毛虫 

种群的有效药剂之一 。据文献报道，在橙一栎一山棱桃混交林中，用除虫脲防治舞毒蛾时，除虫脲除对舞毒蛾 

种群产生影响外．还对林内非靶标的鳞翅目大型昆虫和其它目咀嚼式植食昆虫的种类组成和个体丰度有 

较大影响 ]。灭幼脲I号具有与除虫脲类似的杀虫作用机理，在橙林中应用它防治马尾松毛虫种群是否 

去对林内昆虫群落的其它物种产生影响，目前尚未见报道。因此，作者于1995年 7月至1996年 6月在湘中 

丘陵区的马尾捡林内，用灭幼脲I号作了试验，以便为正确评价其在马尾松毛虫种群综合治理中的地位和 

作用及合理{目I定马尾松林昆虫群落多样性保护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长沙县跳马乡黄金峙村。试验分对照(不喷药，I)和喷施 25 灭幼脲I号腔悬荆(安阳林 

鸯厂生产)2000倍液(1)2种处理，每处理各占一小山丘。施药在 1995年7月 24日进行，施药时用加高压 

嚏头的喷雾器在地面进行常规喷雾，每公顷施药液750kg。各样地概况见表 1。 

衰 1 麓药区与对照区马尾桎林祥地蕾况 (湖南长沙 1995·07～1996—06) 

Table 1 The gemt~al sltu~len ef the treatment(1)and the control(I)plot of m∞∞n’s 

pille stamds(Changsha ，Hunan，July，1995~June-1996) 

1．2 样地调查方法 

在 3种处理医内各设一面积 0．067hm 的固定样地，在施药前(7月 23日)和施药后(7月 27日)及每 

瞩一定时间(当年 12月至次年 3月因气温低未作调查)对样地内的林冠层、树干层、灌木层和地表层昆虫 

(包括蜘蛛，下同)进行抽样调查，具体方法是 ：①林冠层昆虫调查 在样地内随机取 30株，每株用套袋振 

落法各调查3个 50cm长的枝条，然后统计整块样地的昆虫种类和数量。②样干层昆虫调查 对上述30 

株，用工具刀削取树干离地 0．5～1．5m高度处的半边表皮，然后统计收集到的昆虫种类和数量。③淮术层 

昆虫调查 在样地内按5点式布置样点．每样点用捕虫网扫 1o网，共计 5o网 然后统计网到的昆虫种类和 

致量。④地表层昆虫调查 在样地内均匀设置5个5o×50cm 的样点，采集样点内枯技落叶及地表上的所 

有昆虫，井统计其种类和数量。 

1．3 数据分析方法 

昆虫群落多样性的概率度量、信息度量和几何度量分别采用Gini指数(G指数)、Shannon—Wiener指 

教(H指散)和 Mclntosh指数(M指数)进行测定 。 

2 结果与分析 

2—1 灭幼脲 I号对林内昆虫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的影响 

2—1．1 对昆虫群落各水平组成及多样性的影响 

灭幼脲 I号是一种作用缓慢的杀虫剂．为正确评价其对林内昆虫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的影响，以施药前 

和施药后第35天的抽样调查资料为依据进行统计分析(以下同)，结果如表 2。结果表明，与对照区比．施药 

区昆虫群落的目、科、种和个体数量组成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由于药剂抑{目I了群落中部分物种的种 

群散量增长，群落的均匀度有所增加，因而多样性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说明施用灭幼脲I号防治橙林 

害虫-可使林内昆虫群落在一定时间里保持相对稳定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皇 

5期 、莫建初等：灭幼脲 l号对马尾拾林昆虫群落多样性的影响研究 523 

寰2 施药前、后施药区和对照区昆虫群落的物种组成和多样性值 

Tal~te 2 Tbz spec tec ~~m posltlons and tbz d|vecaity index values of insec t~OIIgRgtlnlty tn 

la-ea~aeat and~~ntrol sinnds bofore and after Dlmllin appllextlon 

NOjNumber of orde fⅣJINumbe t of individualfHI：Sbe m1。Ⅱ一W inener inde }NF：Number 0{family；G，IGini】n— 

d ；BT：Before treatment；N8INumber of species}Ⅲ jMclntosh index}AT ：After t~eatmeflt 

2．1．2 对昆虫群落不同类群组成及多样性的影响 

对照区和麓药区昆虫群落不同类群的物种数量组成及多样性指数值见表 3。结果表明，施药 区昆虫植 

食类群的种类和十体数在群落中所占比例不象对照区一拌．在时间过程中增加，而是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多样性水平的变化则与对照区类似．说明药荆只对群落中部分植食物种的种群有抑制作用．而未受药剂影 

响的一些物种仍具有较大的优势度+因而群落的多样性水平变化不大}捕食类群在群落中所占比例随时问 

的变化虽比对照区的小．但比值及多样性水平却比之高许多，说明施药区捕食类群在猎物种群的调节下种 

群数量有了较大增长，稳定性程度也有了很大提高，囡而在一定时间内可对植食类群起较好的控制作用。 

衰3 蘸药区和对照区昆虫群落不同娄群的组成殛H多样性位 

Table 3 Tbz compositions of each Insect group and the diversity index 

vainvs of insect community ．n tl'eatnaent and control stands 

*j固蜘蛛在群落中所起的作用与捕食性昆虫相同，敌将其统计在捕食弗群内。Be~suse spider have sirai]~r function 

th predatoryjn{ tinthe c~nmun3ty，we cou吐 upthem inthe p dat饼y group．PSjPetcentBge 0j§pecie ，PIIPercent— 

age 0 indM dual 

． 1．3 对昆虫群落不同类目组成及多样性的影响 

根据样地调查资料．对照区和处理区昆虫群落的组成及多样性接目统计如表 4。结果表明，相比对照区 

而言．在时间过程中，构成施药区昆虫群落的鳞翅目和直翅目昆虫在群落中所占比例下降较大．多样性水 

平则下降较小，说明在药剂作用下这两十目的物种均匀度有较大程度提高。结果还表明．口轱为刺吸式的 

同翅目和半翅目昆虫及口器虽为咀嚼式但栖居场所受药剂髟响较小的艰翅 目昆虫(主要是栖居草丛的毂、 

蝇)基本未受药荆影响 由于施药区林内众多咀嚼式植食昆虫个体受药荆影响活动减弱，大大促进了捕食 

性蚂蚁和蜘蛛的捕食活性 ．因而以这两类捕食者为主的捕食类群的物种比例丑多样性水平均比对照区高+ 

说明施药区林内昆虫群落在靠药后一段时间里具有比对照区要高的种间制约能力和相对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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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PS 

撇  

HI 

9．09 

18．9l 

20．45 

8．18 

0．2529 

0．1551 

5．45 14．55 3．64 7．27 9．09 9．09 36．36 5．46 

5．45 10．O0 5．45 5．45 9．45 9．91 29．09 6．20 

0．O0 

1．82 

0．1699 

0．1271 

11．36 

18．18 

0．5618 

0．5032 

2．27 

5．45 

0．1305 

m 4381 

13．64 

1O．01 

m 3828 

m 1728 

I 
BT 0·6383 — 0 7788 0 ∞ 39 m 3378 

AT 0．4780 0．0359 0．9008 0．1266 0．2929 

11．09 

5．45 

0．5418 

0．1593 

0．3745 

0．2593 

6．B2 

7．37 

0．36B2 

0．3149 

0．1320 

0．1436 

29．55 

35．45 

1．1176 

1．0855 

0．7190 

1．2568 

4．82 

7．29 

0．1908 

0．3393 

0．1473 

0．1436 

2．2 灭幼碌 I号对昆虫群落稳定性的影响 

昆虫群落稳定性是人们普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高宝嘉等 认为利用物种散与个体散之比( ， 。) 

及天敌类群种数与植食类群种散之比( ．／s,)可表示群落的相对稳定程度。 ，／s．主要反映种类闻数量上 

的{圄约作用， ．／s 则反映群落内部食物网络关系的复杂程度和相互制约程度。为了解灭幼碌 I号对橙林 

昆虫群落稳定性的影响，对施药后 h 内林内昆虫群落的组成做了调查，统计结果见表 5。结果表明，施药 3d 

后捌药区昆虫群落的 ，／s 值和 ． ，值即高于对照区，2个月后固蚜虫等同怒目昆虫种群数量的剧增，表 

达利落稳定性的这两个指标值叉回落到施药前的状态，说明施药后一定时间内，灭幼脲I号通过控{圄群落 

中蝴怒目、直怒目等咀嚼式植食昆虫种群而对整个群落的稳定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一但随着蚂蚁种群数量 

的增长．与之具有良好共生关系的蚜虫种群得以迅速发展，群落的稳定状态随之遭到破坏。此外，由于药荆 

降1瞬了当年部分植食物种的种群，因此，次年施药区各物种固种群基数小，加之天敌的自然制约，种群数量 

增长援慢，各物种维持着较好的均匀度．因而 ，／s r和 。／s 指数均较对照区高，说明施用灭幼碌 I号防治 

林内咀嚼式害虫，可降低这类害虫的优势度．而使昆虫群落在一定时间内处于稳定状态。 

衰5 托药区和对腻区昆虫并落的相对鼍定性值 

Table 5 The r~nUve dlversJty values of Jnsect community I_treatme~st amd control stands 

B／s·Value{Number of species／Number of JndlvlduallS-／ ValueiNumber of natuza[enemy insect species／Number 

of phytophagous insect species 

3 蛄论 

(1)结果表明灭幼脲 I号对松林内昆虫群落的目、科、种和个体数量组成及多样性水平均有较大影响。 

这科l影响主要体现在鳞翅且、直翅且、膜翅且和蜘蛛这几且物种上．鳞怒目和直翅目昆虫受药剂直接影响 

物种和个体散减步，多洋性水平相对对照区而言有一定程度提高}而膜怒目昆虫(主要是蚂蚁)和蜘蛛的物 

种硬个体散所占比倒均增加．多洋性水平上升，群落稳定性增强。 

盯盯 盯 盯 

l  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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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对照区比，施药区昆虫群落的稳定性在一定时间内有所增强一昆虫群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一jl!；而 

由于蚂蚁种群数量增长的』町接影响一群落内蚜虫种群数量的剧增可使群落的稳定性遭蓟破坏。因此，在蚜 

虫危害将导致严重损失的林分不宣使用灭幼腮I号肪治驵嚼式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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