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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单一荔枝园和复合荔枝曰节肢动物群落进行丁调查、分 ．结 果表啊：复台园的捕食 性．寄生性 昆虫以厦蜘蛛类 

群的数量和丰富度明显高于单一园，而植食性类群的数量和主要害丑发生数量明显少于单一园．复合园各种类群的多样 

性指数季节变化，其总趋势比单一园大 ，波动程度 比单一园低。复 台目的均 匀度全年维持在 0．8以上，而单一园的则被动 

租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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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hard habitats 

L1U De—Guang，LIANG W ei—Guang，DING Yong，HUANG M ing—Du (G⋯ gdo g Ento ologi． 

cal Institute，G~ ngzhou 510260．China) 

Abstract：Com parative studies on the arthropod com m unities between simple and com plex litchi orchards 

were conducted in the suburb of Guangzhou The Shannon Weiner index I{ and the probability of inter— 

species encounter(PfE were used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th ~trueture of arthropod communities．In the 

simple litchi orchard，phytophagous insects occupied 66．7 of the tota[arthropod community，predatory 

insects．parasitoids and spiders added up to 2．5 ．W hereas in the complex litchi orchard，phytophagous in 

sects accounted for 42．7 of the total community，parasitoids 9．o J4，predatory insects 7．9 ，and spiders 

12．8 ．The richness of parasitoids，spiders，scavenger insec[s and predatory insects was higher in complex 

orchard than that in the simple orchard all over the year and[ess main pests were found in the complex or— 

chard．The diversity indices of arthropod communities remained above 2．0 in the complex orchard and less 

t]mn 2．0 in the simple orchard over the year． lhe higher diversity and eveness indices and less fluctuation 

were found in the complex orchard habitat 

Key words：dynamics arthropod community~htchi or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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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原产我国，为我国特产水果．目前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90 ，在国际市场上 占有绝对 的优势。近年 

来，广东的荔枝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现 巳选 26万 hm ，居全国之首。长期以来，荔枝害虫给生产带来了严重 

损 失。过 分依赖化学 防治，常 引起 害虫 再猖 撅和次要 害虫大发 生 例如，】982～】983年，荔枝叶瘿蚊 

(Dasineura sp．)在广东仅少数荔枝园出现为害 ，到 1987年发生已相当普遍 -且 日趋严重“]。要改变这种被 

动的局面，最佳的办法是从农业生态系统的水平来制定对害虫的综合防治策略，这就需要对荔枝园害虫群 

落和天敌群落等有一个全面的 r解和深入的研究。对果园及林分 昆虫群落的研究国内外文献中并不步 

见口州]，然而荔 枝园节肢动物群落的研究 ，尚未见报道 本文旨在通过对单一荔枝园和复合荔枝园节肢动 

物群落的比较研究、了解 ，勾进行以农业防治为基础结合使用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的综合防治打下基础 ． 

基盘 项 目 ：华南生 物科学 与 技术研 究 中心 资助项 目的都分 内容 (项 号 =96020)；国家 九 五攻关 项 目子 课 题部分 内容 (项 

目号 ：96 004 0310) 

本文承蒙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张润杰教授帮助 ，特此致谢 

收稿 日期 1997 06 18I修订 日期 ：199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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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化荔枝园生卷系统提供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固概况 

试验荔枝园位于广懈市郊 区罗岗镇长龙村 ，选单一荔枝园(下称单一目)和复合荔枝园(f称复合园) 

两种 。单一园为荔枝纯林 ．林下植被为南亚热带常 见杂草及零 星灌木，植被组成有倒钩草 ．长花马唐 ，竣竹 

叶 ，火炭母等 13种。复合园为荔枝园和与之相邻的村后“风水林 组成的复合系统 。“风水林”为南亚热带常 

绿阿叶林 ，植被组成种类繁多。有高大乔术 、丛生灌术和繁茂杂草 ，植被组成有荷 木，藜蒴 。鬼灯笼，胜红蓟 ， 

自背叶，刺蒴麻等共 84种，由此可见复合目由相对众多的种娄形成较为复杂的生境。荔枝树为 20～I{0年 

生。树高 3～jm。两类型荔枝园相距约 lkm。 

1．2 调查方法 

每生境设 5个取样 。每个样 点调查 2棵荔枝树共 10棵荔枝树，定期调查。田间调壹采用同捕法，观察 

法。牯捕法 c用涂 有牯胶的器皿粘捕飞翔小昆虫主要为寄生蜂)。手捕法等方法。每 20d调查 ]次 ，1995—04一 

O7第 1次调查 ，1995—12—15第 1 3发调查。 时间序列 1～13表示 上各坎调查。 

1．3 分析方法 

用 Shannon—Wiener(MacArthur，1958)平均信息量指数 ，’分析群落多样性 ； Hurlbert(1971)提出 

的种间相遇机率 (the probahiIity。f interspecies encounter)PIE计算的均匀度 ( ，-PIE实测值／P， 最大 

值)来分析群落均匀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群落各类群数量和丰富度的比较 

2 1．1 群落各类群数量 通过调查，两种生境类型的种类数量如表 1。 

衰 1 两种生境暴园内节肢动袖各娄群数量比较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each arthropod group_n two kinds of orchard habitats 

上检验基于 1 3对调查样本 ． 0 cs(24) 2．064t - 

13 pairs of samplest￡0̈ L(24)： 2 064．“ 01(24)一 2．79 4 

chard ②Complex orchard @T st value 

(24) 2 79{ ·*示椴显著(P<O O1) T—test was based on 

**~ignats very significant difference(尸<O。】 ．①Simple 0 r_ 

由表 1可见 ，单一园的植食性类群的数量明显多于复合园。而复合园的捕食性类群。寄生性类群及蜘 

蛛类群的数量明显多于单一园，但两园的腐生类群的数量并无显著差异 。单一目的节肢动物群落总量却明 

显多于复合园，其中约 66．7 为植食性类群 ，寄生性 、捕食性昆虫 同蜘蛛类群合起来仅约 占总量的 2．5 ； 

相 比之下，复合 园植食性 类群占总量的 42．7 、寄生性昆虫 占 9 oH、捕食性 昆虫 占 7．9 、蜘蛛类群占 

12．8 两园植食性类群的主要种类均为荔枝蝽蟓(Yessaratoma popillosa Drury)、荔枝叶瘿蚊及荔枝瘘螨 

IErl。 } s litchii Keit'er 等 

2．1．2 群落各类群丰富度 群落的丰富度从一个方面反映群落的结构特征 ，根据 13次的调查结果。表 2 

列出了两类型荔枝园的丰富度季节变化。由表 2可知，8月上旬及 11月下旬到 1 2月中两 园的植食性类群 

的丰富度基本相同，10月份单一目的丰富度高，其它时间都是复台园丰富度高。寄生性 、捕食性和腐生性昆 

虫 及蜘蛛类群的丰富度在全年的任何时期都是复台园明显高于单 一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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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度的比较 

Table 2 The emnparisou 0f the specI ~~hness of emcb mrt~ pod group In lwo kinds of orclte~d]mbitets 

类群 一 时间序列 Order Df investigation date 

—  

Expertm e~t —  

u  ps orchar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植食性类群0 单一园 11 16 14 9 14 18 14 22 20 16 2O l3 l0 

复合园0 12 24 32 l6 22 35 12 14 22 12 11 11 10 

寄生性类群0 单一园 3 5 7 6 5 13 4 12 7 4 11 4 6 

复台匿 10 13 18 16 14 34 7 2O 12 27 38 37 32 

捕食性类群@ 单一匿 2 4 3 2 4 8 3 4 6 3 7 3 3 

复台匿 8 7 10 4 14 13 3 8 11 13 g 1O 8 

腐生类群0 单一目 8 8 10 9 4 13 3 15 8 6 g 5 4 

复台匿 7 16 23 10 9 21 7 14 22 14 13 14 16 

蜘蛛类群@ 单一匿 9 8 4 3 3 5 7 15 8 8 10 7 9 

复台目 l8 25 22 17 20 35 13 20 25 16 21 14 11 

1～13十时间序列所代表 日期可参考奉文图 3．Co~ult figure 3 in the paper about what date the order of invesdga 

tlon，1～13，si~a]s．①Phytophagous group ②Parasitoid group @Predatory group 固Metatroph[~group @Spider 

group @Simple orchard ⑦Complex orchard 

2．2 主要害虫消长动态 比较 

荔枝蝽蜂和荔枝叶瘿蚊是现在荔枝园为害比较严重的害虫 ，在所研究的两种不同生态类 型的荔枝园 

中，它们的消长动态见图 l和图 2。 

时间序列 
Order of ins tigation date 

圈 1 两类荔枝园荔枝叶凄蚊时间动态比较 

(D示单一园，F示复合匿) 

Fig．1 The comparison of the dynamics of 

k⋯ “川 sD．’s 0c㈣ Ⅱce in tWO kinds 

of orchards (Dlsimp]e orchard·Ftcomplex orchard) 

由图 l可知 ，在 3～4月份春梢 生长期 ，单一园和 

复合园的荔枝叶瘿蚊都出现 一个发生数量 的峰期 ，此 

后在复舍园的发生数量渐趋下降 到 lO月份的秋梢生 

长期 ，在单一园出现另一个发生峰期 ，而复合园则不明 

显 在全年的任何时期荔枝叶瘿蚊在单 一园的发生数 

量较复合园高。图 2显示荔枝蝽蜂的消长动态，荔枝蝽 

蜂从 4月份起发生数量逐渐增加．5月份达到全年的第 

1个高峰．I追后又趋下降，9月份出现第 2个高峰．全年 

的变化趋势在两园基本一致 ，但发生数量单一园的明 

显比复合园的高 。 

2．3 群落多样性季节变化 

两园各类群的多样性指数季节动态见图 3(D表示 

单一园，F为复合 园，H为植食性类群，Pa为寄生性类 

群，Pr为捕食性类群 ，sc为腐生类群 ，sp为蜘蛛类群 ， 

为整个群落的多样性指数)。从图 3可知，两园在 4月份的春梢生长期植食性类群多样性指数值都比较 

大，此后便下降，到9月份又上升到最大，不过复合园中上升、下降的程度要小 寄生性类群在 7月份和 l0 

月底及捕食性类群在 5月中和 10月份在两园都各有一个峰期 ，可以看出这两类群的峰期滞后于植食性类 

群 ，复合园的多样性指数值比单一园高 腐生类群在 5月份和 9月底也各有一个峰期 ，同捕食性类群的峰 

期基本一致。腐生类群在复合园的多样性指数虽有波动但全年维持在约 1．5以上 ，而单一园有 时波动接近 

0．2。至于蜘蛛类群，复合园全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约 2．j以上)，而单一园在 4月底和 9月初出现峰期 ， 

多样性 指数小且波动明显。整个群落的多样性指数复合园基本保持在 2．0以上 ，而单一园基本保持在 2．0 

unz 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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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两类荔枝园荔枝蝽蟓时间动态比较 

(荔枝蝽蟓 成虫计．D示单一团，F示复合同) 

Fig．2 The comparison of the dy~ mics of 

Te⋯ ff圳 口popillosa’5㈣ ⋯ e【n two 

kinds 0f orchards(The adult numbezs are 

ploted above．D ：Simple orchard，F：complex orehard) 

28 6 8 7 l8 8 29 10 12 1】22 

日期 【e(月，日month／day) 

图 3 多样性指数时间动态图 

Fig．3 The dynamics of d Jversky Jndlces 

以下且波动较显著。复台园的各种类群的多样性指数 ， 

从总的趋势来看都 比单一园大；从波动程度来看，比单 
一

园低 

2．4 群落均匀性 比较 

两 园各类群的均 匀性 指数变 化见图 4(D为单 一 

园 ，F为复台园 ，H为植食性类群 ，Pa为寄生性类群，Pr 

为捕食性类群，sc为腐 生类群，sp为蜘蛛类群，了’为整 

个群落的均 匀性指数)。由图 4可知 ，植食性类群的均 

匀度 4月和 9月在两类荔枝园都比较高，复合园基本 

上全年都 比单一园高 两类荔枝园寄生性类群的均 匀 

度保持在 0．8以上，复合园全午基本维持 比单一园高 

的水平。两类荔枝园捕食性 类群的均 匀度都维持在 比 

较高的水平(0．8以上)，两 者都稍有波动 ，7～ 12月份 

单一园捕食性类群均匀度 比复合园高。至于蜘蛛类群， 

2 

7．18

8．8 

8．2 
2 。 j} 5 

H剌 Dale (月 日 month day) 

图 4 均匀性指教时间动志图 

Fig．4 The dynamics of evene$~indices 

复合园的均 匀度全年维持在约 O．8以上，而单一园有很大渡动 ，在 4月 、8月底和 12月中各有一个峰期 (均 

匀度约 0．9)，在 10月份均匀度仅约 0．1。蜘蛛类群的均匀度 ，两类荔枝园差异不显著，都维持 比较高的水 

平。从总的均 匀度变化看 ，复合园比较稳定，而单一园有明显起伏 

3 结论与讨论 

3．1 从两类荔枝园的节肢动物群落均匀性季节变化看 ，每次调查从单一目捕获的捕食性 、寄生性昆虫和 

蜘蛛的种类和数量都很少 ，导致其均匀度很高 ，显然与植被单一有关 ，仅从均匀度 的角度 不能准确评价一 

个群落 ；单一目擅食性类群数量 多，而捕食性 、寄生性昆虫和蜘蛛类群的数量极少 ，在这种情况下，农 民只 

有依靠农药 ，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使单一 园天敌昆虫群落更加衰落 ，出现了害虫年年治，年年大发生的 

局面。 

3．2 复台园节肢 动物群落较单 一园具有更大 的丰富度、更走的多样性、更高的均 匀度．结构更趋合理性 ： 

l  0  0  0  0  0  0  0  0  I  O  0 0  0  
一} Pul  

llui  ； 一̂ =馐 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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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食性类群仅占 42．7 ，而捕食性、寄生性昆虫和蜘蛛类群占相当大比重(约 30 )t在控制植食性类群中 

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复合 园植被种类多，生境软 为复杂 ，受人为耕作等的影响后也能较快恢复 ，从而为天敌 

昆虫和蜘蛛类群形成了较好的生存 ，繁衍环境=既从群落结构 的角度 t又结合经济学 角度来评价这种复合 

荔枝园的功能，具有实际意义．这方面需进一步 的研究 。 

3．3 复合园相对复杂的生境为捕食性，寄生性昆虫和蜘蛛类群的生存、繁衍剖造了条件。对复合荔枝园的 

节肢动物群落进一步进行生态位研究．结合对复合荔枝园荔枝树周围特定种类树术、草本上的节肢动物群 

落迁移交漉的研究，将能为荔枝害虫综台防治和荔枝园生态系统优化提供充分的证据和行之有效的方法。 

3．4 生物多样性是近年生态学研究热点之一。据谭炳林 等的研究，混交林能有效地改善群落的结构 t使得 

群落多样性、物种丰富度．特别是天敌种类丰富度显著增加 植食性类群生态优势度下降．而天敌类群的生 

态优势度提高}混交林节肢动物群落的多样性与均匀性指数沿时间梯度的变化速率较纯林小，具有较强的 

抗逆性能和维持群落 内种间平衡能力 ] 由此可见．混交林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的突出例子。本文也 

是从这个角度 出发 ，探讨荔枝园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服务人类的建径 ，探讨其生物多样性 变化状况．为 

探寻不损失生物多样性前提下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荔枝园经营模式打下基础。大量化学农药的使 

用，降低 了生物群落多样性 。每一种生物的灭绝 ，都会引起严重的链镇反应，而生物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和前提．从恢复、保护和持续利用荔枝园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的角度来种植，经营和管理荔枝园才 

是长久之计 ，这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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