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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ｏｍａｒａｂｌｉｚ７９＠ 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６１０１１２０５７

阿加尔·恰肯，吾玛尔·阿布力孜，排孜力耶·合力力．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土壤螨类群落多样性．生态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２４）：８３８５⁃８３９６．
Ａｊａｒ ＱＡＫＥＮ，Ｏｍａｒ ＡＢＬＩＺ，Ｆａｚｌｉｙａ ＨＥＬＩ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７（２４）：
８３８５⁃８３９６．

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土壤螨类群落多样性

阿加尔·恰肯，吾玛尔·阿布力孜∗，排孜力耶·合力力
新疆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４６

摘要：为探究玛纳斯河流域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多样性及其时空特征，采用野外采样和改进的 Ｔｕｌｌｇｒｅｎ 法采集土壤螨类进行

分类鉴定及比较分析。 结果，共采集土壤螨类 ３３２０８ 只，隶属 ４ 亚目 ８６ 科 １４０ 属。 其中 Ｃｅｒａｔｏｚｅｔｅｓ 和 Ｏｒｉｂａｔｕｌａ 为优势类群。 不

同垂直带生境土壤螨类个体数量和类群数量之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个体数依次为Ⅵ＞Ⅺ＞Ⅷ＞Ⅸ＞Ⅰ＞Ⅹ＞Ⅶ＞Ⅳ＞Ⅴ＞Ⅱ＞Ⅲ＞
Ⅻ。 垂直分布表明不同土层间的个体数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土壤螨类主要集中分布于表层土壤。 不同生境土壤螨类在不同

季节均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个体数依次为 ９ 月＞４ 月＞７ 月＞１１ 月。 在 １２ 种不同生境之间土壤螨类群落多样性指标均有显著

差异（Ｐ＜０．０５），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依次为Ⅰ＞Ⅴ＞Ⅳ＞Ⅵ＞Ⅲ＞Ⅹ＞Ⅱ＞Ⅸ＞Ⅷ＞Ⅶ＞Ⅺ＞Ⅻ，而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Ｍ）丰富度指数

依次为Ⅰ＞Ⅵ＞Ⅲ＞Ⅹ＞Ⅺ＞Ⅷ＞Ⅴ＞Ⅳ＞Ⅶ＞Ⅱ＞Ⅸ＞Ⅻ。 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间的相似性处于中等不相似。 结果表明研究流域

不同垂直带生境土壤螨类群落多样性具有明显的生境和季节变化特征。
关键词：玛纳斯河流域；ＭＯＤＳ；土壤螨类；群落多样性；季节动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ｊａｒ ＱＡＫＥＮ，Ｏｍａｒ ＡＢＬＩＺ∗，Ｆａｚｌｉｙａ ＨＥＬＩ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ｒｕｍｑｉ ８３００４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ｌｏ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ｏｃｕ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ｍａｙ ｂｅ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ａｓｉｓ⁃ｄｅｓｅｒ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ｌａｎｄ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ｉｏ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ｏｆ ｓｏｉ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ａｓｉｓ⁃ｄｅｓｅｒ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ｚｏｎａｌ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ｕｓ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ｕｌｌｇｒｅ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ａｔ ａｒｅａ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３２３０８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ｓｕｂｏｒｄｅｒｓ， ８６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１４０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Ｃｅｒａｔｏｚ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ｉｂａｔｕｌａ ｗｅｒ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１０． １４％ ａｎｄ １１． １８％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ｐｉｌｏｈｍａｎｎｉａ， Ｔｒｈｙｐｏｃｈｔｈｏｎｉｕｓ， ａｎｄ Ｚｙｇｏｒｉｂａｔｕｌａ， ａｎｄ １８ ｇｅｎｅｒａ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５５． ８９％． Ｃｏｓｍｏｃｈｔｈｏｎｉｕｓ， Ｅｒｅｍａｅｕ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ｔｈｒｏｍｂｉ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１２０ ｇｅｎｅｒａ ｂｅｌｏｎｇｅｄ ｔｏ ｒａｒ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２２． ７９％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ｚｏｎａｌ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Ｐ＜０．０５），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０—５ ｃｍ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Ｐ＜
０． ０１ ）．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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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Ｐ＜０．０５）．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ｓ ｗａ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 Ａｐｒｉｌ ＞ Ｊｕｌｙ
＞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１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 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Ｈ） ｉｎ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ｈｒｕｂｂｅｒｙ ＞ ｓｈｅｌｔ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ｆｉｅｌｄ ＞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ｔｅｐｐｅ ＞ ｖｉｎｅｙａｒｄ ＞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 ｐｌａ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
ｓｈｒｕｂｂｅｒｙ ＞ ｄｅｓｅｒｔ， ｗｈｉｌｅ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Ｍ）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 ｓｈｅｌｔ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 ＞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ｆｉｅｌｄ ＞ ｓｈｒｕｂｂｅｒｙ ＞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ｈｒｕｂｂｅｒｙ ＞ ｐａ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ｔｅｐｐｅ ＞ ｖｉｎｅｙａｒｄｓ ＞
ｄｅｓｅｒｔ．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１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ｗａ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ｈａｖ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ａｔ ＭＯＤ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ｎａ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ＭＯＤＳ；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土壤螨类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功能组分，它们在分解残体、改变土壤理化性质、土壤形成与发育、土壤

物质迁移与能量转化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１⁃２］。 由于螨类在各类土壤中普遍存在，类群和数量丰富，群落

生物多样性高，土壤螨类被看作是最重要的评价土壤质量变化的敏感指示生物之一［３⁃４］。 目前大量的研究表

明，土壤螨类在植物根源的腐烂、陆地腐烂、稳定土壤和生物氮固定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４⁃６］。 土壤螨类对任

何生物的干扰能做出迅速敏感的改变和响应，能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干扰、栖息地的破坏、化学污染等给予早

期的预警［３］。 在国外螨类研究已有 １７０ 多年的历史，而我国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土壤螨类生态学方面的研

究，虽然经过 ３０ 多年的发展，在土壤螨类研究方面地区发展仍很不均衡，沿海地区研究较早并广泛，而西北干

旱区，特别是新疆天山南北广大区域土壤螨类区系分类及其多样性的研究仍仅有零星报道［６⁃１１］。
玛纳斯河流域地处内陆干旱区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ａｓｉｓ⁃Ｄｅｓ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Ｓ），随

海拔不同，自然景观分异明显［１２］。 该区域以其深居内陆的地理区位、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山盆相间的地貌格

局、广泛发育的内陆流域、荒漠植被的特点与我国东部季风区和青藏高原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垂直分异特征明

显，形成世界上特有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在全球干旱区类型中独具特色。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植被、
人类活动、土地利用等的影响，呈明显的垂直地带分布，生物群落均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和差异性［１２］。 目前，对
该区域的研究主要涉及气候、水文、土壤、植物群落及其多样性等，而对土壤螨类群落多样性方面的研究极少。
本研究旨在查明该区域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结构及其季节动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干旱区土壤动物的系

统研究以及土壤环境的生物学评价提供科学资料。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

玛纳斯河流域位于天山北麓中段，准噶尔盆地西南部，地理位置为 ４３°０５′—４６°０４′Ｎ，８４°５６′—８６°４２′Ｅ，总
面积 ３．０９ 万 ｋｍ２。 随海拔高度变化呈现高山冰雪带、高山及亚高山草甸带、中山森林带、低山草原带、荒漠带

以及沙漠等自然景观带。 新中国成立以后，玛纳斯河流域成为新疆开垦面积最大的人工绿洲，同时也是我国

第四大灌溉农业区，是自治区最重要的粮、棉、糖生产基地之一［１２］。 由于人口增加和大规模经济开发活动，导
致该流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土壤严重的盐渍化和不同程度的污染现象，土壤退化严重［１２］。 由于地

貌、气候、水文条件、成土母质、植被具有明显的垂直地带分布，土地利用类型复杂多样，生物群落均存在明显

的区域性和差异性，使得本研究具有典型性。
１．２　 样地设置

结合研究区域景观、地形条件、土壤类型和土地利用状况等因素，在研究区域设长达 １５０ ｋｍ 的两条样带，
并在各条样带上选择了针叶林（Ⅰ）、山地草原（Ⅱ）、山地阔叶林（Ⅲ）、山地灌木林（Ⅳ）、山地耕地（Ⅴ）、防护

林（Ⅵ）、平原耕地（Ⅶ）、草地（Ⅷ）、葡萄园（Ⅸ）、菜地（Ⅹ）、灌木林（Ⅺ）和荒漠（Ⅻ）等十二种不同生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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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探讨天山北麓典型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不同垂直带生境土壤螨类群落多样性及其时空动态变化。

表 １　 玛纳斯河流域山地⁃绿洲⁃慌莫复合生态系统分布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Ｏａｓｉｓ⁃Ｄｅｓｅｒ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Ｍａｎａ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区域
Ａｒｅａ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 ｍ

地理位置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年均气温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

年均降水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ｍｍ

年均蒸发量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ｍｍ

土壤类型
Ｓｏｉｌ ｔｙｐｅｓ

土地类型
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

主要植物种类主要植物种类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山地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７００—３６００

４３°４５′０２″—
４３°５９′０８″Ｎ
８５°４６′２４″—
８６°１５′１２″Ｅ

２—５ ５００—７００ ８５０—１０００ 棕钙土
Ⅰ、Ⅱ、Ⅲ、

Ⅳ、Ⅴ

天山云杉（Ｐｉｃｅａ ｓｃｈｒｅｎｋｉａｎａ） 、疆方枝柏
（Ｓａｂｉｎａ ｐｓｅｕｄｏｓａｂｉｎａ（Ｆｉｓｃｈ））、早熟禾属
（Ｐｏａ ａｎｎｕａ Ｌ）

绿洲
Ｏａｓｉｓ ４００ —６００

４４°２１′４７″—
４４°２６′０２″Ｎ
８６°１６′２３″—
８６°２０′２０″Ｅ

５—７ １２０—１８０ １５００—１８００ 灰漠土
Ⅵ、Ⅶ、Ⅷ、

Ⅸ、Ⅹ

沙枣（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Ｌ）、棉花属
（Ｇｏｓｓｙｐｉｕｍ ｓｐｐ）、玉米（Ｚｅａ ｍａｙｓ）、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ｄａｎｓ ） 、 黑 葡 萄 （ 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荒漠
Ｄｅｓｅｒｔ ２５０—４００

４４°２７′０６″—
４４°３０′０２″Ｎ
４４°２７′０６″—
４４°３０′０２″Ｎ

６—８ １００ —１２０ ２０００—２２００ 风沙土 Ⅺ、Ⅻ
柽 柳 （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ａ ）、 白 刺
（ 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 骆 驼 刺 （ Ａｌｈａｇｉ
ｓｐａｒｓｉｆｏｌｉａ）

　 　 针叶林，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Ⅰ）；山地草原，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ｔｅｐｐｅ（Ⅱ）；阔叶林，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Ⅲ）；山地灌木林，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ｈｒｕｂｂｅｒｙ（Ⅳ）；山地耕地，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Ⅴ）；防护林，ｓｈｅｌｔ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Ⅵ）；平原耕地，ｐｌａ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Ⅶ）；草地，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Ⅷ）；葡萄园，ｖｉｎｅｙａｒｄ（Ⅸ）；菜地，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ｆｉｅｌｄ（Ⅹ）；灌木林，ｓｈｒｕｂｂｅｒｙ（Ⅺ）和荒漠，

ｄｅｓｅｒｔ（Ⅻ）

１．３　 样品采集与处理

２０１４ 年 ４、６、９ 和 １１ 月份中旬对上述的 １２ 种不同生境定点采样，每个生境分别选取 ３ 个样点，并采用容

积为 １００ ｃｍ３土壤环刀，按土壤深度 ０—５、５—１０、１０—１５、１５—２０ ｃｍ 的 ４ 层取样，共取 ５７６ 份土样，装入纸袋

带回实验室，采用改进的 Ｔｕｌｌｇｒｅｎ 法连续光照 ４８ ｈ 分离土壤螨类，在 Ｌｅｉｃａ 体视显微镜下观察及制片。 完成

制片后，参照尹文英的《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江原昭三《日本蜱螨类检索图鉴》、青木淳一《日本土壤动物

检索图鉴》及 Ｊ．Ｂａｌｏｇｈ 和 Ｐ．Ｂａｌｏｇｈ 的《Ｔｈｅ Ｏｒｉｂａｔｉｄ Ｍｉｔ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和 Ｋｒａｎｔｚ（２００９）《蜱螨学手册》
（第三册）等进行分类鉴定，一般鉴定到属的水平［１３⁃１７］。
１．４　 主要环境因子的测定

在调查土壤螨类的同时，测定各采样点的主要环境因子（土壤容重、温度、湿度、ｐＨ、有机质、全氮、全磷、
全钾和总盐含量）。 土壤容重采用土壤环刀法；土壤温度和土壤酸碱分别使用地温计和土壤酸度计测定；土
壤水分含量采用烘干法测定（ＧＢ ７１７２—１９８７），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含水率：含水率（％）＝ （Ｇ０－Ｇ２）（湿土重－
干土重） ／ Ｇ２×１００％。 土壤有机质含量采用重铬酸钾一硫酸溶液氧化法（ＧＢ ９８３４—１９８８）测定。 土壤全钾含

量参照 ＧＢ ９８３６—１９８８ 法测定；土壤全磷含量参照 ＧＢ ９８３７—１９８８ 法测定；土壤全氮含量参照 ＧＢ ７１７３—
１９８７ 法测定；总盐量采用水溶性盐总量（质量法）测定（ＮＹ ／ Ｔ １１２１．１６—２００６） ［１８］。
１．５　 数据处理

在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多样性分析中，进行了以下生态指标的比较分析［８］。
（１）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

Ｈ ＝ ∑
ｓ

ｉ ＝ １
（Ｐ ｉ ｌｎ Ｐ ｉ）

（２）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Ｍ）：
Ｍ ＝ （Ｓ － １ ／ ｌｎＮ） ）

（３）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Ｅ）：
Ｅ ＝ Ｈ ／ Ｈｍａｘ ＝ Ｈ ／ ｌｎＳ

（４） 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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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 ∑（ｎｉ ／ Ｎ）
２

（５） Ｊａｃｃｃａｒｄ 群落相似性系数（ｑ）：
ｑ ＝ ｃ ／ （ａ ＋ ｂ ＋ ｃ）

（６） Ｓøｒｅｎｓｅｎ 相似性指数：
Ｓ ＝ ２ｃ ／ （ａ ＋ ｂ）

式中，Ｎ 表示群落中所有类群的个体总数，Ｓ 表示类群数，Ｐ ｉ等于 ｎｉ ／ Ｎ，ｎｉ表示第 ｉ 类群的个体数，ａ 为 Ａ 群落

类群数，ｂ 为 Ｂ 群落类群数，ｃ 为两群落共有类群数。 所有的数据处理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进行处理，并在 Ｅｘｃｅｌ 中
作图，用单因素方查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和最小显著差异法（ＬＳＤ）比较不同数据组间的差异。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组成与数量分布

调查期间共获螨类标本 ３２３０８ 头，分隶于 ８６ 科 ４ 亚目 １４０ 属，其中甲螨亚目为 ２０８７７ 只（６４．６２％），分隶

于 ８０ 属 ５１ 科，中气门亚目为 １０１６７ 只（３１．４７％），３４ 属 ２０ 科，前气门亚目为 １０３１ 只（３．１９％），２１ 属 １２ 科，无
气门亚目为 ２３３ 只（０．７２％），５ 属 ３ 科。 对整个研究区域而言， Ｃｅｒａｔｏｚｅｔｅｓ 和 Ｏｒｉｂａｔｕｌａ 为优势类群，占总螨类

捕获量的 ２１．３２％； Ｅｐｉｌｏｈｍａｎｎｉａ、Ｔｒｈｙｐｏｃｈｔｈｏｎｉｕｓ、Ｃａｍｉｓｉａ、Ｏｐｐｉｅｌｌａ、Ｔｅｃｔｏｃｅｐｈｅｕｓ 等 １８ 类为常见类群，占螨类总

捕获量的 ５５．８９％，优势类群和常见类群占总捕获量的 ７７．２１％。 Ｐａｌａｅａｃａｒｕｓ、Ｂｅｌｂａ、Ｅｐｉｄａｍａｅｕｓ 等 １２０ 类均为

稀有类群（表 ２）。

表 ２　 玛纳斯河流域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组成和数量分布 ／ （头 ／ 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ａ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ｍｅａｎ±ＳＥ）

螨类 Ｍｉｔｅｓ ｔａｘａ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Ⅺ Ⅻ 总数
Ｔｏｔａｌ

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优势度
Ａｂｕｎｄａｃｅ
ｄｅｇｒｅｅ

古甲螨属 Ｐａｌａｅａｃａｒｕｓ ６１ １２ １ ３１ １６ １５ ２３ １５ ３９ ３９ １５ ３ ２７０ １２２０．８ ０．８４ ＋

拟古甲螨属 Ｐａｌａｅａｃａｒｏｉｄｅｓ ２６ ０ １ 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８ １７１．８ ０．１２ ＋

广缝甲螨属 Ｃｏｓｍｏｃｈｔｈｏｎｉｕｓ １ ０ ０ ０ ０ ４７ ３ ４ ２６ ２２ １４ １９ １３６ ６１４．９ ０．４２ ＋

小缝甲螨属 Ｈｙｐｏｃｈｔｈｏｎｉｅｌｌａ ７７ ６ ３１ ３３ ６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１０ ９４９．５ ０．６５ ＋

滑缝甲螨属 Ｌｉｏｃｈｔｈｏｎｉｕｓ １２２ ５３ ３２ ４２ ３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８８ １３０２．２ ０．８９ ＋

短甲螨属 Ｂｒａｃｈｙｃｈｔｈｏｎｉｕｓ １４ ０ １４ ２ 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７ ２１２．５ ０．１５ ＋

塞缝甲螨 Ｓｅｌｌｎｉｃｋｏｃｈｔｈｏｎｉｕｓ ０ １２ ４５ ４ 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７８ ３５２．７ ０．２４ ＋

缝甲螨属 Ｈｙｐｏｃｈｔｈｏｎｉ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４０．７ ０．０３ ＋

派缝甲螨属 Ｐａｒｈｙｐｏｃｈｔｈｏｎｉ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４．５ ０．００ ＋

盲甲螨属 Ｍａｌａｃｏｎｏｔｈｒ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１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８ ８１．４ ０．０６ ＋

罗甲螨属 Ｌｏｈｍａｎｎｉ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０ ０ ０ ７ ２ ０ １４ ６３．３ ０．０４ ＋

混居甲螨属 Ｍｉｘａｃａｒ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１１ ０ ２０ ９０．４ ０．０６ ＋

上罗甲螨属 Ｅｐｉｌｏｈｍａｎｎｉａ ６４ ３１ ３５ ８６ ８９ ２５２ ５３ １１１ ８９ １８ ８９ ４３ ９６０ ４３４０．７ ２．９７ ＋＋

拟上罗甲螨 Ｅｐｉｌｏｈｍａｎｎｏｉｄｅｓ ４ ２１ １６ ０ 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０ ２２６．１ ０．１５ ＋

全罗甲螨属 Ｐｅｒｌｏｈｍａｎｎｉａ １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 ８５．９ ０．０６ ＋

矮汉甲螨属 Ｎａｎｈｅｒｍａｎｎｉ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３１．７ ０．０２ ＋

懒甲螨属 Ｎｏｔｈｒｕｓ ６９ ２６ ４ ２６ ２１ ８８ ５ ２１ ３１ ３ ２３ ０ ３１７ １４３３．３ ０．９８ ＋

礼服甲螨属 Ｔｒｈｙｐｏｃｈｔｈｏｎｉｕｓ ５ ２０９ ３０ １１２ １３８ １５４ ７０ ７４ ４７５ １３ ７０ ６９ １４１９ ６４１６．２ ４．３９ ＋＋

异懒甲螨属 Ａｌｌｏｎｏｔｈｒｕｓ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９．０ ０．０１ ＋

原甲螨属 Ａｒｃｈｅｇｏｚｅｔｅｓ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９．０ ０．０１ ＋

洼甲螨属 Ｃａｍｉｓｉａ １５ ８ ０ ２４ ４ ３４６ ８ ５０ ６５ ２９ ５０ ０ ５９９ ２７０８．４ １．８５ ＋＋

半懒甲螨属 Ｈｅｍｉｎｏｔｈｒｕｓ １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９０．４ ０．０６ ＋

平懒甲螨属 Ｐｌａｔｙｎｏｔｈｒｕｓ ４ １０ ０ ０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９０．４ ０．０６ ＋

８８３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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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螨类 Ｍｉｔｅｓ ｔａｘａ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Ⅺ Ⅻ 总数
Ｔｏｔａｌ

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优势度
Ａｂｕｎｄａｃｅ
ｄｅｇｒｅｅ

叶赫甲螨属 Ｐｈｙｌｌｈｅｒｍａｎｎｉ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２ ９．０ ０．０１ ＋

直卷甲螨属 Ａｒｃｈｏｐｌｏｐｈｏｒ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２ ０ １６ ８ ４ １６ ０ ７６ ３４３．６ ０．２４ ＋

卷甲螨属 Ｐｈｔｈｉｒａｃａｒｕｓ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１８．１ ０．０１ ＋

三皱甲螨属 Ｒｈｙｓｏｔｒｉｔｉａ ４３ １ ２６ １１ １５ ２６１ ３ ３７ ５４ ３８ ７０ ０ ５５９ ２５２７．６ １．７３ ＋＋

龙足甲螨属 Ｅｒｅｍａｅｕｓ ２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２２．６ ０．０２ ＋

沙甲螨属 Ｅｒｅｍｕｌｕｓ ２１ ０ ０ ０ ０ ４ １１ ０ ０ ０ ８ ０ ４４ １９９．０ ０．１４ ＋

沙足甲螨属 Ｅｒｅｍｏｂｅｌｌｂａ ４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３ ０ １１ ４９．７ ０．０３ ＋

珠足甲螨属 Ｂｅｌｂａ １３５ １４ ０ ４２ １８ １０ １ ３ ２ １ １ ０ ２２７ １０２６．４ ０．７０ ＋

表珠甲螨属 Ｅｐｉｄａｍａｅｕｓ １２０ ６ ０ ５ ２９ ９ ０ ２ ０ １ １ ３ １７６ ７９５．８ ０．５４ ＋

扇珠足甲螨属 Ｌｉｃｎｏｄａｍａｅ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０ ０ ０ １ １ ３ １４ ６３．３ ０．０４ ＋

小奥甲螨属 Ｏｐｐｉｅｌｌａ ３４３ ５９ ５０ １４２ １５４ ７９９ ８ ２９ ７０ ２２６ ２３ ０ １９０３ ８６０４．６ ５．８９ ＋＋

多奥甲螨属 Ｍｕｌｔｉｏｐｐｉａ ７６ ０ ４ 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９５ ４２９．６ ０．２９ ＋

纹奥甲螨属 Ｓｔｒｉａｔｏｐｐｉａ ２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１８．１ ０．０１ ＋

奥甲螨 Ｏｐｐｉａ ６８ ７ ０ ４ １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９８ ４４３．１ ０．３０ ＋

四奥甲螨属 Ｑｕａｄｒｏｐｐｉ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４．５ ０．００ ＋

大奥甲螨属 Ｌａｓｉｏｂｅｌｂａ １８ ２１ ２ ４ １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７ ２５７．７ ０．１８ ＋

丽甲螨属 Ｌｉａｃａｒｕｓ ６０ ３０ １３ １１ ０ ３２６ １２４ １８３ １５７ １２７ ２０３ ０ １２３４ ５５７９．７ ３．８２ ＋＋

弯步甲螨属 Ｇｉｂｂｉｃｅｐｈｅ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２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１６ ７２．３ ０．０５ ＋

步甲螨属 Ｃａｒａｂｉｄｅ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３ １ ２ ０ １ １ ０ １８ ８１．４ ０．０６ ＋

原步甲螨属 Ａｒｃｈｅｇｏｃｅｐｈｅ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２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５ ６７．８ ０．０５ ＋

龙骨足甲螨属 Ｅｒｅｍａｅｕｓ ２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２２．６ ０．０２ ＋

隐助甲螨属 Ｃｏｓｔｅｒｅｍｓ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１８．１ ０．０１ ＋

大头甲螨属 Ｍｅｇａｌｏｔｏｃｅｐｈｅｕｓ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９．０ ０．０１ ＋

裂头甲螨属 Ｆｉｓｓｉｃｅｐｈｅｕｓ ７１ 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８２ ３７０．８ ０．２５ ＋

阿斯甲螨属 Ａｓｔｅｇｉｓｔｅ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２ ５ ０ ０ １０ ４５．２ ０．０３ ＋

叉肋甲螨属 Ｆｕｒｃｏｒｉｂｕｌ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２ ９．０ ０．０１ ＋

刀肋甲螨属 Ｃｕｌｔｒｏｒｉｂｕｌａ １９７ ５ ２１ ２７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２５９ １１７１．１ ０．８０ ＋

小梳甲螨属 Ｘｅｎｉｌｌｕｓ ４２ ０ １２ ０ １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７３ ３３０．１ ０．２３ ＋

垂盾甲螨属 Ｓｃｕｔｏｖｅｒｔｅｘ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０ ３９ ５３ ３ ２７ ０ １２８ ５７８．８ ０．４０ ＋

下盾甲螨属 Ｈｙｐｏｖｅｒｔｅｘ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１３．６ ０．０１ ＋

跳甲螨属 Ｚｅｔｏｒｃｈｅｓｔｅｓ ７１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７３ ３３０．１ ０．２３ ＋

盖头甲螨属 Ｔｅｃｔｏｃｅｐｈｅｕｓ １５０ ９ １２８ １００ １４７ １１５ １６ １４ １９ ４０ ７４ ０ ８１２ ３６７１．５ ２．５１ ＋＋

大翼甲螨属 Ｇａｌｕｍｎａ 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８０ ２ １５ １３ ４ ２５ １３ １６７ ７５５．１ ０．５２ ＋

全大翼甲螨属 Ｐｅｒｇａｌｕｍｎａ ９０ ７ ３ ３４ １２ ２１ ５０ ０ ０ ０ ２７ ０ ２４４ １１０３．３ ０．７６ ＋

尖棱甲螨属 Ｃｅｒａｔｏｚｅｔｅｓ １０７ ２０ ９１ １２８ ８１ ８４３ １３８ ８２１ ３３３ １５７ ５５８ ０ ３２７７ １４８１７．３ １０．１４ ＋＋＋

单奥甲螨属 Ｐｈａｕｌｏｐｐｉａ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４．５ ０．００ ＋

若甲螨属 Ｏｒｉｂａｔｕｌａ ２１２ １２６ ９１ １２９ ８ １２０９ ２４１ ８８ ５４４ ３４６ ６１７ ０ ３６１１ １６３２７．５ １１．１８ ＋＋＋

合若甲螨属 Ｚｙｇｏｒｉｂａｔｕｌａ １０ ０ ０ １０ ８ ７３ ２１１ ９３ ６０ ４３ １１７ ０ ６２５ ２８２６．０ １．９３ ＋＋

缰板鳃甲螨属 Ｃｈａｍｏｂａｔｅｓ １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１８．１ ０．０１ ＋

菌甲螨属 Ｓｃｈｅｌｏｒｉｂａｔｅｓ ６０ ３０ １３ １１ ３６ ３２６ １２４ １８３ １５７ １２７ ２０３ １８ １２８８ ５８２３．８ ３．９９ ＋＋

足肋甲螨属 Ｐｏｄｏｒｉｂａｔｅｓ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９．０ ０．０１ ＋

角翼甲螨属 Ａｃｈｉｐｔｅｒｉａ ２２ １３４ ２ ３０ ４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３６ １０６７．１ ０．７３ ＋

蛇轮甲螨属 Ｏｐｈｉｄｉｏｔｒｉｃｈ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１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 ８５．９ ０．０６ ＋

小甲螨属 Ｏｒｉｂａｔｅｌｌａ ３ ０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３６．２ ０．０２ ＋

新助甲螨属 Ｎｅｏｒｉｂａｔｅｓ ２０ ０ ２ １６ １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６ ２５３．２ ０．１７ ＋

９８３８　 ２４ 期 　 　 　 阿加尔·恰肯　 等：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土壤螨类群落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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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螨类 Ｍｉｔｅｓ ｔａｘａ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Ⅺ Ⅻ 总数
Ｔｏｔａｌ

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优势度
Ａｂｕｎｄａｃｅ
ｄｅｇｒｅｅ

副大翼甲螨属 Ｐａｒａｋａｌｕｍｎａ ０ ３ ０ ９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５ ６７．８ ０．０５ ＋

原大翼甲螨属 Ｐｒｏｔｏｋａｌｕｍｎａ ７ ９ ０ ６５ １７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００ ４５２．２ ０．３１ ＋

顶鳞甲螨属 Ｌｅｐｉｄｏｚｅｔｅｓ ２ １１ ２ ４８ 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７４ ３３４．６ ０．２３ ＋

长单翼甲螨属 Ｐｒｏｔｏｒｉｂａｔｅ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６ ０ ０ ０ ０ １６ ７２．３ ０．０５ ＋

细若甲螨属 Ｉｎｃａｂａｔｅｓ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１８．１ ０．０１ ＋

圆单翼甲螨属 Ｐｅｌｏｒｉｂａｔｅｓ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２７．１ ０．０２ ＋

角单翼甲螨属 Ｒｏｓｔｒｏｚｅｔｅｓ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４．５ ０．００ ＋

木单翼甲螨属 Ｘｙｌｏｂａｔｅｓ ３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０ １８０．９ ０．１２ ＋

梁甲螨属 Ｌａｍｅｌｌｏｂａｔｅｓ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４．５ ０．００ ＋

南角翼甲螨 Ａｕｓｔｒａｃｈｉｐｔｅｒｉａ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４．５ ０．００ ＋

钉棱甲螨属 Ｐａｓｓａｌｏｚｅｔｅ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３ ０ ０ １１ ４ ０ １０３ １４１ ６３７．５ ０．４４ ＋

真前翼甲螨属 Ｅｕｐｅｌｏｐｓ ３２ １６８ ２１ ８５ ７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８２ １７２７．３ １．１８ ＋＋

足助甲螨属 Ｐｏｄｏｒｉｂａｔｅｓ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９．０ ０．０１ ＋

派盾螨属 Ｐａｒｈｏｌａｓｐｉｓ １２ ９ ０ ５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７ １２２．１ ０．０８ ＋

革板螨属 Ｇａｍａｓｈｏｌａｓｐｉｓ ５ ０ ０ ３ 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５ １１３．０ ０．０８ ＋

新派盾螨属 Ｎｅｐａｒｈｏｌａｓｐｉｓ １９ １１ ０ ４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９ １７６．３ ０．１２ ＋

前小派伦螨 Ｐｒｏｐａｒｈｏｌａｓｐｕｌｕｓ ３ １ ０ ２１ 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５ ２０３．５ ０．１４ ＋

派伦螨属 Ｐａｒｈｏｌａｓｐｕｌ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９．０ ０．０１ ＋

浩伦螨属 Ｈｏｌａｓｐｕｌ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９１ ２２１ ３０１ ７０ １４７ １０１ ２３ １１５４ ５２１７．９ ３．５７ ＋＋

厉螨属 Ｌａｅｌａｐｓ ７３ ３９ ２９ ５２ ５７ ３７ ４ ９ ０ ０ １３ ２５ ３３８ １５２８．３ １．０５ ＋＋

上厉螨属 Ｏｌｏｌａｅｌａｐｓ ５ ３３ １３ ７ ３ ２１６ ６４ ８２ ６１ ４０ ９０ ２７ ６４１ ２８９８．３ １．９８ ＋＋

维螨属 Ｖｅｉｇａｉａ １ ０ ４ ０ ６ １６ ２ ８２ ０ ９ ８ ０ １２８ ５７８．８ ０．４０ ＋

革厉螨属 Ｇａｍａｓｏｌａｅｌａｐ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２ ３ ０ １ ４ ０ １４ ６３．３ ０．０４ ＋

巨螯螨属 Ｍａｃｒｏｃｈｅｌｅ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１ １ １３ ０ １７ ７６．９ ０．０５ ＋

全盾螨属 Ｈｏｌｏｓｔａｓｐｅｌｌ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２６ ９９ ３９ ８３ ４０ ９９ ２１ ６０７ ２７４４．６ １．８８ ＋＋

犹伊螨属 Ｅｖｉｐｈｉｓ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１ ２ ０ ０ ７ ３１．７ ０．０２ ＋

厚厉螨属 Ｐａｃｈｙｌａｅｌａｐｓ ０ １ ０ ０ ０ ４８６ ４２ ２４６ １２９ ７２ ３３３ ０ １３０９ ５９１８．８ ４．０５ ＋＋

虫穴 螨属 Ｚｅｒｃｏｎ １８３ ６０ １７ ７７ ５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９５ １７８６．０ １．２２ ＋＋

尾足螨属 Ｕｒｏｐｌｉｔｅｌｌａ １ ９７ ５ ７ ２２ ３４５ １０ ４６ １１ ６２ ３２ ４ ６４２ ２９０２．９ １．９９ ＋＋

巨刺螨属 Ｍａｃｒｏｎｙｓｓ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０ ２ ０ １ ２ ０ １０ ４５．２ ０．０３ ＋

尾卵螨属 Ｕｒｏｏｂｏｖｅｌｌ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３ １３．６ ０．０１ ＋

海厉螨属 Ｈａｌｏｌａｅｌａｐｓ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４．５ ０．００ ＋

线叶爪螨属 Ｌｉｎｏｐｅｎｔｈａｌｅ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４．５ ０．００ ＋

Ｃｈａｕｓｓｉｅｒｉａ Ｏｕｄｅｍａｎｓ，１９０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４．５ ０．００ ＋

长须螨属 Ｓｔｉｇｍａｅ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４ ７ ０ ６ ２６ ２ ７ ７２ ３２５．６ ０．２２ ＋

小革螨属 Ｇａｍａｓｅｌｌｕｓ １ ０ ７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３ ５８．８ ０．０４ ＋

巨须螨属 Ｃｕｎａｘ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８ ２ ０ ４ １４ ７ ０ １３５ ６１０．４ ０．４２ ＋

真长须螨属 Ｅｕｓｔｉｇｍａｅｕｓ ０ ０ ０ ３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８ １７１．８ ０．１２ ＋

毛绥螨属 Ｌａｓｉｏｓｅｉｕｓ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４．５ ０．００ ＋

盲蛛螨属 Ｃａｅｃｕｌ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９．０ ０．０１ ＋

土皮须螨属 Ｌｅｄｅｒｍｕｅｌｌｅｒｉ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４．５ ０．００ ＋

手绥螨属 Ｃｈｅｉｒｏｓｅｉ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７ ０ ０ １０ ５ ０ ０ ５２ ２３５．１ ０．１６ ＋

表刻螨属 Ｅｐｉｃｒｉｕｓ ４ ９ ３ ４０ １７ １８ ０ ３ ２ ５ １２ ０ １１３ ５１０．９ ０．３５ ＋

美绥螨属 Ａｍｅｒｏｓｅｉ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５７ ４７ １１０ １７１ １２１ １１４ ２１ ８４１ ３８０２．７ ２．６０ ＋＋

足角螨属 Ｐｏｄｏｃｉｎｕｍ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４ １２ １７ １３ １ ３６ ０ ９３ ４２０．５ ０．２９ ＋

０９３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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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螨类 Ｍｉｔｅｓ ｔａｘａ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Ⅺ Ⅻ 总数
Ｔｏｔａｌ

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

优势度
Ａｂｕｎｄａｃｅ
ｄｅｇｒｅｅ

麦矮蒲螨属 Ｍａｈｕｎｋａｎｉ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４ １８．１ ０．０１ ＋

赤螨属 Ｅｒｙｔｈｒａｅｕｓ ０ ０ １ ０ ０ ７０ ０ １ ０ ７ ０ ０ ７９ ３５７．２ ０．２４ ＋

开依丽螨属 Ｃａｅｃｕｌｉｓｏｍ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４．５ ０．００ ＋

纤赤螨属 Ｌｅｐｔ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５ ２２．６ ０．０２ ＋

吸螨属 Ｂｄｅｌｌ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１ ４ １３ １６ ８ ９ ９ ７０ ３１６．５ ０．２２ ＋

盾螨属 Ｓｃｕｔａｒａｃ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８８ ２ ６ １３ ５ １０６ ０ ２２０ ９９４．８ ０．６８ ＋

莓螨属 Ｒｈａｇｉｄｉ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３ １３．６ ０．０１ ＋

异绒螨属 Ａｌｌｏｔｈｒｏｍｂｉｕｍ １ ４ ０ ３ ０ ５０ １ ５ １ ３ ３ ０ ７１ ３２１．０ ０．２２ ＋

小爪螨属 Ｏｌｉｇｏｎｙｃｈ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３ １３．６ ０．０１ ＋

岩螨属 Ｐｅｔｒｏｂｉ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７ ３１．７ ０．０２ ＋

裂爪螨属 Ｓｃｈｉｚｏ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ｕｓ ０ ０ １７ １２１ ８６ １０ ０ ４５ ０ ２ ４ ０ ２８５ １２８８．７ ０．８８ ＋

Ｙｅｚｏｎｙｃｈｕｓ Ｅｈａｒ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３ １３．６ ０．０１ ＋

单头螨属 Ａｐｌｏｎｉｂｉ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５ ２２．６ ０．０２ ＋

肛厉螨属 Ｐｒｏｃｔｏｌａｅｌａｐ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３ １３．６ ０．０１ ＋

植绥螨属 Ｐｈｙｔｏｓｅｉ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５６ ２７ １２１ １４１ ５４ ８８ ５８ ６４５ ２９１６．４ ２．００ ＋＋

尾绥螨属 Ｕｒｏｓｅｉ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１ ０ ３２ ０ ０ ３６ ０ １１９ ５３８．１ ０．３７ ＋

皮刺螨属 Ｄｅｒｍａｎｙｓｓｕｓ １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２２．６ ０．０２ ＋

裂胸螨属 Ａｃｅｏｓｅｊｕｓ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４．５ ０．００ ＋

皮膜螨属 Ｌａｍｉｎｏｓｉｏｐｔｅｓ ２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１３．６ ０．０１ ＋

隐爪螨属 Ｎａｎｏｒｃｈｅｓｔｅ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４ １ ０ １ ０ ０ １２ ５４．３ ０．０４ ＋

吻体螨属 Ｓｍａｒｉｄｉ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５ ２２．６ ０．０２ ＋

脂螨属 Ｌａｒｄｏｇｌｙｐｈ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２６ ０ ０ １ ０ ２２７ １０２６．４ ０．７０ ＋

短足螨属 Ｐｙｇｍｙｐｈｏｒ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１ ０ ０ ０ １ ７ １５ ６７．８ ０．０５ ＋

嗜粉螨属 Ａｌｅｕｒｏｇｌｙｐｈ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５ １６６ ６５３ １７７ １０５ １６４４ ０ ２８６０ １２９３１．８ ８．８５ ＋＋

食酪螨属 Ｔｙｒｏｐｈａｇ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１ ０ ３ １３．６ ０．０１ ＋

粉螨属 Ａｃａｒ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３ ０ ４ １８．１ ０．０１ ＋

根螨属 Ｃｌａｐａｒｅｄ ２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６ ２７．１ ０．０２ ＋

个体数（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２８６８ １３２７ ８１４ １６８０ １４８８ ７７８７ １８２３ ３８７８ ３１３０ ２０１４ ５０１９ ４８０ ３２３０８ １４６０８３．９ １００．００

类群数（Ｓ）Ｇｒｏｕｐ ｎｕｍｂｅｒ ７２ ４１ ４９ ４４ ４５ ６７ ４４ ５４ ４５ ５５ ５７ ２０ １０４３．５±４２８ 　

　 　 ＋＋＋优势类群，个体数占总捕获量的 １０％以上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常见类群，个体数占

总捕获量的 １％—１０％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０％ ａｎｄ １％；＋稀有类群，个体数占总捕获量的 １％以下 Ｒａｒｅ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针叶林，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Ⅰ）；山地草原，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ｔｅｐｐｅ （Ⅱ）；阔叶林，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Ⅲ）；山地灌木林，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ｈｒｕｂｂｅｒｙ（Ⅳ）；山地耕地，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Ⅴ）；防护林，ｓｈｅｌｔ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Ⅵ）；平原耕地，ｐｌａ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Ⅶ）；草地，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Ⅷ）；葡萄园，ｖｉｎｅｙａｒｄ

（Ⅸ）；菜地，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ｆｉｅｌｄ（Ⅹ）；灌木林，ｓｈｒｕｂｂｅｒｙ（Ⅺ）和荒漠，ｄｅｓｅｒｔ（Ⅻ）

相关分析表明，对整个研究区域来讲，在 １２ 种不同生境土壤螨类个体数量和类群数量之间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其中个体数依次为Ⅵ（７７８７ 只，２４．１０％） ＞Ⅺ（５０１９ 只，１５．５３％） ＞Ⅷ（３８７８ 只，１２．００％） ＞Ⅸ（３１３０ 只，
９．６９％）＞Ⅰ（２８６８ 只，８．８８％）＞Ⅹ（２０１４ 只，６．２３％）＞Ⅶ（１８２３ 只，５．６４％） ＞Ⅳ（１６８０ 只，５．２０％） ＞Ⅴ（１４８８ 只，
４．６１％）＞Ⅱ（１３２７ 只，４．１１％）＞Ⅲ（８１４ 只，２．５２％）＞Ⅻ（４８０ 只，１．４９％）。 在生境Ⅵ、Ⅺ及Ⅷ内个体数较高与其

植被分布多样有关，随着海拔高度增加，生境条件不同，造成了螨类个体数在各生境分布差异。
类群数依次为Ⅰ（７２ 属，５１． ４３％） ＞Ⅵ（６７ 属，４７． ８６％） ＞Ⅺ（５７ 属，４０． ７１％） ＞Ⅹ（５５ 属，３９． ２９％） ＞Ⅷ

（５４ 属，３８．５７％）＞Ⅲ（４９ 属，３５％）＞Ⅴ（４５ 属，３２．１４％） ＞Ⅸ（４５ 属，３２．１４％） ＞Ⅺ（４４ 属，３１．４３％） ＞Ⅶ（４４ 属，
３１．４３％）＞Ⅱ（４１ 属，２９．２９％） ＞Ⅻ（２０ 属，１４．２９％）。 由于微环境生态条件各异，导致类群数分布不均匀，见
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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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的垂直分布

从垂直分布来看，土壤螨类主要集中分布于表层土壤，并呈现出明显的表聚性，即 ０—５ ｃｍ 最多（１９５８８
只，６０．６３％），其次为 ５—１０ ｃｍ（７２９０ 只，２２．５６％），在 １０—１５ ｃｍ 中较少（３７２４ 只，１１．５３％），而在 １５—２０ ｃｍ
中最少（１７０６ 只，５．２８％）。 不同生境土壤螨类个体数之间单因素分析表明，在各生境不同土层之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这与土壤有机质、温湿度垂直分布差异有关（图 １）。

图 １　 玛纳斯河流域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的垂直分布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ａ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针叶林，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Ⅰ）；山地草原，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ｔｅｐｐｅ（Ⅱ）；阔叶林，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Ⅲ）；山地灌木林，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ｈｒｕｂｂｅｒｙ（Ⅳ）；山地耕地，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Ⅴ）；防护林，ｓｈｅｌｔ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Ⅵ）；平原耕地，ｐｌａ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Ⅶ）；草地，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Ⅷ）；葡萄园，ｖｉｎｅｙａｒｄ（Ⅸ）；菜地，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ｆｉｅｌｄ（Ⅹ）；灌木林，ｓｈｒｕｂｂｅｒｙ（Ⅺ）和荒漠，ｄｅｓｅｒｔ（Ⅻ）

２．３　 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的季节动态

从春夏秋冬 ４ 个季节调查结果来看，不同季节各种生境土壤螨类的个体数和类群数量除了人为干扰程度

较大的Ⅸ、Ⅹ和Ⅵ生境以外，其他生境均有一定的变化规律，即秋季最多、其次为夏季。 类群数和个体数的季

节动态变化依次为秋季（１５１４６ 只，４６．８８％）＞春季（６６８２ 只，２０．６８％）＞冬季（６０４１ 只，１８．７％）＞夏季（４４３９ 只，
１３．７４％），这可能与秋冬季节枯枝落叶普遍增厚，螨类的食物丰富有关，详情见图 ２。

图 ２　 玛纳斯河流域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的季节动态

Ｆｉｇ．２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ｏｆ Ｍａｎａ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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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不同生境中土壤螨类群落多样性分析

由表 ３ 可知，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在Ⅰ生境最高、而在ⅩⅡ生境最低；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Ｍ）在Ⅰ生境最高、而在ⅩⅡ生境最低；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Ｃ）在ⅩⅠ 生境最高，而在Ⅳ生境最低；Ｐｉｅｌｏｕ 均

匀度指数（Ｅ）在Ⅳ生境最高，在ⅩⅠ生境最低。 在 １２ 种不同生境之间土壤螨类群落多样性均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其中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为：Ⅰ＞Ⅴ＞Ⅳ＞Ⅵ＞Ⅲ＞Ⅹ＞Ⅱ＞Ⅸ＞Ⅷ＞Ⅶ＞Ⅺ＞Ⅻ。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Ｍ）丰富度指数依次为Ⅰ＞Ⅵ＞Ⅲ＞Ⅹ＞Ⅺ＞Ⅷ＞Ⅴ＞Ⅳ＞Ⅶ＞Ⅱ＞Ⅸ＞Ⅻ。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Ｅ）：Ⅳ＞Ⅴ＞Ⅻ＞Ⅱ＞
Ⅰ＞Ⅲ＞Ⅸ＞Ⅹ＞Ⅴ＞Ⅵ＞Ⅷ＞Ⅺ。 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Ｃ）为：Ⅺ＞Ⅻ＞Ⅷ＞Ⅸ＞Ⅶ＞Ⅱ＞Ⅹ＞Ⅲ＞Ⅵ＞Ⅴ＞Ⅳ＞Ⅰ。 多样

性指标在山地生境均高，因为植被分布多样与人为干扰较小有关。

表 ３　 玛纳斯河流域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多样性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ａ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多样性指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Ⅺ Ⅻ 全区

Ｔｏｔａｌ

个体数（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２８６８ １３２７ ８１４ １６８０ １４８８ ７７８７ １８２３ ３８７８ ３１３０ ２０１４ ５０１９ ４８０ ３２３０８

类群数（Ｓ） Ｇｒｏｕｐｓ ７２ ４１ ４９ ４４ ４５ ６７ ４４ ５４ ４５ ５５ ５７ ２０ １４０

多样性指数（Ｈ）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３．４０９ ２．９８０ ３．０８２ ３．２８９ ３．２９４ ３．１４０ ２．８３６ ２．８４４ ２．８７１ ３．００５ ２．６０５ ２．５３７ ３．５４５

优势度指数（Ｃ）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０．０４７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８ ０．０９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４ ０．１４７ ０．１０６ ０．０４８

丰富度指数（Ｍ）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８．９１８ ５．５６３ ７．１６２ ５．７９０ ６．０２３ ７．３６６ ５．７２７ ６．４１４ ５．４６７ ７．０９８ ６．５７２ ３．０７８ ７．６０９

均匀度指数（Ｅ）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０．７９７ ０．８０２ ０．７９２ ０．８６９ ０．８６５ ０．７４７ ０．７４９ ０．７１３ ０．７５４ ０．７５０ ０．６４４ ０．８４７ ０．８０９

２．５　 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相似性分析

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间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和 Ｓøｒｅｎｓｅｎ 相似性指数分析结果如表 ４ 和表 ５。
由表 ４ 可见，根据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系数分析，螨类群落间的相似性系数具有较大的差异，最高值发生在生

境Ⅴ（０．２９４），最低点发生在生境ⅩⅡ（０．０８９）。 所有系数中有 ４９ 个系数在 ０ 和 ０．２５ 之间表现为极不相似，而
１７ 个系数在 ０．２５ 和 ０．５ 之间表现为中等不相似。

表 ４　 玛纳斯河流域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Ｊａｃｃａｒ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ａ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Ⅺ Ⅻ

Ⅰ ０．０００ ０．２４２ ０．２３９ ０．２４４ ０．２５６ ０．１９９ ０．１３１ ０．１６５ ０．１４９ ０．１５８ ０．１７８ ０．０８９

Ⅱ ０．００ ０．２２４ ０．２９２ ０．２８６ ０．２１１ ０．１５０ ０．１９０ ０．１６７ ０．１５８ ０．１９０ ０．０９０

Ⅲ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２３６ ０．１３４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９ ０．１３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６５ ０．０９２

Ⅳ ０．０００ ０．２９４ ０．１６５ ０．１６２ ０．１６９ ０．１６８ ０．１８９ ０．１７９ ０．０９９

Ⅴ ０．０００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８ ０．１５９ ０．１５３ ０．１７７ ０．０９７

Ⅵ ０．０００ ０．２７０ ０．２４８ ０．２２８ ０．２９５ ０．２６２ ０．１８７

Ⅶ ０．０００ ０．２６３ ０．２５２ ０．２６７ ０．２８４ ０．２００

Ⅷ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１ ０．２８８ ０．２８４ ０．１６９

Ⅸ ０．０００ ０．２６５ ０．２５０ ０．１８８

Ⅹ ０．０００ ０．２８２ ０．１７６

Ⅺ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９

Ⅻ ０．０００

　 　 极相似 Ｍｕｃｈ ｓｉｍｉｌａｒ（０．７５—１．００），中等相似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０．５０—０．７５），中等不相似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０．２５—０．５０），极不相似 Ｍｕｃｈ

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０．００—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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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５ 可见， Ｓøｒｅｎｓｅｎ 相似性系数在不同生境各异，最高值发生在生境Ⅰ和生境Ⅹ之间（０．８３６），最低点

发生在生境Ⅰ和生境ⅩⅡ之间（０．１６４）。 ３６ 个系数在 ０．２５ 和 ０．５０ 之间表现为中等不相似，２５ 个系数在 ０．５０
和 ０．７５ 之间群落之间中等相似，５ 个系数在 ０ 和 ０．２５ 之间表现为极不相似。 说明海拔高度、植被组成及人为

干扰对螨类群落结构差异的影响很大。

表 ５　 玛纳斯河流域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 Ｓøｒｅｎｓｅｎ 相似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Ｓøｒｅｎｓｅ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ａ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生境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Ⅺ Ⅻ

Ⅰ ０．０００ ０．６３７ ０．６２８ ０．６７２ ０．６８４ ０．４１７ ０．３６２ ０．３３３ ０．３７６ ０．３４６ ０．４３４ ０．１９６

Ⅱ ０．０００ ０．５７８ ０．８２４ ０．７９１ ０．４２６ ０．４４７ ０．４２１ ０．４４２ ０．３７５ ０．４６９ ０．１６４

Ⅲ ０．０００ ０．６６７ ０．６１７ ０．３１０ ０．３４４ ０．３５０ ０．２９８ ０．３２７ ０．３９６ ０．２０３

Ⅳ ０．０００ ０．８３１ ０．３９６ ０．４３２ ０．４０８ ０．４０４ ０．３６４ ０．４３６ ０．２１９

Ⅴ ０．０００ ０．３９３ ０．３８２ ０．４０４ ０．３７８ ０．３６０ ０．４３１ ０．２１５

Ⅵ ０．０００ ０．７３９ ０．６６１ ０．６４３ ０．８３６ ０．７１０ ０．４６０

Ⅶ ０．０００ ０．７１４ ０．６７４ ０．７２７ ０．７９２ ０．５００

Ⅷ ０．０００ ０．５８６ ０．８０７ ０．７９３ ０．４０５

Ⅸ ０．０００ ０．７２０ ０．６６７ ０．４６２

Ⅹ ０．０００ ０．７８６ ０．４２７

Ⅺ ０．０００ ０．４６８

Ⅻ ０．０００

２．６　 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指标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玛纳斯河流域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指标与环境因子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６。
在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的多样性指标中个体密度、类群密度、多样性指数（Ｈ）、丰富度指数（Ｍ）与海

拔、温度、有机质含量和全氮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Ｐ ＜ ０． ０１），与土壤容重、ｐＨ、全磷、全钾及总盐量呈显著负

相关（Ｐ ＜ ０． ０５）。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海拔、温度和有机质含量对土壤螨类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影响显著。

表 ６　 玛纳斯河流域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多样性指标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ａ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多样性指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海拔 ／ ｍ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土温 ／ ℃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含水量 ／ ％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容重 ／ （ｇ ／ ｃｍ３）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Ｈ

个体数（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０．７３８∗∗ ０．１６２∗ ０．２１５∗ －０．２１４∗∗ － ０．２５５∗

类群数（Ｓ） Ｇｒｏｕｐ ｎｕｍｂｅｒ ０．７０６∗∗ ０．２１５∗ ０．１５４∗ －０．１８６∗∗ － ０．２１２

多样性指数（Ｈ）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０．６１８∗∗ ０．２３２∗∗ －０．２０５∗∗ －０．５１２∗∗ － ０．２８５∗

优势度指数（Ｃ）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０．６２６∗ － ０．１５２ ０．２１２∗ ０．４８２∗ ０．３０５∗

丰富度指数（Ｍ）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０．７３４∗∗ ０．１８４∗∗ －０．２５４∗∗ ０．４８４∗ － ０．２５５

均匀度指数（Ｅ）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０．６２６ －０．１５２∗ ０．３１２∗ ０．３１２∗∗ － ０．４１２∗

多样性指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有机质 ／ （ｇ ／ ｋｇ）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

全氮 ／ （ｇ ／ ｋｇ）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全磷 ／ （ｇ ／ ｋｇ）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

全钾 ／ （ｇ ／ ｋｇ）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总盐 ／ （ｇ ／ ｋｇ）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ｌｔ

个体数（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０．８１８∗∗ ０．３８２∗∗ ０．５２５∗ ２．３０３∗ ０．２１４∗

类群数（Ｓ） Ｇｒｏｕｐ ｎｕｍｂｅｒ ０．７１２∗∗ ０．３５６∗ ０．３８４ ２．４３６ － ０．１９２

多样性指数（Ｈ）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０．６４８∗ ０．３５２∗∗ ０．４３８∗ ３．２１５ － ０．２１５∗

优势度指数（Ｃ）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０．４９６∗ ０．２７２∗ － ０．６５２ ２．３０６∗ ０．２６２∗

丰富度指数（Ｍ）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０．７３２∗∗ ０．３９２∗∗ －０．４７６∗ ４．２１４∗ ０．２３６∗

均匀度指数（Ｅ）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０．６２６∗ ０．２５６∗∗ ０．５１５ ３．５６４∗ ０．１８４

　 　 ∗ 在 ０．０５ 水平上显著相关；∗∗在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相关

４９３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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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结构的差异

在不同生境土壤螨类个体数及类群数之间以及不同季节之间均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与在我国其他区

域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其个体数为甲螨类＞革螨类＞辐螨类＞粉螨类［１８⁃２６］，但也存在一定差异，不同管理模式对

土壤螨群落结构的影响均较小［２４］，而耕作方式对土壤螨类数量和类群数存在显著影响［２５］。 对山地⁃绿洲 ＼慌
莫三大生态系统来讲，个体密度及类群数在植被多样且有机质丰富的山地最高，其次绿洲，而荒漠最低。 由于

玛纳斯河流域海拔差异高、生境异质性强，在山地生境植被丰富多样、腐殖层厚而人类干扰较小，在绿洲生境

虽植被多样、但腐殖层较薄、人类活动影响极为深刻，相对而言荒漠生境干旱、植被稀少。 土壤螨类的生态分

布主要受生境类型、土壤理化性质和营养状况的制约［２５⁃２８］。
本研究表明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的垂直分布呈明显的表聚性，这与国内外同类研究结果一致［２６⁃２７］。

土壤螨类的垂直分布差异与微环境土壤的理化性质（土壤含水量、ｐＨ、容重、温度及有机质）、植被以及营养状

况的垂直分布差异密切相关［２７⁃２８］。 土壤养分、湿度和容重是影响土壤螨类垂直分布的主要因素之一，容重

小，土壤疏松，土壤螨类类群数和个体数多，在同一样地的土壤中，随着土壤深度增加容重增大，螨类类群数和

个体数都减少。 有机质和全氮对螨类的影响最大，也有学者指出螨类的数量与土壤养分呈正相关［２９⁃３２］。 温

度对土壤螨类群落组成与个体数量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土壤温度较低（≤ １０．５℃）时，土壤螨类群落组成和个

体数量减少，而土壤温度在 １５—２３℃ 之间时，螨类群落组成和个体数量增多，特别是捕食性螨类的增加

明显［８，１８，２２］。
从 ４ 个季节调查结果来看，在 ９ 月份的类群和个体数最高，而 ７ 月份最低，此结果与其他相关研究结果一

致［２３，２８］。 也有研究表明，土壤螨类在不同季节以 ９ 月最多，而在 １１ 月最少［２７⁃２８］，这主要与区域温度及湿度的

季节性变化密切相关。
３．２　 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多样性的比较

生物多样性是群落生物组成结构的重要指标，反映群落内物种的多少和生态系统食物网的复杂程度，从
而反映各生境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采用多样性指数分析土壤螨类群落表明，不同生境土壤螨类群落多样性

指标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在Ⅰ生境最高、在Ⅻ生境最低，与其他学者调查结果基本一致［２４⁃２６］。 组成简单、类
群数较低的群落可能比组成丰富数量较高的多样性指数更高，这由研究地区地理环境以及气候条件不同所造

成的［２９⁃３０］。 生物群落生物多样性越大，代表采样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结构越稳定，反之亦然。 研究表明，ｐＨ 值

和含水量是影响土壤螨类群落的重要因素，其中含水量是影响土壤螨类种类组成与多样性的关键因子［３２⁃３３］，
含水量较高的土壤环境中螨类的群落组成较多，个体数大，生物多样性也高，否则不利于土壤螨类的生长繁

殖。 含盐量和 ｐＨ 值是土壤螨类分布的限制因素，大多数土壤螨类适应于微酸性或中性条件下生存［３４］。 本

研究表明，ｐＨ 值为 ６．８—７．８ 之间防护林生境的土壤螨类群落组成较为丰富，而在 ｐＨ 值≤８．５ 的草地及荒漠

生境土壤螨类群落组成和数量都比较少。 本文相似性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生境间的土壤螨类群落属于中等不

相似或者极不相似，表现出该区域所选生境类型之间差别很大、代表性强，因而具有研究意义。 总之，土壤螨

类群落结构及多样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区域诸多环境因素（生物及非生物之间扩散限制和环境筛选的调

控作用、气候和水温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的影响［３５⁃３６］。

４　 结论

研究区域土壤螨类资源丰富，土壤螨类种类和多样性指标在山盆复合生态系统不同垂直带生境间均存在

显著差异，尤其是优势种类均不相同。 在绿洲生态系统中有 ６７ 科 ８８ 属的代表，Ｃｅｒａｔｏｚｅｔｅｓ、Ｏｒｉｂａｔｕｌａ、
Ｈｏｌａｓｐｕｌｕｓ 及 Ａｌｅｕｒｏｇｌｙｐｈｕｓ ４ 属为优势类群。 山地生态系统中有 ５７ 科 ８７ 属，Ｏｐｐｉｅｌｌａ 和 Ｅｕｐｅｌｏｐｓ 为优势类群，
而荒漠生态系统有 ４５ 科 ５７ 属， Ｐａｓｓａｌｏｚｅｔｅｓ 和 Ｌｉａｃａｒｕｓ 为优势类群，其中 Ｐａｓｓａｌｏｚｅｔｅｓ 为沙漠环境特有分布的

５９３８　 ２４ 期 　 　 　 阿加尔·恰肯　 等：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土壤螨类群落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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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具有重要的环境指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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