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cqvip.com


1997 32(2)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gy 

2 8 2 1 

· 1l · 

少省区均陆续开展了一些土壤动物群落的研究 

工作，但暖温带地区的工作极少。 

我们于 1991—1992年对北京百花山自然 

保护区山杨桦木林土壤动物群落的组成、垂直 

分布和季节动态进行了初步研究，以期为暖温 

带地区土壤动物群落的研究提供一份基础资 

料。 

1 工作地点与方法 

工作地点位于百花山北坡，海拔高度 1180 

— 1280m 土壤类型为山地棕壤，土层较深厚， 

养分和水分条件 良好，pH值 6．7—7．0。植物 

群落的建群种为山杨、白桦，树龄约20—30年。 

主要伴生种为棘皮桦、辽东栎和蒙椴等。灌木 

层比较丰富， 柔毛绣线菊、大花溲疏和东北鼠 

李等为主。草本层比较稀疏，以苔草、舞鹤草和 

铁线莲等较多。 

土壤动物的采集基本参照陈鹏-1 和王振 

中口 的方法。共设 4个样地，3个土壤层(I：0 

—

5cm；Ⅱ：5—10cm；Ⅲ：l0—15cm)，于1991年 

4月、5月、7月、1O月、11月和 1992年 1月共 

进行 6次采样调查。每次采样时，首先剪除地 

上草本植物和拣去地表新鲜凋落物，挖掘土壤 

剖面，然后每个样地的每个采土层分别用取土 

器取 20cm2×5cm土样 2个，用于 Tullgren法 

分离提取中型土壤动物；取 5crn2×5cm土样 2 

个，用于 Baeramann法分离提取线蚓和线虫；同 

时取 2500cm2×5cm土样 1个，用于手捡法采 

集大型土壤动物。全年累计取土样 360个。 

各类土壤动物的多度按以下标准划分：占 

群落 总数 量 10．0％以上 者为优势类群，占 

1．0％一10．0％者为常 见类群，占 0．10％ 一 

0．99％者为稀有类群，不足 0．1％者为极稀有 

类群。 

在分析季节动态时，以4月和 5月调查结 

果的平均值代表春季土壤动物群落的数量，7 

月的调查结果代表夏季的数量，1O月和 11月 

调查结果的平均值代表秋季的数量，1月的调 

查结果代表冬季的数量 一 

2 结果与分析 

2．1 群落组成及其季节动态 全部调查共获 

大、中型土壤动物 27类，分隶于 4门 9纲 21 

目。各次采样群落总个体数平均为 127974只／ 

m2(见表 1)。其中，线虫类占有绝对优势，其个 

表 1 山杨桦木林土壤动物群落组成 

群落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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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数平均占群落总数量的 88．53％；螨类、弹尾 

类和线蚓类为常见类群，占 1O．()4％；蚁、双翅 

目幼虫、蜘蛛和双尾类为稀有类群，占 1．07％； 

其它 19类为极稀有类群，占O．36％。可见，土 

壤动物群落中种的异质性很高，绝大部分动物 

个体仅属于很少的几个类群，而绝大多数类群 

仅拥有很少的个体。然而，虽然稀有类群和极 

稀有类群的个体数很少，但其中一些个体较大 

的类群，如蚯蚓、双翅目幼虫、鞘翅目幼虫、倍足 

类以及唇足类等却是碎裂植物残体的主力．在 

物质的再循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同季节，土壤动物群落的组成以秋季最 

为复杂，共 25类；夏季和春季次之．分别有 24 

类和23类；冬季最为简单，仅 18类。冬季土壤 

动物类群的减少主要表现为一些极稀有类群如 

等足目、拟蝎、直翅目、革翅目、同翅且、脉翅目、 

蜂以及鳞翅目成虫和双翅目成虫等的消失。 

土壤动物群落的个体数量以春季最高，选 

166 252只／m2；冬 季 和 秋 季次 之，分 别 为 

123006只／ 和 119 i85只／ ；夏季最低，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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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960只／m2(见图 1)。由图 1可以看出，群落 

总数量的季节变动主要是由优势类群和常见类 

群的数量变动所决定的。4个优势类群和常见 

类群的数量高峰，线虫类和线蚓类出现在春季， 

弹尾类出现在冬季，蜱螨类秋、冬两季数量接 

近，以秋季最高，除线蚓以冬季数量最低外，其 

余 3类均以夏季数量最低 群落总数量的季节 

变动与线虫类的季节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而弹 

尾类冬季数量的激增对群落总数量的变化也有 

比较明显的影响。 

2．2 优势类群和常见类群垂直分布及其季节 

动态(见图2】 

从图2看出，蜱螨类和弹尾类是典型的落 

叶层土壤动物，表聚性极强。在各个季节中，其 

个体数均随土壤深度增加而递减，而且 I层中 

的个体数量均占总数量的 50％以上，Ⅲ层中的 

个体数量均不超过 8％。但两个类群的具体分 

布状况也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I层中的 

个体数量比例，蜱螨类为秋季 >春季>冬季 > 

夏季，弹尾类则为春季>夏季>冬季>秋季。 

T N E A C 

春季 

T N E A C 

夏季 

T N E A C 

秋季 

网 1 山杨桦术林土壤动物群落的敷量动态 

T：群落总效量 N：蝗虫婀；E：拽蚓科；A：蜱螨 目；c：弹尾 目 

T N E A C 

冬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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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类虽然在春季和夏季也主要聚集于I 

层，但秋季和冬季却明显下移到较深的土层中 

线蚓的垂直分布与上述 3个类群不同，地 

表层数量较少，Ⅲ层数量较多。冬季的分布与 

其它 3个季节的分布规律有所不同，很可能是 

因冬季采到的个体极少，其结果不足以反映线 

蚓的实际分布状况的缘故。 

2．3 土壤昆虫的季节动态 昆虫与植被有着 

非常密切和复杂的关系，而 95％的昆虫至少在 

其生活史的某一阶段是在土壤中渡过的。因 

此，研究土壤昆虫的组成、数量、多样性及其季 

节动态是很有意义的。 

山杨桦木林土壤动物群落中，土壤昆虫的 

组成以秋季最为复杂，共 l1目，冬季最为简单， 

仅 7目。土壤昆虫的数量则以冬季最高，为 

14655只／m2，夏季最低，为 1678只／m 。由表 

2可以看出，弹尾类冬季的数量高峰是引起土 

壤昆虫冬季高峰的最主要的原因。除弹尾类以 

外，其它几个主要昆虫类群的数量高峰，蚁类出 

现在夏季，双翅类幼虫和双尾类在秋季，鞘翅类 

幼虫在春季，鞘翅类成虫在冬季。 

依 Shannon Weiner公式 H’= ∑PilnPi 
i= i 

U ， 

和 Pie~u的公式J= }一计算土壤昆虫的多样 
J1 nIa 

性指数 H’和均匀性指数 J，结果见表 2。多样 

性的季节变化为春季>夏季>秋季 >冬季，与 

类群数或个体数的变化趋势均不相同，而与均 

匀性的季节变化呈显著相关，相关系数 0．9781 

(P<0．05)。 

3 讨 论 

3．1 山杨桦木林是北京地区一种重要的次生 

植被类型。由于林中植物组成和结构 比较复 

杂，枯枝落叶丰富且较易分解，土壤理化性质良 

好，因此为土壤动物提供 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在百花山山杨桦木林中，3个采样层的有机质 

含量依次为 15．02％、10．64％和 8．65％，含氮 

依次为 0．679、0．414和 0．332，3个土层中的土 

壤动物总数达到平均每次采样 127974只／m 

的水平，与肥力状况相似(有机质 12．69％，全 

表 2 土壤昆虫的季节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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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优势类群和常见类群的垂直分布及其季节动态 

(N、E、A、C同圈 1) 

氮0．537)、但位于较温和的亚热带地区的西天 的再循环和林木的自然更新起着重要的促进作 

目山常绿夏绿阔叶林(海拔 600m)同样深度土 用。 

层中 148 707只／m 的数量 非常接近，超过 

长白山各种林型同样土层 中的土壤 动物数 

量㈨。丰富的土壤动物对于山杨桦木林物质 

3．2 线虫类是百花山山杨桦木林土壤动物群 

落中的优势类群，其个体数量平均占群落总数 

量的88．53％，线虫类的季节动态在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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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决定了群落的季节动态。由于线虫类是典型 

的湿性土壤动物，其季节动态与降水量的季节 

变化有很大关系。在岳麓山等地，线虫娄的密 

度高峰出现在降水较多的夏季 J．而在百花山 

山杨桦木林却出现在春季。考虑到 1991年春 

季北京地区降水较多，适宜的湿度与温度两个 

生态因子的配合可能是造成土壤线虫春季高峰 

的主要原因，并因此造成群落总数量的春季高 

峰 

3．3 蜱螨类和弹尾类是百花山山杨桦木林土 

壤动物群落中两个重要的常见类群。它们喜好 

比较干燥的环境，而且抵抗低温的能力远高于 

抵抗高温的能力。因此，尽管冬季采样时地表 

土壤已经冻结，但两个类群的个体数量依然很 

高，弹尾类尤其如此。而在高温高湿的夏季，两 

个类群的数量均很低。除水分和温度两个生态 

因子外，山杨桦木林秋季和冬季落叶量激增，也 

是影响蜱螨类和弹尾类秋、冬季数量高峰的一 

个重要因素。 

3．4 尽管蜱螨类(A)和弹尾类(C)在生态需求 

上比较相似，但两个类群对于环境的关系仍然 
^ 

存在一些差异， 比值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纬向 
L  

地带性变化。就全球范围看，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大于 1，温带地区接近于 1，寒温带地区小于 

1(Imadatt Rhira，1964) 就国内不同地区森 

林生态 系统 的研 究结 果看，湖南 岳麓 山为 

2．95 L 
，
浙江西天目山为 2．91l ．安徽九华山 

为1．28[ ，吉林省东部山地为 1．16 L ，黑龙江 

老爷岭为0．74 J，从南至北也呈逐渐减小的趋 
^ 

势。百花山山杨桦木林的尝=1．33． 上述变 

化趋势相符，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山杨桦木 

林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暖温带植被类型，我们关 

于山扬桦木林土壤动物群落的研究工作在暖温 

带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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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IL INVERTEBRATE CoMM UNITY AND IN P0PULAR 

D4 DI4 M +BEr』 厦‘A P YPlH LI 4 F0RI ST IN BA删 A X IN 

FU B ian C1tEN Wei GAO W u ZHANG Lirong 

(Depommenl BioLogy，Capital Nor T~l Uni~r Bojing 100037) 

ABSTRACT By investigating soil invertebrate comnmnity in the Popular davidiana +Betula platy· 

m1 qla forest in Baihua Mountain in Bering from 1991 tO 1992．We coHected 27 categories of maco-soi[ 

and 111eso．soil invertebrates which be[ong to 21 orders，9 classes and 4ph[a，were cor rected The density 

of soil inverterbrat was 127974／m。．The components，vertica[disperse and seasonal dynamics of the 

comnmnity were also studied prdiminarily 

KEY WORDS Soi L invertebrate comnmnity Seasonal dynamics Popular davidiana +Betula platy· 

“ forest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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