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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热带雨林聚果榕隐头果的昆虫

群落结构与多样性
‘

杨大荣” 彭艳琼 张光明 宋启示 谷海燕 王秋艳
8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昆明 < = � � �  9

【摘要】 聚果榕 8厂!改“ >?

≅
9是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系统 中的一个优势种群

6

在聚果榕隐头果内

外
,

形成了为聚果榕传粉
、

传播种子和在榕果上取食
、

栖息
、

繁衍后代的昆虫群落
6

在西双版纳动仑国家自

然保护区
、

植物园沟谷雨林
、

植物园江边次生林等样地内
,

对聚果榕隐头果中的昆虫群落结构
、

动态和多

样性进行了研究
6

样地内采集到 !Α ∀ �<∀ 号昆虫标本
,

隶属 = 个 目
,

!Β 个科
,

 < 属
,

=! 种 Χ 论种类和个体数

量
,

膜翅目最为丰富
,

占聚果榕隐头果昆虫总数的  ;
6

 Δ
,

尤其传粉榕小蜂
,

种群数5 在昆虫群落中占绝
对优势

,

其传粉行为影响着聚果榕种群的构建和稳定 Χ 鳞翅目占昆虫总数的  !
6

∀ Δ Χ 鞘翅目
、

同翅目和双

翅目三类仅占聚果榕隐头果昆虫总数的  !
6

 Δ
6

 个样地的多样性指数
、

均匀度和种类丰富度
,

以动仑国

家 自然保护区最高
,

其次是沟谷雨林保护区
,

再次是植物园次生林
6

资料分析表明
,

热带雨林片断化使聚果

榕隐头果上的昆虫种类呈明显下降趋势
,

常见种个体数量增加
,

特有种数量减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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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西双版纳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地

区
6

其中
,

榕树是热带植物区系中最大的木本树种之

一 榕树是榕属 8凡
‘“: 9中全部树种的总称

,

属于尊

麻目8+ > 5 ϑ4 ?Ρ4 Ο 9
、

桑科8_ Κ >? 4 4 ? 4 9
,

主要分布于热带
,

部分种类延至亚热带和温带
6

全世界榕树已知 !���

多种及变种
6

中国有 Β ; 种及 =� 多个变种
,

占世界榕

树总数的 !� Δ 左右
6

全国榕树最 多 的地 区是云南

省
,

目前已记载有 <; 种及  ! 个变种
,

占全国已知榕

树总数的 <; Δ
6

云南的榕树又有 ∀Β 种及 � 个变种

分布在西 双 版 纳 热带地 区
,

占全 省榕树总 数 的

;∀ Δ 〔‘’
,

‘’
,

‘”, ““β
6

在全球热带雨林中
,

榕树物种的增

加和减少直接影响着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结构
,

没有

榕树就形成不了热带雨林生态系统 χ 一
∀,<

一 ,
,Ρ� β

6

聚果榕8凡
‘Φ : >? Π4 Κ Ρ

ΚΟ? 9主要分布于 中国云南

省热带雨林地区及部分南亚热带地 区
,

此外
,

越南
、

老挝
、

马来西亚
、

缅甸和印度东北部也有分布〔’ 
,

“”β

它是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中的一个优势种
,

主要生长

在原始雨林内部和低洼处及沟河江边
,

常 = 一 !� 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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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群
,

株间距离 =� 一 ! � � Θ
,

每年结实 = 一 ; 次
6

当其

它植物无果实时 8特别是冬季 9
,

聚果榕仍为多种食

果类动物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及活动场所
,

还为多

种土壤动物
、

微生物
,

及附生
、

腐生
、

寄生和荫生的植

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和生存场所
,

因而被公认为热带

雨林中的关键种〔’
,

�
,

=
,

“
·

‘“
,

‘∀ 一’Β
,

川
6

由于聚果榕在热

带雨林具有常年挂果的特殊 习性
,

其不同发育期 的

果实内外形成了一个 以昆虫为主的动物群落
,

直接

影响聚果榕的生长发育及繁衍
6

聚果榕上 昆虫群落

的结构和多样性
,

在国内外鲜见报道
6

作为热带雨林

中一年四季均结实的树种
,

掌握聚果榕隐头果上的

昆虫种群组成
,

可为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

表 ! 云南西双版纳攀节划分及物俱特点

参考依据
,

特别是对聚果榕的传粉昆虫榕小蜂和天

敌昆虫的深人研究
,

可为热带雨林的保护
、

管理
、

利

用及退化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恢复起积极作用
6

�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
6

! 研究地区自然概况

样地设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动腊县动仑镇境内
,

海拔

=<� 一 < � � Θ
,

为低山
、

宽谷型地貌
,

属于季风热带气候
,

年平
·

均温度 �!
6

∀ 一 ��
6

< ℃
,

年降雨量 ! = =<
6

Α Θ Θ
,

且多集中在

雨季
,

形成明显的干雨季之分
,

全年由干热季
、

雨季和雾凉季

组成
,

雨季约占年降雨量的 Α Δ
,

干季仅占 !; Δ
,

但干季多

大雾
、

重露
,

可部分弥补降雨的不足
6

全年不同季节降水量的

明显差异
,

形成了特有的物候和生态节律8表 ! 9
6

根据榕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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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Α
6

� Α !;
6

=

; Α

吕Ρ

∀
6

 !一 =
6

< ;

∀ � 一 = �

;� 一Α =

∀ = 一 < �

聚果榕结实 ! 次
,

果整齐
,

昆虫逐渐增多
6

以膜翅 目为主
聚果榕结实 ∀ 一 = 次

,

果整齐
,

昆虫种类多
,

结构复杂
聚果榕结实 !一 � 次

,

果实在不同枝中大小不整齐
,

昆虫较单纯
,

以膜翅目为主

Η4一�!

种群的丰富度
、

地理位置
、

面积
、

人为干扰程度
、

代表性
、

观察

的难易等方面 因素选择样地
,

共设  块研究样地
6

! 号样地位

于励仑国家 自然保护区
,

于景洪县小动养至动腊县公路 =∀ 一

== [Θ 处
,

与其它 � 个样地距离为 !� 一 !� [ Θ
,

海拔 =;� 一 =Α�

Θ
,

面积 Α< � �� ΤΘ 7 ,

系 !Β =Α 年建立的励仑自然保护区主体
6

该区多年来已形成了一个较大面积的热带片断雨林
,

样地内

热带雨林林相保护完整
,

覆盖度为 Β� Δ 一 Β= Δ
,

人为干扰少
,

聚果榕主要生长在小溪和两旁
,

样地内共 < 株
,

株距约 !� � 一

!Α � Θ
6

� 号样地位于植物园罗梭江边次生林
,

西双版纳植物

园西面
,

与其它 � 个样地距离为 = 一 !� [Θ
,

海拔 =<� Θ
,

面积

 
6

= Τ澎
,

一面为罗梭江
,

另三面与植物园中的抽子园
、

竹林

和次生林相连
,

为砍伐残存的热带原始林和次生林地
,

植被

覆盖度为 ;= Δ
,

人为干扰逐年严重
,

聚果榕主要分布在次生

林内
,

样地内共有 !! 株
,

株距 ∀� 一 !� � Θ
6

 号样地位于植物

园沟谷雨林保护区
,

与另 � 个样地距离为 ∀ 一 巧 [Θ
,

海拔

= ;� Θ
,

面积 Β � ΤΘ 7 ,

片断雨林一面靠罗梭江
,

一面与植物园

橡胶和果园相连
,

另一 面与动仑石灰山 自然保护区靠近
6

��

世纪 <� 年代前是连片的热带原始雨林
,

后被砍伐为片断状
,

�� 世纪 Α� 年代后成为濒危植物迁地保护区
6

样地内有人工

栽培的珍稀树种及部分原始残林和生长好的次生林
,

覆盖度

为 Β� Δ
,

人畜干扰较少
,

聚果榕生长在沟谷至罗梭江边
,

样地

内共 = 株
,

株距 Α � 一 ! = � Θ
6

�
6

� 研究方法

�
6

�
6

! 取样时间 每月取样  次
,

每月 = 一 ; 日
、

巧 一 !; 日
、

� = 一 �; 日各取 ! 次
6

每天分早8<
: � � 一 Β : � � 时9

、

中8! �
二� � 一

! ∀ : � � 时9
、

晚8! Α
: � � 一 �� : � � 时9  次在不同果态8嫩果

、

生

果
、

熟果
、

腐烂果
、

种子 9的果实周围静观访问不同发育期榕

果的昆虫种类
,

并采集标本投人 ;= Δ 乙醇中保存
6

记录每天

各个时段访问榕果的昆虫数量
,

将资料进行统计
、

整理
,

分

析各类昆虫在榕果上活动的高峰

�
6

�
6

� 套袋取虫 当榕果接近成熟期时
,

用 !�� 一 !�� 目的绢

纱网缝制 !�
Π Θ Σ 巧

Π Θ 口袋
,

每个样地套袋 =� 个熟果
,

封

袋口
,

每天早
、

中
、

晚  次收集榕果内寄生的各类昆虫
,

直至

出完虫
,

解剖检查果内死虫
,

用 ;= Δ 乙醇浸泡
,

带回实验室分

类和统计各类数目
6

�
6

�
6

 取虫方法 每个样地
,

摘取未出虫的熟果 =� 个
,

把榕

果带回室内
6

在烤箱中用手把榕果瓣成两半
,

口 向下
,

置于铁

网漏斗中
,

上面用绢纱覆盖
,

用 ] ΦΡΡ Υ >
4Γ 装置烘烤 ∀Α Τ

,

分离

出果内榕小蜂
,

用 ;= Δ 乙醇接虫
,

然后进行分检
、

记数和鉴

定
6

�
6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 ( Τ?Γ ΓΚ
Γ

一

⊥ ￡4Γ 4> 多样性指数公式
:

∃
’

ε 一 习只%Γ 0、
8! 9

式中
,

∃
‘

为多样性指数
,

尸
:

为第 ϑ 种 的个体比例
6

采用 0ϑ 4ΡΚΓ

均匀性公式
:

‘ ε ∃
‘

φ %Γ Ο 8� 9

式中
, 4

为均匀度
,

( 为种类数
6

采用 γ4> Υ 4>
一

0?> [4> 优势度指

数公式
:

Η ε & ≅ φ & 8 9

式中
,

& ≅ 为优势种的种群数
,

&5 为全部物种的种群数量
6

用公式8!9 一 8 9 计算和分析聚果榕隐头花 8序 9果的昆虫群

落结构水平指标
6

 结果与分析

 
6

! 聚果榕隐果上昆虫群落的组成及变化

榕树的果实与其它植物不同
,

从幼花期就状如

果实
,

花序均为隐头花序8俗称隐头果或无花果 9
6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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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班果榕隐头果昆虫群落种类结构与生态特征

]? Ι Ρ4 � # Κ Γ 6 6 6 Γ ϑ5Μ Ο5> Φ 4 5Φ代 ? Γ Η 4Π Κ ΡΚΥ ϑΠ? Ρ ?Ο04 Π 5, Κ Ν ϑΓ Ο4Π 5Ο Π Κ 川Γ Θ Φ Γ ϑ5Μ Κ Γ Κ > 爪Γ 5Τ4 Ν> 6 ϑ5Ο Κ Ν /ϑ4 Φ Ο >? 4

呱ΚΟ? ϑΓ Σ ϑΟΤΦ? ΓΥ Ι ? Γ
Γ?

,

3 Φ Γ Γ ? Γ

类群与种类 访问隐头果时期

黯
: 5Ο Υ 田Φ ∴Ο

Ο0 代
Ρ4 Ο

04 <团 ΚΝ
Λ
ϑ滋5ϑΓ Υ Ο ΜΠ Κ ΡΡΡΦ Θ

−
价

γ
6

#
6

1
任

∋
6

访问行为
η ϑΟ ϑ5 ϑ飞 悦卜? ΛϑΚ>

膜翅目∃ΜΡΓ
4

卿
54 >?

聚果榕小蜂 〔孙刀奴欢知
6

灿
9
应吻 ι ι

ιιι ιι

ιιιι

ιιιιι十ι

滩加
, 〕卿 仪怒绍双段沈五

月户粉叨翔 Ο06
亚格拉小蜂脸柳别用 昭

”6 , ”“

产伽炙, 翻二赫明
肋勺Γ 测Θ 左, 妙。刀

凹纹胡蜂 今碱加
? Φ二、

果马蜂尸屏滋致
悠汉八

≅
万

焰马蜂尸
,

“勿豆ΦΟ

丽阿格姬蜂月召乃和
陀

‘

向屁Φ Θ

红树蚁山咧瀚 蒯
凡否战加

红黑细长蚁 介
尹刀和

护

咧 几诱脚
之名;召

榕细长蚁 介
护刀产刀

娜 Θ

≅ 咖
鼎突多刺蚁八心

, 加沃ϑΟ

≅举腹蚁 ∗助)助卿四沙 侧卿烦脚
罗夫顿举腹蚁 #

6

双

侧砂如ϑ

小家蚁几为枷
之
诫彻

王

如≅
ϑΟ

鳞翅目.4 0ϑ ΗΚΓ
54 >?

嘴壶夜蛾 ∗仍必4Θ 必。卯朋奴

乌嘴壶夜蛾 ∗
·

≅ 咖
蛀果蛾挂如卿初二 即

·

枯夜蛾 人石公加
祝 , Γ ΦΟ

艳叶夜蛾 ∋ 故奴动如 二丛Θ 动必

仪长须夜蛾产加咖 时笋妊耐台
造桥夜蛾 月从洲台户7丽勿

胡夜蛾自阮必血叨衍
刀

蟠夜蛾0? 扭众功如 砂娇如戈及寿

波纹峡操儿初以能
? 护勿动艺

赤峡媒 Ε卿功ϑΟ 二冠“ϑ

枯叶峡操Ζ? ΡΡϑ Θ? ϑ加动ΦΟ

云南垂耳尺蛾了补产姐
口加泪。

一点拟灯蛾乃欢
口 #?

≅
条斑盆蛾为如的≅ Θ二

闪蓝斑盆蛾为如扭=

≅鞘翅目。%4Κ0 54 >?

果实象虫山。ΡϑΚ 动曰脚路台

长管小砚虫 ( , 之Γ 。 如茗血幼人脚晌
:

毒隐翅虫 八峨翻猫了政
!

加

小红隐翅虫 尸凌滋
丫协 云坛

同翅目∃Κ ΘΚ ∴ 54> “

碧蛾蜡蝉 2以劝“ 成抓耐ϑΟ>ϑ
”以

眼臀网盾蚁 少、湘勿价�应汤 而沙
乙

黄炎盾蚜 月扮于动曰公巧敌明
刀

咧。刀ϑ

椭圆盾蚊儿杯五
Ρ5ΦΟ 成活5

≅榕长足蚜2 加 >? 召; 之”洲

双翅目1
, ∴54 >?

芒果实蝇? 双加双双 仪Η 户法ϕ Ρ5Ο

榕果寡鬃实蝇1 龙之“ Ο0
6

元斑果蝇凸
5双材山 汤

。。侧勿ΓΟ

突角银额果蝇。
刀 ,
咖油≅

5?

银额果蝇凸 5 议
洲汤

? 扔口刀%Π? ΓΟ

秀仑银额果蝇凸
Φ ,
创

Ρ
做 ΤΦ 。Ξ

十
一
十 ι

ι ι ι

ι ι ι

ι ι ι

十 ι ι

ι

ι

ι

ι

ι

ι

ι

十

ι

十

ι

传粉者
,

寄生于短柱花子房内
,

与榕树为互惠共生伙伴
6

0Κ ΡΡϑΓ? 5Κ >, ⊥ Τϑ4 Τ ∴ ?> ?Ο ϑ5 ϑϕ Κ 5Τ4 ΚΛ ? > ϑ4 Ο ΚΝ ΟΡΡΚ > 5
一
Ο 5ΜΡ4

ΓΚ ⊥ 4比 , ϑΓ Θ Φ 5Φ ? ΡϑΟΘ ⊥ ϑ5Τ ΤΚ Ο 5 ΝϑΥ 5>44
6

寄生于传粉小峰0歌百, !�〔。Ν 丙】】ϑ丽百>Κ>

——
一——

一

取食和寄生果内痪花
,

与榕小蜂争夺资源
%Γ ςΦ ϑΡϑΓ4 ϑΓ Υ ? ΡΡΚΝ 即ΡΡϑΓ? 5Κ >

,

5Τ 4Μ ΠΚ Θ ∴ 4 54 Ν以月= ⊥ ϑ5Τ 产戒ϑ加奴
取食熟榕果肉和捕食小蜂
∋ ? 5ϑ呢 ∴Φ Ρ0 Κ ΝΘ?

5Φ > 4 ΝϑΥ ? Γ Η ∴ >4 Μϑ呀 ΚΓ ΝϑΥ ⊥ ?Ο 0Ο

寄生于幼虫 0? >?Ο ϑ54 ΚΝ Ρ? >η?
·

取食熟榕果肉和捕食小蜂 ∋? 5ϑ ΓΥ 0Φ 如ΚΝ

Θ?
5Φ 民 ΝϑΥ ?ΓΗ Ο0>4? Η ϑΓΥ Ο44 Η Ο ? Γ Η ∴>4 ΜϑΓ Υ ΚΓ ΝϑΥ ⊥ ?ΟΤ ∴Ο

6

取食熟榕果肉∋ ? 5ϑ呀 ∴ΦΡ∴ Κ Ν Θ ? 5 Φ >4 ΝϑΥ

成虫取食成熟榕果%Θ ?ΥΚ 4? 5Ο Θ? 5Φ> 4

ΝϑΟ

幼虫蛀食榕果 .?>Λ ? 4? 5Ο Νϑ Υ

成虫吸食熟果汁%Θ ? Υ Κ , Φ 4[Ο κΦ ϑ4 4 。Ν Θ ? 5Φ >4 ΝϑΥ

成虫取食落地腐烂果 %Θ卿 4? 5: 。5 54 Γ ΝϑΥ

取食果实
,

形成黑斑∋? 5ϑ ΓΥ ΝϑΟ 。ΓΗ Ρ4?Η ϑΓΥ 5Κ ΙΡ ?Π [ 和5

幼虫取食嫩叶和嫩果 .?>Λ
? 4? 5, 54ΓΗ 4 > 一4? Ν?记 ΝϑΥ

十
幼虫取食果实

,

形成孔洞

.? >Λ ? 4? 5Ο ΝϑΥ ?Γ Η ∴>目Φ
溉 ΤΚ Ρ4 Κ Γ 5Τ4 ΝϑΥ ⊥以Ρ

ι

ι 蛀食绿果和成熟果
,

形成碎屑
,

加速果腐烂
∋ ? 5ϑΓ Υ 54Γ Η4 > ?ΓΗ Θ? 5Φ >4 ΝϑΥ

在熟果内捕食小蜂等昆虫
0>4Μ、Γ Υ Κ Γ ΝϑΥ ⊥ ?印 = ⊥ ϑ5ΤϑΓ Θ ? 5Φ >4 ΝϑΥ

刺吸嫩果汁液
,

刺吸处凹陷
,

形成褐色硬斑
( Φ 4[ϑ眼 κΦ ϑ4 4 Κ Ν 54ΓΗ

4 >
ΝϑΥ

,
Ο Φ 4[ ϑΓ Υ Ο ϑ54

Ι4Π ΚΘ
4 Ο ΟΦ Γ [4Γ ?耐 ΝΚ >ΘΟ

? Ι>Κ⊥
Γ Τ?>Η Ο卯咤

刺吸嫩果汁液
,

排蜜露引蚂蚁ΟΦ 4[ ϑΓ Υ κΦ ϑΠ 4 ΚΝ 54闭 4: ΝϑΥ
,

ϑΓ

ΗΦ 4 ϑΓ Υ ? Γ 5 Ο ΙΜ掀>4 5ϑ吃 ΤΚ Γ4 ΜΗ4⊥

寄生嫩榕果 ∴ ?

>?Ο ϑ5ϑϕϑΓ Υ 54ΓΗ 4 > ΝϑΥ

寄生
、

取食熟果和烂果
0? >?溢5 Ρϕ ϑ昭 ?耐 4 ? 5ϑΓ Υ Θ ? 5Φ >4 ?ΓΗ >Κ 554 Γ ΝϑΥ

ι ι

榕果银额果蝇。
刀习从油 Ο0

α α

一 一 α α

一 土 十

一 一 一 一 一
α

— —ι :

指访问榕果时期 04 Η司 Κ Ν ΛϑΟϑ5 ϑΓΥ ΟΜΚΚ ‘? Χ −
:

雌花前期 0>4α Ν4Θ ?Ρ4 ΝΡΚ >?ΡΧ γ
:

雌花期/4 Θ ? Ρ4 Γ Κ >? Ρ: #
:

间花期%Γ 54 : ΝΡΚ >? ΡΧ雄花期_ ?Ρ4 ΝΡΚ>? ΡΧ ∋ 花后期0ΚΟ
5 Γ Κ >? Ρ

6

实由花序托发育而成
,

花蕊着生于 肉质球形或梨形

的果实内壁
,

是产生种子和传粉昆虫活动和繁殖的

场所
,

也是许多从花期到果实期危害榕树和与传粉

昆虫争夺资源的害虫生活场所
6

聚果榕是雌雄同株

榕树
,

每个隐头果内壁着生着长柱雌花 8受精后发育

成种子 9
、

短柱雌花 8中性花
,

由 昆虫寄生后形成瘦

花
,

不寄生则成败育花9和雄花
6

所以
,

从聚果榕隐头

果的形成初期一直到果实成熟期
,

会出现与小花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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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热带雨林聚果榕隐头果的昆虫群落结构与多样性 ! ; !  

表  不同样地内聚果榕隐头果上昆虫类群的比较8!, ”一 � �� ! 年
平均值〕
] ?Ι Ρ4  ( 5 ? 5ϑΟ 5ϑΠ Ο Κ Ν 5? ⎯ ? Κ Ν ϑΓ Ο4Π 5Ο Π Κ ΡΡ4Π 54Η Ν>

帅
5恤 叮ΠΚ Γ ϑ? Ν> Φ ϑ5Ο Κ >

/
6

> ?‘班”“”廿 ϑΓ Η百Ν介>4 Γ 5 Ρ
吧

5ϑΚ Γ Ο Η 6 > ϑΓ Υ ! Β ΒΒ ≅ � �� !

类群 励仑自然保护区 次生林地 沟谷雨林保护区
2 >Κ Φ 0Ο

_
4 Γ ΥΡΦ Γ & ? 5 Φ>4 ( 4 Π Κ Γ Η ? > Μ , ? ΛϑΓ 4 , ? ϑΓΝΚ > 4Ο 5

, 4Ο 4押4 ΝΚ >4 Ο5 , 4 Ο 4>Λ 4

目 Κ
>
Η 4>

Ο
= = =

科 /? Θ ϑΡϑ4 Ο !Α ! !<

属 2
4 Γ 4 > ?

 = � Β   

种 ( ∴ 4 4
ϑ
4 Ο ∀ Β ∀ ! ∀ ∀

个体数 & Φ Θ Ι 4 >
= ∀ =� ! < Β � !� <� =   

明显四季之分
,

但是不同样地内在雨季
、

雾凉季
、

干

热季中聚果榕隐头果上的昆虫群落有着明显的差

异
6

雨季的昆虫群落最丰富多样
,

其次是干热季
,

再

次是雾凉季
,

说明后者不适应大部分昆虫的繁殖与

生活
6

一一

咋咋
次生林林

(((((4 4 Κ Γ Η田李 ΝΚ >4 Ο555

99999
6

晰。
6

、
6

‘‘

��!Α!<!∀!�!�Α<∀����

�卜�
月峥,‘ !
洲
∀#,一 ∃逻身书

妇另月拟禽侧咄

膜翅目 鳞翅目 鞘翅目 同翅目 双翅目
%&∋ () ∗+, ( − . ( +/0∗ +,(−

1 2 ∗ 3( ∗ +,(
− % ∗ ∋ ∗ +,(−

1 4 5+, (− 1

昆虫类群 5) 6( 7, 8−∗ 叩
6

99八�
月

斗,:;< 八护9#,翻),山==> ===>?==‘3

皮
、

种子
、

果 肉生活的昆虫类群
>

= ≅ ≅ ≅ 一 Α 9 9= 年
,

在 Β

块样地的聚果榕隐头果内外取样
,

共获得各类昆虫

= Χ # Α � # 头
,

分属 Δ 目 =≅ 科 Β � 属 Δ = 种 Ε表 Α Φ
>

从表

Α 看出
,

聚果榕隐头果内外昆虫类群是相当丰富和

多样的
,

其中膜翅 目昆虫最为丰富
,

共 =≅ 种
,

占总数

的 ΒΓ
>

Β Η
,

它们是聚果榕的传粉者
、

寄生者或传播

种子者
,

是与聚果榕繁衍最密切的类群
>

其次是鳞翅

目的种类
,

有 =� 种
,

占总数 Β=
>

# Η
,

均为危害不同

发育期隐头果的害虫
>

再其次是双翅 目昆虫
,

有 Γ

种
,

占总数的 =Β
>

Γ Η
,

它们是危害嫩隐头果 内小花

和腐生的类群
>

在隐头果 内外活动的同翅 目和鞘翅

目分别有 Δ 种 和 # 种
,

分 别 占总 数 的 ≅
>

Χ Η 和

Γ
>

Χ Η
>

同翅 目昆虫是嫩果期害虫 Ι而鞘翅 目中除一

种是果实害虫外
,

其它 Β 种均为肉食性的捕食性昆

虫
>

Β
>

Α 各样地聚果榕隐头果上的昆虫类群的比较

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地 区
,

由于聚果榕分布样

地人为活动程度和雨林片断化程度等生态环境的差

异
,

隐头果上分布的昆虫群落也出现一定的差异 Ε表

Β Φ
>

从 Β 个不同环境样地的聚果榕隐头果上的昆虫

各阶段的数量来看
,

Β 个样地的聚果榕隐头果上均

出现 Δ 个目的昆虫
,

但从科属种的数量来看则出现

了很大的差异
,

以动仑自然保护区为最丰富
,

其次是

植物园迁地保护 区
,

再其次是植物园江边次生林 Ι

而个体数量上则又相反
,

即植物园江边次生林中最

多
,

其次是植物园迁地保护区
,

再次是励仑自然保护

区
>

各样地聚果榕隐头果上昆虫结构的变化说明
,

森

林保护对昆虫群落中的种类丰富度非常重要
>

随着

森林的破坏及环境变化
,

昆虫群落的种丰富度不断

下降
>

但从昆虫个体数量看
,

保护好的林地内由于生

存环境稳定
,

昆虫种群也相对稳定
,

无特别明显的优

势种群出现
,

每种昆虫的种群相对较小
>

随着热带雨

林的破坏程度加剧
,

有些 昆虫种类 由于不适应破坏

的环境
,

被迫迁移或灭绝
,

另一些种类能较快适应新

环境而成为优势种
,

种群数量大大增加
>

Β
>

Β 聚果榕隐头果上昆虫群落的时空动态

位于热带北缘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地区受南亚

热带季风气候影响
,

自然生态复杂多样
,

气候呈水平

和立体梯度变化
,

因而在不同季节昆虫群落差异很

大
>

聚果榕一年中结实 # 一 Δ 次
,

一年中任何时期和

季节均可见到聚果榕不同植株挂果
,

但由于受环境

中温湿度的影响
,

不同时期的挂果数量和果径大小

是有区别的
,

其隐头果内外的昆虫群落在不同季节

中也出现不同的空间动态 Ε 图 = Φ
>

虽然西双版纳无

图 3 不同样地不同季节聚果榕隐头果上昆虫群落变化
ϑ /8

>

= Κ 1 −一1 , /∗ ) ∗ Λ ,) 6 ( ( , ( ∗ ∋ ∋ Μ ) /, /( 6 ∗ ) , Ν ( 6 & (
∗) /1 Λ− Μ /,

6 ∗ Λ ϑ
>

用“
了Ο

川口从之 /) , Ν ( 0 /ΛΛ(
−( ) , 6( 1阳) 6

>

Β
>

# 昆虫群落多样性指数的季节性变化

多样性是研究生物群落结构水平的可测定指标

之一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内聚果榕隐头果上的昆虫

群落由于生境不同
,

特别是林地覆盖度不同
、

片断化

程度不同
、

生长地点不同等
,

使隐头果上的昆虫群落

在不同样地上的多样性指数存在明显差异Ε表 # Φ
>

从 Β 个样地聚果榕隐头果上昆虫的种类
、

群落

多样性指数
、

均匀度等指标看
,

动仑国家自然保护区

的种类
、

群落多样性指数
、

均匀度等指标明显高于其

它两个样地
,

表明国家 自然保护区内的植物群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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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复杂多样
,

人为活动和破坏最少
,

整个生态

环境相对稳定
,

聚果榕隐头果上的昆虫群落也相对

稳定
,

所以昆虫种类多
,

但优势种群少
,

优势度指数

表 ∀ 不同样地聚果榕隐头果昆虫群落主要多样性指标比较
] ? Ι Ρ4 ∀ #帅

∴ ? > ϑΟΚ Γ Κ Ν Η ϑΛ 4 > Ο ϑ5Μ ϑΓ Η ϑΠ4 Ο ΝΚ > 5恤 ϑΓ Ο4 Π Π Κ 目。目。Φ Γ 诬5Μ Κ Γ 5Τ4

ΟΜ ΠΚ Γ ϑ? Ν> Φ 玉5Ο Κ Ν /
6

加‘日”‘阴

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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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加强热带雨林的保护
,

既直接保护了

榕树类群的多样性
,

又保护 了榕树上昆虫群落的多
样性

,

使热带雨林生态环境得以良性循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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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沟谷雨林保护 区虽然近年来保护较好
,

森

林覆盖度也较高
,

但整个生态环境正处于恢复之中
,

不如勋仑国家自然保护 区好
,

所 以前几项指标比后

者低
,

但优势度又比后者高
6

植物园次生林地
,

一面

靠江
,

三面与人工种植的水果和竹林相依
,

林内均为

次生林
,

而且人为干扰严重
,

不适宜多种 昆虫生存
,

导致昆虫的种类
、

多样性指数和均匀性指数最低
,

由

于长期人为干扰
,

部分昆虫适应了这样的生态环境
,

从而形成了优势种群
,

所以优势度最高
6

这也说明
,

该样地聚果榕隐头果上的整个昆虫群落结构正在重

建之中
,

群落还相当不稳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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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作为陆地森林生态系统中最主要的生

命功能体
,

不仅具有地球上最丰富的物种量和生物

生产力
,

而且以其强大的环境影响及改造能力维系

和支撑地球上大部分生态的平衡
6

西双版纳是我国

最大面积的热带雨林地 区
6

榕树在西双版纳热带地

区除了种类丰富多样
、

群体大
、

分布广等特点外
,

还

具有以下特点
:

!9 生长快
,

 一 = 年就可达直径 ��
Π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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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 一 巧 Θ 的乔木 Χ �9 遮蔽面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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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树

成林和独树绿化面积大的特点 Χ  9 大部分榕树终年

均结有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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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食
、

寄生
、

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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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生
、

附生等动植物

能很快形成小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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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断扩大 Χ ∀9 生长环境广阔
,

在原始森林
、

次生林
、

疏林地
、

荒地
、

城镇
、

乡村
、

公

园
、

路边
、

江河溪边
、

房前屋后都能良好生长
,

对恢复

以热带森林为主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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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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