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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于 2004年 4月至 2005年 5月在西双版纳的 3个不同地点 (勐仑植物园、新山和补

蚌 )选择荒地、野芭蕉林和森林 3种不同植被类型的生境, 对 2个重要的雨林种子传播类

群 ) ) ) 鼠类和蚂蚁的多样性进行了研究。采用铗日法捕获 9种鼠共 97只, 采用陷阱法捕

获 104种蚂蚁共 2 600头。结果表明,蚂蚁聚集生活在干燥的荒地生境中,而鼠类则集中生

活在食物资源丰富的野芭蕉林生境中。不同地点鼠的种类和数量无显著差异 (P > 0. 05),

但不同地点蚂蚁的种类和数量差异显著 (P < 0105) ;不同生境鼠和蚂蚁的种类和数量均差
异显著 (P < 0105)。地点和生境对 2个类群分布有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也通过它们对种

子散布的不同作用,最终影响地区内植被的更新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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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 d iversity of rat and ant at d ifferent habitats and sites in X ishuangbanna. MENG

L ing-zeng, GAO X iu-x ia (X ishuangbanna Trop ical Bo tanical Gard en, Chinese Academy of Sci-

ences, M eng la 666303, Yunnan, China ). Chinese Journal of E co logy, 2007, 26( 6) : 802- 809.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pecies diversity o f rat and ant in X ishuangbanna o fYunnan Prov-

ince w as studied during the period from April 2004 toM ay 2005. V irg in land, w ild banana plan-

tation and forestland w ere chosen as test hab itats, and X ishuangbannaT rop ical Botan ica lGarden,

X inshan and Bubeng w ere selected as test sites. 97 rats belong ing to 9 spec ies w ere captured by

mousetrap, and 2 600 ants belong ing to 104 spec ies w ere captured by pitfall trap. An t tended to

live in the hab itat of dry v irg in land, wh ile ratw as favor of thew ild banana p lantat ion w ith abun-

dant food sources. Sign ificant differences in species number and abundance of antw ere detected

among the three sites (P < 0105), but less d ifferences w ere observed for rat (P> 0105) . H ab-i
tat and site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d istribut ion o f the tw o an imal groups, wh ich in turn affec-t

ed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 f vegetation through their d ifferen t ro les in seed dispe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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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热带雨林中有丰富多样的植物和动物类群,不

仅如此,热带雨林的物种多样性维持机制一直是困

扰生物学家的难题之一 ( Busing & Wh ite, 1997;

Thomas& G iv inish, 1999)。分属昆虫纲和哺乳纲的

蚂蚁和鼠类是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的 2个重要类

群,种类异常丰富, 尤其它们都能搬运植物种子,是

雨林中种子传播的重要媒介。以往针对不同生境,

特别是对不同植被类型中蚂蚁和鼠类的多样性和物

种组成有较多的研究 ( K aufm an et al. , 1983; A nders-

en, 1986; D iffendorfer et al. , 1995; M a jer et al. , 1997;

Samways et al. , 1997)。大部分对鼠类和蚂蚁的研

究表明,不同生境会影响这 2个类群物种的分布和

组成。Lassau和 H ochuli( 2004)研究认为, 蚂蚁群落

的组成受生境的复杂程度所影响, 在空旷地等植被

简单的生境中, 蚂蚁群落的丰富度较高; M anson等

( 1999)对几种鼠类的研究表明,不同鼠类对生境的

选择性栖居行为表现是不同的, 有的仅在一个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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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境中存在,而有的则在几个不同的生境中活动。

从大的物种区系分布概念上来看,不同的地理

区系分布有不同的物种, 但是对于距离在多大尺度

上将会影响类群的组成和多样性则了解较少。在西

双版纳地区,由于特殊的地形构造、热带雨林的镶嵌

分布格局和刀耕火种的传统轮歇耕作模式, 形成了

各种不同的植被类型 (朱华等, 2000)。虽然以往对

西双版纳地区不同生境中蚂蚁和鼠类的分布以及多

样性有初步的了解 (陈志平等, 1996; 吴德林等,

1997; 张智英等, 2000; 杨效东等, 2001; 徐正会,

2002) ,但将不同地点和不同生境 2个因素联系起来

进行物种多样性分布的研究还缺乏相关报道。本研

究旨在了解不同生境和地点上蚂蚁及鼠类的组成与

分布, 探讨地点和生境差异对这 2个重要的种子散

布类群分布所造成的影响, 以及理解这种影响最终

是如何作用于地区内植被的更新和循环, 这对了解

热带雨林的演替机制以及维持其多样性都具有重要

意义。

2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211 研究区概况

西双版纳位于云南省南部 ( 21b10c) 22 b40 cN,

99b55c) 101b50 cE ),海拔 470~ 2 400m,属西南热

带季风气候,干湿季节变化明显, 一年可分干、湿和

雾凉 3季。其中 3) 5月为干季, 气温高,雨量小,湿

度低; 6) 10月为雨季,全年 85%的降水集中于此阶

段; 11月 ) 翌年 2月为雾凉季, 降雨量较低, 早晚浓

雾弥漫,空气湿度较大, 可弥补此期间的降雨量不

足。该区年均温 2015 e ,年均降水量 1 725 mm。

该项研究在西双版纳野外 3个地点进行, 在每

个地点按荒地-野芭蕉林-热带雨林 3种不同的植被

生境分别设置样方, 3个研究地点和 3种不同生境

的概况见表 1。

表 1 研究地点和生境概况
Tab. 1 Brief informat ion of study sites and hab itats

地点 经纬度
海拔
( m )

面积 ( hm 2)

野芭蕉林 森林 荒地

勐仑植物园 21b56cN, 101b15cE 570 2~ 3 70~ 80 30~ 40

瑶区新山 21b50cN, 101b33cE 960 3~ 4 50~ 60 30~ 35

补蚌自然保护区 21b37cN, 101b35cE 680 4~ 5 90~ 100 40~ 50

212 研究方法

21211 取样与标本鉴定  旱季 ( 2) 3月 )和雨季 ( 7

- 8月 )各调查 1次。对鼠类群落的调查采用铗日

法, 在每个生境内, 25个捕鼠笼 ( 23 cm @ 12 cm @ 10
cm )排成一条直线为一行,间距约 5m, 行距 > 25m,

共布铗 100个, 连续摆放 5个昼夜, 共计 500个铗

日, 用花生米作诱饵, 每天 7: 00和 19: 00各检查

1次。所捕获动物每种取 1只做成标本以备鉴定,

其余的做好标志就地释放。

对蚂蚁群落的调查采用陷阱法 ( p itfa ll trap), 调

查时间与鼠类一致。在每个生境内随机选择 10个

取样地点, 每个取样点间隔 > 5 m, 将 10个口径为

715 cm的一次性塑料杯埋入地下, 杯口与地面平
齐, 杯中盛放 1 /3左右的 10%福尔马林溶液 (防止

蚂蚁逃跑和消毒防腐 )。每 3 d收集 1次杯中的蚂

蚁, 共收集 3次, 将诱捕到的蚂蚁分装在 10个盛有

75%乙醇溶液的小瓶中带回实验室进行分类和数量

统计。

21212 数据处理  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指标, 采用如

下公式计算:

1) Shannon-W iener多样性指数:

H . = - E P i lnP i = - E (N i /N ) ln(N i /N )

式中: N i是第 i个物种的个体数; N是全部物种的总

个体数; P i为第 i个物种个体数占全部物种总个体

数的比例。

2)群落间相似性采用 Jaccard相似系数:

C s= c / ( a + b- c)

式中: a为 A群落物种数; b为 B 群落物种数; c为

A、B 2群落共有的物种数。

所有数据输入 BIO-DAP软件计算, 统计分析 2

个类群在不同地点和不同生境的差异显著性, 制图

软件采用 S igma P lo t 910。

3 结果与分析

311 鼠的种类和数量
从表 2可以看出, 在 3个不同地点和 3种不同

生境计捕获鼠类共 9种 97只, 其中有 4个优势种。

屋顶鼠、社鼠、针毛鼠和红刺鼠分别占捕获数的

36108%、23171%、17153%和 11134%。在 3个不同

地点,补蚌鼠的种类和数量最多, 分别达到 7种 35

只个体;在 3种不同的生境内,野芭蕉林生境鼠的种

类和数量最多,分别达到 8种 48只个体。

312 蚂蚁的种类和数量

从表 3可以看出, 在 3个不同地点和 3种不同

生境蚂蚁共计 104种,捕获 2 600只,其中的伊大头

蚁、菱结大头蚁和横纹齿猛蚁个体数分别占总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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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地点和生境鼠的种类和数量
Tab. 2 Spec ies and am ounts of rats in d ifferent sites and hab itats

种类 勐仑植物园 新山 补蚌 野芭蕉林 森林 荒地 合计 所占比例 (% )

针毛鼠N iv iven ter fu lv escen s 8 5 4 16 1 0 17 17153

屋顶鼠 Ra t tu s ra ttu s 19 3 13 24 9 2 35 36108

锡金小鼠 M us pahari 1 0 0 1 0 0 1 1103

丛林小鼠 M. cookii 2 1 0 1 0 2 3 3109

黄胸鼠 Ra t tu s f lav ip ectu s 1 0 3 2 0 2 4 4112

白腹巨鼠 R. edw ard si 0 1 1 2 0 0 2 2106

社 鼠N iv iven ter confuc ianu s 0 20 3 1 22 0 23 23171

红刺鼠 Ra t tu s su rif er 1 0 10 0 10 1 11 11134

青毛硕鼠 B erylm ys bow ersi 0 0 1 1 0 0 1 1103

物种数 6 5 7 8 4 4 9

总数 32 30 35 48 42 7 97 100

表 3 不同地点和生境蚂蚁的种类和数量
Tab. 3 Spec ies and am ount of ants in differen t sites and hab itats

种类 勐仑植物园 新山 补蚌 野芭蕉林 森林 荒地 合计 所占比例 (% )

猛蚁亚科 Ponerin ae

 厚结猛蚁属 P achycondy la

  黄足厚结猛蚁 P. lu teip es 12 8 72 39 37 16 92 3154
  郑氏厚结猛蚁 P. zh eng i 5 4 19 7 18 3 28 1108
  爪哇厚结猛蚁 P. javana 18 10 11 7 26 6 39 1150
  迟钝厚结猛蚁 P. am blyop s 0 1 0 0 0 1 1 0104
  列氏厚结猛蚁 P. le euw enh oek i 2 0 0 1 0 1 2 0108
  红足厚结猛蚁 P. ruf ipes 0 1 0 0 0 1 1 0104
 齿猛蚁属 Odon toponera

  横纹齿猛蚁 O. tran sv ersa 87 108 65 56 37 167 260 10100
 大齿猛蚁属 Odon tom achu s

  争吵大齿猛蚁 O. r ixosu s 1 0 0 0 0 1 1 0104
  环纹大齿猛蚁 O. circu lus 32 2 7 10 5 26 41 1158
 细颚猛蚁属 L ep togenys

  中华细颚猛蚁 L. ch in ensis 1 1 0 1 1 0 2 0108
  孟子细颚猛蚁 L. m eng zi i 1 0 0 0 1 0 1 0104
盘古细颚猛蚁 L. pangu i 0 2 0 0 2 0 2 0108
  基氏细颚猛蚁 L. ki ttel i 0 9 0 9 0 0 9 0135
  缅甸细颚猛蚁 L. birmana 0 0 1 0 1 0 1 0104
  庄子细颚猛蚁 L. zh uangzi i 0 0 1 1 0 0 1 0104
  明钦细颚猛蚁 L. m inch ini i 0 1 0 0 0 1 1 0104
 曲颊猛蚁属 Gnam ptog enys

  双色曲颊猛蚁 G. bicolor 6 4 9 8 2 9 19 0173
 隐猛蚁属 C ryp topon e

  直唇隐猛蚁 C. rect iclypea 1 0 0 1 0 0 1 0104
 双刺猛蚁属 D iacamm a

  聚纹双刺猛蚁 D. rugosum 0 1 0 1 0 0 1 0104
 宽猛蚁属 P latythyrea

  角唇宽猛蚁 P. c lyp eata 0 0 1 0 1 0 1 0104
 镰猛蚁属 H arpegna thos

  猎镰猛蚁 H. v en ator 0 0 2 0 0 2 2 0108
粗角蚁亚科 C erapachy inae

 粗角蚁属 C erapachys

  槽结粗角蚁 C. su lc in od is 0 21 0 0 0 21 21 0181
盲蚁亚科 A en ictinae

 盲蚁属 A en ictus

  齿突盲蚁 A. d enta tu s 37 0 0 0 0 37 37 1142
  宾氏盲蚁 A. bingham i 0 1 0 0 0 1 1 0104
伪切叶蚁亚科 Pseudom yrm ecinae

 细长蚁属 T etrap onera

  尖唇细长蚁 T. protensa 1 0 0 0 1 0 1 0104
  狭唇细长蚁 T. a ttenua ta 1 2 0 0 2 1 3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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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种类 勐仑植物园 新山 补蚌 野芭蕉林 森林 荒地 合计 所占比例 (% )

飘细长蚁 T. a l la boran s 1 2 0 1 2 0 3 0112
榕细长蚁 T. m icrocarpa 0 0 6 1 0 5 6 0123
黑腹细长蚁 Te trapon era sp. 1 0 0 1 1 0 0 1 0104
切叶蚁亚科 M yrm icin ae

 大头蚁属 Ph eid ole

  卡泼林大头蚁 P. capel lini 10 1 0 2 0 9 11 0142
  菱结大头蚁 P. rh om binod a 65 94 128 182 8 97 287 11104
  印度大头蚁 P. ind ica 7 15 27 1 12 36 49 1188
  棒刺大头蚁 P. spa th if era 4 3 5 0 7 5 12 0146
伊大头蚁 P. yeensis 18 609 133 13 2 745 760 29123
  中华大头蚁 P. sinen si s 1 110 73 44 126 14 184 7108
 大头蚁 Ph eidole sp. 3 61 26 0 0 26 61 87 3135
  皮氏大头蚁 P. p iel i 10 1 9 0 1 19 20 0177
  塞奇大头蚁 P. sag ei 1 0 0 1 0 0 1 0104
  沃森大头蚁 P. w a tson i 0 6 4 4 2 4 10 0138
  多齿大头蚁 P. mu l tid ens 0 1 0 0 0 1 1 0104
  大头蚁 Ph eid ole sp. 5 4 0 10 10 0 4 14 0154
  可爱大头蚁 P. jucunda 0 0 9 0 0 9 9 0135
 巨首蚁属 Ph eid olog eton

  邻巨首蚁 P. aff in is 13 13 48 19 3 52 74 2185
  粗纹巨首蚁 P. trech id eros 0 2 0 0 2 0 2 0108
 棱胸蚁属 P ristomy rm ex

  弯钩棱胸蚁 P r istomyrm ex sp. 1 2 0 1 0 3 0 3 0112
  短刺棱胸蚁 P. brev isp in osus 0 0 58 0 0 58 58 2123
 举腹蚁属 C rem a toga ster

  黑褐举腹蚁 C. rog enh oferi 5 4 15 14 7 3 24 0192
  举腹蚁 C rem a toga ster sp. 1 2 0 1 2 0 1 3 0112
  立毛举腹蚁 C. f errarii 2 0 0 0 0 2 2 0108
  罗思尼举腹蚁 C. rothn ey i 0 53 5 0 0 58 58 2123
  比罗举腹蚁 C. biroi 0 3 2 0 0 5 5 0119
  乌木举腹蚁 C. ebenina 0 4 0 0 4 0 4 0115
 盘腹蚁属 Apha enoga ster

  费氏盘腹蚁 A. f eae 0 3 2 5 0 0 5 0119
  贝卡盘腹蚁 A. becca rii 3 1 8 0 12 0 12 0146
  长柄盘腹蚁 A. long ip es 0 1 0 0 1 0 1 0104
  雕刻盘腹蚁 A. exa sp era ta 0 0 4 0 3 1 4 0115
  舒尔盘腹蚁 A. schu rri 0 0 2 0 2 0 2 0108
 铺道蚁属 T e tram orium

  圆叶铺道蚁 T. cyc lolobium 1 2 0 0 3 0 3 0112
  克努铺道蚁 T. khnum 0 1 0 0 1 0 1 0104
  铺道蚁 T e tram orium sp. 1 0 1 0 1 0 0 1 0104
  毛发铺道蚁 T. cil ia tum 0 7 2 7 0 2 9 0135
  史氏铺道蚁 T. sm i th i 0 0 3 0 3 0 3 0112
 无刺蚁属 K a rtid ris

  尼约斯无刺蚁 K. nyos 0 0 10 0 10 0 10 0138
  阿诗玛无刺蚁 K. ash im a 0 0 8 0 8 0 8 0131
 心结蚁属 Ca rd iocondyla

  罗氏心结蚁 C. w rough ton ii 9 0 0 0 0 9 9 0135
 刺切叶蚁属 A can th om yrm ex

  锡兰刺切叶蚁 A. luc iola e 1 0 0 0 1 0 1 0104
 脊红蚁属 Myrm icaria

  褐色脊红蚁 M. brun nea 0 1 0 0 0 1 1 0104
 角腹蚁属 R ecu rv id ris

  弯刺角腹蚁 R. recurvi sp inosa 0 4 3 2 1 4 7 0127
 隆头蚁属 S trum ig enys

  琴状隆头蚁 S. lyroessa 0 1 0 0 1 0 1 0104
 小家蚁属 M onom or ium

  纤细小家蚁 M. grac ill im um 6 0 0 0 0 6 6 0123
  法老小家蚁 M. pharaon is 1 5 0 0 0 6 6 0123
  海南小家蚁 M. ha inanen si s 0 7 0 0 2 5 7 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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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种类 勐仑植物园 新山 补蚌 野芭蕉林 森林 荒地 合计 所占比例 (% )

  中华小家蚁 M. ch inensis 0 39 0 0 0 39 39 1150

臭蚁亚科 D olichoderinae

 臭蚁属 D olichod erus

  费氏臭蚁 D. feae 3 0 0 0 0 3 3 0112

  凹头臭蚁 D. inci sus 0 9 0 9 0 0 9 0135

  黑可可臭蚁 D. th orac icu s 0 1 1 0 2 0 2 0108

 狡臭蚁属 T echnomyrm ex

  狡臭蚁 T echnomyrm ex sp. 1 0 0 2 0 2 0 2 0108

  荷氏狡臭蚁 T. h orni 1 0 0 0 0 1 1 0104

  白足狡臭蚁 T. a lbip es 0 0 2 2 0 0 2 0108

 酸臭蚁属 T ap inom a

  黑头酸臭蚁 T. m e la nocepha lum 2 23 0 0 0 25 25 0196

蚁亚科 Form ic inae

 弓背蚁属 Cam pon otu s

  平和弓背蚁 C. m i tis 1 4 1 0 2 4 6 0123

  红头弓背蚁 C. singu la ris 0 1 0 0 1 0 1 0104

  孔氏弓背蚁 C. confuc ii 0 1 0 0 1 0 1 0104

  丝毛弓背蚁 C. holoser iceu s 0 1 0 0 1 0 1 0104

  来氏弓背蚁 C. l eonard i 0 1 0 1 0 0 1 0104

  巴瑞弓背蚁 C. pa riu s 0 4 2 1 0 5 6 0123

  弓背蚁 Cam pon otu s sp. 1 0 2 0 0 0 2 2 0108

 立毛蚁属 Pa ra trech ina

  黄立毛蚁 P. f la vipes 0 0 2 2 0 0 2 0108
  长角立毛蚁 P. long icorni s 11 0 0 0 0 11 11 0142

  亮立毛蚁 P. v iv id u la 1 0 0 0 0 1 1 0104

  立毛蚁 Pa ra trech ina sp. 1 0 0 13 0 0 13 13 015

 拟毛蚁属 P seud ola siu s

  普通拟毛蚁 P. fam iliari s 0 0 1 1 0 0 1 0104

  西氏拟毛蚁 P. si lv estrii 0 2 0 2 0 0 2 0108

 多刺蚁属 P olyrh ach is

  阿玛多刺蚁 P. arma ta 11 0 0 0 11 0 11 0142

  方肩多刺蚁 P olyrha chi s sp. 1 0 12 0 2 0 10 12 0146

  双齿多刺蚁 P. d iv es 0 5 0 2 0 3 5 0119

  叉多刺蚁 P. fu rca ta 0 0 7 0 0 7 7 0127

 斜结蚁属 P lag iolepi s

  罗夫顿斜结蚁 P. w rough ton i 2 0 0 1 0 1 2 0108

  罗思尼斜结蚁 P. rothn ey i 0 11 0 0 0 11 11 0142

 刺结蚁属 L ep isiota

  网纹刺结蚁 L. re ticu la ta 4 14 2 0 0 20 20 0177

 平结蚁属 P renolepi s

  大眼平结蚁 P. m agnocu la 0 17 0 17 0 0 17 0165

 光洁蚁属 A nop lolep is

  长足光洁蚁 A. g ra cil ipe s 0 5 5 0 0 10 10 0138

 长齿蚁属 Myrm otera s

  宾氏长齿蚁 M. bingham ii 0 0 1 0 1 0 1 0104

 织叶蚁属 Oecophyl la

  黄猄蚁 O. sm aragd ina 1 1 17 0 3 16 19 0173

个体总数 469 1310 821 491 411 1698 2600 100

物种数 46 64 49 41 49 61 104

数的 29123%、11104%和 10%为优势种,而中华大

头蚁和黄足厚结猛蚁个体数分别占总数的 7108%
和 3154%是亚优势种。在不同地点, 新山的蚂蚁种

类和数量最多分别达到 64种 1 310只; 在不同生

境, 荒地内的蚂蚁种类和数量最多,分别达到 61种

1 698只,不同生境中蚂蚁的优势种也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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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不同地点和生境鼠类及蚂蚁类群的种类和数

量比较

由图 1可以看到, 在不同地点和生境中鼠类及

蚂蚁的种类和数量分布趋势是不相同的。在 3个不

同地点,鼠的种类和数量分布较为均匀,而在 3种不

同生境,野芭蕉林生境中鼠的种类和数量高于其它

2种生境 (P < 0101) (图 1A和图 1B) ; 蚁类在不同

生境和地点的分布趋势则与鼠类不同, 在 3个不同

地点, 新山的蚂蚁种类和数量大于勐仑植物园和补

蚌 (P < 0105) ,而在 3种不同生境, 荒地中的蚂蚁种

类和数量则大于其它 2种生境 (P < 0105) (图 1C和

图 1D)。

统计分析表明,不同地点因素对鼠的分布数量、

种类和多样性没有显著影响 ( P > 0105) ,但生境因
素对鼠类的分布数量、种类和多样性有显著影响 ( P

< 0101, P < 0105); 蚂蚁的分布趋势则与此相反,不
同生境和地点对蚂蚁的分布数量、种类和多样性均

差异显著 (P < 0105) (表 4) ,但生境的影响作用要

更为强烈。

表 4 不同地点和生境蚁类和鼠类群落结构差异
Tab. 4  D ifference of commun ity structure be tween rats

and an ts in d ifferen t sites and hab itats

多样性

F P

种类

F P

数量

F P

鼠类 地点 2164 01185 6140 010057 0109 01915

生境 7136 01041* 25160 01005* * 7107 01048*

蚁类 地点 7134 01033* 7126 01042* 8194 01039*

生境 10123 01012* 9140 01033* 10166 01028*

* * P < 0101; * P < 0105。

314 不同地点和生境内鼠类群落的相似性

从表 5可以看出, 以 Jaccard系数衡量的鼠类群

落相似性表明,不同地点和不同生境内鼠类群落相似

性系数有较大差异。其中,在不同地点之间, 新山与

补蚌 2个地点的鼠类群落最为相似,系数值达到 015,
说明在这 2个地点, 有 50%的鼠种是相同的;在不同

生境之间,鼠类群落的相似性系数均为 01333,说明生
境对鼠类群落的相异性影响较大。不同生境对鼠种

分布的影响要大于地点因素对鼠类的影响。

315 不同地点和生境内蚂蚁群落的相似性

从表 6可见, 不同地点和不同生境内蚂蚁群落

图 1 不同地点和生境鼠类和蚁类的数量以及种类分布
F ig. 1 Spec ies and am ount d istribution of rats and an ts in d ifferent sites and hab itats

横坐标字母 XTBG、XS、BB分别代表勐仑植物园、新山、补蚌 3个不同地点, WB、FR和 OH分别代表野芭蕉林、森林和荒地 3种不同生境类型。

表 5 不同地点和生境鼠类群落的相似性系数
Tab. 5 Sim ilarity coefficien t of rat commun ities am ong differen t sites and hab itats

Jaccard系数 勐仑植物园 新山 补蚌 Jaccard系数 野芭蕉林 森林 荒地

勐仑植物园 1 01375 01444 野芭蕉林 1 01333 01333

新山 1 015 森林 1 01333

补蚌 1 荒地 1

807孟令曾等: 西双版纳不同地点和生境鼠类及蚂蚁的多样性比较



表 6 不同地点和生境内蚂蚁群落的相似性系数
Tab. 6 Sim ilarity coefficien t of an t commun ities am ong differen t sites and hab itats

Jaccard系数 勐仑植物园 新山 补蚌 Jaccard系数 野芭蕉林 森林 荒地

勐仑植物园 1 01294 01284 野芭蕉林 1 0120 01308

新山 1 01314 森林 1 0125

补蚌 1 荒地 1

相似性系数也不尽相同。在各地点之间, 补蚌和新

山的蚂蚁群落最为相似, 系数值达到 01314; 在不同
生境之间,野芭蕉林生境和荒地生境的蚂蚁群落最

为相似, Jaccard系数值达到 01308。

4 讨  论

411 不同地点之间鼠类和蚂蚁分布差异的原因

本研究表明,鼠类在 3个不同地点种类和数量

分布无显著差异 ( P > 0105) , 但蚂蚁则表现出与此
相反的分布趋势 ( P< 0105)。由于本研究所选择 3

个不同地点之间的距离间隔大致在 50~ 100 km,研

究地点之间地形复杂, 但大致的非生物环境因子基

本相同,因此鼠类和蚂蚁在不同地点之间的分布差

异应是与这 2个类群不同的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相

联系的。即使如此,在这么小的距离间隔上,蚂蚁类

群分布的差异之大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从 Jaccard系数值的定义上来看, 本研究所选择 3个

地点之间的距离对鼠类的分布还不致造成影响,但

对蚂蚁的分布有极大影响,这应由 2个类群不同的

特性所决定。

412 不同生境之间鼠类和蚂蚁分布差异的原因

不同动物类群在不同生境中的分布性质是有巨

大差异的。孙晓玲等 ( 2006 )对东北地区不同生境

内蝗虫区系的研究表明, 蝗虫种类的丰富度与植被

类型的复杂程度成正相关。吴东辉等 ( 2006)研究

表明, 土壤表面的凋落物数量和厚度能显著影响土

壤弹尾虫的分布。在本研究中, 3种生境荒地-野芭

蕉林-森林的植被复杂程度依次增加, 鼠类在野芭蕉

林生境中分布的种类和数量最多, 这是由于野芭蕉

林生境既能为鼠类提供足够的安全保护, 又能为鼠

类提供充足的食物资源所造成的。 Batzli( 1985)提

出食物资源对动物类群分布的重要影响, 但忽略了

动物对隐蔽安全性的需求, 本研究中鼠类大多聚集

在野芭蕉林生境中, 这是一种取食和躲避被捕食风

险之间的平衡, 与 Fedriani和 M anzaneda( 2005)的研

究结果相似。蚂蚁类群大多集中在荒地生境中,这

与蚂蚁趋干燥温暖生境的生活习性和缺乏天敌的环

境所分不开的。 /生境异质性 0假说认为复杂的异

质性生境能够提供更多的生态位和可供利用的资

源, 从而有利于生物多样性水平的提升 ( Bazzaz,

1975) ,但这一点对蚂蚁类群并不适用。本研究与

Lassau和 Hochu li ( 2004)、Coelho和 R ibe iro ( 2006)

对不同森林类型的蚂蚁类群分布和多样性的研究结

果有相似之处,在植被结构简单的生境中蚂蚁的分

布种类较植被结构复杂的森林和野芭蕉林生境更丰

富。不同生境对蚂蚁和鼠类的分布均有较大影响,

但对蚂蚁的影响更为强烈, 这是不同类群对异质性

生境有不同响应所造成的。

413 不同生境之间鼠类和蚂蚁类群的分布差异对

种子散布的意义

生境的不同复杂程度能够影响鼠类对种子的捕

食和扩散 (张天澍等, 2006), 这是因为复杂的生境

增大了动物找到种子的难度。在本研究中, 鼠类聚

集在野芭蕉林生境中是与其能够迅速找到丰富食物

资源分不开的。鼠类对野芭蕉林种子的捕食作用能

够有效避免野芭蕉种子萌发后代对母株的竞争, 这

符合种子散布的逃逸假说 ( Janzen, 1970) ; 另一方

面, 其它飞行动物将野芭蕉林种子带到远离母株的

荒地生境中,而该生境中大量蚂蚁类群对种子的搬

运作用,能有效地帮助其种子完成一次传播后转移。

不同生境中的鼠类和蚁类分布差异较好地解释了热

带雨林生态系统中野芭蕉这种先锋种群的扩散和分

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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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帮助制作蚂蚁标本;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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