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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报道 了哀牢山徐家坝地区
,
山地水域环 境植被的不 同开发强 度对两栖 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

调查

结果表 明
,

水域环境植被未 经破坏的原始常绿阔叶林生态类型其两栖动物群落结构由 12 种蛙组成
,

多样性

指数2
。

妞 : 原生植被曾被砍伐而演替为次生林生态类型山 9 种蛀组成
,

多样性指数 1
.

9了; 原 生 植 被 曾进

受严重砍伐和火烧而 演替为毛威草地 和沼泽草甸生态类型
,

其两栖动物种数分别为 6 种和 5 种
,

多样性指

数分别 为0
.

7 0和 0
.

57
。

由此可见森林植被破坏对两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动态都有决定性影响
。

关键词
:

人类活 动
,

生态演替
,

两栖群落

调 查 方 法

本工作始于1 9 8 2年
,

主要工作于 1 9 8 5年 7 月至 1 98 7年 6 月在哀牢山北段徐家坝地区

进行
。

东经 1 0 1
“

0 1 产,

北纬2 4
0

3 1 ‘ ,

海拔2 5 0 0米
。

该地区属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

气候

温热湿润
,

原始植被群落结构复杂
。

60 年代修建水库时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
,

山地部分

区域的植物遭受破坏
、

砍伐
、

火烧和耕植
。

由于局部区域遭受不同强度的破坏
,

不同程

度地改变了原来的植物群落结构
,

使之形成多种多样的植被生态类型
。

本调查依据上述情况
,

选择了 4 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固定调查样地
。

现将 4 种不同

破坏强度水域环境的 自然状况分述如下
: 1

.

未受破坏的原始常绿阔叶林 ( 1 号样方 ) 其

环境植被系原始常绿阔叶林
,

主要树种由壳斗科 (Fag aC c a e)
、

山茶科 (rr h(?a c Ca 的
、

木

兰科 (M a g [1o li ac o ac ) 和樟科 (L au r a c e a e ) 等高大乔木树种组成
,

林下生长茂密的箭竹

(S lll o r 川 ; d 动 a : 沁 。讨 id a ) 层
,

植物群落结构比较复杂
,

群落郁闭度大
,

气候阴湿
。

2
.

原生植被受轻度破坏的次生林生态类型 ( 2 号样方 ) 其环境植被为栋类萌生矮林
,

喜

阳植物成分较多如马缨花 (R h o d o d e o d r o : d e la o a 少 7 )
、

早冬瓜 (且In u : ,‘召P a le ”5 1“)
、

狭叶珍珠花 (L y 。爪a 。 : al l’f ol l’a 二 。 : l。。。e ol o t。) 等植物
,

群落郁闭度和湿度均小于

1 号样方
。

3
.

原生植被遭受严重破坏毛旅草地生态类型 ( 3 号样方 ) 其环境植被主要是

, 木文植物部分资料承植物组提供
,

特 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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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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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破菜 (I
〕to r iJ : , z , , : r 。: o lu tu ,。) 和灯心草 (J

:、, ; e 。: e
ff

:‘: 。 : L ) 等草本植物组成
,

日照时间长
,

空气湿度小
。

4
.

原生植被遭受严重破坏沼泽草甸生态类型 ( 4 号样方 )
,

该样方地势低
,

原始森林被砍光后其地表主要由喜湿植物泥炭鲜属 (S 户ha少 : 。171 ) 等植

物占领
。

上述 4 个样方面积均为 1 00 Jll
“。

调查于 1 9 8 5年 7 月至 1 9 8了年 6 刀进行
,

采取对

样方内的调查对象捕尽的办法 (每季查捕 6 次 )
。

对其变态前后的个体进行种类鉴定
、

统计数量和体重称量
,

计算时将变态前后的个体按种类分别统计
,

再换算成每公顷每季

出现的平均值进行比较
。

结 果 与 讨 论

1
.

两栖动物的种群分布

据历年调查资料及 1 9 8 5年 7 月至1 9 8 7年 6 月的调查列表 1
。

从表 1 可 以看出 4 种受

不同开发强度类型中的两栖动物种类组合有明显的差别
,

其中原始常绿阔叶林生态类型

1 2种
,

占本区两栖动物种数的70
.

59 %
。

次生林生态类型 9 种
,

占5 2
.

9 4%
。

毛蔗草地生

态类型 6 种
,

占3 5
.

2 9 %
。

沼泽草甸生态类型仅 5 种
,

占2 9
.

4 1 %
。

4 种不同开发强度类

型
,

两栖动物种类分布的规律是随其栖息环境植被破坏强度的增大而减少
,

反之生态环

境未遭受破坏的原始常绿阔叶林类型不仅种类多
,

而且特有种也比较丰富
。

2
.

两栖动物群落结构的特点

表 1所示
,

原始常绿阔叶林生态类型
,

两栖动物的群落结构是以哀牢 毙 蟾 为 优势

种
,

其相对丰盛度为6 0
.

8 4 %
,

哀牢毙蟾和小角蟾为该类型的主要成 员
。

次生林 生态 类

型以小角蟾为优势种
,

其相对丰盛度为 6 3
.

6 4%
,

主要成员由小角蟾和昭觉林蛙组成
。

毛蔽草地生态类型是 以昭觉林蛙和双团棘胸蛙占优势
,

相对丰盛 度 分 别 为 4 6
.

2 3 % 和

拓
.

28 %
,

两个种均为该生态类型的主要成员
。

沼泽草甸生态类型以宝 兴 树 蛙 为 优 势

种
,

其相对丰盛度9 3
.

4 7 %
,

也是该类型的主要成员
。

调查期间采到的11 种蛙
,

在 4 种不同开发强度的环境类型的种间组合有 4 种方式
:

( 1 ) 昭觉林蛙广泛分布于 4 种环境类型
。

( 2 ) 双团棘胸蛙和宝兴树蛙分别分布于 3

种环境类型
。

( 3 ) 哀牢毙蟾和小角蟾等 5 个种分别分布于 2 种环境类型
。

( 4 ) 四川

湍蛙和棘肛蛙仅分布于原始常绿阔叶林类型 (见表 1 )
。

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哀牢毙蟾
、

景东齿蟾和棘肛蛙 3 个特有种以及小角蟾
、

峨山掌突蟾
、

缅甸蟾蛛和四川湍蛙仅分布在

植物群落比较复杂
,

群落郁闭度较大的原始常绿阔叶林和次生林两个环境中
,

而环境曾

经遭受严重破坏的毛蔗草地和沼泽草甸却没有它们的分布
。

3
.

四种类型的种数与种群数l 的关系

通过多样性指数和相对密度的计算
,

对不同开发强度环境类型中的两栖动物种群组

合和数量分布进行比较分析
。

多样性指数用M盯 gal ef多样性指数公式计算即
: d = ( S -

1 )/ li N
,

其中
S 二
样方中的种数

,

N 二
样方中的个体数 (个/ 月)

,
d =

多样性指数
。

从

图 1 明显可见多样性指数 (d 值) 从原始常绿阔叶林向次生林
、

毛旅草地
、

沼泽草甸依

序变小
。

各生境出现种数也是从同一方向依序减少
。

相对丰盛度在 4 种环境类型 中呈波

浪形变化
,

在次生林和沼泽草甸类型形成了高峰 (见图 1 )
。

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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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飞 不同开发强度类型两栖动物的群落结构

中 名 学
个 体 数 (个/ 公项

。

季 )

名
合 计

变态前 变态后 个体 数

样方号

6�八6OJ一296

⋯
O口21匀

矛‘J口
.
.�

1. 哀牢健蟾

2 .

小角蟾

3
。

景东齿婚

4
.

峨 山掌突蟾

5
,

双团棘胸蛙

6
.

昭觉林蛙

1 7. 缅甸蟾赊

8
.

四川湍蛙

9
.

棘肛蛙

1 0
.

微价 铃蟾

1 1
,

宽头短 腿蟾

12
.

大花角蟾

小 计

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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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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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种 ( 占总种数 7 0
.

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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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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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3

7 5

0

0

0

0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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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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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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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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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0 9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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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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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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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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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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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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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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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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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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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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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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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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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计 6 种 (占总种数3 5
。

2 9% )

0
.

00

4 1
.

9 8

6 13

旦通5 0

1 7 5

J2 5

d 6
.

2 3

3
.

3 0

2 4 5 0 J 6 2 3

4 5
.

2 8

B
.

4 9

4 8
.

1 1 2 7 5 0 5 1
.

8 9

ns八11nU夕�八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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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U八U

1
.

宝兴树蛙

2
。

昭觉林蛙

4 3
.

兰尾蜂妮

4
。

红旗统 蜘

5
.

华西雨蛙

刁
、

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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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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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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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e y a ”‘r”s

T
.

沙e r犷u e o s翻s ,

11
.

a n” e e 亡a ”5 .

5 种 (占总种数2 9
.

4 ] % )

本地 区 分布总种数 17 种

9 3 0 0

0

9 3
.

4 7

.

0 0

.

2 5

0

6 2 5

2 5

1 0 0
.

0 0

9 3
.

4 了

6 2 8

0
.

2 5

9 32 5

28 5 74

9 3
,

72

8 4 20

6 2 5

5忍石3

6 卫8

15
.

8 3

9 95 0

3 39 3 7

J0 0
.

0 0

1 0 0
.

00

二 本调查 期问未采到
,

但 以前曾经采到 的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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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沼泽草甸类型分别为本地区优势

种
:

昭觉林蛙和宝兴树蛙的主要繁殖

场所
,

·

故其相对密度形成了高峰
。

通过对各环境类型中两栖动物群

落结构的种数
、

多样性指数及相对密

度比较分析
,

可见两栖动物群落结构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与其栖息环境的破

坏强度呈反相关关系
,

说明了人类生

产活动
,

森林植被的破坏
,

对两栖动物

的群落结构具有明显的作用和影响
。

相 5 0一种10

对 40」 8

类
丰 301 6

盛 20 4数 月 O 扣

度 了0 4 2 O巧 数

O 0 原 次 色
沼 (环现 类邢 )

图 1 环晚类型 与两栖动物种 类数的关 系

: 种 类舍幼 b : 多样性指数 ; c : 相对 牛盛 度

我们建议
,

今后应切实抓好森林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

以保护和挽救我国珍贵的动植

物资源
,

避免某些种类的消退和灭绝的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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