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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大动龙季节雨林的蜷类

昆虫动态分析
’

雇 克 明
(中国科学院 民明生态研究所)

摘 要

1 9 8了一 19 88 年
,

在西双版纳大动龙曼养光的季节雨林 内
,

按 3 个时期
,

在林缘及林心 的 5 个固定样地

采虫
,

对蜻类昆虫的种类
,

数量及其变动和群落结构等进行了 初步研究
。

1
.

季节雨林水平结构 内
,

林 缘样地的蛤类科
、

属
、

种
、

个体数及多样性指数 明显大于林心 样地
。

2 .

季节雨林垂直结构不同层次的蜻类
,

以 中层的科
、

属
、

种
、

个 休数及 多样性指数 占明显优势
,

特别

是 1 .

5一 2 米的草本层与幼灌层的交错空间内
,

种类与数量最多
,

最丰富
。

关扭词
:

西双版纳大勋龙
,

季节雨林
,

蜷类昆虫

西双版纳大动龙的植被属北热带季节雨林
,

半常绿季雨林地带一西双版 纳 间 山 盆

地
,

季节雨林
、

季雨林区一西双版纳南部中山盆地大药树
,

龙果
,

白榄林
,

高榕
,

麻棣

林亚区 (吴征锰
, 19 8 7 )

。

该地区昆虫生态地理属东洋地区一中国缅甸亚地区一华南热

带雨林草原省一滇南省 (马世骏
, 19 5 9 )

。

云南森林昆虫区划属东洋区一季节雨林
,

季

雨林亚区一 西双版纳小区 (黄复生
,

1 9 8 7 )
。

近年来
,

西双版纳森林破坏严重
,

为 了解和掌握热带森林内昆虫的动态变化
,

结合

国际生态研究合作计划中
“西双版纳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

” 的前期 工作安排
,

1 9 8 7一

19 8 8年选定西双版纳大勋龙曼养光的季节雨林
,

对其水平结构和垂直结构内的蜷类昆虫

及其动态变化进行研究与探讨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样 地 和 方 法

西双版纳大动龙曼养光季节雨林的大药树
,

龙果
,

橄榄林群落 ‘刀 : 万ar 行 t o x ic a -

r‘a ,
p o o te r fa g r o m d ‘f

o lia
,

C a n n a r f“ , , , a lb ,‘z月 C O m m
·

)
,

面积约 12 0亩
,

根据其水

长 系生态研究合作计划 (CE R P) 中 “西双 版纳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
”

的课题内容之一
。

张 波
,

李达文和

罗忠同志参加野外工作
,

特此致谢
。

本文 1 9 89 年 1 月 5 1 日收到
, 1 9 90年 4 月2 4 日修 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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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结构
,

可分为 5 个雨林片段 (吴邦兴
, 1 98 8)

:

龙果
、

白榄
、

白颜树
、

黄叶树
、

羽藏片段

(尸o n te r fa + C a n n a z
·

i“阴 + G fr f, ; n fe r a + X a n t ho Ph夕11,、川 + P le o c ” e , n i(, I
’

r a 只, n (
,

n t)
-

—
E 样地 ; 印拷

、

破布叶
、

扭子果
、

蒲竹
、

羽藏片段 (c 。 、t。肋娜i、 + 刀 i。 : 。。 。、 十 理: ‘ll’、 : 。

+ In d o s a : a + P le o c n e o ia l犷r a g m ( n t)

—
S 样地 ;

牡竹林 (D e 。 ‘
lr o e a la 阴 :、: : t r : ‘ t之, 、

F o r e s t)

—
W 样地

,
箭毒木

、

白颜树
、

黄叶树
、

爱地草片段 (刃 n zfa r i、 + G ‘: o n , ; ie : ‘: +

X “” th o Ph刃加。 + ‘eo P/z t’l o Fra g m 二t)

—
N 样地和银钩花

、

宽管花 片 段 (M 艺t厂。 -

Ph o : “ 十 E ur y、 le : Fra g m en t)

—
O 样 地

。

该群落的垂直结构
,

可分为 7 个层次
:

乔木 A
、

B
、

C 层
,

高 5 一 38 米
,

干直高大
,

树种 5 一 52 种
,

盖度 10 一70 % ; 幼灌木 D

层高 1
.

5一 5 米
,

树种组成多而杂
,

84 种植物
,

盖度20 一 30 % , 草本 E 层高0
.

7一 1
.

5米
,

由草本
,

上层乔木及木质
,

草质藤本幼株等91 种植物组成
,

盖度 70 一 80 % ; F层高0
.

2

一 0
.

7米
,

主要由草本和碳类等65 种植物组成
,

盖度 15 一25 % ; G 层高0
.

2米以下
,

主要

由小型草本及幼苗等49 种植物组成
,

盖度 10 一 15 %
。

采虫样地按上述植物群落林缘的 4 个方 向 (E
、

S
、

W
、

N ) 及。
·

心 (O )
,

分别

在雨林的 5 个片段内选定
,

样地面积均为 5 0 x 5 0米
。

采虫空间范围在 4 米 以 下
,

分
_

l二

( 2 一 4 米 )
,

中 (0
.

2一 2 米)
,

下 (地表层) 三个层次
。

上
、

中层用连片随机网捕
,

地表层用 2 x Z 米小样方手工捕捉
,

分别于 1 9 8 7年干季的 5 月和雨季的 8 月以及 19 8 8年

的 1 月
,

分层次和统一8 00 网次采虫
。

蜷类群落结构的指标测定
,

分别采用
:

P洲ou (19 7 5) 等级多样性公式
:

H
‘

(S G F )

二 H
‘
(F ) + H

‘
(G ) + H

‘
(S )

,

式中H
‘
(F )

,

11
‘
((子)

,

H
‘
(S )分别为科级

,

属级和

种级的多样性指数
,

各级多样性指数用S ha n n o n 一
W ie llc r公式

:
H

‘ 二 一 乏 Pi lnP i 计算
;

Pi el o u (1 9 6 6 ) 均匀性公式
:

j 二 H
产

/l ns 测定和 氏 r g e卜Pa r ke r
优势度指数公式

:
d 二

N 机二 / N 计算
。

各样地蜻类数量均以成虫统计
,

不计若虫
。

结 果 和 讨 论

1
.

5 个样地共采昆虫 6 2 9 3头
,

其中蜷类昆虫 64 6头
,

其它 目昆虫 5 6 4 7头
。

蜻类 隶 属

1 4科80 属98 种 (属种附表因篇幅所限
,

从略 )
。

蜷类以东洋区种类和中国特有种类占优

势
,

并反映出浓烈的热带区系特点
。

2
.

据6 46 头蜷类的统计
:

其属种以猎蜻科 (l 8属20 种)
,

缘 蜷 科 (1 5属21 种)
,

长

蜷科 (1 4属2 6种)
,

网蜷科 (1 0属 12种) 较多 ;
个体数 以玛蜷 M

a ttfp hu s s p le n d ‘d 。 、

D is ta n t (x 2 7头 )
,

狄缘蜷 D fs ta c h y s v o lg a r is l于: ia o (7 0头)
,

淡边盲异蜷U r o la bid a

, n a r夕fn a ta H s ia o (4 6头)
,

丽盾蜻 C hr 夕s o c o r is s r a o d is 〔rhu n b e r g ) (3 0头)
,

岱蜷

D a lp a d a o e o la ta (F a b r ie it : 、) (2 7头)
,

瘤 缘蜷 A e a n th o e o r is s e a b e r (L in n a e o s )

(1 9头)
,

突背斑红蜷P h夕s o Pe lta g u t t a (B :‘r 。 : e is te r ) (1 7头)
,

负板网蜷C夕 s te o c h ila

Pic ta (D is ta , I t) (12头)
,

大负板网蜷 C
.

d e l‘n e a ta (D is t a n t) (1 0头 ) 和云南蚊猎蜷

‘a r d e 。。 y u o n a n a H si a o (1 0头) 为 多数量种类
。

5 个样地中各有其较多的种类
:

E

样地为 M
a ttfPhu s s Ple n d id o s和C 夕s te o e hila 户ie t a ; S 样地为 D fs z a c h夕 5 o u l夕a r i、和

大辟缘蜻 P r fo n o lo m 公a 刀i口a s ,
W 样地为U r o la bid a o a r g in a ta ,

D fs t o c h夕 s : , u l夕a r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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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c a n th o c o r is : c a b e r 和 M
a ttfPhu s : Ple n d fd u s ; N 样地为M

a ttiPho s s 户le n d id u 、 ,

D i、t a c h夕 : 。 u lg a r is ,

C h r夕 s o c o r is g r a o d is 不r一P h夕 s o P e lta 口u t ta ; O 样地为 D i : t u -

c h夕s 口 u l夕a r fs
。

3
.

据季节雨林水平结构内 5 个样地及 3 个时期蜷类科
、

属
、

种数及个体 数 的 统 计

(表 1 ) 表明
:

表 1 季节雨林水平结构内的蛤类昆虫

T a b
.

1 H e m iPte ro u s in s e c t s in ‘e v e l st ru e tu re o f s e a so n a l ra in fo r e s t

样 地
内 容 时期

E S W N O
小 11

l0

时‘只U

。了610一18148

科 数

6 月

8 月

1 JJ

小 计

5 月

8 月

1 月

10

2 3

9

属 数

一‘O八匕」

nJ
.

0心八己。们�Un。I1
J任

,�-八曰QU八八OCI日]一,曰1内jq曰n山

种 数

刁
、
十十

5 月

8 JJ

1 ) J

小计

7

8

5

1O

1O

9

7

2 3

1 3

9

7

2 6

5

3 4

2 4

g

5

3 6

5

1 6

选1 1 9

1 3

9

8

1 4

4 8

3 8

1 6

8 0

5 2

5 1

1了

9 8

2 0 8

2 3 6

14 2

e 4 6

门0曰,曰J任n‘x,曰�b一‘目QU一匕内j
口区2OU

‘, .月
..‘

迁l
‘泣Q‘八JO目卜

�00

、遥

01�口n刁J任亡U110‘一了60尸n勺」

个体数

5 月

8 月

1 月

小计

1 8

11 3

( l ) 林缘样地 ( E
,

S
,

W
,

N ) 内蜷类属
、

种数及个体数多于林心样地 ( O )
。

( 2 ) 蜷类科数
,

W > N
,

O
,
E

,

S ; 属
、

种 数
,

W > N > S > E > O ;
个 体

数
,

N > W > E > S > O 。

牡竹林片段 ( W样地 ) 和箭毒木
、

白颜树
、

黄叶树
、

爱地草

片段 ( N 样地 ) 内蜻类的种类及数量较其它片段 内显得丰富和多样化
。

( 3 ) 在 3 个不同时期中
,

蜷类的科
、

属
、

种数为 5 月> 8 月> 了月 , 个体数则是

8 月> 5 月> 1 月
。

4
.

据季节雨林水平结构内 5 个样地及 3 个时期蜷类群落结构的指标测定 ( 表 2 )
,

多样性指数以 S
,

W
, N 样地较高

,

E 样地最低
。

究其原因
,

似与林缘适宜的光照
、

温湿度条件有关
,

林缘也便于昆虫与周围环境接

触
,

有利于多种蟒类的生存与繁衍
。

而林心内的小环境
,

小气候条件不利于有些蜻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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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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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雨林水平结构内始类群落结构指标的比较

T a b
.

2
.

D e t e rm in a tio n o f d iv e r s ity
, e v e n n e ss , rieh n e s s a n d d o m in a n e e in d e x o f

卜e m iPte r o u s in s e e t s in Ie v e l s t ru e tu re o f s e a so n a ! r a in fo r e s t

样地及
Jl

产
(于

时 IU工
I干

户
(S ) { 1

产
(吕(二王了) SG

0
.

7 15 沈

0
,

8 工8 6

0
.

8 6 1 5

0
.

85 2 t

0
.

80 3 5

0
.

9 4 7 2

0
.

8 3 4 6

0
.

6 7 7 9

1
.

2 C7 4

2 6

3 1

1
.

1 2 8 8

0
.

9 9 2 0

0 导5 5 9

1
.

2 80 2

1
.

2 5 4 5

1
.

1了0 2 :
{

;

1
.

3 3 4 9

1
.

2 15 8

0
.

8 0 2 8

1
.

0 0 7 4

1
.

3 9 9 5

} 2 4 0 1

0
.

8 1 1 0

2
.

6 1 1沙

3
.

:弓, 6 2

3
.

3 55 0

3 1 5 1 1

艺 8 0 2 9

3 6 8 1 6

;1
.

2 9 0 5

2
.

2 9 1 7

;;
50

1 7

U
.

80 1 7

0
.

9 6 3 1

0
.

9 0 3 4

0
.

昌5 4 2

O 习5 1 9

0 9 3 1 8

0
.

8 4 1 1

0 80 8 9

0
.

4 7 7 9

O
,

2日了O

0
.

2 4 34

0
,

2 5 5 1

0
.

2 9 C:;

0
.

1 7 3 1

0
.

2 9 :孟O

0
.

3 2 3 9

5WON溯8)JIJJ

栖息
一

与繁育
。

加上林心采样困难
,

故林心样地 内的蜷类种类 与数量明显少于林缘样地
。

林缘 4 个样地
,

以W
,

N 样地内的蛤类种类及数量较多
,

其主要原因为W
,

N 样地外紧

接次生林
,

灌丛和人工胶林
,

昆虫活动的环境较大
,

人畜干扰较小
。

而 E
,

S 样地外则

紧靠傣家住地
,

尤其是 E 样地
,

人
、

畜
、

禽的干扰甚大
,

因此种类
、

数量少
,

多样性指

数低
‘

。

5
.

据季节雨林垂直结构内 5 个样地及 3 个时期蜻类科
、

属
、

种数及个体数的统计表

明
:

( l ) 5 个样地的上
、

中
、

下三个层次内的蜻类种类
:

中层 (1 3科
,

60 属
,

73 种
,

4 2 8头) > 上层 (1 1科
, 4 1属

, 4 7种
, 2 1 1头) > 下层 ( 5 科

,

5 属
, 5 种

,

7 头)
。

( 2 ) 3 个时期不同层次内的蜷类种类
: 5 月的中层 (1 1科

,

33 属
,

36 种
, I n 头)

> 上层 ( 9 科
,

2 5属
,

念8种
, 6 4头) > 下层 ( 0 ) ; 8 月的中层 (1 1科

, 3 8属
, 3 9种

,

1 9 0头) > 上层 (1 0科
, 1 9属

, 2 0种
, 8 2头 ) > 下层 ( 2 科

, 3 属
,

3 手;
, , 3 头 ) ; 1

月的中层 ( 7 科
, 1 0属

, 1 0种
, 5 1头) > 上层 ( 6 科

, 9 属
, 9 种

, 2 9头) > 下层 ( 3

科
, 3 属

, 3 种
, 3 头 )

。

不同样地及不同时期内的蜷类
,

均以中层占明显优势
,

种类

丰富
,

数量较多
。

6
.

据季节雨林垂直结构内 5 个样地及 3 个时期不同层次蜻类群落结构的 指 标 测 定

(表 3 ) 表明
:

( l ) 5 个样地不同层次内蜻类多样性和丰富度为中层> 上层> 下层
;
均匀性和优

势度为上层> 中层 > 下层
。

( 2 ) 3 个时期不同层次内蜷类多样性和丰富度
,

在 5 月和 8 月为中层> 上层 > 下

层 ; 1 月的多样性为上层 > 中层> 下层
,

丰富度为中层> 上层>
一

下层
,

均匀性和优势度

在不同时期内变化较大
,

不稳定
。

季节雨林垂直结构内不同层次的蜷类
,

以 中层的科
、

属
、

种
、

个体数及多样性指数

占明显优势
,

尤其是 1
.

5一 2 米的草本层与幼灌层的交错空间内
,

蛤类种类与数量最多
,

最丰富
。

因中层这一采虫空间内的植物种类与数量最多
,

最丰富
,

覆盖度也大
,

并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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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季节雨林垂宜结构不同层次蛤类群落结构指标的比较

T a b
.

5
.

D e te rm in a tio n o f div e r sity
, e v e n n e ss , r ic hn e ss a n d do m in a n c e

in de x o f he m iPte ro u s in s e c ts in v e r tic a } s t ru e t u r e o f se a t o n a 刃

ra in fo r e st

样 地

及时期
层 次 工犷 ( F ) H

’
(G ) l江

产
(S ) IJ

/
(S G F) S

E
,

S
,

W
,
N

,
O

0
.

8 9 9 8

0
.

0 4 4 2

0
.

6 7 3 1

2 6 5 8

.

3 2 3 2

,

3 28 0

3 65 8

下

3
.

49 3 6

3
.

6 3 3 2

0
.

67 3 1

0
.

90 7 4

0
.

侣4 6 8

0
.

4 18 2

0
.

2 27 5

0
.

1 7 5 2

0
.

1 42 9

一‘内Jlb
‘一任了

28360

5 )互

0
.

8 12 5

0
.

8 75 4

1
.

20 40

1
.

22 1 2

1
.

3 09 7

1
.

2 38 8

3
.

3 26 2

3
.

33 5 4

0
.

9 9 82

0
.

9 30 8

0
.

1 40 6

0
.

30 6 3

下上中

8 月

0
.

7 0 卫3

0
.

8 2 5 2

0

0
.

5 6 2 8

0
.

6 0 12

0
.

4 5 16

0
.

8 0 8 4

1
.

17 8 8

O

0
.

6 9 2 1

0
.

5 3 0 1

0
.

2 7 6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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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小环境及小气候条件
,

为多种蜡类的栖息
,

繁育提供 了有利条件和丰富的食物来

源
,

是适于多种蜡类生存活动的空间层次之一
。

季节雨林 3 个不同时期内
, 5 月份的蜷类科

、

属
、

种及多样性指数最大
, 8 月份的

个体数最多
; 1 月份的科

、

属
、

种
、

个体数及多样性指数均最低
。

表明 5 一 8 月前后的

气候条件较适于多种蜡类的生存与繁育
,

而 1 月前后的气候条件对多种蜷类的生存活动

不利
。

由于植物群落与空间结构
,

气候与环境条件
,

人类活动的影响程度和各种蜷类在生

长发育特性上的差异
,

不同样地
,

不同层次和不同时期内出现与形成不同的昆虫相
,

并

经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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