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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次生演替中

昆虫群落的动态研究
关

陶 滔 启克明
(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

昆明
,

65 0 22 3)

摘 要 通过 对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

砍伐后 4 块处于次生性演替恢复阶段
.

不同年代林中
,

所设固定样地

中昆虫群落的定时
、

定点和 定量采集观测
.

对群落中昆虫的数量
、

种类
、

群落的多样性
、

优势度和稳定性进

行 了分析 比较
.

从年度变化看
:

昆虫个体数和植食性 昆虫数在雨季是最大的
。

优势度 在演替阶段后期是雨

季大干旱季
,

而在前期则是旱季大于雨 季
。

多样性和均匀性 在演替后期是旱季大于雨季
,

而演替前期则是

雨季大于旱季
。

从演 替年代变化看
:

随着演替年代的递增
,

昆虫群落的多样性
、

均 匀性和 稳定性 有增加的

趋 势
,

而昆虫数量和植食性 昆虫数量减少的趋势
。

对昆虫群落稳定性 的讨论
,

试引人
“

变异系数
”

进 行讨

论
。

关键词
:

热带雨林
.

次生演替
,

昆虫群落
。

热带雨林的破坏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
。

在我国的西双版纳
,

由于农林生产
、

人 口 增加

等诸多原因
,

使得有限的热带原始雨林面积也在不断地减少 (森林覆盖率 由原来的 60 %减少

到 27 % ) 二
‘, ,

怎样缩短大 片次生性 森林的演替时间
,

使之恢复往 日的生态景观
.

已经成 为一个

急待解决的课题
。

研究热带雨林的自然次生演替规律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指导作用
.

昆虫群

落演替规律的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最早有关昆虫群落演替的研究报道是 C hi e v
in

,

1 9 6 6 年在法国北方西海岸对沙丘上植物

群落和昆虫群落组成进行的研究
·

此后几十年中 M a r tin
,

19 6 6
、

c o 。 m b、 邑w 。 。d r。 ffe
,

一9 7 3 和

N e u m a n n ,

1 9 7 1 等
二2〕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做了大量有关昆虫群落演替方面的研究

,

而 国内有关

昆虫群落演替方面的研究进行的较少
,

尤其是有关西双版纳热带昆虫群落演替方面的研究
.

还

未见报道
。

1 研究样地与方法

作者于 1 9 9 0 年 4 月
.

在西双版纳小动仑的 4 片处于恢复阶段不同年代的次生林中
.

选取

了 4 块昆虫研究样地
,

4 块样地都是经人为砍伐后
,

处于 自然次生性演替状态
。

海拔 7 00 m
.

属

于低山地貌
,

周围的原生林为热带季节性雨林
二‘

,

3 〕。

4 块样地的植被情况为
: I 号样地为 白背

桐
、

浆果乌柏群落 (M
口 llo tu s a P

e lta
、

S
a
Piu m 乙a c c 。 , ,、 C o , n m u , : it夕 )

,

为进行人为控制试验及优势

种 的利用研究
,

种植 T 一些喜阳的树种
,

如川谏 (沁 11。 to o se , ZJ e , 2
)

、

红椿 (T
o o , , a : 121。 ta )

、

云南

石梓 (G m e n lin a a r
b o

re )
、

山乌柏 (S
a
P iu m d is c o z o 二 )等

。

主要植物有 白背桐
、

浆果 乌柏
、

大叶藤黄

(G a r c i, : ia x a n t人oc 勿
u s
)等

; I 号样地为 白背桐
、

假海桐群 落 (何山zz
o t u s a p

e zz a
、

P it to sp
o r

oP
s : s

k e r ri i C o m m u n it y )
,

主要植被有 白背桐
、

假海桐
、

滇银柴 (AP or
。、。 少u , , , , 。 , , e , 2、i、)等

; 皿 号样地为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3 8 9 7 0 1 68

。

收稿 日期 19 9 3 1 1 1 6
,

修改稿收到日期
: 1 99 4 0 7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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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桂花
、

印度拷群落 (尸a ; a m ic入尸zia 乙a ilz o , : 、

C a st a , ,

Op
s i、 i, :己ic a C o m m u n it y )

,

主要植被有 山桂

花
、

印度拷
、

鸡血藤 (Mi zle t ia p 。Ic 入ra )
,

蒲桃 (匆却g iu m ] a m 乙。 : )等
; IV 号样地为箭毒木

、

白背

桐群落 (八
。 ti。 : i、 to x ic a : ia

、

腼
zz o t u 、 。

p
e lt a c o m m u n it y )

,

主要植被有箭毒木
、

白背桐
,

滇银柴
、

木姜子 (L it se a P
u n g e n s

)等
。

4 块样地演替年代由大至小的顺序是
: I 号

、

l 号
、

l 号
、

IV 号
。

每块昆虫固定样地面积为 50 m

x 50 m ’ ,

采虫高度从地面至 4m 高处
,

地面进行 lm 又 lm 面积多点随机手工捕虫
,

地面以上空间进

行随机连片网捕
,

网直径 30 o m
,

网深 6 0c m
,

网长 2
.

4 m
,

定 8 0 0 网次每块地每次
。

每年雨季 (8 月)
,

旱季 (4 月
,

旱季最高温
; 1 月

,

旱季最低温 )
,

进行 3 次采虫
,

标本带回室内进行整理鉴定
。

昆虫群落结构指标选取
:
Pi e lou (19 7 5) 等级多样性指数公式

〔5 , ;

H
,

(S G F )一H
,

(S ) + H
,

(G )+ H
‘

(F )
,

在生态调查中
,

通常不强求必须鉴定出种名
,

仅需区分为不同种
,

种名用符号代

替
,

此 时 可 除 去 H
,

(G ) 这 一 级
一

。
.

各 级 多 样 性 指 数 用 S h a n n o n 一

w ien ne r 公 式
二

代 H
‘

-

一 习川
n 尸 计算

; Pie l。 t : (1 9 6 6 )均匀性公式
5 〕 :

, 一万
,

/ 一n s 计算
; B e rg e卜 Pa r

k e r
优势度指数

二5〕 :

d 一N
m : :

/ N 计算
;

在对多样性与稳定性的讨论中
,

引入变异系数的相对量化指标进行讨论
。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
.

1 昆虫群落结构年度变化

通过两年 6 次采虫
,

共获得昆虫标本 4 9 8 7 头
,

分属 19 个 目
。

详细在各样地的分布结果见

表 l
。

表 1 4 块样地类群数与昆虫量季节变化情况

T a b le l
‘

f h e s e a s o n a l v a r ia tio n o f in s e e t sP伙ie s a n d in d iv id u a ls in fo u r Plo t s

4 月 8 月 l 月

样地号
N u

tn l)e r o f p lo 丫

A u g
·

目数

N t)

数量

N I

密度
D

目数

N t )

数量
N I

密 度

上)

目数

N U

数量 密度
D

合计

T o t a l

M一614311220320
0

.

13 0 6

0
.

()5 2 2

()
.

0 5 4 6

()
.

()6 7 4

0
.

13 2 6

0
.

0 7 5 4

0 0 8 4 6

0
.

()9 6 ()

1 5

l 2

l 1

1 4

0
.

1 2 8 7

0
.

0 6 6 9

0
.

0 6 1 1

0
.

0 7 5 8

1 9 3 0

1 0 0 4

9 1 6

11 3 7

N O ~ n u m b e r o
f o r d e r N l =

n L] rn b
护 r o f z n

d
lv 一

d
u a ls D = d

尸 n s lt y

从表 1 可看出 8 月虫量最大
,

4 月次之
,

l 月最小
。

这与热带的气候和植被生长情况有关
.

8 月是热带地区降雨量和温湿度最大
.

植被生长最茂盛的时期
,

这为昆虫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

充足的食物来源
。

表 2 4 块样地昆虫群落组成比较

T a b le Z
『

fh e c o m Pa r a s io n o f in s e c t e o m m u n ity e o m P0 sitio n in fo u r p I0 t s

目 。
·
d

⋯
:样 地号 “ u rn b e r 。 , p ,。

t,
鞘翅 目 C o l

e o p t e r a

双翅 目 D . p te r 之、

膜翅目 H y。 。 n o p t。 r 。

同翅 目 H o rn o p t e r ; 、

半翅 目 H
e
m

lp t e r 、

直翅 目 o
r r l、o p t 。r : 、

鳞翅目 L 。 p ld u p t。 r: ,

其它 目 t) , 11 。 rs

()
.

16 5 8

0
.

3 3 8 9

()
.

0 9 ()2

()
.

() 9 2 2

0
.

()8 8 0

()
.

1 39 4

()
.

〔) 4 35

()
.

() 4 2 1

0
.

2 3 1 1

0
.

2 4 20

0
.

1 9 1 2

(〕
.

0 7 4 7

()
.

() 5 7 8

()
.

1 () 5 6

()
.

兀) 2 8 8

()
.

() 6 8 8

0
.

1 6 7 0

0
.

2 8 3 8

0
.

2 0 6 3

0
.

0 8 ()8

0
.

0 5 9 0

0
.

1 24 5

()
.

0 3 17

0
.

0 4 6 9

0
.

2 4 7 1

0
.

2 4 7 1

0
.

18 0 3

0
.

0 7 3 0

0
.

0 7 0 4

0
.

10 2 9

0
.

0 2 6 4

()
.

0 5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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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表 明
,

在全年 昆虫 群 落的组 成 中双 翅 目 (Di p te r a )是 数量 最 大的 目
.

其次 是鞘 翅 目

(C o le p te r a )和膜翅目(H ym e n o p t e r a )
,

这 3 个 目的数量占整个昆虫群落量的 6 0 % 以上
。

表 3 4 块样地植食性昆虫数工比较 表 4 4 块样地优势度指数年度变化

T a b le 3 T 七e e o m p a r a s io n o f P七yt o p h a g o u s ins ec ts T a b le 4 T h e d o m in a n e e in d e x o f y e a r ly v a r ia t io n

in ro u r s a m p le p lo ts in fo u r Plo t s

样地号 4 月 样地号

N u m b
e r o f Plo t

4 月

A Pr
.

8 月

A
u g

.
迁
月

J U l l
·

‘

::
‘

::
‘

::
1 6 2 8 3 4 4

即 8 7
.

5 9 3 8 1

0
.

0 4 0 1

0
.

1 0 0 0

0
.

0 5 4 3

0
.

1 6 1 0

0
.

1 4 4 0

0
.

0 39 2

0
.

0 7 4 7

0
.

0 6 2 4

0
.

0 7 0 2

0
.

0 8 7 7

0
.

0 6 9 1

0
.

0 9 8 3

表 3 表明 8 月份的植食性昆虫数是最高的
,

这是因为 8 月份具有丰富的植物和适宜的温

湿度
,

为植食性昆虫提供了最适的生存条件
。

表 4 示出
,

4 块样地优势度指数年度变化
:

IV 号样地的是 4 月> 1 月> 8 月
。

表 5 4 块样地均匀性指数年度变化

T a b le 5 T h e e v e n n e s s in d e x o f y e a r ly v a r ia t io n

in fo u r p lo ts

号和 皿号样地的是 8 月> 1 月> 4 月
.

1 号和

样地号
N u n

rn b
e r o f p lo r

4 月

A P r
.

()
.

74 9

()
.

7 3 3

0
.

8 4 8

0
.

67 7

8 月

A
u g

.

()
.

6 6 6

()
.

7 9 1

()
.

7 6 8

()
.

7 6 8

孔最

4 块样地 S ha n n o n 一

w ien n e r
多样性指数

年度变化

T h e S h a n n o n 一

W ie n n e r d iv e r s iry in d e x o f

y e a r ly v a r ia t io n in fo u r Plo t s

0
.

7 3 6

0
.

6 6 1

0
.

7 98

0
.

7 2 7

样地号
N u m l〕e r o f o lo t

4 月

A p r
.

2
.

8 2 8

2
.

3 9 6

2
.

7 0 1

2
.

3 8 2

8 月 1 月

A
u g

.

J
L」n

.

2
.

5 8 2
.

6 3 7

2
.

68 7 2
.

() 1 7

2
.

57 5 2
.

3 6 8

2
.

6 2 3 2
.

4 1 5

0
.

4 8

0
.

4 4
0

.

4 6

0
.

41

11 lll w

祥地号 N u m be r of 咖ta

图 1 4 块样地 植食性 昆虫 比较

F 19
.

1 T h e e o rn p 是‘r ;ls zo n o f p l飞y to p h
s g o u s z n s r c rs

in fo
u r Plo r s

表 5 表 明 4 块样地均匀性的年度变化
: 工

和 皿号样地是 4 月> 1 月> 8 月
,
IV 号样 地是 8

月> 1 月> 4 月
.

1 号样地是 8 月> 4 月> 1 月
。

从表 6 可见 4 块样地多样性指数的年度变

化规律是
: I 和 l 号样地是 4 月最大

,

I 和 周 号

是 8 月最大
。

2
.

2 不同演替年代昆虫群落结构比较

从表 1 各块样地全年虫量 比较来看
.

各 样

地虫量 由大到小的规律是
: I > w > I > m

.

可

见昆虫量并不随其演替年代的增大而增长
.

反

而是随其演替年代的增加而减少并趋于稳定的

趋势
,

l 号样地 由于人为种植了一些树种
.

造成

植物品种单一
,

使昆虫群落受到影响
。

前 人的大 量研 究 (C h e v in 19 6 6 ; S he lfo
r
d

‘夕‘只兮军七五

1 9 1 3 ;M a r ti n 19 6 6 等 )表明
,

植食性昆虫在生物群落的演替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

植食性昆虫通

过植物的利用
,

从而降低植物的活力来影响植物之间的竞争平衡
一

2
·

6 8 〕 。

作者对植食性昆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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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 4 块样地中所占比重进行计算
,

结果见图 1
。

从图 1 可以看 出在演替前期植食性昆虫在整个群落中占的比例较高
,

随着演替年代的增

加
,

植食性昆虫在群落中占的比例有下降的趋势
。

由于 I 号和 l 号
、

l 号和 IV 号样地的年代较接近
,

各类指数变化不明显
,

所 以选取年代 差

异较大的 l 和 w 号样地均匀性指数进行方差分析
,

结果见表 7
。

表 7 一
,
IV 号样地均匀性指数比较

T a b le 7 T 七e e o m Pa r a sio o o f e v e
nn

ess in 血万 o f Plo t l , IV

样样地号号 4 月 s 月 l 月 平均值
t 值值

NNN
u
m b e r o f Plo ttt A p r

.

A
u g

.

J
u n

.

A
v e r a g e r 一 t e s ttt

二二二
0

.

8 3 6 0
.

8 5 9 0
.

7 8 6 0
.

7 5 0
.

8 0 1 0
.

7 9 5 0
.

8 04 2
.

3 5 555

00000
.

7 74 0
.

5 8 0
.

7 4 9 0
.

7 8 6 0
.

7 1 9 0
.

7 3 4 0
.

7 2444

11 11[ W

样地号 N咖be r of 醉ot .

图 2 4 块样地 S h
a n n o n 一

W io n n 。 :

指数 比较

T h e c o m p a r a s io n o f S h
a n n o n 一

W ie n n e r
d i

v e r s
it y

in d
e x 一n

fo
u r p lo ts

t = 2
·

3 5 5 > to
.

。。
= 2

·

2 2 8
,

所 以从演替年代

看均匀性 由大到小的顺序是 皿 > w
,

即均匀性

随演替年代的增加而增加
。

S ha n n o n 一

W ie n n e r 指数反应的是系统中信

息量的大小
,

因此具可累加性
。

将每块样地全年

的 H
,

指数进行累加比较
,

结果见图 2
。

从图 2 可看出
,

各样地多样性指数 由大到

小的顺序是 I > m > W > l
,

即随着演替年代

的增加
,

S ha n n o n 一

W ie n n e : 多样性指数量有增

大的趋势
。

长期以来
,

生态学家们对生物群落多样性

与稳定性的关系一直有争议
〔幻 ,

主要是缺乏一

定的数量指标
。

稳定性是指生态系统对抗外界

干扰的能 力
,

它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指抵抗偏离初始态的能力
,

二是指受扰动之后返 回初始态

的能力
。

这里试引入统计学中
“

变异系数
”

对 4 块样地的 S ha n n o n 一

W ie n ne
:

的年度变化进行测

定
,

结果见表 8
。

表 8 不同演替年代 sha n no n 一w ien ne
r
多样性指数年度变化

T ab le 8 T h e ye a r ly v a r itio n o r S h ann
o n 一

W ie n n e r d iv ers ity in d e x in ro u r p lo t s

样地号 19 9 0 1 9 9 1 19 9 2 变异系数
N u

m b
e r o f p一o t 4 月 A p r

.

8 月 A
u g

.

l 月 J
u n

.

4 月 A p r
.

8 月 A
u g

.

l 月 J
u n

.

C
.

V
.

1 3
.

0 O 9 2
.

9 l7 2
.

9 0 4 2
.

6 4 7 2
.

2 4 3 2
.

3 7 0
.

0 7 6 2

1 2
.

3 6 2 2
.

7 85 2
.

2 0 9 2
.

4 2 9 2
.

5 8 9 1
.

8 25 0
.

1 l 1 9

1 2
.

7 1 3 2
.

8 88 2
.

6 4 9 2
.

6 8 8 2
.

2 6 l 2
.

0 86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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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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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 6 9

变异系数反映的是数据变异程度
,

它不受平均数大小影响
,

可以用来进行多组数据间的变

异程度的比较
。

从表 8 可得出 4 块样地变异系数由大到小的顺序是
: Iv > I > I > 班

,

在 4 块

样地每年度受同样的外界干扰的情况下
,

是否可以认为 4 块样地对抗外界干扰的能力
,

即 4 块

样地相对稳定性 由大到小的顺序是
: 皿 > I > l > W

。

这一结果与 O du m
,

19 6 9 的预测结果
〔5 ,

是一致的
。

3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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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从 昆虫群落年度的变化上
,

可以知道
:

昆虫的数量在雨季 比旱季大
,

而从群落的结构上

看
,

在演替恢复阶段的前期
,

优势度指数是旱季比雨季大
,

而均匀性和 S h a
rm on

一

W io n
ne

r 多样

性则是雨季 比旱季大
;
在演替阶段的后期

,

昆虫群落的优势度指数是雨季要 比旱季大
,

而均匀

性和 S h a n n o n 一

w ie n n e r 多样性指数则是旱季比雨季大
。

3
.

2 从昆虫群落的次生演替变化情况看
:

昆虫的个体数量和植食性昆虫数随演替年代的增加

而减少
;群落的均匀性和 S ha n n o n 一

W ienn
e r 多样性指数随演替年代的增加而增大的趋势

。

这

一研究结果与 Odu m
,

1 9 6 9 年的预测结果
〔5 ,
是一致的

。

3
.

3 群落的稳定性是群落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
,

它反映了群落对外界干扰的抵抗能力
,

在 目

前不可能对群落的结构功能做到完全了解的情况下
,

选择一些能够反映群落内部变化的指标
,

是比较可行的
。

用变异系数来比较群落之间相对稳定性的大小
,

只是一种尝试
,

有待进一步的

研究资料来论证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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