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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云新松叶蜂 (N eD d iP , l’o : 石an g 夕翻ic姗) 是云
、

贵
、

川三省飞播云南松林区发生和 危

害严重的新害虫
,

有关其茧的空间格局尚未有过报道
,

作者于 1 9 8 8年在这方面作了研究
,

现将

结果报道于下
。

一
、

材料和方法

(一 ) 调查方法

在西昌市螂环乡云南松林区的混交林
、

林下植被丰富
。

分山顶
、

山腰
、

阴
、

阳坡
、

疏密度

。
。

75
、

0
.

5 5
、

0
.

3 0
、

7 个不同类型样地进行调查
。

每个样地选 8 又 8 = 64 株树
,

在东南西北方向树冠投影的 1 / 4地面范围内刨土
,

调查记载

茧的个数
,

以考察茧在树间的格局
。

其中
,

固定 3 株树
,

以每株树的东南西北方向
,

上中下

三段调查枝条
,

树干 (取样点上段在第一轮枝开始处
,

中段在第一轮枝到地面的 1/ 2处
,

下段

在离地 10
.

00 c m 以上
,

三段均定长 3 o
.

00 c m )
,

树基(离地面 10
.

00 c m 范围内的树 干 )
,

树

冠投影以l/ 4半径长划分出内层
、

次内层
、

中层
、

外层四个圈层刨土调查记载茧的数量
,

以考

察茧在树冠投影内的格局
。

(二 ) 分析方法
1

.

扩散指标 I
,

平均拥挤度 M
*

和聚块性指标 M *
/万

。

2
.

Iw a o (1 9 6 5 ) M
* 一万 回归方法 [ “

, 6 , 7 1和徐汝梅等 (1 9 5 4 ) M * 一 M 模型改进型 t名]
。

3
.

格局纹理的分析
: ¹ M *

指标法 〔石了, º K r is h n a Z ye r ( 19 4 9 )的黑白 图 法 [ 2〕, » 周

新远 ( 19 8 2)
“

四色图法
” [’] 。

二
、

结果与分析

(一 ) 祥云新松叶蜂茧在树内的聚集强度
1 .

不同层次的比较 在不同层次的所有调查中
,

枝条
、

树干
、

树基上茧的数据均为 。
,

本文于1 98 8年 8 月 24 H 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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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祥云新松叶蜂茧不在该处分布
。

树冠投影内茧聚集度指标测定结果表见 1
。

表 1 树冠投影内茧滚集度指标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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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见
,
I > 。,

M
.

/ M > 1 ,

茧在树冠投影 内是聚集分布
。

结合M 与 M
*

/M 可 知
,

有的表现为低密度
、

低聚块
,

高密度
、

高聚块
;
有的表现为低密度

、

高聚块和高密度
、

低聚

块
。

树冠投影内
:
M

. = 一 0
。

4 0 4 + 4
。

6 6 3 M ( : = 0
.

9 4 4 )

a < o ,

说明在树冠投影内茧个体间相互排斥
,

夕> 1 ,

为聚集分布
。

2
。

树冠投影不 同层次茧格局的比较 从表 2 可见
,

在内层 7 个样地 I > o ,

M
*

/ M> 1为

聚集分布 , 次内层 6 个样地 I > 。
,

M
*

/M > 1为聚集分布
,

一个样地 I < o ,

M
*

/ M < 1为均匀

分布 j 中层 6 个样地 I > O,

M
*

/M > 1为聚集分布
,

一个样地 M
*

/M < l , I < O为均匀分布 ,

外层 5 个样地 I > 0 ,

M
.

/M > 1为聚集分布
, 1 个样地 M

*

/万
,
I < O 为均匀分 布

, 1 个样地

M
,

/M 二 l
,
I = o 为随机分布

。

表 2 树冠投影内不同圈层的来集度指标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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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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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不同层次 M
* 一 M 回归

:

内 层
:
M

. = 一 0
.

0 1 5
一

卜 1
.

9 2 3 M ( 1 二 0
.

9 5 2 )

中 层
:
万

. = 一 3
.

6 0 4 + 4 4
.

9 4 M 一 6 3
.

4 9 M
2
( ; = 0

.

7 2 0
, t = 3

.

6 6 3
, t 。

.

。: ,
T = 5

.

4 4 9 )

次内层
:
M

. = 0
.

0 19 + 3
.

3 2 2 叮 ( : 二 0
.

8 5 1 4 )

外 层
:

M
* = 0

.

0 0 6 + 3
.

4 9 9五f ( ; = 0
.

7 3 1 )

由 M
, 一 M 关系可见

:

茧在树冠投形 内哄
、

次内层和外层
a 令 。

,

口> l ,

分布的基本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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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个的个体
,

呈聚集分布
。

中层 M
* 一 M 不呈直线回归关系

:

直线回归
:

方程(1 ) 万
* = 1

.

0 2 2 + 4
.

4 8 4 M

一 6 3
。

4 9 M Z

从表 3 及图 1 可以看出
:

此时 M
* 一M

合实际情况
。

并且
:

曲线 回归
:
方程 (2) M

* = 一 3
.

60 4 十 44
.

94 M

间的曲线关系显著
,

方程(2 )所配合的曲线 更 符

表 3 按方程 (1) 及 (2 )配合万
*

一M

关系时所得聚集指标
:

一
’

一

{
’

黑箭 !
/ 二

= a , ·刀
,

/
+ : M

:

.

飞
、

了之⋯
·

⋯
刀

⋯
一

〕厂
-

中 层 二

⋯
1

一⋯
4

一{一 {
4 4
一

!一
图 1 按方程 (1 )(2 )分别配合的茧在树冠投影圈 中层 的

M一 刃f 关系比较

a’ 与
a
值之差较大(分别为1

.

0 22 和 一 3
.

60 4)
,

可见每个基本成份中个体数的分布的平均

拥挤度高
。

澎与口值之差也很大(分别为4
.

48 4和44
.

9 4 )
,

低密度下基本成份分布的相对聚集度很大
。

丫值甚高 (为 一 63
.

49 )且显著
,

说明随密度上升
,

基本成份的相对聚集度有很大的下降
。

此时
,

方程(2 )的二次项不可忽略
,

方程 (2) 不可用方程(1) 代替或近似
。

从内层
、

次内层
、

外层 M一 M 回归方程可见
:
茧体在各圈层均为聚集分布

。

个 体群中

个体的平均拥挤 以内层
、

次内层最高
,

外层最低每单位中个体群的聚块性以外层最高
,

内层

最低
。

综合考虑茧口密度
,

可以认为
,

外层种群数量小
,

但 聚集强度最大
,

内层 种 群 数 量

大
,

但聚集强度最小
。

3
.

东
、

南
、

西
、

北四 个方位的比较 从表 4 可见
:

东方
、

南方 7 个样地 I > 。,

M
*

/M > 1

表 4 不同方向茧聚集强度指标树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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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聚集分布
,

西方四个样地 I > 。,

M
*

/ M > 1 ,

为聚集分布
, 2 个样地 I 二 o ,

M
*

/M = 1
.

00

为随机分布
,

1 个样地 I < O,

M
巾

/M < O 为均匀分布
,

北方仍为 6 个 样 地 I> O ,

M
*

/ M > 1

为聚集分布
, 1 个样地 I = O,

M
*

/M
= 1

.

00 为随机分布
。

在东南西北方向上
:

东方
:

M
* = 一 1

.

2 6 6 + 1 2
.

72 9 M (r = 0
.

9 2 8 ) 西方
: M

. = 一 0
.

5 9 2 + i 2
.

5 1 8 M (r = 0
.

9 8 9 )

南方
: M

. = 0
.

4 4 5 + 7
.

5 0 3M (: = 0
.

7 0 3 ) 北方
:

M
* = 0

.

0 4 7 + 12
.

7 2 9 M (: = 0
.

8 7 7 )

东西两方 a < O ,

个体间相互排斥 ; 南方
“ > 0 ,

个体间相互吸引
,

分布的基本成份是

个体群 , 北方
a 幸 O

,

分布的基本成份是单个的个体
。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口> 1 ,

故为 聚 集

分布
。

从东南西北方向 M
* 一 M 回归方程可见

,

茧体在各方向上均为聚集分布
,

个体 群中个体

的平均拥挤以东方最高
,

北方最低
。

每单位中个体的聚块性在东
、

西
、

北方基本一致
,

北方

略高
,

西方略低一些
,

南方最低
。

综合考虑茧口 密度
,

可以认为
:
东方种群数量最大

,

聚集

强度也很高 (仅次于北方 )
,

北方种群数量最低
,

但聚集强度却最高
,

东方北方种群数量相差

很大
,

但聚集强度却几乎相当
,

南方聚集强度最低
。

(二 ) 祥云新松叶蜂茧树间格局纹理的分析

1
.

M
巾

指标法 按不同大小的样本作 M一 M 图(取样本大小
u ‘ = 1 , 3 , 5 , 7 ,

10
,

1 5 , 2 0 , 4 0 ,
6 0 , 以及 : ‘二 i ,

3
,

6
, g , 25 ,

3 0
, 5 0 ,

6 0 )
,

并按样本梯度标出M
*

/M
、

p 值的座标图
。

从图 2 可以看出
:

¹ 由于在一个种群内的不同样方的 M * 一 M 回归 线 皆如曲

线 (图 2 一 a ) ,

茧的空 jbJ 分布的基本成份是疏松个体群( I w a o , 19 7 2) , º 按 H a ir s t o n ( 19 7 1 )
,

M . / M 曲线下降最陡时
,

样方大小相当于个体群的面积 (图 2 一 b )
。

I w a o ( 19 7 2) 所 述 当分

布的基本成份是疏松个体群且 p 值大于 1 时
,

样方大小小于个体群面积
,

当 p 值曲线 下 降

最陡时样方面积刚刚超过个体群面积 (图 2 一 c )
,

可以认作为双重茧个体群
,

即一个大 个体群

(面积在15 株云南松约 30 二 2
) 包含若干小个体群 (面积在 5 株云南松约 10 m Z )

。

又据 I w a o( 19 7 2) ,

样方大小不 同时若干小样方的 p 值为零时则个体群内的分布 是 均匀

的
,

否则是随机的
。

可见
,

茧的个体在个体群内的分布是随机的 , 又因它们的 p 值图为锯齿

形
,

则小个体群在大个体群内的分布是均匀的
。

材 . /肚

l

人
了

尸一1吸1 t s 2 0 3 0 40 5 0

2 一 a

图 2

2 一 b Z一
e

徉云 新松叶蜂茧的M一M 关系及 不同样方大小时 的 M . / M
、 p 值坐标

2 。

K r is h n a Z y e r 黑 白图法 树间格局的 K r is h n a Z y e r 法表示见图 3 ,

少叹一 黑 结期

望值为48
. 4 4 ,

黑一黑结实际值为47 ,

两者大致相等
,

故判断茧的树六U分布格局是随 机 的
。

3 . “
四 色图法

”

对格局纹理的分析 K ri sh n a Z ye r( 19 49 ) 方法直观
,

了以其思维仍停 留在

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水平上
, “

四色图法
”

引入 了模糊炳的概念
,

能进一步刻划树问的格J
.

今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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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图 4 即为祥云新松叶蜂茧在树间分布的格局纹理
。

从图中可直 观 地 看 出
,

X ) 二 + 占
,

二《X < 二 + 占
, m 一 己镇X ( tn ,

X < 二 一 占
,

在总体中分别 占 2 0
。

3 1 %
, 2 9

.

6 9 %
,

3 2
。

8 1 %
,

17
.

19 %
,

说明祥云新松叶蜂茧量在树间分布的比例是正态分布
。

铆铆铆娜娜!!!!!!!!! 严严}}} 翻翻翻 一峨峨峨

黔黔黔
角角

黔黔巍巍

礁礁礁器器删删阴阴阴阴 卜卜
............... 睡睡侧侧侧侧侧侧侧

{{{{{ 吸吸班班班 ---

嘴嘴嘴落落羞羞龚龚豁豁111.:.: 洲洲嘟嘟!
’’

于,:’:::: 忽犷瞬瞬

树间茧体格局 ( 8 火 8 株 )黑一白图

X
= 2

.

5 6 1 己= 0
.

8 7

图 4 树间茧 体格局
“

四色图
.
( 8 又

!
N

8 株 )

四
、

讨 论

1
.

用 I
、

M *
/M 值对茧在树体不同层次

、

树冠投影不同圈层
、

不同方向的分析发现
,

总

的呈聚集分布
,

但也有不少资料呈均匀分布
。

这是由于选取了不同立地类型的样地
,

其空间

格局可能有所不同
,

关于不同立地条件祥云新松叶蜂茧空间格局的差异将另文探讨
。

2
. “

四色图法
”

虽然引入了模糊嫡的概念
,

但对 m 一 占( X < m 和 m 蕊X < 二 + 6 范 围的刘

划仍不精细
。

考虑到正态分布 中 p (X = m 士旬 = 6 8
。

3 %
,

即 p (m 镇X < 。 + 占 或 m 一占成X <

。) = 3 4
.

1 5 %
,

而 p (二) 。 + 。或 x < 二 一 “) 二 1。
·

8 5 %
,

作者 认为在 二 +

告
“和 m 一

合
6 处 ,

加两个分界点
,

作出树间格局纹理的
“

六色图
”

可以更精细地刻划害虫分布的树间格局纹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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