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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突圆蚁空间分布型的初步研究
*

陈佩珍 陈芝卿 连俊和 翁锦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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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的空间分布型是昆虫种群属性之一
,

也是昆虫生态学的内容
。

探明昆虫的空间分布

型
,

可以深入了解其生物学特性
,

通过种群分布的信息
,

揭示种群的空间结构及分布形式
,

为确定抽样技术
、

取样数量和分析提供依据
,

对生态学理论和生产上都有重要意义
。

为探索

松突圆纷 He
m ibe r le s ia p玄t百s即五ila T a k a g i分布特点

,

我们于1 9 5 7~ 1 9 5 5年
,

对 广东 省 惠

东县稳山林区不同郁闭度的松林进行了树冠各方位
、

各层次的虫口密度调查
,

运用七种聚集

度指标法测定空间分布型
,

用方差分析树冠各方位
、

各层次间虫口密度的差异
。

一
、

调查林地概况

调查林地位于惠东县稳山镇东北方约 3 k m 的丘陵地山坡上
。

海拔高 70 一 10 o m
,

面 积

约 2 0 0 h a ,

林龄为 8 一 9 年生的天然更新幼林
。

其株行距不规则
,

郁闭度O
。

3 ~ O
。

9 ,

林内枯

枝落叶少
,

活地被物稀疏
,

是近几年来松突圆纷的发生区
。

二
、

调 查 方 法

每年调查两次 ( 3
、 g 月或10 月)

,

在郁闭度为0
.

3
、

0
.

5 、 。
.

7
、

O
.

9( 不合要求的经修枝间

伐成需要的郁闭度)的林内
,

各选标准地 2 ~ 3 块
,

面积约 为 0
.

07 h a ,

每次以平行线法取样

株
,

在每块标准地内选取 5 株样树
,

分别在树冠东
、

南
、

西
、

北各方位的上
、

中
、

下三个层

次各取10 束松针进行镜检
。

三
、

松突圆纷的分布规律

(一) 松突圈幼的林间分布型

我们采用多种聚集度指标来进行测定该虫的林间分布型 I’
, “] ,

几个指标如下
。

1
。

扩散系数 C = 』一
,

X
即害虫虫口密度的方差和平均数之比

。

2
.

M o r is ita 指数 几 = C (” 一 1 ) + N 一 n

N 一 1

:
为抽样数

,

N 为总活虫数
。

3
.

负二项分布K 值
,
K =

5 2 一 无

本文于 19 8 9年 1 0月1 7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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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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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C a ss ie 指标
尸 _ 5 2 一 牙

勺 月 一 一

一
)

X 一

5
·

聚集度指标 ‘=

子
一 1

.

6
·

样本平均拥挤度 ’= ‘+

(普
一

1)
.

7
·

平均拥挤度
、

平均密度的比值
:

专

用以上七种聚集度指标对四种郁闭度标准地样树上的活虫数进行分析 (表 1 )
。

从表 1 看

出四种郁闭度林地 内松突团纷的聚集度指标
:
扩散系数均大于 1

.

5 ,

表明空间分布均属 聚 集

分布 ; Mor is ita 指数
、

负二项分布 K 值
、

Cas si e 指标
、

聚集度指标
、

样本 平 均 拥 挤 度
、

补牙指标的比较
,

表明各郁闭度林地的松突圆蛤均属聚集分布
,

即不是成单个个体均匀分布

或随机分布在林地的每裸树上
,

而通常是好多虫体成个体群聚集在林地的不同树木上
,

个体

群数量的多少是不 固定的
。

裹 1 不同郁闭度林内松突. 幼滚翔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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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聚集度指标以一束松针为单位计算
。

(二 ) 树冠不同方位和层次的虫口教l 分布

在各郁闭度标准地内
,

以平行线取样法
,

取样树40 株
,

每株树按东
、

南
、

西
、

北的上
、

中
、

下各取 10 束松针进行镜检 (每株样树共检查12 0束松针 )
,

统计活虫数(两年调查 4 次)
,

进

行方差分析 [s1
, F 检验

,

结果见丧 2
、

3
。

虽然不同方位
、

不同层次间虫口密度有差异
,

但

差异未达显著
。

四
、

讨 论

通过七种聚集度指标的测定
,

得出松突圆纷在各郁闭度林地的空间分布均属聚集分布
。

由于该虫空间分布型不是随机分布和均匀分布
,

在调查虫口密度时
,

不能用随机取样法
,

也

不能用机械取样法
。

根据聚集分布的特点
,

在调查虫口取样时可采用平行线或 Z 字 形 取 样

株
。

通过方差分析
、

F 检验
,

结果各方位
、

各层次间的虫口密度差异未达显著
,

这样可不必

多考虑树冠的不同方位和不同层次对抽样调查结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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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云沪泛⋯二
树冠不同方位生口润奋及F检验

” 虫 ,

}
占全树冠比“

(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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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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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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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

0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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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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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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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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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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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树冠不同层次虫口调奋及F检验

000
.

999

000
.

777

000
.

555

活 虫 致
层 次

(头 )

3 98 0

4 95 0

6 48 5

1 5 4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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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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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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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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