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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大岗山杉木凋落层土壤动物群落动态及多样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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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获得更接近自然状态下森林凋落层土壤动物群落 ,于 2002年 1月至 12月 ,采用凋落袋法 (网孔 5、1、1 /300

mm)对江西大岗山杉木纯林和混交林 (杉木 2:鹅掌楸 1)凋落层土壤动物群落及其凋落叶分解过程中的动态变化进行

研究。在 168只凋落袋中 ,共采集到土壤动物 4 321只 ,隶属 3门 11纲 30目 ,其中大型土壤动物优势类群有膜翅目、后

孔寡毛目、鞘翅目和双翅目 ;中小型土壤动物优势类群有弹尾目和蜱螨目。凋落层的土壤动物以杂食性、植食性和捕

食性为主。土壤动物数量在两种林型的 1—3月份数量均呈递增趋势 ,土壤动物类群在杉木纯林 1—5月份以及杉木

混交林 4—7月份呈递增趋势 ,两种林型土壤动物类群数和个体数在α = 0. 05差别不显著 ,其个体数和类群数大小均

为杉木混交林 >杉木纯林。在三种类型凋落袋中 ,土壤动物总类群数和个体总数均为网孔 1 > 5 > 1 /300。土壤动物多

样性指数随时间推移 ,基本呈递增的趋势 ;优势度在纯林中呈递减的趋势。两种林型森林凋落物土壤动物群落异质性

较高。后孔寡毛目在杉木混交林凋落物中集聚的时间最长 ,鞘翅目集聚的时间最短 ,分别为 8. 42和 6. 45个月 ;膜翅目

在杉木纯林凋落物中集聚的时间最长 ,弹尾目集聚的时间最短 ,分别为 9. 90和 7. 9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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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fauna community and its dynam ics during leaf litter decomposition were investigated by litterbag

method ( from Jan. to Dem. , 2002) in Chinese fir pure and m ixed forest (Chinese fir∶Chinese tulip tree = 2∶1) at

Dagangshan, J iangxi Province. 4 321 individuals were collected from 168 litterbags, which belonged to 3 Phyla, 11

Classes, 30 O rders, the most dom inant taxa of macrofauna was Hymenop tera, O l. Op isthopora, Coleop tera and D ip2
tera; of meso and m icrofauna were Collembola and Acariform s. Most were Omnivores, Phytophage and Predators in

forest litter.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of two type of forest was trended towards increasing during Jan. to Mar. ,

while the number of soil fauna group was trended towards increasing during Jan. to May in Chinese fir forest and

Ap r. to Jul. in m ixed forest, the difference of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number between two types of forest was not

significant atα= 0. 05.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group of soil fauna were in m ixed forest > Chinese fir forest. Both

soil fauna individual and group were in the order from high to low∶5 mm > 1 mm > 1 /300 mm in three mesh size of

litterbags. The diversity of soil fauna community was trended towards increasing, and dom inance of Chinese fir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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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trended towards decreasing with the lap se of time. Soil fauna community wasmore heterogeneous at different for2
ests. The colonized time of O l. Op isthopora and Coleop tera were 8. 42 and 6. 45 months at m ixed forest respectively,

while Hymenop tera and Collembola were 9. 48 and 7. 91 months respectively at Chinese fir forest.

Key words: soil fauna community; dynam ics; accumulating; Chinese fir forest; J iangxi

森林凋落物层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凋

落物分解和养分释放是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纽带。

土壤动物主要通过消化和粉碎落叶并刺激微生物来

调控分解过程 [ 1 ] ,并且其群落结构由于落叶在分解

过程中质量的损失、组成、化学成分以及微生物等的

改变而发生相应改变 [ 2 ]。

目前凋落物分解往往针对某单一树种 ,通过某

一树种凋落物的分解过程分析土壤动物作用或群落

演替 [ 3～6 ]。森林生态系统中 ,凋落物是各树种或者

与下木和草本植物凋落物的混合物 ,不同种类或不

同质地的凋落物混合在一起分解产生相互作用 [ 7 ]。

关于江西大岗山杉木林凋落物的研究较少 ,对土壤

动物在凋落物分解中作用与演替的相关研究未见报

道。因此本文通过杉木林以及杉木混交林凋落叶分

解试验 ,对凋落叶袋内土壤动物群落组成和动态的

变化进行研究 ,对于正确理解土壤动物群在杉木凋

落物分解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自然概况与研究方法

1. 1 自然概况

江西大岗山位于江西省分宜县境内 , 114°30′～

114°45′E, 27°30′～27°50′N,属亚热带湿润气候

区 ,年均温度 15. 8 ℃, 年均日照时数 1 656. 9 h, 年

均降水量 1 590. 9 mm, 其中 4—6月份降水量占全

年的 45% ,无霜期 265 d。土壤属地带性低山丘陵

红壤、黄壤类型及其亚类 ,成土母质为残积型或坡积

型。地带性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代表种青冈

栎 [ Cycloba lanopsis g lauca ( Thunb. ) Oerst ]、刺栲

(Castanopsis hystrix A. DC. )、大叶锥栗 [ Castanea

hen ry i ( Skan ) Rehd. et W ils. ]、甜槠 [ Castanopsis

eyrei (Champ. ) Tutch. ]、苦槠 [ Castanopsis sclerophy lla

(L indl. ) Schott. ]、木荷 ( Sch im a superba Gardn. et

Champ. )、红楠 (M ach ilus thunberg ii Sieb. et Zucc. )

等。植被类型主要有常绿针叶林 (杉木林、马尾松

( P inus m asson iana Lamb. )林、常绿阔叶林、常绿与

落叶阔叶混交林、毛竹 [ Phy llostachys edu lis ( Carr. )

H. de Lehaie ]林、油茶 (Cam ellia oleifera Abel. )林等。

1. 2　研究方法

为获得更接近自然状态下森林凋落层土壤动物群

落 ,于 2001年 10月分别采集杉木 [ Cunningham ia lan2
ceolata (Lamb. ) Hook. ]纯林和杉木混交林中的两个优

势种 (杉木 ∶鹅掌楸 [L iriodendron chinense ( Hemsl. )

Sarg. ] =2∶1)的自然凋落叶 ,称取 15 g(鲜质量 ,在计算

时换算为干质量 )分别放入 3种网孔 (5、1、1 /300 mm)

尼龙袋中 (15 cm ×20 cm) ,将网袋按照间距 1 m并排埋

入落叶层下 ,共计 168袋 ,于次年 1月至 12月间 ,每月

采集一次样品 ,其中 5、1各 3袋 , 1 /300 mm (对照 ) 1

袋。利用改良干漏斗 (Modified Tullgern)和手捡法进行

分离土壤动物并进行鉴定。

由于分类的限制 ,土壤动物类群按照大类进行

分类 [ 8 ] ;土壤动物体型大小依据在食物分解过程中

作用 [ 9 ]进行分类。

1. 3 数据处理

群落多样性指数采用香农 2威纳多样性指数

( Shannon2W eaner index)、Pielou指数和辛普森优势

度指数 ( Simp son index) ,即

H′= - Σ
s

i = 1
P iLnpi Js = H′/ lnS C =Σ (

ni

N
) 2

群落相似性采用 Jaccard ( q)指数 , q = c / ( a + b

- c)式中 a, b分别为群落 A、群落 B的类群数 , c为

两类群的共有类群数。

土壤动物在落叶分解过程中的集聚时间采用演替

指数表示 , Ti =Σ
s

i =1
ni ·m i /N, Sdv = Σ

s

i =1
ni ·(m i - Ti ) 2

/N ,

式中 Ti演替指数 , ni为第 i次采集时的个体数 ,m i为开始

到第 i次采集时的月数 ,Sdv为标准差 ,N为总个体数。

各类群数量等级划分 :个体数量占全部捕获量

10%以上为优势类群 ,介于 1% ～10%的为常见类群 ,

介于 0. 1% ～1%为稀有类群 , 0. 1%以下的为极稀有

类群。

2　结果与分析

2. 1　土壤动物群落组成

在两种林型 168只分解袋中 ,共采集到土壤动物

4 321只 ,隶属 3门 11纲 30目 ,见表 1,其中大型土壤

动物 26类 ,占所鉴定个体数的 21. 35% ,其优势类群 4

类 ,即 ,分别膜翅目、后孔寡毛目、鞘翅目和双翅目 ,分

别占大型土壤动物的 10. 61%、12. 74%、15. 53%和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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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82%;常见类群 12类 ,盲蛛目、圆马陆目、柄眼目、

啮虫目、蜈蚣目、双尾目、伪蝎目、等足目、球马陆目、

蜘蛛目、同翅目、近孔寡毛目 ,分别占大型土壤动物的

1. 12%、1. 12 %、1. 23 %、1. 45 %、1. 56 %、1. 79 %、

2. 01 %、2. 01%、2. 12 %、3. 19%、4. 13%、6. 82 %。

中小型土壤动物 4类 ,占所鉴定个体数的 78. 65% ,其

土壤动物总数的优势类群 2类 ,即弹尾目和蜱螨目 ,

分别占中小型土壤动物的 38. 87%和 60. 82%;其他均

在 0. 10%以下 ,为稀有或极稀有类群。

表 1　大岗山森林凋落物层土壤动物群落结构

类群 体型 杉木 混交林 频度 多度 食性
1后孔寡毛目 Ol. opisthopora 大型 31 83 12. 74 333 S

2近孔寡毛目 Ol. plesiopora 大型 17 44 6. 82 33 S
3柄眼目 Stylommatophora 大型 6 5 1. 23 33 Ph
4蜘蛛目 Araneae 大型 21 14 3. 91 33 Pr

5猛水蚤目 Harpacticioda 大型 2 0. 22 Pr
6伪蝎目 Pseudoscorpiones 大型 9 9 2. 01 33 Pr
7盲蛛目 Opiliones 大型 7 3 1. 12 33 Pr
8蜱螨目 Acariforms 中小型 1 037 969 60. 82 333 O
9等足目 Isopoda 大型 7 11 2. 01 33 S
10圆马陆目 Sphaero theriida 大型 4 6 1. 12 33 Ph

11球马陆目 Glomerida 大型 9 10 2. 12 33 Ph
12眼马陆总目 Ommotophora 大型 2 1 0. 34 Ph
13地蜈蚣目 Geophilomorpha 大型 1 2 0. 34 Pr
14石蜈蚣目 L ithobiomorpha 大型 1 0. 11 Pr

15蜈蚣目 Scolopendromorpha 大型 7 7 1. 56 33 Pr
16综合目 Symphyla 中小型 1 0. 03 Pr
17四蠋虫戋目 Tetramerocerata 大型 1 0. 11 ?

18弹尾目 Collembola 中小型 622 660 38. 87 333 O
19双尾目 Dip lura 大型 2 14 1. 79 33 D
20蜚蠊目 Blattop tera 大型 4 1 0. 56 O
21革翅目 Deramptera 大型 3 0. 34 O
22半翅目 Hemiptera 大型 1 4 0. 56 Ph

23啮虫目 Psocop tera 大型 7 6 1. 45 33 Ph
24缨翅目 Thysanop tera 大型 1 4 0. 56 Ph
25鞘翅目 Coleoptera 大型 27 112 15. 53 333 O

26鳞翅目 Lepidop tera 大型 6 2 0. 89 Ph
27双翅目 Dip tera 大型 119 130 27. 82 333 O
28同翅目 Homoptera 大型 22 15 4. 13 33 O
29膜翅目 Hymenop tera 大型 48 47 10. 61 333 O
30等翅目 Isoptera 中小型 9 0. 27 D
倍足类 Dip lopoda 12 43

幼虫 18 55
(小计 ) 大型 361 534
　　 　中小型 1 669 1 629

类群 28 27
(总计 ) 2 060 2 261

　　注 : Ph:植食 , D:枯食 , F:菌食 , Pr:捕食 , S:腐食 , O:杂食 ; 3 3 3
优势类群 , 3 3 常见类群。

森林凋落物层动物营养功能类群主要以杂食

性、植食性和捕食性为主 ,均占 26. 67% ,枯食类所

占的比例最少 (为 6. 67% )。

所采集到的 28类优势类群和常见类群均分布

于两种林型中 ,因此可以认为 ,优势类群和常见类群

为大岗山森林凋落层的主要土壤动物类群 ,在森林

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稀有和极稀有类群则

是对森林环境变化中的敏感类群 ,仅在某一时期及

土壤条件适宜时 ,其数量会逐渐增加 ,并成为某一时

期的常见类群。土壤动物以中小型动物为主。

2. 2　土壤动物群落变化规律

2. 2. 1　土壤动物数量和类群变化 　在两种林型中 ,

混交林土壤动物个体数量大于杉木纯林 ,但类群数

两者相同 ,杉木纯林和杉木混交林土壤动物数量和

类群逐月变化如表 2。从表 2可见 ,土壤动物随时间

推移 ,类群和数量增加趋势不明显。在全年 12个月

份中 ,土壤动物个体数杉木纯林 1月份最低 , 1—3

月份数量出现递增 , 5—8月份数量出现递减 ;杉木

混交林 7月份最低 , 1—3月份数量出现递增 , 5—7

月份数量出现递减。土壤动物类群数两种林型 1月

份均为最低 ,杉木纯林 1—5月份类群数呈递增趋

势 ,而杉木混交林则 4—7月份类群数呈递增趋势 ,

但在α = 0. 05时 ,两种林型土壤动物类群数和个体

数差别不显著。

三种类型网袋内土壤动物类群和个体数量变化

趋势如表 3,其土壤动物总类群数和个体总数均为 1

> 5 > 1 /300 mm,但不同林型土壤动物类群和个体

数量出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时间不同。两种林型

中土壤动物类群数出现最大值的时间较分散 ,而土

壤动物个体数出现最大的时间相对比较集中 ,其中

混交林在 2至 3月份土壤动物个体数出现最大值 ,

杉木纯林则分别在 2月、3月和 5月份出现最大值 ;

两种林型土壤动物个体数均在 1月份最少。

2. 2. 2 土壤动物多样性变化 　土壤动物多样性指

数 (H )、均匀性指数 (J )以及优势度 (C )随月份和林

型的变化如表 2所示 ,土壤动物多样性指数随时间

推移呈增长趋势 ,其中土壤动物多样性指数在纯林

中 1—4月份呈递增的趋势明显 , 5—8月份则递减 ,

9—12月份仍为递减 ;混交林基本呈递增趋势。均

匀性指数在纯林中基本上呈递增趋势 ,混交林变化

较大 ;优势度在纯林随月份增加基本呈递减的趋势 ,

混交林 1—5月份呈递增趋势 , 5月份达到最大值 ,

6—8呈递减趋势 , 9—12月份差异较大。多样性指

数仅反映土壤动物群落结构变化且与类群数 ( t纯 =

0. 680 4, t混 = 0. 675 1, p < 0101 )及均匀性 ( t混 =

01416 4, p < 0. 05)的变化相一致。

Jaccard ( q)指数为 0. 634 9,表明在两种林型中 ,

森林凋落物土壤动物群落的组成具有很高的异质

性 ,反映出不同植被覆盖物对土壤生态系统内部环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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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进而对土壤动物群落的影响。

表 2 土壤动物群落变化

月份
纯林

个体数 类群数 多样性 均匀性 优势度

混交林

个体数 类群数 多样性 均匀性 优势度
1 52 7 1. 953 7 1. 004 0 0. 166 4 159 7 1. 211 2 0. 622 5 0. 016 0
2 271 13 2. 434 9 0. 949 3 0. 140 2 318 17 2. 967 0 1. 047 2 0. 064 9

3 274 14 2. 817 5 1. 067 6 0. 086 6 647 16 3. 295 2 1. 188 5 0. 062 3
4 164 16 2. 824 3 1. 018 7 0. 087 0 123 13 3. 025 8 1. 179 7 0. 065 9
5 202 24 3. 221 4 1. 013 6 0. 073 8 217 19 3. 088 5 0. 971 8 0. 076 7
6 164 19 3. 258 7 0. 010 6 0. 061 6 135 20 3. 533 5 1. 179 5 0. 044 5
7 162 19 3. 161 3 1. 073 6 0. 062 5 120 22 3. 589 2 1. 161 2 0. 033 9
8 138 15 3. 023 6 1. 116 5 0. 074 1 121 21 3. 753 0 1. 232 7 0. 030 5

9 173 22 3. 694 9 1. 195 4 0. 033 0 126 24 3. 500 2 1. 101 4 0. 041 7
10 162 17 1. 633 1 0. 576 4 0. 033 0 191 20 1. 567 4 0. 523 2 0. 025 2
11 123 16 3. 401 3 1. 226 7 0. 044 9 236 23 3. 623 6 1. 155 7 0. 040 6
12 181 24 3. 569 5 1. 123 2 0. 037 8 150 21 3. 445 4 1. 131 7 0. 042 0

表 3 不同类型分解袋土壤动物动态变化 个

月份

类群数

纯林

5 mm 1 mm 1 /300 mm

混交林

5 mm 1 mm 1 /300 mm

个体数

纯林

5 mm 1 mm 1 /300 mm

混交林

5 mm 1 mm 1 /300 mm

1 2 6 1 5 6 2 2 50 1 33 16 6
2 7 9 2 10 11 6 195 57 16 145 138 35

3 12 6 5 6 12 4 154 103 17 83 426 78
4 13 9 3 8 11 5 61 76 27 49 58 17
5 12 22 7 9 18 7 39 140 22 27 157 34
6 11 17 5 17 15 5 41 101 22 58 61 16
7 9 17 4 12 10 9 45 73 44 52 57 17
8 9 9 3 17 11 11 58 45 35 36 46 39
9 13 14 8 11 11 9 79 66 28 42 66 36

10 14 13 6 10 17 9 61 84 17 61 112 28
11 7 12 7 13 20 6 38 55 29 47 118 71
12 14 15 5 7 18 5 74 100 7 27 101 22

2. 2. 3　土壤动物优势群落在落叶分解中的变化与

集聚时间 　土壤动物优势群落在两种林型落叶分解

过程中的变化如表 4。由表 4可见 ,弹尾目、蜱螨目、

双翅目多在 2—3月份大量集聚 ,但两种林型、不同

月份土壤动物集聚量略有差异。在杉木纯林 ,弹尾

目和双翅目数量随月份变化趋势基本相同 ,蜱螨目

在随月份递增数量逐渐减少 ,鞘翅目、膜翅目、后孔

寡毛目变化幅度无明显的规律性 ;在混交林 ,弹尾

目、蜱螨目、双翅目和鞘翅目 4类土壤动物在 1—3

月份数量递增趋势 ,双翅目和鞘翅目 4—6月份呈递

减趋势 ,膜翅目、后孔寡毛目变化幅度较大。

表 4　主要土壤动物类群月变化

月份
纯林个体数

弹尾目 蜱螨目 双翅目 鞘翅目 膜翅目 后孔寡毛目

混交林个体数

弹尾目 蜱螨目 双翅目 鞘翅目 膜翅目 后孔寡毛目
1 13 34 2 2 1 1 11 36 4 3 1 4
2 130 126 6 4 1 1 161 124 21 4 1 2
3 115 109 30 3 1 1 216 225 49 68 3 1
4 20 118 5 3 1 4 17 54 11 16 1 15
5 50 113 6 5 1 9 30 108 7 7 20 24

6 39 86 9 2 10 5 23 62 6 5 1 14
7 64 73 16 4 4 1 15 60 7 2 19 2
8 27 71 8 2 20 3 33 51 15 5 4 4

9 25 96 11 5 6 7 27 58 17 2 5 11
10 43 84 11 14 4 7 84 82 7 7 1 13
11 35 69 14 2 2 2 54 120 11 8 2 3
12 77 71 15 2 2 2 48 63 15 4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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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年两种林型凋落物分解过程中 , 6种优势

土壤动物类群 ,即弹尾目、蜱螨目、鞘翅目、双翅目、

膜翅目和后孔寡毛目集聚的时间及其变化范围如表

5,其中后孔寡毛目在杉木混交林凋落物中集聚的时

间最长 ,鞘翅目集聚的时间最短 ,分别为 8. 42和

6145个月 ;膜翅目在杉木纯林凋落物中集聚的时间

最长 ,弹尾目集聚的时间最短 ,分别为 9. 90和 7. 91

个月。

表 5　主要土壤动物集聚时间 月

类群
混交林

集聚时间 标准差

纯林

集聚时间 标准差

弹尾目 7. 41 3. 54 7. 91 3. 54

蜱螨目 7. 95 3. 32 8. 18 3. 18

双翅目 7. 78 3. 40 8. 96 3. 24

鞘翅目 6. 45 2. 65 9. 48 3. 59

膜翅目 8. 32 1. 56 9. 90 1. 36

后孔寡毛目 8. 42 2. 57 9. 35 2. 36

3　讨论

本文共选取三种类型的尼龙网袋 ( 5、1、1 /300

mm )对大岗山森林凋落层的土壤动物群落以及动态

变化状况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土壤动物总类群数和

个体总数均为 1 > 5 > 1 /300 mm,这与作者以往的研

究结果不同 [ 10 ] ,即土壤动物数量和类群的变化与网

袋网孔的大小有关 ,孔径增大 ,便于大型土壤动物进

出网袋而促进凋落物分解 [ 11 ]。但在本研究中 ,大孔

(5 mm)凋落袋内土壤动物总类群数和个体总数低

于中孔径凋落袋 (1 mm ) ,其原因是因为大孔凋落袋

内养分迅速分解释放出来的同时 ,一些凋落叶碎屑

可能从孔隙漏出或被土壤动物带走 ,这样凋落叶的

分解率可能被高估 ,而忽略了凋落物分解中释放养

分流失状况 ,从而对大孔袋内土壤动物个体数量和

类群变动状况的分析产生影响 ;相对而言 ,进出中孔

袋 (1 mm)的土壤动物以中小型为主 ,凋落叶碎屑从

孔隙漏出或被土壤动物带走的可能性相对减弱 ,其

数量 ,尤其是弹尾类、蜱螨类的数量增加 ,因此中孔

袋内所收集的土壤动物个体数量和类群相对较多 ,

其分解过程是凋落物本身易溶物质自然淋失、微生

物的活动以及与环境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小型

土壤动物在凋落叶分解中的作用已经得到公认。而

孔径 1 /300 mm的凋落袋内由于其孔径过小 ,土壤动

物的进出受到限制 ,导致其数量和类群数降低。

土壤动物类群在落叶上集聚时间长短是对落叶

分解过程中食物源变化的反映。从弹尾目、蜱螨目、

鞘翅目、双翅目、膜翅目和后孔寡毛目 6类土壤动物

优势类群集聚的时间看 ,杉木纯林凋落物分解的早

期主要为弹尾目、蜱螨目和双翅目等类群 ,集聚的时

间为 7～9个月 ,而后期主要是鞘翅目、膜翅目和后

孔寡毛目等类群 ,集聚的时间在 9～10个月 ;混交林

凋落物分解的早期主要为弹尾目、蜱螨目、双翅目和

鞘翅目等类群 ,集聚的时间为 6～8个月 ,而后期主

要是膜翅目和后孔寡毛目等类群 ,集聚的时间在 8

～9个月。杉木纯林凋落物集聚的时间长于混交

林 , 这是由于杉木、鹅掌楸混交林比杉木纯林的土

壤微生物活跃 ,有机物质分解转化快 [ 12 ] ,而落叶分

解过程是通过土壤动物形成的食物网中完成 ,分解

过程中一些物种的出现或消失 ,是由于取食行为发

生变化的结果 ,这样引起参与分解过程的食物网中

的土壤动物群落结构发生改变 ,从而引起土壤动物

类群在不同凋落物上的集聚时间产生变化 [ 13 ]
,实质

就是食物源的改变引起了土壤动物结构变化。

在陆地凋落物分解过程中 ,土壤动物群落改变

与落叶中养分浓度损失有关 [ 14 ]。在杉木纯林和杉

木混交林凋落物分解过程中 ,土壤动物数量和类群

数变化趋势不一致 ,在分解的前两个月两者均表现

增长趋势 ,后呈现出阶段性变化 ,混交林土壤动物个

体总数明显大于纯林土壤动物的个体总数 ,且 1—3

月和 6—11月个体数量高于纯林 ,这与凋落袋内凋

落物分解的速度和所释放出的营养物质浓度有关 ,

杉木叶含难分解的木质素高而易分解的物质含量

(可溶性物质、半纤维素和粗蛋白质 )低而不易分

解 [ 15, 16 ]
,不利于养分释放 ,而鹅掌楸叶为纸质 , 养分

含量丰富、不含脂类物质而易分解 ,有助于养分释

放 ;在两者混合后 ,其分解速率比单一种类凋落物加

快 (约增长在 5. 0%左右 ) ,释放的养分浓度较高而

有利于土壤动物、土壤微生物生长和发育 ,这与 Gar2
tner T B等人的研究 [ 14 ]

,即节肢动物在 3种混合物

凋落物内数量大于单种混合物的研究相一致。

凋落物的分解过程是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共

同作用结果 ,其分解率和分解时间取决于落叶生物

特性、土壤、气候以及土壤生物的影响。凋落物的分

解是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进行的 ,除了受化学组成影

响外 ,环境因子也是主要控制因素。研究表明 [ 17 ] ,

凋落物分解速率与土壤水分、地表温度和土壤 pH

值呈指数正相关 ,与相对湿度呈线性正相关 ,其对凋

落物分解的重要性依次为 : 土壤水分、土壤 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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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温度、相对湿度。大岗山位于亚热带湿润气候

区 ,气象要素主要受大气下垫面林型和林地郁闭度

影响 ,本研究中 ,杉木林郁闭度低于杉木、鹅掌楸混

交林 ,因而杉木混交林内湿度和温度较高而利于落

叶分解。何宗明等 [ 18 ]认为福建杉木叶第 1年的分

解率为 53. 66% ,分解 95%所需要的时间为 3. 89

年 ,如果按此时间计算 ,本文仅是第 1年凋落叶分解

过程的土壤动物的数量和类群 ,凋落物的分解量应

在 50%左右 ,因此无法确定是否反映全部参与凋落

物分解过程的土壤动物群落 ,这有待于今后更深入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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