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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及人工林树种选择对树冠层蚂蚁群落多样性的影响。［方法］运用树栖蚂蚁

陷阱法调查云南省绿春县天然次生林和４种人工林的树冠层蚂蚁群落、植物多样性及植物垂直密度变化。［结果］
（１）共采集蚂蚁标本１７９９８头，隶属于６亚科２９属６８种。（２）树冠层蚂蚁多度：紫胶林－玉米混农林 ＞紫胶林 ＞
桉树林＞橡胶林＞天然次生林。（３）树冠层蚂蚁丰富度：紫胶林 －玉米混农林 ＞紫胶林 ＞天然次生林 ＞橡胶林 ＞
桉树林。（４）树冠层蚂蚁ＡＣＥ估计值：紫胶林－玉米混农林 ＞紫胶林 ＞天然次生林 ＞桉树林 ＞橡胶林。（５）树冠
层蚂蚁多度和丰富度与枯落物盖度、＞３００ｃｍ处垂直密度和乔木郁闭度呈显著或极显著负相关，而与植物盖度显
著正相关；ＡＣＥ估计值与枯落物盖度、草本植物盖度和乔木郁闭度显著负相关，与１７５ １９９．９ｃｍ区段内垂直密度
显著正相关。［结论］人工林对蚂蚁多样性保护有一定积极作用，尤其选择乡土树种保护效果更显著，对人工林进

行合理的管理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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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林由于其经济价值日益成为全球森林的重
要组分［１］。中国人工林面积居世界首位，面积达

６９３３万ｈｍ２，云南省绿春县人工林主要包括桉树林、
橡胶林和紫胶林等。人工林的大面积种植使人们开

始关注其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否有利。有研究表

明，人工林会降低生物多样性［２－３］。人工林中的物

种丰富度和多度均减少，甚至当地种、特有种和被保

护的稀有物种缺失，同时常见种的多度增加，使少量

常见、分布广泛的物种占据优势地位［４－５］。除此之

外，人工林的树种选择是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因素之

一，选择非乡土树种使本地物种无法适应这些外来

树种及其所营造的环境［６－７］，但目前国内针对人工

林树种选择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研究，多是针对林

内植物多样性，而对节肢动物的研究很少。

蚂蚁是地球上分布最广泛的昆虫，以其良好的

分类知识库和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经常被用来作为

环境的指示生物［８］。研究发现，树冠层节肢动物群

落中９０％以上的个体为蚂蚁［９］，而且树冠层蚂蚁的

捕食压力，能够显著影响树冠节肢动物群落的多样

性、群落结构和动态［１０－１１］，进而对生态系统服务产

生影响。树冠层蚂蚁多样性受到植被结构［１２］、植物

多样性［１３］、栖息地干扰［１４］和食物资源分布［１５］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树冠层蚂蚁多数来自地表，但目前

对于环境因子变化对树冠层蚂蚁群落的影响研究很

少［１６］，特别是相关研究还未探讨地表环境特征与人

工林垂直结构特征与树栖蚂蚁群落多样性之间的

关系。

本研究对云南省绿春县桉树林、紫胶玉米混农

林、天然次生林、橡胶林和紫胶林５种类型样地中树
冠层蚂蚁群落多样性、植物多样性及地表栖境特征

进行调查，通过比较分析人工林与天然林的蚂蚁群

落多样性和植物群落多样性的差异及二者的相关

性，进而分析天然林和人工林对蚂蚁群落多样性的

影响及人工林树种的差异对蚂蚁群落多样性保护作

用，以期为人工林的经营管理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位于云南省绿春县（１０１°４８′ １０２°３９′
Ｅ、２２°３３′ ２３°０８′Ｎ），该地区属于亚热带山地季风
气候。５种类型的样地分别为桉树林、紫胶林玉米
混农林、天然次生林、橡胶林和紫胶林，每种类型样

地各２块，每块样地面积大于１ｈｍ２，每２块样地间
距离１ｋｍ以上，所选样地的坡度、坡向及土壤状况
等条件基本一致。各样地情况见表１。

表１　不同样地概况
Ｔａｂｌｅ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ｔｅｓ

样地

Ｓｉｔｅ
代码

Ｃｏｄｅ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ｍ
主要特点

Ｍ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桉树林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紫胶林－玉米混农林
Ｌａｃｉｎｓｅｃｔｃｏｒｎ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ｓ

天然次生林

Ｓｅｏｎｄａｒ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ｓ

橡胶林

Ｒｕｂｂｅｒ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紫胶林

Ｌａｃｉｎｓｅｃｔ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１ １４０７
Ａ２ １４２０
Ｍ１ ９８３
Ｍ２ ９９７
Ｎ１ １２３５
Ｎ２ １１５８
Ｘ１ ５１１
Ｘ２ ５５８

Ｚ１ １０２１

Ｚ２ １０６５

以６年生桉树（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ｇｒａｎｄｉｓＨｉｌｌｅｘＭａｉｄｅｎ）为主，灌木和草本层发达，无明显人为
活动

６ ８年生南岭黄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ｂａｌａｎｓａｅＰｒａｉｎ），种植密度约３００株·ｈｍ－２，林下种植
玉米，紫胶生产和粮食生产同时进行

以高大阔叶树种为主，林下灌木和草本较少，地面有大量枯落物，其中Ｎ２干扰较大

３０年生的橡胶树（Ｈｅｖｅａｂｒａｓｉｌｉｅｎｓｉ（Ｗｉｌｌｄ．ｅｘＡ．Ｊｕｓｓ．）Ｍｕｅｌｌ．Ａｒｇ．），林下无灌木，有人
为割胶，除草和施肥等活动

以６ ８年生南岭黄檀为主，伴有少量的钝叶黄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Ｂａｋｅｒ）Ｐｒａｉｎ）
和偏叶榕（ＦｉｃｕｓｓｅｍｉｃｏｒｄａｔａＢｕｃｈ．Ｈａｍ．ｅｘＪ．Ｅ．Ｓｍｉｔｈ），密度约９００株·ｈｍ－２

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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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树冠层蚂蚁群落调查　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份
（雨季）和２０１３年４月份（旱季），调查５种类型样
地内的树冠层蚂蚁群落，具体方法为：每个样地设置

３条１００ｍ长的样带，样带间距大于５０ｍ，在每条样
带上选择５株乔木，至少间距１０ｍ，保证样本独立
性，共计１５株乔木，所选择的乔木胸径在１０ｃｍ以
上，对所选乔木进行编号。将树栖蚂蚁诱集陷阱固

定在树干上距离地面１．５ｍ处，以浓度为５０％的乙
二醇作为陷阱溶液。在陷阱中使用支架设置诱饵提

高诱集效果，支架下端浸没在陷阱溶液中，蚂蚁不能

接触到诱饵，诱饵为金枪鱼和蜂蜜的混合物。设置

４８ｈ后收集陷阱中的所有蚂蚁，置于含有７０％酒精
溶液的离心管中，带回实验室进行鉴定并统计数量，

无法鉴定到种的以形态种对待［１７］，根据种类鉴定结

果整理出物种组成名录。

１．２．２　植物群落调查　乔灌木群落调查：每块样地
选择３个１０ｍ×１０ｍ的大样方，调查并记录乔木和
灌木的植物种类、数量、胸径、树高和郁闭度。

草本植物群落调查：在放置树栖陷阱的乔木附

近设置１个１ｍ×１ｍ的小样方，调查草本植物的种
类、数量和盖度，同时估计小样方内的枯落物盖度并

用５点法测量枯落物厚度并计算其平均值作为该样
方的枯落物厚度值。

植物垂直密度变化：使用利维杆（长３ｍ，直径１
ｃｍ的铁杆）方法。以地表陷阱位置为参考，使用时
将利维杆立于距陷阱水平距离１ｍ的位置，垂直于
地面，以每２５ｃｍ作为一个区段，共１２个区段，统计
该位置每个区段内植物与铁杆接触点的数量（不考

虑植物与铁杆的接触面积），对于超过３００ｃｍ高度
的植物密度，只统计有无，有植物覆盖记为１，无则
记为０［１８］。
１．３　分析方法
１．３．１　抽样充分性判断　使用 Ｒ语言中的 ｉＮＥＸＴ
软件包进行基于个体数的物种稀疏和预测曲线的绘

制，根据曲线特征进行抽样充分性的判断［１９］。

１．３．２　多样性比较　在比较树冠层蚂蚁群落多样
性时，以设置的样带为重复，即按编号以５个陷阱为
一组，每块样地有３个重复。统计蚂蚁物种丰富度
和多度，并使用软件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计算 ＡＣＥ估计值。
数据分析时，满足单因素方差分析条件时使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中 ＬＳＤ多重比较方
法，不满足时，进行Ｋｒｕｓｈ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Ｈ检验，比较样地

间树冠层蚂蚁群落多样性的差异。

１．３．３　群落结构相似性　对不同物种的多度数据
进行有／无转换，重点关注不同类型植被树冠层蚂蚁
群落在物种组成上的差异，使用 ＰＲＩＭＥＲｖ７中的非
度量多维尺度分析（Ｎｏｎｍｅｔｒｉｃ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ｉｎｇ，ｎＭＤＳ）分析不同类型样地树冠层蚂蚁群落
结构差异；使用群落结构相似性比较不同类型样地

间群落结构差异的显著性［２０］；对不同类型样地蚂蚁

群落进行层次聚类分析（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选取４０％相似性水平将结果以圆圈的方式叠
加到ｎＭＤＳ结果图中。
１．３．４　指示物种分析　使用 Ｒ语言中的 ｉｎｄｉｃｓｐｅ
ｃｉｅｓ软件包对不同类型样地进行指示物种分析，分
析时使用的分组基于 ｎＭＤＳ群落结构分析结果，即
相似蚂蚁群落结构的样地为同一类型，计算不同物

种的特异度和保真度，同时计算ＩｎｄＶａｌ值，以ＩｎｄＶａｌ
指示值大于０．７并与样地显著相关（Ｐ＜０．０５）的物
种作为指示物种［２１］。

１．３．５　相关性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中的相
关性分析对树冠层蚂蚁多样性和植物多样性进行分

析，其中，树冠层蚂蚁多样性包括蚂蚁多度和物种丰

富度；植物多样性包括草本植物的多度、物种丰富度

和盖度，乔灌木植物的多度、物种丰富度和盖度，枯

落物的盖度和厚度以及植物垂直密度。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物种组成及抽样充分性

５种类型样地共采集蚂蚁１７９９８头，隶属于６
亚科２９属６８种，其中，桉树林共采集到蚂蚁３６０６
头，隶属于４亚科１３属２３种；紫胶林－玉米混农林
共采集到蚂蚁５４２１头，隶属于５亚科１７属３７种；
天然次生林共采集到蚂蚁１８５０头，隶属于５亚科
１９属３６种；橡胶林共采集到蚂蚁２４７２头，隶属于５
亚科１５属２４种；紫胶林共采集到蚂蚁４６４９头，隶
属于５亚科２０属３７种。５种类型样地的树冠层蚂
蚁群落基于个体数的物种稀疏和预测曲线（图１）表
明：图中实线部分为实际曲线，虚线部分为预测曲

线，５条曲线预测部分都趋于平缓，说明这５种类型
的样地物种数随个体数增加基本不再变化，表明抽

样比较充分。

２．２　树冠层蚂蚁群落多样性
表２表明：５种类型样地树冠层蚂蚁群落物种

多度之间差异显著（χ２＝１３．１７８，Ｐ＜０．０５），紫胶林

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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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混农林＞紫胶林＞桉树林＞橡胶林＞天然次生
林，紫胶林玉米混农林显著高于天然次生林和橡胶
林，紫胶林显著高于天然次生林，其他样地间差异不

显著；５种类型样地树冠层蚂蚁群落物种丰富度差
异极显著（Ｆ４，２５＝１８．１２９，Ｐ＜０．００１），紫胶林玉米
混农林＞紫胶林 ＞天然次生林 ＞橡胶林 ＞桉树林，
紫胶林玉米混农林显著高于其他４种类型样地，天
然次生林和紫胶林显著高于桉树林和橡胶林，其他

样地间差异不显著；５种类型样地树冠层蚂蚁 ＡＣＥ
估计值差异极显著（χ２＝１７．７０２，Ｐ＜０．０１），紫胶林
玉米混农林＞紫胶林＞天然次生林＞桉树林＞橡胶
林，紫胶林玉米混农林显著高于其他 ４种类型样
地，紫胶林显著高于桉树林和橡胶林，天然次生林显

著高于橡胶林，其他样地间差异不显著。

２．３　树冠层蚂蚁群落结构比较
５种类型样地的树冠层蚂蚁群落结构差异极显

著（ＡＮＯＳＩＭＧｌｏｂａｌＲ＝０．５７７，Ｐ＜０．０１），其中，紫胶
林的树冠层蚂蚁群落结构与紫胶林－玉米混农林相
似；天然次生林的２个重复样地的树冠层蚂蚁群落
结构不相似；桉树林的树冠层蚂蚁群落结构与其余

类型样地较不相似；橡胶林的树冠层蚂蚁群落结构

与其余样地明显不相似（图２）。

Ａ、Ｍ、Ｎ、Ｘ和 Ｚ分别代表桉树林、紫胶林 －玉米混农民、天然次生

林、橡胶林和紫胶林。

Ａ，Ｍ，Ｎ，ＸａｎｄＺ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ｃｉｎｓｅｃｔｃｏｒｎ

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ｓ，Ｓｅｏｎｄａｒ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ｓ，Ｒｕｂｂｅｒ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ａｃｉｎｓｅｃｔ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１　不同样地树冠层蚂蚁群落基于个体数的

物种稀疏和预测曲线

Ｆｉｇ．１　Ｒａｒ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ｆｏｒａｇｉｎｇａ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ｔｅ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表２　不同类型样地间树冠层蚂蚁群落多样性比较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ｎｏｐｙｆｏｒａｇ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ｔｅｓ

样地Ｓｉｔｅ 多度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物种丰富度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ＣＥ估计值ＡＣ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
桉树林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６０１．００±１４８．３９ａｂｃ ８．１７±１．２２ｃ １０．５３±２．５０ｃｄ
紫胶林－玉米混农林Ｌａｃｉｎｓｅｃｔｃｏｒｎ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ｓ ９０３．５０±８８．４６ａ １９．８３±１．１４ａ ３０．４４±７．７９ａ
天然次生林Ｓｅｏｎｄａｒ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ｓ ３０８．３３±３５．１７ｃ １３．５０±１．０９ｂ １６．０３±２．０８ｂｃ
橡胶林Ｒｕｂｂｅｒ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４１２．００±８１．９６ｂｃ ８．５０±０．７２ｃ １０．５０±１．３８ｄ
紫胶林Ｌａｃｉｎｓｅｃｔ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７７４．８３±１７５．２ａｂ １６．１７±１．５６ｂ １８．１７±１．３０ｂ
　　注：表中数值为均值±标准误。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在０．０５水平的差异显著。ＡＣＥ估计值是对样地中实际物种数的估计。

Ｎｏｔ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ｓｍｅ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ＣＥｉｎｄｅｘ
ｗａｓａ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ｐｌｏｔ．

２．４　指示物种
紫胶林和紫胶林－玉米混农林的指示物种为平

和弓背蚁、网纹刺结蚁、红头弓背蚁和罗氏心结蚁；

橡胶林的指示物种为黑细长蚁和黄?蚁（表３）；其
他样地无指示物种。

２．５　蚂蚁群落与环境因子相关性分析
表４表明：树冠层蚂蚁多度与枯落物盖度、枯落

物厚度、＞３００ｃｍ处的垂直密度和乔木郁闭度均呈
显著或极显著负相关，与草本植物盖度呈显著正相

关；树冠层蚂蚁物种丰富度与枯落物盖度、＞３００ｃｍ
处的垂直密度和乔木郁闭度呈显著或极显著负相

关，与草本植物盖度呈显著正相关；树冠层蚂蚁ＡＣＥ
估计值与枯落物盖度、草本植物盖度和乔木郁闭度

显著负相关，而与１７５ １９９９ｃｍ处的垂直密度极
显著正相关，具体相关系数及显著度见表６。

３　讨论
有研究表明，乡土树种人工林对蚂蚁多样性有

一定的保护作用［２２－２３］，外来树种人工林使蚂蚁物种

丰富度降低［２４］，或者虽然能够保持和天然次生林相

近的蚂蚁丰富度，但组成明显有差异［２５］，甚至使少

数常见的物种多度增加，占据优势地位［５］。本研究

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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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天然林和４种人工林的比较中，外来人工桉树
林和橡胶林与天然次生林相比，树冠层蚂蚁物种丰

富度和ＡＣＥ估计值降低，但少数常见种多度增加，
并且与天然次生林群落结构差异显著，与前人研究

一致［４－５］，说明２种外来人工林能够维持一定的蚂
蚁群落，但保护作用不及天然次生林；而乡土树种人

工紫胶林和紫胶林一玉米混农林树冠层蚂蚁多度、

物种丰富度和ＡＣＥ估计值均增加，并且２种人工林
群落结构相似，对蚂蚁群落的保护作用显著优于外

来人工林。

树冠层蚂蚁多样性受到植被结构［１２］、植物多样

性［１３］、栖息地干扰［１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

中，乔木郁闭度对树冠层蚂蚁物种丰富度有消极影

响，与前人研究一致［２６］；但乔木之间的连通性对蚂

蚁物种组成有积极影响［２７］，在１７５ １９９．９ｃｍ区段
内的垂直密度与树冠层蚂蚁物种丰富度呈正相关，

因此，如何规划人工林种植密度才能更好地保护生

物多样性值得进一步研究。同时，树冠层蚂蚁群落

不仅包括在树冠筑巢的蚂蚁，也包括来自地表筑巢

图中黑圈表示４０％相似性水平。Ａ、Ｍ、Ｎ、Ｘ和Ｚ分别代表桉树林、

紫胶林－玉米混农民、天然次生林、橡胶林和紫胶林。

Ｔｈｅｄａｒｋｃｉｒｃｌ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ｏｆｆｏｒｔ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Ｍ，Ｎ，

ＸａｎｄＺ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ｃｉｎｓｅｃｔｃｏｒｎａｇｒｏｆｏｒｅ

ｓｔｓ，Ｓｅｏｎｄａｒ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ｓＲｕｂｂｅｒ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ａｃｉｎｓｅｃｔｐｌａｎｔａ

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２　不同类型样地树冠层蚂蚁群落结构相似性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ａｎｏｐｙｆｏｒａｇｉｎｇ

ａ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ｔｅｓ

表３　树冠层蚂蚁群落指示物种分析
Ｔａｂｌｅ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ａｎｏｐｙｆｏｒａｇｉｎｇａ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样地Ｓｉｔｅ 物种Ｓｐｅｃｉｅｓ 特异性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保真度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指示值ＩｎｄＶａｌ Ｐ

紫胶林＋紫胶林－玉米混农林
Ｌａｃｉｎｓｅｃｔ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Ｌａｃ
ｉｎｓｅｃｔｃｏｒｎ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ｓ

橡胶林

Ｒｕｂｂｅｒ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平和弓背蚁（Ｃａｍｐｏｎｏｔｕｓｍｉｔｉｓ（Ｓｍｉｔｈ）） ０．８７２ １．０００ ０．９３４ ０．００２
网纹刺结蚁（Ｌｅｐｉｓｉｏｔａ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Ｘｕ） ０．９０９ ０．７５０ ０．８２６ ０．００５
红头弓背蚁（Ｃａｍｐｏｎｏｔｕｓ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ｓＳｍｉｔｈ） １．０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７０７ ０．０１５
罗氏心结蚁（Ｃａｒｄｉｏｃｏｎｄｙｌａｗｒｏｕｇｈｔｏｎｉｉ（Ｆｏｒｅｌ）） １．０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７０７ ０．０１３
黑细长蚁（Ｔｅｔｒａｐｏｎｅｒａｎｉｇｒａ（Ｊｅｒｄｏｎ）） ０．９６６ １．０００ ０．９８３ ０．００１
黄?蚁（Ｏｅｃｏｐｈｙｌｌａｓｍａｒａｇｄｉｎａ（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０．７４８ ０．８３３ ０．７９０ ０．００２

　　注：特异性是该物种在各样地中出现的概率，保真度为该物种在分组中出现的概率。
Ｎｏ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ｍｅａ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ｔｅｓ．Ｆｉｄｅｌｉｔｙｍｅａ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ｉｎｇｒｏｕｐｓ．

表４树冠层蚂蚁群落多样性与环境因子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ｎｏｐｙｆｏｒａｇｉｎｇａ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统计项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ｉｔｅｍ
枯落物盖度

Ｌｉｔｔｅｒ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枯落物厚度

Ｌｉｔｔ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草本植物盖度

Ｈｅｒｂａｇ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垂直密度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１７５ １９９．９ｃｍ ＞３００ｃｍ

乔木郁闭度

Ｔｒｅｅｃｒｏｗｎｄｅｎｓｉｔｙ
蚂蚁多度Ａｎｔ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０．５０６ －０．４４３ ０．４７８ －０．００９ －０．４４８ －０．６７６

蚂蚁物种丰富度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０．４７５ －０．２３９ ０．４３９ ０．２３２ －０．４１４ －０．５０５

ＡＣＥ估计值ＡＣ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 －０．４５０ －０．２９９ －０．３６２ ０．５０３ －０．３２６ －０．３９０

　　注：代表在０．０５水平上的显著相关，代表０．０１水平的显著相关。
Ｎｏｔｅ：Ｏｎｅａｓｔｅｒｉｓｋ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Ｔｗｏａｓｔｅｒｉｓｋｓｍｅ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１）

的蚂蚁［２８］。本研究结果显示，树冠层蚂蚁群落多

度、物种丰富度和ＡＣＥ估计值也受到地表枯落物盖
度、枯落物厚度和草本植物盖度的影响，总体来看，

枯落物盖度和厚度对树冠层蚂蚁多样性有负面影

响，草本植物盖度对其有积极作用，虽然树冠层蚂蚁

多数来自地表，但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反［２９－３０］。另

外，树冠层蚂蚁多样性也受管理强度的影响［１１］。本

研究中，橡胶林管理强度最强，紫胶林一玉米混农林

和紫胶林管理强度次之，管理强度最低的是桉树林。

橡胶林中蚂蚁物种丰富度最低，与前人研究一

致［１１］。因而，在人工林管理中，应合理控制枯落物

的盖度和厚度，并对草本植物进行合理的保护。

蚂蚁作为指示生物能较好指示环境变化［３１］。

平和弓背蚁和红头弓背蚁同属于弓背蚁属，广泛分

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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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各种栖境中，能够利用的食物资源非常广

泛［３２］；罗氏心结蚁个体较小，喜欢潮湿地区或者沼

泽［３３］，这３种蚂蚁为紫胶林和紫胶林 －玉米混农林
的指示物种，说明这２种乡土树种人工林能够提供
一个栖境异质性较高的环境，使得多种蚂蚁共存。

黄?蚁多发生在有干扰的地区［３４］，该蚂蚁的出现，

证明橡胶林受到了干扰。

４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林对蚂蚁多样性有一定

的保护作用，特别是乡土树种人工林较外来人工林

对蚂蚁多样性有更好的保护作用，但如何对人工林

进行合理的管护，才能既满足经济发展又保护生物

多样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１］ＦＡＯ，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ｆｏｒｅｓｔｓ［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１，５４（２）：１６５－１６６．

［２］ＣｉｃｕｚｚａＤ，ＫｅｓｓｌｅｒＭ，ＣｌｏｕｇｈＹ，ｅｔａ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ａｃａｏ

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ｕ

ｌａｗｅｓｉ，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Ｊ］．Ｂｉ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２０１１，４３（６）：７５５－７６２．

［３］ＧｉｂｓｏｎＬ，ＬｅｅＴＭ，ＧｉｂｓｏｎＬ，ｅｔａｌ．Ｐｒｉｍａｒｙｆｏｒｅｓｔｓａｒｅｉｒｒｅｐｌａｃｅａ

ｂｌｅ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１，４７８

（７３６９）：３７８－３８１．

［４］ＢｅｕｋｅｍａＨ，ＤａｎｉｅｌｓｅｎＦ，ＶｉｎｃｅｎｔＧ，ｅｔａｌ．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ｂｉｒ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ｒｕｂｂｅｒ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ｌａｎｄｓｏｆＳｕｍａｔｒａ，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Ｊ］．

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７，７０（３）：２１７－２４２．

［５］ＳｔｅｆｆａｎＤｅｗｅｎｔｅｒＩ，ＫｅｓｓｌｅｒＭ，ＢａｒｋｍａｎｎＪ，ｅ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ｂｅ

ｔｗｅｅｎｉｎｃｏｍｅ，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ｔｒｏｐｉ

ｃａｌ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７，１０４（１２）：

４９７３－４９７８．

［６］任　海，王　俊．试论人工林下乡土树种定居限制问题［Ｊ］．应

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７，１８（８）：１８５５－１８６０．

［７］ＤｊèｇｏＪ，ＳｉｎｓｉｎＢ．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ｅｘｏｔｉｃｔｒｅ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ｗｔｈ［Ｊ］．Ｓｙｓｔｅｍａｔ

ｉｃ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Ｐｌａｎｔｓ，２００６，７６（２）：１９１－２０９．

［８］ＤｅｊｅａｎＡ，ＣｏｒｂａｒａＢ，ＯｒｉｖｅｌＪ，ｅｔａｌ．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ｃａｎｏｐｙａｎｔｓ：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２００７，１（２）：１０５－１２０．

［９］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ＤＷ，ＣｏｏｋＳＣ，ＳｎｅｌｌｉｎｇＲＲ，ｅｔａｌ．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ａ

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ａｎｔｓｉｎｌｏｗｌａｎｄ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ｃａｎｏｐｉｅｓ［Ｊ］．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０３，３００（５６２１）：９６９－９７２．

［１０］ＦｌｏｒｅｎＡ，ＢｉｕｎＡ，ＬｉｎｓｅｎｍａｉｒＥＫ．Ａｒｂｏｒｅａｌａｎｔｓａｓｋｅｙ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

ｉ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ｌｏｗｌａｎｄ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ｔｒｅｅｓ［Ｊ］．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０２，１３１（１）：

１３７－１４４．

［１１］ＰｈｉｌｐｏｔｔＳ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ｏＩ，ＶａｎｄｅｒｍｅｅｒＪ．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

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ａｓｏｎｏｎＡｒｂｏｒｅａｌＡｎｔ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ｉｎ

ＣｏｆｆｅｅＡｇｒ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１５

（１）：１３９－１５５．

［１２］ＫｌｉｍｅｓＰ，ＩｄｉｇｅｌＣ，ＲｉｍａｎｄａｉＭ，ｅｔａｌ．Ｗｈｙ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ｍｏｒｅａｒｂｏ

ｒｅａｌ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ｔｈａｎ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８１（５）：１１０３－１１１２．

［１３］ＢａｓｓｅｔＹ，ＣｉｚｅｋＬ，ＣｕéｎｏｕｄＰ，ｅｔａｌ．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３３８（６１１３）：１４８１－１４８４．

［１４］ＳｃｈｏｎｂｅｒｇＬＡ，ＬｏｎｇｉｎｏＪＴ，ＮａｄｋａｒｎｉＮＭ，ｅｔａｌ．Ａｒｂｏｒｅａ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ｉ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ｆｏｒｅｓｔ，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ｏｒｅｓｔ，ａｎｄｐａｓｔｕｒ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ｏｆａ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ｍｏｎｔａｎ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Ｊ］．Ｂｉ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２００４，３６

（３）：４０２－４０９．

［１５］ＢｌüｔｈｇｅｎＮ，ＳｔｏｒｋＮＥ．Ａｎｔｍｏｓａｉｃｓｉｎａ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ｉｎ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ａｎｄ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

３２（１）：９３－１０４．

［１６］ＹｕｓａｈＫＭ，ＦｏｓｔｅｒＷＡ．Ｔｒｅｅｓｉｚｅａｎｄｈａｂｉｔａｔ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ａｆｆｅｃｔ

ａ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Ｆｏｒｍｉｃｉｄａｅ）ｉ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ｃａｎｏｐｙｏｆ

Ｂｏｒｎｅａｎ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Ｊ］．Ｍｙｒｍ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ｅｗｓ，２０１６，２３：１５

－２３．

［１７］徐正会．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蚁科昆虫生物多样性研究［Ｍ］．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８］ＧｕｎａｗａｒｄｅｎｅＮ，ＭａｊｅｒＪ，ＥｄｉｒｉｓｉｎｇｈｅＪ．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ｏｆａｎｔ（Ｈｙｍｅ

ｎｏｐｔｅｒａ：Ｆｏｒｍｉｃｉｄａｅ）ａｎｄ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ＳｒｉＬａｎｋａ［Ｊ］．

Ｍｙｒｍ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ｅｗｓ，２０１２，１７（１７）：８１－９０．

［１９］ＣｈａｏＡ，ＧｏｔｅｌｌｉＮＪ，ＨｓｉｅｈＴＣ，ｅｔａｌ．Ｒａｒ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

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Ｈｉｌｌｎｕｍｂｅｒｓ：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２０１４，８４

（１）：４５－６７．

［２０］ＣｌａｒｋｅＫＲ，ＧｏｒｌｅｙＲＮ．ＰＲＩＭＥＲｖｅｒｓｉｏｎ６：ｕｓｅｒｍａｎｕａｌ／ｔｕｔｏｒｉａｌ

［Ｍ］．Ｐｌｙｍｏｕｔｈ，ＵＫ：ＰＲＩＭＥＲＥ，２００６．

［２１］ＣáｃｅｒｅｓＭ Ｄ，ＬｅｇｅｎｄｒｅＰ．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ｓｉｔｅｓ：ｉｎｄｉｃｅ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９０（１２）：３５６６－３５７４．

［２２］卢志兴，李可力，张念念，等．巨桉林和天然次生林枯落物层

蚂蚁多样性及指示种［Ｊ］．林业科学研究，２０１６，２９（４）：５７６

－５８０．

［２３］ＤｅｌａｂｉｅＪＨＣ，ＪａｈｙｎｙＢ，ＮａｓｃｉｍｅｎｔｏＩＣＤ，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ｃｏａ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ｉｖｅａｎｔｓ（Ｉｎｓｅｃｔａ：Ｈｙｍｅ

ｎｏｐｔｅｒａ：Ｆｏｒｍｉｃｉｄａｅ）ｗｉｔｈ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Ｆｏｒｅｓｔ

ｆａｕｎａ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ａｈｉａ，Ｂｒａｚｉｌ［Ｊ］．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１６（８）：２３５９－２３８４．

［２４］ＨａｓｈｉｍＮＲ，ＷａｎＦＡＷＪ，ＮａｓｉｒＭＮＳＭ．Ａｎｔ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ａ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ｒ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ｍａｎｇｒｏｖ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ｎｄｏｉｌｐａｌ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

ＡｓｉａｎＭｙｒｍ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３（１）：５－８．

［２５］ＤｅｎｍｅａｄＬＨ．Ａｎｔ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ｕ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Ｄ］．Ｇｔｔｉｎｇｅｎ：ＧｅｏｒｇＡｕｇｕ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２０１６．

［２６］ＱｕｅｉｒｏｚＡＣＭ，ＲｉｂａｓＣＲ．Ｃａｎｏｐｙｃｏｖｅｒ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ｓａｒｂｏｒｅ

ａｌ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ｉｎａ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ｏｐｅｎｈａｂｉｔａｔ［Ｊ］．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７６（４）：８６４－８７０．

［２７］ＫｌｉｍｅｓＰ，ＦｉｂｉｃｈＰ，ＩｄｉｇｅｌＣ，ｅｔａｌ．Ｄｉｓｅｎｔａｎｇｌ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ａｒｂｏｒｅａｌａ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ｔｒｅｅｓ［Ｊ］．ＰｌｏｓＯｎｅ，

２０１５，１０（２）：ｅ０１１７８５３．

８２８



第５期 赵婧文，等：云南绿春县天然次生林和４种人工林树冠层蚂蚁群落多样性

［２８］ＦｌｏｒｅｎＡ，ＷｅｔｚｅｌＷ，ＳｔａａｂＭ．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ｏｐｙ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ｏｏｖｅｒａｌｌａｎｔ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ｙ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ａ：Ｆｏｒｍｉｃｉｄａｅ）ｉ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Ｍｙｒｍ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ｅｗｓ，２０１４，１９（１）：

６５－７４．

［２９］张念念，陈又清，卢志兴，等．云南橡胶林和天然次生林枯落

物层蚂蚁物种多样性、群落结构差异及指示种［Ｊ］．昆虫学报，

２０１３，５６（１１）：１３１４－１３２３．

［３０］武子文，毕兴丹，卢志兴，等．干热河谷地区不同恢复期火烧

迹地地表蚂蚁群落比较［Ｊ］．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７

（１）：１３０－１３６．

［３１］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ＢＤ，ＪａｍｅｓＣＤ．Ｕｓｉｎｇａｎｔｓ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ｇｒａｚ

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ａｎｔｆａｕｎａｓａｌｏｎｇｓｈｅｅｐｇｒａｚｉｎｇ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ｃｏｎｆｏｒｍｔｏ

ｆｏｕｒｇｌｏｂ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６（６）：６９８－７０８．

［３２］ＧａｒｃｉａＦＨ，ＷｉｅｓｅｌＥ，ＦｉｓｃｈｅｒＧ．ＴｈｅＡｎｔｓｏｆＫｅｎｙａ（Ｈｙｍｅｎｏｐ

ｔｅｒａ：Ｆｏｒｍｉｃｉｄａｅ）—Ｆａｕｎ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Ｆｉｒｓ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ｆｏｒＡｌｌＧｅｎｅｒａ，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ａｘｏｎｏ

ｍｙａｎｄＺｏ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００７，１０１（１０１）：１２７－２２２．

［３３］ＤｅｙｒｕｐＭ，ＤａｖｉｓＬ，ＣｏｖｅｒＳ．ＥｘｏｔｉｃａｎｔｓｉｎＦｌｏｒｉｄａ［Ｊ］．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０，１２６（３）：２９３

－３２６．

［３４］ＴｏｒｃｈｏｔｅＰ，ＳｉｔｔｈｉｃｈａｒｏｅｎｃｈａｉＤ，ＣｈａｉｓｕｅｋｕｌＣ．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Ｍｉｘｅｄ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Ｆｏｒｅｓｔ，Ｔｅａｋ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ｕｉｔＯｒｃｈａｒｄ［Ｊ］．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０，１０（１）：３７－５１．

附表　不同样地蚂蚁名录及多度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ｔｅｓ

物种名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 Ｍ Ｎ Ｘ Ｚ 筑巢场所Ｎｅｓｔｉｎｇｓｉｔｅｓ
阿禄斜结蚁（ＰｌａｇｉｏｌｅｐｉｓａｌｌｕａｕｄｉＥｍｅｒｙ） － － － ５０ １ 土壤筑巢

凹头臭蚁（ＤｏｌｉｃｈｏｄｅｒｕｓｉｎｃｉｓｅｓＸｕ） － － １ １ － 地表和植物上筑巢

巴瑞弓背蚁（ＣａｍｐｏｎｏｔｕｓｐａｒｉｕｓＥｍｅｒｙ） １０ ２０５ ７１ － １８８ 土壤和地表筑巢

白足狡臭蚁（Ｔｅｃｈｎｏｍｙｒｍｅｘａｌｂｉｐｅｓ（Ｓｍｉｔｈ）） － １７４ － ２１４ ２８９ 地表筑巢为主

棒刺大头蚁（ＰｈｅｉｄｏｌｅｓｐａｔｈｉｆｅｒａＦｏｒｅｌ） ２１ ２ ２４ ６ － 土壤和地表筑巢

比罗举腹蚁（ＣｒｅｍａｔｏｇａｓｔｅｒｂｉｒｏｉＭａｙｒ） ３ － － － － 植物上筑巢

扁平虹臭蚁（Ｉｒｉｄｏｍｙｒｍｅｘａｎｃｅｐｓ（Ｒｏｇｅｒ）） １ － ２ － － 地面营巢

臭蚁ｓｐ．１（Ｄｏｌｉｃｈｏｄｅｒｕｓｓｐ．１） ２０６ １６０ ４８ － １ 地面营巢

东方小家蚁（Ｍｏｎｏｍｏｒｉｕｍ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Ｍａｙｒ） － － － － １４５ 土壤筑巢

多刺蚁（Ｐｏｌｙｒｈａｃｈｉｓａｒｍａｔａ） － １ － － － 植物上筑巢

二色狡臭蚁（ＴｅｃｈｎｏｍｙｒｍｅｘｂｉｃｏｌｏｒＥｍｅｒｙ） － － － － ４ 地面营巢

法老小家蚁（Ｍｏｎｏｍｏｒｉｕｍｐｈａｒａｏｎｉ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２ １９５ １０ － ２９ 土壤筑巢为主

费氏盘腹蚁（Ａｐｈａｅｎｏｇａｓｔｅｒｆｅａｅ（Ｅｍｅｒｙ）） － － ２０ ４ 土壤筑巢

高结稀切叶蚁（ＯｌｉｇｏｍｙｒｍｅｘａｌｔｉｎｏｄｕｓＸｕ） － － １６０ － － 树上或腐木和枯枝落叶上筑巢

光头盲蚁（Ａｅｎｉｃｔｕｓｌａｅｖｉｃｅｐｓ（Ｓｍｉｔｈ）） － － － １ － 土壤筑巢

哈氏多刺蚁（ＰｏｌｙｒｈａｃｈｉｓｈａｌｉｄａｙｉＥｍｅｒｙ） ２ － － － － 地表筑巢为主

黑褐举腹蚁（ＣｒｅｍａｔｏｇａｓｔｅｒｒｏｇｅｎｈｏｆｅｒｉＭａｙｒ） － － － ２ － 土壤和植物上筑巢

黑可可臭蚁（Ｄｏｌｉｃｈｏｄｅｒｕｓ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ｕｓ（Ｓｍｉｔｈ）） － ２８８６ ２９１ １０９ １３６ 地表筑巢为主

黑头酸臭蚁（Ｔａｐｉｎｏｍａｍｅｌａｎ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２６１ ９４ ３９ １７７ １６７ 土壤筑巢

黑细长蚁（Ｔｅｔｒａｐｏｎｅｒａｎｉｇｒａ（Ｊｅｒｄｏｎ）） － ４ － ５６ － 植物上筑巢

红头弓背蚁（Ｃａｍｐｏｎｏｔｕｓ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ｓＳｍｉｔｈ） － １０ － － ３６ 土壤筑巢

黄斑弓背蚁（ＣａｍｐｏｎｏｔｕｓａｌｂｏｓｐａｒｓｕｓＦｏｒｅｌ） － １ １９ － ２ 土壤筑巢

黄?蚁（Ｏｅｃｏｐｈｙｌｌａｓｍａｒａｇｄｉｎａ（Ｆａｂｒｉｃｉｕｓ）） － － ５７ ８８９ ４８５ 植物上筑巢

黄足立毛蚁（Ｐａｒａｔｒｅｃｈｉｎａｆｌａｖｉｐｅｓ（Ｓｍｉｔｈ）） － １ － － － 土壤筑巢

棘扁胸蚁（Ｖｏｌｌｅｎｈｏｖｉａａｃａｎｔｈｉｎｅ（Ｋａｒａｖａｉｅｖ）） － － １４８ － － 地表筑巢

结多刺蚁（Ｐｏｌｙｒｈａｃｈｉｓｒａｓｔｅｌｌａｔａ（Ｌａｔｒｅｉｌｌｅ）） － － － － １ 植物上筑巢

大头蚁属 ｓｐ．１（Ｐｈｅｉｄｏｌｅｓｐ．１） － ８ － － － 土壤筑巢为主

开普刺结蚁（Ｌｅｐｉｓｉｏｔａｃａｐｅｎｓｉｓ（Ｍａｙｒ）） － ４ ３ － ４ 土壤筑巢

刻点多刺蚁（ＰｏｌｙｒｈａｃｈｉｓｐｕｎｃｔｉｌｌａｔａＲｏｇｅｒ） － １ － － － 土壤筑巢

拉帕铺道蚁（ＴｅｔｒａｍｏｒｉｕｍｌａｐａｒｕｍＢｏｌｔｏｎ） ２ － ８ － １ 土壤筑巢

卡泼林大头蚁（ＰｈｅｉｄｏｌｅｃａｐｅｌｌｉｎｉＥｍｅｒｙ） － ７２ ９５ １ － 土壤筑巢

立毛举腹蚁（ＣｒｅｍａｔｏｇａｓｔｅｒｆｅｒｒａｒｉｉＥｍｅｒｙ） ２５８５ ２４５ １４４ － １９８９ 地表筑巢为主

粒沟切叶蚁（Ｃａｔａｕｌａｃｕｓ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ｕｓ（Ｌａｔｒｅｉｌｌｅ）） － ５ ７ － ９ 植物上筑巢

亮褐举腹蚁（Ｃｒｅｍａｔｏｇａｓ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ｍｔａＭａｙｒ） １ － ７８ － － 植物上筑巢

邻居多刺蚁（ＰｏｌｙｒｈａｃｈｉｓｐｒｏｘｉｍａＲｏｇｅｒ） － １０ － － ５ 植物上筑巢

邻巨首蚁（Ｐｈｅｉｄｏｌｏｇｅｔｏｎａｆｆｉｎｉｓ（Ｊｅｒｄｏｎ）） ４２ － － － － 土壤筑巢

菱结大头蚁（ＰｈｅｉｄｏｌｅｒｈｏｍｂｉｎｏｄａＳｍｉｔｈ） － ２ － １ ３３ 地面筑巢

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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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不同样地蚂蚁名录及多度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ｔｅｓ
物种名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 Ｍ Ｎ Ｘ Ｚ 筑巢场所Ｎｅｓｔｉｎｇｓｉｔｅｓ

罗氏棒切叶蚁（ＲｈｏｐｔｒｏｍｙｒｍｅｘｗｒｏｕｇｈｔｏｎｉｉＦｏｒｅｌ） ５４ － ６１ ４３ 土壤筑巢

罗氏心结蚁（Ｃａｒｄｉｏｃｏｎｄｙｌａｗｒｏｕｇｈｔｏｎｉｉ（Ｆｏｒｅｌ）） － ２９ － － － 土壤筑巢

罗思尼举腹蚁（ＣｒｅｍａｔｏｇａｓｔｅｒｒｏｔｈｎｅｙｉＭａｙｒ） － － １３８ ７８ － 土壤筑巢

罗思尼斜结蚁（ＰｌａｇｉｏｌｅｐｉｓｒｏｔｈｎｅｙｉＦｏｒｅｌ） － ２１ ２０ － － 土壤筑巢为主

玛氏举腹蚁（Ｃｒｅｍａｔｏｇａｓｔｅｒ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ｉＦｏｒｅｌ） － ８ － － － 土壤和地表筑巢

毛钳弓背蚁（ＣａｍｐｏｎｏｔｕｓｌａｓｉｓｅｌｅｎｅＷａｎｇｅｔＷｕ） － １５ ４８ － ５７ 地面筑巢

米拉德举腹蚁（ＣｒｅｍａｔｏｇａｓｔｅｒｍｉｌｌａｒｄｉＦｏｒｅｌ） － － １９７ － － 植物上筑巢

尼科巴弓背蚁（ＣａｍｐｏｎｏｔｕｓｎｉｃｏｂａｒｅｎｓｉｓＭａｙｒ） ５５ ６６９ １３ ４ ５７７ 植物上筑巢

拟弓多刺蚁（ＰｏｌｙｒｈａｃｈｉｓｐａｒａｃａｍｐｏｎｏｔａＷａｎｇｅｔＷｕ） ２ － １５ － ２７ 植物上筑巢

女娲角腹蚁（ＲｅｃｕｒｖｉｄｒｉｓｎｕｗａＸｕｅｔＺｈｅｎｇ） － － － － ５６ 土壤筑巢

皮氏大头蚁（Ｐｈｅｉｄｏｌｅｐｉｅｌｉ） － ２ － １ ７ 土壤和地表筑巢

飘细长蚁（Ｔｅｔｒａｐｏｎｅｒａ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ｎｓ（Ｗａｌｋｅｒ）） ３ ４０ １１ － ２１ 树上营巢

平和弓背蚁（Ｃａｍｐｏｎｏｔｕｓｍｉｔｉｓ（Ｓｍｉｔｈ）） １１ １１８ ９ ５ ２２３ 土壤和地表筑巢

平滑菲臭蚁（Ｐｈｉｌｉｄｒｉｓ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Ｅｍｅｒｙ）） － ８６ － － － 树上筑巢

铺道蚁（Ｔｅｔｒａｍｏｒｉｕｍｓｐ．） － － １５ － － 土壤筑巢

塞奇大头蚁（ＰｈｅｉｄｏｌｅｓａｇｅｉＦｏｒｅｌ） １ － － － － 土壤和地表筑巢

上海举腹蚁（ＣｒｅｍａｔｏｇａｓｔｅｒｚｏｃｅｅｎｓｉｓＳａｎｔｓｃｈｉ） ３２５ － １ ６ １ 植物上筑巢

邵氏立毛蚁（ＰａｒａｔｒｅｃｈｉｎａｓａｕｔｅｒｉＦｏｒｅｌ） － ７ － － 土壤筑巢为主

双色曲狭猛蚁（Ｇｎａｍｐｔｏｇｅｎｙｓｂｉｃｏｌｏｒ（Ｅｍｅｒｙ）） － ８ １ － １ 土壤筑巢

双针棱胸蚁（ＰｒｉｓｔｏｍｙｒｍｅｘｐｕｎｇｅｎｓＭａｙｒ） － － － ３ ２ 地表筑巢

四斑弓背蚁（ＣａｍｐｏｎｏｔｕｓｑｕａｄｒｉｎｏｔａｔｕｓＦｏｒｅｌ） － － ２ － －
网纹刺结蚁（Ｌｅｐｉｓｉｏｔａ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Ｘｕ） １ １００ ７ － ６０ 土壤筑巢

沃森大头蚁（ＰｈｅｉｄｏｌｅｗａｔｓｏｎｉＦｏｒｅｌ） － － － ２１０ － 土壤和地表筑巢

无毛凹臭蚁（Ｏｃｈｅｔｅｌｌｕｓｇｌａｂｅｒ（Ｍａｙｒ）） － ２ － － ４ 朽木中筑巢

西昌刺结蚁（Ｌｅｐｉｓｉｏｔａｘ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ＷｕｅｔＷａｎｇ） － ３７ ３９ － １ 朽木，地面或树上筑巢

伊大头蚁（ＰｈｅｉｄｏｌｅｙｅｅｎｓｉｓＦｏｒｅｌ） ４ － － １ － 土壤和地表筑巢

伊劳多刺蚁（ＰｏｌｙｒｈａｃｈｉｓｉｌｌａｕｄａｔａＷａｌｋｅｒ） ８ ５ １６ １ １３ 土壤筑巢

印度酸臭蚁（ＴａｐｉｎｏｍａｉｎｄｉｃｕｍＦｏｒｅｌ） － － － － ２４ 地面或植物筑巢

长角立毛蚁（Ｐａｒａｔｒｅｃｈｉｎａｌｏｎｇｉｃｏｒｎｉｓ（Ｌａｔｒｅｉｌｌｅ）） － ８ １ － － 土壤筑巢为主

长足光结蚁（Ａｎｏｐｌｏｌｅｐｉｓｇｒａｃｉｌｉｐｅｓ（Ｓｍｉｔｈ）） － － － １ － 土壤和植物上筑巢

中华小家蚁（Ｍｏｎｏｍｏｒｉ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ａｎｔｓｃｈｉ） ６ １８６ ５１ ６３５ ３ 土壤筑巢为主

（责任编辑：张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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