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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丰橘园土壤动物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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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南丰县建园 !" 年以上橘园（样点 *）、农田改建橘园（样点 +）和荒山改建橘园（样点 ,）( 个样点

的土壤动物进行了实地调查。共捕获土壤动物% "(#头，隶属于 $ 门 - 纲 !. 目 -’ 科 %$% 种。定性、定量

分析了 ( 种类型南丰橘园的土壤动物群落结构、多样性及其水平分布、垂直分布。结果表明，三类群中，

蜱螨目（*/010230）、蜘蛛目（*103404）、矛线目（561780292:0）是优势类群；多样性指数是：* ; + ; ,；优势度 ,
; + ; *；相似性指数分析 * 与 , 之间的相似性最小。从土壤剖面分析来看，具有明显的表聚性，且表层

; 上层 ; 中层 ; 下层。

关键词：土壤动物；群落结构；多样性；南丰橘园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0 1&2,*0&’( "3 )"&4 5%&#-40 &% ’6,
7*-%8, 9-%. "3 :-%3,%8 !"$%’( &% ;&-%8<& =*"2&%+,

>?*@ A43B=CD2! EF? G2=H23B! ,CI@ E203=JKD2! >*@ C43B=H42" L*M ND3!
（!1%2+*34%$3 (- 5#(,(/0，6+&3 !"#$+ 7$&3#3)3% (- 8%9"$(,(/0，:#$9")+$ ($$"""；

"!(,,%/% (- :#-% ;9#%$9%，<)$+$ =(*4+, >$#?%*&#30，!"+$/&"+ $%"")%，!"#$+）

5>0’*-+’：J628 032908 /699D32O24P Q414 23R4PO2B0O4: 23 OK144 :2SS4143O P09T84 T86OP 23 OK4 6103B4 803: 6S @03S43B
,6D3O7，N203BU2 V16R23/4，,K230W * O6O08 6S % "(# 23:2R2:D08P X4863B O6 $ P61OP，!. 61:41P，-’ S092824P，03: %$%
PT4/24P Q414 /6884/O4: 23 OK4 P09T84 P628 W YK4 ,699D32O7 23:4U4P：OK4 :692303/4（!），4R4334PP（6），12/K34PP（1），

:2R41P2O7（<）03: P2928012O7 /64SS2/243O（ @）6S P628 032908 /699D32O24P Q414 03087Z4:W *8P6，X6OK PO10O2S2/0O263 T0OO413
03: K612Z63O08 T0OO413 6S P628 032908P 23 OK4 0140P Q414 4U09234:W YK4 14PD8OP PK6Q4: OK0O */010230，*103404 03:
561780292:0 Q414 OK4 :692303OP 23 OK4 OK144 T86OPW YK4 * /699D32O7 K0: OK4 K2BK4PO X6OK 23 PT4/24P 03: 23:2R2:D08
3D9X41P 03: :2R41P2O7 W YK4 , /699D32O7 PK6Q4: OK4 K2BK4PO :692303/4W YK4 P2928012O7 /64SS2/243O X4OQ443 OK4 * 03:
, /699D32O7 2P OK4 840PO W M3 OK4 R41O2/08 :2PO12XDO263 6S 23:2R2:D08P 03: PT4/24P 6S P628 032908P，2O :4/140P4P Q2OK
23/140P23B 6S OK4 :4TOK 23 P628 03: OK414 2P S40OD14 6S P628 032908 /63B14B0O23B O6 PD1S0/4 K612Z63W
?,( @"*.0：J628 032908；,699D32O7 PO1D/OD14；52R41P2O7；YK4 6103B4 803: 6S @03S43B ,6D3O7

基金项目 江西省教育厅科技课题（@6W!""$%)）；

!通讯作者，I=9028：703K43942[ 70K66W /69W /3；

第一作者介绍 袁凤辉，男，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

向：动物生态学；I=9028：726D = 726D[!.(W 34O。

收稿日期：!""$=%%=%.，修回日期：!""#="#=%$

南丰蜜橘是我国著名的地方良种，至 !""(
年，南丰县橘园面积 %\’( ] %"$ K9!，产量 %\# ]
%") ^B，是农民增收和财政增长的支柱产业。目

前橘园开发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其中相当部

分是由荒地和农田改建的，而土壤动物是农田

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系统内物质

与能量的迁移、转化及土壤结构的形成和改良

均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能使土壤成为具有生物

活性的活体和潜在的可以持续利用的自然资

源［%］。本文旨在为南丰橘园的改建提供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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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地点与方法

!"! 调查地点 南丰县位于东经 !!"#$%&，北

纬 ’"#(!& ) ’%#’!&，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调

查地点选择洽湾乡 * 个橘园为取样点，分别是

+ 样点为建园 ’$ 年以上橘园，, 样点为 ’$$! 年

由农田改建的橘园，- 样点为 ’$$’ 年由荒地改

建的橘园。

!"# 调查方法 采用文献［*，.］的方法，分别

于 ’$$* 年 ( 月和 ’$$* 年 % 月分 ’ 次对上述 *
个样区进行定点重复采样，每次用 !$$ /0* 的取

土环刀进行上、中、下 * 层（即 $ ) ( /0、( ) !$
/0、!$ ) !( /0）取样，另外选择代表性样土 ! 0’

面积内手拣大型土壤动物。样土带回后分别应

用干 漏 斗 法（ 1233456 漏 斗 ）以 及 湿 漏 斗 法

（,7650788 漏斗）将中、小型土壤动物和湿生土

壤动物分离并记数，然后分类鉴定［*，.］。

!"$ 数据处理 所得的数据运用以下群落结

构指数在 9:; 软件平台上进行统计和分析。

;<788=8>?@6865 多样性指数（!）：

! A B!
"

# A !
$# 38$#

式中 ! 为多样性指数，$# 为物种 # 占动物总个

体数 % 的比例，即 $# A &# C%。

:@63=2 均匀性指数（’）：’ A ! C38(。

式中 ( 为动物种数。

;@0DE=8 优势度指数（)）：) A!
"

# A !
（&# C%）’。

F7//75G 相似性系数（*）：* A + C, H - B +。

式中 , 为 + 群落种数，- 为 , 群落种数，+ 为两

群落共有种数［(］。

# 结果与分析

#"! 群落组成及其分布特点 在调查的 * 个

样点中共获得各类土壤动物! $*(头（原生动物

除外），经鉴定计有 . 个门（环节、线虫、软体、节

肢动物）、% 个纲、’" 个目、%I 个科、!.! 个种（表

! 及名录）。其中样点 + 有 . 门、% 纲、’( 目、!’J
种、(%$ 头；样点 , 有 * 门、" 纲、’$ 目、I* 种、

’%J 头；样点 - 有 . 门、" 纲、!J 目、.J 种、!.I

头。* 块样地中均有线形动物门、环节动物门

和节肢动物门，样点 , 中没有软体动物门。土

壤动物的类群和数量见表 ! 及名录。由表 ! 可

见南丰橘园 * 个采样区的土壤中以线形动物门

的矛线目（9=5K37@0@G7）和节肢动物门的蜱螨目

（+/757@87）、蜘蛛目（+578676）数量最多，都大于

!$L，为优势类群，所占比例分别为 !IM’$L、

’!M((L和 !$M$(L，占总捕数的 .JMJ$L；其次

线形 动 物 门 的 单 齿 目（N=8=8/<@G7）、单 宫 目

（N=8<KEO65@G7）、小杆目（P<7QG@O@G7），环节动物门

的 颤 蚯 目 （ 12Q@R@/@G7 ）、 后 孔 寡 毛 目

（SD@EO<=D=57 ）， 软 体 动 物 门 的 柄 眼 目

（;OK3=007O=D<=57），节 肢 动 物 门 的 弹 尾 目

（-=3360Q=37）、半 翅 目（ T60@DO657）、膜 翅 目

（TK068=DO657）、鞘 翅 目（-=36=DO657）、鳞 翅 目

（U6D@G=DO657）、双翅目（9@DO657）共 !$ 个类群数量

在 !L ) !$L 之 间，为 常 见 类 群，占 全 部 的

."MIJL。优势类群和常见类群共占总捕获数

的 %(M(JL，构成了南丰橘园土壤动物群落的

主要 成 分。其 他 的 如 线 形 动 物 门 的 色 矛 目

（ -<5=07G=5@G7 ）、软 体 动 物 门 的 基 眼 目

（,7E=007O=D<=57）、节 肢 动 物 门 的 综 合 目

（;K0D<K37）等 !! 个类群出现频率均小于 !L，

为稀有类群，合计仅占总数的 .M.’L，他们不

仅数量少，而且有些类群只分布在 ! ) ’ 个生境

内。如软体动物门的基眼目仅分布在荒地改建

的橘园中，节肢动物门的山蛩目（;D@5=Q=3@G7）、

综合目和线形动物门色矛目仅分布于建园时间

长的橘园中。* 块样地中以节肢动物门蜱螨目

中的物种数目最多，达到 *" 种（占 ’(M(*L），其

次为 蜘 蛛 目 有 !I 种（ 占 !’M$"L），昆 虫 纲

（V8E6/O7）的弹尾目 !* 种（占 %M’’L）和鳞翅目

!’ 种（占 JM(!L），线形动物门的矛线目 !$ 种

（占 IM$%L）。其他目的物种数均少于 !$ 种。

在蜱螨目中又以甲螨类的数量和种类最多，他

们以植物残体为主要食物，消化后排出的粪便

积蓄在土壤中，提高了土壤肥力，对土壤腐殖质

化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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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种不同生境土壤动物群落结构组成数量分布特点

类群数
样点 !

! " "
样点 #

! " "
样点 $

! " "
总科

数

总物种

数目

总个

体数

占总

捕量（"）

节肢动物门

蛛形纲 !%&’()*+&
蜱螨目 !’&%&*)& ,, -./ -/0,- 1, 2, 1-0-3 -/ 41 ,40,5 1, ,2 11, 1-044
蜘蛛目 !%&)6&6 -4 /- -,05, 4 -4 40., , / 4033 -- -5 -.3 -.0.4

唇足纲 $(*7898+&
石蜈蚣目 :*;(8<8%9(& - 3 .02/ - 1 .025 . . . - - 2 .04/
地蜈蚣目 =689(*78<89(& 1 , .04- - - .0,3 . . . - 1 3 .0,>

倍足纲 ?*97898+&
山蛩目 @9*%8A87*+& - - .0-5 . . . . . . - - - .0-.

综合纲 @B<9(B7&
综合目 @B<9(B7& - - .0-5 . . . . . . - - - .0-.

昆虫纲 C)D6’;&
弹尾目 $8776<A87& -1 3. 205/ -. ,/ -1054 4 / 4033 / -, /2 /0,-
双尾目 ?*97E%& - 1 .0,3 1 1 .025 - - .02/ 1 1 4 .03/
半翅目 F6<*9;6%& 2 3/ /0-3 - - .0,3 1 5 3052 3 2 42 403-
鞘翅目 $87689;6%& > -5 10// 3 2 10.- 1 1 -0,2 2 > 14 1031
直翅目 G%;(89;6%& - - .0-5 1 3 -0,3 . . . 1 1 4 .03/
膜翅目 FB<6)89;6%& , -5 10// - -, 30,2 - -1 /0-2 - , 31 30.2
同翅目 F8<89;6%& - 3 .02/ . . . - - .02/ - - 4 .03/
双翅目 ?*9;6%& 3 -> ,011 - - .0,3 - - .02/ 1 3 1- 10.,
鳞翅目 :69*+89;6%& -1 12 303- 1 , -0.- - - .02/ / -1 ,. 10>.

环节动物门

寡毛纲 G7*H8’(&6;&
颤蚓目 IEA*J*’*+& 1 -. -02> , 11 50,/ - - .02/ , , ,, ,0->
后孔寡毛目 G9*D;(898%& - -2 105- - -4 40., . . . - - ,- ,0..

软体动物门

腹足纲 =&D;%898+&
柄眼目 @;B78<<&;89(8%& , 1- ,042 . . . - 1 -0,2 , , 1, 1011
基眼目 #&D8<<&;89(8%& . . . . . . - - .02/ - - - .0-.

线形动物门

泄管纲 @6’6%<6);6&
小杆目 K(&A+*;*+& , ,5 2015 1 1- 50.4 1 4 ,03. 1 , 2, 20.>
垫刃目 IB76)’(*+& 1 4 .0/4 1 , -0.- - - .02/ 3 3 > .0/5

泄腺纲 !+6)89(8%&
矛线目 ?8%B7&*<*+& -. >1 -404> 5 4> ->0/. 4 15 -/0,5 5 -. -5/ -501.
单齿目 L8)8)’(*+& 1 1 .0,3 1 -> 20,/ 1 -- 503/ - 1 ,1 ,0.>
单宫目 L8)(BD;6%*+& - ,1 4031 - 3 -0,3 - 2 30./ - - 31 30.2
窄咽目 !%&687&*<*+& - 1 .0,3 1 2 10.- . . . - 1 / .055
色矛目 $(%8<&+8%*+& - - .0-5 . . . . . . - - - .0-.
合计 -1/ 4>. -.. 5, 1>/ -.. 3/ -35 -.. >5 -3- - .,4 -..

! 表示样点中该类群的物种数目；" 表示样点中该类群所有物种个体总数量；"表示（"M!"）。

#$# 南丰橘园土壤动物初步名录

蜱螨目 !’&%&*)&（1, 科 ,2 种）

-0 长须螨科 @;*H<&6*+&6（1 种）

（-）细毛神蕊 #$%&’()*& ’(+)%,-.%&
（1）具瘤神蕊螨 # 0 (/&(+’*&

10 大赤螨科 !)BD;*+&6（- 种）

（,）#,0&’%& D9N

,0 肉食螨科 $(6B7%;*+&6（- 种）

（3）12(0.(’*& D9N

30 赤螨科 O%B;(%&6*+&6（- 种）

（4）朱亮纤赤螨 3(4’*& 52*’%,$(,&%&

40 绒螨科 I%8<A*+**+&6（- 种）

·1.-· 动物学杂志 12%,(&( 67*+,-. 78 977.7$0 3. 卷



（!）!""#$%&#’()*’ "#$

!% 缝甲螨科 &’#()*+*(,--./0（1 种）

（2）+#%,-#.%$%#/)*0 "#$
（3）1,-#.%$%#/)*0 "#$

2% 广缝甲螨科 4("5()*+*(,--./0（6 种）

（7）网广缝甲螨 2#0’#.%$%#/)*0 &3$).*"4$*0

3% 短甲螨科 89/)*’)*+*(,--./0（1 种）

（6:）5&4.%,.%$%#/)*0 "#$
（66）6)#.%$%#/)*0 "#$

7% 罗甲螨科 ;(*5/,,--./0（< 种）

（61）6#%’4//)4 "#$
（6<）73-&4.4&*0 "#$
（6=）8)94.4&*0 "#$

6:% 上罗甲螨科 >#-?(*5/,,--./0（6 种）

（6@）+-)"#%’4//)4 "#$

66% 洼甲螨科 4/5-"--./0（1 种）

（6!）24’)0)4 "#$
（62）未定属

61% 礼服甲螨科 A9*’#()*+*(,--./0（1 种）

（63）:&%,-#.%$%#/)*0 "#$
（67）未定属

6<% 矮汉甲螨科 B/,*095/,,--./0（1 种）

（1:）;4/%3&’4//)4 "#$
（16）未定属

6=% 赫甲螨科 &095/,,--./0（6 种）

（11）<%,""%3&’4//)4 "#$

6@% 高壳甲螨科 ;-(.-./0（6 种）

（1<）6)#=30 "#$

6!% 珠甲螨科 C/5/0-./0（1 种）

（1=）>4’43*0 "#$
（1@）+-)=4’43*0 "#$

62% 沙甲螨科 >905D?-./0（6 种）

（1!）+&3’*"*0 "#$

63% 沙足甲螨科 >905(E0?E-./0（6 种）

（12）+&3’#(3"(4 "#$

67% 步甲螨科 4/9/E(.-./0（1 种）

（13）?#0%)#(#=30 "#$
（17）未定属

1:% 耳头甲螨科 F+()0#*0-./0（1 种）

（<:）83@4"#$#.3-%3*0 "#$
（<6）未定属

16% 奥甲螨科 F##--./0（< 种）

（<1）A--)3""4 "#$
（<<）B4’*03""4 "#$
（<=）未定属

11% 大翼甲螨科 G/?D5,-./0（6 种）

（<@）未定属

1<% 未定科（6 种）

（<!）未定属

蜘蛛目 H9/,0/0（66 科 62 种）

1=% 肖蛸科 A0+9/I,/+*-./0（6 种）

（<2）四斑锯螯蛛 >,0.%)&)#@/4$%4 C*4=&)’4.*"4$4

1@% 隐石蛛科 A-+/,(0)-./0（6 种）

（<3）白斑隐蛛 ;*&0.)4 4"(#D40.)4$4

1!% 暗蛛科 H5/D9(E--./0（6 种）

（<7）隙蛛 2#3"#$30 ’#""*0.*0

12% 球蛛科 A*09-.--./0（6 种）

（=:）八斑鞘腹蛛 2#"3#0#’4 #.$#’4.*"4$*’

13% 盗蛛科 J-"/D9-./0（6 种）

（=6）兴起狡蛛 >#"#’3=30 )/0*&@3/0

17% 逍遥蛛科 J*-?(.9(5-./0（6 种）

（=1）草地逍遥蛛 <%)"#=&#’*0 .30-)$*’

<:% 皿蛛科 ;-,’#*--./0（1 种）

（=<）草间小黑蛛 +)&@#/)=)*’ @&4’)/).#"*’
（==）食虫沟瘤蛛 E’’3")4$4 )/03.$).3-0

<6% 狼蛛科 ;’)("-./0（< 种）

（=@）拟水狼蛛 <)&4$4 0*(-)&4$).*0
（=!）奇异獾蛛 :&#.%#04 &*&).#"4
（=2）沟渠豹蛛 <4&=#04 "4*&4

<1% 猫蛛科 FK’(#-./0（6 种）

（=3）斜纹猫蛛 A9,#-30 03&$4$*0

<<% 蟹蛛科 A*(5-"-./0（1 种）

（=7）三突花蟹蛛 8)0*’3/#-0 $&).*0-)=4$*0
（@:）鞍形花蟹蛛 F,0$).*0 3-%)--)4$*0

<=% 跳蛛科 L/?+-)-./0（< 种）

（@6）纵条蝇狮 84&-)004 ’4@)0$3&
（@1）黑色蝇虎 <"39)--*0 -4,G*"")
（@<）蓝翠蛛 H)"3& .*-&3*0

石蜈蚣目 ;-+*(5(9#*/（6 种）

<@% 石蜈蚣科 ;-+*(E--./0（6 种）

（@=）石蜈蚣 6)$%#(*0 D#&D).4$*0
地蜈蚣目 G0(#*-?(5(9#*/（6 科 6 种）

<!% 地蜈蚣科 G0(#*-?-./0（6 种）

（@@）I3#-%)"*0 "#$
山蛩目 L#-9(E(?-./（6 科 6 种）

<2% 山蛩科 L#-9(E(?-./0（6 种）

（@!）H-)&#(#"*0 "#$
综合目 L’5#*’?/（6 科 6 种）

<3% 幺蛐科 L)D+-I090??-./0（6 种）

（@2）14/03/)3""4 "#$
弹尾目 4(??05E(?/（3 科 6< 种）

<7% 跳虫科 J(.D9-./0（6 种）

（@3）<#=*&4 "#$

=:% 棘跳科 F,’)*-D9-./0（6 种）

·<:6·= 期 袁凤辉等：江西南丰橘园土壤动物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



（!"）!"#$%&’(’) #$%

&’( 疣跳科 )*+,-./0+*（1 种）

（23）*(+$%#),-./00+ #$%
（2’）1(&/)/+ #$%

&1( 等节跳科 4#5657/0+*（1 种）

（21）1-0)-.&+ #$%
（28）2)-,-.’(’) #$%

&8( 长角跳科 9,6575:.;/0+*（1 种）

（2&）3",-.-4(#+ #$%
（2!）5&"/00+ #$%

&&( 鳞跳科 <575=*./0+*（’ 种）

（22）6-.-$/(’) #$%

&!( 爪跳科 >+.5,*??/0+*（’ 种）

（2@）5+0&"+ #$%

&2( 圆跳科 A7/,6B-./0+*（8 种）

（2C）*-’(0/,&/00+ #$%
（2"）7,/"-,%(&8 #$%
（@3）5.&",%’(’) #$%

双尾目 D/$?-.+（1 科 1 种）

&@( 康*科 E+7$50*/0+*（’ 种）

（@’）9/:&;-$+.:+ #$%

&C( 铗*科 F+$;G/0+*（’ 种）

（@1）!$$+)<+:#8 #$%
半翅目 H*7/$6*.+（& 科 2 种）

&"( 奇蝽科 9,/=5=*$B+?/0+*（’ 种）

（@8）5,/"-:&(+,/) #$%

!3( 花蝽科 I,6B5=5./0+*（’ 种）

（@&）=.:%&+(/’) #$%

!’( 长蝽科 J;G+*/0+*（1 种）

（@!）*-,-$’;- #$%
（@2）>(#.’) #$%

!1( 土蝽科 E;0,/0+*（1 种）

（@@）5,&4+(-:’) #$%
（@C）?&$(-:-(’) #$%

鞘翅目 E5?*5$6*.+（2 科 " 种）

!8( 拟步甲科 <*,*:./5,/0+*（’ 种）

（@"）@-"-$/:%+0’. #$%

!&( 隐翅虫科 A6+$B;?/,/0+*（1 种）

（C3）=,%/,+ #$%
（C’）5,/"’) #$%

!!( 金龟甲科 A=+.+:+*/0+*（1 种）

（C1）A-:(&) #$%
（C8）9&+,-"B’) #$%

!2( 象甲科 E-.=-?/5,/0+*（’ 种）

（C&）6(+$%#:%0-/-)-.+ #$%

!@( 伪叶甲科 J+G.//0+*（1 种）

（C!）9+B(&+ #$%

（C2）未定属

!C( 缨甲科 >6/?//0+*（’ 种）

（C@）未定属

直翅目 K.6B5$6*.+（1 科 1 种）

!"( 蟋蟀科 L.;??/0+*（’ 种）

（CC）C/0+(&D&$,-(’) #$%

23( 蛉蟋科 <./G5,/0//0+*（’ 种）

（C"）7,/(-"/.-4&’) #$%
膜翅目 H;7*,5$6*.+（’ 科 8 种）

2’( 蚁科 M5.7/=/0+*（8 种）

（"3）A(/.+,-B+),/( #$%
（"’）6/,(+.-(&’. #$%
（"1）1-(.&$+ #$%

同翅目 H575$6*.+（’ 科 ’ 种）

21( 绵蚧科 N5,5$B?*:/0+*（’ 种）

（"8）吹绵蚧 2$/(#+ :’($%+)&
双翅目 D/$6*.+（1 科 & 种）

28( 蝇科 N-#=/0+*（1 种）

（"&）?’)&$+ #$%
（"!）1+""&+ #$%

2&( 虻科 <+:+,/0+*（1 种）

（"2）6+4’"+) #$%
（"@）未定属

鳞翅目 J*$/05$6*.+（C 科 ’1 种）

2!( 螟蛾科 >;.+?/0+*（’ 种）

（"C）A%&0- #$%

22( 刺蛾科 9-=?*/0+*（’ 种）

（""）A"&;-$+.:+ #$%

2@( 夜蛾科 )5=6-/0+*（& 种）

（’33）70’)&+ #$%
（’3’）=$(-#$,+ #$%
（’31）=B(-,&) #$%
（’38）未定属

2C( 毒蛾科 J;7+,6.//0+*（’ 种）

（’3&）7-(,%/)&+ #$%

2"( 天蛾科 A$B/,G/0+*（1 种）

（’3!）A0+"&) #$%
（’32）=$%/(-.,&+ #$%

@3( 卷叶蛾科 <5.6./=/0+*（’ 种）

（’3@）@(+:%-0&,%+ #$%

@’( 粉蝶科 >/*./0+*（’ 种）

（’3C）A-0&+) #$%

@1( 蛱蝶科 );7$B+?/0+*（’ 种）

（’3"）C+"/))+ #$%
颤蚓目 <-:/O/=/0+（8 科 & 种）

@8( 线蚓科 9,=B;6.+*/0+*
（’’3）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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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仙女虫科 ()*+*+),
（!!-）(’#) "#$

%.’ 颤蚓科 /01*2*3*+),
（!!4）*+,’&-$"#./) "#$

后孔寡毛目 5#*"678#89)（! 科 ! 种）

%:’ 链胃蚓科 ;8<*=*>)"69*+),（! 种）

（!!&）0"’1#$’ "#$
柄眼目 ?6@=8AA)68#789)（4 科 4 种）

%%’ 瓦娄蜗牛科 B)==8<**+),（! 种）

（!!.）2’..-3#’ "#$

%C’ 艾纳螺科 D<*+),（! 种）

（!!:）4/56%5"#3/) "#$

%E’ 嗜粘液蛞蝓科 F7*=8A@3*+),（! 种）

（!!%）7+#.-8,&/) "#$
基眼目 G)"8AA)68#789)（! 科 ! 种）

CH’ 果瓣螺科 I)9@37*+),（! 种）

（!!C）9’",&+#/8 "#$
小杆目 J7)1+*6*+)（- 科 4 种）

C!’ 头叶科 I,#7)=81*+),（- 种）

（!!E）9%:+’.-5/) "#$
（!-H）;&"-5%.-#$%) "#$

C-’ 小杆科 J7)1+*6*+),（! 种）

（!-!）*+’5$#<#) "#$
垫刃目 /@=,<37*+)（& 科 & 种）

C4’ 垫刃科 /@=,<37*+),（! 种）

（!--）丝状垫刃线虫 =,.%3&+/) >#.#>-"8#)

C&’ 纽带科 K8#=8=)*A*+),（! 种）

（!-4）?%.#&-<,.%3&+/) "#$

C.’ 矮化科 /@=,<37897@<37*+),（! 种）

（!-&）圆筒形矮化线虫 =,.%3&+-"+,3&+/) &,.#3$"#&/)

C:’ 真滑刃科 L#7,=,<37*+),（! 种）

（!-.）孤独真滑刃线虫 ;:+%.%3&+/) %"%8#</)
矛线目 M89@=)*A*+)（% 科 !H 种）

C%’ 矛线科 M89@=)*A*+),（& 种）

（!-:）巴氏中矛线虫 @%)-$-",.’#8/) 5’)<#’3#
（!-%）单子宫真矛线虫 A/$-",.’#8/) 8-3-+,)<%"’
（!-C）0-",.’#8/) "#$
（!-E）;:-"&%.’#8/) "#$

CC’ 垫咽科 /@=,<378=)*A*+),（! 种）

（!4H）A3&+-$%./) "#$

CE’ 长针科 N8<>*+89*+),（! 种）

（!4!）美洲剑线虫 B#:+#3%8’ ’8%"#&’3/)

EH’ 牙咽科 M89@=)*A,==*+),（! 种）

（!4-）0-",.’#8%../) "#$

E!’ 膜皮科 M*#767,98#789*+),（! 种）

（!44）普通膜皮线虫 0#:+<+%"-:+-"’ &-88/3#)

E-’ 毛刺科 /9*378+89*+),（! 种）

（!4&）模糊毛刺线虫 ="#&+-$-"/) -5)&/"/)

E4’ 无咽科 L=)*A*+),（! 种）

（!4.）原无咽线虫 ;.’#8/) :"#8#<#C/)
单齿目 ;8<8<37*+)（! 科 4 种）

E&’ 单齿科 ;8<8<37*+),（4 种）

（!4:）乳突单齿线虫草 @-3-3&+/) :’:#.’</)
（!4%）@-3-3&+/) "#$
（!4C）7"#-3&+/./) "#$

单宫目 ;8<7@"6,9*+)（! 科 ! 种）

E.’ 单宫科 ;8<7@"6,9*+),（! 种）

（!4E）@-3+,)<%"’ "#$
窄咽目 L9),8=)*A*+)（! 科 ! 种）

E:’ 绕线科 F=,368*+),（! 种）

（!&H）7.%&</) "#$
色矛目 I798A)+89*+)（! 科 ! 种）

E%’ 杯咽科 I@)678=)*A*+),（! 种）

（!&!）;&+"-8’$-"’ "#$

（鉴于南丰橘园土壤动物尚处初步研究，部分种类未能定

属，有待于作更深一步的调查研究。）

!"# 土壤动物类群和数量的空间分布

!"#"$ 水平分布特点 从表 - 可见 4 个样点中

土壤动物的群落组成以样点 L 最优：样点 L（-.
目）O 样点 G（-H 目）O 样点 I（!C 目）；种群密度

为样点 L（.EH 头）O 样点 G（-EC 头）O 样点 I
（!&% 头）；物种数也是样点 L 的最多（!-C 种），

大于样点 G 的 %4 种和样点 I 的 &C 种，可见他

们的种群密度及物种数表现出相同的趋势：4 个

样点中样点 I 优势类群占样点总数的 .4’%&P，

样点 G 中的优势类群占样点总数的 .4’4:P，相

差不大。而样点 L 中优势类群所占的比例最

少，只有 &%’:-P。

!"#"! 垂直分布特点 4 个样点土壤动物的垂

直分布结果见表 4。

表 ! # 块样地土壤动物群落水平分布特点比较

样点 个体总数 目数 物种数 优势类群比例（P）

L .EH -. !-C &%’:-
G -EC -H %4 .4’4:
I !&% !C &C .4’%&

一般来说，土壤动物垂直分布都具有表聚

性，但受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也存在异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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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个样点土壤动物垂直结构的比较（表

"）说明，生境不同，土壤动物存在垂直结构上的

异质性。样点 # 中土壤动物有表聚现象，地面

落叶中的土壤动物占总数量的 $%&!’(，主要是

由于地表落叶较多，有机质集中在土层表面，但

这种半人工林由于人类的过量索取，土壤生态

系统还未达到最优化状态。样点 ) 中土壤动物

主要集中在 * + , -. 深的土壤中，占总捕获量的

"/&0!(，这与改建橘园过程中人类活动破坏了

地表土壤动物的生境有关。样点 1 虽然地表有

机质贫乏，但动物却主要集中在有机质更贫乏

的 , + %* -. 深的土层中，其土壤动物占总虫量

的 $!&0!(，可能与样点 1 的土壤正处于形成阶

段有关，其中优势类群线虫在土壤形成中起了

先锋作用。

表 ! ! 个样点土壤动物群落的垂直分布

样点 土壤层 类群数
个体数

（头）

占本样地

总数（(）

占全样地

总数（(）

#

)

1

地面 %$ 0$! $%&!’ 0"&22
上层 %% %,, 0!&02 %$&’!
中层 ’ %%" %’&%, %*&’0
下层 / 2! %0&// 2&"$
地面 / $2 %,&22 $&,$
上层 %* %%$ "/&0! %%&*%
中层 %* 2$ 0$&/" 2&%,
下层 ’ !" 0%&%$ !&*’
地面 ! 0* %"&!% %&’"
上层 ’ $" 0’&0, $&%,
中层 ! !/ $!&0! !&,2
下层 $ %! %*&// %&,,

"#$ 群落结构指数测定

"#$#% 应用群落多样性、均匀度、丰富度、优势

度指数公式测定结果（表 $） " 块样地的多样

性指数比较结果为：样点 # 3 样点 ) 3 样点 1；

均匀度指数为：样点 ) 3 样点 1 3 样点 #；而优

势度指数为：样点 1 3 样点 ) 3 样点 #。因为香

农4威纳多样性指数不仅和这个群落有几个物

种数有关，而且也与每个物种的个数有关，即综

合反映该群落的丰富度和均匀性，所以样点 #
有最多的物种，且其优势类群只占了总数 的

$2&!0(，因此样点 # 的多样性指数最大。至于

优势度指数 1 表示的是物种的数目集中在少数

几个种上的程度指标，这与 " 个样点的优势类

群所占各自总数的比例相一致，样点 1 由于优

势类群占到 ,"&2$(，优势度最大，而样点 # 的

优势类群只占总个体数的 $2&!0(，优势度最

小。

表 $ ! 个样点土壤动物的多样性、均匀度、

丰富度和优势度比较

群落 多样性（!） 均匀度（"） 丰富度（#） 优势度（$）

# 0&,,/ *&,02 %0/ *&%*$
) 0&$*% *&,!* 2" *&%0*
1 0&%"$ *&,,% $/ *&%/"

"#$#" 相似性系数 另外用 56--678 指数比较 "
个样点的相似性程度，其公式（56--678 指数）为

% 9 & :（’ ; ( < &），式中 ’ 为 # 群落类群数，(
为 ) 群落类群数，& 为两群落共有的类群数。

结果见表 ,。可见样点 # 和样点 ) 的土壤动物

群落之间相似性程度最高（ % 9 *&""%），其次是

样点 ) 和样点 1（ % 9 *&00!），相似程度最低的

是样点 # 和样点 1（% 9 *&%’/）。但是三者之间

的相似性系数都不大，说明他们之间共有的类

群不是很多［"］。

表 & ! 个样点土壤动物群落的相似性

) 样点 1 样点

# 样点 *&""% *&%’/
) 样点 *&00!

! 讨 论

本次调查所得的土壤动物标本共有% *",头

（原生动物除外），共计 $ 个门、’ 个纲、0! 个目、

’2 个科、%$% 个种。其中节肢动物门、蛛形纲、

蜱螨目、蜘蛛目和线形动物门的矛线目是优势

类群，出现频率均在 %*(以上。

在 " 个群落中群落 #（建园 0* 年以上的橘

园）的物种丰富度和个体数量及多样性最高，原

因是土壤表层动植物残体和腐殖质丰富，给土

壤动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食物来源较为丰

富的生境。多样性指数越高，则群落越稳定，群

落的稳定性与土壤环境稳定性是相关的，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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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点 ! 建园时间长有关，相对来说人为的干扰

因素小，土壤环境因动植物残体的分解来维持

平衡，所以群落结构稳定。但从均匀性指数来

看，群落 "（农田改建的橘园）均稍高于群落 !
和群落 #（荒山改建的橘园）。从相似性指数来

看，样点 ! 与样点 # 群落相似性最小，说明两群

落结构特点差异较大。

土壤动物垂直分布为：表层 $ 上层 $ 中层

$ 下层，表现出明显的地下垂直结构分异性，同

时土壤动物在土壤中的分布具有表聚性，且个

体数量的表聚性强于类群数的表聚性。随着土

壤剖面深度的增加，土壤有机质减少，土壤理化

性质逐渐变得不利于土壤动物生存，导致土壤

动物类群和数量逐渐减少。

本文对南丰橘园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进行

了初步调查，还待于作更深一步的工作。同时

对土壤动物中优势类群，如螨类和线虫的营养

生态位及其对土壤生态系统所起的生态效应尚

待深入研究。由于近几年南丰蜜橘的效益好，

农民自主开发种橘园的积极性高，本文旨在通

过对南丰橘园 % 种不同样点的土壤动物物种多

样性的调查，为南丰县橘园合理改建提供一些

相关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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