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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湖北东部天堂寨自然保护区、九宫山自然保护区和大洪山自然保护区调查 , 结果表明 ,3 个自然保护区共有蚂蚁44 种 , 隶
属于4 亚科 ,26 属 ,其中有25 种为湖北省分布新记录。在区系组成上 ,东洋界种类25 种 , 占全部种类的56 .8 % ; 东洋界和古北界均有分
布的种类19 种 , 占全部种类的43 .2 % ,这表明3 个自然保护区的蚂蚁以东洋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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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f Ant Species in Three Nature Reserves in Eastern Hubei Province
WANG Wei et al  (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 Hub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 Enshi , Hubei 445000)
Abstract  Tiantangzhai Nature Reserve , Jiugongshan Nature Reserve and Dahongshan Nature Reserve are located in eastern Hubei Province . So far the
research onspecies diversity of ants i nthese nature reserves have not yet beenreported . 44 species of ants belonging to 26 genera and 4 sub-families were
collected fromthese nature reserves . Among them, 25 species were newrecords in Hubei Province . 25 species occur in Oriental Ki ngdom, making up
56 .8 % of total species ;19 species occur bothi n Oriental and Palaeartic Kingdom, maki ng up 43 .2 % of total species .The result shows Oriental species
took greatest part in the ant fauna of these nature reserv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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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蚁是地球上进化程度很高的一类社会性昆虫, 分类上

隶属于昆虫纲膜翅目蚁科。蚂蚁的种类相当丰富, 全世界估

计有20 000 种, 已描述的约有10000 种。由于种类多, 个体数

量大, 分布广, 蚂蚁成了现代昆虫的优势类群 , 在陆地生态系

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蚂蚁与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 多

数蚂蚁对人类有益。许多捕食性蚂蚁具有种群数量大且稳

定的特点 , 因而是可以用来防治农林害虫的天敌资源。大多

数蚂蚁在土壤内筑巢, 疏松改良了土壤, 有利于植物生长。

还有些种类具有食用和药用价值。也有少数种类能剥食农

作物的根和茎或入侵居室, 给人类带来危害。无论是从开发

利用蚂蚁资源还是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来讲, 调查和研

究蚂蚁都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湖北东部地区尚无人对蚁科

昆虫进行系统调查的现状, 笔者于2005 年8 ～9 月对湖北省

东部的3 个自然保护区———大别山天堂寨自然保护区、九宫

山自然保护区和大洪山自然保护区进行了蚂蚁种类的调查。

1  3 个自然保护区的自然概况

1 .1 天堂寨自然保护区  位于湖北与安徽两省三县交界

处, 以山脊为界线, 山南是湖北的英山、罗田县, 山北是安徽

的金寨县。天堂寨为大别山第2 主峰 , 境内最高峰1 729 m,

总面积40 km2 。该区属亚热带湿润气候, 年均气温12 .3 ℃ ,

年降雨量1 961 mm, 全年无霜期186 d。山体主要由花岗石组

成, 夹有少量花岗片麻岩。在海拔1 000 m 以下主要为黄棕

壤, 海拔1 000 m 以上则以山地棕壤为主。该区在植被区划

上属于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带。海拔500m 以下的

河谷两侧分布着以青冈栎为主的耐寒性常绿阔叶林, 海拔

500～1 200 m 分布着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优势树种主要有

小叶青冈、大叶冬青、茅粟、化香等, 海拔1 200 ～1 500 m 分布

着以茅粟、苦枥木等为主的落叶阔叶林, 海拔1 500 m 以上主

要分布着黄山栎组成的山地矮林。该区的白马鼠尾草、大别

山五针松和都支杜鹃等, 都是在长期内演化发展而成的大别

山特有种。珍稀保护动物有修蟒、香獐、狸猫、大鲵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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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九宫山自然保护区  位于通山县南部地区, 地处幕阜

山脉中段北坡, 最高峰———老鸦尖海拔1 656 .7 m, 为鄂南第

一高峰, 保护区面积46 .69 hm2 。九宫山是我国中亚热带向北

亚热带的过渡地区, 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为

14 .3 ℃, 年降雨量为1765 mm, 年降雨日在150 d 左右, 全年无

霜期为248 d 。该地区地形复杂, 山高陡峭, 沟谷纵横。土壤

为砂壤和部分山地黄棕壤, 土层深厚、疏松、肥沃。九宫山独

特和优越的自然条件, 孕育了丰富而珍贵的植物资源, 区内

有维管束植物1 983 种, 隶属于209 科857 属。由于山地随海

拔高度的增高, 气候、土壤均发生明显的变化 , 致使植被具有

明显的垂直分布规律 , 植被由下至上可明显分为: 海拔500 m

以下的常绿阔叶林带, 海拔500～1 300 m 的常绿、落叶混交林

带, 海拔1 300～1 500 m 的落叶阔叶林带, 海拔1 500 m 以上的

阔叶矮林带和灌木丛带。该区保留有我国第三纪古老孑遗

植物如鹅掌揪、金钱松、领春木和连香树等。国家保护动物

有白颈长尾雉、金钱豹、牙獐、穿山甲、大鲵、小灵猫等。

1 .3  大洪山自然保护区  地处随州、荆门两地三县( 市) , 总

面积305 km2 。大洪山是一个古老的断块褶皱山地, 北坡为断

层面, 地势陡峭, 而南坡延伸范围较广 , 坡度平缓。大洪山主

峰———宝珠峰海拔1 055 m, 为“楚北天空第一峰”。该区年平

均气温15～16 ℃, 年降雨量为993 ～1 065 mm, 无霜期230 ～

265 d。该区植物种类丰富 , 原生林属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

叶混交林 , 次生林多为马尾松和栋类混交林。植物群落具有

原始性和古老性的特征 , 拥有全国最大的古银杏群落, 拥有

国家重点保护的濒危植物35 种, 其中对节白蜡、望春花为大

洪山独有。国家珍稀保护动物有大鲵、金钱龟、穿山甲等。

2  调查方法

根据各个自然保护区的自然环境特点, 确定调查路线 ,

将采集的蚂蚁标本用70 % 乙醇溶度保存于塑料或玻璃容器

内, 书写标签, 带回实验室进行分类鉴定。由于蚂蚁是社会

性昆虫, 同一群体中有不同的品级, 而不同品级之间形态结

构差异较大 , 所以在采集时尽可能找到蚁巢, 以采集到种群

中各品级的完整材料 , 有多型工蚁的种类尽可能采集到各型

工蚁, 使分类研究更加准确。在野外采集时 , 根据蚂蚁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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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习性用以下方法寻找蚁巢: ①一边走一边仔细观察, 可发

现树上的悬巢和地下的土巢; ②翻动半掩埋的石块、段木或

树皮; ③剥除松动的树皮 ; ④拨开地面上覆盖的枯枝落叶层 ;

⑤撬开树洞、朽木或中空的树干; ⑥劈开树木残桩等。

3  调查结果

3 .1  鄂东3 个自然保护区的蚂蚁种类和区系特点  由表1

可见,3 个自然保护区共有蚂蚁44 种 , 隶属于4 亚科,26 属 ,

其中有25 种为湖北省分布新纪录。在3 个自然保护区中, 天

堂寨自然保护区蚂蚁种类最丰富, 物种数量达到29 种, 隶属

于4 亚科、19 属; 大洪山自然保护区和九宫山自然保护区物

种数量分别为23 种( 3 亚科13 属) 和20 种( 4 亚科17 属) 。

  表1 鄂东3 个自然保护区蚂蚁种类和区系特点

种类
保护区名称

天堂寨 九宫山 大洪山

区系组成

古北界 东洋界

猛蚁亚科Ponerinae
1 大齿猛蚁* Odontomachus haematodus ( Linnaeus) + + + +
2 西氏钝猛蚁* Amblyopone silvestrii ( Wheeler) + +
3 基氏细猛蚁* Leptogenys kitteli ( Mayr) + +
4 中华厚结蚁 Pachycondyla chinensis ( Emery) + + + +
5 黄足厚结蚁 Pachycondyla luleipse ( Mayr) + + +
6 敏捷厚结蚁 Pachycondyla astutea F.Smith + + + + +
切叶蚁亚科 Myrmicinae
7 玛氏举腹蚁* Crematogaster matsu muai Forel + + +
8 上海举腹蚁* Crematogaster zoceensis Santschi + +
9 大阪举腹蚁* Crematogaster osakensis Forel + + +
10 黑褐举腹蚁* Crematogaster rogenhoferi Mayr + +
11 乌木举腹蚁* Crematogaster ebenina Forel + +
12 刘氏瘤颚蚁* Strumigenys lewi wi Cameron + +
13 知本火蚁* Solenopsis tipuna Forel + +
14 铺道蚁 Tetramorium caespitum ( Linnaeus) + + + + +
15 广西铺道蚁* Tetramorium guangxiensis Zhouet Zheng + +
16 双隆骨铺道蚁* Tetramorium bicarinatum ( Nylander) + + +
17 双针棱胸蚁 Pristomyr mes pungens Mayr + + + + +
18 中华小家蚁* Monomorium chinense Santschi + + +
19 玛格丽特氏红蚁 Myr mica margaritae Emery + + +
20 褐红扁胸切叶蚁* Vollenhovia pyrrhoria Wu et Xiao + + +
21 淡黄大头蚁* Phedole fl averia Zhou et Zheng + + +
22 宽结大头蚁 Pheidole noda Smith + + + +
23 史氏盘腹蚁 Aphaenogaster s mythiesii Forel + +
24 针毛收获蚁* Messor aciculatus ( F.Smith) + + + +
臭蚁亚科Dolichoderinae
25 黑头酸臭蚁* Tapinoma melanocephalu m( Fabricius) + + +
26 长角狡臭蚁* Technomyrmex antennus Zhou + +
27 西伯利亚臭蚁* Dolichoders sibiricus Emery + + + +
28 中华光胸臭蚁 Liometopum Sinense Wheeler + + +
29 扁平虹臭蚁* Iridomyr mex anceps ( Roger) + +
30 无毛凹臭蚁* Ochetellus glaber ( Mayr) + + +
蚁亚科Formicinae
31 日本黑褐蚁 For mica japonica Motschulsky + + + + +
32 束胸前结蚁* Prenolepis sphingthorax Zhou et Zheng + +
33 黄立毛蚁 Parachechina flavipes ( Smith) + + + + +
34 长角立毛蚁* Parachechina longicornis ( Latreille) + + +
35 布氏立毛蚁 Parachechina bourbonica ( Forel) + + +
36 叶形多刺蚁 Polyrhachis lamellidens Smith + + + +
37 梅氏多刺蚁 Polyrhachis illaudata Walker + + +
38 警觉多刺蚁* Polyrhachis Vigilans Smith + +
39 日本弓背蚁 Camponotus japonicus Mayr + + + + +
40 东京弓背蚁 Camponotus tokioensis Ito + + + +
41 黄斑弓背蚁* Camponotus albosparsus Bingham + + +
42 短柄弓背蚁* Camponotus breviscapus Zhou + +
43 杂色弓背蚁* Camponotus Variegatus ( F.Smith) + + +
44 平和弓背蚁* Camponotus mitis ( F.Smith) + +
合计 29 20 23 19 44

 注 : + 为自然保护区中存在的蚂蚁种类 ; * 为湖北省分布新记录。

3 .2 区系组成 3 个自然保护区的蚂蚁区系组成中, 东洋界

种类25 种, 占全部种类的56 .8 % ; 东洋界和古北界均有分布

的种类19 种, 占全部种类的43 .2 % 。从区系组成来看,3 个

自然保护区的蚂蚁以东洋区为主, 具有过渡性质, 这与湖北

省其他农林昆虫地理区划完全相符。3 个自然保护区共有的

蚂蚁有7 种: 大齿猛蚁 Odont omachus haemat odus ( Linnaeus) 、中

华厚结蚁 Pachycondyl a chi nensis( Emery) 、铺道蚁 Tetra mori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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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条例》、《鞍山市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等一

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措施。同时, 相关部门加强了环境

保护执法监督队伍建设, 从管理和业务水平上提高执法人员

自身素质, 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充分运用法律、

行政、经济和技术手段来保障农村水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

4 .2  加强环境保护意识教育 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是一项治

理难度大、技术性强、成效周期长且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的

系统性工程。因此 , 要做好这项工作, 首先要加强水生态环

境保护的宣传。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刊和各类农业技术

培训等途径 , 广泛普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知识 , 提高全民水

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其次是加强政府引导和支持。对于

达到排放要求的养殖企业和个人典型给予政策、资金上的扶

持和奖励。另外, 要在各级政府的农业发展规划中引入农业

环境评价体系和循环经济理念和方法, 制定完善的防治农业

面源污染的农业环境保护规划, 以实现农村水生态环境保护

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4 .3 保护农村水生态环境

4 .3 .1 科学使用化肥。化肥污染的产生与水有直接关系 ,

从施肥和灌溉两方面着手, 是解决化肥污染的主要手段。应

根据不同地情、不同作物 , 测土配方施肥, 解决目前化肥使用

中存在的不合理比例问题。转变传统的灌溉方式, 采取滴

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可防止化肥的大量流失。同时大力

推广使用农家肥, 秸秆还田等, 既可改善土壤结构, 又可减少

化肥的使用量, 是防治化肥污染的有效方法。

4 .3 .2 推广高效、低毒农药。要加强农药生产、销售和使用

的管理, 力争减少高毒、高残留化学农药的使用量 , 适时、适

量用药, 推广生物农药, 采取综合防治措施, 开发使用高效、

低毒、低残留农药是防治农药污染的发展方向。

4 .3 .3 采取循环利用畜禽养殖。加强对畜禽养殖业污染的

监管, 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原则, 规模化养殖

业应具备粪尿收集和处理设施, 对畜禽粪尿进行综合利用 ,

提高其利用率。推广养殖业和种植业紧密结合的生态农业

模式, 利用畜禽粪尿制造沼气、有机肥、熟化还田等使其无害

化、资源化和减量化[ 3] 。

4 .3 .4 开展综合治理。对于农膜污染可建立废旧农膜回收

和加工企业 , 提高废旧农膜的回收利用率, 积极开发研制和

使用可降解的农膜。对于生活面源污染可在适宜地点设立

固体废弃物回收设施, 加强废弃物的回收和处理, 根据地区

特点, 建立湿地生态系统、生态型渠道或小型污水处理设施 ,

对生活污水进行净化处理, 同时, 禁止销售和使用含磷洗涤

用品。积极推广使用无磷洗涤用品。对于水土流失可以小

流域为单元 , 推广水土保持农耕技术措施、林草措施和工程

措施等 , 大力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

4 .4 完善监测体系  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监测, 为治理提

供信息保证, 并及时全面反映污染治理实施的效果。从鞍山

市农业面源污染技术监测体系看 , 绝大多数农业环保站监测

能力较弱, 设备落后, 因此 , 有关部门应逐步创造条件, 在重

点区和生态敏感区建立区域性的、具有一定梯度的监测站。

完善并形成覆盖重点区域的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网络体系, 根

据不同区域的污染特征和社会经济条件, 在典型区域建立农

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点, 开展综合防治技术区域适应性

研究, 筛选出关键防治技术, 示范推广节本增效、环境友好的

技术模式。

4 .5  推行农业清洁生产  农业清洁生产的核心是采取综合

措施, 充分利用农业生物资源和生物技术, 减少农药、化肥等

农用化学品的使用, 进而达到减少污染、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的目的。途径则是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 4] , 重点推广“猪

沼果”、“四位一体”、庭院生态经济、无公害农产品和有机蔬

菜等农业生产模式和配套技术, 以减少面源污染的地表径流

量和地下渗漏量, 促进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同时 ,

要加强农民生态种植和生态养殖的技术培训, 指导农民科学

地使用农业投入品, 大力推广施用粪便腐熟的优质有机肥和

农家有机肥, 鼓励发展有机肥产业及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

公害农业产品, 积极开展农业的清洁生产及农田污染综合治

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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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spit u m( Linnaeus) 、双针棱胸蚁 Pristo myr mes pungens Mayr 、

日 本 黑 褐 蚁 For mica j aponica Motschulsky 、黄 立 毛 蚁

Parachechi na fl avipes ( Smith) 和 日 本 弓 背 蚁 Ca mponot us

j aponicus Mayr , 这7 种蚂蚁可以说是3 个自然保护区的优势

种, 分布较广泛, 适应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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