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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调查表明 ,遵义烟区常见的烟草害虫种类有8 目33 科77 种 ; 天敌有6 目14 科25 种 , 其中烟蚜、烟青虫、斜纹夜蛾和斑须蝽为主要
害虫 ,烟蚜茧蜂是烟蚜的重要天敌 , 对控制烟蚜种群增长作用明显。研究表明 , 烟田生物群落的多样性指数越大 , 稳定性指数亦越大。6
月下旬到7 月中旬田间生物群落的多样性、稳定性指数均为最高, 所以此时是抵抗外界干扰能力和恢复原状态的最佳时期, 从而提高了
对害虫的综合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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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the Arthropod onthe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in Tobacco Field in Southwester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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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ults i 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76 species of pests belonging to 31 familied ,whichthreatened tobacco and 26 species of natural enemies
belonging to 13 families i n southwestern Guizhou,among which aphis cigarette ,tobacco worm,meter wormand grouper to Chun meters were major pests .
Smoke cigarette aphis cocoon bee was ani mportant natural enemyto control tobacco aphis apparently .Intobacco field the greater biological diversity index
was , the greater stability of the index was .Inlate of June to mi d-July ,the biome diversity and stability indexs were the highest intobacco field , so it was
the best periods for the original state to the restoration and the capacity to resist outside interference .Thereby ,it can enhance the effect on the i 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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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是贵州遵义地区的重要经济作物之一, 但频繁发生

的虫害大大降低了烟草的产量和品质, 影响了烟草的经济效

益。因此, 迫切要求运用害虫综合治理原理与方法, 提高烟

田的害虫管理水平[ 1] 。烟田生态系统中栖息着众多生物类

群, 昆虫种类多、数量大、发生时间长, 是烟田生态系统的重

要类群之一 , 对其群落的研究是探讨烟田害虫的发生发展 ,

进行害虫种群数量预测及优化控制的基础工作之一[ 2 - 3] 。

烟草栽入大田1 个月后, 田间益害生物相继增多, 致使群落

结构复杂多样。笔者在黔北通过系统调查烟田主要害虫及

天敌群落的结构及动态 , 运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 研究害虫

与天敌之间的相互作用、联系和竞争共存机制 , 以深入了解

天敌的自然控制力[ 4] , 为烟田系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害虫

的综合治理, 进行无公害烟叶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调查方法  于2005 年6 月28 日～8 月16 日和2006 年6

月13 号～8 月16 日在遵义地区遵义县三岔科技示范园进行

调查, 调查地面积约20 hm2 , 调查品种为遵义地区主栽烟草

品种 K326 。采用平行跳跃法抽样, 定选5 行 , 每行定查20

株, 共调查100 株, 每5 天查1 次, 系统监测烟株每片叶上的

益、害虫种类及其数量, 并按叶序分别记载。

1 .2  数据处理及多样性分析方法 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分析

采用Si mpson ( 1949) 的多样性指数公式:

D = 1 - Σ
s

i =1

Ni( Ni - i )

N( N - 1)
式中, D 为烟田生物群落的多样性指数。S 为物种数, Ni 为

第 i 个种的个体数, N 为物种总个体数[ 2] 。

2  结果与分析

2 .1  害虫与天敌种类 表1 、2 表明,6 月下旬～8 月中旬烟

田常见害虫种类有8 目33 科77 种, 天敌有6 目14 科25 种。

6 ～8 月烟草主要遭受烟蚜、烟青虫、烟盲蝽、黑角顶带叶蚕和

斑须蝽的危害, 其他种类的害虫仅是部分时间发生; 同期发

生的天敌种类主要有烟蚜茧蜂、异色瓢虫、小花蝽和草间小

黑蛛等, 烟蚜茧蜂属优势种 , 对控制烟蚜种群的增长作用较

明显。且烟田生物的生长与气温、湿度及烟株的生长有很大

关系。6、7 月气温高、湿度大、烟株比较嫩, 抗虫能力比较差 ,

营养比较丰富, 杂草的生长为害虫提供场所, 因此, 害虫与天

敌的种类相对较多, 但基本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打

顶后, 由于气温下降、烟株抗虫能力增强以及生态环境的恶

化, 烟田节肢动物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明显下降。

表1 2005 和2006 年遵义地区烟田害虫与天敌种类调查结果

Table 1Survey onpests and natural enemiesintobaccofieldin2005and 2006

类型Type 分类Classification 危害情况Damage situation

害虫 等翅目 Isoptera 白蚁科Termitidae 黑翅土白蚁 Odontotermes formosanus ( Shiraki) 5 月底6 月初轻微危害叶片
Pests 直翅目 Orthoptera 蟋蟀科Gryllidae 小油葫芦 Gryllus chinensis Weber 6～8 月成若虫危害茎基部和脚叶[7]

蝼蛄科Gryllotalpidae 东方蝼蛄 Gryllotalpa orientalis Burmeister) 6～7 月成若虫危害茎基部和脚叶
树蟀科Oecanthidae 长辫树蟋 Oecanthus tongicauda Matsumura 6～7 月成若虫危害茎基部和脚叶
斑腿蝗科Catantopidae 日本黄脊蝗Acrydinmjaponicus Bolivar 6～8 月成若虫危害茎基部和脚叶,较轻微

短角斑腿蝗Catantops brchyrus Will 6～8 月成若虫危害茎基部和脚叶,量少较轻微

螽虫斯科Tettigoniidae 黑角螽虫斯Phnauroptera nigrcantenanata Brun-
ner Von Wattenwyl

6～8 月成若虫危害茎基部和脚叶,较轻微

( 接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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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类型Type 分类Classification 危害情况Damage situation

直翅目orthoptora 螽虫斯科Tettigoniidae 赤褐环螽虫斯Lelanarubescens( Stal) 6～8 月成、若虫危害茎基部和脚叶, 量少较轻微

锥头蝗科Pyrgomorphidae 长额负蝗 Atractomorpha bedeli Bol . 6～9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数量少,危害轻

短额负蝗 Atractomorpha sinensis Bol . 6～9 月若虫、成虫危害叶片较重

蝗科Locustidae 宽额蚱蜢 Acrida lata Motschusky 6～9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数量少,危害轻

斑翅蝗科Oedipodidae 东亚飞蝗 Locusta migratoria manilensis 6～9 月若虫、成虫危害叶片较重

剑角蝗科Acrididae 中华蚱蜢 Acrida chinensis Westw 6～9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数量少,危害轻

缨翅目 Thysanoptera 蓟马科Thripidae 烟蓟马Thrips tabaci Lindeman 6～9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数量中等,危害较重

同翅目 Homoptera 蚜科Aphididae 烟蚜 Myzus persicae Sulzer 5～9 月危害顶部嫩叶、花、嫩果等,数量多 ,危害重

叶蝉蚪Cicadellidae 黑角顶带叶蝉Athysanus atkinsoni Dist . 8 月危害叶片, 数量较多

棉蚧科Monophlebi dae 草履蚧 Drosicha corpulenta 6～8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量少较轻微

半翅目 Hemiptera 蝽科Pentatomidae 斑须蝽 Dolycoris baccarum L. 5～9 月危害叶、茎、果, 特别是6 月常造成梢大批萎蔫 ,
危害严重

稻绿蝽 Halyomorpha picus Fab . 8 月危害茎叶。数量不多

锯齿蝽 Meaymenum gracllicorne dallas 6～8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量少较轻微

紫兰蝽 Menica vlclacea Motsulsky 6～8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量少较轻微

二星蝽 Eysareoris guttiger Thumberg 6～8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量少较轻微

宽胫格蝽 Caggaea tibialis Hsiao et cheng 6～8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量少较轻微

横纹菜蝽 Eurydema geblerl kotenati 6～8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量少较轻微

菜蝽 Eurydema dominulus ( Scoooli) 6～8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量少较轻微

壁蝽 Piezodorus rubrofascatus( Fabricius) 6～8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量少较轻微

广二星蝽( Stollia ventralis Westw.) 6 月轻微危害茎叶[10]

烟盲蝽( Cyrtopeltis tenius Reut .) 7～9 月危害上部叶片 ,数量大[ 10]

烟青虫 Heliothis assulta Guenee 6～9 月幼虫危害顶叶、蕾、花、果, 数量多,危害重[10]

斜纹夜蛾 Prodenia litura Fad . 8 月幼虫出现, 喜食烟叶, 但数量不多[ 11]

盲蝽科Miri dae 烟盲蝽 Cyrtopatris tenuis Rantor 8 月幼虫能猛烈取食叶片,但数量不多[12]

缘蝽科Coreidae 栗缘蝽 Liorhyssus hyalinus Fabricius 6～8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量少较轻微

黑须禾棘缘蝽 Cletus graminios Hsiao et cheng6～8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量少较轻微

土蝽科Cydnidae 褐领土蝽 Chitocoris picens sinncret 6～8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量少较轻微

鳞翅目 Lepidoptera 麦蛾科Gelechiidae 烟潜叶蛾 Gnori moschema cperculetta( Zeller) 6～8 月若虫危害叶颈 ,量少较轻微

烟蛀茎蛾 Gncril moschema heliopa lower 6～9 月成、若虫危害叶颈,数量少,危害轻

卷蛾科Tortricida 棉褐带卷蛾Adoxophyes ornna Fischer von Ros-
terstamm

6～8 月若虫危害叶颈 ,量少较轻微

丽黄卷蛾 Archios ooiparus Liu 6～8 月若虫危害叶颈 ,量少较轻微

灯蛾科Artiidae 人纹灯蛾 Diacrisiaobliqua 6～8 月若虫危害叶颈 ,量少较轻微

尘白灯蛾 Spilarctia obligua( Walker) 6～8 月若虫危害叶颈 ,量少较轻微

姬白灯蛾 Spilarctia rhodophila ( Walker) 6～8 月若虫危害叶颈 ,量少较轻微

粉白灯蛾 Alphaea phasma( Teach) 6～8 月若虫危害叶颈 ,量少较轻微

尺蛾科Geometridae 大造桥虫 Ascotis setenaris schiffermuller et denis6～8 月若虫危害叶颈 ,量少较轻微

天蛾科Sphingidae 鬼脸天蛾 Acherontia tachesis Fabricius 6～8 月若虫危害叶颈 ,量少较轻微

张地老虎 Euxou robusta EV 移栽到6 月初, 危害根部,量少 ,较轻微

朽木夜蛾 Aqrotis putris ( Binnaeus) 移栽到6 月初, 危害根部,量少 ,较轻微

茶色地老虎 Her monassa cecitia Butier 移栽到6 月初, 危害根部,量少 ,较轻微

八字地老虎Aqrotis c - nigrum( Linnaeus) 移栽到6 月初, 危害根部,量少 ,较轻微

紫夜蛾 Tiracola plagiata ( Waiker) 移栽到6 月初, 危害根部,量少 ,较轻微

银纹夜蛾 Plusia aganta Standinger 移栽到6 月初, 危害根部,量少 ,较轻微

小地老虎 Agrotis ypsiton( Rotteaberg) 移栽到6 月初, 危害根部,量多 ,较重

大地老虎 Egretis tekionis Butler 移栽到6 月初, 危害根部,量多 ,较重

黄地老虎 Euxoa seqetum( Schiffermnller) 移栽到6 月初, 危害根部,量少 ,较轻微

烟青虫 Heliothis ossulta Euenea 6～9 月若虫危害叶片 ,数量大, 危害重

棉铃虫 Heliothis ar migara( Mnbner) 6～9 月若虫危害叶片 ,数量中等, 危害较重

夜蛾科Noctuidae 斜纹夜蛾 Prodenia litura( Fabricinus) 6～9 月若虫危害叶片 ,数量多, 危害重

紫切根虫 Euxca Clarica( Butter) 6～9 月若虫危害叶片 ,数量少, 危害轻

甘蓝夜蛾 Mamestra brassicae( Linnaeus) 6～9 月若虫危害叶片 ,数量少, 危害轻

淘鲁夜蛾 Amathes dilata builer

粉蝶科Pieridae 菜粉蝶 Pieris rapae L. 7 月轻微危害叶片

膜翅目 Hymenoptera 蜜蜂科Apidae 圆熊蜂 Bombus speciosus Smith 8 月份轻微危害叶片

鞘翅目 Coleoptera 叩甲科Elateri dae 叶甲 Gale-rucella bir manica Jacohy 6～9 月危害叶片, 数量中等, 危害轻

沟叩头虫 Pleonomus canaliculatus Fald 6～9 月若虫危害叶片 ,数量少, 危害轻

(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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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Type 分类Classification 危害情况Damage situation

鞘翅目
coleoptera 瓢虫科Coccinellidae

茄 二 十 八 星 瓢虫 Hennosepilachna viginti-
ocpunctata( Fabricius) 6～7 月成虫取食叶片成缺刻,幼虫危害根部。数量大

鳃角金龟科 黑纵鳃金龟Microtrichia pexicollis Fairmaire 6～9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数量少,危害轻

Melolonthidae 棕色大鳃金龟 Holotrichin lata Brenske 6～9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数量少,危害轻

黄希鳃金龟 Hityotrogus tongiciavis Rotes 6～9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数量少,危害轻

华北大黑鳃金龟 Holotrichia oblita ( Fald .) 6～9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数量少,危害轻

黑阿鳃金龟Apogonia sp 6～9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数量少,危害轻

叶甲科Chrysomelidae 黄曲条跳甲 Phyllotreta vittata Fab 7 月成虫取食叶片成缺刻,幼虫危害根部,数量大

叶甲 Gale-rucella bir manica Jacohy 6 月成虫危害叶片 ,数量少

黄守瓜 Autacophora femoralis Motschulsky 6～9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数量少,危害轻

金龟子科Scarabaeidae 蚂绢金龟 Maladora sp 6～9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数量少,危害轻

丽金龟科Rutelidae 华北大黑鳃金龟 Holotrichia oblita Fald . 6～9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数量少,危害轻

琉璃丽金龟 Popillia atrocoerulea Beles 6～9 月成、若虫危害叶片,数量少,危害轻

象甲科Curculionidae 福泉灰象 Sympiezomias sp 量少,7 月份偶尔发生

鞍象 Neomylloeerus hedini ( Marshall) 量少,7 月份偶尔发生

天敌 膜翅目 茧蜂科Braconidee 烟蚜茧蜂 Aphidius gifuensis Ashmead 5～9 月寄生烟蚜 , 寄生率高。为烟田主要害虫烟蚜的
优势天敌

Natural Hymenoptera 绒茧蜂 Apantales sp 6～8 月寄生烟蚜, 量少

enemies 量室茧蜂 Meteorus sp 6～8 月寄生烟蚜, 量少

姬蜂科Ichneumoni dae 瘦姬蜂 Ceninaria sp 5～9 月寄生烟青虫等鳞翅目害虫,量少

棉铃虫齿唇姬蜂 Compoletis chlorideae Uchida 5～9 月寄生烟青虫等鳞翅目害虫,量少

广黑点瘤姬蜂 Xantbcpi mpla punctata Fabricius5～9 月寄生烟青虫等鳞翅目害虫,量少

小蜂科Chalcididae 广大腿小蜂Brachymeria obscurata( Walker) 5～9 月寄生烟青虫等鳞翅目害虫,量少

跳小蜂科Encyrtidae 多胚跳小蜂Litomastix sp 5～9 月寄生烟青虫等鳞翅目害虫,量少

胡蜂科Vespidae 长足胡蜂 Polistes yokohame Radosz . 5～9 月发生于烟田, 捕食烟蚜、蓟马、斑须蝽、烟青虫
卵、斜纹夜蛾卵等, 数量大且稳定

蜘蛛目 Araneida 微蛛科Mieryphantidae 草间小黑蛛 Erigonidium graminicolu m Sun-
deuall

6～8 月捕食烟蚜、蓟马、烟青虫卵。数量较多

半翅目 Hemiptera 猎蝽科Reduviidae 暴猎蝽 Pygola mpis bidentata Goeze 6～8 月捕食烟蚜、蓟马、烟青虫卵。数量少

环斑猛猎蝽 Sohednolestes Impressicolollis( stal) 6～8 月捕食烟蚜、蓟马、烟青虫卵。数量少

淡褐猎蝽 Rolinus albopustutatus chmn 6～8 月捕食烟蚜、蓟马、烟青虫卵。数量少

缘蝽科 栗缘蝽 Liohyssus hyalinus Fabricius 6～8 月捕食烟蚜、蓟马、烟青虫卵。数量少

姬猎蝽科Nabidae 华姬猎蝽 Nabis sinoferus Hsiao 6～9 月捕食烟蚜, 数量多,控制能力强

花蝽科Anthocoridae 小花蝽 Orius minutus L. 7～8 月幼虫取食烟蚜 ,数量多

脉翅目 Neuroptera 草蛉科Chrysopidae 大草蛉 Chrysopa septempunctata Wesmael 6～8 月捕食烟蚜、蓟马、烟青虫卵。数量较多

中华草蛉 Chrysopa sinica tjeder 6～8 月捕食烟蚜、蓟马、烟青虫卵。数量较多

丽草蛉 Chrysopa formosa brsaner 6～8 月捕食烟蚜、蓟马、烟青虫卵。数量较多

双翅目 Diptera 寄蝇科Tachinidae 夜蛾土兰寄蝇Turanogonia salrnovi Rondanl 6～8 月寄生烟蚜, 数量较少

食蚜蝇科Syrphi dae 黑带食蚜蝇Epistropha balteata De Geer 6～8 月捕食烟蚜、烟青虫卵。数量较多

鞘翅目 Coleoptera 瓢虫科Coccinellidae 异色瓢虫 Leis axyridis ab . Conspicua 6～8 月捕食烟蚜、蓟马、烟青虫卵。数量较多

七星瓢虫 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 Linneeus 6～8 月捕食烟蚜、蓟马、烟青虫卵。数量较多

八斑和瓢虫Synbr monia Octomaculata Fabricius6～8 月捕食烟蚜、蓟马、烟青虫卵。数量少

龟纹瓢虫 Propylaea Japonics(thunbeg) 6～8 月捕食烟蚜、蓟马、烟青虫卵。数量多

表2 2005 年害虫与天敌动态一览 头/100 株

Table 2 Listing for dynamics of pests and natural enemies in2005

种类Species 06-28 07-01 07-08 07-14 07-21 07-26 08-01 08-06 08-12 08-16

黑翅土白蚁 3
东方蝼蛄 1
长辩树蟋 1
短角斑腿蝗 1 1
赤褐环螽虫斯 1 2
油葫芦 1 2
沟叩头虫 10 1 2
黑角顶带叶蝉 1 3 1 7 3 5 9 12 12
短额负蝗 1 1 2 1 1
中华稻蝗 2 1 1 1 1
长额负蝗 2 2 1
东亚飞蝗 1 2 1
中华蚱蜢 1 1 1
烟蓟马 1 3 1 1
日本黄脊蝗 1 1
广二星蝽 1
斑须蝽 2 2 1 2

(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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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种类Species 06-28 07-01 07-08 07-14 07-21 07-26 08-01 08-06 08-12 08-16

稻绿蝽 1 2 1
菜粉蝶 1 1 1
烟盲蝽 2 1 5 5 3
人纹灯蛾 1
烟青虫 17 11 10 13 3 4 2 1 3 2
斜纹夜蛾 4 8 3 6 9 4 3 1
华北大黑鳃金龟 1
铜绿丽金龟 2
琉璃丽金龟 1
茄二十八星瓢虫 2 6
黄曲条跳甲 10 11 16 7 12
叶甲 12 3 4
烟蚜 1 240 223 1 993 3 082 2 131 89 124 1 2
小花蝽 4
华姬猎蝽 1
栗缘蝽 1
暴猎蝽 1
带食蚜蝇黑 1 1
长足胡蜂 1 3
大草蛉 1 1
异色瓢虫 3 4 2
烟蚜茧蜂 34 110 267 632 187 97 98
草间小黑蛛 3 4 8 1

2 .2  烟田生物群落的多样性与稳定性  将表2 数据代入公

式计算分析 , 结果表明, 不同时期烟田生物群落的多样性指

数差异较为明显, 且以6 月28 日的多样性指数最高, 达

0 .713 ,6 月下旬至7 月中旬, 烟叶没有打顶以前 , 其多样性指

数都比较高, 说明该期烟田群落维持物种间相互组合抵抗外

界干扰能力和恢复原状态的能力较强, 害虫与天敌之间的相

互作用明显增强, 烟蚜和蚜茧蜂之间的消长尤为明显。

2 .3  烟蚜与烟蚜天敌种群增长变化规律  烟蚜的天敌种类

很多, 但以烟蚜茧蜂、蜘蛛、食蚜蝇、瓢虫为主。在烟蚜发生

期间, 除优势天敌蚜茧蜂外, 按对烟蚜作用的大小还有草蛉、

瓢虫、草间小黑蛛、食蚜蝇、姬猎蝽和蚜霉菌等, 大体可将其

分为捕食性与寄生性两大类。烟蚜主要的捕食性天敌有草

间小黑蛛、食蚜蝇、瓢虫、草蛉、广腹螳螂、花蝽、华姬蝽及环

斑猛猎蝽等种类; 瓢虫和草蛉属于后期的天敌种群, 对烟蚜

起了一定的控制作用。

2 .4  烟田昆虫群落与季节消长规律  由于气候及烟草生育

期的季节变化, 主要害虫种类及数量发生明显的盛衰波动 ,

次要害虫种类及天敌种类也发生明显的升降更迭, 以致整个

昆虫群落的结构、种群的数量及比重都发生有规律的季节消

长。从6 月到7 月上旬的旺长期是昆虫群落迅速发展的最

活跃时期, 无论害虫和天敌, 其种类和数量都大幅度增长。

主要害虫是烟蚜、烟青虫、棉铃虫、斑须蝽、负蝗等, 特别是前

4 种, 集中在植株嫩顶危害, 对产量和质量影响极大。此外 ,

还有叶蝉、蝽类、螽斯等害虫。主要天敌有草蛉、瓢虫、食蚜

蝇、姬蝽、蚜茧蜂、蜘蛛等。7 月中下旬烟田相继开花打顶, 由

于营养条件恶化及气温下降, 烟蚜、烟青虫、斜纹夜蛾等害虫

大幅度下降 , 与此相应的天敌数量也迅速降低 , 昆虫群落衰

落, 到8 月中旬, 基本结束。

3  结论与讨论

( 1) 6 月28 日～8 月16 日常见的烟草害虫种类有8 目33

科77 种 , 其中烟蚜、烟青虫、斑须蝽为主要害虫 ; 害虫的天敌

有6 目14 科25 种。烟田中的生物种类比较复杂, 不同时间、

不同的空间结构, 生物的结构也不同, 而且随着烟草的逐步

成熟和气温的下降, 烟田中的生物种类和数量呈明显的下降

趋势。

(2) 烟田生物群落的多样性指数越大, 则稳定性指数越

大, 即多样性指数越大, 生物群落的稳定性越强。6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田间生物群落的多样性、稳定性指数皆为最高 , 是有

利于物种间相互组合抵抗外界干扰能力的最佳期。此期不

宜轻易施用农药, 应立足于发挥各类自然天敌种群的作用 ,

以虫治虫, 维护烟田生态平衡[ 5] 。

( 3) 烟蚜自然种群的增长趋势与时间变动的关系是先增

后减。表明烟草生长前期烟蚜数量多 , 随着时间推移, 数量

逐渐减少 , 重点须抓住前期防治。烟蚜茧蜂自然种群的增长

趋势与时间变动的关系基本相同。

(4) 烟蚜自然种群在田间呈聚集分布时 , 其天敌种群的

水平分布格局亦为聚集分布, 从而提高了天敌对害虫的综合

控制作用。烟蚜茧蜂是烟蚜的重要天敌, 也是应重点保护和

利用的种类。

( 5) 调查表明, 清除杂草的烟田所捕获的捕食性、寄生性

和其他类群昆虫种类的数量都很少, 这显然与植被单一有关

系。烟田的杂草多虫害也就增多, 虽然天敌的种类也在增

多, 但很难达到一个平衡的水平。所以烟田的管理水平也是

病虫害防治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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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 在0 ～10 c m 土层内, 阔叶林地平均水分含量高出灌木

林地和灌丛草地57 .54 % 、182 .30 % ; 在10 ～20 c m 土层内, 阔

叶林地平均水分含量高出灌木林地和灌丛草地18 .61 % 、

93 .90 % ; 在20～30 c m 土层内, 阔叶林地平均水分含量高出

灌木林地和灌丛草地23 .40 % 、35 .40 % 。从变异系数上看 , 不

同植被的表层土壤差异最大, 随土层厚度的增加而减小, 说

明土层水分的差异主要在表层最为显著。

3  喀斯特土壤质量评价

喀斯特地区在植被系统演变过程中有机质和养分含量

下降, 土壤粘粒含量增加 , 水土流失风险明显提高; 同时地表

土壤蓄水能力减弱, 生境条件向干旱、温度变化剧烈、空气湿

度小的严酷生境演变 , 土壤质量逐渐退化。土壤有机质反映

土壤潜在供氮能力, 速效氮、磷、钾养分则直接反映土壤的养

分水平和植物可吸收利用的养分数量, 土壤孔隙度和容重反

映出土壤的物理性质, 因此 , 可以根据喀斯特地区在植被系

统演变过程中土壤理化性质变化的具体参数, 通过系列聚类

分析来评判土壤质量的变化。

图1 是喀斯特土壤质量的聚类分析结果, 结果表明, 根

据植被退化程度的不同 , 土壤质量出现较大的差异, 大致可

分为3 大类:

图1 土壤质量聚类分析结果

Fig .1 Theresult of cluster analysis of thesoils quality

  第1 类为阔叶林地: 土壤有机质> 60 g/ kg , 有效氮> 300

mg/ kg , 有效磷> 5 .5 mg/ kg , 有效钾> 100 mg/ kg , 毛管孔度>

45 % , 土壤容重< 1 .10 g/ c m3 , 土壤物理性粘粒( 小于0 .010

mm) > 50 % 。

第2 类为灌木林地和部分灌丛草地 : 土壤有机质30 ～60

g/ kg , 有效氮200 ～300 mg/ kg , 有效磷4 .0～5 .5 mg/ kg , 有效钾

70～100 mg/ kg , 毛管孔度35 % ～45 % , 土壤容重1 .10 ～1 .20

g/ c m3 , 土壤物理性粘粒( 小于0 .010 mm) 40 % ～50 % 。

第3 类为植被严重退化的灌丛草地和荒草地 : 土壤有机

质< 30 g/ kg , 有效氮< 200 mg/ kg , 有效磷< 4 mg/ kg , 有效钾<

70 mg/ kg , 毛管孔度< 35 % , 土壤容重> 1 .20 g/ c m3 , 土壤物理

性粘粒( 小于0 .010 mm) < 40 % 。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 结合土壤肥力等级参照标准, 可以

大致将喀斯特植被系统退化过程中土壤质量变化及其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分为3 个等级: 第1 类土壤, 该类土壤有机质

含量高 , 有效氮、磷、钾养分含量较高, 土壤结构性好, 保肥保

水性好, 供肥能力强, 土壤质量较好; 第2 类土壤, 该类土壤

有机质含量总体较高, 速效氮养分水平中等, 速效磷、钾养分

水平偏低, 土壤结构性、保肥保水性有待进一步改善 , 土壤质

量中等 ; 第3 类土壤, 该类土壤有机质含量偏低, 速效氮、磷、

钾养分水平偏低, 土壤结构性、保肥保水性差 , 土壤严重丧失

生产力 , 土壤质量较差。

4  小结

喀斯特植被退化过程中 , 土壤pH 值、有机质、氮、磷、钾

养分含量出现下降, 毛管孔度降低, 容重增加 , 表层和次表层

含水量逐渐减少, 使土壤环境向旱生、贫瘠方向演变 , 土壤质

量退化。以喀斯特土壤 - 植被演变过程中土壤有机质、速效

氮、磷、钾养分、土壤物理性等指标作为定量评判喀斯特土壤

质量退化对生态环境影响程度的大小, 聚类分析结果表明 :

根据植被退化程度的不同, 土壤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大致可分

为3 大类。植被退化度越高, 土壤质量退化越严重, 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越明显, 应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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