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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红火蚁自然消长的动态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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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9年4月-2010年3月对深圳市某荒地红火蚁(SolenopsisinvictaBuren)工蚁虫口密度以及蚁巢

密度进行了自然消长动态规律的调查与分析。结果表明:深圳市红火蚁工蚁全年的活动表现为明显的多峰型,

第1个高峰出现在4月下旬至7月上旬,第2个高峰出现在9月上旬至10月下旬,第3个高峰出现在次年2月

下旬至3月下旬,且峰值依次降低;红火蚁活动蚁巢密度由2月下旬开始逐渐升高,5月上旬至8月下旬为高峰

期,活动蚁巢密度9月上旬开始持续降低,直至次年2月中旬达到全年的最低值,2月下旬活动蚁巢密度又开始

升高;新增蚁巢出现在4月至7月、11月以及次年2-3月,其中4月中旬新增蚁巢密度为全年最高;5-6月、8
月以及次年2-3月未发现蚁巢消亡,而其他月份都有不同程度消亡,消亡蚁巢密度的最高值出现在9月上旬。

红火蚁工蚁虫口密度与地表温度、活动蚁巢密度与旬平均气温之间均为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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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火蚁(SolenopsisinvictaBuren)原分布于南

美洲的巴拉圭和巴拿马运河流域,1995年传入中

国[1-2]。目前,在我国广东、广西、福建、湖南、香港、

澳门和台湾等地均发现有红火蚁危害[3-4],据预测我

国南方许多省市都将是红火蚁的潜在入侵区域[5-6]。
红火蚁作为一种危险性的入侵害虫,对当地的公共

安全、生物多样性造成极大的威协,也对农业生产和

旅游业、物流业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深圳是红火

蚁传入最早的地区之一,为防止红火蚁在国内的进

一步扩展和蔓延,对红火蚁的防控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红火蚁的自然消长规律,李宁东等[7-8]对广东吴

川红火蚁开展过一些研究,但深圳地区尚未见报道。
笔者于2009年4月至2010年3月,在深圳市选择

了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少的荒地,系统地开展了红火

蚁工蚁数量动态、蚁巢密度消长的调查,旨在揭示红

火蚁在深圳地区的自然消长规律,为红火蚁的有效

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地点及时间

试验于2009年4月至2010年3月在广东省深

圳市某荒地进行,调查地面积5000m2,并进行封闭

式管理。调查地植被以禾本科和菊科杂草为主。
1.2 调查方法

1)红火蚁工蚁的数量动态。在试验地内划分

3个调查区(调查区Ⅰ、调查区Ⅱ、调查区Ⅲ),每个

区域200m2。采用竹签插火腿肠(长1cm,直径

2cm,广东双汇食品有限公司产品)并保持火腿肠

接触地面的诱集方式,5点设诱。诱集30min后,
将聚集于火腿肠表面的红火蚁放入盛水的白色磁盘

中,待 工 蚁 散 开 稳 定 后,再 用 相 机(SONY DSC-
T700)拍照,然后释放诱集到的工蚁,最后对照片中

红火蚁工蚁数量进行统计,记录每个诱饵的红火蚁

工蚁数量,作为虫口密度(每个诱饵上的红火蚁头

数,下同)。设诱同时将地表温度计(天津市津武温

度仪表科技有限公司)放于地面,并在30min后记

录地表温度。每月上、中、下旬各调查1次。

2)红火蚁蚁巢的消长规律。在试验地内划分3
个调查区(调查区Ⅰ、调查区Ⅱ、调查区Ⅲ),每个区

域200m2。对每个调查区域采用地毯式调查方法,
发现活动蚁巢后插1面小红旗,消亡蚁巢插1面小

蓝旗,最后统计红、蓝旗数,记录活动蚁巢数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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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巢数,计算每100m2活动蚁巢、新增蚁巢、消亡蚁

巢密度(每100m2蚁巢个数,下同)。每月上、中、下
旬各调查1次。
1.3 数据处理

所有调查数据均采用DPS数据分析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并使用Excel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红火蚁工蚁数量消长动态规律

全年红火蚁工蚁虫口密度的调查结果表明:在
深圳市红火蚁工蚁全年的活动表现为明显的多峰

型,第1个高峰出现在4月下旬至7月上旬,旬平均

虫口密度为276.04头,最高值出现在5月下旬,可
达322.53头;第2个高峰出现在9月上旬至10月

下旬,虫口密度较第1个高峰略低,旬平均虫口密度

为234.24头,10月下旬最高可达286.60头;第3
个高峰出现在次年2月下旬至3月下旬,虫口密度

较第2个高峰略低,旬平均虫口密度为186.77头,

3月上旬最高可达227.07头(图1)。
从全年红火蚁工蚁活动数量消长规律来看,4

月下旬至7月上旬数量达到全年高峰期后开始回

落,7月份下旬达到夏季时期的谷底,然后回升进入

9、10月份的第2个高峰,11月上旬后开始回落,并

持续保持在较低的虫口密度直至次年2月中旬,次
年1月上旬数量明显下降,2月中旬到达全年最低

点(25.80头),2月下旬数量开始明显上升直至3月

下旬进入全年的一个小高峰。
根据全年35(8月仅调查2个旬)个旬期的调查

分析,当地表气温在17.5~25℃时红火蚁虫口密度

处在较低状态,当地表温度处在25℃以上时红火蚁

虫口密度将快速上升。
在春季,3月地表温度变化剧烈,虫口密度急剧

下降,4-5月温度逐渐上升,虫口密度也相应的有

所增长。夏季,6月虫口密度随地表温度上升而上

升,7-8月份持续高温对虫口密度有较大影响,并
导致出现低谷期。

秋季,通过DPS软件分析地表温度与虫口密度

之间一元非线性回归模型显示,红火蚁工蚁虫口密

度与地表温度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在一

定范围内工蚁的虫口密度随着地表温度的升高降低

而增大减少;两者回归方程为

y=10.4599x-130.8341
式中x为地表温度,y为虫口密度,r=0.9248,

P=0.0004。11月冷空气活动偏强,导致地表温度

下降,随之虫口密度也急剧下降。冬季,由于地表温

度的下降,导致虫口密度处于全年最低谷。

图1 红火蚁工蚁活动数量(虫口密度)自然消长动态

Fig.1 ThepopulationdensityofnaturaldynamicsofSolenopsisinvicta

2.2 红火蚁蚁巢密度消长动态规律

全年35个旬期(8月仅调查2个旬)的调查结

果表明:在深圳市红火蚁活动蚁巢数量消长呈现明

显的规律,即红火蚁活动蚁巢密度由2月下旬开始

逐渐升高,5月上旬至8月下旬为高峰期,旬蚁巢密

度高达6.00~6.37个;蚁巢密度9月上旬开始持续

降低,直至次年2月中旬达到全年的最低值,蚁巢密

度仅为3.5个;2月下旬的蚁巢密度又开始升高

(图2)。新增蚁巢出现在4-7月、11月以及次年

2-3月,其中4月中旬新增蚁巢密度为全年最高,
新增的蚁巢达到1.17个;5-6月、8月以及次年

2-3月未发现蚁巢消亡,而其他月份都存在不同程

度的消亡,消亡蚁巢密度的最高值出现在9月上旬,
消亡的蚁巢为1.17个(图3)。

通过查询深圳市气象资料[9],使用DPS软件建

立全年活动蚁巢密度与旬平均气温的一元非线性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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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红火蚁活动蚁巢密度自然消长动态

Fig.2 ThemounddensityofnaturaldynamicsofSolenopsisinvicta

图3 红火蚁蚁巢新增及蚁巢消亡自然消长动态

Fig.3 TheincreasinganddecreasingmounddensityofnaturaldynamicsofSolenopsisinvicta

归模型显示,活动蚁巢密度与旬平均气温之间存在

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蚁巢密度

随着旬平均气温的升高降低而增多减少,两者回归

方程为

y=0.146685x+1.6464
式中x为旬平均气温,y为活动蚁巢密度,r=

0.7947,P=0.0000。

3 讨 论

李宁东等[7-8]对广东省吴川的红火蚁年度消长

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5-6月和10-11月是

红火蚁工蚁的活动高峰期,并为明显的双峰型;活

动蚁巢密度高峰期出现在6-8月和10-12月,亦
为明显的双峰型;新增蚁巢以4-7月和10-11月

数量较多;蚁巢消亡可出现在多个时间,其中以9月

最多。笔者调查结果表明:在深圳红火蚁工蚁活动

表现为明显的多峰型,第1个高峰出现在4月下旬

至7月上旬,第2个高峰出现在9月上旬至10月下

旬,第3个高峰出现在次年2月下旬至3月下旬;红
火蚁活动蚁巢密度由2月下旬开始逐渐增大,5-8
月进入高峰期,6月下旬达到全年最高值,9月上旬

活动蚁巢密度开始持续降低,直至次年2月中旬达

到全年的最低值;新增蚁巢出现在4-7月、11月以

及次年2-3月,其中以4月中旬为高多;蚁巢消亡

以9月上旬为最多。因调查年份、地域及环境因子

的不同,故两者的研究结果有一定差异。
因国内目前防治红火蚁最佳方法是毒饵的诱

杀,所以笔者认为防治红火蚁的最佳时期应该在工

蚁活动高峰期4月下旬至7月上旬、9月上旬至10
月下旬,最佳防治地表温度为28~35℃。

总之,红火蚁的防控适期应与该防治区域气象

因子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因地制宜地进行红火

蚁的防控。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由于降雨、台风、
长期干旱等因素影响,一些蚁巢受到破坏而出现消

亡或转移;由于雨后天晴,土质疏松、温湿度适宜,
易于红火蚁筑巢,新增蚁巢较多,加之红火蚁属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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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性昆虫,因此,对其诱集虫口密度、活动蚁巢密度

的调查只能在一定范围单方面反映红火蚁消长规

律。若要全面真实地反映红火蚁整个群体的消长动

态规律,还需综合考虑并结合多方面因子进行系统

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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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naturaldynamicsofthepopulationdensityandmounddensityofimportedfireants
SolenopsisinvictaBurenhasbeenstudiedfromApril2009toMarch2010inShenzhenCity.Theresults
wereasfollows:thepopulationdensityofworkersappearedincurvewithmultiplepeaks,theprimary
peakduringlateApriltoearlyJuly,thesecondpeakduringearlySeptembertolateOctober,andthe
restduringmidFebruarytolateMarchinorder.ThemounddensitybegantoincreaseinlateFebruary,

withthepeakduringearlyMaytolateAugust,anditstartedtodecreaseinearlySeptemberuntilthe
bottominmidFebruaryofthenextyear;afterwards,itbegantoriseinlateFebruary.Newmoundsap-
pearedrespectivelyduringApriltoJuly,inNovemberandinFebruaryandMarchofthefollowingyear,

withthehighestdensityinmidApril.Thedisappearanceofthemoundsoccurredthroughouttheyear,

exceptinMay,June,AugustandnextFebruary,March,andthehighestnumberofmounddisappear-
anceoccurredinearlySeptember.Thepopulationdensityandsurfacetemperature,activemounddensi-
tyandtendayaveragetemperaturetherehaveapositivecorrelation.

Keywords SolenopsisinvictaBuren;populationdensity;mounddensity;natural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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