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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单性木兰林区土壤动物群落结构和季节动态,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

逐月对位于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单性木兰林区土壤动物群落,按凋落物层和土壤表面向下每５cm 为

１层共５层进行四季调查,并对群落结构、垂直分布、多样性和季节动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自然保护区的

林区２２００份土样中共获得大型、中型和湿生土壤动物１２９３７只,隶属于６门１１纲３０类,优势类群为弹尾目和

蜱螨目,常见类群为线虫纲、后孔寡毛目、近孔寡毛目、膜翅目和双翅目,全年 A/C值＜１;土壤动物类群和个体

数量垂直分布具有表聚性特征,但不是严格的逐层递减,且随季节变化有所波动.该自然保护区土壤动物类群

数的季节动态为秋季＞冬季＞春季＞夏季;个体数季节动态为秋季＞夏季＞春季＞冬季;多样性的季节动态为

秋季＞春季＞冬季＞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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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单性木兰(KmeriaseptenＧ
trionalis)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是被子植物

中最原始的种类之一,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其种

群分布范围狭窄,数量稀少,仅分布于广西西北部的

罗城和环江２个县,且多数呈零散分布,成片分布仅

出现在环江县境内的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现存成林树２００株[１Ｇ３].由于其成林面积小,加
之所处土壤稀薄的喀斯特地貌生态环境中,故生态

系统较为脆弱.
土壤动物是森林、草地、湿地、农田等陆地生态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植被群落有着与其相适

应的土壤动物群落,同时因植被群落的季相变化、气
温和降水的变化亦会引起土壤动物的季节动态变

化[４Ｇ９].部分学者已对新疆阜康绿洲不同生境、科尔

沁沙地、陕北枣林、辽东山区次生林生态系统、黑土

麦田、百花山山杨华木林场、半干旱区草地、浙江天

童栲树林、洞庭湖环湖丘岗生态系统等开展了土壤

动物群落及季节动态的研究[１０Ｇ１８],但关于喀斯特森

林生态系统中单性木兰林区土壤动物群落及季节动

态未见报道.本研究在逐月１１次调查的基础上,对
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壤动物群落及季节动

态进行了分析,旨在探讨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和单

性木兰有效保护的基本特征,为喀斯特石漠化的防

范和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地区概况

调查地扳南单性木兰林区是全球最大的单性木

兰连片林区,位于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经

１０７°５４′０１″~１０８°０５′５１″, 北 纬 ２５°０７′０１″~
２５°１２′２２″),属中亚热带喀斯特常绿落叶阔叶混交

林,是中国生物区系相汇交错区和交接过渡的中

心.该自然保护区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
平均气温１５．０~１８．７℃,极端最高温３６℃,最冷月

(１月)极端最低温－５℃;全年≥１０℃积温４７００~
６３００℃,全年无霜期３１０d;年均降雨量１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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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０mm;雨季为 ４－８ 月,旱季为 ９ 月至翌年

３月.该自然保护区林内阴湿,相对湿度大,一般为

８０％~９０％,夏季甚至接近饱和;保护区内扳南单

性木兰群落分布幅度为海拔５００~５５０m,成片面

积达１８．７hm２,主要伴生树种有红皮(StyraxsuberＧ
folius、檵 木 (Loropetalum chinense)、虎 皮 楠

(Daphniphyllumoldhami)等.
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壤为棕色石灰土和山

地黄红壤,但以前者为主;裸石覆盖面７０％以上,土
层浅薄,仅少量分布于低洼处及石隙中,分布区内人

为活动比较频繁[１].
1.2　样地选择与样品采集

在扳南单性木兰林区中心位置(５３０m)处设置

２个１００m２样地.２个样地相距１００m,按照５点

采样法在每个样地的四周和中间土层较厚的地方各

取１个采样点,共计１０个采样点.
于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逐月１１次对

２个样地的１０个采样点进行采集.每个采样点先

设置１个５０cm×５０cm (０．２５m２)的样方,用手捡

法对每个样方５个层面(凋落物层、０~５cm 层、５~
１０cm 层、１０~１５cm 层、１５~２０cm 层)的大型土壤

动物进行采集,分别将标本保存于７５％乙醇中并带

回实验室.然后再在该样方旁设置１个３０cm×
３０cm(０．０９m２)的小样方,用１００mL的取土器在

５个层面各取４份土样(全年共计５５０个土壤样品,

２２００份土样),其中３份用于干漏斗法分离干生中

小型土壤动物,１份用于湿漏斗法分离湿生土壤动

物,标本回收后均置于７５％乙醇中保存.
1.3　土壤动物样品室内鉴定

所有采集的土壤动物依据«中国亚热带土壤动

物»[１９]、«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２０]、«昆虫分类

学»[２１]等文献,在双筒显微镜(OLYMPUSSZX１６)
下分类鉴定和计数,绝大部分种类鉴定到目,部分种

类鉴定到纲.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土壤动物数据统计和群落多样性的计算分别采

用Excel２０１０软件和BIOＧDAP软件完成.土壤动

物群落多样性采用以下几个参数进行分析.

ShannonＧWeiner多样性指数(H):

H ＝－∑
s

i＝１
pilnpi

Pielou均匀度指数(E):

E＝H/lnS

Richness丰富度指数(D):

D＝lnS/lnN
BergerＧParker优势度指数(I):

I＝ Nmax/NT

Simpson优势集中性指数(C):

C＝∑
s

i＝１

(ni/N)

密度Ｇ类群指数(DG):

DG＝(g/G)∑
g

i＝１

(DiCi/DimaxC)

式中ni为该样区内第i个类群的个体数,N 为

样区内所有类群的个体数量,Pi＝ni/N,S 为样区

内类群个数;Nmax为样区内优势类群个体数量,NT

为样区内全部类群个体数量;Di为第i 类群个体

数,Dimax为各群落中第i类群的最大个体数,g 为

群落中的类群数,G 为各群落所包含的总类群数,

Ci/C 为相对次数,即在C 个群落中第i个类群出

现的比率.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动物群落组成

全年１１次对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扳南单性

木兰林区调查共获得土壤动物１２９３７只,分别隶属

于６门１１纲２４目(表１).其中优势类群为弹尾目

(４５．９３％)和蜱螨目(２８．７６％),两类共占总个体数

的７４．６９％,常见类群为线虫纲、后孔寡毛目、近孔寡

毛目、膜翅目和双翅目,５类共占总数的２２．２６％.
其余２３类为稀有类群,占总数的３．０５％.优势类群

和常见类群构成单性木兰林区土壤动物的主体,稀
有类群类群数量大但个体数少,说明该自然保护区

土壤动物的异质性强.
2.2　A/C 值的动态变化

螨类(A)和跳虫(C)是大多数土壤动物群落中

的两大优势类群,其数量比值(A/C)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反映不同气候带土壤动物水平分布上的一定规

律[２２].调查结果表明: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扳

南单性木兰林区土壤动物类群中的 A/C值随时间

有变化(表２),其月份变化表现为１０月＞１１月＞
６月＞３月＞９月＞１２月＞１月＞５月＞４月＞
８月＞７月,且仅１０月份 A/C值为２．８４＞１,其余月

份 A/C值均小于１;土壤动物类群中 A/C值最小

为７月份,只有０．０８;土壤动物类群中所有月份总

A/C值为０．６３,亦小于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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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单性木兰林区土壤动物群落组成１)

Table１　CompositionsofsoilfaunacommunityinKmeriaseptentrionalisforest 　

序号
No．

类群
Groups

个体数Individualnumber

３月
Mar．

４月
Apr．

５月
May

６月
June

７月
July

８月
Aug．

９月
Sep．

１０月
Oct．

１１月
Nov．

１２月
Dec．

１月
Jan．

占样本总数
百分率/％
Percent

多度
Abundance

１ 弹尾目Collembola ４１４ ５６２ ２９１ ２２９ １２６９ １０５１ ５９２ ４３９ ４９２ ３１４ ２８９ ４５．９３ ＋＋＋
２ 蜱螨目 Acarina ３１９ ２４６ １５０ １８０ １０４ １８３ ４４５ １２４６ ４２６ ２２４ １９８ ２８．７６ ＋＋＋
３ 线虫纲 Nematoda １８３ ３５９ ６７ ７２ ３１ ６４ ７２ ８３ ５４ ８９ ７６ ８．８９ ＋＋

４
近孔寡毛目
Oligochaetaplesiopara

１２９ ４６ ３４ ２０ １ ５７ ２０５ ８５ ５１ ５６ ５０ ５．６７ ＋＋

５ 双翅目 Diptera １４６ ４６ ３７ ２０ ２ ２５ ２０ ３８ ７８ ９０ ７６ ４．４７ ＋＋
６ 膜翅目 Hymenoptera １０ ４０ １７ ４ ０ ４ １８ ３９ ７７ ２１ １９ １．９２ ＋＋

７
后孔寡毛目
Oligochaetaopisthopora

３１ ３６ ３ １５ ０ ８ １ ９ ８ ３１ ２８ １．３１ ＋＋

８ 鞘翅目 Coleoptera ２ ３ ３ ４ ０ １ １７ １１ ９ １２ ８ ０．５４ ＋
９ 同翅目 Homoptera ２ ５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８ ０ ０ ０．４９ ＋
１０ 腹足纲 Gastropoda ６ １２ ５ ５ １６ ４ ０ ３ ０ １ ０ ０．４０ ＋
１１ 蜘蛛目 Aranece ９ ９ ３ １ ２ １ １３ ３ ５ ２ ３ ０．３９ ＋
１２ 综合纲 Symphyla ２ ４ １２ ０ ０ ５ ３ ０ ０ ０ ０ ０．２０ ＋
１３ 鳞翅目 Lepidoptera ３ ５ ３ ０ ０ １ １ ４ ３ ２ １ ０．１８ ＋
１４ 盲蛛目 Opiliones ０ ０ ０ ４ ５ ０ ３ １ ０ ０ ２ ０．１２ ＋
１５ 等翅目Isoptera ０ ５ ０ ０ ０ ０ ７ ０ ２ ０ ０ ０．１１ ＋

１６
伪蝎目
Pseudoscorpiones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１ ０ ０．０９ ＋

１７ 倍足纲 Diplopoda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３ ４ ３ ０．０９ ＋

１８
地蜈蚣目
Geophilomorpha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１ ３ １ ２ ０．０８ ＋

１９ 石蛃目 Microcoryphia ０ ０ ０ ２ ３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６ ＋
２０ 革翅目 Deramptera ０ ０ ０ ２ ２ ０ ３ １ ０ ０ ０ ０．０６ ＋
２１ 双尾目 Diplura ０ １ ０ ０ ２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０．０５ ＋
２２ 轮虫纲 Rotatoria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２ ０ ０ ０．０４ ＋
２３ 涡虫纲 Turbellaria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０ ０．０２ ＋

２４
蜈蚣目
Scoloenpdromorpha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０２ ＋

２５
石蜈蚣目
Lithobiomorpha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０２ ＋

２６ 半翅目 Hemiptera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０２ ＋
２７ 缨翅目 Thysanoptera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０ ０．０２ ＋
２８ 等足目Isopoda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１ ＋
２９ 蜚蠊目 Blattoptera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１ ＋
３０ 直翅目 Orthoptera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１ ＋
个体总数
Individualtotalnumber １２６１ １４２６ ６２５ ５５８ １４３７ １４０５ １４２３ １９６９ １２２６ ８５０ ７５７

类群总数
Grouptotalnumber １８ １６ １２ １３ １１ １３ ２２ １９ １８ １６ １５

　１)＋＋＋:优势类群(≥１０％)Dominantgroup;＋＋:常见类群(１％~１０％)Commongroup;＋:稀有类群(≤１％)Raregroup．

2.3　土壤动物的垂直分布

单性木兰林区土壤动物在土层中的分布规律遵

循土壤动物土层垂直分布的普遍规律,即具有表聚

性(图１,图２).１１个月份凋落物层、０~５cm 层、

５~１０cm 层、１０~１５cm 层、１５~２０cm 层的土壤动

物 个 体 数 量 分 别 占 到 所 有 月 份 个 体 总 数 量 的

３３．２７％、２８．１５％、１５．６８％、１１．５４％和１１．３５％.３月

和４月份土壤动物个体数在０~５层最多,这可能是

因为这２个月份大部分种类的土壤动物还处于卵期

和幼虫期,加之气温还没有完全升高,多数土壤动物

都躲藏在腐殖质下的０~５cm 土壤层.６月和７月

份凋落物层土壤动物比０~５cm 层少,这主要是由

于该年度这２个月份雨水较为充沛,凋落物层水分

较多,致使土壤动物主要分布在相对干燥的且透气

性强的０~５cm 层.８－１１月份是该地区土壤动物

全年中的最繁盛期,这几个月份大多数土壤动物均

已逐步成熟,且新的花、果实、落叶等为凋落物层提

供了较为丰富的新有机质补充,也为大量土壤动物

的聚集提供了食物场所,所以凋落物层土壤动物个

体数明显比０~５cm 层多.优势类群中的蜱螨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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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尾目也主要分布在凋落物层、０~５cm 层和５~１０
cm 层,但每层中均有出现.如果将所有月份每层的

类群数重复相加,１１个月份凋落物层、０~５cm层、

５~１０cm 层、１０~１５cm 层、１５~２０cm 层的土壤动

物 类 群 数 量 分 别 占 到 所 有 月 份 类 群 总 数 量 的

２３．４６％、２５．８４％、１８．８８％、１５．３１％和１６．５０％,这从

类群上也体现了土壤动物分布的表聚性.土壤动物

个体数和类群数在土壤层次的垂直分布,在一些月

份没有表现出从上到下逐层递减的规律,这可能与

气温、降雨以及喀斯特地貌土壤中石块较多,采集过

程中层次难以严格分清有关,但总体来讲依然体现

了土壤动物垂直分布的表聚性特征.

图１　单性木兰林区各月份土壤动物类群数垂直分布

Fig．１　VerticaldistributionofsoilfaunagroupnumbermonthlyinKmeriaseptentrionalisforest

图２　单性木兰林区各月份土壤动物个体数垂直分布

Fig．２　VerticaldistributionofsoilfaunaindividualnumbermonthlyinKmeriaseptentrionalisforest
2.4　土壤动物群落类群数和个体数量的季节动态

土壤动物类群数月变化表现为９月＞１０月＞
３月＝１１月＞４月＝１２月＞１月＞６月＝８月＞
５月＞７月,各月份中线虫纲、近孔寡毛目、蜱螨目、
弹尾目、双翅目每月均有出现,９月和１０月份类群

数较多,因为该２个月份为夏秋交替的时期,也是大

多数土壤动物的成熟期,所以类群较为丰富,７月

份作为夏季的代表月类群数较少,可能主要是由于

每年７月份该地区雨水较多所致.依据各季度组成

月份土壤动物类群数的平均值,其季节动态为秋

季＞冬季＞春季＞夏季.
土壤动物个体数量月份变化表现为１０月＞

７月＞４月＞９月＞８月＞３月＞１１月＞１２月＞１月

＞５月＞６月,１０月份个体数量多,主要是蜱螨目个

体数量多;７月份个体数量多,主要是弹尾目个体数

量多,同时蜱螨目和弹尾目也是影响各月份个体数

量的主要类群.除此２个类群之外,线虫纲、近孔寡

毛目、双翅目是影响３月份个体数量的主要类群,线
虫纲也是影响４月份个体数量的主要类群,近孔寡

毛目也是影响９月份个体数量的主要类群.其中优

势类群中弹尾目在７月份个体数量达到最大值,蜱
螨目１０月份个体数量达到最大值.

常见类群中线虫纲在４月份个体数量达到最大

值,近孔寡毛目在９月份个体数量达到最大值,双翅

目在３月份个体数量达到最大值,膜翅目在１１月个

体数量达到最大值,后孔寡毛目在４月份个体数量

达到最大值.依据各季度组成月份土壤动物个体数

量的平均值,其季节动态为秋季＞夏季＞春季＞
冬季.
2.5　土壤动物多样性的季节动态

应用不同的多样性指数对单性木兰林区土壤动

物群落月变化进行测度,其结果是不同的(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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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指数 H 月份动态表现为 ３ 月 ＝１２ 月 ＞
１月＞４月＞５月＞１１月＞９月＞６月＞１０月＞
８月＞７月;均匀性指数E 的月份动态表现为１月＝
５月＞１２月＞４月＞３月＝６月＞１１月＞９月＞１０
月＞８月＞７月;优势度指数I 的月份动态表现为

７月＞８月＞１０月＞５月＞９月＞６月＞１１月＞
４月＞１月＞１２月＞３月;丰富度指数D 的月份动

态表现为９月＞１２月＝１月＝１１月＝６月＝３月＞
１０月＝５月＞４月＞８月＞７月;优势集中性指数C
的月份动态表现为７月＞８月＞１０月＞９月＝１１
月＝５月＝６月＞４月＞１月＞１２月＞３月;密度类

群指数DG 的月份动态表现为９月＞４月＞１０月＞
３月＞１１月＞１２月＞１月＞７月＞８月＞５月＞
６月;H 值高峰出现在３月份和１２月份,但是没有

能很好地反映出类群数,因为９月份类群数最多;
低谷在７月份,因为７月份虽然个体数量多,但类群

数最少,E 值也最低.E 值在５月份最高,说明虽然

５月份类群的个体数量和种群数都不高,但分布比

较均匀.
由表２可知,I值和C 值均在７月达到顶峰,因

为土壤动物群落优势类群中弹尾目的个体数量在

７月份类群总个体数量中占到８８．３％,常见类群最

少.I值和C 值均在３月达到低谷,因为优势类群

和常见类群在３月份均有出现,且个体数量分配比

较均匀.D 值的高峰出现在９月份,很好地反映出

９月份类群数多的特点;低谷出现在７月份,因为

７月份多样性指数和均匀性指数最低,优势度指数

和优势集中性指数最高.H 与E、I、D、C 的相关

性系数分别为０．９７、－０．９９、０．８６、－１．００,E 与I 和

C 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０．９４和－０．９６,说明多样性

指数与均匀度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呈正相关,与优势

度指数呈负相关,均匀度指数与优势度指数亦呈负

相关.

DG 值的高峰在９月份,低谷在６月份,结合

９月份个体数和类群数都较高,６月份个体数和类群

数都较低,以及密度Ｇ类群指数(DG)是对同一类群

在不同群落中的比较,把在群落中各类群都视为有

同等的独立性,得出每个群落相对其他群落的多样

性判断.DG 指数对于各类群在不同群落间相对数

量的比较是很重要的,能在多数情况下经得起检

验[２３].这说明DG 指数能够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最终反映出单性木兰林区土壤动物多样性动态.依

据各季度组成月份DG 指数值的平均值,其季节动

态为秋季＞春季＞冬季＞夏季.
表２　单性木兰林区１１个月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和A/C值

Table２　DiversityindexesandA/Cvalueof１１faunacommunitiesinKmeriaseptentrionalisforest

多样性指数
Diversityindex

３月
Mar．

４月
Apr．

５月
May

６月
June

７月
July

８月
Aug．

９月
Sep．

１０月
Oct．

１１月
Nov．

１２月
Dec．

１月
Jan．

多样性指数(H)ShannonＧWeinerindex １．７４ １．７０ １．５８ １．５３ ０．５１ ０．９３ １．５４ １．１７ １．５７ １．７４ １．７２
均匀度指(E)Pielouindex ０．６０ ０．６１ ０．６４ ０．６０ ０．２１ ０．３６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５４ ０．６３ ０．６４
丰富度指数(D)Richnessindex ０．４０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４１ ０．３３ ０．３５ ０．４３ ０．３９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４１
优势度指数(I)BergerＧParkerindex ０．３３ ０．３９ ０．４７ ０．４１ ０．８８ ０．７５ ０．４２ ０．６３ ０．４０ ０．３７ ０．３８
优势集中性指数(C)Simpsonindex ０．２２ ０．２５ ０．２９ ０．２９ ０．７９ ０．５８ ０．２９ ０．４５ ０．２９ ０．２３ ０．２４
密度Ｇ类群指数(DG)DensityＧGroupindex ３．５５ ３．７５ １．１４ １．０９ １．３２ １．２１ ５．２７ ３．５７ ３．４３ ２．５１ ２．１１
A/C值 A/Cvalue ０．７７ ０．４４ ０．５２ ０．７９ ０．０８ ０．１７ ０．７５ ２．８４ ０．８７ ０．７１ ０．６９

3　讨　论

单性木兰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其分布地域

非常狭窄.位于中亚热带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混交

林及其生态系统的广西木论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的成

片林区,是世界范围内该种群已知的最大分布地.
由于该林区具有喀斯特地貌土层稀薄的典型特点,
所以了解林区内对陆地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循环起

重要作用的土壤动物,对更好地保护珍贵物种单性

木兰和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调查单性木兰林区土壤动物,１１个月共捕

获土壤动物６门１１纲３０类共计１２９３７个,其中弹

尾目和蜱螨目２类为优势类群,线虫纲、后孔寡毛

目、近孔寡毛目、膜翅目、双翅目５类为常见类群,稀
有类群２３类,种类组成较为丰富,其类群组成与同

处于中亚热带的湖南衡山[２４]和浙江天童栲树林[１７]

森林生态系统较为相似,但其个体数量明显较少.
这可能与喀斯特地貌土层稀薄、土层中石块较多、有
机质含量较少有很大关系.

螨类(A)和跳虫(C)的数量比(A/C)常可作为

不同纬度上土壤动物区系的一种特征指标,通常在

热带和亚热带 A/C＞１,温带 A/C＝１,寒带 A/C＜
１[２５],但本研究调查结果除１０月份外,其余各月份

A/C值均小于１,１１个月份总 A/C值亦小于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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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由于该地区独特的喀斯特土壤环境因素造

成,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通过对广西木论国家自然保护区单性木兰林区

不同月份土壤动物的群落特征指数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随着月份的交替,土壤动物群落组成、数量及

多样性均会发生变化.本研究得到单性木兰林区土

壤动物类群数的季节动态为秋季＞冬季＞春季＞夏

季,土壤动物个体数季节动态为秋季＞夏季＞春

季＞冬季.采用 ShannonＧWiener多样性指数 H、

Pielou均匀性指数E、BergerＧParker优势度指数I、

Richness丰富度指数D、Simpson优势集中性指数

C 和密度Ｇ类群指数DG 对该林区土壤动物群落的

多样性进行测度,得出多样性指数与均匀度指数和

丰富度指数呈正相关,与优势度指数呈负相关,均匀

度指数与优势度指数亦呈负相关.ShannonＧWieＧ
ner多样性指数 H 在土壤动物多样性分析中采用

较多,但类群数的信息不能很好地反映,而廖崇惠

等[２６]改进后的密度Ｇ类群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不同

月份土壤动物多样性的变化.
本研究亦采用密度Ｇ类群指数(DG)进行分析,

得出单性木兰林区土壤动物多样性的季节动态为秋

季＞春季＞冬季＞夏季,其结论与同处于亚热带的

浙江天童栲树林土壤动物群落结构及其季节变化研

究得出的结论一致[１７],但与处于温带干旱半干旱地

带的陕北枣林土壤动物组成与季节动态研究得出的

结论(秋季＞夏季＞春季＞冬季)不一致[１２].这进

一步说明土壤动物群落的组成及其季节变化受气候

季节周期性变化影响,但陕北枣林属于人工经济林,
人类活动对其季节动态是否有影响还未见报道,所
以不同气候带下以及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动物季节

动态是否有普遍规律,还有待更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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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compositionandseasonaldynamicsofsoilfauna
inendangeredplantKmeriaseptentrionalis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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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MinＧyun４　YANGShangＧyu１

１．CollegeofChemistryandBioengineering,HechiUniversity,Yizhou５４６３００,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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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ostudythecommunitycomposition,verticalstructure,diversityandseasonaldynamics
ofsoilfaunainKmeriaseptentrionalisforestwhichisthefirstＧclassstateprotectedplantinChina,a
monthlyinvestigationwasconductedbetweenMar．,２０１２andJan．,２０１３inlitterlayerandsoillayers
withthedepthsof０Ｇ５cm,５Ｇ１０cm,１０Ｇ１５cmand１５Ｇ２０cm．Atotalof１２９３７ofsoilfaunaindividuals,

belongingto６phyla,１１classesand３０groups,respectively,werecollectedin２２００soilsamplesduring
thestudy．Twodominantgroups,AcarinaandCollembola,accountedfor７４．６９％ofthesoilfaunaindiＧ
viduals．Fivecommongroups,Nematoda,OligochaetＧaopisthopora,Oligochaetaplesiopara,HymenopＧ
teraandDiptera,accountedfor２２．２６％．TheA/Cvalue ＜１．Theverticaldistributionofsoilfauna
groupsandindividualsinthesoilprofilesshowedansurfaceaccumulation,butnoobviousdecreasionlayＧ
erbylayerinsomemonthsandvariedwiththechangeofseasons．Theseasonalchangepatternofsoil
faunagroupnumberofKmeriaseptentrionalisforestwasautumn＞winter＞spring＞summer．ThenumＧ
berofsoilfaunaindividualwasautumn＞summer＞spring＞winter．Thediversityofsoilfaunagroups
wasautumn＞spring＞winter＞summer．

Keywords　soilfauna;Kmeriaseptentrionalis;communitycomposition;seasonal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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