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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南亚热带恢复生态学研究基地2鹤山丘陵综合试验场 20a 人工植被林土壤动物群落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样地包括草

坡、松林、荷木混交林、马占相思林和豆科混交林。结果表明: 在个体数量上, 豆混林与马占林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与其它林

分间差异明显 (p < 0105) ; 草坡土壤动物个体数明显处于最低水平; 在类群的丰富度上, 豆混林显著 (p < 0105) 高于所有其它林

分, 但无论是林分之间抑或季节之间, 其变化的幅度都明显比个体数小; 根据D G 指数, 各人工林可明显分为豆混林 (É )、马占

林 (Ê )和荷混林 (Ë )、针叶林 (Ë )、草坡 (Ë ) 3 个层次。季节的差异很明显, 湿季各项指标都低于干季。土壤表层各项指标的绝

对值都与 F2、F3 层有极显著的差别 (p < 0101) , 而 F2、F3 层之间却非常接近。长角跳虫科、鳞跳虫科、蚁科、康虫八科、蟹蛛科、

巨蟹蛛科、球蛛科、鞘翅幼虫和半翅幼虫与群落总体特征 (D G 指数)的相关性都达到显著水准 (p < 0105)。D G 指数在反映不同

人工林土壤动物群落特征上具有很好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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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pon ses of so il fauna com posit ion to forest restora tion in Heshan
XU Guo2L iang1, 2, ZHOU Guo2Y i13 , M O J iang2M ing1, ZHOU X iao2Yong1, PEN G Shan2J iang1 　 ( 1.

D ing hushan F orest E cosy stem R esearch S ta tion, S ou th Ch ina B otan ica l Gard en, Ch inese A cad emy of S ciences, Z haoqing 526070, Ch ina; 2. T he

G rad ua te S chool of Ch inese A cad emy of S ciences, B eij ing 100039, Ch ina). A cta Ecolog ica S in ica , 2005, 25 (7) : 1670～ 1677.

Abstract: So il fauna comm unit ies w ere studied in various 20 year2o ld regenerated vegetat ion types at the H eshan R esearch

Stat ion. T here w as no sign ifican t difference in fauna individual num ber betw een the m ixed A cacia fo rest and A cacia m ang ium

fo rest. How ever, there w as sign ifican t difference in fauna individual num ber betw een these tw o fo rests and the grassland, p ine

and m ixed S ch im a sup erba fo rest (p < 0105). T he low est fauna individual num ber w as found in grassland w h ile m ixed A cacia

fo rest had the h ighest group abundance (p < 0105). T he varia t ion in group abundance at various vegetat ion types o r betw een

w et and dry seasons w as sm all compared to the changes in fauna individual num ber. Based on D G index these m an2m ade

vegetat ion types w ere classified in to th ree catego ries: m ixed A cacia fo rest (É ) , A cacia m ang ium fo rest (Ê ) , grassland (Ë ) ,

p ine (Ë ) and m ixed S ch im a sup erba fo rest (Ë ). Bo th the fauna individual num ber and group abundance w ere dist inct ively low

during the w et season as compared to dry season. So il fauna in F1 so il layer w as sign ifican tly richer than in F2 and F3 layers

(p < 0101). En tomobryidae, Cyphoderidae, Fo rm icidae, Campodeidae, T hom isidae, H eteropodidae, L ep tonetidae, Co leop tera

larvae, H im ip tera larvae and Homop tera larvae w ere sign ifican tly co rrela ted w ith changes of the w ho le so il fauna comm unit ies

(p < 0105). O ur resu lts show ed that D G index tru ly reflects so il fauna comm unity characterist ics in various art ificia l veget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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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

Key words: H eshan; m an2m ade fo rest; resto rat ion; so il fauna

　　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包括其中各组分的演替变化。土壤动物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分, 也会对系统的恢复发生响应。

目前, 廖崇惠、李健雄等对热带人工林恢复过程中的土壤动物群落进行了研究, 刘满强等在江西鹰谭退化红壤生态系统也开展

了相似的工作[1～ 3 ]。我国南亚热带是国内恢复生态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基地, 其工作主要集中在鹤山综合试验场。在此, 已对各生

态恢复试验植被群落的结构功能、生理生化、水文、气候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而持续的调查研究[4～ 16 ]。但是, 关于土壤动物的恢复

生态学, 除廖崇惠等于试验场建立初期进行过报道外[17～ 20 ], 尚未有进一步的研究。

退化生态系统植被恢复过程中, 生态系统的功能总伴随植被结构的发展而增强, 出现明显的环境效应和生物效应[21 ]。现

在, 距鹤山试验场进行恢复生态学研究而开始构建人工植被已有 20a 时间, 各植被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呈现出森林景观,

植被改造和重建的模式选择效应也已初步显现。但这种效应在土壤动物群落上有何体现呢?土壤动物群落对该进程有何指示作

用? 本研究即对不同类型人工林的土壤动物群落进行调查研究, 以为恢复生态学研究提供更多的土壤动物学依据。

1　研究背景与方法

111　样地背景

中国科学院鹤山丘陵开放综合试验站位于广东省中部的鹤山市, 东经 112°54′, 北纬 22°41′。试验站所在地属南亚热带季风

气候。年平均气温 2117℃, 极端最高温 3715℃, 极端最低温 0℃; 年均太阳辐射 435015M Jö(m 2·a) ; 年均大于等于 10℃有效积

温为 7597℃, 年均降雨量为 1800 mm , 有明显的干、湿季之分: 干季为 10 月到翌年 3 月份, 湿季为 4 月到 9 月份; 年均蒸发量为

163818 mm , 丘陵地土壤为赤红壤 (砖红壤性红壤) [4 ]。

1. 2　样地设置

在鹤山丘陵综合试验场 5 种人工植被内建立样地, 分别是草坡、湿地松 (P inus elliotii) 纯林 (简称松林)、马占相思纯林

(A cacia m ang ium ) (简称马占林)、豆科混交林 (简称豆混林)、以荷木 (S ch im a sup erba)为主的乡土树种混交林 (简称荷混林)。草

坡代表仅保护而未经人为改造的处理, 松林代表针叶树及纯林改造的效应, 马占林代表固N、阔叶先锋树种及纯林改造的效应,

豆混林代表固N、阔叶及混交改造的效应, 荷混林代表以本地阳生阔叶树为主的中期演替阶段及混交效应。需要指出的是, 以上

的林分名称是沿用造林初期的称谓, 实际上多年后各植被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演替发展。各样地植物组成情况如下:

É 草坡　在 1983 年刚设立永久样地时, 草坡的主要植物是鹧鸪草 (E riachne p a llescens) 和岗松 (B aechea f ru tescens) 2 种旱

生性植物, 现在虽无乔木层, 但灌木层非常繁茂, 几乎全部被桃金娘 (R hod om y rtus tom en tosa ) 覆盖, 岗松减少明显, 野牡丹

(M elastom a cand id um )、山管兰 (D ianella ensif olia)、芒萁 (D icrano p teris linearis) 等种类消失, 而野漆 (R hus succed anea)、三叉

苦 (E vod ia lep ta)、粗叶榕 (F icus h irta)、山藤子 (Em belia laeta)、龙船花 (Ix ora ch inensis)等种类入侵[22 ]。

Ê 松林　林下仍似造林前以芒萁为主, 其盖度达 90% 以上, 平均高度约为 10m , 间有少量灌木, 如梅叶冬青 (I lex asp rella)、

野牡丹 (M elastom a cand id um )等, 乔木层只有湿地松[8 ]。

Ë 马占林　1984 年在该地区荒坡上种植马占相思 (A cacia m ang ium ) , 现在, 造林前草坡优势种如芒萁 (D icrano p teris

d ichotom a )、桃金娘 (R hod om y rtus tom en tosa) 等现已明显退化, 出现了较复杂的林下植物种类, 如山苍子 (L itsea cubeba)、春花

(R hop h iolep is ind ica)、野牡丹 (M elastom a cand id um )等[5 ]。林分已形成乔、灌、草 3 层结构, 灌木层盖度约 015, 草本层盖度约

013, 林地枯落物层厚 5～ 7cm [6 ]。

Ì 豆混林　主要树种为马占相思 (A cacia m ang ium ) 和大叶相思 (A cacia au ricu laef orm is) , 除此之外, 还有少量的绢毛相思

(A cacia holosericea)和台湾相思 (A cacia conf use)等豆科植物[7 ]。灌木层和草本层繁茂, 其盖度分别为 57175% 和 67189% , 都明

显高于除草坡以外的其它各植被[12 ]。

Í 荷混林　主要树种为荷木 (S ch im a sup erba ) 和红荷 (S. w allich ii ) , 另有少量其它乡土树种, 如红锥 (Castanop sis

h ickelii)、火力楠 (M . m acclu rei)、黎朔 (C. f issa)等[19 ]。与造林前明显不同, 由于树体长势整齐, 林冠密实, 林内透光差, 林下灌

木较少, 几乎无草本层。

113　采样

1. 3. 1　采样时间　分别于 2003 年湿季期的 8 月和干季期的 11 月进行采样。

1. 3. 2　采样方法　在每个样地内随机选取 5 个点。在每一点上用直径 815cm 的采土器取 3 个样: F1 层 (0～ 5cm )、F2 层 (5～

10cm )和 F3 层 (10～ 15cm ) , 每个样品由 5 次取样混和而成。这样, 一个样地内共取得 15 个样品, 每个取样季共得 75 个样品。样

品立即带回实验室, 用 T ullgren 漏斗收集其中的土壤动物。

114　鉴定、分析方法

17617 期 徐国良　等: 鹤山丘陵退化生态系统植被恢复的土壤动物群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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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除螨类外, 其余各类都鉴定至科 (总科) [23, 24 ]。采用O ne2w ay2ANOVA 分析, 计算和分析不同林分、季节和土层间土壤

动物群落的差异, 数据的差异显著性利用D uncan 多重比较法实现, 对单个林分不同季节间的比较采用 t2检验。所有统计在

SPSS1115 软件上进行。

2　研究结果

图 1　不同人工林内土壤动物的个体数量

F ig. 1　 Individuals of so il fauna in differen t p lan tations

2. 1　个体数量

由图 1, 各人工林土壤动物个体数量的排序是: 豆混林> 马

占林> 荷混林> 针叶林> 草坡。豆混林与马占林土壤动物个体

数明显高于其它林分, 草坡则最少。

湿季期 (图 1) , 豆混、马占两林与荷混林、草坡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 (F = 4190; p < 0105) , 而针叶、荷混两林与草坡之间无显著

差异; 干季期 (图 1) , 豆混、马占林与其它 3 林分间都存在显著差

异 (F = 39132; p < 0105) , 荷混林仅显著高于草坡 (F = 39132;

p < 0105) , 针叶林与草坡处于最低水平。可见, 豆混林与马占林

土壤动物个体数明显为优。季节的差异很明显, 从湿季到干季,

豆混林上升了 184159% , 马占林上升了 163130% , 荷混林上升了

122190% , 针叶林上升了 39181% , 草坡上升了 66180%。上升幅

度的排序基本与其基数的排序一致; 其中除针叶林外, 其它林分

的变化都达到了显著程度 (p < 0105)。土壤动物个体数量随季节

作用发展空间在不同植被间差别较大, 同时基数越大的群落变

化幅度越大。

土壤表层动物个体数量与 F2、F3 层有极显著的差别 (p < 0101) (图 2) , 而 F2、F3 层之间却非常接近。同时, 土壤表层动物

个体数也随不同林分波动很大, 而 F2、F3 层的变化幅度较小。在 F1 层, 湿季期 (图 2A ) , 豆混、马占两林与荷混林、草坡间有显

著差异 (F = 5144; p < 0105) ; 针叶林、荷混林和草坡之间差异不显著; 干季期 (图 2B) , 土壤动物个体数量的分异特征更加明显,

豆混林显著高于所有其它林分 (F = 20178; p < 0105) , 马占林也显著高于荷混林、针叶林和草坡 (F = 20178; p < 0105) , 而后三

者之间则都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特征皆与前面提到的总体特征一致。从湿季到干季, 土壤动物的个体数的增长也主要体现在

土壤表层。可见, 不同人工林土壤动物个体数间的差别是由 F1 层决定的, 而 F2、F3 层对总体特征的贡献则很小。

图 2　不同人工林土壤动物个体数量的垂直分布特征

F ig. 2　V ertical characterist ics of so il faum a individuals in differen t p lan tations

É 　松林 P ine; Ê 　草坡 Greenland; Ë 　豆混M ixed acacia; Ì 　马占A. m angium; Í 　荷混M ixed sch im a

2. 2　类群丰度

豆混林土壤动物类群数最丰富 (图 3) , 其次为马占林, 草坡具有最少的土壤动物类群。

在湿季 (图 3) , 豆混林动物类群丰度显著 (F = 13160; p < 0105) 高于所有其它林分, 马占林与荷混林、针叶林、草坡三者之

间也都存在显著差异 (F = 13160; p < 0105) , 后三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在干季 (图 3) , 豆混林同样显著高于其它所有林分 (F =

2761　 生　态　学　报 25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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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人工林内土壤动物的类群数

F ig. 3　Group num ber of so il fauna in differen t p lan tations

10158; p < 0105) , 马占林与草坡间有显著差异 (F = 10158; p <

0105) , 荷混林、针叶林和草坡彼此间差异不显著。干季土壤动物

类群更为丰富, 但对于各林分来说, 季节变化都未达到显著程

度。可以看到, 与土壤动物个体数量的特征相比, 无论是林分之

间抑或季节之间, 类群数的变化幅度都明显小。个体数是数量特

征, 类群却是个质量概念, 所以在同一植被下, 类群的组成具有

相对的稳定性, 而短期内土壤动物群落的季节变化主要来源于

数量动力。

土壤表层动物类群丰度与 F2、F3 层有极显著的差别 (p <

0101) (图 4) , 后两者之间却非常接近。同时, 不同类型人工林之

间土壤表层的动物类群丰度变化也较大, 而 F2、F3 层的变化幅

度很小。在 F1 层, 湿季期 (图 4A ) , 豆混林的类群丰度显著高于

其它所有林分 (F = 13175; p < 0105) , 马占林只与荷混林有显著

差异 (F = 13175; p < 0105) , 针叶林、荷混林和草坡之间差异不

显著; 干季期 (图 4B ) , 豆混林也都显著高于其它林分 (F =

11197; p < 0105) , 马占林仅显著高于草坡 (F = 11197; p < 0105) , 荷混林、针叶林与草坡之间差异不显著。

图 4　不同人工林土壤动物类群数的垂直分布特征

F ig. 4　V ertical characterist ics of so il fauna group abundances in differen t m an2m ade fo rests

É 　松林 P ine; Ê 　草坡 Greenland; Ë 　豆混M ixed acacia; Ì 　马占A. m angium; Í 　荷混M ixed sch im a)

图 5　不同人工林内土壤动物群落的D G 指数

F ig. 5　D G index of so il fauna comm unities in differen t p lan tations

2. 3　群落多样性

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在各植被间的差异很明显: 豆混林指

数最高, 其次是马占林, 再次依次为针叶林、荷混林和草坡。

经差异显著性检验, 无论在干季还是在湿季 (图 5) , 豆混林

与其它所有林分间都存在显著差异 (p < 0105) , 马占林则显著高

于针叶林、荷混林和草坡 (p < 0105) , 后三者间差异不显著。即根

据群落多样性指数, 各人工林可明显分为豆混林 (É )、马占林

(Ê )和荷混林 (Ë )、针叶林 (Ë )、草坡 (Ë ) 3 个层次。可见, 用D G

指数表征的土壤动物多样性特性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季节间的

差异同样存在。除草坡微有下降外, 其它各林分在干季都有不同

程度的上升, 具体为: 豆混林 61143% , 马占林 24180% , 荷混林

63172% , 针叶林 15175%。

土壤表层动物多样性与 F2、F3 层有极显著的差别 (p <

0101) (图 6) , 而 F2、F3 层之间差别不明显。同时, 不同人工林之

间土壤表层的动物多样性变化很大, F2 和 F3 层变化小。在 F1 层, 湿季期 (图 6A ) , 豆混林动物多样性与其它所有林分间都有显

著差异 (F = 12100; p < 0105) , 马占林与荷混林、草坡差异显著 (F = 12100; p < 0105) , 针叶林、荷混林和草坡之间差异不显著;

干季期 (图 6B ) , 更加明显, 豆混林显著高于其它所有林分 (F = 31194; p < 0105) , 马占林显著高于荷混林、针叶林和草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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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31194; p < 0105) , 荷混林、针叶林与草坡之间无显著差异。从湿季到干季, 土壤动物D G 指数的增长也主要体现在土壤表

层。

图 6　不同人工林土壤动物D G 指数的垂直分布特征

F ig. 6　V ertical characterist ics of so il fauna D G indexes in differen t m an2m ade fo rests

É 2松林 P ine; Ê 2草坡 Greenland; Ë 2豆混M ixed acacia; Ì 2马占A. m angium; Í 2荷混M ixed sch im a

3　讨论

3. 1　土壤动物群落结构与植被演替进程有密切关系

植物是生态系统的第一性生产者, 植被的存在形式及其发育状况决定了生态系统中其它成分的组成、结构特征。已有大量

土壤动物群落与植被类型相关关系的研究[1, 17, 18, 25～ 30 ], 证明土壤动物群落组成结构是与植被状况密切相关的。因此, 土壤动物

群落特征对生态系统的不同恢复阶段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在大孤山铁矿废弃地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中, 大型土壤动物种类、

数量变化标志大孤山铁矿废弃地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阶段的先后, 而且大型土壤动物群落生态结构与生物量的变化指示了铁

矿废弃地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质量[31 ]; 在退化红壤上进行的研究表明造林种的选择对土壤动物发展影响很大以及混交林体现

了—定的“混交优势”[3 ]。在电白小良热带人工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站进行的植被改造、恢复与演替进程研究中, 通过土壤动物群

落学研究提出利用桉树作为改造小良侵蚀台地的先锋树种是成功的, 而阔叶混交林更好地促进了土壤动物的多样化和丰盛

度[2 ]。这些结论与本研究结果可以互相印证: 土壤动物群落的各指标特征都显示豆科混交林显著优于其它各林分; 马占林其次,

显著高于荷混林、针叶林和草坡; 草坡各项指标都最低。草坡是没有经任何人为干豫而自然恢复的对照样地, 与之比较, 可以肯

定人为改造措施产生了积极效应; 但改造树种选择的影响同样重要, 这可以从豆科树种表现出的优势性看出; 同时, 豆混林的显

著正效应证明混交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改造措施。

另外, 根据本研究结果, 可以认为鹤山人工林生态系统整体上尚处于发育的初级阶段。首先, 荷混林、针叶林与草坡之间在

土壤动物个体数、类群丰度和生物多样性指数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统计上还未体现改林的效应。其次, 可以发现, 植被环境

较优的人工林土壤动物的发展空间亦大 (豆混林> 马占林> 荷混林> 针叶林> 草坡) , 这揭示各林分都尚未达到相对稳定的状

态。杨效东等认为顶极群落季节雨林中, 土壤动物群落类群组成及数量分布变化会比次生林明显减小[32 ]。第三, 植食性的害虫

随着植被环境的改良而发展 (豆混林> 马占林> 荷混林> 针叶林> 草坡) , 如鞘翅目昆虫 (r= 01918) 和半翅目昆虫 (r= 01943)

与之达到显著正相关 (p < 0105) ; 同翅目幼虫 (r= 01839)的相关性系数也比较高。这是因为, 在生态系统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其

发育的初级阶段整个系统尚未形成生态平衡机制, 处于不稳定状态, 因此在食物链中低级因子会首先得到发展。廖崇惠等也认

为在进行植被恢复过程中, 当人工林尚处于演替初级阶段时, 森林虫害较为严重[1 ]。最后, 各林分土壤动物在各土层中的层间分

异极明显, 与该地带成熟林情况差别很大[28 ], 这很可以说明该地土壤尚未充分熟化, 生态系统尚处于演替的初级阶段。

3. 2　关键类群的研究

土壤动物群落的组成极其复杂, 其中可能只有某些类群的反应特别敏感, 可以作为系统状态的指标[33, 34 ], 而这正是多数情

况下进行生态学研究时关注的。通过相关性研究, 找出能影响群落状态的关键类群, 不仅可以简化研究问题, 而且可以为进一步

的土壤动物环境指示类群的研究打下基础。

D G 指数比较科学地综合了体型、数量差异极大的各类群所构成土壤动物群落的数量多度、类群丰度特征, 可以作为群落

状态的指标与各类群进行比较。在不同林分间计算各动物类群的密度与D G 指数相关系数。其中长角跳虫科、鳞跳虫科、蚁科、

康虫八科、蟹蛛科、巨蟹蛛科、球蛛科、鞘翅幼虫和半翅幼虫都达到显著水准 (p < 0105) , 它们的 r 值分别是 019857、019964、

019271、019634、019619、019626、019461、019180 和 019431。长角跳虫科和鳞跳虫科属弹尾目, 它们是大型跳虫; 康虫八科属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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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目; 这些原始的昆虫适于生活在比较阴蔽的环境, 与植被演替后林下环境由阳性向阴性转变存在正相关关系。蚁科、蟹蛛科、

巨蟹蛛科和球蛛科都是土壤动物食物链中较高级的捕食者, 它们当然与土壤动物群落的丰度直接相关; 在森林生态系统中, 鞘

翅目昆虫、半翅目昆虫一般作为害虫的角色存在, 如前述, 它们与植被的早期发展阶段是呈正相关的。

3. 3　关于多样性指数的运用

本研究在进行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分析时应用了D G 指数。实际上, 在多种表征群落多样性的指数中, Shannon2W einer 多

样性指数 (H ′)应用最广, 国内大多土壤动物学者也将其用于不同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的比较分析。然而, 土壤动物群落不同类

群间在个体数量和生物量上差异巨大, H ′指数着重考虑的是群落内部各物种之间此多彼少的竞争关系, 常与群落均匀度显著

相关而与丰富度关系不密切[35 ]。在群落中只要各个物种的数量相等, 不管其数量如何地少, 这个群落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多样

性。D G 指数由廖崇惠等提出, 随后在 1997 年又对之进行了修正[28 ]。D G 指数的重要意义在于引进了不同群落之间同类群相对

数量比较的概念, 因此可以避开群落内各物种丰度的比较, 把群落中各物种都视为同等的独立体, 采用对同一物种在不同群落

中的比较, 使得在复杂的土壤动物群落间进行多样性比较的可行性大大加强。国内也已有数位学者注意到D G 指数的科学性,

如傅必谦等和刘满强等对多种不同多样性指数进行了比较, 都认为D G 指数效果最优[3, 35 ]。当然,D G 指数的不足是未对类群在

群落中的相互作用进行估计。但根据已有的土壤动物学资料, 由于土壤动物的杂食性及土壤环境的丰富性, 各类群之间的作用

相对于环境和捕食者的影响来说并不明显[36 ] , 而且, 在计算上D G 指数要简便得多。最后, 通过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到, D G 指数

在反映不同人工林土壤动物群落的差异上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因此, 建议更多的土壤动物学研究者对之进行检验、应用和改进。

3. 4　季节的影响

本研究凋查取样时间选择在湿季期的 8 月份和干季期的 11 月份进行。结果表明, 干季期的土壤动物群落的个体数、D G 指

数和类群丰度都比湿季期高, 尤其是前两者的差异非常明显。这与邻近区域的调查结果相同。杨效东等研究表明, 3 类季节雨

林土壤动物群落的总类群数、稀有类群数和富集类群数都体现干季大于雨季, Α多样性指数的变化与之相符[30 ]。在海南, 8 月份

是暴雨发生最多的月份, 对于大、中型土壤动物群落, 在群落的类群数方面, 6～ 9 月份体现了负面影响, 在 10 月份至翌年 5 月

份则是正面的影响; 在D G 指数和总个体数方面, 6～ 9 月份间也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29 ]。分析其原因, 首先在众多的气象要素

中, 对土壤动物有重要影响的是气温和降水量。1413～ 2413℃之间是土壤动物生存最适宜的温度范围; 而在降水上可以明确的

是大量的降雨不仅有较强的冲刷作用, 而且使土壤容重高, 结构紧密, 对中小型土壤动物物种和个体数的分布与发展产生负面

影响; 特别是暴雨, 会即时对线虫群落和其它大、中型土壤动物群落造成破坏[29, 30 ]。据鹤山试验站气象观测资料, 1998 年马占

林、荷木林和松林内 8 月份温度为 28179、28154、28198℃, 11 月为 21126、20168、20166℃[22 ]; 而 8 月份平均降雨量 27217 mm , 11

月份平均降雨量8014 mm [37 ]。可见本区季节间的温湿差异非常大, 干季 (11 月份)的温湿效应明显比湿季 (8 月份)适于土壤动物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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