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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东坡水平带

蚂蚁群落研究

徐正会, 吴定敏, 陈志强, 蒋兴成
(西南林学院 资源学院, 云南昆明　650224)

摘要: 研究了高黎贡山东坡水平带蚂蚁群落特征, 结果表明, 除中南段 2 500 m 等高线外, 东坡各

水平带的不同位置均有特有种。在 1 000 m、1 500 m、2 000 m、2 500 m 等高线上,从北到南特有种

数目依次递增,但北段 1 500 m 和 2 000 m 等高线出现特有种增高例外。在东坡不同海拔等高线

上, 大多数物种只在 1个样地中表现为优势种,北段与南段的优势种通常不同。在 1 000 m 和 2 000

m 等高线上北段的优势种多于南段,而在 1 500 m 等高线上南段优势种多于北段, 2 500 m 等高线

上不同地段优势种趋于相等。东坡水平带上物种数目和密度表现出普遍规律性。从北到南, 1 000 m

和 2 500 m 等高线上物种数目和密度依次递增,在 1 500 m 等高线上物种数目和密度依次递减。在

1 000 m 等高线上优势度、多样性和均匀度具有明显规律性, 从北到南, 优势度依次递减, 多样性和

均匀度依次递增, 但在北段出现例外。在 1 500 m、2 000 m 和 2 500 m 等高线上, 蚂蚁群落的优势

度、多样性和均匀度缺乏规律性,可能与植被的次生化和片断化等因素有关。尽管东坡水平带上同

一海拔植被类型相似, 但是蚂蚁群落之间差异显著, 相似性系数在 0～0. 50 之间。山体下部

1 000 m等高线上蚂蚁群落之间相似性较大, 相似性系数在 0. 25～0. 50 之间。随着海拔增加,同一

水平带上群落之间相似性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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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西部横断山区怒江和龙川江之间, 以生物气候垂直带谱多

样化著称,详见文献[ 1, 2]。为了揭示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蚂蚁群落在南北向水平带上的规律

性,本文首次对东坡水平带蚂蚁群落进行研究。

1　研究方法

1. 1　调查方法

采用样地调查法, 分别于 1999年 4月和 2000年 3月对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东坡北段(泸

水县泸水)、中北段(泸水县上江)、中南段(保山市芒宽)、南段(保山市坝湾)进行取样,调查了

1 000 m、1 500 m、2 000 m、2 500 m 等高线的蚂蚁群落。上江距离泸水 36 km, 芒宽距离上江

27 km,坝湾距离芒宽 72 km。调查样地 16块,其自然状况分述于表 1之中。具体调查方法见

文献[ 1～3]。



表 1　东坡水平带蚂蚁群落研究样地状况

样地

编号
地点 海拔/ m 坡度

土壤

类型
植 被 类 型

郁闭

度

灌木

盖度/ %

草本

盖度/ %

地被物

盖度/ %

地被物

厚度/ cm

1 泸水县泸水 2 500 40°S 黄棕壤 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原始林) 0. 90 5 50 98 20

2 泸水县泸水 2 000 40°SE 黄红壤 半湿润常绿阔叶林(次生林) 0. 80 30 25 85 3～5

3 泸水县泸水 1 500 40°E 红壤 云南松林(次生林) 0. 30 8 60 95 4～6

4 泸水县泸水 1 000 40°SE 褐红壤 河谷稀树灌木草丛(次生林) 0. 15 4 80 3 1～2

5 泸水县上江 2 500 35°SE 黄棕壤 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原始林) 0. 80 10 5 95 3～5

6 泸水县上江 2 000 35°SE 黄红壤 旱冬瓜林(次生林) 0. 20 30 90 50 2～3

7 泸水县上江 1 500 40°SW 红壤 季风常绿阔叶林(次生林) 0. 70 40 35 90 4～5

8 泸水县上江 1 000 35°SE 褐红壤 河谷稀树灌木草丛(次生林) 0. 35 4 45 5 1

9 保山市芒宽 2 500 45°E 黄棕壤 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原始林) 0. 80 35 45 90 5～10

10 保山市芒宽 2 000 40°SE 黄红壤 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半原始林) 0. 80 40 40 90 5～10

11 保山市芒宽 1 525 20°NE 红壤 季风常绿阔叶林(次生林) 0. 95 95 5 95 5～8

12 保山市芒宽 1 000 32°S 褐红壤 河谷稀树灌木草丛(次生林) 0. 45 95 95 3 1

13 保山市坝湾 2 450 20°W 黄棕壤 竹乔混交林(原始林) 0. 85 0. 5 15 95 2

14 保山市坝湾 2 000 40°S 黄红壤 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次生林) 0. 95 50 10 98 5～15

15 保山市坝湾 1 500 30°SE 红壤 云南松林(次生林) 0. 80 55 55 85 3～5

16 保山市坝湾 1 000 38°SE 褐红壤 河谷稀树灌木草丛(次生林) 0. 45 60 80 3 1

　　注:云南松 P inus yunnanensis Franch;旱冬瓜 A lnus nepalensis D. Don。

1. 2　几个重要的群落指标

特有种的确定:将同一水平带上只在某一地段蚂蚁群落中出现的物种定义为特有种。

其它指标如优势种的确定、优势度指数、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群落相似性系数的

计算同文献[ 1, 3～5]。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东坡水平带蚂蚁群落特有种比较

东坡 1 000 m、1 500 m、2 000 m、2 500 m 水平带上不同地段蚂蚁群落的特有种数量见表

2。

　　从表 2看出, 在 1 000 m 等高线上,从北向

南特有种数量依次递增: 1 500 m 等高线上北

段泸水特有种最多( 26种) ,中北段上江最少( 1

种) ; 2 000 m 等高线南段坝湾特有种最多( 10

种) ,中北段最少( 1种) ; 2 500 m 中南段芒宽没

有特有种,南段坝湾特有种最多( 5种)。总体上

表 2　东坡水平带蚂蚁群落特有种数量比较

海拔/ m 北段 中北段 中南段 南段

1 000 1 4 6 8

1 500 26 1 8 16

2 000 8 1 4 10

2 500 1 1 0 5

看,除 2 500 m 等高线中南段外,各等高线的不同位置均有特有种。在 1 000 m、1 500 m、2 000

m、2 500 m 等高线上,从北到南特有种数目依次递增,但北段 1 500 m 和 2 000 m 等高线出现

特有种增高例外。

2. 2　东坡水平带蚂蚁群落优势种比较

东坡 1 000、1 500、2 000、2 500 m 等高线上不同位置的优势种及百分比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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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东坡水平带蚂蚁群落优势种及其百分比比较 %

海拔/ m 优 势 种 泸水 上江 芒宽 坝湾

1 000

黑头酸臭蚁 T ap inoma melanocep halum ( Fabricius ) 28. 682 67. 057 10. 859

卡泼林大头蚁 P heid ole cap ell ini Em ery 20. 982 41. 472

迈氏小家蚁 Monomor ium may ri Forel 18. 015

邵氏立毛蚁 P aratr echina sauteri Forel 13. 988 28. 820

污黄拟毛蚁 P seudolasius cibd elus Wu et Wan g 13. 447

来氏大头蚁 P heid ole l ig hti Wheeler 30. 572

小眼穴臭蚁 B othr iomyrmex myop s Forel 10. 875

1 500

比罗举腹蚁 Crematog aster biroi Mayr 71. 176 43. 719

亮红大头蚁 P heid ole f e rv id a Smith 86. 548 77. 481

沃森大头蚁 P heid ole w at soni Forel 13. 256

拟毛蚁 sp. 1 P seudolasius sp. 1 11. 877

普通拟毛蚁 P seudolasius f amiliaris ( Smith) 17. 012

2 000

拟毛蚁 sp. 2 P seudolasius sp. 2 33. 333

比罗举腹蚁 Crematog aster biroi Mayr 25. 556

细纹小家蚁 Monomor ium gr acil limum Smith 19. 240

沃森大头蚁 P heid ole w at soni Forel 95. 313 26. 383

维希努行军蚁 Dory lus v i shnu i Wheeler 49. 655

尼特纳大头蚁 P heid ole nietner i Emery 36. 552

泰勒立毛蚁 P aratr echina taylori Forel 59. 387

2 500

红蚁 sp. 1 My rmica sp . 1 100　　

平结蚁 sp. 2 P renolep is sp. 2 50. 000

丽塔红蚁 Myr mica ritae Emer y 50. 000 100　　

维希努行军蚁 Dory lus v i shnu i Wheeler 89. 573

表 3可知, 1 000 m 等高线不同样地的优势种不尽相同。其中分布于 3块样地的优势种只

有黑头酸臭蚁;分布于 2块样地的优势种有卡泼林大头蚁和邵氏立毛蚁;其余只在 1个样地中

表现为优势种。4块样地中北段泸水优势种最多( 4种) , 中北段上江优势种最少( 1种)。从北向

南优势种的数目缺乏规律性。1 500 m 等高线上同时分布于 2块样地的优势种有比罗举腹蚁、

亮红大头蚁, 其余只在 1块样地中表现为优势种。南段坝湾优势种数目最多( 4种) ,其余 3块

样地均只有 1种。2 000 m 等高线上 4块样地的优势种很不相同, 其中同时在 2块样地中表现

为优势种的只有沃森大头蚁,其余只在 1个样地中表现为优势种。北部泸水优势种最多( 3

种) ,南部的优势种较少。中北段上江的优势种最少,只有 1种,这与该样地植被为简单的旱冬

瓜林有关,在简单的植被中优势种更为突出。2 500 m 等高线上同时分布于 2块样地的优势种

只有丽塔红蚁,其余只在 1块样地中表现为优势种。中北段上江样地的优势种最多( 2种) , 其

余均只有 1种。2 500 m 等高线上蚂蚁物种已经相当稀少,这些少量的物种通常均为优势种。

总体上看, 在东坡不同海拔等高线上,大多数物种只在 1个样地中表现为优势种,北段与

南段的优势种通常不同。在 1 000 m 和 2 000 m 等高线上北段的优势种多于南段,而在 1 500

m 等高线上南段优势种多于北段, 2 500 m 等高线上不同地段优势种趋于相等。

2. 3　东坡水平带蚂蚁群落主要指标比较

东坡不同海拔水平带上蚂蚁群落的主要指标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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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东坡水平带蚂蚁群落的主要指标

海拔/ m 样地地点　　 物种数 S 个体总数 N 密度 D 优势度 C 多样性 H 均匀度 E

1 000

1 500

2 000

2 500

泸水县泸水 ns 20 2 831 566. 2 0. 185 4 1. 924 6 0. 642 4

泸水县上江 nms 25 5 722 1 144. 4 0. 464 4 1. 354 1 0. 420 7

保山市芒宽 mss 31 13 802 2 760. 4 0. 279 9 1. 597 8 0. 465 3

保山市坝湾 ss 40 5 940 1 188. 0 0. 134 1 2. 552 6 0. 692 0

泸水县泸水 ns 41 9 617 1 923. 4 0. 517 5 1. 329 4 0. 358 0

泸水县上江 nms 31 9 211 1 842. 2 0. 253 7 1. 830 2 0. 533 0

保山市芒宽 mss 8 1 394 78. 8 0. 753 8 0. 595 4 0. 286 4

保山市坝湾 ss 13 1 262 52. 4 0. 612 6 0. 942 2 0. 367 3

泸水县泸水 ns 14 1 710 342. 0 0. 240 2 1. 596 0 0. 604 8

泸水县上江 nms 3 1 320 64. 0 0. 910 4 0. 200 7 0. 182 7

保山市芒宽 mss 7 1 290 58. 0 0. 388 7 1. 135 0 0. 583 3

保山市坝湾 ss 16 1 012 202. 4 0. 426 1 1. 212 5 0. 437 3

泸水县泸水 ns 1 1 0 46 9. 2 1. 000 0 0 0

泸水县上江 nms 2 1 00 2 0. 4 0. 500 0 0. 693 2 1. 000 0

保山市芒宽 mss 1 1 0 10 2. 0 1. 000 0 0 0

保山市坝湾 ss 6 1 796 159. 2 0. 806 9 0. 439 8 0. 245 4

表 4可见, 1 000 m 等高线上蚂蚁群落有明显规律性。( 1)物种数由北向南逐渐增加,北段

泸水物种数最少( 20种) ;南段坝湾物种数最多( 40种)。( 2)个体总数和密度没有规律性,中南

段芒宽个体总数和密度最大,北段泸水个体总数和密度最小。( 3)优势度指数由北向南呈现逐

渐递减趋势, 北段泸水出现例外。优势度最高为中北段上江( 0. 464 4) , 最低为南段坝湾

( 0. 134 1)。( 4)多样性指数从北向南逐渐递增,北段泸水出现例外。南段坝湾多样性指数最高

( 2. 552 6) ,中北段上江多样性指数最低( 1. 354 1)。( 5)均匀度指数与多样性指数的规律性一

致,北段泸水出现例外。均匀度指数最高为南段坝湾( 0. 692 0) ,最低为中北段上江( 0. 420 7)。

1 500 m 等高线上蚂蚁群落具有一定规律性。( 1)物种数表现出明显规律性, 从北向南逐

渐降低,与 1 000 m 等高线上的规律刚好相反,但在中南段芒宽出现例外。( 2)个体总数和密度

具有明显规律性, 从北向南依次降低,最大是北段泸水,最小是南段坝湾。( 3)优势度中南段芒

宽最大,中北段上江最小,缺少一致的规律性,但是与植被类型和是否片断化有关。( 4)多样性

指数缺乏规律性, 但是具有 3个特点,一是北部高于南部,与物种数目规律相仿;二是中部的季

风常绿阔叶林高于北部和南部的云南松林;三是芒宽的植被片断化降低了多样性。( 5)均匀度

指数具有与多样性相似的特点。

2 000 m 等高线上蚂蚁群落缺乏规律性,但具有南北高、中部低的特点。( 1)物种数南段坝

湾最多有 16种,中北段上江最少只有 3种。( 2)个体总数和密度以北段泸水最大,中南段芒宽

最小。( 3)优势度指数中部大于北部和南部, 以中北段上江最大 ( 0. 910 4) , 北段泸水最小

( 0. 240 2)。( 4)多样性指数以北段泸水最大( 1. 596 0) , 中北段上江最小( 0. 200 7)。( 5)均匀度

指数以北段泸水最大( 0. 604 8) ,中北段上江最小( 0. 182 7)。总体上看, 南部物种数多于北部,

而北部多样性指数高于南部,北部的群落具有更高的均匀度。

2 500 m 等高线上除了物种数目具有一定规律外, 其余指数均缺乏规律性。( 1)物种数从

北向南呈现逐渐增多趋势, 但在中南段芒宽样地出现例外。物种数最多是南段坝湾( 6种) , 最

少是北段泸水和中南段芒宽( 1种)。( 2)个体总数和密度具有南部高于北部,南北两端高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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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特点,南段坝湾最高,中北段上江最低。( 3)均匀度指数缺乏规律性,在北段泸水和中南段

芒宽2块样地中均达到最大( 1. 000 0) ,在中北段上江样地最小( 0. 500 0)。( 4)多样性指数缺乏

规律性, 以中北段上江最大( 0. 693 2) ,北段泸水和中南段芒宽最小( 0)。( 5)均匀度指数具有与

多样性相同的特点。总体上看, 从北向南物种数增加,北部多样性和均匀度较高。

综上所述, 东坡水平带上物种数目和密度表现出普遍规律性。从北到南, 1 000 m 和

2 500 m等高线上物种数目和密度依次递增,在 1 500 m 等高线上物种数目和密度依次递减,

体现了蚂蚁群落在南北向的差异性。在 1 000 m 等高线上优势度、多样性和均匀度具有明显规

律性,从北到南,优势度依次递减,多样性和均匀度依次递增, 但在北段出现例外。在1 500 m、

2 000 m和2 500 m等高线上,蚂蚁群落的优势度、多样性和均匀度缺乏规律性,可能与植被的

次生化和片断化等因素有关。

2. 4　东坡水平带蚂蚁群落相似性比较

东坡水平带上不同地段蚂蚁群落之间的相似性系数见表 5。

表 5　东坡水平带蚂蚁群落相似性系数( q 值)

海拔/ m 地段
相 似 性 系 数 q

泸水 上江 芒宽

1 000

1 500

2 000

2 500

上江 0. 355

芒宽 0. 448 0. 333

坝湾 0. 333 0. 250 0. 365

上江 0. 059

芒宽 0. 065 0. 167

坝湾 0. 220 0. 114 0. 048

上江 0. 063

芒宽 0. 105 0. 111

坝湾 0. 154 0. 056 0. 095

上江 0

芒宽 0 0. 500

坝湾 0 0. 143 0. 167

表 5看出, 1 000 m 等高线块样地蚂蚁群落之间的相似性系数均在0. 25～0. 50之间,处于

中等不相似水平。可见在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东坡 1 000 m 等高线上蚂蚁群落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另一方面,虽然 4块样地的植被相同,均为河谷稀树灌木草丛,但因为有纬度与地形方面

的差异, 4块样地的蚂蚁群落之间仍然存在明显差异。1 500 m 等高线上 4块样地蚂蚁群落之

间的相似性系数均在0～0. 25之间,处于极不相似水平。可见在东坡 1 500 m 等高线上蚂蚁群

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同时看出泸水与坝湾同为云南松林, 相似性系数最大, 说明相同的植被

具有更多的共有物种。2 000 m 等高线上4块样地蚂蚁群落之间的相似性系数均在 0～0. 25之

间,处于极不相似水平,说明 4块样地的蚂蚁群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2 500 m 等高线上,上江

与芒宽蚂蚁群落之间的相似性系数在 0. 25～0. 50 之间,达到中等不相似水平;其余样地之间

相似性系数均在 0～0. 25之间, 处于极不相似水平。

总体上看, 东坡水平带上同一海拔植被类型相似,但是蚂蚁群落之间差异显著, 相似性系

数在0～0. 50之间。山体下部1 000 m 等高线上蚂蚁群落之间相似性较大,相似性系数在0. 25

～0. 50之间,均达到中等不相似水平,随着海拔增加, 同一水平带上群落之间相似性减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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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植被类型之间相似性较大。

3　讨　论

1 000 m 等高线上中南段芒宽蚂蚁个体总数和密度出现过高例外与样地的乔木郁闭度和

灌木盖度有关。在 4块样地中芒宽的灌木盖度最大,达到 95%, 郁闭度为 0. 45,总体上看植被

状况最好;相反, 泸水的乔木郁闭度最小, 只有 0. 15,灌木盖度也最小,只有 4%。1 000 m 等高

线上蚂蚁群落优势度、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在北段泸水出现例外, 可能与该地地形有关。怒江

峡谷在泸水段相对狭窄,空气流动性较小, 热量更容易积聚。大多数蚂蚁是喜热性昆虫,泸水的

高热条件对多数种类而言是有利的。相比之下, 沿上江、芒宽、坝湾南下, 怒江峡谷逐渐开阔,热

量不易聚集, 优势种比较突出。

1 500 m 等高线上中南段芒宽蚂蚁物种数目、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出现的偏低例外

与其植被的片断化有关。样地位于其中一个片断之中, 周围已经开垦为耕地,相比之下其余 3

块样地不存在片断化情况, 植被的片断化降低了物种数目。总体上看,北段泸水和南段坝湾植

被为云南松林,优势度较高;中北段上江和中南段芒宽植被为季风常绿阔叶林,优势度较低,但

是芒宽的植被片断化导致优势度增大。

2 000 m 等高线上中北段上江样地的原始植被完全消失, 次生的旱冬瓜林结构简单,大大

降低了蚂蚁群落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因而出现物种数目、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极端偏低,

优势度指数偏高的例外。

2 500 m 等高线上中南段芒宽样地物种数目出现的例外可能与其植被结构特点有关。样

地所处地段属于近山顶的岩石裸露区,森林分散于岩石之间, 不连续的植被状况降低了物种数

目。2 500 m 等高线上的 4块样地植被均为原始林, 中部的个体总数和密度偏低可能与其调查

时间为旱季( 3月下旬)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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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nt Community of Horizontal Band on the East

Slope of the Gaoligong Mountain Nature Reserve

XU Zheng-hui , WU Ding-min, CH EN Zhi-qiang , J IA NG X ing-cheng

( Faculty of Resources, 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 Kunm ing　650224, Yunnan, China )

Abstract: On the east slope of Gaoligong Mountain each sect ion has it s endemic ant species ex cept

the middle-south sect ion at 2 500 m. From north to south, t he amount of endemic species increases

at 1 000 m, 1 500 m, 2 000 m and 2 500 m cont ours, but t he north sect ion at 1 500 m and 2 000 m

has except ionally high endemic species amount . M os t species appears as dominant species only in a

sample plot at dif ferent alt it ude contour on the east s lope, and dominant species of t he north

section are commonly diff erent from that of the south sect ion. Dominant species amount of north

section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south sect ion at 1 000 m and 2 000 m contours, in cont rast dominant

species amount of north sect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south section at 1 500 m. At 2 500 m,

dominant species amount of diff erent sections tends t o be equal. A common regularit y is shown in

species amount and densit y at horizont al band on the east slope. From north t o south, species

amount and densit y increase at 1 000 m and 2 500 m contours but decrease at 1 500 m. Obvious

regularity is also observed in predominant index , species diversity index and evenness index at

1 000 m cont our. From north t o south, predominant indices decrease but diversity indices and

evenness indices increase with except ion at north sect ion. Due t o the secondary and fragmentation

of veget at ion, ant communt ies have no regularity in predominant index , species diversit y index and

evenness index at 1 500 m, 2 000 m and 2 500 m cont ours. Although the east slope with s imilar

vegetation t ype at same cont our, ant communities have distinct diff erence from one to another and

with similarit y coef ficient s range from 0 to 0. 50. A t 1 000 m on the f oot of t he mountain,

similarit y coeff icients among ant communit ies are higher and range f rom 0. 25 t o 0. 50. While the

alt itude increasing, similarit y coef ficient s among ant communities at the same horizont al band

decrease.

Key words: ants ; community; Gaoligong Mountain Nature Reserve; eas t s lope; horizont al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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