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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林竹冠节肢动物群落结构与多样性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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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套网振落法在“蜀南竹海 ”毛竹竹冠采到昆虫 113种 (类 ) ,隶属于 13目 , 54科。整个节肢动物群落组成中

优势度最明显的为同翅目类群 ,在 4个调查样地林区内 ,其相对多度为 30% ～51% ,其次是蜘蛛类 ,相对多度为

19% ～43%。昆虫亚群落的优势物种为同翅目的一种小绿叶蝉 ( Em poasca sp. ) ,且该亚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在 4个调

查样地林区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其趋势为 Ⅲ号样地林区 > Ⅱ号样地林区 > Ⅰ号样地林区 > Ⅳ号样地林区 ;而优势集

中性指数则为 Ⅱ号样地林区 > Ⅲ号样地林区 > Ⅳ号样地林区 > Ⅰ号样地林区 ,表明 Ⅱ号样地林区由于环境条件和

林相特点致使害虫大发生的可能性较其他林区大。群落多样性指数 (H′)的季节动态表现为低 →高 →低 →高 →低

的变化趋势 ,两个高峰分别出现在 5—6月和 8—9月。以竹冠节肢动物群落内主要类群的物种数和多度为变量 ,对

不同样地林区 4—10月的 7次调查样本进行群落季节格局的最优分割分析 ,结果表明最适分割数为 5,该分割将群

落的季节动态区分为 5个时期 ,该划分基本反映出竹冠主要害虫的发生、消长与气候的年变化和竹林季相的关系 ,

对于指导毛竹害虫综合治理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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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rvey of canopy arthropod community was conducted by netting from Ap ril to October in 1999 in

Changning Bamboo A rea, Yibing, Sichua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113 species ( group s) of canopy in2
sects, which belonged to 13 orders and 54 fam ilies method. A ll sp iders were considered as one group because of

sim ilar ecological functions. Homp tera and sp iders constituted the dom inant group s in arthropod communities in the

four investigation areas. The relative abundance ranged from 30% to 51% for Homp tera and from19% to 43% for

sp iders, respectively. Dom inant concentration index of Simp son was in the order of A reaⅡ >A reaⅢ >A reaⅣ >A r2
eaⅠ. Em poasca sp. (Homp tera: Cicadellidae) was the a dom inant species in four A reas. A t p resent, it had al2
ready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amboo pests in China. The indices of dom inant concentration and diversity

were used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seasonal dynam ics of arthropod community. The dynam ics of dom inant con2
centration started highly, then decreased to a low level, but finally increased to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The change

tendencies of the dynam ics of diversity (H′) were from low to high, then to low, and to high again, and to low fi2
nally. This trend was closely related to bionom ics of arthropod and seasonal change, but there was differenc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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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areas. The dynam ics of the diversity in A rea II was an excep tion as a result of the obvious dom inance of

Em poasca sp. in May. Its change tendency was from high to low, then to high, and to low again, and to high again,

and to low finally. The seasonal pattern of bamboo canopy arthropod community within investigation period could b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 by the op timal sorting. The five stageswere before early Ap ril, from m id Ap ril to early June,

from m id June to early Sep tember, from m id Sep tember to m id October, and after m id October, respectively. The

second stage form ing the first peak wa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op timum time to monitor dynam ics and control pests

because most pests appeared at this stage. A t the third stage, the pests declined because of high temperature and

occasional strong wind. A t the forth stage, temperature declined to a relatively suitable range. The second peak of

some insect pests appeared and sp ider population also increased. B iological control should be emphasized at this

stage. The arthropod over2wintered between late October and next early Ap ril. Forestmanagement should be empha2
sized to control the over2wintering pest populations.

Key words: Phy llostachys edu lis; arthropod; canopy community; diversity; dynam ics

群落的结构及组成是研究群落的性质与功能、种

间关系、发展与演替以及多样性与稳定性等的基

础 [ 1 ]。研究群落动态是进一步探讨群落及其组分的

数量在时间序列上发生、发展的变化过程 ,为充分而

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进行有害生物的综合治理

( IPM)和提高生态系统生产力提供依据。节肢动物

群落各种静态和动态特征与其生境植物群落的状态、

结构的复杂性、地理位置等各种因子有着密切的关

系 ,为此许多生态学家和动物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

了大量而有益的探索和研究 [ 2～4 ]。出于有害生物综

合治理的需要 ,近年来 ,研究不同生境节肢动物群落

组成、动态与 IPM 关系成为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之

一 [ 5～14 ]。中国是世界竹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竹子种

类、竹林面积和蓄积量均居世界之冠 ,素有“竹子王

国”之美称。我国现有竹林面积约 700万 hm
2

,纯竹

林面积约 400 万 hm
2 (其中毛竹面积约 300 万

hm2 ) [ 15～17 ] ,由于竹类植物根系发达 ,纵横交错 ,在生

态环境建设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因此 ,竹类植物被林

业部门定为退耕还林、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的主要森

林树种 [ 18 ]。毛竹〔Phyllostachys edulis ( Carr. ) H. de

Lehaie〕是多年生常绿植物 ,由于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

间上的异质性 ,导致害虫种类繁多 ,而每种害虫又有

与之相联系的天敌 ,害虫与天敌之间通过捕食与被捕

食、寄生与被寄生 ,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的

复杂网络。因此 ,调查研究毛竹林冠层节肢动物群落

的组成结构与动态 ,对于制定合理的毛竹害虫综合治

理措施具有指导作用。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地区自然概况

研究地区位于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 ,为久负盛

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蜀南竹海 ”。该地区毛竹

林面积 1. 2万 hm
2

,地理坐标为 104°55′～105°04′

E, 28°27′～28°31′N。地处四川盆地南部 ,南邻云贵

高原 ,全区由海拔 400～1 000 m的小山环绕而成 ,

大部分地区山势平缓 ,土壤为白垩纪灰纯厚层砖红

砂岩酸性土。具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 ,四季分

明 ,夏季炎热多雨 ,海拔较高的地区冬季有霜雪 ,气

温随海拔变化而有差异。年均气温 18. 4 ℃, 1月份

均温 8. 4 ℃, 7月份均温 27. 5 ℃,全年大于 10 ℃的

积温为 5 993 ℃,年降水量 1 105. 5 mm , 73%的雨量

集中在 5—9月份。

1. 2 试验地的基本情况与设置

试验地设在“蜀南竹海 ”的农林和小桥林区 ,两

大林区成片相近 ,海拔 500～900 m之间 ,设置 4个

调查样地。Ⅰ号样地海拔 515 m,位于墨溪河谷两

岸 ,气候阴湿 ,林缘有杂竹林 ,林下存在一定量的草

灌丛 ,林相较好。Ⅱ号样地海拔 630 m,位于火连田

山中上部 ,地被植物相对较少 ,土壤瘠薄 ,林相较差。

Ⅲ号样地海拔 755 m,位于天候宫山中上部 ,地势较

为平坦 ,林下植被较为丰富 ,除蕨类植物、草本、灌木

外 ,还有少量的乔木。Ⅳ号样地海拔 900 m ,位于翡

翠长廊山顶 ,地势平坦 , 1996年曾出现大面积竹叶

枯黄 ,造成大量不正常落叶 ,地被植物稀少。该林区

是主要的风景区 ,人为干扰强度大。

1. 3 抽样方法

毛竹林竹冠层节肢动物调查采用网捕法 ,每次

在各样地随机选 20株竹 ,用直径为 60 cm、深 1. 2 m

的捕虫网套在竹株中下部的一级枝条上 ,用力振动 ,

使枝叶上的害虫和天敌落入网中 ,收集、带回室内鉴

定 ,并记录种类和数量。调查时间为 1999年 4—10

月 ,每月进行一次抽样 ,具体时间为 : t1 (4月上旬 )、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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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5月中旬 )、t3 (6月中旬 )、t4 (7月中旬 )、t5 (8月

中旬 )、t6 (9月中旬 )、t7 (10月下旬 )。

1. 4 分析方法

采用 Simp son优势集中性指数揭示不同样地间

群落结构的组成特点。优势集中性指数 C的表达式

为 : C = ∑
S

j = 1
(N i /N ) 2

式中 S为群落物种数 (或类群数 ) , N i为不同类

群的个体数量 , N 为全部类群的总个体数。C值高

则表明群落存在少数优势种或优势种的优势度明

显 ,相反则表明群落的优势度为各个种 (或类群 )

分承。

群落多样性指数的计算 ,采用 Shannon2W inner

的多样性指数 ( diversity index)公式 : H′= -ΣP i· ln

( P i) ,式中 Pi为群落中物种 (类群 ) i的个体数占总

个体数的比例 ,分析群落季节格局常用的方法是最

优分割法 [ 1 ]。

2 结果与分析

2. 1 竹冠节肢动物群落结构

根据初步鉴定与统计 ,全年从“蜀南竹海 ”毛竹

林竹冠采集到昆虫 113种 (类 ) ,隶属于 13目 54科 ;

由于调查时发现蜘蛛类许多个体为幼若蛛 ,无法确

定种类 ,同时鉴于在群落中蜘蛛的生态功能相同 ,在

统计分析时仅将蜘蛛作为一类 ,此外部分昆虫也仅

鉴定到科或属 ,因此 ,本文均以生态种类统计群落结

构的相关指标。

从表 1可见 ,四川长宁“蜀南竹海 ”毛竹林冠节

肢动物群落组成结构总的趋势是同翅目的物种丰富

度和多度明显高于其它类群 ,尤其是多度表现得更

为突出 ,几乎占整个昆虫类群组成的 39% ～64% ,

占整个节肢动物的 30% ～51% ;其次是蜘蛛类 ,其

多度占整个节肢动物类群的 19% ～43% ;鳞翅目相

对较少 ,虽然种数在部分样林高于其它类群 ,但其总

个体数仅占昆虫总个体数的 1. 9% ～8. 9%。从表 1

还可以看出 ,节肢动物群落科、种丰富度及种多度在

不同样地之间因环境小气候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

异。Ⅲ号样地由于林下植被比较丰富 ,林冠层有少

许高大乔木树种 ,因此其昆虫亚群落物种 (类 )较其

它 3个样地丰富。个体数反而较其他 3个样地少。

4个样地总的变化趋势为 ,昆虫亚群落物种丰富度

Ⅲ号样地 > Ⅱ号样地 > Ⅰ号样地 > Ⅳ号样地 ,节肢

动物群落总个体数表现为 Ⅲ号样地 > Ⅱ号样地 > Ⅳ

号样地 > Ⅰ号样地。

表 1 毛竹林竹冠节肢主要节肢动物群落组成

主要节肢动物类群
Ⅰ号样地

科数 种数 个体数

Ⅱ号样地

科数 种数 个体数

Ⅲ号样地

科数 种数 个体数

Ⅳ号样地

科数 种数 个体数

昆虫纲 32 51 381 26 56 461 29 58 368 25 46 428

同翅目 N 4 8 149 4 12 295 4 9 166 4 7 192

Pq3 0. 125 0 0. 156 9 0. 391 1 0. 153 8 0. 214 3 0. 639 9 0. 137 9 0. 155 2 0. 451 1 0. 160 0 0. 152 2 0. 448 6

Pt3 0. 121 2 0. 153 8 0. 296 8 0. 148 1 0. 210 5 0. 493 3 0. 133 3 0. 152 5 0. 259 0 0. 153 8 0. 148 9 0. 362 3

半翅目 N 2 7 28 2 9 33 2 6 22 2 6 56

Pq 0. 625 0 0. 137 3 0. 073 5 0. 076 9 0. 160 7 0. 071 6 0. 068 9 0. 103 4 0. 059 8 0. 080 0 0. 130 4 0. 130 8

Pt 0. 060 6 0. 134 6 0. 055 8 0. 074 1 0. 157 9 0. 055 2 0. 066 7 0. 101 7 0. 034 3 0. 076 9 0. 127 7 0. 160 7

鞘翅目 N 6 7 52 3 5 18 4 11 26 4 10 46

Pq 0. 187 5 0. 137 3 0. 136 5 0. 115 4 0. 089 3 0. 039 0 0. 137 9 0. 189 7 0. 070 7 0. 160 0 0. 217 4 0. 107 5

Pt 0. 181 8 0. 134 6 0. 130 6 0. 111 1 0. 087 7 0. 030 1 0. 133 3 0. 186 4 0. 040 6 0. 153 9 0. 212 7 0. 086 8

直翅目 N 2 3 39 2 3 14 2 5 48 2 2 23

Pq 0. 062 5 0. 058 8 0. 102 4 0. 076 9 0. 053 6 0. 030 4 0. 068 9 0. 086 2 0. 130 4 0. 080 0 0. 043 5 0. 053 7

Pt 0. 060 6 0. 057 7 0. 077 7 0. 074 1 0. 052 6 0. 023 4 0. 066 9 0. 084 7 0. 074 9 0. 076 9 0. 042 6 0. 043 4

膜翅目 N 4 6 32 3 3 24 4 4 45 2 2 35

Pq 0. 125 0 0. 117 7 0. 083 9 0. 115 4 0. 053 6 0. 052 1 0. 137 9 0. 068 9 0. 122 3 0. 080 0 0. 043 5 0. 081 8

Pt 0. 121 2 0. 115 4 0. 063 7 0. 111 1 0. 052 6 0. 040 1 0. 133 3 0. 067 8 0. 070 2 0. 076 9 0. 042 6 0. 066 0

脉翅目 N 2 3 14 2 5 18 2 4 12 2 3 18

Pq 0. 062 5 0. 058 8 0. 036 7 0. 076 5 0. 089 3 0. 039 0 0. 068 9 0. 068 9 0. 032 6 0. 080 0 0. 065 2 0. 042 1

Pt 0. 060 6 0. 057 7 0. 027 9 0. 074 1 0. 087 7 0. 030 1 0. 066 7 0. 067 8 0. 018 7 0. 076 9 0. 063 8 0. 033 9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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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主要节肢动物类群
Ⅰ号样地

科数 种数 个体数

Ⅱ号样地

科数 种数 个体数

Ⅲ号样地

科数 种数 个体数

Ⅳ号样地

科数 种数 个体数

鳞翅目 N 4 4 11 3 5 14 2 2 7 3 3 16

Pq 0. 125 0 0. 078 4 0. 028 9 0. 115 4 0. 089 3 0. 030 4 0. 068 9 0. 034 5 0. 019 0 0. 120 0 0. 065 2 0. 037 4

Pt 0. 121 2 0. 076 9 0. 021 9 0. 011 1 0. 087 7 0. 023 4 0. 066 7 0. 033 9 0. 010 9 0. 115 4 0. 063 8 0. 030 2

其他目 N 8 13 56 7 12 45 9 17 42 6 13 42

Pq 0. 250 0 0. 254 9 0. 147 6 0. 269 2 0. 211 3 0. 097 6 0. 310 3 0. 293 1 0. 114 1 0. 240 0 0. 282 6 0. 098 1

Pt 0. 242 4 0. 250 0 0. 111 5 0. 259 3 0. 210 5 0. 075 3 0. 300 0 0. 288 1 0. 065 5 0. 230 8 0. 276 6 0. 079 2

蜘蛛类 N 1 1 121 1 1 137 1 1 273 1 1 102

Pt 0. 031 2 0. 019 6 0. 241 0 0. 037 0 0. 017 5 0. 229 1 0. 030 3 0. 016 9 0. 425 8 0. 038 5 0. 021 3 0. 192 4

(合计 ) 33 52 502 27 57 598 30 59 641 26 57 530

　　3 注 : N表示在不同阶元 (或等级 )上各主要类群的数量 , Pq表示在不同阶元 (或等级 )上各主要类群占昆虫亚群落总体的比例 , Pt则表示

在不同阶元上各主要类群占节肢动物群落总体的比例。同翅目 Homop tera、半翅目 Hem ip tera、鞘翅目 Coleop tera、直翅目 O rthop tera、膜翅目 Hy2

menop tera、脉翅目 Neurop tera、鳞翅目 Lep idop tera、蜘蛛类 arachnid。

2. 2 不同样地林区竹冠节肢动物群落生态优势集

中性季节动态

根据毛竹林竹冠节肢动物主要类群的个体数量

季节变动资料 ,测定毛竹竹冠节肢动物群落和昆虫

亚群落各季节的优势集中性 ,其结果见图 1、图 2。

在 Ⅰ、Ⅲ、Ⅳ号样地林区内 , 4月初节肢动物群落优

势集中性指数较高 ,分别为 0. 425 9、0. 404 3 和

0. 326 4,表明这一时期由于气温刚开始回升 ,仅有

少数种类解除越冬休眠进入活动期。此后 ,随着气

温进一步上升 ,越来越多物种开始出蛰、活动、繁殖

并扩大自身种群数。组成群落的物种逐渐增多 ,表

现为优势度被多个种群 (或类群 )分承 ,优势集中性

指数逐渐下降 ,到 6月中旬达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通常情况下 , 7月份左右存在高温干旱的持续天气 ,

对一些种类的生长发育繁殖不利 ,群落可见物种数

呈现减少的趋势 ,此阶段优势集中性指数略有升高。

8—9月上旬气候适宜 ,群落物种增加 ,优势集中性

指数又有一个低谷 ; 9—10月下旬 ,一些种类逐渐进

入休眠 ,优势集中性指数又呈逐渐升高趋势。

Ⅱ号样地林区节肢动物群落优势集中性指数的

季节动态与前 3个样地林区存在一定的差异 ,主要

表现在该林区在 5月中旬的优势集中性指数最高达

0. 400 3,其原因是该林区在这一季节小绿叶蝉的优

势度特别明显 ,占整个节肢动物群落个体数量的

59. 82% ,这与该林区林相条件有利于叶蝉类害虫发

生和近年来毛竹枯死成灾的现象基本符合。5月份

以后 ,群落的优势集中性指数变化规律与其他 3个

样地林区基本一致。

竹冠昆虫亚群落的优势集中性指数季节动态规

律与整个节肢动物群落的优势集中性指数季节动态

相似 ,但变化幅度较大 (见图 2)。

图 1　竹冠节肢动物群落优势集中性指数季节动态

图 2　竹冠昆虫亚群落优势集中性指数季节动态

2. 3 节肢动物群落及主要组成类群的多样性指数

(H′)季节动态

节肢动物群落和昆虫亚群落多样性指数的季节

变化基本一致 (图 3和图 4)。在调查的季节范围内

(4月初 —10月末 ) , H′在 4个调查样地林区均表现

为低 →高 →低 →高 →低的变化趋势 ,两个高峰期分

别出现在 5—6月和 8—9月。同翅目、半翅目是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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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的主要害虫类群 ,其季节动态直接影响毛竹竹冠

节肢动物群落的季节动态。从图 5可以看出 ,同翅

目、半翅目类群的多样性动态同昆虫亚群落的动态

基本一致 ,但变化幅度更大 ,表明该亚群落受环境的

影响 ,尤其受气候变化与森林季相的影响更为明显。

此外 ,在 4个样地林区中 ,第 Ⅲ样地林区的多样性在

各时间段间的波动最小 ,这与该林区的林相特点有

一定关系 ,即在林冠层存在一些高大乔木树种 ,相互

间的节肢动物种类可能存在迁入、迁出或成为中间

栖息地 ,使之变化趋于平稳。

图 3　竹冠节肢动物群落多样性指数季节动态

图 4　竹冠昆虫亚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季节动态

图 5　竹冠同翅目、半翅目亚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季节动态

2. 4 群落季节格局最优分割

以竹冠节肢动物各主要类群的物种数和多度为

变量 ,各样地从 4—10月的 7次调查结果为样本进

行最优分割分析 ,其结果见表 2。由该表可见 ,不同

样地林区竹冠节肢动物群落季节格局的最优分割虽

存在一定差异 ,但结合主要类群的季节消长、研究地

区气候因素的年变化 ,将其分为 5个时段较为适宜。

第 1个时段均为 4月上旬以前 ,节肢动物群落内只

有少数种类出蛰 ,竹林季相处于老竹掉叶和新笋孕

育期 ;第 2个时段均为 4月中旬至 6月上旬 ,此期气

温逐渐回升 ,老竹抽出新叶 ,新竹上林 ,因气候适宜、

食料丰富 ,叶螨、叶蝉、蝽类等多种害虫种群数量增

加 ,出现第一高峰 ,是监测、控制害虫的关键时期 ;第

3个时段 Ⅰ、Ⅱ、Ⅳ样地为 6月中旬至 9月上旬 ,此期

气温较高 ,前期雨量多 ,湿度大 ,并间或有暴风雨过

程 ,多数害虫种群受到抑制 ,表现为群落内物种和个

体数均处于较低的水平 ,而 Ⅲ号样地由于植被丰富 ,

受不同植物上的节肢动物互相迁入迁出的影响 ,使

得 6—8月物种与个体数波动较小 ,因此该样地第 3

时段为 6月中旬至 8月上旬 ;第 4个时段 Ⅰ、Ⅱ、Ⅳ

样地为 9月中至 10月中旬 , Ⅲ样地为 8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 ,气温适宜 ,害虫种群数量回升 ,应对重点林

区加强监测 ,发生严重的应采取措施控制 ;第 5个时

段均为 10月下旬以后 ,气温逐渐下降 ,节肢动物开

始进入休眠阶段 ,到下一年 4月 (即第 1个时段 )应

是进行营林措施抚育竹林和控制害虫发生基数的

时期。

表 2 竹冠节肢动物群落季节格局最优分割

样地 分类数 总变差 最优分割结果

Ⅰ 2 12. 140 3 t12t1, t22t7

3 8. 172 0 t12t1, t22t2, t32t7

4 5. 998 6 t12t1, t22t2, t32t6, t72t7

5 2. 981 0 t12t1, t22t2, t32t5, t62t6, t72t7

Ⅱ 2 12. 296 2 t12t6, t72t7

3 7. 088 2 t12t1, t22t2, t32t7

4 4. 434 7 t12t1, t22t2, t32t6, t72t7

5 2. 981 0 t12t1, t22t2, t32t5, t62t6, t72t7

Ⅲ 2 12. 324 3 t12t1, t22t7

3 7. 853 2 t12t1, t22t4, t52t7

4 5. 099 2 t12t1, t22t4, t52t6, t72t7

5 2. 767 4 t12t1, t22t2, t32t4, t52t6, t72t7

Ⅳ 2 13. 338 6 t12t6, t72t7

3 9. 583 6 t12t1, t22t6, t72t7

4 6. 316 9 t12t1, t22t2, t32t5, t72t7

5 3. 213 9 t12t1, t22t2, t32t5, t62t6, t72t7

3　讨论

本调查研究根椐“蜀南竹海 ”地理特点、植被情

况以及近年来毛竹枯死成灾的分布状况等选择了 4

个调查样地林区。调查结果表明毛竹竹冠节肢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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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的物种丰富度表现为 Ⅲ号样地林区 > Ⅱ号样地

林区 > I号样地林区 > Ⅳ号样地林区 ;而优势集中

性表现为 Ⅱ号 > Ⅲ号 > Ⅳ号 > I号。Ⅲ号样地林区

植被丰富 ;竹冠节肢动物群落受高大乔木冠层的影

响而表现为物种丰富。Ⅱ号样地林区土壤瘠薄、毛

竹长势弱 ,林冠层无乔木 ,昆虫亚群落的优势集中性

高 ,近几年毛竹枯死特别严重。 I号、Ⅳ号林区分别

处于阴湿的沟谷和海拔接近最高的林区 ,物种丰富

度与优势度均低于 Ⅱ号与 Ⅲ号。同时 4个调查样地

均表现为同翅目和蜘蛛是群落中优势类群 ,这与张

飞萍 [ 19, 20 ]的研究结果一致。

“蜀南竹海 ”毛竹林竹冠节肢动物主要类群的

优势集中性指数季节动态基本表现为先高 →平衡 →

再高的趋势。从调查结果可看出 , Ⅱ号样地林区优

势集中性指数在 5月中旬最高 ,这主要是由于小绿

叶蝉 ( Em poasca sp. )优势度特别明显 ,并与毛竹生

长发育关键时期相吻合。

群落多样性指数 ( H′)是测定群落结构与稳定

性的一个重要综合性指标 [ 14 ]。“蜀南竹海 ”毛竹林

竹冠节肢动物群落多样性指数的季节动态在 4个调

查样地林区均表现为低 →高 →低 →高 →低的变化趋

势 ,两个高峰期分别出现在 5—6月和 8—9月 ,这种

变化符合节肢动物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和气候因素

以及毛竹林季相变化的规律。即 4月份以前气温较

低 ,毛竹自身处于换叶的季节 ,因此仅有少数物种出

蛰开始活动 ,表现为多样性指数低 ; 5—6月份气温

适宜 ,毛竹林大量新竹上林 ,老竹发新梢、新叶 ,为植

食性节肢动物提供丰富的食料 ,使之迅速繁殖扩大

种群 ,此期节肢动物种类和个体数量上均达到高峰 ,

因而其多样性指数通常在全年表现为最高。此后的

动态主要受季节性气候变化影响 , 7月份气温偏高 ,

多样性指数下降 ; 8—9月的适宜气候条件有利于节

肢动物的生长发育 ,多样性指数逐渐升高 , 10月末

节肢动物逐渐转入休眠 ,而多样性指数又开始下降。

采用逐步回归分析表明 ,影响竹冠节肢动物群落多

样性指数 (H′)季节变化的主要变异来源为物种丰

富度与均匀度。

竹冠节肢动物的季节格局最优分割结果为实施

毛竹害虫综合治理提供了依据。将“蜀南竹海 ”竹

冠节肢动物的季节演替划分为 5个时段 ,基本反映

出主要害虫的发生、消长与气候的年变化和竹林季

相的关系。

影响竹冠节肢动物群落多样性季节动态的因素

较多。对这样一个自我更新能力较强的次生森林系

统 ,如何改善林相结构、实施合理采伐 ,在保证该系

统达到最佳生产力的基础上 ,控制害虫的暴发还需

进一步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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