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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中西部平原区大型土壤动物群落组成与生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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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吉林省中西部平原区天然次生林、农田、居民点园地、“三北”防护林和天然割草场等典型土地

利用生境进行大型土壤动物调查，野外手拣法采集大型土壤动物，研究大型土壤动物的群落组成与生态分布，

了解土地利用差异对大型土壤动物群落特征的影响。共捕获大型土壤动物 # 门 ’ 纲 !% 目 !$! 科 ( )&" 只，优势

类群为草蚁属、路舍蚁属和裸线蚓属，占全部总捕获个体数的 &* +"$,。分析结果表明：大型土壤动物类群空

间分布的广狭与个体数量的多寡在吉林省中西部平原区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中部平原区与西部平原区大型土

壤动物群落组成存在显著差异；中西部大型土壤动物个体数量差异主要体现在优势类群方面，类群数量差异主

要体现在稀有类群方面；土地利用差异明显影响大型土壤动物个体密度和类群数分布，其中农田和居民点园地

土壤动物个体密度和类群数明显减少，但对土壤动物的垂直分布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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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型土壤动物在各类土壤中普遍存在，类

群和数量丰富，被看作是评价土壤质量变化的敏感

性指示生物（C513=;;2 =; 53，!**)；Q1F7H，!***；S2>8
>=9 T UV4FW=，"$$!；SV729E =; 53，"$$#）。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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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加强了农业生产活动对大型土壤动物群落

动态变化影响的研究（!"#$%& ’ (%)&"%**，+,,,；

-$.%/#0 ./ %*，1223；4&/.)%56 ./ %*，1227；8*%$606 ’
9%:0.&，1227）。我国从 12 世纪 ;2 年代开始土壤动

物生态学方面的研究（<"%0= ./ %*，+,;2），有关农

业土地利用与大型土壤动物群落动态变化关系方面

的研 究 一 直 受 到 学 者 们 的 关 注（>%0= << ./ %*，
1221；>%0= 9? ./ %*，1223；@%# ./ %*，1227）。

吉林省中西部平原区属温带森林草原、草甸草

原地带，是我国重要的农牧业生产基地，近年来由

于人为过度的垦殖，平原区土壤生态环境日益恶

化，土壤肥力不断下降（-A0 ’ B6A，122+；CA6 ./
%*，1223）。本文对吉林省中西部平原区大型土壤

动物群落特征进行研究，旨在了解该区大型土壤动

物群落组成、生态结构及农业土地利用差异对大型

土壤动物群落动态的影响，为保护吉林省中西部平

原区大型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和合理利用土壤动物

资源，提高景观管理水平，促进土壤生态系统健康

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 方 法

! "! 样地选择

研究区设在吉林省中西部平原区，降水集中在

D E , 月。中部平原区年均降水量 F22 $$ 以上，干

燥度 + G2 E + G+，原生植被为森林草原，地带性土壤

为黑土。西部平原区年均降水量 3F2 E F22 $$，干

燥度 + G+ E + G7,，原生植被为草甸草原，地带性土

壤为黑钙土。

中部平原区研究样地设在长春市、扶余市、德

惠市、公主岭市黑土区，选择典型土地利用方式

（农田、居民点园地和“三北”防护林）调查取样，

长春市净月潭天然次生林作为本底对照样地；西部

平原区研究样地设在白城市、大安市黑钙土区和长

岭县风沙土区，选择典型土地利用方式（农田、居

民点园地和“三北”防护林）调查取样，本底对照

样地设在大安市大岗乡姜家甸天然割草场。

因为吉林省中西部平原区农田的主要农作物为

玉米，“三北”防护林以杨树纯林为主，故此研究

区农田样地设在玉米田，防护林样地设在农田周围

的杨树林中。中部天然次生林对照样地设在净月潭

国家森林公园蒙古栎（!"#$%"& ’()*(+,%-） H 紫椴

（.,+,- -’"$#)&,&）林和杂木林群落，同时因为净月

潭人工长白落叶松林（ /-$0 (+*#)&,&）群落面积较

大，保育时间在 32 年以上，+ 个调查样地设在长

白落叶松林，西部天然割草场对照样地设在姜家甸

草场天然羊草（1)#$(+2,3,"’ %4,)#)&#）群落。

! "# 样品采集与处理

于 1223 年 I 月和 , 月，在研究区 1 次对扶余

市三岔河镇、德惠市沃皮乡、长春市城西乡、公主

岭市南崴子乡、白城市史家屯、大安市大安北镇、

大安市大岗乡、长岭县太平川镇农田、防护林和居

民点园地以及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和大安市

大岗乡姜家甸天然割草场共 +2 个采样区 1; 个典型

样地进行大型土壤动物取样。每个样地重复取 7 个

样方，每个样方面积 F2 J$ K F2 J$，分 2—F、F—

+2、+2—+F J$ 三层采样（净月潭森林群落取凋落

物层），共取土样 D,D 个。手拣法野外采集大型土

壤动物（C".0，+,;3；-$.%/#0 ./ %*，1223），显微

镜下分析鉴定，动物标本依据《中国土壤动物检索

图鉴》（L60，+,,;）鉴定，一般鉴定到科，部分鉴

定到属，同时统计个体数量。其中昆虫成虫与幼虫

的生态功能不同，其类群与个体数分开统计。

# 结果与分析

# "! 大型土壤动物种类与数量构成

共捕获大型土壤动物 +12 类 F ;71 只，分别隶

属于 3 门 I 纲 +D 目 +2+ 科（附录 +）。优势类群为

草蚁属（ /-&,"&）、路舍蚁属（ .#5$-’($,"’）和裸

线蚓属（1%4-#5-），占中西部平原区全部总捕获个

体数 7, G12M；常见类群为蚁属（6($’,%-）和地蜈

蚣属（ 7#(24,+"&）等 +1 类，共 占 总 捕 获 个 体 数

3D GF3M；稀有类群为食虫虻科（4&6*6N%.）幼虫、

弓背 蚁 属（ 8-’2()(5"&）和 平 腹 蛛 科（@0%O"#&6P
N%.）等 +2F 类，仅占总捕获个体数 +7 G1IM。

中部平原区共捕获大型土壤动物 ,+ 科 7 1+3
只。优势类群为草蚁属、路舍蚁属和裸线蚓属，占

中部总捕获个体数 FF G21M；常见类群包括步甲

科、地蜈蚣属和隐翅甲科（-/%O":*606N%.）等 ++ 个

类群，共占中部总捕获个体数 3+ GD1M；稀有类群

包括爱胜蚓属（9,&#),-）、食虫虻科幼虫和逍遥蛛

科（Q"6*#N)#$6N%.）等 ,7 类，共占中部总捕获个体

数 +3 G+2M。

西部平原区共捕获大型土壤动物 7, 科 + D1,
只。优势类群为草蚁属、路舍蚁属、蚁属和琥珀螺

科（-AJJ60.6N%.），共占西部总捕获个体数FD G DD M；

常见类群包括裸线蚓属、杜拉蚓属（:$-;,3-）和弓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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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吉林省中西部平原区大型土壤动物垂直分布

"#$ % ! &’()*+#, -*.)(*$/)*01 02 3#+(04.0*, #1*3#,. *1 )5’ 3*-46’.) 7,#*1 02 8*,*1 9(0:*1+’

生境 !"#$%"%

& 月 ’() * + 月 ,-. *

/—0 12 0—3/ 12 3/—30 12 /—0 12 0—3/ 12 3/—30 12

4 5 4 5 4 5 4 5 4 5 4 5

6,7 89 && 39 :3 3: 38 :8 +: 88 ;/ 3& 8+

<7, :& 330 88 0: 8/ :8 :9 03 83 :3 8: 3&

<7= 3+ 0> 3> ;> 3; 0/ 80 8+ 3+ 3& 39 3:

<7? 8& 90 83 :> 3& 30 :0 9: 8; 0: 3& 3>

@AB 8/ &/ 3: ;0 3/ :: 3& 98 3/ 3: 3/ >

@7, 3+ ;; 30 :9 33 3+ 39 :; 3; :9 38 3;

@7= 30 3> 30 30 33 33 8: :0 39 3+ 3/ 39

@7? 33 + 3/ 0 > & 30 33 30 3; 3: +

6,7：中部天然次生林（6"%(C") D-1EFG"CH IEC-D% EI 2$GG)- ."C%）；<7,：中部“三北”防护林（JKC--L6EC%K 7EC-D% ,K-)%-C#-)% EI 2$GG)-
."C%）；<7=：中部居民点园地（7"C2H"CG EI 2$GG)- ."C%）；<7?：中部农田（7"C2)"FG EI 2$GG)- ."C%）；@AB：西部天然割草场（6"%(C")
2EM$FN ."D%(C- EI M-D% ."C%）；@7,：西部“三北”防护林（JKC--L6EC%K 7EC-D% ,K-)%-C#-)% EI M-D% ."C%）；@7=：西部居民点园地（7"C2H"CG
EI M-D% ."C%）；@7?：西部农田（7"C2)"FG EI M-D% ."C%）。

4：类群数（4-F(D F(2#-CD）；5：个体密度（只 O 28）［5FG$P$G(") G-FD$%H（$FG Q O 28）］。

天然林凋落物层 & 月捕获大型土壤动物 :/ 类，密度 9: 只 O 28；+ 月捕获 88 类，密度 :; 只 O 28（5F %K- )$%%-C )"H-C EI 6,7，:/ NCE(.D
"FG 9: $FG Q O 28 1".%(C-G $F ’() *，88 NCE(.D "FG :; $FG Q O 28 1".%(C-G $F ,-. *）。

蚁属等 33 类，共占西部总捕获个体数 :3 Q;:R；稀

有 类 群 包 括 锹 甲 科 （ ?(1"F$G"- ）、 蟹 蛛 科

（JKE2$D$G"-）和平腹蛛科等 ;/ 类，共占西部总捕

获个体数 38 Q&&R。

吉林省中西部平原区大型土壤动物群落优势类

群和常见类群的类群数量较少，但个体数量较多，

分布广泛；而稀有类群的类群数量丰富，个体数量

稀少，分布范围相对较小。上述结果显示大型土壤

动物各类群空间分布的广狭与个体数量多寡在研究

区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

; <; 不同生境大型土壤动物个体密度和类群数垂

直变化

大型土壤动物个体密度和类群数总体上随土壤

深度的增加而递减（表 3）。各生境个体密度和类群

数均是 /—0 12 土壤层最多，其中中部天然林凋落

物层与 /—0 12 土壤层动物个体密度和类群数相差

不大。天然次生林、天然割草场、中西部防护林、

居民点园地和农田等生境间相比，土壤动物个体密

度和类群数递减幅度差异不显著，居民点园地和农

田耕作活动以及防护林下的放牧活动未明显改变大

型土壤动物垂直分布特征。

; <= 不同生境大型土壤动物个体密度及类群数

生境差异对大型土壤动物群落个体密度和类群

数均具极显著影响，而月份变化仅对大型土壤动物

个体密度具有显著影响（表 8）。中部平原区大型土

壤动物个体密度和类群数整体高于西部平原区（图

3），各生境大型土壤动物群落个体密度和类群数差

异主要存在于农田、居民点园地与防护林、天然次

生林和天然割草场之间。

; <> 土地利用变化对蚁科、鞘翅目、线蚓科和蚯

蚓个体数量的影响

中西部生境间比较，在 & 月，中部居民点园地

和中部农田蚁科个体数量分别是西部居民点园地和

西部农田的 > Q83 倍和 + Q>/ 倍，西部天然割草场与

西部农田线蚓科动物和蚯蚓数量极少，鞘翅目成虫

和幼虫西部平原区各生境整体上明显少于中部；而

在 + 月，各生境间各类群个体数量差距缩小（表

:）。

中部生境间相比，& 月中部防护林蚁科、鞘翅

目成虫和鞘翅目幼虫个体数量最高，中部天然次生

林线蚓科和蚯蚓个体数量最高；+ 月中部农田蚁科

和线蚓科个体数量最高，中部居民点园地鞘翅目成

虫个体数量最高，中部防护林鞘翅目幼虫个体数量

最高（表 :）。西部生境间相比，& 月与 + 月均为西

部防护林蚁科和鞘翅目幼虫个体数量最高，西部天

然割草场鞘翅目成虫个体数量最高，西部居民点园

地线蚓科和蚯蚓个体数量最高（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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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吉林省中西部平原区的生境和月份对大型土壤动物个体密度和

类群数的影响

"#$ % ! &’’()* +’ ,#$-*#*. #/0 1+/*,. +/ -/0-2-03#4 0(/.-*5 #/0 67+38 /31$(7.
+’ .+-4 1#)7+9#/-1#4. -/ *,( 1-09:(.* 84#-/ +’ ;-4-/ <7+2-/)(

!"

生境 !"#$%"% 月份 &’(%) 交互作用 *(%+,"-%$’(

类群数 .,’/0 (/1#+, 23 4256!!! 3 4678(9 3 4 :58(9

个体密度 ;+(9$%< = 433=!!! > 4752! 5 48?8(9

!!! " @ 3 4335，!!" @ 3 435，! " @ 3 43:，(9 " A 3 43:。

图 5 吉林省中西部平原区大型土壤动物个体密度（B）和类群数（C）

D$E F 5 *(G$H$G/"I G+(9$%<（B）"(G E,’/0 (/1#+,9（C）’J 9’$I 1"-,’K"($1"I9 $( %)+ 1$GKL+9% 0I"$( ’J M$I$( N,’H$(-+
生境类型缩写同表 5（!"#$%"%9O "##,+H$"%$’(9 9++ P"# F 5）。

表 = 吉林省中西部平原区不同生境蚁科、鞘翅目、线蚓科和蚯蚓个体数量变化

"#$ % = >,#/6(. +’ -/0-2-03#4 /31$(7. +’ ?+71-)-0#(，>+4(+8*(7#，&/),5*7#(-0#( #/0
@31$7-)-0# -/ *,( 1-09:(.* 84#-/ +’ ;-4-/ <7+2-/)(

生境 !"#$%"%

6 月 M/I F ? 月 Q+0 F

D R S RI T D R S RI T

UQD >5 26 2>6 53> >6 277 >: =8 8= 28

VDQ :56 75 5= 537 83 5>7 >? 52 :> 6

VDW 823 :: 53? =2 >= 532 =3 : 5> 6

VDT 8>8 28 5?3 >: 5> 858 >3 78 8> =

X&N 6? ?5 2 5? 3 83 66 3 28 3

XDQ 262 23 5 6? 53 255 58 8 63 5

XDW 8? 22 6 2? 52 522 22 5> 7 57

XDT 8: 58 : 57 2 68 57 6 58 5

生境类型缩写同表 5（!"#$%"%9O "##,+H$"%$’(9 9++ P"# F 5）。

D：蚁科（D’,1$-$G"+）；R：鞘翅目（R’I+’0%+,"）；S：线蚓科（S(-)<%,"+$G"+）；RI：鞘翅目幼虫（R’I+’0%+," I",H"+）；

T：蚯蚓（T/1#,$-$G"）。

= 讨 论

吉林省中部平原区大型土壤动物类群数和个体

数显著大于西部平原区。中部优势类群与常见类群

数总和为 58 类，西部为 5: 类；中部稀有类群数量

为 ?> 类，而西部为 >3 类，可见中部与西部类群数

差异主要表现在稀有类群方面。中部优势类群的草

蚁属、路舍蚁属和裸线蚓属捕获总数达到 2 857 只，

西部优势类群的草蚁属、路舍蚁属、蚁属和琥珀螺

科捕获总数仅为 ?28 只，其中中部草蚁属个体数量

是西部的 > 45: 倍，而中部裸线蚓属个体数量 23 倍

于西部该属的数量，因此中部与西部大型土壤动物

个体数量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优势类群方面。吉林省

中部平原区降水多于西部，中部黑土区土壤有机质

含量高于西部黑钙土和风沙土区（R)$(+9+ Q’$I .+(K
+,"I *(H+9%$E"%$’( YJJ$-+，5??:），中部平原区土壤环

7=8 动 物 学 研 究 2= 卷



境相对优越于西部平原区，气候差异和土壤物质组

成差异可能是吉林省中西部平原区大型土壤动物组

成存在显著差异的主导因素。

不同土地利用生境大型土壤动物类群数与个体

数也存在差异。中部天然次生林由于人为干扰少，

土壤环境相对稳定，西部天然割草场虽然存在季节

性的人为割草现象，由于割草次数有限，一年中绝

大多数时间保持自然状态，上述两个生境大型土壤

动物群落无论类群数还是个体数分别在中部和西部

保持了较高的状态。中西部居民点园地和农田土壤

动物个体密度明显偏低，农业生产活动对大型土壤

动物 群 落 的 类 群 数 和 个 体 密 度 的 影 响 是 负 面 的

（!"#$%& ’( )*，+,,-；./(’#)0$ ’( )*，+,,1；!*)2$%$ 3
4)5%’/，+,,1），农业生产活动减少了生境大型土壤

动物的个体数量和类群数（6)7 ’( )*，+,,1），但本

研究农业生产活动对大型土壤动物类群和个体数量

在土壤剖面垂直分布影响不大。此外，尽管中西部

防护林存在林间放牧活动，土壤动物群落个体密度

增长受到了一定限制，但总体上土壤动物个体密度

与类群数仍然高于农田和居民点园地，这种现象可

能和防护林位于农田和居民点园地的边缘有关，边

缘效应能够增加边缘生境的动物个体密度和多样性

（8972)/ 3 :)#/9)**，;<<<；:7*%=# ’( )*，+,,;）。

不同类群大型土壤动物对土地利用变化响应不

同，蚯蚓被认为是大型土壤动物中最有价值的评价

土壤质量变化的指示生物（>)7*’(($ ’( )*，;<<?），

多年 来 一 直 受 到 学 者 的 关 注，!*)2$%$ 3 4)5%’/
（+,,1）通过研究南非不同土地利用生境土壤蚯蚓

种类和个体数量的变化，发现与未受扰动的草地相

比，放牧草地和甘蔗地蚯蚓的种类和个体数量显著

减少；@A##5 ’( )*（+,,+）也报道了耕作活动会减少

蚯蚓的个体数量；此外，化肥和农药的施用也会进

一步杀死蚯蚓（>)7*’(($ ’( )*，;<<?）。本研究结果表

明吉林中西部平原区农田生境蚯蚓的个体数量较

低，但居民点园地蚯蚓的个体数量相对较高，尤其

西部居民点园地蚯蚓个体数量在 B 月和 < 月都居西

部各生境最高点，而研究区居民点园地只有耕作制

度与农田相同，但不施用化肥和农药；因此，化肥

和农药的施用可能是农田蚯蚓数量明显减少的主要

原因，蚯蚓个体数量变化表明吉林中西部平原区土

地利用变化对土壤环境产生了的影响。

由于线蚓科几乎在各类土壤中都存在，在土壤

生态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线蚓科成为学

者研究土壤质量变化的又一重要指示生物（!$CC’%
3 D"2E0’，+,,;）。土壤孔隙的大小和数量影响线

蚓科在土壤中的数量分布，紧实的土壤不利于线蚓

科生存（D"9#$& ’( )*，;<<?）。中西部农田和居民点

园地线蚓科个体数量明显高于中西部防护林生境，

研究区周期性的耕作活动使居民点园地和农田土壤

相对疏松，而中西部防护林由于没有耕作影响，同

时存在林下放牧活动，牛羊的践踏使剖面土壤更为

紧实，导致防护林线蚓科个体数量稀少，土壤孔隙

的多少成为制约线蚓科个体数量的重要因素。同时

化肥和农药的施用也可能减少线蚓科的个体数量

（F)%& GG ’( )*，+,,+），但是本研究农田生境，尤

其是中部农田线蚓科个体数量却明显高于居民点园

地，出现了与蚯蚓对农药和化肥响应相反的结果，

这须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原因。此外，鞘翅目

和蚁科昆虫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也有不同程度的

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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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吉林省中西部平原区大型土壤动物类群与个体数量

*++,-./0 ! 1234+5 6-. /-./7/.4685 39 53/8 :6;23<6-/:68 ;3::4-/=/,5 /- =>, :/.<?,5= +86/- 39 @/8/- A237/-;,

土壤动物名称

W;># 0! :0"$ ;6">;$

中部 @"%%$# T;29 西部 X#:9 T;29 合计 B09;$

个体数

a6%"="%5;$:
优势度

O0>"6;6<#
个体数

a6%"="%5;$:
优势度

O0>"6;6<#
个体数

a6%"="%5;$:
优势度

O0>"6;6<#
草蚁属 B+&#)& )-)L bbb ,.. bbb ),?( bbb
路舍蚁属 :%5*+6(*#)6 ?+? bbb ,(^ bbb +^) bbb
裸线蚓属 .2"+%5+ (,- bbb L^ bb (?^ bbb
蚁属 A(*6#2+ ,?) bb ,-, bbb .?L bb
金龟甲科幼虫 N<;2;1;#"%;#（$;2=;#） )(. bb )L) bb L-? bb
步甲科 I;2;1"%;# )(? bb ^- bb ,L? bb
琥珀螺科 N5<<"6#"%;# ,-) bbb ,-) bb
杜拉蚓属 C*+D#0+ ).+ bb ,+ bb )(^ bb
步甲科幼虫 I;2;1"%;#（$;2=;#） 88 bb ?( bb )?^ bb
拟球甲科幼虫 I023$0TE"%;#（$;2=;#） )L- bb )L b ).L bb
地蜈蚣属 @%(/"#,)& +L bb L^ bb ))8 bb
隐翅甲科 N9;TE3$"6"%;# (+ bb ,8 bb )-( bb
石蜈蚣目 /"9E0>02TE; +( bb ^ b 8L bb
爱胜蚓属 1#&%$#+ L. .L bb (( bb
大蚊科幼虫 B"T5$"%;#（$;2=;#） ^L bb ^ b ^8 bb
食虫虻科幼虫 7:"$"%;#（$;2=;#） ). b .L bb ?( b
弓背蚁属 !+6/($(5)& ,? b L) bb ?^ b
平腹蛛科 H6;TE0:"%;# .. bb . b .+ b
瓢甲科 H0<<"6#$$"%;# L? b ? b .- b
剑虻科幼虫 BE#2#="%;#（$;2=;#） ,- b )+ b L+ b
鼠妇虫属 <(*2%,,#( )^ b ). b L- b
金龟甲科 N<;2;1;#"%;# ,L b ( b L- b
舞虻科幼虫 R>T"%"%;#（$;2=;#） ,- b + b ,+ b
逍遥蛛科 ME"$0%20>"%;# ,L b ? b ,+ b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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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土壤动物名称

!"#$ %& ’%() "*(#")

中部 +(,,)$ -"./ 西部 0$’/ -"./ 合计 1%/")

个体数

2*,(3(,4")’
优势度

5%#(*"*6$
个体数

2*,(3(,4")’
优势度

5%#(*"*6$
个体数

2*,(3(,4")’
优势度

5%#(*"*6$
膜蝽属 !"#$%& 77 8 7 8 79 8
叶甲科幼虫 :)"/$.(,"$（)".3"$） ;; 8 ;; 8 77 8
切根虫属幼虫 ’%()*（)".3"$） ;< 8 < 8 77 8
薪甲科 ="/>.(,((,"$ ;? 8 @ 8 7A 8
巨蟹蛛科 B$/$.%-%,(,"$ ;; 8 C 8 ;D 8
跳蛛科 E")/(6(,"$ 9 8 ;9 8 ;C 8
蚁甲科 F’$)"->(,"$ ;< 8 ; 8 ;? 8
蟹蛛科 1>%#(’(,"$ ;9 8 7 8 ;< 8
狂蚁属 +",)-"& ;< 8 ;< 8
射带蜗牛属 .$*/0#*"12"*" ;9 8 ;9 8
盘甲科 5(’6%,%#(,"$ ;@ 8 ;@ 8
硬肢马陆属 34,"$)5$)-)5%& ;@ 8 ;@ 8
隐翅甲科幼虫 E/"->G)(*(,"$（)".3"$） ;@ 8 ;@ 8
拟平腹蛛科 H%,".((,"$ ;7 8 ; 8 ;@ 8
象甲科幼虫 I4.64)(%*(,"$（)".3"$） ;; 8 ; 8 ;7 8
蝼蛄科 J.G))%/")-(,"$ @ 8 D 8 ;7 8
长足螋属 ’(051%& ;; 8 ;; 8
艾螋属 6$/"( ;; 8 ;; 8
虻科幼虫 1"K"*(,"$（)".3"$） L 8 < 8 ;; 8
伪大蚊科幼虫 M*(’%-%,(,"$（)".3"$） L 8 L 8 ;A 8
粗股粪蚊科幼虫 BG-$.%’6$)(,(,"$（)".3"$） D 8 D 8
蝙蛾属幼虫 !"52*,%&（)".3"$） L 8 @ 8 C 8
尖尾蝇科幼虫 =%*6>"$(,"$（)".3"$） ? 8 ? 8
叩甲科幼虫 :)"/$.(,"$（)".3"$） 9 8 7 8 < 8
露尾甲科 !(/(,4)(,"$ < 8 < 8
蜈蚣目 E6%)%-$*,.%#%.->" < 8 < 8
花萤科幼虫 I"*/>".(,"$（)".3"$） L 8 L 8
线蚓属 ’1780-$*"%& L 8 L 8
阎甲科幼虫 B(’/$.(,"$（)".3"$） L 8 L 8
锹甲科 =46"*(,"$ 7 8 @ 8 L 8
蚤蝇科幼虫 F>%.(,"$（)".3"$） L 8 L 8
地蛛属 9-05%& @ 8 ; 8 9 8
虎甲科 I(6(*,$)(,"$ ; 8 @ 8 9 8
粪金龟科 J$%/.4-(,"$ 9 8 9 8
动螋属 :21"&2& 9 8 9 8
球蛛科 1>$.(,((,"$ 9 8 9 8
异螋属 9,,)/*8,2* @ 8 @ 8
丽金龟科 N4/$)(,"$ 7 8 ; 8 @ 8
圆土蝽属 .0$&21%& @ 8 @ 8
禾草螟蛾属幼虫 ;82,)（)".3"$） @ 8 @ 8
长足虻科幼虫 5%)(6>%-%,(,"$（)".3"$） 7 8 ; 8 @ 8
沟背奇蝽属 <170,)7)-2& @ 8 @ 8
掌舟蛾属幼虫 =8*,"$*（)".3"$） @ 8 @ 8
蚁甲科幼虫 F’$)"->(,"$（)".3"$） @ 8 @ 8
毛蠓科幼虫 F’G6>%,(,"$（)".3"$） @ 8 @ 8
拟阿勇蜗牛科 M.(%->"*/(,"$ 7 8 7 8
伟铗虫八属 9-,*&>*50( 7 8 7 8
郭公虫科幼虫 I)$.(,"$（)".3"$） 7 8 7 8
蕈蚊科幼虫 +G6$/%->()(,"$（)".3"$） 7 8 7 8
小蕈甲科 +G6$/%-/%->"O(,"$ 7 8 7 8

（续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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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土壤动物名称

!"#$ %& ’%() "*(#")

中部 +(,,)$ -"./ 西部 0$’/ -"./ 合计 1%/")

个体数

2*,(3(,4")’
优势度

5%#(*"*6$
个体数

2*,(3(,4")’
优势度

5%#(*"*6$
个体数

2*,(3(,4")’
优势度

5%#(*"*6$
拟步甲科 1$*$7.(%*(,"$ 8 9 8 9 : 9
肖蛸科 1$/.";*"/<(,"$ : 9 : 9
点刻花蝽属 !"#$%&’ 8 9 8 9
叉胸花蝽属 !#()%’*$+, 8 9 8 9
花大蚕蛾属幼虫 !-.)$*’$’（)".3"$） 8 9 8 9
近管蛛科 =*>-<"$*(,"$ 8 9 8 9
毛蕈甲科 ?(-<>))(,"$ 8 9 8 9
三椎象甲科 ?.$*/(,"$ 8 9 8 9
丽蝇科幼虫 @"))(-<%.(,"$（)".3"$） 8 9 8 9
拟螯螋属 /)$"%,01)$""’ 8 9 8 9
缩头甲科幼虫 @<$)%*".((,"$（)".3"$） 8 9 8 9
领土蝽属 /)%"010*%, 8 9 8 9
摇蚊科幼虫 @<(.%*%#(,"$（)".3"$） 8 9 8 9
虎甲科幼虫 @(6(*,$)(,"$（)".3"$） 8 9 8 9
槲果螺科 @%6<)(6%-(,"$ 8 9 8 9
豆粉蝶属幼虫 /0"%’,（)".3"$） 8 9 8 9
尺蠖属幼虫 /+"1+"’（)".3"$） 8 9 8 9
突喉长蝽属 2%-%$""’ 8 9 8 9
行军蚁属 20*3"+, 8 9 8 9
伪瓢甲科 A*,%#>6<(,"$ 8 9 8 9
奇蝽科 A*(6%6$-<")(,"$ 8 9 8 9
脊背长蝽属 4-.%,5$*+, 8 9 8 9
大蕈甲科 A.%/>)(,"$ 8 9 8 9
节板蛛科 B(-<(’/((,"$ 8 9 8 9
长脚毛蚊科幼虫 C$’-$.(*(,"$（)".3"$） 8 9 8 9
瘤背奇蝽属 60("%1.010*%, 8 9 8 9
姬马陆科 D4)(,"$ 8 9 8 9
球蕈甲科 B$(%,(,"$ 8 9 8 9
弱蛛科 )$-/%*$/(,"$ 8 9 8 9
光盔蛛科 B(%6."*(,"$ 8 9 8 9
正蚓属 7+#5*%1+, 8 9 8 9
红萤科幼虫 B>6(,"$（)".3"$） 8 9 8 9
叶蝇科幼虫 +()(6<((,"$（)".3"$） 8 9 8 9
鳞蟋科 +%;%-)(’/(,"$ 8 9 8 9
蝇科幼虫 +4’6(,"$（)".3"$） 8 9 8 9
苔驼蝽属 83*#$&05%’ 8 9 8 9
红蝽属 93**)010*%, 8 9 8 9
出尾蕈甲科 E6"-<(,((,"$ 8 9 8 9
苔甲科 E6>,#"$*(,"$ 8 9 8 9
花皮蛛科 E6>/%,(,"$ 8 9 8 9
刺客蛛科 E(6".((,"$ 8 9 8 9
球体蛛科 1<$.(,(%’%#"/(,"$ 8 9 8 9
瓦娄蜗牛科 F"))%*((,"$ 8 9 8 9
赤蛱蝶属幼虫 :’-$,,’（)".3"$） 8 9 8 9
宽蝽属 :$"%’ 8 9 8 9
逸蛛科 G%.%-’(,"$ 8 9 8 9
999 为优势类群，个体数占总捕获量的 8HI以上； 99 为常见类群，个体数占总捕获量的 8I—8HI； 9 为稀有类群，个体数占总捕

获量的 8I以下。依殷秀琴等（:HHJ）。

999 5%#(*"*/ ;.%4-，(*,(3(,4")’ *4#7$. (’ #%.$ /<"* 8HI %& /%/") (*,(3(,4")’ *4#7$.；99 K.$L4$*/ ;.%4-，(*,(3(,4")’ *4#7$. (’ 7$/M$$*
8HI "*, 8I；9 N".$ ;.%4-，(*,(3(,4")’ *4#7$. (’ )$’’ /<"* 8I O =66%.,(*; /% P(* $/ ")（:HH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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