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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山西坡垂直带土壤蚂蚁群落多样性

陈　友1 ,罗长维2 ,李宏伟1 ,徐正会3﹡
(1.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4;2.中国林科院 资源昆虫研究所 , 云南 昆明 650224;

3.西南林业大学 西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育重点实验室 ,云南 昆明 650224)

摘要:采用样地调查法 ,对哀牢山西坡 4个垂直地带 8种植被类型的土壤蚂蚁群落多样性进行调

查。结果如下:共有 74种土壤蚂蚁 ,其中 42种为优势种;土壤蚂蚁群落多样性随海拔高度增加呈

规律性的变化:优势种所占比例逐渐递增 ,优势种数目降低 、物种数目递减 、物种多样性指数降低;

在 8种植被类型中 ,土壤蚂蚁个体密度 、优势种数量 、物种数目 、物种多样性指数 、均匀度指数在思

茅松林 、针阔叶混交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 3种植被类型中较高 ,而在干性常绿阔叶林 、半湿润常绿

阔叶林 、常绿阔叶苔藓矮林 、河谷稀树灌木草丛和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4种植被类型中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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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our v ertical zones wi th eigh t different types of vegetations on the w est slop of

Ai lao mountain w as sampled fo r study ing community diversity of the soil ants.The re sults w ere

as follow s:The to tal numbe r of soi l ants w as 74 species , among which there were 42 dominant

species.T here w as a co rrelation of soil ants diversity w i th increasing elevation.The percentag e of

dominant soil ants species in the to tal soil ants species increased , while dominant individual densi-

ty , species numbe r and diversi ty index of soil ants decreased.In eight di ffe rent vegetat ions , indi-

vidual density , dominant species number , species number , diversi ty index and evenness index of

soil ants we re higher in P inus kesiya fo rest , monsoon everg reen broad-leaved forest and mixed co-

niferous fo rest than tho se in dry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 semi-humid everg reen broad-

leaved forest , eve rg reen broad-leaved moss fo rest , valley savanna fo rest and mid-mountain humid

everg reen broad-leaved fo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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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蚂蚁(soi l ants)是指在土壤中营巢和活动

的蚂蚁。土壤蚂蚁是农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 ,它与蚯蚓 、线虫等其他土壤动物和土壤微生物构

成了土壤生物群落 。土壤蚂蚁在土壤有机质分解 、

养分循环 、改善土壤结构 、土壤质量和植物演替中具

有重要的作用 ,是土壤动物群落的优势类群 ,甚至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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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型土壤动物的 96.32%[ 1-6] 。此外 ,由于蚂蚁易

于采集 ,多度和多样性高 ,在所有营养级水平上生态

重要性高 ,以及对生态变化敏感 ,已作为生物多样性

和环境变化的重要指示物种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

关注[ 7-9] 。当前 ,蚂蚁的研究报道大多只关注地表和

植物上的蚂蚁 ,而忽略了对土壤蚂蚁的研究。为此 ,

于 2002-2004年 ,对哀牢山蚂蚁进行了系统调查 ,

此前已将西坡所采集到的蚂蚁做了综合报道 ,但限

于篇幅 ,未曾对不同垂直生态位(地下 、地表和树冠)

蚂蚁作分别报道 ,为便于进一步保护和利用此间的

蚂蚁资源 ,针对哀牢山西坡垂直带的土壤蚂蚁群落

进行专题研究 ,现报道如下。

1　研究地概况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地概况

哀牢山脉纵贯云南中部 ,处在云贵高原和横断

山地两大地貌类型分界线的边缘 ,成为自然地理的

分界地区 ,是多种生物区系地理成分东西交汇 、南北

过渡的荟萃之地。哀牢山脉为西北至东南走向 ,北

高南低 ,东陡西缓 ,海拔在 3 165.9m 与 600m 间变

化。由于山体相对高差大 ,气候垂直分布明显 ,从山

麓至山顶依次为南亚热带 、中亚热带 、北亚热带 、暖

温带 、温带 、寒温带气候。在多种生物气候带的影响

下 ,哀牢山具备相当于水平带上 20个纬度带的成土

条件 ,发育着各具特色的土壤类型 ,共 5 个土纲 、11

个土类 、28个亚类 ,其中既有亚高山顶部的土壤 ,又

有热带低地的土壤;既有沼泽地土壤 ,又有干热河谷

土壤 ,构成了具有云南特色的垂直与水平带相结合

的 、山原型水平带的土壤分布规律 。独特的山地气

候使植被呈明显垂直分布 ,哀牢山西坡植被分布由

低到高依次为河谷稀树灌木草丛 、思茅松林及季风

常绿阔叶林带 、云南松林及半湿性常绿阔叶林带 、中

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带 、常绿阔叶苔藓矮林和亚高山

杜鹃灌丛[ 10] 。

1.2　取样及调查方法

根据纬度差别将哀牢山西坡从北到南确定 4个

地段 ,即以景东县太忠乡和锦屏镇为调查点的北段 ,

以景东县花山乡为调查点的中北段 ,以镇沅县和平

乡和者东乡为调查点的中南段 ,以新平县建兴乡 、墨

江县碧溪乡和双龙乡为调查点的南段 。在每个地段

上 ,沿山体海拔每升高 250m 设置 1块样地 ,在样地

中 ,每隔 10m 选取 5个 1m ×1m 样方 ,采集 、统计

样方内离地表 20 cm 以内土壤层中的蚂蚁。采用形

态分类学方法对蚂蚁标本逐一鉴定 ,尽量鉴定到种 ,

对于不能鉴定到种的种类 ,作为形态种对待[ 11] 。

1.3　群落指标

样地中物种个体数占群落个体总数的百分比超

过 10%的蚂蚁物种确定为优势种;根据 Simpson优

势度公式计算优势度指数;根据 Shannon-Wiener物

种多样性公式计算物种多样性指数;根据 Pielou均

匀度公式计算均匀度指数;根据 Jaccard 相似性公

式计算相似性系数(q)[ 12-13] 。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蚂蚁优势种调查结果

对哀牢山西坡 4个地段 28块样地中土壤蚂蚁

数量进行统计分析 ,各样地优势种及其所占比例见

表 1。

表 1　哀牢山西坡土壤蚂蚁样地优势种

样地海拔/
m

样地地段
优势种数/
种

样地优势种及其比例(在样地中的百分比, %)

2750 北段 1 红蚁 sp.5 Myrmica sp.5(100)

中北段 1 条纹切叶蚁 Myrmecina str iata(100)
中南段 2 条纹切叶蚁(16),维希努行军蚁Dorylus vishnu i(84)

2500 北段 1 红蚁 sp.5(100)

中北段 1 细胸蚁 sp.1 Leptothora x sp.1(100)
中南段 1 丽塔红蚁 M.r itae(100)

2250 北段 2 普通拟毛蚁 P seudolasius f ami liari s(78),尼特纳大头蚁 P heidole nietner i(22)
中北段 1 尼特纳大头蚁(100)

中南段 0

2000 北段 3 沃森大头蚁 P.watsoni(50),泰勒立毛蚁 Paratrechina tay lori(33),邵氏厚结猛蚁Pachycondyla sauteri(11)

中北段 3 黄足厚结猛蚁 P.luteipes(42),丽塔红蚁(34),尼特纳大头蚁(17)

中南段 1 昆明细蚁 Lep tani l la kunmingensis(96)

南段 2 泰勒立毛蚁(61),沃森大头蚁(33)

1750 北段 2 泰勒立毛蚁(71),罗思尼斜结蚁 P lag iolep is roth neyi(18)

中北段 4 泰勒立毛蚁(61),神农大头蚁 P.shennongi(16),沃森大头蚁(11),纤细小家蚁 Monomorium graci llimum(12)

中南段 5
沃森大头蚁(40),栗褐弓背蚁 Camponotus badius(16),皮氏大头蚁 P.p ieli(12)槽结粗角蚁
Cerapachys su lcino dis(12),立毛蚁 sp.2 Paratr ech ina sp.2(10)

南段 3 荷氏狡臭蚁 Technomyrmex horn i(46),立毛蚁 sp.2(13),维希努行军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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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哀牢山西坡土壤蚂蚁样地优势种

样地海拔/
m

样地地段
优势种数/
种

样地优势种及其比例(在样地中的百分比, %)

1500 北段 4 比罗举腹蚁 Crematogasterbiroi(32),神农大头蚁(22),黄足厚结猛蚁(19),罗夫顿斜结蚁 P.wroughtoni(11)

中北段 2 高结稀切叶蚁O ligomyrmex a lt inod us(63),毛发铺道蚁 Tetramor ium ci liatum(15)

中南段 4
邵氏立毛蚁 P.sa uter i(33),邻巨首蚁 P heidolog eton a f f ini s(13),黄足立毛蚁 P.f lavipes(11),
日本铺道蚁 T.nipponense(10)

南段 3 平结蚁 sp.3 P renolep is sp.3(41),罗伯特大头蚁 P.robert i(14),伊大头蚁 P.yeensi s(14)

1250 北段 5 神农大头蚁(22),罗夫顿斜结蚁(13),比罗举腹蚁(12),伊大头蚁(10),罗思尼举腹蚁 C.rothney i(10)

中北段 4
邻姬猛蚁 Hy poponera con f inis(30),钝齿稀切叶蚁O.obtusid entus(29),邵氏立毛蚁(17),
塞奇大头蚁 P.sa gei(10)

中南段 2 西氏拟毛蚁 P.silvestr i i(54),沃森大头蚁(12)

南段 3 尖齿刺结蚁 Lepisiota acuta(71), 贝卡盘腹蚁 Aphaenogaster beccar ii(13),日本铺道蚁(11)

1000 中南段 3 菱结大头蚁 P.rhombinoda(34),网纹刺结蚁 L.ret iculata(30),黑头酸臭蚁 Tapinoma melanocephalum(13)

南段 2 西氏拟毛蚁(64),全异巨首蚁 P.d iversus(25)

750 南段 0

　　经统计分析 ,在已发现的 74种土壤蚂蚁中 ,有

42种蚂蚁在哀牢山西坡 28 块样地中表现为优势

种 ,它们分别属于 7亚科 23 属。其中 ,切叶蚁亚科

的优势种有 10属 22种 ,蚁亚科的优势种有 6属 12

种 ,猛蚁亚科的优势种有 2属 3种 ,臭蚁亚科的优势

种有 2属 2种 ,行军蚁亚科 、粗角蚁亚科 、细蚁亚科

各有 1属 1种;优势种最多的大头蚁属有 8种 ,其次

是立毛蚁属有 4个优势种。42个优势种中 ,沃森大

头蚁在 5块样地中都表现为优势种 ,泰勒立毛蚁在

4块样地中表现为优势种 ,神农大头蚁和尼特纳大

头蚁在 3块样地中表现为优势种 ,黄足厚结猛蚁 、维

希努行军蚁 、比罗举腹蚁 、红蚁 sp.5 、丽塔红蚁 、日

本铺道蚁 、条纹切叶蚁 、伊大头蚁 、罗夫顿斜结蚁 、西

式拟毛蚁 、立毛蚁 sp.2和邵氏立毛蚁 12种土壤蚂

蚁在 2块样地中表现为优势种 ,其余的 26种土壤蚂

蚁都只在 1块样地中表现为优势种。在所调查的

28块样地中 ,优势种数最多样地是北段 1 250m(思

茅松林 、红壤 、潮湿)和中南段 1750m(季风常绿阔

叶林 、黄壤 、潮湿),有 5个优势种;有 4 个优势种的

样地是中北段 1750m(思茅松林 、黄壤 、干燥)、北段

1 500m(针阔叶混交林 、红壤 、潮湿)和中北段

1 250m(季风常绿阔叶林 、黄壤 、干燥)。

总体上看 ,垂直带从上向下不同位置的优势种

差异十分显著 ,同一海拔高度上从北向南不同地段

的优势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蚂蚁群落优势种数量

随地段和海拔的变化缺乏一致的规律性 ,只是海拔

1 250m 、1500m和 1750m 的样地优势种数明显多

于其余海拔高度上的优势种数。

2.2　土壤蚂蚁群落多样性分析

对哀牢山西坡 4个地段 28块样地中土壤蚂蚁

群落多样性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见表 2。

物种数目是物种多样性最直接 、最基本的表达。

由表 2可知 ,不同地段 、不同海拔 、不同植被类型里

土壤蚂蚁种数差别较大 ,有 2个样地没有土壤蚂蚁 ,

6个样地的土壤蚂蚁只有 1种 ,北段 1250m(思茅松

林 、红壤 、潮湿)样地中土壤蚂蚁种数最多 ,有 16种。

表 2　哀牢山西坡垂直带土壤蚂蚁群落的重要指标

样地地段 样地海拔/m 植被类型
土壤

类型 湿度
蚂蚁种数 蚂蚁密度/(头/m2)优势度指数 多样性指数 均匀度指数

北段 2750 ① Ⅱ 4 1 10.2 1 0 0

2500 ② Ⅲ 3 1 17.2 1 0 0

2250 ② Ⅳ 3 2 12.8 0.6577 0.5259 0.7587
2000 ⑥ Ⅴ 3 4 142.8 0.3750 1.1227 0.8099
1750 ④ Ⅵ 2 10 1973.4 0.5444 0.9307 0.4042
1500 ⑥ Ⅵ 3 10 298.8 0.2061 1.8094 0.7858
1250 ④ Ⅵ 3 16 953.2 0.1192 2.3307 0.8406

中北段 2750 ② Ⅱ 4 1 0.8 1 0 0

2500 ② Ⅱ 4 1 115.6 1 0 0

2250 ② Ⅴ 4 1 104.8 1 0 0

2000 ⑤ Ⅵ 3 4 62.4 0.3285 1.2104 0.8731
1750 ④ Ⅴ 2 6 682.8 0.4261 1.1110 0.6201
1500 ⑥ Ⅴ 2 10 893.0 0.4310 1.2910 0.5607
1250 ⑤ Ⅴ 2 7 93.6 0.2224 1.6511 0.8485

中南段 2750 ① Ⅰ 3 2 8.6 0.7274 0.4443 0.6409
2500 ② Ⅴ 3 1 3.2 1 0 0

2250 ② Ⅴ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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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哀牢山西坡垂直带土壤蚂蚁群落的重要指标

样地地段 样地海拔/m 植被类型
土壤

类型 湿度
蚂蚁种数 蚂蚁密度/(头/m2)优势度指数 多样性指数 均匀度指数

2000 ⑤ Ⅴ 3 2 106.0 0.9274 0.1607 0.2318

1750 ⑤ Ⅴ 3 9 803.4 0.2270 1.7573 0.7998

1500 ⑤ Ⅵ 3 11 72.6 0.1669 2.0776 0.8664
1250 ⑤ Ⅵ 3 11 604.0 0.3201 1.6365 0.6825

1000 ⑤ Ⅵ 3 12 686.0 0.2346 1.7811 0.7168

南段 2000 ③ Ⅵ 3 3 119.4 0.4871 0.8319 0.7573
1750 ⑥ Ⅵ 2 7 121.0 0.2683 1.6164 0.8307

1500 ⑥ Ⅵ 2 7 97.4 0.2319 1.7061 0.8768
1250 ⑥ Ⅷ 2 4 63.8 0.5285 0.9188 0.6628

1000 ⑦ Ⅶ 2 4 218.4 0.4817 0.9403 0.6783

750 ⑧ Ⅷ 1 0

　注:土壤类型:Ⅰ .黑色土;Ⅱ.黑褐土;Ⅲ.棕色土;Ⅳ.黄棕壤;Ⅴ.黄壤;Ⅵ .红壤;Ⅶ .砖红壤;Ⅷ .紫色土。土壤湿度等级:1.干旱 ,土壤水分
极少;2.干燥 ,土壤水分不足;3.潮湿 ,土壤水分合适;4.湿润 ,土壤水分过剩。植被类型:①常绿阔叶苔藓矮林;②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③半湿润常绿阔叶林;④思茅松林;⑤季风常绿阔叶林;⑥针阔叶混交林;⑦干性常绿阔叶林;⑧河谷稀树灌木草丛。蚂蚁密度:指每个
样方内蚂蚁个体数

除南段外物种数随海拔变化呈现的规律性不强 ,其

余 3个地段的土壤蚂蚁物种数目的变化规律总体上

均随海拔升高而减少 ,且在 2000m 以上 ,土壤蚂蚁

种数明显较少 , 2000m 以下种数相对较多;就植被

类型而言 ,思茅松林 、针阔叶混交林和季风常绿阔叶

林 3种植被中的蚂蚁种数较多 ,在海拔南段 750m

(河谷稀树灌木草丛 、紫色土 、干旱)样地 ,由于不利

的气候与土壤环境 ,未发现土壤蚂蚁。

土壤蚂蚁个体密度在不同样地间差异显著 ,其

中变化在 0.8 ～ 1973.4头/m2 ,随海拔变化规律没

有明显规律性 。北段 1 750m(思茅松林 、红壤 、干

燥)的土壤蚂蚁个体密度异常增大 ,主要与该样地有

2种蚂蚁个体数量相对较大有关(泰勒立毛蚁 7032

头/m
2
,罗思尼斜结蚁 1 730头/m

2
);土壤蚂蚁超过

600头/m
2
的样地还有北段 1250m(思茅松林 、红

壤 、潮湿)、中北段 1 750m(思茅松林 、黄壤 、干燥)和

1250m(季风常绿阔叶林 、黄壤 、干燥)、中南段

1750m(季风常绿阔叶林 、黄壤 、潮湿)和 1250m 、

1000m(季风常绿阔叶林 、红壤 、潮湿)。

由表 2亦可看出 ,物种多样性指数差异较大 ,在

0 ～ 2.330 7间变化;除南段随海拔变化呈现的规律

性不强外 ,其余 3个地段的物种多样性指数总体上

随海拔升高而减小 ,在 2 000m 以上 ,多样性指数明

显较小 ,2 000m 以下多样性指数相对较大;物种多

样性指数超过 1.5 的有北段 1 500m(针阔叶混交

林 、红壤 、潮湿)和 1250m(思茅松林 、红壤 、潮湿)、

中北段 1250m(季风常绿阔叶林 、黄壤 、干燥)、中南

段 1 750m (季风常绿阔叶林 、黄壤 、潮湿)和

1500m 、1 250m 、1000m(季风常绿阔叶林 、红壤 、潮

湿)、南段 1 750m 和 1500m(针阔叶混交林 、红壤 、

干燥)9个样地。

优势度指数在 0.119 2 ～ 1 变化 ,优势度指数随

海拔高度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 ,蚂蚁物种越少的样

地 ,优势度指数越高。其中有 6个样地只有 1种蚂

蚁 ,优势度指数为 1 。

均匀度指数在 0 ～ 0.876 8变化 ,均匀度指数随

海拔高度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均匀度指数高于

0.8 的样地有北段 2 000m(针阔叶混交林)和

1 250m(思茅松林)、中北段 2 000m 和 1 250m(季风

常绿阔叶林)、中南段 1500m(季风常绿阔叶林)、南

段 1 750m 和 1 500m(针阔叶混交林)。

2.3　土壤蚂蚁群落的相似性

经统计 ,得到哀牢山西坡4个垂直带有土壤蚂蚁

的 26块样地之间蚂蚁群落相似性系数 ,结果见表3。

根据 Jaccard相似性系数原理 ,当 q为 0.00 ～

0.25时 ,为极不相似;当 q为 0.25 ～ 0.50 时 ,为中

等不相似;当 q为 0.50 ～ 0.75时 ,为中等相似;当 q

为 0.75 ～ 1.00时 ,为极相似。从表 3可知 , 26块样

地之间的 325组相似性系数中 ,只有 92组具有相似

性 ,其中只有 1组为极相似 ,有 9 组为中等不相似 ,

82组为极不相似 ,有 233组完全不具有相似性 。由

此可见 ,垂直带上土壤蚂蚁群落之间的相似性较低 ,

不同垂直带的物种之间差异明显 ,高海拔与低海拔

样地之间基本没有相似性 ,同一海拔高度上的样地

有一定的相似性。

3　结论及讨论

1)哀牢山因垂直高差显著 ,生物气候垂直带明

显 ,蚂蚁群落也表现出明显的垂直地带性规律。在

保护区内的原始植被状态下 ,西坡 4 个地段垂直带

上土壤蚂蚁群落呈现随着海拔升高蚂蚁群落优势种

数目降低 ,优势种所占比例逐渐递增 , 物种数目递

减 ,物种多样性指数降低的规律性。而在保护区外

的蚂蚁群落主要指标表现出的非规律性基本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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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哀牢山西坡土壤蚂蚁群落相似性系数

样地 Ca Ab Bc Bd Cd Dd Ae Be Ce De Af Bf Cf Df Ag Bg Cg Dg C h Dh

Aa 0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a 0.5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Ca - 0 0 0 0 0 0 0 0 0.13 0 0 0 0 0 0 0 0 0 0

Ab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b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Cb 0 0.2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c 0.50 0.20 0.33 0 0 0 0.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c - 0.25 0.5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Ad 0 0 0.40 0.17 0.25 0.08 0 0 0 0 0.10 0 0 0.07 0.14 0 0
Bd - 0.20 0 0 0 0 0.10 0.08 0 0.07 0 00.10 0.07 0 0.07 0

Cd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Dd - 0.18 0.29 0.09 0 0 0 0.08 0.11 0 0 0.08 0.40 0 0
Ae - 0.23 0.06 0 0.25 0.11 0.05 0.06 0.24 0.13 0.11 0.08 0.05 0

Be - 0.07 0 0.07 0.07 0.08 0.05 0 0.06 0.11 0 0
Ce - 0.07 0 0.06 0.11 0.07 0 0.07 0.05 0.08 0.05 0
De - 0.06 0 0 0 0 0.08 0.29 0.10 0.06 0.22
Af - 0.11 0.05 0 0.30 0.21 0 0 0.05 0

Bf - 0 0 0.13 0.06 0.05 0 0.10 0
C f - 0.06 0.08 0.08 0 0.07 0.10 0
Df - 0.05 0.08 0.13 0.10 0.06 0

Ag - 0.05 0.08 0.05 0.04 0
Bg - 0.13 0 0.19 0
Cg - 0.25 0.21 0.25
Dg - 0 0.14
Ch - 0

　注:样地代码:由 2个英文字母组成 ,前面的大写字母表示样地所在地段 , A.北段 , B.中北段 ,C.中南段, D.南段;后面的小写字母表示样地
　海拔高度 , a.2750m , b.2500m , c.2250m , d.2000m , e.1750m , f.1500m , g.1250m , h.1000m , i.750m 。限于篇幅 ,表中省去了未发现
　蚂蚁的样地 Cc和 Di ,横向样地省略没有相似性的样地 Ba 、Bb 、C b 、Ac和 Ad

人类干扰导致的 。人类活动导致植被被普遍次生

化 、次生林片段化或进一步演替为次生纯林 ,这些变

化改变了土壤蚂蚁的栖息地 ,促使蚂蚁群落结构发

生重要变化 ,从而出现了非规律性的例外。

2)土壤蚂蚁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土壤里 ,土壤的

理化性质对土壤蚂蚁群落指标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

就哀牢山西坡的土壤蚂蚁而言 ,蚂蚁的个体密度 、优

势种数量 、物种数目 、物种多样性指数在红壤或黄壤

中较高 ,而在黑色土 、黑褐土 、棕色土 、紫色土 、黄棕

壤 、砖红壤和紫色土等土类中相对较低;在干燥或潮

湿的土壤中个体密度 、优势种数量 、物种数目 、物种多

样性指数表现较高 ,而在湿润或干旱的土壤中较低 。

3)在哀牢山西坡的 8种植被类型中 ,蚂蚁的个

体密度 、优势种数量 、物种数目 、物种多样性指数 、均

匀度指数在思茅松林 、针阔叶混交林和季风常绿阔

叶林 3种植被类型中表现为较高 ,而在常绿阔叶苔

藓矮林 、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

干性常绿阔叶林和河谷稀树灌木草丛 5种植被类型

中表现为较低。这与针阔叶混交林和季风常绿阔叶

林丰富的物种和思茅松林的边缘效应有关。

4)通过对哀牢山西坡垂直带土壤蚂蚁群落的

研究表明 ,该地区的土壤蚂蚁群落与其他动植物群

落一样 ,具有显著的垂直地带性特点 ,而且垂直带上

不同海拔地段的物种之间差异显著 ,因而对该地区

垂直带上的生物群落实施全面保护显得十分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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