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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种栽培对当地土壤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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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竹类慈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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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耕地为对照! 采用手捡法和干湿漏斗法对土壤动物群落进行调查% 结果显

示$ 实验共收集到土壤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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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群数为慈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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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其中! 各样

地间土壤动物平均密度和类群数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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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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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群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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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雷竹和慈竹样地显著高于农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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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样地土壤动物丰富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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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样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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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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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余各指数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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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样地土壤动物垂直分布均呈现表聚性分布特性& 雷竹与慈竹样地土壤动物的群落相似性较高! 各样地土

壤动物的相似性指数均表现为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降低% 雷竹的引种栽培对当地土壤动物群落分布与多样性特征

产生了一定影响%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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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动物是生态系统中分解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土壤的形成' 物质循环及能量流动具有重要意

义& 是土壤肥力的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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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植被类型造成土壤理化性质的异质性$

!

%

& 会导致生态系统内土壤动

物多样性特征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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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禾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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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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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竹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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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种& 原产浙西北丘陵平原地带$

$

%

& 由于雷竹具出笋早' 产量高' 经济效益显著等特点&

被各地广泛引种$

D

%

) 四川都江堰在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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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后重建过程中& 为实现农业转型升级& 当地政府引进并大

力发展雷竹产业& 实现了生态保护, 农民增收和农村产业转型的目的& 并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相关

学者对雷竹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壤碳库$

I

%

' 土壤微生物$

E$#%

%

' 土壤养分$

##$#!

%等& 这些

研究丰富了雷竹研究成果& 对雷竹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有关雷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原产地

江浙一带& 而有关雷竹异地引种后& 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却鲜有报道& 因此& 本研究选取农耕地和慈

竹
.,'*&-'+)()23* )//&-&*

林分别作为引种雷竹前的土地利用方式及乡土竹类进行研究& 希望通过对比分

析不同生境下的土壤动物群落特征& 了解引种雷竹对当地土壤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旨在为雷竹产业的

可持续健康发展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成都平原与四川盆周西缘山地接合部的丘陵地区---四川省都江堰市蒲阳镇向峨乡雷竹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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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亚热带气候类型& 海拔为
DHE 8

) 据都江堰市气象局统计&

区域内年平均气温为
#HG# *

& 年平均降水量为
# !!HGC 88

& 具有明显的春雨期' 梅雨期和秋雨期& 年

平均相对湿度为
I#T

& 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 %!C@! =

& 无霜期为
!$E .

) 样地土壤为砂岩上发育的黄壤&

质地为重壤质&

7U $@HV$@I

& 土壤肥力中等& 保肥保水性好)

都江堰向峨乡在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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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 针对灾后重建和农业转型的需要& 从浙江省临安市引种目前市场需

求较大的雷竹& 以期实现农民增收和生态环境建设的目的) 该区域雷竹栽植地前期土地利用类型为农耕

地& 出笋期受人为采伐干扰& 其他季节干扰小. 慈竹为当地乡土竹类& 呈散生丛状分布& 轻度人为干

扰& 林分郁闭度高. 农耕地前期农作物为玉米
4,) 2)0*

& 地表无凋落物) 本次调查研究样地雷竹林下主

要植被为喜旱莲子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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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荩草
561#6)8'- #&*7&93*

& 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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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

春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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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艾蒿
561,2&*&) ()%)-93(),/'(&)

& 爵床草
=3*1&+&) 76'+32>,-*

. 慈竹林下基本无

植被覆盖& 主要凋落物为慈竹叶. 农耕地的植被以喜旱莲子草为主) 各样地详细信息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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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与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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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与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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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动物的调查与分离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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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分别在雷竹, 慈竹和农耕地采样& 各样地面积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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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8

) 在各样地中心分别按 *品+ 字型布点& 设置
B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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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样方& 对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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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类型 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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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位 坡向 样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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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竹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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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植密度
4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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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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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强度 平均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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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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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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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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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强

物层$

<=9 +5

层$

9='< +5

层$

'<='9 +5

层的土壤动物进行手捡% 并将收集到的土壤动物放入盛有体

积分数为
897

的乙醇容器中杀死% 对其编号分类并计数% 带回实验室在解剖镜下鉴定& 在各样点挖土壤

剖面%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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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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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用环刀!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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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往上顺次取土样% 取土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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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

% 用尼龙网包好贴上标签装入黑布袋% 带回实验室分别用
"B%%C2&-

干漏斗和
(#&25#--

湿漏

斗分离土样中的土壤动物' 同时% 在雷竹$ 慈竹林各样点收集
'< +5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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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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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凋落物带

回实验室进行分离% 由于农耕地无地表凋落物% 则只分离土壤层的土壤动物( 土壤动物的分离均在烘虫

箱中进行% 控制烘虫箱温度在
!9=;< $

( 凋落物$ 干生和湿生的烘虫时间均为
;@ 1

( 分离出的土壤动物

除湿生外% 均用盛有体积分数为
897

的乙醇培养皿中收集% 在解剖镜下观察计数& 湿生土壤动物的收集

则用清水( 凋落物与干生土壤动物隔
'6 1

观察
'

次% 湿生土壤动物隔
; 1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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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观察间隔时间逐

步增长( 对观察到的所有土壤动物进行分类并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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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动物的鉴定 土壤动物的分类鉴定% 土壤动物的分离参照肖玖金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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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玉梅等 )

';

*的方法%

将手捡和分离所得的土壤动物置于双目解剖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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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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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类鉴定% 鉴定至纲- 目等较高的分

类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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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理化性质的测定 测定方法按照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编写的+土壤理化分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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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与处理

类群数量等级. 个体数量大于捕获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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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者为优势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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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稀有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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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多样性分析. 土壤动物多样性特征主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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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N

来计算)

6<

*

(

J1#--,-&K*&-&2

多样性指数!

#(

#.

#("!!(

)

%-(

)

( 其中.

(

)

"*

)

4+

%

*

)

为第
)

个类群的个体数&

+

为所

有类群的个体数(

L#2C#%&0

丰富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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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群落中第
)

类群的最大个体数&

-

为

群落中的类群数&

.

为各群落所包含的总类群数&

&

)

即在
&

个群落中第
)

个类群出现的比率(

群落相似性分析. 采用
J,2&-)&-

相似性指数!

/

#% 即
/P6&4

!

0I1

#( 其中.

&

为
6

个群落或样地生

境共有类群数%

0

和
2

分别为生境
3

和生境
4

的类群数(

数据的处理和分析采用
EO+&% 6<'<

和
JMJJ 66A<

完成% 采用
Q2*C*- @A'

绘制图形( 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

,-&&R#S TUQVT

#对不同样地间土壤动物群落组成进行检验( 如果差异显著则用最小显著差!

DJH

#法

!方差齐性#或
HB--&//)

0

W

法!方差不齐#进行多重比较( 利用双因素方差分析!

/R,&R#S TUQVT

#检验土层

分布以及样地类型对土壤动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总体影响% 显著性水平设定为
!"<A<9

( 方差分析时%

对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 利用
%,C

!

5I'

#转换% 如果仍不服从正态分布% 则进行
X2B)Y#% K#%%*) "&)/

!

#

#

非参数检验(

!

结果与分析

$#!

土壤动物的组成

本次研究调查共捕获土壤动物
! ;88

只% 隶属于
!

门
:

纲
6;

目!表
6

#( 优势类群为线虫纲和线蚓

科% 分别占总体个数的
>6A6>Z

和
6;A<87

& 常见类群为前气门亚目
M2,)/*C5#/#

% 中气门亚目
L&),)/*C5#&

赵 波等. 引种栽培雷竹对秋季土壤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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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翅目
()*+&,-'

和膜翅目
./0,1*+&,-'

! 占总个数的
#%2345

" 剩余甲螨亚目
6-78'&79'

! 鞘翅目

:*;,*+&,-'

等构成稀有类群! 其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
!2<35

# 在雷竹样地中共捕获
3

纲
!=

目
> 3#$

只土

壤动物! 平均密度
=2?<!#%

@只$
0

"!

" 慈竹样地中捕获
4

纲
!?

目
# !$=

只土壤动物! 平均密度
42$@!#%

?

只$
0

"!

" 农耕地中捕获
$

纲
#!

目
=43

只土壤动物! 平均密度
?2@3!#%

?只$
0

"!

%

表
!

土壤动物群落组成统计

A'8;, ! :*0+*)7&7*1) *B )*7; B'C1' D*00C17&/ 71 &E, &E-,, +;*&)

类群

雷竹 慈竹 农耕地 合计

丰富度平均密度
F

&只$
0

"!

'

百分比
F

5

平均密度
F

&只$
0

"!

'

百分比
F

5

平均密度
F

&只$
0

"!

'

百分比
F

5

密度
F

&只$
0

"!

'

百分比
F

5

线虫纲
G,0'&*9' !=3 <3=2<3 $32<@ =< @#32#= =323< !3 @!%2@< $!2=! =%? 3!!2?< $!2!$ HII

线蚓科
J1DE/&',79', <> =">2?> !"2@= =" !@>2@@ =>2=? >$ !4<2?< =@2$> >>< 3@"2?= !?2"< III

前气门亚目
K-*)&7L0'&' >$ ?==2== ?2<= >= $""2"" >?2"4

( (

=" "==2== $2>= II

中气门亚目
M,)*)&7L0'&' @ <""2"" >2$? ? <""2"" ?23<

( (

>" ?""2"" !2>! II

等翅目
()*+&,-' = <"=2>" >2"< = =>=2== =2?=

( (

< ">$2?= >2?= II

膜翅目
./0,1*+&,-' = 33>24< >2>! > <<?2@4 >23? !!"2"" "2?3 @ 3<$2@$ >2!" II

甲螨亚目
6-78'&79' > @!<234 "2?? $==2== "2$$

( (

! >$>2!! "2?? I

鞘翅目
:*;,*+&,-' <=>24$ "2!> 4!@2== "24$

( (

> $@<2=" "2=? I

蜘蛛目
N-'1,', > %<!23= %2=> >3%2?= %2>4 =$2%% %2%3 > !342!$ %2!$ I

缨翅目
AE/)'1*+&,-' > >==2== %2== $$2$< %2%<

( (

> !%%2%% %2!@ I

双翅目&幼'

O7+&,-' !$$2$< %2%3 !@!2%% %2!$ ==42@= %2<? 3@32!% %2>3 I

鞘翅目&幼'

:*;,*+&,-' @%%2%% %2>? =%42== %2=! ?2%% %2%> 3>=2== %2>< I

双尾目
O7+;C-' ==2== %2%> @$$2$< %2@4

( (

$%%2%% %2>! I

综合纲
P/0E+/;' >$42<< %2%@ ?>>2@= %2?=

( (

@3>2=% %2>! I

弹尾目
:*;;,08*;' ===2== %2>% !==2== %2!?

( (

@$$2$< %2>! I

啮目
K)*D*+&,-' =<$23$ %2>> ><?2$< %2>3

( (

@@>2@= %2>> I

鳞翅目&幼'

Q,+79*+&,-' ==2== %2%> @%32?= %2@= >2== %2%% @?=2>% %2>> I

革翅目
O,-'0+&,-'

( (

=$!2!% %2=3 ><$2?= %2=4 @=32$= %2>> I

盲蜘目
6+7;7*1,) =$$2$< %2>> >%%2%% %2>%

( (

?$$2$< %2>% I

蜚蠊目
R;'&&*+&,-' ?%>2== %2>! ?>2== %2%? !2$< %2%> ??@2== %2%4 I

等足目
()*+*9' !<<2== %2%3 <<2== %2%3 @$2%% %2>! ?>%2$< %2%3 I

寡毛纲
6;7L*DE',&' <32$< %2%! @!2%% %2%@ 3@2== %2>4 !>$2%% %2%? I

唇足纲
:E7;*+*9' >$42<< %2%@

( ( ( (

>$42<< %2%= I

双翅目
O7+&,-'

( (

>$42<< %2>3

( (

>$42<< %2%= I

啮虫目
:*--*9,1&7'

( (

>==2== %2>?

( (

>==2== %2%= I

鳞翅目
Q,+79*+&,-'

( (

$$2$< %2%<

( (

$$2$< %2%> I

蜈蚣目
PD*;*+,19-*0*-+E' !>2== %2%> !%2%% %2%! >!2%% %2%= @=2== %2%> I

直翅目
6-&E*+&,-' ?2%% %2%% ==2== %2%= ?2%% %2%> ?>2== %2%> I

倍足目
O7+;*+*9'

( (

?%2%% %2%?

( (

?%2%% %2%> I

裂盾目
PDE7S*079' ==2== %2%>

( ( ( (

==2== %2%> I

地蜈蚣目
T,*+E7;*0*-+E' ?2%% %2%% ?2%% %2%% ?2%% %2%> >!2%% %2%% I

石蜈蚣目
Q7&E*87*0*-+E' >2== %2%% !2$< %2%% $2$< %2%> >%2$< %2%% I

半翅目
.,07+&,-' !2$< %2%%

( ( ( (

!2$< %2%% I

平均密度
F

&只$
0

"!

'

=?< =?=2== 4$ @!>24$ ?@ <$@244 ?34 $=>2!4

总类群数
F

个
!3 =% >@ ==

说明) *(+ 表示无或未采集到!

III

为优势类群!

II

为常见类群!

I

为稀有类群#

"#!

土壤动物群落的水平分布特征

=

种类型样地的土壤动物水平分布特征显示) 雷竹样地土壤动物平均密度显著高于慈竹和农耕地

&

!＜%2%@

'! 类群数高于农耕地! 低于慈竹样地&

!＜%2%@

'&表
!

'#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各样地间土壤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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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平均密度与类群数均存在显著差异!

!＜"#"$

"#

参照尹文英$

%$

%对土壤动物体型的划分& 将本次研究调查到的土壤动物分为大型和中小型两大类# 从

图
%

可以看出' 雷竹样地大型和中小型土壤动物平均密度均显著高于慈竹和农耕地!

!＜"#"$

"& 而类群

数高于农耕地& 显著低于慈竹!

!＜"#"$

"# 对大型和中小型土壤动物群落特征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各样地大型土壤动物的平均密度和类群数均无显著性差异!

!＞"#"$

"& 中小型土壤动物的平均密度和类

群数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

"#

图
%

各生境不同体型土壤动物水平分布变化

&'()*+ % ,-*'.-/012 3'40*'5)0'-/ -6 4-'2 61)/1 '/ 07+ 07*++ 715'0104

!"!

土壤动物群落的垂直分布特征

不同的土壤深度& 由于含水量( 有机质等不同& 其土壤动物群落的垂直分布也不同$

8"!88

%

# 从图
8

可

以看出' 雷竹样地中各层土壤动物的平均密度均高于慈竹和农耕地& 其中& 雷竹和慈竹凋落物层的平均

密度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

") 雷竹样地中凋落物层和
"9$ :;

层土壤动物的类群数低于慈竹&

$ :;

以下土层雷竹样地高于慈竹与农耕地& 其中各样地凋落物层的类群数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

"#

图
8

各生境土壤动物垂直分布变化

&'()*+ 8 <+*0':12 3'40*'5)0'-/ -6 4-'2 61)/1 '/ +1:7 21=+* -6 07*++ 715'0104

1

5

5

5

5

5

5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生境间相同土壤层差异显著!

!＜"#"$

"#

!

种类型样地中土壤动物的类群数均表现为土壤表层具有较高的类群数& 在大于
$ :;

土壤深度&

类群数减少速度趋于平缓) 雷竹和慈竹样地中& 土壤动物均集中分布在凋落物层#

!

种类型样地的土壤

动物群落分布特征基本满足以下规律' 从地表向下& 随土层深度的增加& 土壤动物数量和类群多样性逐

渐减少& 并且减少的速度越来越快#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表
!

"' 土层分布对土壤动物的群落结构具有极显著影响!

!＜"#"%

"& 在土

赵 波等' 引种栽培雷竹对秋季土壤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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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生境土壤动物群落结构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

值"

&'()* + &,-!,'. /012/ -3 4-5) 3'67' 859*:45;.

!

!

"

项目 个体数 类群数
"" # $ %

<=

&

样地类型
>?+$$ "?@+$ "?A!! "?@A+ "?BBA "?AB! >?!BC

土层
!!?B>@DD +A?EB@DD A?A!CD #?#!A %?@#@ AE?E+#DD #%?$B+DD

样地类型
#

土层
%?#A! #?EAA %?BBB %?+C# %?+B# !?$@AD #?#@@

说明#

""

为
FG'77-7!H5*7*:

多样性指数$

#

为
I5*)-6

均匀度指数$

$

为
F5JK4-7

优势度指数$

%

<=

为密度
!

类群指数$

&

为

L':M')*3

丰富度指数%

D

表示存在显著相关性!

'＜"?"B

"&

DD

表示存在极显著相关性!

'＜"?">

"%

壤动物多样性方面$ 土层分布对密度
!

类群指数和
L':M')*3

丰富度指数具有极显著影响!

'＜"?">

"$

FG'7!

7-7!H5*7*:

多样性指数具有显著影响!

'＜"?"B

"& 样地类型对土壤动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特征影响水平

低于土层分布& 样地类型和土层分布的交互作用仅对密度
!

类群指数有显著影响!

'＜"?"B

"%

!"#

土壤动物的多样性特征

在
+

种类型的样地中$ 土壤动物
FG'77-7!H5*7*:

多样性指数表现为雷竹与慈竹' 农耕地间均无显著

差异!

'＞"?"B

"$ 但慈竹与农耕地间存在显著差异!

'＜"?"B

"&

I5*)-6

均匀度指数与
F5JK4-7

优势度指数

表现为各样地间均无显著差异!

'＞"?"B

"& 雷竹与慈竹样地土壤动物的密度
!

类群指数无显著差异!

'＞

"?"B

"$ 但雷竹' 慈竹与农耕地间存在显著差异!

'＜"?"B

"&

+

种类型样地土壤动物
L':M')*3

丰富度指数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B

$ 表
A

"%

表
#

各生境土壤动物群落的多样性# 均匀度# 优势度和丰富度

&'()* A N5OG7*44P 859*:45;.P *9*77*44 '78 8-J57'7O* -3 4-5) 3'67' 57 ;G* ;G:** G'(5;';4

样地类型
"! # $ %

<=

&

雷竹
>?CC $ "?>C '( "?$@ $ "?"$ ' "?!! $ "?"$ ' A?+E $ "?@> ' !?@! $ "?"B (

慈竹
!?!! $ "?!! ' "?E> $ "?"@ ' "?>C $ "?"E ' A?E" $ "?$" ' +?$A $ "?B" '

农耕地
>?EB $ "?"B ( "?EE $ "?"@ ' "?!B $ "?"B ' "?CE $ "?!C ( >?@A $ "?+E O

说明#

""

为
FG'77-7!H5*7*:

多样性指数$

#

为
I5*)-6

均匀度指数$

$

为
F5JK4-7

优势度指数$

%

<=

为密度
!

类群指数$

&

为
L':!

M')*3

丰富度指数% 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生境间差异显著!

'＜"?"B

"%

!"$

土壤动物类群的相似性分析

不同的立地类型其生境条件不同$ 必然导致土壤动物的类群分布以及多样性不同$ 但各生境往往又

表现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

)

% 本研究中$ 采用
F-:*74*7

相似性指数$ 对
+

种生境土壤动物类群的相似性

指数进行了对比% 从表
B

可以看出# 作为竹类$ 雷竹与慈竹样地的土壤动物类群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且

两者间土壤动物相似性指数达到了
"?@

$ 而雷竹与农耕地' 慈竹与农耕地的相似性则较低%

表
$

各生境土壤动物类群相似性指数

&'()* B Q-JK-45;5-7 578*R -3 4-5) 3'67' M:-6K 57 ;G* ;G:** G'(5;';4

样地类型 雷竹 慈竹 农耕地

雷竹
>

慈竹
"?@>A >

农耕地
"?$B> "?$B! >

A

讨论

本次研究调查中$ 雷竹林和慈竹林土壤动物优势类群数量分别占总捕获量的
@C?!ES

和
@A?+%S

$ 而

农耕地中优势类群占总捕获量的
CE?C+S

$ 表明与雷竹和慈竹林相比$ 农耕地土壤动物数量集中在少数

类群上$ 而雷竹和慈竹林受到的人为干扰小$ 土壤动物各类群数量较为均匀& 研究发现$ 农耕地中未捕

获到蜱螨目
/:'OG7-58*'

$ 这除了与农耕地周期性的扰动影响有关外$ 地表凋落物的缺失也是其主要原

因(

!A

)

%

雷竹林土壤动物平均密度均显著高于慈竹林和农耕地!

'＜%?%B

"$ 这可能与雷竹的引种改变了耕地

植物多样性低及凋落物缺乏的状态有关% 同时$ 雷竹栽植后$ 土壤的扰动减少$ 土壤的含水量和有机质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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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使得以线虫为主的湿生土壤动物数量大幅度上升"

"#

#

! 其中雷竹林土壤线虫数量分别是慈竹林和农

耕地的
$%&

倍和
'%&

倍! 线蚓数量分别是慈竹林和农耕地的
"%&

倍和
&%&

倍$

各样地土壤动物密度剖面及类群分布具有明显的表聚性特征! 这与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

"$!"(

#

! 同

时!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土壤动物偶尔呈逆层分布的现象$ 本研究中! 形成这种逆分布现象的原因可能

与农耕地的耕作活动有关! 导致农耕地
)*+,# -.

土层中土壤动物类群数较
#+,* -.

高! 另外! 雷竹地

下茎属单轴散生型"

"'

#

! 其散生根系主要分布在
*+,* -.

层中! 从而导致雷竹林土壤动物平均密度在
*+#

-.

和
#+,* -.

层较高$

土壤动物的多样性! 不仅是生态环境评价的重要指标! 还能反映群落的稳定性! 因此! 研究土壤动

物的多样性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

#

$ 多样性指数反映群落组成的复杂程度! 均匀

度指数则能反映各物种个体数目分配的均匀程度! 较高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表明该生态系统更长

的食物链以及更为复杂的种间关系"

"*0 !,!!"

#

$ 对各样地土壤动物多样性指数结果分析显示! 雷竹和慈竹样

地的
1234454"678489

多样性指数%

:39;3<8=

丰富度指数均较农耕地高! 表明退耕还竹后! 竹林生态系统

较农耕地能为土壤动物提供了更长的食物链! 出现了更多的共生现象!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壤动物的多

样性和丰富度$ 雷竹样地的密度
"

类群指数&

!

>?

'高于农耕地! 说明雷竹林生境内土壤动物多度增长的潜

力大! 雷竹的引种栽培对于提高该地区土壤动物群落多度具有重要作用$

!

种生境中! 雷竹林土壤动物

的
17.@A54

优势度指数介于慈竹林和农耕地间! 表明雷竹引种后相对于原始迹地农耕地来说! 有利于土

壤动物群落各类群的生存! 群落的优势度越小! 生态系统中群落越复杂! 且种群越多! 群落的优势度也

越小"

!*

#

$

土壤动物类群的相似性分析表明! 雷竹和慈竹样地的相似性最高&为
*B',&

'! 高于雷竹和慈竹样地

与农耕地的相似性&分别为
*%$#,

和
*%$#"

'! 这主要是由于雷竹和慈竹具有相似的经营方式和植被生态

系统! 而农耕地受到人为干扰的强度和频度均较高! 导致雷竹和慈竹间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综上所述! 就目前而言! 引种雷竹进行退耕还竹极大地增加了土壤动物类群数和个体数! 雷竹的引

种对该地区土壤动物群落特征产生了一定影响$ 本研究通过与慈竹和农耕地的对照! 初步讨论了雷竹的

引种对土壤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为了更加准确地掌握雷竹的引种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 还应该加强

对雷竹栽植密度% 不同经营强度及栽植年限等因素对土壤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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