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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动物学研究 10 年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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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 一种特殊的生物生境
,

是固体
、

液体和气体 汽相镶嵌的环境
,

又是 一切陆生生物

的载体
,

人类生存与生活的物质源泉
。

在土壤 中生活着的多种生物
,

对土壤的形成
、

发育
、

物

理结构
、

化学性质和有机物的分解等起着重要作用
,

使 上壤成为具有生物活性的活体
,

无偿

地
、

持续地为人类提供肥源
,

因而被看成是 一类特殊的生态系统
。

现在
, _

L壤生态系统不仅已成为研究全球变化的重要课题
,

而且国际上也用其作为净化

污水的处理系统
。 _

七壤作为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主要中间体的作用
,

在国际地圈和生物圈规

划中 日益受到重视
。

上壤动物学研究始 自达尔文 ( 1 84 ()) 《壤土的形成 》 一文的发表
。

二几次世界大战期间
,

交

战双方急需增产大量食品
,

都把 目光集 中到土壤及生活在其中的无脊椎动物的重要作用上
, _

上

壤动物学从而得到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

致使战后土壤动物的研究发展成为独立的分支学科
。

直到本世纪 80 年代
,

我国尚未开展有关 l 壤动物学的系统性研究
。

1 9 8 7 年以后 的 l() 年

间
,

有两项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支持
,

启动 了我国上壤动物学的研究和发展
,

并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为我国今后农业可持续发展
,

缓解生态环境恶化
,

监测地球变化的影响
,

以及对土壤优化发展策略和农业耕作制度改 良等提供科学依据和应用 目标
。

1 9 8 7 19 9 1 年
,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所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所
,

复旦大学
、

湖南师

大
、

杭州师范学院和天目山 自然裸护区管理局等 单位
.

在亚热带地区进行了土壤动物分类区

系
、

生态和生物地理等方面的研究
,

获得了大量数据和结果
。

该研究成果获 1 9 94 年中国科学

院自然科学奖
一

二等奖
。

1 9 9 3 年开始进行的
“

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
” ,

由中国科学院的

上海昆虫所
、

动物所
、

地理所
、

水生生物所和昆明动物所
,

复旦大学
,

山东大学
,

湖南师火
,

杭州师院和广
`

东昆虫所等 10 个单位的 6 0 多位学者参加
,

还聘请了 十几位中
、

外专家鉴定部

分标本
,

本项目将 于 1 9 9 6 年底结束
。

以上两个课题主要完成 了以下儿项工作
。

完成三大气候带土壤动物区系的本底调查

首先在亚热带地区的天 目山
、

衡山和岳麓山进布
-

2 周年的定量调查 (每月 1 次 )
,

从

40 4 个定量土壤样品中
,

用 4 种方法收集到中
、

小型 七壤动物标本 2 3 万号和原生动物 n 6

中国科学院院
一

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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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同时

,

在江苏
、

浙江
、

安徽
、

湖南
、

湖北
、

四川
、

贵州和江西等省进行了面上的补充调

查
,

采集了千余个土壤样品
,

共计获得各类标本约 30 万号
。

通过分类鉴定
,

除昆虫幼虫未能

鉴定外
,

共计鉴定出 6 06 种
,

涉及 8 个动物门
、

20 个纲和 71 个 目
,

对我国亚热带地区土壤动

物区系的组成和动态变化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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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上壤动物采集调查地 区分布

1 9 9 3 年
,

对我国温带 的湿润林区吉林长白山
,

暖温带林区北京小龙门和高寒草甸草原的

青海海北
; 以及中热带雨林区的海南尖峰岭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的西双版纳植物园等处进行

同步
、

逐月定量调查一周年
,

采集到各类土壤动物 20 多万号
。

经专家进行分类鉴定和分析比

较
,

现已鉴定各类动物 8 85 种
,

其中包括新种和新记录种 1 52 种
。

除定点采集调查外
,

还在

华北
、

内蒙古
、

东北
、

广东
、

广西和云南等多处进行了面上补充调查 (见图 1 )
。

通过这几年

的调查研究
,

对我国土壤动物的种类
、

组成
、

分布和消长趋势等有了基本的概貌
,

为下一步

深人开展试验研究打好了坚实基础
。

2 土壤动物的生态学试验研究

该项工作分别在长白山
、

杭州北高峰
、

武昌洛咖山
,

以及广东
、

海南等地进行
,

试验研

究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

( 1) 凋落物分解和有机质下渗以及生物量与土壤形成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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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土壤蟠类和弹尾类的消长
、

演替与凋落物的分解关系
。

( 3) 原生动物
、

小绷类的季 节动态与上壤环境因于 (温度
、

含水量
、

pH 值 ) 间的关系
。

( 4) 热带常绿季雨林择伐后和不同令期人 卜林中 七壤动物演替规律的研究
。

3 人类活动对土壤动物群落结构影响的研究

( )l 重金属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
。

湖南株洲有色金属冶炼 J
一

`

每年排放的含 P b
,

C d
,

A S ,

c u ,

nZ
,

c : 的
_

〔业粉尘
,

有 1 1 0 5 5 吨进人土壤
,

造成严重污染
。

我们从其附近选择 5 个试验

点进行调查研究
,

所得结果列十表 1o 此外
,

我们还做了重金属对蛆蝴毒理的研究
,

以赤子爱

胜绷和白颈环毛蝴为材料
,

分析其同功酶和观察其表皮
、

消化道等亚显微结构的变化等
。

表 1

试验点
污 染源距离

( k m )
污染程度

重金属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

_

L壤动物总数 听叫种群
’

( 万个 二户 ) 分布 (种数 )

3污
.

汤 1 ;、

4 2
.

日石
、

端卜 2臼 几

丰6
`

少、
、 “

味 1
.

q 洲
受J

垂金属在蛆蝴体内富集

〔
一

d (
丫n g / kg ) A s (介 19 / k g )

严重污染区

贡污染 !义

贡污染眯
_

中污染区

少污染区

1 G
.

3 2

) 3 次调 查
,

共得化 5 头
、

9 种蛆躬{
,

优势种 为自颈环 仁蚁 山

( 2) 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影响的研究
。

在湖南湘潭易家湾农药厂附近进行 田间试验
,

观察

农药对贩蝴的同功酶和过氧化物酶等的抑制作用
,

和农药对虹躬}
、

蜘蛛等组织学和超微结构

的影响
。

4 本课题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专著
、

图鉴和手册

( 1 ) 《 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 》
,

1 9 9 2 年出版
,

是我国第
一

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

该书第

1 篇主要介绍土壤动物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

国内外研究动态
,

我国亚热带林区的土壤动物区

系组成及其特点
,

不同类群动物的季节消长
、

食性类型
、

群落结构和动态规律
,

以及生物地

理学和生态地理群等
。

第 2 篇共记述各类上壤动物 4 3 1种
,

插图 1 6 0 0 幅
。

本书的出版对推动

我国土壤动物学的研究起到一定作用
,

并对日本
、

韩国
、

马来西亚和东欧等都有 良好的影响
。

( 2 ) 《
_

L壤动物调查研究手册 》
。

这是一本实用型
_

L 具书
,

共分 8 章
,

最后附有整理数据的

统计学方法和土壤动物大类检索表
,

即将由林业出版社出版
。

( 3 ) 《 中国 上壤动物检索图鉴 》 是一 部图解和检索结合的新型图书
。

书的内容是对调查所

得的各类土壤动物
,

由国内外 3 0 多位分类学家鉴定标本并按各 自的专业编写
,

用特征图解方

式系统地分类表达
,

既便 于快速检索
,

又能 「l 了然地查证它们之间的系统关系
。

同时
,

对

各类群的特点和在我国分布的范围也作 了简要的文字说明
。

本书色获中国科学院出版基 金…和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成果专著出版基金联合资助
,

即将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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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中国土壤动物 》 是我国土壤动物研究 10 年来的总结
。

书的第一部分汇集了温带
、

亚

热带和热带的森林
、

草原
、

河谷
、

山区等不 同地貌
、

不 同植被的土壤动物调查数据
,

同时分

析比较我国不同地带土壤动物基本组成的异 同和区系特点
,

以及土壤动物群落的季节变化和

演替规律等的比较研究
;
第二部分内容主要是我国不同地带土壤动物生态试验研究的结果

,

如

不同类群的分解功能和在能量循环中的作用
,

土壤动物与微生物分解能力的比较等
;
第三部

分总结人类活动对土壤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

除重金属的污染
、

农药污染等有专 门章节论述

外
,

还涉及 由于旅游
、

XlJ 草
、

择伐以及山火等的影响
;
第四部分是土壤动物各主要类群

,

如

原生动物
、

线虫
、

环节动物
、

蜗类
、

弹尾 目等的种类
、

地理分布
、

动态变化的特点
,

以及与

环境因子的相关性等的比较研究
。

本书将于 1 9 9 6 年底定稿付印
。

除以上专著外
,

本课题还发表论文约 40 篇
。

虽然西方国家开展土壤动物的研究已有 1 00 多年
,

但时至今 日仍感对土壤动物的分类工

作没有打好基础
,

给现今深人分析各类动物在土壤中的功能造成了困难
。

我国在短短十年间
,

由于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

通过数十位有关专家的通力合作
,

完成了 50 多万号 ( 尚不

包括原生动物数字 ) 标本的分类鉴定
,

对近千种土壤动物的种类
、

形态
、

分布
、

生活习性等

进行 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和记述
,

使我们对全 国土壤动物的基本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
,

为今后

土壤动物学研究的深人发展
,

铺平了通道
。

5 建议

鉴于 目前全球的生态平衡正在迅速发生变化
,

严重的大气污染和土壤侵蚀已开始引起土

壤肥力下降
,

加剧了动物多样性的丧失和粮食生产潜力的降低
。

因此可以说
,

土壤动物的研

究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
。

为了今后有效地持续利用 自然资源
,

维护农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

和

监测全球变化的长期 目标
,

对于土壤动物下一阶段的工作
,

应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

( l) 土

壤动物几个主要类群在土壤物质循环中的作用及其变动规律的研究
。

( 2) 土壤动物在改良农

业耕作系统和推动生物动力学的实践中
,

其功能和作用的研究
。

( 3) 地球变化或人为干扰对土

壤动物群落组成和演替等影响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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