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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东潮州市凤凰单丛茶区的高山#中山和低山茶园为研究对象!对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及其环境因子

和管理状况进行调查!采用多样性指标#

WR+G

排序#

L

AMRIW]SI

检验#

GVRC.E

分析和
E+I

排序等方法!研究

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特征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山茶园的物种数和个体数量高!中山茶园次

之!低山茶园最低!且差异显著$高山茶园的物种丰富度显著高于其他两个茶园!高山茶园和中山茶园的物种多

样性指数显著高于低山茶园!但低山茶园的物种优势性高于其他两个茶园"

WR+G

排序表明三种茶园游猎型蜘蛛

亚群落组成差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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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显示!高山茶园与中山茶园的平均相异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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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茶园与低山茶

园的平均相异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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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三种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在整体上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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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明!海拔高度是影响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组成与分布的主要环境变量因子!

其独立贡献率为
'!;-!e

$茶树盖度和除草剂是次要环境变量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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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境变量的独立贡献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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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环境变量因子对茶园蜘蛛群落组成与结构的影响较小"研究表明!茶园开发过程中保留外围自然

生境有利于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的保护!更好地利用蜘蛛防控害虫!减少农药的使用!实现有机生产!提高茶

叶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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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蜘蛛每年捕杀猎物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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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重"%其中%昆虫和弹尾目在被捕杀猎物中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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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生态系统中%蜘蛛是茶园害虫的主

要天敌%尤其是游猎型蜘蛛亚群落%其活动范围大%

分布广%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占茶园蜘蛛群落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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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园生物防治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

!

'

(有研究表明%茶树上聚集较多的游猎型蜘蛛

主要是管巢蛛科蜘蛛类群和斜纹猫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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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茶园的优势种为斜纹猫蛛)

条纹蝇虎
!"(L*

,,

.33(%*

,

(%(1M:<>

%与低山茶园有

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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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农药对茶园蜘蛛群落的组成与

分布具有一定的影响%不施农药茶园的主要天敌由

斜纹猫蛛)蟹蛛科和盗蛛等游猎型蜘蛛类群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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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蛛科在棉田中是主要类群%其优势集中性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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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猎型蜘蛛在农田茶园中的分布因种而异%

地表游猎型蜘蛛主要包括狼蛛科)平腹蛛科)圆颚蛛

科等%茶树上游猎型蜘蛛包括猫蛛科)管巢蛛科和

跳蛛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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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猎型蜘蛛对维持茶园生态系统平衡

起着重要作用%是茶园生物防治中的重要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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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茶叶产区在扩大茶叶种植规模的过程中%因

茶场过度开发造成山体生态环境的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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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生

境结构与茶园小生境条件退化导致茶园害虫发生趋

势升高%茶园的人为干扰和管理措施加强%比如使

用除草剂)农药等%对地表和茶树上的游猎型蜘蛛

亚群落都有很大程度的影响%导致游猎型蜘蛛亚群

落退化%对害虫的捕食能力下降%降低了茶园天敌

对害虫的调控能力(而茶园中如假眼小绿叶蝉

N@

,

'#3)#/*%*3 F65>A

)咖啡小爪螨
J"*

-

'$

1

)0.3

)'

55

(#(W2A57AM

等主要害虫会大量发生%对茶叶造

成很大的危害%降低茶叶产量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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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

以广东省潮州市凤凰单丛茶园作为研究样区%研

究不同海拔与管理措施的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

组成与物种多样性和相似性%以茶园类型和生境

条件为变量%分析不同类型茶园游猎型蜘蛛物种

的分布特征%探讨不同海拔茶园环境因子及管理

措施与游猎型蜘蛛亚群落的相关性%以及影响游

猎型蜘蛛亚群落特征的主要环境与干扰因子%构建

景观生态茶园%科学管理%对于保护茶园蜘蛛物

种和利用天敌控制虫害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为科学合理管理茶园和构建景观生态高山茶

园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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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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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园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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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样地茶树树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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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茶园#位于凤凰镇上春村和中段村%茶园

周边主要分布以樟树为主的阔叶混交林%边缘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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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香蓟等植被(茶园坡度较舒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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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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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使用(

低山茶园!丘陵茶园"#位于凤凰镇桥头村茶

园%为丘陵地带%茶园因扩大茶场种植面积%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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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群落调查方法

!"#'

年
Hb##

月%在潮州市凤凰镇周边及凤凰

山茶业产区%选定三种不同生境条件与管理措施的

茶园!高山茶园)中山茶园和低山茶园"作为研究样

地进行调查%每月调查
!

次(每种茶园各设置同等

条件的
-

块茶园作为平行采样样地%各茶园样地位

于不同的丘陵山坡%样地之间相距不少于
%""0

(

在每个样地随机选取
-

个采样点%每个采样点的样

方平行调查
!

行茶树%每行
!"

株(茶行蜘蛛调查

时在茶行两侧以塑料布承接%用力振动和拍打茶

树%两个人在茶行两边同时用力振动和拍打%每棵

茶树树干
$

次%以确保采样的一致性(用扣管法收

集震落下来的蜘蛛(地表枯叶层蜘蛛的调查%在茶

行间收集浅土层!包括凋落物"%以过筛后手捡标本

的方法和扣管法获取蜘蛛标本(将收集的蜘蛛标本

置于
?-e

乙醇中%带回实验室进行分类鉴定%成体

蜘蛛标本鉴定到种%幼体蜘蛛鉴定到属&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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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记

录蜘蛛种类和个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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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群落结构分析方法

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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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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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物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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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群落总个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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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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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将其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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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等级#优势物

种!或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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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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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盛种!或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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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物种!或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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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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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物

种!或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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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采用实际采样获得的游猎型

蜘蛛亚群落物种数目与物种丰富度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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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值估算不

同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物种丰富度及抽样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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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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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AT

丰富度指数分

析物种多样性%以物种均匀性指数)物种优势度指数

分析三类茶园蜘蛛群落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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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群落数据统计方法

统计参数进行
+47<17

氏新复极差法多重比较

检验%取
"

d";"-

%比较三类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

参数差异的显著性%并按上述方法分别计算三种茶

园蜘蛛物种多样性各项生态学指标并进行
+47<17

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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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邢树文等#不同类型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特征的研究

蜘蛛群落相似度分析运用
CM20AM-;"

软件%采

用非线性多维标度法!

767/0A5M2<04352_20A7:26713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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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G

"对三类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进行

分类排序(在本文中%

WR+G

排序所使用的数据是

每个样方蜘蛛的活动密度%排序分析选用
G6MA7:A7

!

Q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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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M52:

"指数来比较蜘蛛群落结构的差异(

WR+G

分析结果的优劣用胁迫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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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衡量%通常认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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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排序结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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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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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排序结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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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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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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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排序结果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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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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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表示排序结

果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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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参数的多元方差分析也称为基于置

换的多元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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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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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利用置换方法来检验多元

方差分析的非参数程序%适用于节肢动物生态学群

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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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检验三种茶园游

猎型蜘蛛亚群落在整体上是否存在差异%以茶园类

型为分组变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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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距离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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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以传统方差分析表的形

式输出(非参数多元方差分析使用国际通用的
CD/

]E+-;"

排序软件包(采用相似百分率!

:20231M25

9

L

AM<A751

8

A:

%

GVRC.E

"方法分析各蜘蛛种类对样本

组间平均相异性贡献率%将贡献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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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蜘蛛定

为主要特征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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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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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和

偏
E+I

!

L

1M5213E+I

"分析三种茶园环境因子对游

猎型蜘蛛亚群落的影响及贡献率(

E+I

排序分析

三种类型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组成与环境因子)

管理措施的关系$以蒙特卡洛置换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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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M36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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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序轴和所有排序

轴的显著性%偏
E+I

分析!逐步筛选变量和变量分

组分析"确定三种类型茶园与环境因子的独立贡献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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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采用
CA1M:67

相关分析%检验环境因子

与排序轴!第
#

轴和第
!

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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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

相关性(上述分析均采用国际通用的排序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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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与分析

5%!

!

不同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组成及优势度

分析

!!

调查数据表明%三种茶园共捕获游猎型蜘蛛

#"?H%

头%分属
#-

科)

H#

属)

-!

种(由于三种茶园

自身及外周生态环境因子及管理方式不同%蜘蛛

科)属)种及个体数量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高山

茶园蜘蛛科)属)种数量!

#H

)

%$

)

H&

"和个体数量

!

-H?'

头"保持较高的水平$中山茶园蜘蛛科)属)

种数量!

#%

)

%'

)

H'

"和个体数量!

%H-'

头"低于高山

茶园$而低山茶园蜘蛛科)属)种数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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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数量!

#$##

头"显著低于其他两种茶园(从优

势度分析%高山茶园!

-";&?e

"显著高于中山茶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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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低山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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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科的组成#除高山茶园增加了
#

个蟹蛛科

N>602:2_1A

外%三种茶园优势科的组成相同%均由

跳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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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蛛科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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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巢蛛科
D34/

@2672_1A

和栅蛛科
O1>722_1A

组成(每个优势科在

不同茶园占总科数的比例虽有不同%但差异不大(

跳蛛科的比例为高山茶园!

#?;&!e

"高于中山茶园

!

#';"%e

"%低山茶园最低!

#!;!#e

"$狼蛛科)栅蛛

科!

!H;"%e

)

!";?'e

"低山茶园高于中山茶园!

!!;&&e

)

#%;&-e

"%高山茶园最低!

#$;HHe

)

#";!%e

"(管巢

蛛科的比例高山茶园与低山茶园差异不大%中山茶

园最低(

优势物种的组成#高山茶园优势种是波纹花蟹

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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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多色金蝉蛛
!0*$%(""#/(&3*)'2

"'&

)沟渠豹蛛
!#&7'3#"#.&#

)羽斑管巢蛛
+".M*'$#

P

.).$7#

和栓栅蛛
?#0$*#)'&%*)*)'"#

%个体数量为

!$!?

头%占该茶园的
-#;'%e

(中山茶园优势种是

沟渠豹蛛和栓栅蛛%个体数量
$$-

头%占该茶园的

!-;'#e

(低山茶园优势种是沟渠豹蛛)羽斑管巢蛛

和栓栅蛛%个体数量
?&#

头%占该茶园个体数量的

H%;'$e

(总体表现是高山茶园蜘蛛的优势物种较

多%相对丰度较高%低山茶园的优势种和相对丰度

高于中山茶园(

丰盛种)常见种和稀有种的组成#高山茶园和

低山茶园的丰盛种是谷川管巢蛛
+".M*'$#%#$*2

A#Q#*

%中山茶园是羽斑管巢蛛%其相对丰度在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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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差异不大(高山茶园常见种

的个体数量!

#??$

头"与中山茶园!

#?'"

头"接近%

但高山茶园相对丰度!

%!;H&e

"却远低于中山茶园

!

-";&!e

"%低山茶园的个体数量!

'?H

头"远低于其

他两个茶园%相对丰度!

%?;!%e

"却高于高山茶园(

高山茶园!

!?

种"的稀有种最多%中山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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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次

之%低山茶园!

#?

种"最少$而缺失物种的组成相

反%高山茶园缺失
%

种%中山茶园缺失
'

种%低山茶

园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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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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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茶园游猎型蜘蛛物种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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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蟹蛛属
6

1

3%*).3

千岛花蟹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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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垛兜跳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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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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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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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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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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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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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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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3 $$ #;'# '' #;&# #$ ";&&

管巢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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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巢蛛属
+".M*'$#

羽斑管巢蛛
+".M*'$#

P

.).$7# -'% #";!$ !?? $;"! !!' #!;H$

谷川管巢蛛
+".M*'$#%#$*A#Q#* H%- ?;&H !'! ?;-$ #'! $;&-

盔黄蛛
6#$%0#&*#

-

#"(# #!& !;%' -% #;-% #- ";$%

优列蛛科
.452<>4M2_1A

!

红螯蛛属
+0(*&#)#$%0*.@

短刺红螯蛛
+0(*&#)#$%0*.@M&(/*3

,

*$.@ %! ";-$ " ";"" " ";""

单独红螯蛛
+0(*&#)#$%0*.@.$*).@ !& ";-% " ";"" " ";""

平腹蛛科
F71

L

>6:2_1A

!

平腹蛛属
=$#

,

0'3#

佐贺平腹蛛
=$#

,

0'3#A'@

,

*&($3*3 #!- !;!$ #%! %;$! '" %;%#

!

狂蛛属
T("'%(3

通道狂蛛
T("'%(3%'$

-

7#' %" ";-- %' #;"H H ";!!

长纺蛛科
OAM:2322_1A

!

长纺蛛属
?(&3*"*#

波纹长纺蛛
?(&3*"*#7%&*#%# !- ";H' " ";"" " ";""

逍遥蛛科
C>236_M602_1A

!

逍遥蛛属
!0*"'7&'@.3

胡氏逍遥蛛
!0*"'7&'@.30.* &# #;'' '% #;$! #$ ";&&

栉足蛛科
D5A72_1A

!

阿纳蛛属
4$#0*%#

阿纳蛛属一种
4$#0*%#:

L

; -$ #;"' H& #;H! !- #;%$

类球蛛科
WA:52<2_1A

!

类球蛛属
E(3%*)(""#

类球蛛一种
E(3%*)(""#:

L

; ?? #;H# &H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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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

&'()*5

%

D@23-20*1

&

科和属

\1023

9

17_

8

A74:

种

G

L

A<2A:

ONC

多度

I@47_17<A

优势度

+602717<A

RNC

多度

I@47_17<A

优势度

+602717<A

ǸC

多度

I@47_17<A

优势度

+602717<A

圆颚蛛科
D6M2772_1A

!

奥塔蛛属
J%#)*"*#

尖峰岭奥塔蛛
J%#)*"*#

P

*#$

5

($

-

"*$

-

#$ ";%% " ";"" " ";""

!

盾球蛛属
J&%0'M."#

福建盾球蛛
J&%0'M."#

5

.

P

*#$ " ";"" " ";"" " ";""

!

刺蛛属
N)0*$#L

类猫刺蛛
N)0*$#L'L

1

'

,

'*7(3 " ";"" " ";"" " ";""

栅蛛科
O1>722_1A

!

栅蛛属
?#0$*#

栓栅蛛
?#0$*#)'&%*)*)'"# -'" #";!% H$! #%;&- %?' !";?'

卵形蛛科
]676

L

2_1A

!

巨膝蛛属
J

,

'

,

#(#

角巨膝蛛
J

,

'

,

#(#)'&$.%# %" ";-- #$ ";-! " ";""

羽巨膝蛛
J

,

'

,

#(#

,

".@."# ? ";#% #"% !;&$ #! ";''

!

奥蛛属
J&)0(3%*$#

纹胸奥蛛
J&)0(3%*$#%0'&#)*)# ' ";## ## ";%! " ";""

颠雘蛛科
D5A72=2_1A

!

拉土蛛属
R#%'.)0*#

拉土蛛属一种
R#%'.)0*#:

L

; " ";"" !? ";?$ " ";""

个体数
V7_2P2_413740@AM: -H?' #"";"" %H-' #"";"" #$## #"";""

物种数
G

L

A<2A:740@AM: H& H' %-

5%5

!

不同类型茶园游猎型蜘蛛物种多样性

茶园外围复杂的植被生境为节肢动物群落提供

了适宜的栖息和繁殖场所%同时也为高山茶园中更

多数量的蜘蛛物种提供食物来源%蜘蛛种类较丰

富%数量较大%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高(中山

茶园生境虽然与高山茶园相接近%但因使用了农

药%优势种)丰盛种及常见种个体数量有所减少%部

分稀有物种缺失%数量减少%多样性和丰富度指数

降低$低山茶园因受生境破坏和使用农药的双重影

响%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最低%且高山茶园与

中山茶园)低山茶园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

$

";"-

"(相反%低山茶园外围生境遭到破坏%以及农

药的负面影响%茶园缺失
#'

个蜘蛛物种%蜘蛛亚群

落优势种和丰盛种的组成更为集中%导致优势性指

数显著高于高山茶园和中山茶园!

!

$

";"-

"(三种

茶园的均匀度指数无显著差异%见图
#

(

图
!

!

三种不同类型茶园游猎型蜘蛛多样性

;-

<

%!

!

"-J*,/-3

C

@AI'21*,-2

<

/

?

-1*,/-261-AA*,*233

C?

*/@A3*'

?

)'23'3-@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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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结构的差异分析

三种茶园蜘蛛群落
WR+G

排序分析结果表明%

排序轴
#

和轴
!

存在明显的正交性!

$%;%e

%

&d

b";%&

"%这两个排序轴累计解释了
&";?e

的数据变

异!排序轴
#

#

B

!

d";$'$

$排序轴
!

#

B

!

d";"'$

"%

WR+G

排序图中的两个排序轴均较好地反映了三种

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的分布梯度%排序分析计算出

的
:5MA::

$

-

!

:5MA::dH;'%

"%表明
WR+G

排序分析结

果很好(从排序图中可以看出%三种茶园游猎型蜘蛛

亚群落组成明显不同%高山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组

成与低山茶园的差异较大%而中山茶园与低山茶园差

异较小!见图
%

"(

CAMRIW]SI

的分析结果与

WR+G

排序结果一致%三种茶园蜘蛛群落之间具有显

著差异!

G

!;#H

d#!;%H

%

!

$

";""#

"(多重比较的结果

表明%每两个茶园间蜘蛛亚群落差异显著!

ONC/3

RNC

#

%d%;"'

%

!d";""H

$

ONC/3 ǸC

#

%dH;&"

%

!d

";""?

$

RNC/3 ǸC

#

%d!;%!

%

!d";"#%

"(

GVRC.E

分析结果%高山茶园与中山茶园的平均

相异性
!$;&"e

%高山茶园与低山茶园的平均相异性

-!;#%e

%表明高山茶园与中山茶园蜘蛛群落结构之

间有较高的相似性%高山茶园与低山茶园蜘蛛群落

之间有较高的相异性%这与茶园的海拔高度)茶园及

外围植被生境状况)管理方式密切相关(高山茶园与

中山茶园的特征性蜘蛛物种相同%即多色金蝉蛛)羽

斑管巢蛛)波纹花蟹蛛)栓栅蛛)谷川管巢蛛)沟渠豹

蛛等
'

种%其贡献率在
';##e

&

#'g&-e

之间%多色

金蝉蛛)羽斑管巢蛛)波纹花蟹蛛贡献率较大%是主

要贡献者(中山茶园与低山茶园主要特征物种栓栅

蛛和沟渠豹蛛%贡献率为
#-g#$e

和
#%;"'e

%是主

要贡献者(栓栅蛛)谷川管巢蛛和沟渠豹蛛是
%

组

茶园共同的特征性物种%花哈沙蛛
?#3#&*.3#7#$2

3'$*

)角红蟹蛛
;0'@*3.3"#M(

5

#)%.3

)鳃哈莫蛛

?#&@')0*&.3M&#)0*#%.3

是中山茶园和低山茶园独

有特征性物种(中山茶园与低山茶园的平均相异性

是
%?;-'e

%介于其他两组茶园之间%见表
%

(

图
5

!

三种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的
LV"G

排序图

;-

<

%5

!

LV"G

?

)@3/-21-B'3-2

<

5F1-.*2/-@2')1-/3'2B*/@A

I'21*,-2

<

/

?

-1*,/0(FB@..02-3-*/'.@2

<

34,**4'(-3'3/

表
6

!

游猎型蜘蛛亚群落平均相异性贡献率
(

8Y

的主要特征种类及其贡献率!

&

&'()*6

!

&'>'I-34.@,*34'28YB@23,-(03-@23@@J*,'))'J*,'

<

*1-//-.-)',-3

C

@AI'21*,-2

<

/

?

-1*,/0(FB@..02-3-*/

<

,@0

?

/-21-AA*,*233*'

?

)'23'3-@2/

茶园

NA1

L

317515267

平均相异性,
e

IPAM1

8

A_2::20231M25

9

贡献率,
e+A

8

MAA6T<675M2@45267

# ! % H - ' ? $ &

ONC/3RNC !$;&" #';&- #!;"$ #";"H &;#% ?;'? ';##

ONC/3 ǸC -!;#% #%;$- ##;#? &;#! $;#? $;?! ##;?'

RNC/3 ǸC %?;-' #-;#$ ?;## #%;"' -;%' ';"# -;#-

!

#

"

#

#多色金蝉蛛$

!

#羽斑管巢蛛$

%

#波纹花蟹蛛$

H

#栓栅蛛$

-

#谷川管巢蛛$

'

#沟渠豹蛛$

?

#花哈沙蛛$

$

#角红蟹蛛$

&

#鳃哈莫蛛$

#

#

!0*$%(""#/(&3*)'"'&

$

!

#

+".M*'$#

P

.).$7#

$

%

#

6

1

3%*).3)&')(.3

$

H

#

?#0$*#)'&%*)*)'"#

$

-

#

+".M*'$#%#$*A#Q#*

$

'

#

!#&7'3#"#.&#

$

?

#

?#3#&*.3#7#$3'$*

$

$

#

;0'@*3.3"#M(

5

#)%.3

$

&

#

?#&@')0*&.3M&#)0*#%.3;

5%7

!

不同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三种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
-

种环境因子的

E+I

排序结果表明%第一轴!

Gd$;$!%

%

!d"g""#

"和

所有典型轴!

GdH;H!&

%

!d";""#

"在统计学分析上

达到极显著水平%说明排序分析能够很好地反映三

种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分布对环境变量的响应(

对环境因子逐步向前筛选变量的偏
E+I

分析结果

表明%海拔高度!

Gd##;$H

%

!d"g""#

")茶园茶树树

冠盖度!

Gd#;$&$

%

!d";"H!

"和除草剂!

Gd!;#!

%

!d";"!H

"是影响茶园蜘蛛亚群落分布的主要环境

因子%海拔高度对茶园蜘蛛亚群落的影响最大%贡献

率达
'!;-!e

(其次%茶园盖度和除草剂对蜘蛛亚群

落的影响较大%贡献率分别为
&;#--e

和
#";&&e

$采

茶次数对茶园蜘蛛亚群落的影响最小%贡献率小于

-

$&#

-



H-

卷第
'

期 邢树文等#不同类型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特征的研究

-e

!见表
H

"(海拔高度与第
#

排序轴呈显著正相关

!

&d";&%&'

"%与第
!

排序轴正相关!

&d";""?&

"$茶

树冠的盖度与第
!

排序轴呈正相关!

&d";-"!-

"$农

药!

&db";&"#!

")除草剂!

&db";$#&

")采茶次数

!

&db";&#$

"与第
#

排序轴呈显著负相关(第
#

排

序轴解释了蜘蛛亚群落与茶园环境因子
H&;-e

的

相关关系%第二轴解释了蜘蛛群落与茶园环境因子

##;He

的相关关系(

从图
!

中的蜘蛛物种排序结果看出%沟渠豹蛛)

盔黄蛛
6#$%0#&*#

-

#"(#

)多色金蝉蛛)谷川管巢蛛)羽

斑管巢蛛)波纹花蟹蛛)毛垛兜跳蛛
!%')#3*.3

3%&.

,

*

5

(&

)斜纹猫蛛
JL

1

'

,

(33(&%#%.3

等
$

种蜘蛛对海

拔高度具有极显著响应%海拔高度与其分布呈极显

著正相关$梅微蟹蛛
R

1

3*%("(3@#*.3

)郑氏三门蟹蛛

!0#&%#M&(/*

,

#"

,

.3

)胡氏逍遥蛛
!0*"'7&'@.30.*

)角

红蟹蛛
;0'@*3.3"#M(

5

#)%.3

)胫节华蛛
+0*$#%%.3%*M*2

#"*3

)花哈沙蛛
?#3#&*.3#7#$3'$*

)拟环纹豹蛛
!#&7'2

3#

,

3(.7'#$$."#%#

)版纳獾蛛
;&')0'3#M#$$#($3*3

和类

斜纹猫蛛
JL

1

'

,

(33(&%#%'*7(3

等
&

种蜘蛛对海拔高度

具有显著的响应%与其分布呈显著正相关(而农药)

采茶次数与茶园绝大多数的蜘蛛物种呈显著负相关%

盖度)除草剂与茶园部分蜘蛛物种呈负相关(优势度

大于
#e

的蜘蛛类群主要分布在高山茶园的
-

个生境

样地中%位于第二排序轴的右侧$而低山茶园的
-

个

样地则位于第二排序轴的左侧(中山茶园的
-

个样

地介于高山茶园与低山茶园之间%接近于第二轴上(

表
7

!

环境因子对蜘蛛群落变化的相对贡献偏
X"Z

分析

&'()*7

!

M',-'3-@2

?

',3-3-@2'2')

C

/-/@A34*,*)'3-J*B@23,-(03-@2@A34**2J-,@2.*23')J',-'()*/3@

34*J',-'3-@2@AI'21*,-2

<

/

?

-1*,B@..02-3-*/

变量
S1M21@3A

特征值
.2

8

A7P134A G !

贡献率,
e+A

8

MAA6T<675M2@45267

海拔高度,
0I35254_A ";H?? ##;$H ";""# '!;-!

年采茶次数,次
W40@AM6T5A1

L

2<X27

8

";"%! ";&&H ";HH" H;-"

农药施用次数,次
W40@AM6T

L

A:52<2_A1

LL

32<15267 ";"-& #;$!- ";"'H $;%"

除草剂施用次数,次
W40@AM6T>AM@2<2_A1

LL

32<15267 ";"?$ !;#! ";"!H #";&&

盖度,
eD6PAM1

8

A ";"'- #;$&$ ";"H! &;#--

图
6

!

三种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分布与
8

个关键解释变量关系的
X"Z

二维排序图

;-

<

%6

!

X"Z3I@F1-.*2/-@2')@,1-2'3-@21-'

<

,'.@A34*,*)'3-@2/4-

?

/(*3I**234*A-J*E*

C

*2J-,@2.*23')J',-'()*/

%

')3-301*

$

3*'F

?

-BE-2

<

$

?

*/3-B-1*

$

4*,(-B-1*

$

B@J*,1*

<

,**

&

'2134*1-/3,-(03-@2@AI'21*,-2

<

/

?

-1*,/B@..02-3-*/-234*34,**3*'

?

)'23'3-@2/

6

!

结论与讨论

茶园的外周景观是指围绕在茶园四周的植被生

境组成及与邻近茶园的植被隔离带宽度&

?

%

!'!?

'

(茶

园是单一的作物生态系统%其外围景观是由不同种

植被叠加而成的复合生态系统%其中栖息着不同的

节肢动物群落%生态系统越复杂%其中栖息的节肢

动物物种就越丰富&

!$!&

'

(由不同种植被组成的景观

生态会吸引更多数量的害虫和天敌种类%这对生态

系统中天敌与害虫之间的调控与制约)维持生态系

统的平衡意义重大&

%"%!

'

(茶园外围植被多样性与稳

定性为游猎型蜘蛛提供了更好的栖息)觅食和繁育

场所%游猎型蜘蛛通过快速迁移%扩大其猎食空间

而成为茶园的主要天敌类群(研究结果表明%茶园

海拔高度)伴生植被状况及外周生境的复杂程度与

使用农药)除草剂是影响茶园蜘蛛群落结构的两大

-

&&#

-



!"#&

类因素&

%%%H

'

(前者对茶园游猎型蜘蛛优势种)丰盛

种和常见种具有显著影响%后者对稀有类群和缺失

物种具有显著的影响(海拔高度与茶园植被状况密

切相关%茶园内部植被群落组成和外围景观的复杂

程度强烈影响茶园游猎型蜘蛛物种的组成与分布状

况%并且决定了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的分布格

局&

%-

'

(本研究茶树树冠盖度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

降低%中山茶园和低山茶园使用农药与除草剂%改

变了茶树冠和地表)枯叶层游猎型蜘蛛亚群落物种

的组成%蜘蛛的物种数和个体数量显著减少%从而

降低茶园游猎型蜘蛛亚群落的多样性%减弱了蜘蛛

对虫害的防控效率(中山茶园与高山茶园的生境复

杂状况相近%且中山茶园使用的均为低毒农药%严

格控制用量%茶园蜘蛛优势种)丰盛种和常见种对

农药也会产生一定的耐受性%因此对蜘蛛物种变化

影响不大%在个体数量上同增同减幅度也不大&

%'

'

(

低山茶园因外周景观生境遭到严重破坏%农药和除

草剂成为游猎型蜘蛛亚群落的主要影响因子%虽然

采茶前的农药停用期)蜘蛛对农药耐受性等因素%

会减轻药物对蜘蛛优势物种)丰盛种的影响%但对

茶园蜘蛛常见种和稀有种具有强烈的影响%显著地

降低蜘蛛的物种数和个体数量&

%?

'

%从而产生显著差

异(本研究结果与蒋杰贤等&

%$

'

)王凯学等&

%&

'和冉隆

繤等&

H"

'对不同生境条件的桃园)稻田和茶园节肢动

物的研究结果一致(由此表明%在茶园的开发和管

理过程中%茶园因开发导致外围自然生境的破坏以

及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的负面影响%降低蜘蛛物种的

丰富度与多样性%破坏茶园天敌与害虫之间的平衡

关系%可能引起害虫快速繁殖而发生虫害&

H#

'

(因此

在茶园开发的过程中%保留其自然景观可以吸引更

多数量的游猎型蜘蛛物种迁入茶园%提高茶园游猎

型蜘蛛亚群落的丰富度和多样性%有益于利用蜘蛛

防控害虫进行生物防治%减少或不用化学药物%对

提高茶叶产量和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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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李立梅等!一株具有杀虫活性链霉菌的研究

表明!发酵液在
"%m

以下$

Y

;

为偏酸性和中性条件

下杀虫活性比较稳定%具有良好的光照稳定性$耐贮

藏性%且菌株遗传性稳定#因此"菌株
>6P$%+

具有

很好的开发研究价值及应用前景#

利用
&#1J489

基因对菌株
>6P$%+

进行了分

类鉴定"将菌株
>6P$%+

初步定名为链霉菌属雷格

链霉菌
!&('

"

&#/

<

2'8('

,

'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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