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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草甸上的赤胸林蚁 (Fo`·
`刀`Ⅱ

 sp.)是 一种土栖的社会性昆虫,它在高寒草甸生态

系统中属于消费者的范畴。了解它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及其对生态系统的效应,元论对基

础理论的研究,还是生产应用都有一定的意义。

国外许多学者曾对蚂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有关的专著和论文很多(Bian,1965;

Dumpcrt,1978等 )。 国内这方面的工作开展较少 ,有关的报道还很少见到。

作者于 1979-1981年 ,对海北高寒草甸定位站所在的门源风匣口地区的赤胸林蚊进

行了观察,现将收集的资料进行总结。

定位站地区的自然概况已有报道(杨福囤,1982)。

一、形 态 描 述

海北高寒草甸的赤胸林蚁属膜翅目 (Hymcnoptcra), 蚁科 (Formicidac), 蚁亚科

(Formicinac)。 因工蚁的胸部呈暗红色 ,故 用此名。

1.成虫

蚂蚁是一类社会性昆虫 ,存在着明显的多型现象。现对工蚁、雌蚁和雄蚁分别进行描

述。

(1)工 蚁(图 1a)  体长,3.8-5,9毫米,平均 4.8毫米。头部及腹部黑色,胸部

暗红色 ,被稀疏的细毛。无翅。

头部:长宽近等 ,颅顶两侧各具 1圆钝的角,因而颅顶后缘呈弧形凹陷。复眼位于头

部两侧 ,卵 圆形 ;单眼 3只 ,呈 等边三角形排列 ,橙色。触角着生于触角窝内,膝状,12节 ,

超过体长的一半。鞭节与柄节形成肘状弯曲,柄节特长 ,超过触角的 1/3。 额较窄,额脊

明显,亚触角沟 1条。上颚发达 ,骨化甚强 ,端部具互补的齿 7或 8个。

胸部:胸部暗红色。胸部愈合 ,无缝 ,仅可见有沟。并胸腹节细缩成柄状,具结节 ,背

板隆起 ,呈马鞍状。胸部中间靠背中线两侧及并胸腹节的下后侧角各具 1个腺体 ,开 口处

年本文承蒙夏武平教授、印象初副研究员指导并审阅全文,浙江农大唐觉教授鉴定种名,肖 运峰先生对野外工作

做过指导,周 兴民先生审阅全文进行指导,黄淦同志绘制部分插图,特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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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短而细的毛着生。各足胫节端部有距 1个 ,附节均为 5节。第 1跗节短于胫节 ,同其余

4个跗节之和相等 ,第 5跗节端部具爪 ,爪间有垫。

图 1

Fig.1

赤胸林蚁的成虫:(a)工蚁;(b)雌 蚁;(c)雄蚁。

Adult 。f therredˉ th。 rax ￡orest arlt F。
``9·

`r钅

 sp.。

(a)Worker; (b)females (o)lnale.

腹部:腹部6节 ,第 6腹节被第,腹节背板遮盖,不易被发现。
(2)雌蚁(图 1b)  体长,8.0-8,1毫米。黑色。较工蚁明显为大。初羽化时9具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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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对 ,翅能自然脱落,脱翅后留有明显的翅基痕迹。

雌蚁的头部和腹部与工蚁相似 ,胸部有明显的不同。雌蚁胸部各节不愈合 ,各节间的

缝均存在。前胸狭小,呈领片状 ,侧背角圆钝。中胸占据胸部的大部,背板圆盾状。后胸

背板为极狭窄的带状。中胸和后胸背板的外侧各具 1翅 ,如翅脱落9则明显可见翅基。翅

淡褐色,膜质透明 ,具稀疏的细毛。翅基部有翅基片。前翅有明显的翅痣 ,缘室与翅脉相

连 ,亚缘室 1个 ,盘室 1个。后翅翅脉较少 ,后翅前缘中部具翅钩 14个。仅在并胸腹节的

下后侧角上具 1对腺体。

(3)雄蚁(图 1c)  体长,7.2-7.6毫米 ,全身黑色,体稍细,具翅两对。

雄蚁与工蚁的主要区别为:(1)体色更黑,体稍细。(2)触角13节 ;上颚不发达,仅端

部具1齿。(3)胸部各节不愈合,具翅2对。(4)腹部背面可见7节 ,外生殖器总是外露。

2.歹卩(z蜃12a)

长,0.5-0.6毫米 ,长 卵圆形 ,乳 白色 ,卵壳平滑无花纹。

3.幼虫(图 2b)

体肥粗,C形 ,乳 白色,老熟幼虫 7.0-9.0毫 米。无足 ,不 活动。头小,骨化不强:无

蚴单眼;口 器和触角很退化,触角基部呈乳状突起。除头部外 ,胸部 3节 ,腹部可见 10

节。

4,埽 (图 2c)

蛹有大小两种类型 ,大的平均长 7.1毫米,小的平均长 5,2毫米。大蛹和小蛹外形相

似 ,均为长卵圆形的茧 ,老熟幼虫吐丝作茧 ,在茧内化蛹。初化蛹时,茧为乳白色半透明 ,

随化蛹时间增长,颜色逐渐加深至黄褐色。大蛹羽化出的成虫均为生殖型的雌蚁和雄蚁 ;

小蛹羽化出的成虫均为不育型的雌性一 工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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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赤阳林蚁的卵、幼虫和蛹:(含)卵 ; (b)幼 虫; (c)蛹。

F1:.2 ·
rhe fcdˉ thorax forcst ant Fof`99;‘

`sp,:(a)eggs; (b)larva: (c)pupa.



二、生 物 学 特 性

2.生活习性

赤胸林蚁长年栖居在土壤中 ,每年 10月 底或 11月 初,当地表连续出现 0℃ 低温时 ,

蚁群便开始向地下移动。同时 ,作越冬前的准备:搬运枯草、粪屑,加厚蚁巢顶部的枯草

层 ,封堵大部分巢口。挖掘数个蚁巢 ,未发现有储备食物的现象。 当地中 20厘米出现 0℃

以下的低温时 9蚁群便停止出巢活动 ,进人地中 20-100厘米深处的巢室内,以冬眠的方

式越冬。越冬时 ,少 者百头左右 ,多 者近干头工蚁抱成团,雌蚁由数量众多的工蚁围在中

央。

翌年 ,随气温和地温升高,蚁群由地中深处向上移动。 4月 下旬,地中温度 (40厘米

以上)升至 0℃ 以上 ,地面解冻,蚁群便自巢内外出活动。至此,结束了为时半年的冬眠

期,开 始进人其活动期。

随温度继续升高,5月 下旬,巢 内便可找到蚁卵 ,这说明雌蚁已开始产卵。此后 ,不同

的虫态陆续出现。6、 7、8月 是该地区 1年中温度较高的时期,也是赤胸林蚁的繁殖盛期。

9月 底,蛹全部羽化为成虫。lO月 ,蚁群又准备越冬。10月 底或 l1月 初,蚁群停止出巢

活动 ,开始越冬。至此,结束了为时半年的活动期,进人冬眠期。

活动期内,蚁群的活动还有日变化的规律。早晨 ,日 出后 ,温度上升 ,蚁群便从地中深

处向上移动 ,气温达 6℃ 左右 ,工 蚁便出巢活动。傍晚,几乎与日落同时,工蚁全部回巢 ,

向地中深处移动 ,准各过夜。

赤胸林蚁的活动随季节和时间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 ,简言之:暖 (季 )出寒伏 ,昼 出夜

没。

3.社会性

同一个巢内的赤胸林蚁 ,形态、生理及职能方面是有区别的:雌蚁专营生殖。1980

年 6月 8日 在灌丛内挖掘一个蚁巢,在巢内的枯草层底部找到 1头雌蚁。将其放在培养

皿内,室温下 ,无食物供给,仅 给少量的水(培养皿内放置湿润的滤纸),24小时产卵45粒 ,

lO粒左右粘在一起 ,形成不规则的卵块。据观察,这个取走 1头雌蚁的蚁巢,至 1981年

仍正常繁殖,由 此可以推断: 1个巢内可能有数头雌蚁 ,它 们同时在营生殖。在观察的过

程中,未曾发现雌蚁在巢外活动。

△蚁为雌性的不育型 ,此品级数量众多,在群体内占的比例 I「常大,通常在巢外活动

的几乎全部是工蚁。工蚁担负着筑巢、采食、饲育幼虫和雌蚁,保护卵、幼虫和蛹等各种工

作。在赤胸林蚁的群体内未发现专营护巢的蚂蚁,形态上也未见其它型的蚂蚁 ,作者认为

赤胸林蚁群体内没有
“
兵蚁

”
品级。卵和蛹不能活动 9不会爬行。它们生长发育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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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史

赤胸林蚁以工蚁和雌蚁两种类型的成虫在蚁巢的地下部分一 蚁洞内越冬。 5月 ,

雌蚁产卵 ,以后各虫态相继出现。 9月 底以前 ,全部羽化。 lO月 底或 11月 初 ,开 始冬眠 ,

越冬至翌年 4月 ,又重新开始活动 ,完成一个生活周期。年生活史见表 1。



表 1 赤脚林双的年生活史

1·△ble 1  Life history of the redˉ thorax forest ant Fo``,`氵 ‘〃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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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主要是从蚁巢的枯草层内获得。白天 9工 蚁把它们从地中搬到枯草层内;傍晚,又搬

到地中的巢室去。幼虫不能采集食物 ,雌蚁不到巢外活动 9它们的食物都是由工蚁提供。

一旦蚁巢受到侵害(如鸟类刨食、牲畜践踏、鼠类盗洞等),工蚁便迅速将卵、幼虫、蛹搬到

地中保护起来。工蚁的种种搬运活动均用其发达的上颚钳住搬运物来完成。工蚁还能用

其上颚切断一些较细纤的植物。蚁群有严密的组织 ,为了完成某种行为,它们配合默契。

经常可以观察到 ,数头工蚁互相配合,共 同搬运比它们的身体大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其他昆

虫。赤胸林蚁各巢间有严格的隔离 ,不能互相串巢。如果这个巢内的蚂蚁到另一巢内去 ,

立即就会受到那个巢里蚁群的攻击 ,数头工蚁围住它 9用上颚咬住它,直至咬死 9然后拖入

巢内。赤胸林蚁的触角发达 ,辨认巢穴和同伴,寻找食物等主要依靠触角。可以观察到 9

工蚁经常用其前足清理自己的触角。在巢外活动的两头工蚁相遇 ,双方的触角接触一下 ,

便能判断对方是否来自同一个巢 ,不是同巢的则可能发生搏斗。作者观察到,6对来自两

个巢的工蚁 ,途 中相遇 ,其 中 2对相互咬住了对方。经过试验 9把工蚁的触角剪掉 ,它只能

在原地转圈,回不了它居住的蚁巢。

雄蚁数量少 ,出现的时间较短 ,每年仅在 7、8月能见到。雄蚁羽化后9在蚁巢顶部爬

行 9虽具翅 ,但很少见其飞行。雄蚁寿命较短,9月 便不见雄蚁活动 ,挖掘蚁巢,也未发现

巢内有雄蚁。

4,蚁巢

蚁巢是赤胸林蚁生活的主要场所 ,蚁巢的结构特点和筑巢行为,是其长期适应高寒地

区严酷自然条件的结果。

(1)蚁巢的结构与功能  赤胸林蚁的巢 ,远处望去是一个个高出地面的土丘,以地

面为界9可分成地上和地中两部分。地上部分称之谓
“
蚁丘

”;地中部分称之谓
“
蚁洞

”(图

3)。

图3 赤胸林蚁蚁巢的结构

(1)巢 口;(2)副蚁道;(3)祜草层;(4)腐草层;(5)主蚁道;(6)侧蚁道 (7)巢室;(8)土壤

Fig. 3  TI】 e nest struCturc o￡  thc Icdˉtllorax forcst ant

(1)nest entfances; (2)sec。 ndary nest gaI1ery: (3)withered grass 1ayer;

(4) decayed giass layer;   (5) n· ain nest ga1Iery;   (6) side nest gallery;

(7)nest chambers; (8)so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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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蚁丘:赤胸林蚁的蚁丘包括枯草层、腐草层、巢口、副蚁道等构造。调查 100个蚁

丘发现 ,蚁丘常高出地面 ,最 高的高出地面 45厘米。大部分的蚁丘为圆台体 ,少数为馒头

状 ,个 别蚁丘与周围地面形似。多数蚁丘的顶部表面倾斜 ,与 水平面成一定角度,用 袖珍经

纬仪测得最大的达 20°。斜面加大了蚁丘顶部的面积 ,斜面总是向南 ,这样就有利于接受

阳光照射。蚁丘的侧面大都密生着多种植物。蚁丘晦体积大小不一 ,通过调查和计算 ,最

大者达 0.08米
,。

枯草层:蚁丘的顶部覆盖着一定厚度的枯草和食草哺乳动物的粪便,我们把它叫作

“
枯草层

”
。该层厚度一般在 5-10厘米 ,最厚的达 20厘米以上。构成枯草层的植物,在

灌丛主要是金露梅 (D拓

`杨
'四

`r叨

`订
°‘四)的叶子;在草甸主要是嵩草类(Koar四四spp.)的

叶子;构成枯草层的食草动物的粪便有:马、牛、羊及高原鼠兔 (oc切
`o刀

口c″zo″″)等

的粪便。

枯草层具有接受日光面积大9温度上升快,保温好9防止雨(雪)水渗漏等功能。(图 4

中气温用阿斯曼温度计测得,地温及枯草层温度用半导体点温计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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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气温、地面温度、枯草层表面温度的变化

Cllan1gcs of the teInl)crutuIe in air, (on groun(l stlrface aI1(l oll thC

su△ face of the witllC△ ed. grass iayer

从图 4可以看出,枯草层表面的温度上升得最快,最高 ;下降得最慢。气温上升得最

慢且最低 ;下降得最快。地表温则居二者之问。图 5反映了在枯草层内(即丘中),及同样

深度相邻的土壤中的温度变化的情况。图 5说明 ,枯草层内不但温度上升得快 ,并且下降

得慢 ,该层内能较长时间保持较高的温度。赤胸林蚁的雌蚁在枯草层内产卵,各虫态在此

生长发育 ,枯草层为赤胸林蚁提供了较长时间的适宜温度。

图 6所示 ,降 水 8毫米后 ,枯草层渗透最浅,仅为裸地的 1/5,草地的 1/3。 减少渗

透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蚁丘高出地面,枯草层位于蚁丘顶部 ,能 防止地表泾流水注人;二

是枯草层表面的各种材料排列均匀、致密,很 象草房的房顶,雨水不易进人。枯草层表面

均匀、致密的构造,在暴晒时还能减少巢内水分的蒸腾。减少外部水分进人巢内,减少巢

内水分蒸腾 9从而使巢内的湿度保持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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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地中温度、枯草层内温度的变化

(1)枯 草层内 2厘米的温度变化;(2)枯 草层内 9厘 米的温度变化;(3)地 中 2

厘米温度变化;(△)地 中5厘米温度变化

Fig. 5  Changcs of thc underground tcmperaturc and inside of witlicfcd

grass laycr tenlperature

(1)·fenlperaturc of thc 2cn△ inside of witbered grass layer; (2)Ten.perature

of thc 5cm inside oF wit11ered grass iayer; (3)Temperature of tllc 2cin 1jnd-

erground; (4) Tcinpefature of tllc 5cnl underground.

匣l枯残 W咖“““肛

□ 裸地 N“ed 1B。 d.

ss日
.章地Cnd】吨

图 6 降水 8毫 米后,枯草层、裸地及草地的渗透深度
「ig. 6  A.fter a rain of 8mm, Icaked water through depth of 、vithcred

grass layer, naked lai)d a了 】d grasslalld

腐草层:枯草层的底部 ,一些腐烂的枯草、粪便等构成了腐草层。该层由枯草层演化
而产生 ,与枯草层无明显的分界。腐草层底部紧接着土层,是枯草层与土层间的过渡部
分。

巢口:蚁丘顶部外缘开有数目不等的一些小孔 ,这是蚁群进出蚁巢的出人口,叫作“
巢口

”
。巢口多为圆形小孔 ,少数形状不规则。面积在 0.2-2,0厘米

2之
间。 1979年 7月

调查 100个蚁丘 ,每丘的巢口数为 4-61个 ,平均 21个。檠口除了作为蚁巢的出人口之
外 ,还具有一定的调节巢内温湿度的作用。赤胸林蚁的越冬期 ,巢口全部被封堵。活动期
的初期和未期 ,巢 口数量较少。上述时期,气温低,为 了减少外界的冷空气进人巢内,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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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口全部或大部被封堵,有利于保持巢内的温度。1979年 8月 3日 降雨,8月 4日 观察

灌丛内的两个蚁丘 ,发现每个蚁丘新开了两个面积较大的巢口。降雨后,巢 内水分增加 ,

加大巢口的数量和面积 ,加速水分的蒸发,从而使巢内的湿度保持相对的稳定。

副蚁道:赤胸林蚁在蚁丘内爬行的通道 ,叫
“
副蚁道

”
。付蚁道为圆形管状 ,直径不超

过 1厘米 ,始于巢口,先垂直于地面 ,延伸到腐草层后 ,便 逐渐平行于地面 ,数条副蚁道交

叉 ,呈 网状 ,副 蚁道的交叉处常与主蚁道相连接。

② 蚁洞:蚁洞在蚁丘的下方 ,由 数条主蚁道、侧蚁道和若干个巢室构成。蚁洞在土

壤中,与 周围无明显的分界。它贯穿不同的土层 ,可深达地中 1米以上。

主蚁道:主蚁道是蚁群进出蚁洞的通道。它的形状与副蚁道相似 ,几乎垂直于地面 ,

上端与副蚁道的交又处相连 ,向地中延伸 ,在不同的深度连接侧蚁道。

侧蚁道:与地面平行 ,为连接主蚁道和巢室的通道。赤胸林蚁的侧蚁道很短。

巢室:巢室是赤胸林蚁越冬和活动期过夜的场所。巢室近似半个球体 ,底部平 ,上部

拱起 ,体积 2-10厘米
,。

巢室分布在地中 20厘 米以下,最深的超过 1米。鱼儿山下灌丛中

的一个蚁巢 ,在地中 110厘米处还找到了巢室。以当地气象资料为据,推测巢室的温度 ,

在越冬期为一2.6-0.4℃ ;活动期均在 0℃ 以上 ,一般在 7℃ 左右。上述温度条件下 ,赤胸

林蚁能够安全越冬;安全过夜。

(2)筑巢行为  赤胸林蚁在整个活动期的白昼,即每年的 4-10月 均从事筑巢活

动。所有筑巢活动全部由工蚁承担。

赤胸林蚁的巢均在微地形较高 ,有植被覆盖 ,光照充足的地方。从调查的资料看,风

匣口地区除沼泽化草甸外(因常年地表积水),其他的生境类型均有赤胸林蚁分布。有赤

胸林蚁分布的生境类型间 ,土 质和土壤含水量常有差别,但均可筑巢,这说明筑巢对其要

求是不严格的。

亦胸林蚁开始活动之后 ,首先要清理越冬期落人巢内的杂物,疏通蚁道 ,加 厚枯草层。

工蚁用其上颚 ,衔着上粒 ,运 出蚁巢 ,放在蚁丘顶部的外沿 ;工蚁能用其上颚把一些细纤的

植物切断 ,把大块的哺乳动物的粪便弄碎 ,运到蚁丘顶部 ,加厚枯草层。工蚁的活动在整

个活动期都可见到。随着从巢内向外搬运土粒,蚁洞深人地中;而往蚁丘顶部搬运的枯

草、粪便的增加 ,蚁丘越来越高出地面。工蚁的筑巢活动使蚁巢不断增大。

s,食性

赤胸林蚁的食性很难直接观察到 ,它们的进食情况在巢外未曾见到。挖掘蚁巢后 ,干

扰了它们的正常活动 ,亦无法见到其进食的情况。现就巢内的东西进行分析。赤胸林蚁

的工蚁在整个活动期除搬运某些筑巢用的材料之外 ,还经常把一些昆虫搬人巢内。其中

有幼虫、成虫 ;有 活的、死的。主要是双翅目、鳞翅目和鞘翅目。这些昆虫被运到巢内别无

他用,只能是被取食;另据报道(吴亚 ,1981),赤 胸林蚁还取食蝗虫卵,从而可以断定赤胸

林蚁是捕食性的。

另外9作者认为:赤胸林蚁在弄碎和搬运哺乳动物的粪便时,是否取食其中的腐殖

质 ,有 待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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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学 特 性

1· 赤泊林议与生态因子的关系

现就光、温、水、天敌等生态因子对赤胸林蚁的影响作以下分析。

(1)光  蚁丘顶部表面向南倾斜 ,这 种构造本身能较充分的接受光照 ,以 利于顶部

枯草层的温度提高。

光照对赤胸林蚁的归巢起信号作用。在暖季 ,经常可以观察到:太阳下山时 ,温度虽

高于清晨蚁群出巢时 ,但蚁群已停止巢外活动 ,全部归巢。1979年 7月 13日 20时 45分 ,

太阳刚下山9蚁群便全部归巢 ,测量当时的气温为 8.8℃ ,高于当天蚁群开始出巢活动时的

温度 6.0℃。这说明单有一定的温度,没有充足的光照,赤胸林蚁也要停止其在巢外的活

动。由此看来,赤胸林蚁是喜欢光照的。

(2)温度  昆虫是变温动物 ,温度变化对其影响较为明显。赤胸林蚁
“
暖出寒伏 ,

昼出夜没
”
的活动规律 ,主要是受温度年变化和日变化影响的结果。

① 活动起点温度  每年 4月 底或 5月 初 ,随温度上升 ,地表解冻,当 日平均气温在

5℃ 以上 ,地表层 0-20厘米处平均温度在 3℃ 以上时 ,赤胸林蚁便出巢活动。

② 最适温度  工蚁随温度的变化,将卵、幼虫和蛹上下搬运。当蚁巢温度在 30℃ 以

下时,工蚁将卵、幼虫和蛹搬到丘中2-5厘米的枯草层内。如蚁巢温度继续上升,超过 30℃

时 ,工蚁便将卵、幼虫和蛹向下搬运 ,放在丘中 10厘米处。这说明9超过 30℃ 对赤胸林蚁

的卵、幼虫和蛹是不利的。蚁巢内温度在 17-30℃ 时 ,赤胸林蚁的各种虫态均可见到,也

是赤胸林蚁生长、发育和活动的最适温度。每年的 6-8月 的白昼,蚁巢内的枯草层经常

处于赤胸林蚁的最适温度范围。

③ 停止出巢活动温度  当日平均气温连续低于 0℃ ,地表层 0-20厘米处出现

0℃以下的温度时 ,赤胸林蚁便不出巢活动 ,在蚁洞内的巢室里开始越冬。

(3)水分  赤胸林蚁分布的各生境间,水分条件差别较大;同一生境,因地形、时

间、降水和温度等不同也有较大的变化。蚁巢具有保持水分条件相对稳定的功能 ,从而提

高了赤胸林蚁对水分条件变化的适应能力。赤胸林蚁分布的各生境的土壤含水量 ,高者

为低者的 4倍多。

各种形式的降水 ,如雨、雪、冰雹等,均能使赤胸林蚁暂时停止在巢外的活动 ,降水停

止后 ,如温度、光照等其他条件适宜 ,便又出巢活动。

(4)天敌  赤胸林蚁的天敌包括捕食者— —鸟类和体外 寄生 者一 螨类这两大

类。

风匣口地区的大部分鸟类都捕食赤胸林蚁 ,如 角百灵(E″″印历杨 四
`″

f”‘召J″形)、 褐

背地鸦(P‘
`‘

‘
`o`o洳

“‘乃″
`″

:″J)、 小云雀 (/`″″沏 g“氵:″
`四

f″ o``″
'′
0、 鸲岩鹨(P砌″c``四 ∮·油ˉ

“″肪汤‘)、 棕颈雪雀 (Mo″砑″″g`″〃 /″ /切′′
`‘

)、 白腰雪雀 (M口
`,``∫

/`″ 刃勿
``cz四`90朗

尺̀
J)

等。在赤胸林蚁的整个活动期,经常可以看到上述鸟类在蚁丘顶部刨食赤胸林蚁。尤其

在 5月 9能供鸟类捕食的其他昆虫数量较少 ,赤胸林蚁可达鸟类食物总量的 80%,1只 角

百灵的嗉囊内可找到百头左右的赤胸林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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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胸林蚁的体外寄生着一种体型微小、半透明的螨类。它们附着在赤胸林蚁体节间

的缝上,靠吸食赤胸林蚁的体液为生。这些螨寄生的数量不大 ,多数赤胸林蚁的体外没

有 ,少数的有 3-5头 ,个别的超过 10头。

鸟类的捕食和螨类的寄生均对赤胸林蚁的数量增长可能起抑制作用,前者的影响较

后者要大得多。

⒉赤胸林蚁与生境的关系

风匣口地区的生境类型可依地形和植被的不同分为:沼泽化草甸、滩地灌丛、滩地草

甸、阳坡草甸、阴坡灌丛等。

(1)不同生境下赤胸林蚁的密度和数量  本文所述的赤胸林蚁的密度是单位面积
(公顷)内的蚁巢数,即在不同生境下以梅花形取样的方式9各取样地 5个 ,样地面积为
50× 50米 ,即 1/4公 顷9调查每个样地内的蚁巢数(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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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高寒草甸不同生境下赤胸林蚁的密度和数量

F· ig. 7  
·
rhe density and nu11△ ber of the red-thorax forest ant in different

habitats of alpine n1eado、 、̀

图中赤胸林蚁的数量是以巢计算的。调查方法:在不同的生境下,各选择蚁丘体积

大小不等的 3个蚁巢 ,将其挖开,待蚂蚁向四周爬匀,在 50厘米
2的

面积内用培养皿扣住

正在爬行的蚂蚁 ,由 中心到边缘依次取 3个点,分别计数。同时测量蚂蚁散布的面积。然

后用下列公式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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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icle

项   目

蚁丘高度

Ant hill height

标准误

1.26

4.48

o.66

sr,

4.88

I7.35

2.5‘

3.54 0.91

4.5617.65

3.G4

1.95

6.02

0.99

3.Ol

0.79

0.50

1.56

o.25

0.78

枯草层厚度

`iVitI)eIcd grass layer
thickness

算术平均数

22.5cm

0.05ma

13.6cm

o.03I11各

5.9cm

o.009ms

6.9cm

().()0‘ haa

I.7cin

一x

9.1cn】

2.^cn,

蚁丘体积

Ant hiIl physical

voluine

枯草层厚度

、V· ithcred g.rass laycF

thickness

蚁丘高度

Ant hi11 height

蚁丘高度

Ant hill hcight

蚁丘高度

Ant hiil height

蚁丘体 积

A贝 t hill physical

vo1ulne

枯革层厚度

`Vithered grass laycr
thickness

蚁丘体 积

Ant hill physical

volume

蚁丘体 积

Ant hiII physica1

、̀° luine

with茗
层厚度

tiicgrsˉ

hyer

3.57

1.50

0.92

o.39

表 2 不同生境下的蚁丘

Table 2 ·
rhe ant hi1】 s in different habitats N==15

生  境

Habitals

滩她灌丛

Plain

阴坡灌丛

shrubbery on

north slope

滩地草甸

plain

meadow

变异系数

21.67

35.79

27.21

26.04

59.92

53.64

25.46

72.29

39,1U

43~43

63.53

阳坡草甸

b.ieadow on

south s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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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1× L土生土 ”
.

s2          3

N:蚂蚁数量;sr蚁 群散布面积;s2:培养皿面积;n1、 n2、 nj: 3个点培养皿扣住的

蚁数。

用 3个蚁巢调查数量的算术平均数 ,代表该生境下 ,平均每巢蚂蚁的数量。此法较粗

放 ,仅能反映基本的情况(图 7)。

(2)不 同生境下的蚁丘  对不同生境下的蚁丘高度、体积和枯草层厚度进行调查 ,

即每一生境选一条直线 ,沿直线逐个用钢卷尺测量见到的蚁丘 15个 ,测量其高度 9计算体
积 ,测量枯草层的厚度(表 2)。

(3)赤胸林蚁与生境的关系  不同生境下,赤胸林蚁的密度、数量和蚁丘均有差
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不一 ,有的是某一生态因子所控制,有 的则是数个生态因子交互

作用的结果。

滩地灌丛生境下的赤胸林蚁的密度、数量、蚁丘高度、蚁丘体积和枯草层的厚度均居
风匣口地区各生境中的首位。因滩地灌丛在河流两岸的低阶地或沼泽化草甸上限相邻的
地区。该类型水热条件较好 ,金露梅林高 30-40厘 米 ,最高可达 60厘米以上,植物覆盖

度较大,可供赤胸林蚁取食的昆虫较多。赤胸林蚁生长发育所需的各种条件都较适宜。

阴坡灌丛与滩地灌丛较为相似 ,均 以金露梅为建群种。但是 ,阴坡灌丛地处阴坡 ,海
拔较高,光照和水热条件均不及滩地灌丛 ,植物覆盖度也较小,所以阴坡灌丛成为风匣口

地区赤胸林蚁各项观察指标的第 2位。

滩地草甸和阳坡草甸均属矮嵩草草甸(Form.Κ砌·“杨乃饬
`,2`汾

),二者相连且无明显的

分界 ,但不同于灌丛 ,株高明显矮 ,土壤合水量低 ,环境干燥。可供筑巢的材料较少,可采

食的昆虫也不及灌丛多。所以草甸类型的赤胸林蚁的各项观察指标均不及灌丛。在草甸

类型中,滩地草甸海拔较低且与滩地灌丛相连 ,水热条件,植物覆盖度优于阳坡草甸。所

以,滩地草甸赤胸林蚁的各项观察指标高于阳坡草甸而居第 3位。阳坡草甸则居末位。

综 L所述 ,风匣口地区的赤胸林蚁的密度、数量、蚁丘高度、蚁丘体积及枯草层的厚度

与生境有密切的关系,并且有灌丛高于草甸 ,平滩高于山坡的规律。

3.赤胸林蚁在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中的意义

(1)赤胸林蚁在食物链中的位置  赤胸林蚁主要取食双翅目 (Diptcra)、  鳞翅目
(Lcpidotcra)、鞘翅目 (Colcptcra)的部分幼虫和成虫,并且还取食直翅目(orthoptcra)蝗虫

的卵。这些被捕食者中,有的是植食者,有的是粪食者,还有腐食者。其中包括草原上的

重要害虫-—草原毛虫(Cy″″

`乃

o/〃 刃p彻·
收访)和金缘古毒蛾 (orgy昭 砌厂溯扬沙勿)。 根据

观察和分析,赤胸林蚁是捕食者,在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中应属于消费者范畴,是次级消费

者或称三级生产者。赤胸林蚁被鸟类捕食,被螨类寄生,鸟类和螨类又是更高一级的消费

者(图 8)。

赤胸林蚁在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中是重要的一环9它的取食活动对草原上的

某些重要害虫的数量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这对维持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平衡是有利

的。

(2)赤胸林蚁的筑巢习性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影响  赤胸林蚁是以植物的枯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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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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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盱k且 目 Le pidotera

直 翅 目 0rthoptera

9

食草哺乳类的粪便

Feces of the

herbi`.。‘°us mammal

图 8 赤胸林蚁在食物链中的位置

Fig. 8  
·rhe place 。t the red-thorax ￡orest ant in the food chain

落叶和某些食草哺乳动物的粪便为筑巢材料的。在筑巢过程中,大量的较长的植物被切

断;大量的粪便被弄成碎屑,对微生物的分解是有利的。蚁丘内的枯草层温度较高9底部

腐烂加快 ,形成了腐草层,这本身就是物质分解的产物。赤胸林蚁的筑巢习性能够促进高

寒草甸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四、 结  语

海北高寒草甸的赤胸林蚁(Fo`·
``9励

sp.)属膜翅目 (Hymcnoptcra),蚁 科(Formicidac),

蚁亚科 (Formicinac),有 3个品级:工蚁、雌蚁和雄蚁。

赤胸林蚁以工蚁和雌蚁的成虫越冬。其年生活周期可分为冬眠期(11月 至翌年 4月 )

和活动期(4月 至 10月 ),活动期中的 6、 7、8月 是繁殖盛期。 赤胸林蚁是一种社会性土栖

昆虫 ,不 同的品级之间有明确的分工。雌蚁和雄蚁专营生殖 ,工蚁承担所有的劳动。赤胸

林蚁有筑巢习性 ,蚁巢可分为蚁丘和蚁洞两部分。蚁巢是赤胸林蚁繁殖、发育、生长、栖

息、冬眠的重要场所。

许多生态因子对赤胸林蚁有明显的影响。不同的生境类型 ,赤胸林蚁的密度、数量、

蚁丘高度、蚁丘体积及枯草层的厚度也不同。滩地灌丛赤胸林蚁的密度平均为 70,4巢 /公

顷 ,数量平均为 13846头 /巢 ,蚁丘高度平均为 22.5厘 米,蚁丘体积平均为 0,05米,,枯
草

层厚度平均为 9.4厘米,均居诸生境中的首位。依次是阴坡灌丛,滩地草甸、阳坡草甸。

沼泽化草甸无赤胸林蚁分布。

赤胸林蚁主要是以某些昆虫为食 ,同时它又是鸟类捕食 ,螨类寄生的对象。它在高寒

草甸生态系统中属消费者范畴。其取食行为对某些草原害虫有抑制作用,有利于保持该

系统的生态平衡。其筑巢习性能促进微生物对植物的枯枝落叶和某些食草哺乳动物的粪

便的分解 ,加快该系统的物质循环。

总之 ,赤胸林蚁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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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1IMINARY STUDY ON THE BIOECOLOGY OF THE
REDˉTHORAX FOREsT ANT(Formic。 sp.)

1N ALPINE MEADOW

z·hai zh.igang

(N·。
``”

z‘ es` P`夕

`召'〃
 I″ s```〃

`c o`B`0`ogy' 'c`″
e`″″ s`″

`c'丿

TLe redˉthomx forest ant(Pon印 co sp,)bas been studled in Ha珈ei耐莎.ne meado田 .

The灬 ulC ig gum咖 ar彡ed h the fo11o讪 名 .

The Fed~tuo。狙 壬【)rest aalt belon嗲 vuⅡder Ⅱy∝nenop0ona,Formio.dae,Fornoicnnae.I七

ha心 three 1ms仂 s:w·orker,Fem.ale and lnale.Ⅵ rorker:h(知 ..d and abd|<》∶men bh,ck, tllorax

da△k rea,length of body 8.8-5.9mm,Female:Gu parts。 f body uack,length of body
8.() 8.1【【m1.iMde:a△ parts of body bla乃 k,front and hind win:资 present,lengtll of

body 7.2— 7,6 11ul1.

Irhe red.thorax forest antg h1b· erniate I心 ;the adults of the ·w·orkers and~.felllales. 1各 ,

life circle in a year n1ay be seipalrated into two periodsˉ bibernation and activity.

rr△ e rea~t△∶。rax forest ant is a lond敌)cial insect dwellin.g ill the soi1. They bave

clear an.d definite· division of lab·our. ′
r△.e Fem.ales and the lnulα s Teprod·uce specially and

thc w· orkers under蚀 ke all l剖bour. ′rhey 11ave the babit o￡ nestting. lrhe nest.lllay be s呛 ~

parated t· w.o parts·ant hnl and ant cave. irhe ant hills are 助bove gpound albout o——45
cm吨 h and血lude删躏 吧 喻 uctu嘁 nest entranc⒃,就 hered驷焖 l呼σ,dec妒d
gra必 hycr洫 d secondory galleoes etc.The ant caves are over 1(X)cm deep unde略 论

und and mclude folllowing趾 ructur6:ma皿 gmleri⒂,§de galleri锱 and nest challlberg

efO,

`1又 4·

The red~thor叼 咏 ￡(rest allt is controlled by many eeoI<名i。a.l factors.I低 dengity,nl亚 nˉ

bOr,ant Lill he1ght,ant hill vol【 lille a,nd Imthered gira〈§ l吼yer thlcknesg.are not salne ill

di,ffepent habitats. In tlle plain-shnubbew,the avα nge density诋 7o.4:【 le§t/1颐 ,the aveˉ
ragO nuInber is 18846血 m“d/nest,the wera。 ge ant hill heigllt i旬 笏.5c11,the average
ant hi△ volume is O.05m:,the avetltige withered gra玲 layer th比kn饫s is 9.4α !∶l that it is

the best h创队饨t for the a∶ llt.They are not aistributea in sw哂 lp m曲dow.
The red~tllor眍 fσ∞t ant is a⒃C⒅dary co灬um,er in the alpille mendow ocows协m.

so”e lng∞ts are preyed upon.by the ant.Its predators are urds,mld lt|se虬 emal uˉ
nBites.are【 【lites.so thnt讹 is offectu斑 to equability the eα焖y蜕gm.Its nesting beha~

vi()ur codd break down the dried plallts a】 1d thO f∞锱 oF mam|mab that it omiy pr()In〈 》吨
th.eir decompo献tion透nd accelera伉 on the material circulatlon.

It ls believed tllat the red~tllorax f(江 est ant is beneFi。 ial to the alpine m.eadow eco~
gyst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