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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觅食活动规律及其食性#探查

其觅食活动与环境温湿度的相互关系#采用陷阱诱集法统计不同季节$不同时段外出觅食工蚁的数

量#分析环境温湿度与其觅食活动季节动态和日动态的相关性#并通过分析其捕获食物种类确定其

食性%结果表明#爪哇扁头猛蚁觅食的季节动态与环境温度$湿度均显著相关!

0

#

"?"#

"#夏季是

其觅食的高峰时期#秋季开始下降#冬季停止外出觅食#

&

月再次开始觅食活动&其觅食的日动态在

一定范围内与环境温度显著相关!

0

#

"?"#

"#但与湿度相关性不显著&一天中
B

'

""

是其工蚁外出

觅食的高峰期#随着环境温度的上升#其觅食活动开始减少#直到傍晚温度降低时#其觅食活动开始

增加%爪哇扁头猛蚁主要取食节肢动物尸体#表现为肉食性%

关键词#爪哇扁头猛蚁&觅食活动规律&温度&相对湿度&取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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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是昆虫纲
Q/87G40

膜翅目
M

:

D7/,

N

47.0

蚁

科
9,.D<G<>07

昆虫的通称!是地球上分布最广泛(

数量最多的社会性昆虫)

#)!

*

'蚂蚁亦是变温动物!常

常在土壤(枯落物(朽木等环境中筑巢!工蚁外出在

地表觅食!对于蚁巢周围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环境

的变化也会直接影响到其筑巢和觅食活动!已被用

于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要生物指示物种)

%)*

*

'蚂蚁的

分布及其行为活动是对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的长期

适应!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植被(气候条件决定了

相关蚂蚁的食性及活动规律)

')(

*

!深入了解这些活动

规律以及对环境因子的生态反应!有助于揭示蚂蚁

生命活动与环境变化的联系!为生态系统的保护和

评价提供基本信息'

我国蚁科昆虫的分布从南到北种类和数量逐渐

减少!并体现在亚科的分布上'+中国蚂蚁,记录蚁

科
$

个亚科)

!

*

!而在西北地区!仅发现分布有
%

"

&

个亚科!蚁亚科
9,.D<G</07

(切叶蚁亚科
A

:

.D<G<)

/07

(臭蚁亚科
S,1<G5,>7.</07

分布比较普遍!但猛

蚁亚科
T,/7.</07

至今在宁夏(内蒙古(青海和新疆

没有报道!在陕西也仅报道有
%

种猛蚁)

B)#"

*

!这可以

看出猛蚁的分布和活动更容易受气候因素的制约和

影响'猛蚁是蚁科中最为原始的类群!工蚁单型!蚁

巢较小!可捕食各类昆虫和小型节肢动物!是一类潜

在的捕食性天敌昆虫!对于维护生态平衡起着重要

作用)

!

!

##

*

'国内在猛蚁分类学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

的研究)

#!)#*

*

!但是对于猛蚁的行为生态学研究较

少)

#'

*

'

爪哇扁头猛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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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中国分布较为广泛的一种土栖肉食性蚂蚁!该

种长期被归属于厚结猛蚁属
0+"B

&

"$-;

&

2+

!又被称

为敏捷扁头猛蚁或敏捷厚结猛蚁"

0+"B

&

"$-;

&

2+

+/#.#+HD<45

#

)

B

!

#!

*

'

HG5D<>40/>H5044-GO

)

##

*重新

恢复扁头猛蚁属"

!"#$%$%

&

'%()

#!将该种从厚结

猛蚁属"

0+"B

&

"$-;

&

2+

#划分至扁头猛蚁属'该蚂

蚁的相关研究较少!

U0/

F

V5-

等)

#(

*对其颊下囊的

形态和超微结构进行了研究'爪哇扁头猛蚁的蚁巢

小而简单!每巢工蚁数量
#"

"

!"

只!野外观察发现

环境温度(湿度对其筑巢和觅食活动影响较大'本

研究以爪哇扁头猛蚁为例!研究该种蚂蚁在陕西省

杨凌地区的觅食活动!包括季节性活动规律(日活动

规律以及采集食物类型!分析其觅食活动与季节变

化(生境温湿度间的关系!为猛蚁亚科蚂蚁行为生态

学的研究提供基础信息'

#

!

材料与方法

!"!

!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域选择陕西省杨凌农业示范区!位于关

中平原西部!地处
#"(W*$XY#"BW"$XC

!

%&W#&XY%&W

!&X3

!海拔
&#B

"

*&"D

'全区属暖温带季风区半湿

润气候!四季分明!冬夏较长!春秋气温升降急骤!雨

量集中在
(Y$

月!年均气温
#!?$Z

!极端最高气温

&!Z

!最低气温
Y#$?&Z

!全年无霜期
!!#>

!年均日

照
!#'%?B5

!年均降水量
'%(?'DD

!干燥度
#?*'

'

爪哇扁头猛蚁主要分布于城区(城郊植被密集的区

域'

!"#

!

研究方法

通过野外调查!首先确定爪哇扁头猛蚁活动的

区域!参考
9?[8L,./

等)

#B

*的方法!选取
%

个样地

"

I

点
%&W#*X&&\3

!

#"BW%X&#\C

(

P

点
%&W#*X*"\3

!

#"BW&X!\C

和
V

点
%&W#*X&'\3

!

#"BW&X(\C

#!在每个

样地附近分别埋置
%

个直径
(?*GD

(高
$GD

的塑

料杯!杯口与地面齐平!杯内加入等量的火腿肠!杯

口保持开放作为陷阱'从
!"#'

年
(

月至
!"#(

年
'

月!每月中旬选择天气晴朗的连续
%>

!埋设陷阱后!

从
B

$

""Y!"

$

""

每隔
!5

记录
#

次陷阱内的工蚁数

量!同时用
T0..,491,67.T,67.

传感器"法国制造#

测定蚁巢的温度和湿度!用于分析爪哇扁头猛蚁的

活动规律与环境温湿度的关系'

在爪哇扁头猛蚁蚁巢附近!跟踪外出觅食的工

蚁!观察和截获其携带的食物!带回实验室进行分

类(鉴定和统计!分析其采集食物的类型'

调查所得数据用
A<G.,8,24CEG71

进行数据处

理!利用
[.<

F

</$?"

作图!用
HTHH!%?"

对相关数据

进行方差和相关性分析'

!

!

结果与分析

#"!

!

爪哇扁头猛蚁觅食活动的季节动态

通过统计和分析不同月份爪哇扁头猛蚁外出觅

食工蚁的数量'从图
#

可以看出!该种蚂蚁觅食活

动呈现明显的季节性规律'春季"

&Y'

月#!随气温

的升高!工蚁外出觅食活动数量有明显的上升!其中

&

月诱集到的工蚁数日均为"

B?"]"?%

#头%杯!

*

月

为"

##?"]!?(

#头%杯!

'

月为"

%'?&]*?"

#头%杯'

夏季"

(YB

月#!工蚁觅食活动最为旺盛!日均诱集

工蚁数量均超过
'"?"

头%杯&秋季"

$Y##

月#!随着

气温下降!相对湿度升高!诱集到的工蚁数量逐渐减

少!其中
$

月日均诱集到的工蚁数量为"

&"?%]%?$

#

头%杯!

#"

月为"

!&?&]#?!

#头%杯!

##

月为"

&?']

#?B

#头%杯'冬季"

#!

月!

#Y%

月#气温较低!但
#!

月中旬仍发现少量工蚁活动!诱集到工蚁"

"?B]

"?&

#头%杯!此后在野外没有发现和诱集到工蚁'

(

月与
B

月诱集工蚁数显著高于其他月份且这
!

个月

无显著性差异!

'

月和
$

月无显著性差异 !

#Y&

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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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Y#!

月无显著差异!因此!夏季"

(YB

月#是爪

哇扁头猛蚁外出觅食的高峰期!冬季停止外出觅食!

春季
&

月开始外出活动和觅食'

注$不同字母表示经
[/7)U0

:

I3[̂ I

法检验在
0

#

"?"*

水平差

异显著'图
!

同'

图
:

!

爪哇扁头猛蚁觅食活动的季节性变化规律

9<

F

?#

!

H708,/01=0.<04<,/,24572,.0

F

</

F

0G4<=<4

:

</

!"#$%$%

&

'%()

*

+,+-./6,.O7.8

将爪哇扁头猛蚁觅食工蚁数与
'

种气候因子

"月平均气温(月均低温(月均高温(月平均相对湿

度(月均低相对湿度(月均高相对湿度#进行相关性

分析!结果表明"表
#

#!觅食工蚁数量与月平均气

温(月均高温(月均低温呈正相关!而与月平均相对

湿度(月均高相对湿度(月均低相对湿度呈负相关!

且相关性均达显著水平"

0

#

"?"#

#'由此说明!爪

哇扁头猛蚁觅食活动的季节动态与环境温湿度的变

化有着密切关系'

#"#

!

爪哇扁头猛蚁觅食活动的日动态

在爪哇扁头猛蚁活动期!统计一天中不同时段

诱集到的觅食工蚁数量可以看出"表
!

#$

#Y%

月没

有工蚁活动!

&

月工蚁开始活动!

&Y'

月!每天诱集

表
:

!

爪哇扁头猛蚁工蚁觅食活动的季节动态

与环境温湿度的相关性分析

K0L17#

!

V,..7104<,/0/01

:

8<8L74677/4578708,/01=0.<04<,/0/>

4570DL<7/447D

N

7.04-.70/>.7104<=75-D<><4

:

2,.4572,.0

F

</

F

0G4<=<4

:

,2!H

*

+,+-./6,.O7.8

项目 样本量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

月均相对湿度%

_ #! F #̀""H%$(Y!H'%&I Y"?$"%

""

月均高相对湿度%

_ #! F #̀"*H(%&Y!H'$*I

Y"?BB'

""

月均低相对湿度%

_ #! F $̀'H&(#Y!H'"#I

Y"?$#%

""

月均温度%

Z #! F`Y%#H*%#a!H''#I

"?B*'

""

月均高温%

Z #! F`Y%#H!!$a!H&&%I

"?B!(

""

月均低温%

Z #! F`Y!#H#&(a!H*(%I

"?B"B

""

!!

注$

""

表示在
"?"#

水平上显著相关'

到的工蚁数量相对较少&

(YB

月觅食工蚁数量增

多!一般
B

$

""

诱集到的工蚁数量最多!是其活动的

高峰期!

#"

$

""

以后外出觅食的工蚁数量锐减&

#B

$

""

外出觅食工蚁数量又有回升&

$

月之后!整体上诱

集到的工蚁数量比较少!

#"

月开始日活动规律无明

显的差异'

(

月觅食工蚁日动态不同时段差异较大'从图

!

可以看出!工蚁觅食活动的日动态与环境因素的

变化呈现出一定相关性!一天中!早晨温度较低!工

蚁的觅食活动极为频繁!但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外

出觅食工蚁的数量明显减少!而当傍晚温度降低时!

觅食工蚁数又有所回升!而相对湿度日变化幅度较

小'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表
%

#!爪哇扁头猛蚁在
(

月的觅食日动态与温度变化呈负相关!且相关性极

显著"

0

#

"?"#

#!而与相对湿度变化呈正相关"

0

#

"?"*

#'从表
%

可以看出!在一定温度范围内觅食工

蚁日动态与环境温度呈负相关!而环境相对湿度与

其日动态相关性不显著'

表
;

!

爪哇扁头猛蚁日不同时段觅食工蚁数量变化

K0L17!

!

S0<1

:

=0.<04<,/,24576,.O7./-DL7.</=,1=7></2,.0

F

</

F

0G4<=<4

:

</!H

*

+,+-./

头

月份
时间

B

$

"" #"

$

"" #!

$

"" #&

$

"" #'

$

"" #B

$

"" !"

$

""

& !?%]"?&0 "?B]"?!G> "?']"?!> "?*]"?&> "?B]"?&> #?%]"?&LG #?(]"?"L

* %?#]"?&0 #?']"?*LG #?#]"?&LG #?"]"?*G "?B]"?*G #?*]"?(LG !?"]"?%L

' B?$]"?*0 '?&]"?*L &?&]!?!LG %?%]#?!G %?*]#?#G %?*]#?%G '?%]"?(L

( !*?&]!?B0 ##?*]#?!L (?']#?*G> *?!]!?"> &?&]!?'> '?%]%?&G> $?B]!?&LG

B !#?(]%?%0 $?*]#?'L '?$]%?#LG *?(]!?&G *?*]!?'G (?%]#?BLG B?!]!?!LG

$ #"?"]#?B0 &?!]"?$G %?B]#?%G *?#]#?$G &?B]"?(LG *?*]#?(LG '?$]"?B0L

#" *?!]#?*0 %?&]#?"L %?(]"?(0L !?&]"?BL %?B]"?&0L #?B]"?#L &?#]!?$0L

##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

注$同行数据后不同字母表示经
[/7)U0

:

I3[̂ I

法检验在
0

#

"?"*

水平差异显著'

#"$

!

爪哇扁头猛蚁的采集食物类型

通过野外定点观察!发现爪哇扁头猛蚁的工蚁

在地面单独觅食'从工蚁采集食物的类型可以看出

"表
&

#!工蚁主要表现为肉食性!采集的食物主要是

一些节肢动物的尸体!包括膜翅目(半翅目和鳞翅目

昆虫!以及蚯蚓(马陆(蜈蚣等!未见其主动捕食活体

昆虫和动物!偶尔发现有工蚁采集植物叶片和未知

种子回巢'

$&#

第
'

期 潘星燃 等$爪哇扁头猛蚁"

!"#$%$%

&

'%()

*

+,+-./

"

A0

:

.

##觅食活动规律研究



表
<

!

=>:?

月爪哇扁头猛蚁觅食活动日动态与环境温湿度的相关性分析

K0L17%

!

V,..7104<,/G,722<G<7/48L74677//-DL7.,26,.O7.8</=,1=7></2,.0

F

</

F

0G4<=<4

:

,2!H

*

+,+-./

!

47D

N

7.04-.7

!

0/>.7104<=75-D<><4

:

</457

N

7.<,>2.,DI

N

.<14,[G4,L7.

月份
温度%

Z

样本量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

相对湿度%

_

样本量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

& ( F *̀H"&%Y"H#B!) Y"?(!& ( F`Y#"H('&a"H%%B) "?!##

* ( F '̀HB"#Y"H!!&)

Y"?$"(

""

( F`Y!#H%&*a"H(&*) "?*&B

' ( F &̀%H*&*Y#H%B") Y"?$&#

""

( F`Y$H$'&a"H'!B) "?!#&

( ( F #̀('H%#"Y*H'#%)

Y"?$#'

""

( F`Y&'H($!a%H("$)

"?B"B

"

B ( F #̀&"HB%*Y&H*$!)

Y"?B*'

"

( F`Y&'H*("a%H*B$) "?*!'

$ ( F *̀#H""$Y#H(!B) Y"?(&* ( F`Y*H%'$a"H&!&) "?!"!

#" ( F #̀*H(&&Y"H'!%) Y"?*#( ( F`Y%#HB#$a"H$(*) "?'#!

!!

注$

""

表示在
"?"#

水平上显著相关!

"

表示在
"?"*

水平上显著相关'

图
;

!

@

月爪哇扁头猛蚁工蚁日觅食活动规律

9<

F

?!

!

S0<1

:

2,.0

F

</

F

0G4<=<4

:

,2!H

*

+,+-./</+-1

:

表
=

!

爪哇扁头猛蚁采集和捕食食物的类型

K0L17&

!

9,,><47D8G,117G47>0/>G0

N

4-.7>L

:

!H

*

+,+-./

食物类型 数量%头 占比%

_

膜翅目
#% *"?""

半翅目
& #*?%B

蚯蚓
% ##?*%

马陆
! (?'$

鳞翅目
# %?B*

蜈蚣
# %?B*

叶片
# %?B*

种子
# %?B*

合计
!' #""

本研究共收集到
!'

个食物样本!在其所采集和

取食 的 食 物 中!膜 翅 目 昆 虫 所 占 比 例 最 高!为

*"?""_

!但主要以其他蚂蚁的尸体为主!其中蚁亚

科的日本弓背蚁"

1+%

J

$-$#./

*

+

J

$-:"./

!

%B?&(_

#

和日本黑褐蚁"

5$'%:"+

*

+

J

$-:"+

#尸体"

!%?"B_

#

比例较高!其次为切叶蚁亚科的草地铺道蚁"

K(#@

'+%$':.%"+(/

J

:#.%

!

#*?%B_

#和 日 本 盘 腹 蚁

"

=

J

B+(-$

3

+/#('

*

+

J

$-:"+

!

#*?%B_

#!还有少量的

蜂类尸体"

(?'$_

#'采集的半翅目昆虫占
#*?%B_

!

主要有金绿宽盾蝽"

0$(":2$"$':/2(C:/:

#的尸体'

采集 蚯 蚓 的 比 例 为
##?*%_

!马 陆 尸 体 比 例 为

(?'$_

&鳞翅目昆虫和蜈蚣的尸体以及植物叶片和

未知种子所占比例最低!均为
%?B*_

'

%

!

结论与讨论

$"!

!

觅食活动的季节动态与日动态

对爪哇扁头猛蚁在陕西杨凌地区觅食活动规律

的研究发现!工蚁觅食活动的季节性波动较大!觅食

活动与环境温度呈正相关!与相对湿度呈负相关!在

夏季
(

月和
B

月觅食活动达到高峰!

$

月以后开始

减少觅食!而在冬天则停止觅食!到了春天再次开始

出巢活动!这与
I?A08501

:

等)

'

*对阿拉伯半岛的赛

那尔短猛蚁"

?'+"B

&J

$-('+/(--++'(-/:/

#研究结果

相似'但爪哇扁头猛蚁与巴西地区的方头恐猛蚁

"

A:-$

J

$-('+

L

.+;':"(

J

/

#的觅食活动规律存在差

异!后者变化幅度相对较小!在旱季初期"

##

月#达

到高峰!在季末"

!

月#下降!雨季后期"

B

月#再次增

加!觅食的季节动态与相对湿度呈负相关)

(

!

#$

*

!造成

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由于温带与热带地区的

温度和气候存在差异!在热带地区温度降到最低时仍

能维持觅食工蚁的正常活动!并且湿度等环境因素造

成的较高的物种丰富度能够有效地降低觅食活动的

季节差异'而在温带地区!季节差异明显!温度较高

的月份食物较为丰富!进入寒冷季节食物则较匮乏'

在觅食活动的日动态方面!

B

$

""

左右是爪哇扁

头猛蚁觅食活动的高峰期!

#"

$

""

以后外出觅食的

工蚁数量锐减!

#B

$

""

之后外出觅食工蚁数量又有

所回升!这与热带地区猛蚁亚科蚂蚁的觅食日动态

有一定差异!如在巴西北部!巨人恐猛蚁"

A:-$

J

$-@

('+

3

:

3

+-#(+

#觅食日规律呈现出-双峰模型.!即其

觅食活动频率
(

$

""YB

$

""

和
#(

$

""Y#B

$

""

均达到

峰值!而在中午显著降低)

!"

*

&沙特阿拉伯的赛那尔

短猛蚁"

?'+"B

&J

$-('+/(-++'(-/:/

#在
(

$

""Y$

$

""

处于觅食活动高峰期!

##

$

""Y#&

$

""

停止觅食)

!#

*

'

"*#

西北林学院学报
%&

卷
!



这种日动态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温带和热带地区相对

湿度和温度对觅食活动的影响不同'本研究结果显

示!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爪哇扁头猛蚁觅食活动日动

态与温度变化呈负相关!与相对湿度相关性不显著!

而
A7>7<.,8

和
[1<=7<.0

)

!!

*对巴西东南部亚热带地

区厚结猛蚁属的
0+"B

&

"$-;

&

2+/#':+#+

觅食活动规

律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季节其觅食活动日动态均

与温度变化呈正相关!这与它们不同的习性有一定

关系'爪哇扁头猛蚁的季节动态与温度呈正相关!

与相对湿度呈负相关!而其日动态与温度呈负相关!

与相对湿度相关性不显著!这可能是温度与相对湿

度间存在相互作用!对其季节动态和日动态有不同

的影响'

$"#

!

取食类型与食性

本研究发现!爪哇扁头猛蚁采集食物的类型主

要是节肢动物尸体!包括膜翅目(半翅目(鳞翅目昆

虫以及蚯蚓(马陆等尸体!偶尔采集种子和植物叶

片!主要表现为肉食性!这与其他猛蚁种类的取食类

型比较相似!如巨人恐猛蚁"

A:-$

J

$-('+

3

:

3

+-#@

(+

#

)

#$

*

(条纹厚结猛蚁"

0+"B

&

"$-;

&

2+/#':+#+

#

)

!!

*和

方头恐猛蚁"

AH

L

.+;':"(

J

/

#

)

!%

*

'但也有研究发现

厚结猛蚁属
0+"B

&

"$-;

&

2+

和大齿猛蚁属
M;$-@

#$%+"B./

的一些种类会选取含较多脂质和蛋白的

植 物 种 子 和 果 实 搬 运 回 蚁 巢 供 工 蚁 和 幼 虫 食

用)

!&)!'

*

!而敏捷扁头猛蚁"

!"#$%$%

&

'%()+/#.#./

#

巢中发现有白蚁!二者可能存在共栖或捕食和被捕

食的关系)

#'

*

!这都说明不同种类的猛蚁其食性存在

差异'此外!研究也发现爪哇扁头猛蚁采集的食物

中其他蚂蚁的尸体占有极大的比例!但没有观察到

其攻击主动其他蚂蚁的现象!这可能与其活动区域

内其他食物资源比较匮乏有关'同时发现爪哇扁头

猛蚁觅食工蚁存在对觅食区域的竞争行为!不同蚁

巢的工蚁常常将上颚彼此咬在一起相互比拼力量!

这种行为与巨人恐猛蚁"

A:-$

J

$-('+

3

:

3

+-#(+

#

)

!"

*

非常相似'

通过研究廓清了爪哇扁头猛蚁觅食活动的季节

性动态(日动态与环境温湿度间的关系!确定了其取

食食物的类型!为进一步研究爪哇扁头猛蚁行为生

态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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