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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喀斯特洞穴动物多样性及其生境研究
??以黔西县红林地区为例@

陈 浒#A熊康宁#A1B%C56D%15E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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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8通过四次对青冈林洞M洗线洞和水响洞的调查A共获+L种动物N各种类数

量优势分别为有光带的蚁蛉幼虫M蕈蚊A弱光 带 和 黑 暗 带 水 域 的 红 点 髭 蟾 蝌 蚪 以

及洞壁的斑灶马N!))#年#)月和!))+年+月A青冈林洞M洗线洞和水响洞分别有

动物群落#*M#+和#)种类型A优势群落为斑灶马M红点髭蟾蝌蚪和蚁蛉幼虫N动物

的 取 食M隐 蔽M繁 殖M栖 息 等 环 境 在 不 同 时 期 的 变 换 引 起 这 一 区 域 洞 穴 动 物 在 种

类M数量和空间分布等的变化A人类活动则加大了生境的差异N食物O陷阱法可用

于部分动物的相对数量的调查N
关键词8喀斯特F洞穴动物F生境F食物O陷阱法F贵州

中图分类号8P>*:’##+ 文献标识码8-

Q 引 言

中国西南部喀斯特及其洞穴动物的赋存与丰富

性为世界研究者瞩目??世界喀斯特许多理论问题

都 有 赖 于 中 国 西 南 部 喀 斯 特 的 研 究 而 得 到 解 决

;/RBBEICSA#>:=<A几 乎 每 一 次 研 究 都 等 于 一 次 新 发

现N国内外对洞穴动物的研究颇多A如动物群落和分

类研究T#A+ULVM动物区系M生态和演化研究T!A:U#+VA以及

调 查 方 法 的 研 究T#"VA贵 州 对 洞 穴 动 物 的 研 究 也 不

少T#A+U=VN红林地区的青冈林洞M洗线洞和水响洞代表

贵州喀斯特高原区向峡谷区过渡发育阶段并受到人

类活动不同程度的影响A对该+个洞穴的动物和动物

生境进行研究A将进一步丰富对喀斯特洞穴动物资源

的认识及为洞穴动物和环境保护提供依据N

W 地质地理概况

黔西红林位于贵州省黔西县西北角A为黔西高原

向黔中山原的过渡区域A地质上处于六冲河M野纪河

与 赤 水 河 之 间 的 分 水 岭 南 侧N区 内 地 势 起 伏A海 拔

#"))U#:))XA面积约###YX!N出露地层主要有二叠

系M三叠系M中下三叠统和第四系N区内碳酸盐岩出露

面积大A多裸露A分布面积达:*Z以上A是典型的喀斯

特区N地貌类型以溶丘洼地M峰丛洼地和峰丛峡谷为

主N区域气候温和A年均温#+[A年平均降水量#)))U
##L)XXA大气降水为本区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源N该

区发育的土壤主要有轻粘薄层黑色石灰土;如本研究

洞穴所在区域<M轻砾质重壤中厚层普通黄壤M轻砾质

重壤薄层酸性紫色土;如本研究洞穴汇水区域<N区域

植被有喜钙植物圆果化香M月月青A旱生植物铁仔M竹
叶椒M悬钩子以及人工植被杨M漆树等#))余种N由于

该 区 地 理 位 置 和 地 质 地 貌 组 合 的 特 殊 性A以 及 受 岩

性M构造M河流强烈下切等的影响A形成了不同规模M
不同性质的洞穴N

青冈林洞M洗线洞和水响洞分别位于红林乡大坝M
箐脚和吉沙三个村民组境内N该三洞穴发育层位相似A
即都发育于三叠系下统的夜郎组;\#]A主要为砂页岩

夹厚层灰岩<和永宁镇组;\#]̂ 主要为中厚层灰岩<的
交接带;图#<A洞口海拔高度M形状及洞穴堆积情况相

差不大A即均为单通道A入水洞A化学沉积物和沉积形

态少A洞穴崩塌和流水堆积石块多;表#<N但比较而言A
水响洞可入性好A青冈林洞和洗线洞可入性差N

@ 基金项目8贵州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T黔基合计字;!))#<+):=VM省跨世纪科技人才工程专项基金项目T;!)))<>:):V
第一作者简介8陈浒;#>=*?<A男A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生物科学学院A讲师A硕士A主要从事岩溶环境与动物生态等研究N
收稿日期8!))"9)*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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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黔西县红林地区洞穴分布图

"#$%&’()*+,(-./#012#341#*5#56*5$7#5(2.(89#(5:#,*451;

表! 洞穴测量数据与特征

<(3%&=42-.;/(1((5/,>(2(,1.20*+1>.,(-.0

洞穴名称 洞口海拔

?@A

洞穴发

育位置

洞口

朝向

洞口形状与大小

?高B宽8@A

洞穴高

差?@A

洞穴长

?@A

化学与流水

堆积

裂隙发

育情况

洞穴崩塌

情况

青 冈 林

洞

&CDE 地 层 交

接 带 洼

地

FGHIJ
KLM

拱 弧 形 ?&HB
&&A

NOP &KDE 黑 暗 带 有 少 量 钟 乳

石8洞口至黑暗带 前

半段多流水堆积

未 见 快 速

滴 水 与 紊

流

黑 暗 带 中 半 段 有

大 量 基 岩 崩 塌 堆

积的石块

洗线洞 &CIL 地 层 交

接 带 洼

地

=GCOJ
KLM

拱 弧 形 ?PLB
&CA

NOP OHKQQ 黑 暗 带 有 少 量 钟 乳

石8洞口至弱光带 多

见流水石块堆积

有 快 速 滴

水与紊流

弱 光 带 远 段 有 基

岩 崩 塌 堆 积 的 石

块

水响洞 &COL 地 层 交

接 带 洼

地

=GPHJ
L&M

拱 弧 形 ?CPB
KLA

N&C EEL 黑 暗 带 有 少 量 钟 乳

石R流水堆积整个 洞

段

无 快 速 滴

水与紊流

有 光 带 有 基 岩 崩

塌堆积的石块

注SQ表示OHK@处为一陡坎8向深部地面被水淹没8难以进入R

QQ指相对于洞口地面的洞底位置T

洞穴汇水区域的环境特点8特别是农药U化肥使

用情况对洞穴动物的繁殖与分布影响很大T红林地区

洞穴汇水区域虫害少8因此农药的使用量不大?表PA8

仅在水响洞汇水区域的稻田有虫害发生时使用T化肥

的用量为平均每亩每年K&%&V$T此外8在播种期间还

施用大量的畜粪T

表W 洞穴汇水区域环境污染状况

<(3%PG5-#2*5@.51(7)*7741#*50#14(1#*50#51>.,(-.X0,(1,>@.51(2.(

洞穴名称
汇水区域面积

?>@PA

化肥用量

?V$Y亩Z(A

农药用量

?@[Y亩Z(A

洞穴水源及

与洞口距离
水污染状况

生活固体废

物倾倒情况

青冈林洞 EH%K KH%E N 泉水8OLL@R天然降水
洪水期地表水8无直接

污染
无直接倾倒

洗线洞 OL%L PD%P N 洞口泉水R天然降水
洪水期地表水R洗衣废

水
无直接倾倒

水响洞 P&C%E KL%PH &HP%C
泉 水8&%HV@R天 然 降

水

洪水期地表水R洗衣废

水R畜禽粪便

水 流 携 带 和 人 为 往 天

窗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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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方法

采用"#$%$&’#()*+(,-./0123的方法如舔性毛

刷粘附4吸气器抽吸4陷阱诱捕4滤网捕捉4挖掘淤泥

和松土4翻搬石块等广泛收集洞穴各带地面4洞壁4洞
顶4水域各环境的动物5记录洞穴各带群落组合类型6
所采标本经789:7;9的乙醇固定后带回室内鉴定6
定量调查采用黎道洪</5=52>的样方法5每带设置样方2
:?个5拾取和计数各样方内的各类群动物5并测 定

洞穴光照度4各带的温湿度4水@A值和水温6
此外5于B88/年/8月和B88=年=月采用食物诱

捕C陷阱DDE食物F陷阱法G对洞穴各带斑灶马和蝇

类 进 行 限 时.21%3定 点 收 集5分 别 于 青 冈 林 洞4洗 线

洞4水响洞设置样点/B474/8个5最后以各带平均个

体数作为定量结果6

H 调查结果

HIJ 种类组成与分布

B888年/8月4B88/年;月和/8月4B88=年=月

先后四次对=个洞穴调查5共获动物=7种5隶属=门0
纲B=目=2科6其中5软体动物B种5节肢动物B7种5
脊索动物1种5以节肢动物占优势.表=36

表H 洞穴各带的动物组成4分布和相对数量

K$LI=M(&@(N-NOP5*QPO#QL)OQ(N$N*#-+$OQ,-QN*Q,Q*)$+N)&L-#P(RS$,-$NQ&$+P$O*QRR-#-NO+(S$OQ(NP(RO%-S$,-P

动物类群
青冈林洞

光 弱 黑 .93

洗线洞

光 弱 黑 .93

水响洞

光 弱 黑 .93

/4软体动物门T(++)PS$

腹足纲M$PO#(@(*$

柄眼目UOV+(&&$O(@%(#-

钻头螺科U)L)+QNQ*$-

./3柑卷轴螺WXYZ[\]̂_[‘â_[‘a[]Y‘b̂ ? BIB/ B 8I07 ; /I;2

瞳孔蜗牛科M(##Q++Q*$-

.B3双凹两坑螺c_de]fXgh]‘[i]fX‘f[j[ B 8I72

B4节肢动物门k#O%#(@(*$

甲壳纲M#)PO$S-$

等足目lP(@(*$

鼠妇科k#&$*Q++Q*Q)&

.=3粗糙鼠妇mXfghh]X̂f[igY /7 ;IB=

蛛形纲k#$S%N(+Q*$

拟蝎目’P-)*(PS(#@Q(NQ*$

.23拟蝎目一种P@I / 8I=/

蜘蛛目k#$N-Q*$

掠蛛科"N$@%(PQ*$-

.;3掠蛛科一种P@I = /I/8

盲蛛目n@Q+Q(N-P

长 科’%$+$NoQQ*$-

.?3长 科一种P@I 7 BI;7 / = /I0=

多足纲TV#Q$@(*$

蜈蚣目US(+(@-*#(&(#@%$

石蜈蚣科lQO%(LQQ*$-

.73粗背石蜈蚣pXZeYXdXhq̂ [̂dgY[Zb̂ BB 1I80

倍足目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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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动物类群
青冈林洞

光 弱 黑 "#$

洗线洞

光 弱 黑 "#$

水响洞

光 弱 黑 "#$

山蛩科%&’()*+,(-(./012

"3$山蛩虫4’&5(.(’651-67 8 973: : 97;!

带马陆目%<(,(62)0’(.(’651

带马陆科=(,+02./012

";$雕背带马陆>?@ABCDEFGHI@JJBKI7 L M7N: L M7;N

昆虫纲O)-2<&1

双尾目P/6,Q’1

副铗尾科=1’1R16+*/012

"9M$副铗尾科一种-67 ! 979M L M7;N

弹尾目S(,,2.T(,1

长角跳虫科U)&(.(T’+/012

"99$长角跳虫科一种-67 9 M7:3

蜚蠊目V,1&&1’/1

鳖蠊科S(’+0//012

"9L$中华真地鳖>H?FWX?E@Y@IZABAIZI L M7N: ! 97:8 N L798

革翅目P2’.16&2’1

"9!$大尾螋[E@WWZ@JWB\DBCZ L M7;N ] 9738

直翅目4’&5(6&2’1

蟋螽科S’+,,1<’/012

"9:$斑灶马 ẐBI\C@KKBA@K@CKFC@\@ L3 8: !M79 L9 !8 LN79 99 LM ;78:

"98$斑灶马一种 ẐBI\C@KKBA@-67 !! ]; !97!3

脉翅目_2Q’(6&2’1

蚁蛉科‘+’.2,2()&/012

"9]$蚁蛉"幼虫$aXCKBWBFKJFCKZD@CZHI 98 8789 :9 9L7]L

半翅目b2./6&2’1

蝎蝽科_26/012

"9N$蝎蝽科一种-67 N 9 !73]

鞘翅目S(,2(6&2’1

蚁甲科=-2,165/012

"93$蚁甲科一种-67 : L 9738

步甲科S1’1T/012

"9;$步甲科一种-67 8 973:

"LM$步甲科一种-67 ! 97:8

隐翅虫科%&165/,/)/012

"L9$前角隐翅虫一种cWBFDE@C@-67 3 L7;: ] 9738

毛翅目d’/<5(6&2’1

"LL$毛翅目一种-67 ! M7;L

鳞翅目e26/0(6&2’1

夜蛾科_(<&Q/012

"L!$涂闪夜蛾fX?A@?ZD\@ 99 :7M: ; 9! 9M7]! 8 9M :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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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动物类群
青冈林洞

光 弱 黑 "#$

洗线洞

光 弱 黑 "#$

水响洞

光 弱 黑 "#$

谷蛾科%&’(&)*(

"+,$谷蛾科一种-./ + 0/1, + 0/21

双翅目3&.4(5*

大蚊科%&.67&)*(

"+8$大蚊9:;<=:>;?>@;AB@CD , 8 !/!E 1 2 1/!! , E, 8/8,

蚊科F67&G&)*(

"+H$蚊科一种-./ + 0/1, I E+ H/E8

蕈蚊科JKG(4L.M&7&)*(

"+1$蕈蚊科一种-./ I E1 E+/0I

小粪蝇科N.M*(5LG(5&)*(

"+I$小粪蝇科一种-./ 2 E! H/11

日蝇科O(7(LPKQ&)*(

"+2$日蝇科一种-./ 8 ! !/IH 1 H ,/00

!R脊索动物门FML5)*4*

鱼纲S&-G(-

鲤形目FK.5&’&TL5P(-

鲤科FK.5&’&)*(

"!0$鲫鱼U>?DD:<D><?>B<D 8 E/8,

鳅科 FLV&4&)*(

"!E$鳅科一种-./ I !/IH

两栖纲WP.M&V&*

无尾目W’65*

锄足蟾科S(7LV*4&)*(

"!+$红点髭蟾X?@A=>=>Y?ZAZADB:[\@B<D 11 +I/! E8 E2 EH/,! ! 0/2+

蟾蜍科]6TL’&)*(

"!!$中华大蟾蜍 <̂_A‘<_A[>?[ACa>CD E 0/!E

鸟纲Wb(-

雀形目S*--(5&TL5P(-

科J6-G&G*.&)*(

"!,$紫啸鸫cdA;ZAC<De>@?<=@<D + + 0/21 + 0/H+

哺乳纲J*PP*7&*

翼手目FM&5L.4(5*

菊头蝠科fM&’L7L.M&)*(

"!8$中菊头蝠gZ:CA=A;Z<D>__:C:D H +/+E ! E/,8

"!H$菊头蝠科一种-./

蝙蝠科h(-.(54&7&L’&)*( E 0/!E

"!1$西南鼠耳蝠cdAB:D>=B>?:<\ E 0/!1

合计 +H I0 EHH E00 +0 I+ E08 E00 21 2, E!, E00

注ij光k表示有光带lj弱k表示弱光带lj黑k表示黑暗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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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组成和分布特点表现在!青冈林洞"水响洞

分别有动物#$种%洗线洞有动物#&种%各洞穴在动物

种数组成上无多大差异’在各洞穴都有分布的种类是

柑 卷轴螺()*+,-./01-2301-23-/+2405"中华真地鳖

(647*897:-;-0/2<20/05"斑灶马(=/<0,+-11<2-1-+>
1*+-,-5"涂 闪 夜 蛾 (?972-7/@,-5"大 蚊 ()/748/-
7+-<7*,<205"红 点 髭 蟾(A+<*8-8-.+:*:*0,/;1<,405"
紫啸鸫(B9*7:*240@-<+48<405等C种’分布在有光带

的动物有$$种%弱光带有##种%黑暗带有$D种%各带

动物有重叠分布的情况%但动物组成上以弱光带和黑

暗带占优势’洞穴各带的动物组成按有光带"弱光带"
黑暗带顺序其情况是青冈林洞有E"$&"D种%洗线洞

有F"$&"$G种%水响洞有D"$#"H种%这与黎道洪等关

于 大 洞 口"和 尚 洞"龙 洞 等 的 结 果I$%G%EJ有 所 不 同(图

#5K此外%还可以看出水响洞各带在动物种类组成和

种数分配上与青冈林洞和洗线洞存在差异%在蝇类组

成上三个洞穴也存在着差异K
LMN 优势类群

#&&G年G月的取样调查%在各洞穴以及洞穴各带

的动物优势类群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表E5K其中%三个

洞穴的弱光带和黑暗带以斑灶马表现出较强的优势%

图N 洞穴各带动物种类数的比较

OPQM#RSTUVWPXSYSZXU[\P[XY]T [̂WV_‘PZZ[W[Y_

aS\V_PSYXSZ_b[\Vc[X

青冈林洞和洗线洞水域中的红点髭蟾蝌蚪具有一定

数量’青冈林洞和水响洞有光带以蚁蛉占优势%洗线

洞有光带则以蕈蚊占优势K

LML 群落组成与空间分布

#&&$年 $$月"#&&G年 G月两期的调查%青 冈 林

洞"洗线洞和水响洞分别有群落$F"$G和$&种类型

(表F5K各洞穴以及洞穴各带的优势群落组合分别为!

表d 各洞穴中动物的优势类群及其比例(e5

fV̂MEgSTPYVY_QWS]UXSZVYPTVaVY‘_b[PWU[W\[Y_VQ[PY‘PZZ[W[Y_\Vc[X

动物类群
青冈林洞

有光带 弱光带 黑暗带

洗线洞

有光带 弱光带 黑暗带

水响洞

有光带 弱光带 黑暗带

蚁蛉 FCMh E#MG

柑卷轴螺 #GM&

粗糙鼠妇 $HMC

蕈蚊科 E&M& #&MC

日蝇科 #FM&

粗背石蜈蚣 #CMF

斑灶马 GFM& G#MF #FMh GGMG EhMH hhME

红点髭蟾 EhME $HMG $HM$

小粪蝇科 $GMH

大蚊 $&ME

青冈林洞有光带柑卷轴螺i蚁蛉"弱光带粗背石

蜈蚣和斑灶马"黑暗带斑灶马和红点髭蟾蝌蚪%整个

洞穴以斑灶马(G&M$e5和红点髭蟾蝌蚪(#HMGe5群

落占优势K
洗 线 洞 有 光 带 蕈 蚊i日 蝇"弱 光 带 蕈 蚊 和 斑 灶

马"黑暗带斑灶马和红点髭蟾蝌蚪%整个洞穴以斑灶

马(#CM$e5"红点髭蟾蝌蚪($hMEe5和蕈蚊($#M$e5
占优势K

水响洞有光带粗糙鼠妇i蚁蛉幼虫"弱光带斑灶

马和日蝇"黑暗带斑灶马和大蚊%整个洞穴以斑灶马

(E&MDe5"蚁蛉幼虫($#Mhe5占优势K
可见%洞穴中的优势群落(或组合5分布在有光带

地面"弱光带和黑暗带的洞壁及水域%弱光带和黑暗

带的群落有一定的联系%但不同洞穴以及同一洞穴不

同洞带的优势群落又有一定的差异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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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洞穴动物群落组成与空间分布

"#$%!"&’()*+),’,-.#,//0.-10$2-0),)3-&’(#4’3#2,#

洞穴 光带 位置 群落组成

青

冈

林

洞

有光带 地面 柑卷轴螺5蚁蛉6副铗尾5中华真地鳖

弱光带 地面 粗背石蜈蚣6隐翅虫5双凹两坑螺

洞壁可观察区域 夜蛾5蜘蛛5蚊类6粗背石蜈蚣6斑灶马6紫啸鸫

洞顶可观察区域 蜘蛛5大蚊

黑暗带 地面 斑灶马6步甲6雕背带马陆5山蛩虫

洞壁可观察区域 斑灶马5雕背带马陆6涂闪夜蛾5大蚊

洞顶可观察区域 中菊头蝠6西南鼠耳蝠

水域 红点髭蟾7蝌蚪6成体8

洗

线

洞

有光带 地面 柑卷轴螺5大尾螋5中华真地鳖6蝇类

弱光带 地面 副铗尾5长角跳虫

洞壁可观察区域 蜘蛛5蚊蝇6斑灶马5涂闪夜蛾5大蚊6紫啸鸫

水域 红点髭蟾蝌蚪7蝌蚪6成体85蝎蝽

黑暗带 地面 步甲

洞壁可观察区域 斑灶马5雕背带马陆5山蛩虫6蜘蛛5涂闪夜蛾5蚊蝇

洞顶可观察区域 中菊头蝠

水域 红点髭蟾蝌蚪6鳅

水

响

洞

有光带 地面 柑卷轴螺5粗糙鼠妇5蚁蛉6大尾螋5中华真地鳖6蚁甲

洞壁 蚊蝇

弱光带 地面 蚁甲5隐翅虫

洞壁可观察区域 蜘蛛5蚊类6斑灶马5涂闪夜蛾5大蚊

黑暗带 洞壁可观察区域 斑灶马5涂闪夜蛾5大蚊6红点髭蟾7成体8

洞顶可观察区域 菊头蝠

水域 鲫鱼

注9可观察区域6是指在地面通过肉眼而不需要其它仪器和进行艰难攀爬就能观察到动物的洞壁和洞顶区域:

;%< 斑灶马=蝇类的相对数量

>??@年@?月6>??A年A月两次采用食物陷阱法

对三个洞穴的斑灶马=蝇类等进行了调查6结果见图

A=图B:
图A显示6三个洞穴有光带两次调查的斑灶马数

量均少6其数量优势集中在弱光带和黑暗带6但以黑

图; 洞穴各带斑灶马的相对数量

C0D%A"&’1’E#-04’0,/040/2#E,2*$’1.)3F0’.-1#**’,#

*#1*)1#-##-/033’1’,-E)(#-0),.)3-&’(#4’.

暗带最多7洗线洞>??A年A月的调查结果除外8:各洞

穴中6以青冈林洞斑灶马数量显示出较大优势6其次

是水响洞6洗线洞最少6且洗线洞>??A年A月的调查

数量呈急剧下降趋势:
从 图 B看 出6洞 穴 各 带 的 蝇 类 数 量9青 冈 林 洞

>??@年@?月以弱光带和黑暗带居高6>??A年A月以

图< 洞穴各带蝇类的相对数量

C0D%BG’E#-04’0,/040/2#E,2*$’1.)33E0’.#-

/033’1’,-E)(#-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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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光带居高!洗线洞"##$年$#月以 弱 光 带 居 高%而

"##&年&月以黑暗带居高!水响洞两期蝇类数量以黑

暗带居高%且在"##&年&月急剧增高%而在有光带和

弱光带无多大变化%且数量偏少’

( 结论与讨论

洞穴中的动物%是多种)力*和动物适应的结果’
动物的取食+隐蔽+繁育+栖息或休眠的位置以及个体

和群落数量与洞内外环境时空变迁有着非常密切的

联系’三个洞穴都有地表水或洞口泉水流进%具有充

足的食物和能量%这为洞穴动物的生存提供了有利条

件’各洞穴由于自身生境的特点%以及洞穴在不同时

期受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影响的性质+程度差别而致

使洞穴生境异质或变换%这是引起动物分布和数量差

异的主要原因!动物的行为如取食+隐蔽+繁育+栖息

和休眠而造成动物在洞内的移动%以及动物的迁入与

迁出则是动物在种类+分布上产生差异的又一原因’
调查期内%青冈林洞有光带地面多为洪水期地表

冲积的泥沙%洞壁光洁%因此动物较少!弱光带和黑暗

带的大部分地面很不规则%洞穴崩塌和流水堆积石块

多%食物丰富%生境复杂%是动物的主要分布带’青冈

林洞受人为活动的影响小%可代表研究区环境条件较

好的洞穴的动物分布情况’
洗线洞有光带比例较小%洞壁光滑%洞口侧壁有

泉水涌出%这是枯水期该洞的重要水源和当地居民的

生活用水%该水源受洗衣废水的污染较重!洞穴黑暗

带的大部分洞底较光滑%且被水冲刷形成一系列的小

水凼%此外%该带洞壁两侧还有小规模的石钟乳沉积’
受这种环境的影响%该洞中的动物也主要分布于弱光

带和黑暗带’
水 响 洞 洞 道 宽 敞%可 入 性 好%但 在 距 洞 口 $##,

左右的洞顶由于崩塌作用形成天窗%为当地居民生产

和生活垃圾的主要排放口%是所调查的洞穴中受人类

活动影响较大污染最严重的洞穴’由于洞口至天窗洞

段与地表联系广泛%如光直射 +植被丰富+干燥或潮

湿%所以检出与地表环境相同的动物种类如蚁蛉+蚁

甲+中华大蟾蜍+粗糙鼠妇等’其它动物种类则主要分

布在弱光带和黑暗带’
各洞穴斑灶马主要集中在弱光带和黑暗带%是一

种适应性较强的动物%但"##&年&月%洗线洞各带斑

灶马数量呈急剧下降趋势’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此外%在洞穴各带几乎都有蝇类的分

布’青冈林洞%蝇类数量较多并主要集中在有光带和

弱光带%呈集群或分散分布!洗线洞%蝇类的数量低%

这可能是洞口植被少+洞壁光洁+有光带和弱光带人

类活动频繁+黑暗带裂隙的快速滴水等的综合影响!
水响洞%几乎整个洞段都是蝇类孽生的环境%但蝇类

却向洞穴深部集中%这可能与天窗经常性的垃圾倾倒

破坏其栖息环境和影响其运动有关’按青冈林洞+洗
线洞+水响洞顺序%红点髭蟾蝌蚪的数量逐渐减少%表
明污染水体对红点髭蟾的发育极其不利’

总之%动物在洞穴中的栖息和数量分布是洞内外

环境因子与动物适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洞穴

动物的保护中%保护洞内外环境不受人为破坏和污染

显得尤其重要’
在动物的调查方法中%若仅用样方法其结果将有

失于偏颇’原因其一是这些洞穴的地面+洞壁和洞顶

大都不规则%地面石块大+堆积多%样方法难于将石隙

-穴.中的动物进行收集!其二是动物在洞穴中的分布

是不均匀的%这种分布格局与各类型动物对食物+蔽

所+温度+湿度+空气+光+繁殖场等因子的需求和这些

因子在洞穴中分布的差异有关’为此%我们认为%结合

洞穴地貌特征和洞穴动物的分布和活动特点%采用样

方与食物/陷阱法相结合调查较为合适’食物/陷阱

法可按洞穴分带的长短+高低%以及地貌类型+动物食

性等方面设定样点的数量和位置%可在012或3"2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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