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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蚂蚁是地球上最为常见、人们十分熟悉的小昆虫，隶属于膜翅目（Hymenoptera），蚁科，是典
型的社会性昆虫。
蚂蚁分布极广，人们所到之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踪迹。
蚂蚁种类繁多，据BarryBolton（1995）统计，全世界已描述过的现存蚁类为9538种（不包括种下名称
），随着分类学的深入，种类还在不断增加。
蚂蚁的种群数量十分庞大，一巢蚂蚁少则成百上千，多则数以百万计。
由于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蚂蚁成了现代昆虫的优势类群，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
　　蚂蚁与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多数蚂蚁对人类有益。
它们每天能清除大量的动、植物残骸和废弃物，净化了人类的生存环境；能翻耕和改良土壤，对植物
生长有利；还可捕食多种农林害虫。
是重要的农林害虫天敌，在生物防治上具有重要作用；一些食用种类蚂蚁体内含有丰富的营养和药用
成分，具有明显的食疗效果且对人体无副作用，是人类可以信赖的保健食品和药品。
当然，也有少数种类，它们或入侵居室，骚扰人们的生活，或通过取食人们的食品，传播疾病而对人
类造成危害；还有一些种类的蚂蚁能剥食农作物的根和茎而危害农业生产。
为了充分利用有益蚁类和控制有害蚁类，我们必须对蚂蚁进行分类研究。
　　人类对蚂蚁的分类研究，早在17世纪林奈（Linnaeus）时期就已经开始。
18世纪以后，西方大多数国家的蚂蚁分类研究进入高潮。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蚂蚁区系分类研究工作已基本完成。
我国的蚂蚁分类研究是从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的，而且在开始时的工作全由外国学者从事。
1982年，浙江农业大学的唐觉、李参率先开展了对国内蚂蚁的研究。
此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吴坚、王常禄、王敏生等学者对国内蚂蚁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研究范
围扩大到全国。
近年来，西南林学院的徐正会博士对我国西南地区的蚂蚁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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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
在总论中介绍了蚂蚁的经济意义、蚂蚁生物学和蚂蚁分类研究简史。
在各论中讨论了蚂蚁的起源、系统发育和蚁科分类系统、蚂蚁分类研究的材料与方法，运用常规形态
分类学方法对采自广西的蚂蚁进行了系统描述。
全书共记述广西蚂蚁8亚科、64属、204种，其中30个新种、10个中国新纪录种，附各种蚂蚁的形态特
征图469幅。
本书可供从事昆虫学研究8有关人员、植物保护工作者、高等学校和中等专科学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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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力　　多数蚂蚁在地下营巢。
在营巢过程中需大量搬动土粒，这实际上是起着翻耕土壤的作用。
在新英格兰，蚂蚁翻耕土壤的量与蚯蚓翻耕土壤的量相当，而在热带雨林，它们翻耕土壤的量超过蚯
蚓翻耕土壤的量（Lyford，1963；Abe，1982）。
经过蚂蚁翻耕的土壤，其通透性明显改善。
蚂蚁还不断地将动物、植物残骸搬入巢中，与营巢时挖掘的泥土相混合，使巢区土壤中的碳、氮、磷
含量增加，形成土表营养层，提高土壤肥力。
在热带雨林，养分通常只能渗透到地表下5cm的土表，但蚂蚁可将动物、植物残骸埋藏到深达6m的地
下，使土壤的营养层加厚（Savage，1982）。
哥伦比亚切叶蚁巢区土壤中13种元素的含量是远巢区的16～98倍，而每平方米的能量是远巢区土壤
的10倍（Haines，1978）。
蚂蚁巢区的土壤团粒结构良好，有利于保水、保肥和土壤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使土壤熟化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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