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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环境影响下的蚂蚁捕食问题 
 

小组成员： 顾鸣宇  杨晓明 
 

摘要： 
在天目山实习中，由于利用灯光诱捕夜行性昆虫，从而使捕虫白帐周围成

为了人为环境下蚂蚁的一个重要食物来源地。此环境下食源比较稳定，因此蚂
蚁的行进路线也相对固定。本组通过路线上定点蚂蚁流量的观察，发现蚂蚁的
活动规律与光照和温度两个因子有关。同时用不同的干扰剂在行进路线上的不
同地形进行干扰，还发现了干扰剂的挥发速度，对蚂蚁的毒性以及地形因素对
路线重建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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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节肢动物是蚂蚁的一
类捕食对象，这样在有大量昆
虫尸体出现的场所会吸引周围
蚁巢的蚂蚁前来捕食。用高功
率白炽灯在夜晚吸引有趋光性
的夜行性昆虫，为该类场所的
形成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从而
形成了一种人工环境下的蚂蚁
捕食现象。（图 1）食物来源
的稳定，使得蚂蚁活动呈现明
显的规律性，这也为蚂蚁生活
习性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Fig.1 
实验方法和内容： 
1. 蚂蚁活动范围和生活环境的考察： 

在该次的人工环境下，以猎物为基点逆行实地跟踪蚂蚁的行进路线，绘图
记录并测量路线长度。 

我们发现从蚁巢到捕虫白帐有 28m 的距离。说明天目山上蚁群的活动能力
至少在以蚁巢为中心，半径 30m 左右的范围内。我们这次观察的蚁巢位于一棵
胸径为 1.5m 柳杉根部的树皮中。由于柳杉的树皮多皱褶，且根部较为湿润，所
以成为了蚂蚁建巢的理想场所。反观毛竹树干表面光滑，干燥，则不适于蚂蚁
栖息。在天目山以柳杉林和毛竹林为主的植被生态环境下，选择柳杉的基部的
树皮建巢应是该森林生态系统下蚁类生存的主要模式。 
 
2. 蚂蚁活动规律及其影响因子 

该环境下，蚂蚁每天都有固定的活动路线。我们选择该路线上的特定一点
进行不同时间蚁流量的观察计数。每次观察的时间间隔为 1-2 小时。记录数据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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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的数据（图 2）可以看出早上 6：30—8：30 是蚂蚁的活动高峰期。平
均出入巢的数量是在 120 只以上每分钟。而从 8：30 以后到中午的 1：30 分蚂蚁
的流量迅速下降直至最低点。下午时分蚂蚁的活动量又有所增加，到 5：30 左右
再次出现活动高潮。日落后蚁流量又再次下降。 

通过蚂蚁日出至日落的活动规律，影响蚂蚁流量的两个因素应当是温度与光
照。早上光照良好，且温度在日出前最低，所以蚂蚁早上活动活跃。而到达 9：
00 以后由于地表温度上升，蚁流量下降，到中午 1：00-2：00 达到最低点。下午
时分地表温度再次下降，蚁流量会有所增加，到日落前再次出现峰值。日落后光
线渐暗，虽然温度适宜，但是蚁流量下降至天黑后活动基本再次恒定。 

另外我们观察到了蚂蚁的改道行为。中午时分行进路面温度高，原有的近路
被蚁群废弃，重新选择的路线在距离上虽然变远，但新路线在周围房沿的投影
带，不被阳光直射，温度低。所以蚂蚁不惜绕远以躲避高温。 

综上所述，温度是蚁流量的负影响因子，而光照是蚁流量的正影响因子。人
为的夜间点灯破坏了蚂蚁原有的活动规律，形成了蚂蚁在夜间捕食的行为。 
 
3. 蚂蚁行进路线的干扰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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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材料我们选择了水，酒精，氯仿三种液体。其挥发速度排序为 水＜酒
精＜氯仿，对昆虫的毒性也为水＜酒精＜氯仿。所以每种干扰剂对蚂蚁路线的影
响都含有两个参数。在干扰地形方面，我们选择了屋顶平地因其场地开阔，蚂蚁
完全可以另辟蹊径。同时我们还选择了绳索，由于绳索悬空，占有空间体积一
定，可以完全阻断蚂蚁的行进路线。干扰试验采用利用不同的干扰剂涂布 5 cm
的干扰带以观察蚂蚁的反应和路径的重建的方式进行。 

正式试验时，我们看到，用水在屋顶平台进行 5cm 干扰带的涂布后，（图
3）约 6 min 后蚂蚁分
两股绕过干扰带，重新
走出两条新路线，并于
干扰带的另一侧汇合，
与老路线接轨。在该过
程中，干扰带刚刚建立
的初期，两侧行进的蚂
蚁都出现了混乱以及堆
积的现象。这表明水做
干扰带可以去除蚂蚁行
进路线上的信息素，两
侧的蚂蚁只能自己探
路，绕过干扰带。虽然
有个别蚂蚁从干扰带上
硬性通过，但由于水没
有挥发气味信息无法保 

                  fig.3 
留，所以无法形成原有路径，而只能绕行。用酒精和氯仿也有相似的效果，只是
酒精约 9 min 就挥发至只留有印迹氯仿几乎是立即挥发。 

绕行而新形成的路线并不是最佳路线。因其路途远，能量消耗大，所以干扰
带上的液体一干，蚂蚁探路所留下的信息就可以保留，原有路径又会重建。但形
成的速度会因干扰剂毒性的大小而异。水干扰带上探路的蚂蚁较酒精上的要多，

直至酒精挥发基本干净
也是如此，而氯仿干扰
带上几乎没有探路的蚂
蚁。所以最后的实验结
果表明原有路线的重建
所需时间 水≈酒精＜＜
氯仿。 在绳索上做类似
实验时(图 4)，起初蚂
蚁会在干扰段两段堆
积，但道路重建的时间
基本与干扰剂的挥发速
度成反比，既挥发的速
度越快，道路恢复所需 

                   fig.4 
时间越短。所以重建所用时间排序为氯仿＜酒精＜水。因此当蚂蚁无路可以选择
的时候，干扰剂的毒性因子基本无效。真正起作用的只剩下对信息素的干扰作用
一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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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蚂蚁行依赖信息素的实验我们是如此设计的：将干扰带形成后兵分两
路的行进路线的一支再次涂布一个干扰带。以后除了少数迷路以及探路的蚂蚁
外，绝大部分蚂蚁都走另外一条路，而不会去绕第二条干扰带。这表明如果有信
息素的存在，蚂蚁基本上会迅速为自己定位，而不会出现混乱。 
 
意义及展望： 

现在对蚂蚁蛋白的研究正在进行当中，他们在疾病预防以及治疗当中都有着
潜在的应用价值。而这一切的研究都要得益于科学的饲养蚂蚁，了解不同生态系
统下的蚂蚁的生活习性以及捕食特点。所以深入了解蚂蚁的活动规律，是我们进
一步加深认识的第一步。 
    蚂蚁固然对人类有有益的一面但它也存在着危害性，所以研究不同化学物质
对蚂蚁的干扰和毒性作用，将有利于驱蚁、灭蚁药剂的研究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