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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篙草群落中若千植物种的

生态位宽度与重要分析

陈 波 周兴 民
中国科学院西 北高原 生物研究所

,

西 宁

摘 要 本文利用 和 公式
,

在多维生态因子梯度上测定了海北地区高寒草甸

三种篙草 尺 群落中若干植物种的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
。

结果表明 三 种 高 草

群落中优势种群的生态位宽度都较大
,

其中小篙草 在土壤水势
、

光照强度和坡

向等三维因子上的生态位宽度分别是
、

和 山 矮篙草 和藏篙草
行。 在土壤水势维上的生态位宽度分别是 和 “ 植物种如具有较大的生态

位
,

则种间的生态位重叠亦较高 植物种对间若有相似的生物学一
生态学特征

,

生态位重叠有降

低的趋势 小篙草和矮篙草在三维上的重叠值分别是
、

和 某些杂类草与优

质牧草之间存有较大的重叠
,

这主要与长期过度放牧
、

优良牧草受到抑制以及生境退化有关

关键词 篙草群落 生态位宽度 生态位重叠

近年来
,

生态位理论 在植物生态学研究中已有相当大的进展
,

国内学

者也进行了一些研究 王刚等
, , ,

但是严格运用该理论对植物的研究是在不长的

时 间内开始进行的
,

并且大多研究是在单因子生境梯度上进行
,

包括早期有关生境梯度对

植物分布影响的报道
。

生态位理论在植物生态学研究中的运用
,

有助于了解 植 物 群落的

多样性结构和种群间对生境资源的利用
, , · · , ,

, , , , , , , ,

。

本文以高寒草甸篙草 口 。 。 群落中的主要植物种为研究对象
,

运用生态位理论
,

研究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植物种群对环境资源的利用状况和种间关系
。

研究方法

该项研究于 年 月至 月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开放 实 验 站进

行
,

该站 自然概况和植被状况已有专文报道 杨福国
,

周兴民
, ,

在此不再赘述
。

在站区选择受人畜干扰较小
、

自然植被状况 良好的地段作为样地
,

植被类型主要包括矮篙

草草甸
、

小篙草草甸和藏篙草草甸
。

样方面积 “ ,

从山 地
、

滩地到河谷阶地按十

字交叉抽样技术进行采样 考克斯
, ,

共取样 余个
。

植物群落调查包括种类组成
、

高度
、

密度
、

盖度以及地上生物量
,

经对上述原始数据分

析
,

发现对草本植物
,

选用密度指标有一定的难度
。

由于草本植物群落中不同植物间的个

本文于 年 月收到
,

年 月收到修改稿
。

朴 本文工作中曾得到王启基
、

张堰青
、

肖喻等同志的热情帮助
,

在此谨表谢意
。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期 陈 波等 三种篙草群落中若干植物种的生态位宽度与重叠分析

体差异大
,

尤其在无性繁殖中
,

地上不同枝条往往来 自同一植株成为一丛
,

个体数目无法

确定
,

本文经比较认为相对盖度能够较好地反映结果
。

环境因子取样随植物群落取样同步进行
,

包括坡向
、

土壤水势 毫巴
,

并选择晴朗无

云天气连续三天定时定点测定光照强度
。

对某一具体生态因子分析后
,

将其划分成若干等级尺度
。

其中土壤水势维划分为

个等级
,

尺度为 毫巴 , 坡向维划为 个
,

以
“

为一单位 光照维分为 个等级
,

以 “

为一尺度
。

生态位宽度测度公式选用 提出后经 等 加权修改的公

式
。艺 专,

公式中 尸‘, 是生态位测度资源矩阵中种 ‘在资源位 夕上的相对盖度分布数据
。 , 是

某一生境因子的等级
。

种间的生态位重叠用 公式

万 ‘, 。 ,

丫 艺 专, 万 尸尝,

其中 尸‘ , 和 尸 , , 分别是种 ‘和种 在资源位 护上的数量特征值
。

结果与分析

小篙草群落生态位分析

以小篙草为建群种的群落主要分布于山地阳坡
,

在排水 良好的滩地有小面积分布
。

植

物群落结构简单
,

种类组成较少
,

常见伴生种有矮篙草
、

异针茅 ’‘ 、

垂穗披硷

草 夕 , “ , 、

美丽风毛菊 , 、

矮火绒草 二 , 、

麻花笼 , , 、

雪 白萎陵菜
、

二裂萎陵菜
、

高

山唐松草 “ , 等
。

对于分布在山地的小篙草群落
,

主要从土壤水势 毫 巴
、

光照 和坡向等三维上

分析该群落植物种的生态位宽度及种群间重叠程度
。

该群落中 个种在土壤水势
、

光照

和坡向三维因子上的生态位宽度见表
。

由表 可以看出
,

小篙草在三维上表现出明显优势
,

在土壤水势
、

光照和坡向三维上

的生态位宽度分别是
、 、 ,

三维上的平均生态位宽度为
。

伴 生 种 群

在三维上生态位宽度均小于小篙草 , 表明伴生种对群落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要逊于建群

种
。

小篙草群落内 个种群在这三维因子上的生态位重叠分 别 见 表 一
。

这 个表

是小篙草群落中种群之间在资源利用上的重叠程度
。

小篙草作为建群种
,

从生 态 位 上可

以看出它对资源的利用情况
,

在重叠上也可以得知其 另一特点
,

即在 同一群落内
,

它与同

属的矮篙草之间在资源利用上表现出生态位重叠较低的趋势
。

这二个种在三维上的生态

位重叠分别是
、
。了 和

。

而其他 个种与小篙草之间在三维上 的 重 叠值均

较大
,

尤其是常见伴生种麻花羌与小篙草在资源利用上有很大的生态位重叠
,

麻花芫在三

维因子上的生态位宽度分别为
、

和
,

对资源的利用能力较大
。

这二个种

在三维上的生态位重叠分别为 ,
、

。 和 。
,

了 表 一
。

该群落内同属种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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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禽草群落中 个种群在三维因子上的生态位宽度表

七 日 峨 ‘ , , 夕用

土 澳 水 势 光 照 坡 向

七

。

小

。

矮
。

满
‘ 护夕

草
夕

草

。 。

省
几二‘‘召

。 。

。

异 针 茅
‘印 ‘ ”

。 。 。

。

垂毯披硷草
刃 梦杭“ ”” 月

。

早 熟 禾

。

麻 花 芜
” ‘ 名 ‘介

。

矮 火 绒 草
心 该 协 ” 犯 拼

美 丽 风 毛 菊
“ 占 习 夕

高 山 唐 松 草
‘ 尹宫 “仍

雪 白 委 陵 莱
心 心‘ ” 口

二 裂 委 陵 莱
‘ ” 。

花 首 猎
‘ 越‘ ‘

。

异 叶 米 口 袋
“ ‘ ‘ “ 。 , ‘

。

狼 毒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重叠值趋于降低还反映在同属的雪 白萎陵菜和二裂萎陵菜这一种对间
。

这二个种对间

的生态位重叠值
,

同它们各自与其他种的重叠相比
,

二者在共需资源利用上的重叠较低
,

它们在三维上的生态位重叠分别是 。
、

和 。
。

为检验在山地生境条件下
,

土壤水势
、

光照 和坡向 等三维因子对植物

种生态位的影响
,

依建群种小篙草的相对盖度和这三个生态 因子数据作回归分析
,

其回归

模型分别是
一

一

一

说明小篙草在该生境条件下
,

与这三个因子均呈显著相关
,

因而在研究山地条件植物

种的生态位时
,

应同时考虑多因子的影响
。

矮篙草群落生态位分析

矮篙草群落是海北站地区分布最广泛的类型之一
,

主要分布在排水 良好的滩地
、

以及

山地坡麓和半阴半阳坡
。

该群落种类组成较为丰富
,

其结构较小篙草群 落 复 杂
。

伴生种

主要有异余芋
、

垂穗披硷草
、

早熟禾
、

取叉细柄茅 , 、

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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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小禽草群落中 个种群在土坡水势维上的生态位重盛

七 习‘ , 夕夕仍

七 七

一
卜

。

小 篙 草
苦 尹鲜

仍口 口

矮 满 草
。

几 饥‘公

,

异 针 茅
‘印 ‘ ”

垂鹅披硷草
岁协 ”移‘

。

早 熟 禾

麻 花 芜
名‘ ” 召 。

,拍 月已口

。

矮 火 绒 草
‘ “ ”仍

月口匆份杭

。

美丽风毛 菊
‘ 一

夕

。

高山唐松草
五 ‘ 名 仍

印‘” 协

。

雪白委 陵菜
‘ 招“

份 幻口口

。

二裂委竣菜
。

‘

。

花 曹 着
‘叮

护 ‘ ‘

。

异 叶米 口袋
心

“ ‘。 ‘ ‘。

。

狼 毒
心

夕 仍

。

士

。 。

。 。 。 。 。 。 。

。

。

。

忿

。
己九匕﹄一了。八月恤八”百︼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力‘‘介了乙﹃七才

。 。

。

儿
、

线叶龙胆
、

美丽风毛菊
、

异叶米 口 袋 。。 云 , 、

雪 白萎陵菜
、

乳白香青 , 、

披针叶黄华 , , 、

花首借
。。 “ 、

高山唐松草
、

甘肃马先篙 互 “ , 等
。

矮篙草群落生态位测度资源矩阵的原始数据来 自滩地样方
。

由 于 滩 地 生 境 比较均

一
,

光照原始数据反映不出较好的梯度
,

故本文对矮篙草群落的分析只建立在土壤水势一

维因子上
。

选取矮高草群落中主要植物种
,

在土壤水势维上分析其生态位宽度 表
。

从表中可

以看出该群落中的建群种以及伴生种对资源即土壤的水分状况的利用情况
,

作为建群种
,

矮篙草在 个植物种中表现出最大的资源利用能力
,

在土壤水势维上的生态位宽度值最

大
,

为 了
。

常见伴生种中
,

早熟禾
、

异叶米口 袋和高山唐松草也表现出对矮篙草群落的

小生境较为适应
,

对土壤水分资源的利用能力较强
,

这三个种群在土壤水势维上的生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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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小禽草群落中 个种群在坡向维上的生态位重亚

毛 召 护 ‘ , 夕 勿

七 日

口介止件燕渡燕

⋯
’ 。

尹苏⋯⋯⋯
⋯

宽度分别是
、 、 。

该群落内的某些种如披针叶黄华对小生境的适应能力较

差
,

生态位宽度是
。

矮篙草群落内种群对共需资源的利用可通过它们在土壤水势维上的生态位重叠值反

映 表
。

矮篙草的分布范围较大
,

在大范围内
,

由于微地形 以及人类活动和鼠类的破坏
,

导致土壤水分的变化
,

引起群落种类组成有所不同
。

在地形微凸
,

自然植被破坏较轻的地

段
,

异针茅成为次优势种 而在受人类干扰破坏较重的地段
,

垂穗披硷草成为次优势种
,

异

针茅和垂穗披硷草在土壤水势维上的生 态 位 重 叠 分 别 是 和
,

从 表 中 可

知
,

矮篙草和异针茅间的重叠值较与垂穗披硷草的大
,

分别是 。 和 。了
。

这也反映出

我们野外工作时
,

选择样地较为准确
,

即自然植被保持良好
、

受人畜干扰较少的样地
,

在这

种样地上
,

土壤比较干燥
,

作为次生种出现的是异针茅
,

由于其处于次优势地位
,

在资源利

用和生境适应上表现出较强的能力
,

与优势种间的重叠较大
。

其余种对 间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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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小篙草群落中 个种群在光照维上的生态位重亚

么 峨

夕犷 饥 七 七

’

。

小 篙 草
吕‘

,月口日口

少

。

矮 篙 草
。

汤 ‘坛

。

异 针 茅
‘应夕 ‘

。

垂祖披硷草
梦杭 招 ‘ 招

。

早 熟 禾

麻 花 尤
心‘ ,

”口弓月日口

矮火绒草
”心。护 ‘ 扔

几口介创 ”名

。

美丽风毛菊
“ ‘ 一

夕 ,

。

商山唐松草
而 ‘ ‘ 仍 护

招即幻名

。

雪白委陵菜
‘ ”名‘ ‘即 口

。

二裂委映菜
。

‘ ,

。

花 首 箱
‘ “

‘ 二‘

。

异叶米 口袋
“ 心 心 心名云

“ 。 , 叮 ‘

。

狼 毒
名 勿

口 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位重叠值在 一 之间
,

该群落内种对间最大的生态位重叠值在异针茅和甘肃马

先篙之间
,

而且甘肃马先篙与矮篙草间的重叠值也较大
,

甘肃马先篙对资

源的利用能力较强
,

其生态位宽度值为
。

藏篙草群落生态位分析

藏篙草群落属于沼泽化草甸
,

在海北站地区的分布较小
,

仅见于

河谷两岸较湿的低阶地和河漫滩生境中
。

该群落以密丛短根茎地下芽的藏篙草占绝对优

势
,

组成种类较少
,

伴生种主要有华扁穗草 夕 “ , , ‘“ 、

黑褐苔草
、

青藏苔草
、

长花马先篙 “ 、

星状风毛菊
“ , 。 、

高山唐松草等
。

群落过渡带亦有矮篙草
、

鹅绒萎陵菜 ,

等出现
。

同矮篙草群落的生态位分析一样 , 对藏篙草群落的生态位分析也是建立在土壤水势

维一维因子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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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矮篙草群落中 个种群在土坡水势维上的生态位宽度

七 七

七

七

吐

加 七

“ 几到

土壤水势

续 简 节

异 全 茅

垂 穗披 硷草

早 熟 禾

双叉 细 柄 茅

二 往头腐 草

麻 花 芜

线 叶 龙 胆
。

美 丽风 毛 菊

乳 白 香 青

瑞 等 草

矮 火 绒 草

香 青

蒙 古蒲公 英

异 叶米 口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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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篙草群落一般分布于较为湿润的生境中
,

表 是藏篙草群落中 个植物种在土壤

水势维上的生态位宽度
。

藏篙草的生态位宽度最大
,

表明藏篙草对这种湿润生境

的最佳适应能力
。

青藏苔草
、

长花马先篙和星状风毛菊也表现出对这种生境较为适应
,

这

三个种的生态位宽度分别是
、 、

。
。

华扁穗草也是藏篙草群落中常见的伴生

种
,

但它对藏禽草群落小生境的适应较差
,

其生态幅度较窄
,

仅为
。

表 是藏篙草群落中植物种在土壤水势维上的生态位重叠值
。

由于青藏苔 草
、

长花

马先篙和星状风毛菊这三个种对藏篙草群落的小生境适应能力较强 , 与建群种藏篙草之

间生态位重叠较大
,

这三者与藏篙草的重叠值分别是 了
、

和
。

华扁穗草主

要分布在更湿润的生境中
,

对资源谱的利用能力较弱
,

生态幅度窄
,

与藏篙草的重叠值较

这三者低
,

为
。

结 论

植物群落作为植物种群对环境梯度反映的集合体 , 其自身的生态特性也随环境梯度

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规律 , , ,

这些生态特性包括群落的种

类变化及群落中建群种的地位或优势种的地位等
。

生态位描述了种与生 态 因 子 间 的 关

系
,

是种的生态学特性
。

生态位研究表明
,

植物群落中建群种生态位宽度比伴生种宽
, ,

本文研究结果与前者结论基本一致
,

如海北站地区篙草属的三种主要群落

中
,

建群种小高草
、

矮篙草
、

藏篙草在各自群落内均显示较其他伴生种要宽的生态位
,

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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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藏禽草群落 中 个种群在土壤水势维上的生态位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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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藏肯草群落中 个种群在土壤水势维上的生态位重叠

‘ “ “

日 七

, , 久
’

二二 止址止未二一二生一竺
一

卫一 生
。

溉 高 草
‘ ‘ 云

华 扁 稚 草

。 。 。 。 。 。 。 。 。 。

甘︸﹄︸“丹才及﹄月了叹叮‘乃‘止望甘口加勺︺几曰合丹八匕

⋯⋯
甘﹄几︹。 。

参 ”吕

。

裸 揭
二

” 护于召 “

苔 草
‘ 一 “ 吕

。 。 。 。 。

。

青 藏 苔 草
饥 “感

粗 咏 苔 草
落 云

二 柱 头 篇 草
泞 该夕“ 派召 公 ”‘ “ 公

。

长 花 马 先 篙
‘ ‘ ‘ “

。

兰 石 草
介 落 心云

。

星 状 风 毛 菊
习 ‘ 习‘社

。

矮 火 绒 草
几 尹 忍 仍 升 泥牡仍

鹅 绒 委 陵 莱
‘ 心坛 ”占 几

。

高 山 唐 松 草
‘ “仍 夕云见 饥

。 。 。 。 。 。

。

级
。 。 。 。

。

。

。

。 。 。 。 。

。 。

刁
。

。 。

。

。

,口一几︸,︸了︸挑七印」

⋯
。

从生态学中易于得到解释 , 由于群落中的建群种在创建植物群落内部独特的生境条件及

决定群落内种类组成方面起主要作用
,

这些种的生活力及生态适应能力较强
,

繁殖比较迅

速
,

因而在群落内部其适应群落小生境的能力及对小生境内资源的利用能力都表现出很

强的优势
,

但少数伴生种也表现出较高的生态位宽度
,

如矮火绒草
、

麻花儿等
,

这主要是因

为人类活动的影响
,

草场有所退化
,

导致群落生境破坏
,

其次是篙草草甸一般生长低矮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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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生境不如森林和灌丛那样专一
,

某些伴生种群对这种生境适应能力较强
,

在生境梯度

上表现出较宽的生态位
。

植物群落利用的资源是不可替代的 日 , , ,

因而可 以通过植物种群

利用资源的状况来反映种 间相互作用关系
。

资源分享问题是认识群落结构形成机制的主

要问题 , , ,

从生态位理论来讲
,

如果要进一步揭示种间对可利用资

源的分享数量时
,

就要涉及到生态位理论中生态位重叠的问题
。

前文所述
,

在群落内部
,

同属种对间由于生物学一生态学特征更为相似
,

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 资源需求分化
,

导致

生态位重叠程度的降低
,

以便使他们共存于某一小生境中
,

具有长期生存适应的生态学意

义
,

因而可以理解
,

群落内部种对生态位重叠程度的降低
,

是种 间对资源利用上的分化
,

这

点是了解群落结构和种间关系的关键因素
。

该地区三种篙草群落中 , 伴生种中的一些杂类草表现出较大的生态位宽度以及和一

些优质牧草间有较大的重叠 , 表明这些杂类草在对资源利用上和生态因子上具有较大的

能力
,

这与长期超载过牧
、

鼠类啃食
、

优 良牧草 篙草和禾草 的生长发育受到抑制
,

以及生

境破坏
、

土壤水分不均等有密切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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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简 讯

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第一届二次理事会和防治沙漠化重点县
、

试验示范区建设工作会议于 年

月 日至 日在北京市大兴县举行
。

出席会议的代表 名
。

会议由学会副理事长
、

林 业部造林

缘化司司长朱俊风主持
,

林业部部长徐有芳
,

副部长祝光耀
,

学会理事长董智勇
,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兼

学会名誉理事长刘恕
,

北京市副市长段 强
,

北京市林业局局长李永芳等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

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
,

为国家一级学会
。

年 月 日成立
。

学会以改革开放为契机
、

集研究

与开发为一体
,

走产学研
、

科工贸相结合之路
,

积极促进沙漠的治理与开发事业不断发展
。

在一 届 二次

理事会上
,

重点研究了学会改革和 自身建设问题 总结了学会 年的工作
,

部署了 年的工作任

务 研究了治沙科技工作与试验示范区建设相结合的问题 毛乌素沙地草地生态站也被列为林 业部 的

重点试验站 并进行了学术讨论
。

会上决定今年 月 日植树节和 月 日国际沙漠日进 行 广泛宣

传
,

以推动我国防沙治沙工程的建设和促进沙产业的发展
。

孔德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