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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草甸地区的生物群落

夏武平 周兴民 刘季科 张晓爱
(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摘   要

本文以高等动、植物作为划分陆地-L物群落的依据,提出以初级生产者、初级消费者和

次级消费者的三级命名方法,描述了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的生物群落的结构特

征,i司时探讨了生物群落的演替规律。该地区的
`L物

群落有:1.金露梅〈Poue死 访JJa f叼加-

coso~-甘 肃鼠兔 (oc切 foma camsus)、 根田鼠 〈亚 icro`切 s oeComo m⒃ )一小云雀 (`油z洳

卿幻zh)、 角百灵 (刀 re饥 op几 J坨 azper`?ts)灌丛群落;2,矮嵩草 (Ko07es|c无 v仇 汀沁)-高

原鼠兔 (oc乃。
`o阴

c四 zo祝口C)、 高原鼢鼠 (″〃ospazaa bajJ叼 J)^角 百灵 (zocmop加 防

azper″ js〉 、小云雀〈
'氵

o臼洳 夕″
`日

na)草甸群蒋;3.华扁穗草 ⒀幻sm切 s simocompres-

sus).青藏苔草 (Ccrca屁 oorcrof腕 )一 红脚鹬 F冖 9ago to幻 mus)、 长嘴百灵 (Me氵。叨ocror纩

p无 g mor氵 ma)沼 泽化草甸群蒋;4.窄穗苔草￠6rer pm衍 cms氵 s var.g叩 zJcs乃 ‘Inensis)

-林挂 (2omo rempomr油 )诏泽群落。

关嫉词:生物群落;演替。

生物群落 (bio-community)为 某一空间各种生物的集合体,这个定义已被普遍 承

认。但在具体研究中,对各类生物复杂的结构和各组分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也受到不同程

度的限制,所以不得不分开类别进行研究,故研究植物群落 (Plant community)主 要限

于高等植物。在水生生物上,虽有动物、植物共同研究的群落,如浮游生物、底栖生物 ,

但陆生生物群落就很少有人同时涉及动、植物了。动物门类繁多,同时研究各类动物更为

困难,故多限于某一类动物,如鸟类群落、兽类群落。有时范围更窄,只限于更低的类

群,如啮齿动物群落等等。昆虫纲的物种最为繁多,全面研究极为因难,只能作到科的

水平,即便在农田中,观察的群落也只能到常见的益害昆虫,有时只能研究某一目的群

落。蛛形纲亦极复杂,在农田中有研究蜘蛛群落者。在土壤动物中,瞒类虽居重要地位,

但也只研究到科别,其它动物有的只研究到纲目。

为了揭示生物群落的结构特征以及各组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专研究一类动物或植物

, 】 :



是不够的。至少植物可以反映动物的情况,反过来,动物也能说明植物的问题。如真草

原和荒漠草原上常有黄鼠 (c”朗” spp,)分布。有黄鼠的生物群落,草场植被就不会

十分茂盛。 而在草丛十分茂密的草甸化草原上,生活着莫氏田鼠 (M|cro物‘锡四J``,oˉ

历 r加J)和狭颅田鼠(ar.g″ g四

`|s)。

在严重退化的草甸化草原上,生活着布氏田鼠(M,

Dr幽幽J)。 布氏田鼠的存在,表示草场退化严重,草丛低矮,这一指标比植物种类组成

变化更为明显。蝗虫群落亦然,在草丛低矮干燥的草场上种类、数量均多,而在茂密的

草甸则种类、数量均少。 有百灵 (E″″,印历
`口

spp.)和云雀 (刀口″Z四 spp.)为优势的

鸟类群落时,则植被一定是开阔的草原和草甸。

在中国科学院海北定位站地区的矮嵩草 巛 o加“杨 汤兹〃,J,‘ )草甸上,植食动物如果

有根田鼠 α 佬r。

`卿
口
`o口

勿⒄ 钌)分布时,则说明草场放牧强度轻,草丛茂密,双层结

构,如果以高原鼠兔(o汕 @`@″ c″″0历″)为主时,则草层低矮,单层结构,预示着草

场退化,如果以高原鼢鼠 (M丿 o‘

`口

Jo劣 切fJ纟”)为主时,则草场处于严重退化,杂类草极

多。因此,动、植物可以相互反映一些信息,应尽量多地研究些对象,在 目前条件下,

至少在研究陆地′L物群落时, 可以高等动、植物并重。

生物群落的分类依据与命名

生物群落的形成与发展随着发生历史和环境条件的差异而千变万化。 为 了深 人 研

究生物群落的结构特征和各组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所联系的环境条件,首先必须对复

杂的生物群落进行分类和命名。夏武平 (196遮 )在生物群落分类和命名方面已作过探索

性工作。生物群落研究,包括了高等植物和陆栖脊椎动物 (主要是鸟、兽)。 植物群落的研

究历史很长,具有系统的方法与理论,但动物群落的研究还未形成体系,工作方法亦因

类别不同而异。尽管如此,生物群落的结构与功能过程的差别是由组成的动、植物种类

所决定。植物的生活型及其组合,决定了植物群落的外貌和结构,形成了动物的栖息环

境,并提供了动物的食物条件,所以生物群落的研究应以植物为基础。但鸟、兽亦各有其

特点,能够更多地反映群落的特征和信息。同时动、植物分布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所

以,我们认为生物群落的分类应采用生态外貌的原则,依据种类组成和结构特征来进行

分类。但不难想象,生物群落的分类要比植物群落、动物群落的划分困难得多。如矮嵩草

草甸与垂穗披碱草 (E幻勿锣‘侈”口″f)草句是两个有区别的类型,而鸟类群落则无区别,

其优势种群都是角百灵〈E″勿op加 J口 口
`p″

历了)和小云雀 ('‰洳 g切g″四),它们所占

鸟类数量的比例, 在矮嵩草草甸上为 82.9%和 8,6%, 而在披碱草草甸上为 81.1%和
10.0%,区 别甚少,似乎很难区分为不同的生物群落。然而,考虑到小哺乳动物,其种

类差别很大,如在矮嵩草草甸上,以高原鼠免和高原鼢鼠为优势,而在披碱草草甸上,

则以根田鼠为优势,由此可区分为不同的生物群落。

就高寒灌丛而言,依据其植物组成种类和所占据的环境以及动物种类的差异,亦可
区分为不同的等级。以金露梅 (Po″″访″口rr勿访口f口)灌丛为例:分布在山地阴坡的金露

梅灌丛,其草本层以线叶嵩草 (K口防纟ffo c印刀 fro`,口)为优势种, 啮齿动物以根田鼠
和甘肃鼠兔 (or汤 。″o刀口co町″‘)为优势种群,鸟类以小云雀为优势,但分布在河流两旁

低阶地上的金露梅灌丛,其草本层以西藏嵩草 “ 汤r“汤渤″fc口)为优势,生境条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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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潮湿,啮齿动物虽以根田鼠为优势,但鸟类的种类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以黄头鹊钨
(.ar。

`″
|``口 c口切 ″″)为优势。因此,划分高等动、植物生物群落,应以植物为基础 ,

并根据动物的情况予以调整。调整以后的命名,不妨以初级生产者植物、初级消费者食

草兽和次级消费者的食虫鸟、 食肉兽三级命名 。 中国科学院海北定位站 地区,可划分

为以下 逐个生物群落:

1.金 露 梅 (P口″ 磁 j″口 rr踟庇 @￡口)-甘 肃 鼠 兔 (o漉 o氵口多口 c幽叼 ‘)、 根 田 鼠 〈M|cˉ

'o`″
so″ o刀 口″ 町 〉-小 云 雀 ('切 洳 g留 rg锣

`口

)、 角 百 灵 (E″勿op历
`B BJP″

″打)灌 丛 群 落 :

2.矮 嵩 章 (Ko3″ ‘|口 乃勿祝 J打 )一 高 原 鼠 兔 (or切 莎口″cc咿 z磁 ″ )、 高 原 鼢 鼠 (M,`oF-

P。 J口″ 3口jJe”
)一 角 百 灵 (E″

`,,口

``,:J口

口J`″历 ‘)`小 云 雀 ('J口
'Jc g防

Jg劣 J口 )草 甸 群 落 ;

3.华 扁 穗 草
(Bry勿 勿‘ ‘扬 。c口 膨

`″

“ 绑 )`青 藏 苔 草
(C口 ″ 贯 亿 o口 r″ o/访 )一 红 脚 鹬

(rr,刀 g口 彦0彦 c勿绡)、 长嘴百灵 (Me`召″ocr口 /yp`,口 仍召石″c)沼泽化草甸群落 ,

奎。窄穗苔草 (C″绍 P口膨″勿‘打 var.c锡 g防

`“

乃口″町打)一林蛙 (R曰绍口
`饣

仍

`or″

九)

沼泽群落。

这种命名更能反映生物群落的内部关系。生物群落等级如何划分与命名,尚 不能提

出更科学的意见,但如植物群落那样太细则不必要。植物群落有植被型、群系、群丛等,.

在群系以下单位多为小面积分布,动物 (鸟、兽)活动范围大,不可能受太小面积约束,

群系以下的划分似无多大意义。森林的结构最复杂,其生物群落的研究,定会提出更好

的意见来。

本文在中国科学院海北定位站多年研究工作 (周兴民和李健华,1982,刘 季科等 ,

1982,张晓爱,1982,张晓爱和邓合黎,1986,梁 杰荣,1986)的基础上,对上述生物

群落的结构及特征分别描述如下:

(一)金霉梅-甘肃鼠兔、根曰鼠-小云雀、角百灵淮丛群落

该类型主要分布在山地阴坡和半阳坡,平缓潮湿的滩地及河流两岸低阶地。土壤为

高山灌丛草甸土,土层较厚,有机质丰富。以金露梅为建群种,榛高 30-dOcm,最高可

达 60cm以上,覆盖度为 40-60%。 伴生种有山生柳 (s而男o″″印切)、 高山绣 线 菊

(sP|仞即 口JPJ卿 )、 鬼箭锦鸡丿L(C口 r`驷m召

'″

莎‘I`c)等。草本层以寒中生植物为主,在较缓

的地方以线叶嵩草为优势,海拔较高处以 珠 芽 蓼 (PoJ昭 @幽勿 访″|p″留仞)、 紫 羊 茅

(F“拗 口″沥犯)为优势,在河流两岸低阶地以藏嵩草为优势。伴生种亦因地而异,较普遍

的有草地早熟禾 (P四 p/四彻‘j‘)、 藏异燕麦 (frd加口
`rF滋

口″of3'庇″御)、 双叉细柄茅

(P历

`绍

ro而f历c切彦o仍口)、 华马先蒿 (Po历御r″打 ooJ、
'氵

vcr.‘扬彻‘j‘)、 苔草 (C″印

spp.)、 棘豆 (ory″印打 spp· )。 由于灌丛结构复杂,植被生长茂密,形成较为阴湿 的

环境,并具有丰富的食物,为隐蔽性的草食啮齿动物的生存提供了条件。

植食小兽以根田鼠和甘肃鼠兔占优势,也有一定数量的高原鼢鼠,偶有 长 尾 仓 鼠

(Cr|″ 砌 J仍J`@″ g;印 ″漉 砌 ‘)、 高 原 松 田 鼠
(P勿 叨 ″s fr彻 c)和 林 跳 鼠

(E鲳
印

兹‘ z″ ‰ -

口″9rf)等 。高原鼢鼠营地下生活,其挖掘形成许多土丘,数量多时,对草场破坏很严重。

生物群落的主要类型及其特征



甘肃鼠兔和根田鼠体型小,要求隐蔽条件,栖息于地表下及枯枝落叶层,危害不大。根

田鼠以食绿色植物为主, 约食
·
32种牧草, 其中日食鲜草在 10g以上 的 有 : 早 熟 禾

(Po‘:spp.)、 垂穗披碱草、珠芽蓼、羊茅、苔草、棘豆等。

鸟类以小云雀为优势,占 鸟类的 63.6%,密度为 8.18只

`ha。

其次为角百灵,占 鸟

类的 16,8%,密度为 2.16只

`ha。

其余如鸲岩鹨 (P叼″″口
'″
拓σ″J口

ˉ
洳s)、 黄嘴朱顶雀

(Cc'励 eJf‘ ∫

`口

″Jro“
',‘

)、 棕 颈 雪 雀 (M御
`jrr氵

gi``口  、讨 fc口

`打

)、 朱 鹏 (t`'ocy刀 c加口ˉ

勿″‘py`zo历 )及夏候鸟灰沙燕 (R’

`口

rf口 /J`cr杨 )、 黄头鹊鸽为数很少,密度均低于 1只

`ba,多
为食虫鸟或杂食鸟。除朱顶雀和朱鹧营巢在灌木枝和灰沙燕营巢在洞穴中外,均

在地表营巢。

(二 )矮音草一高原鼠兔、高原鼢鼠-角百灵、小云雀草甸群落

该类型分布面积较广,主要分布在排水良好的滩地、坡麓。植物群落种类组成较多,

每平方米有 20-30种。群落总覆盖度 80-90%,以耐寒中生植物嵩草为建群种,株高 5-
10cm,其盖度囚草场退化程度及生态条件不同而异。主要伴生种有羊茅 (F“砌c口 口历-

仞)、 紫羊茅、早熟禾、异针茅 (s厉

`口

口”印口)、 垂穗披碱草、落草 (Koe`″ fc cr“勿⑺ 、

麻花艽 (C砌
`杨

么口s″口幼977砌 )、 雪白委陵菜 (P″″J``口
`,`访

召)、 美丽凤毛菊 (s口″“″̄

′砌 ‘″

`″

况)、 异叶米口袋 (G″
`洳

″‘莎″J`氵口
`氵

″
`‘

J/o`杨 )、 摩岭草 (^乙r。″″cc历″″̄

‘,‘)、 矮火绒草 (L∞历o`口z扬″ ″口″″勿)等。土壤为高山草甸土。矮嵩草草质柔软,营
养丰富,适口性强,耐放牧践踏,是优良牧草。因长期过度放牧,草场处于不同程度的

退化状态。由于草场植被结构简单,草层低矮,为高原鼠兔生存提供了条件,同时多汁

轴根性杂类草较多,为高原鼢鼠提供了食物。

鼠类以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为主。高原鼠兔喜食早熟禾、羊茅、异针茅和矮嵩草等

优良牧草的地上部分,而高原鼢鼠则喜食鹅绒委陵菜 (P咖溺iJ`口 彻f″ J`,口 )、 细叶亚菊
(/`召″|口

`'彻
j杨

``口

)、 西伯利亚蓼 (Po`ygo膨 ″ ‘扬
`'‘

c豸勿)、 二裂委陵菜 (Po砌刑
`口厉/″

'″
)等的地下根茎。因此二者多杂居,洞道互相连通,特别是在退化严重的地段,鼢鼠

数量更多,土丘到处皆是。高原鼠兔分布比较均匀,一般在 70只 /ha以上,极端处可达 300

只

`ha以
上。高原鼢鼠密度可达 26只

`ha,在
退化较轻的草场上,其数量较少,但亦可

达 到 18只

`ha。

喜马拉雅旱獭 (ar″彬。勿 乃氵解口
`口

y口″口)数量亦不少,但分布很不均匀,

在山地坡麓常呈斑块状分布。此外,还有根田鼠、甘肃鼠兔、长尾仓鼠等,其数量极少。

高原鼠兔选食牧草不下 15种,其取食频率 (%)较高的有:垂穗披碱草 (21.93%)、

蓝花棘豆 (o″”
'四

`打

″er″′纪,17.51%)、 羊茅 (18.18%)、 异叶米口袋 (8.02%)、

矮嵩草 (6.72%)等 。取食部位随植物发育阶段不同而有差异。在牧草返青期,多食其
幼芽,在牧草盛期则食其叶片,而对牧草的茎部很少取食。喜食对家畜有毒的棘豆,也
值得注意。根据多年的观察,高原鼠免对天然草场的破坏,主要是它的挖掘活动,当然
高原鼢鼠更是如此。

鸟类群落结构简单,角百灵占优势,占 鸟类数量的 80%,密度约为 3.5只 /ha。 其 次
为小云雀占 10%,′ 密度约为 0.5只

`ha。

其它有夏候鸟灰沙燕、褐背地鸦(Po汤″‘切 ~

`″

‘
`打

)和白腰雪雀 (Mo″
`:f”

g″

`口

 ,″ z口″0″天方)等,数量较少。雪雀洞穴营巢,其它
均地表营巢。食虫或杂食,在 育雏期间,消灭大量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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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扁诂革、宵0昔章一红田鸹、长扌苜灵沼泽化革句群落

该类型主要分布在较低湿的地段,如乱海子周圉,河流两岸低阶地。植物群落由湿

生、湿中生植物组成,结构简单,每平方米有植物 15-20种 ,以华扁穗章和青藏苔草为

建群种。主要伴生种有藏嵩草、斑唇马先嵩 (Po‘rjo″ JJr订 J。″g|rr。 r口 v:r。
`″

3″口r″七)、

雅毛莨 (R口″″″c″

`″

‘p″

`c切 `″

‘)等。草层高 10-20cm,总 覆盖度可达 95%左右。草

质柔软,为优良牧场,对牦牛特别适宜。

由于地势低,地下水位高,环境潮湿,夏季有积水,不适于穴居鼠类生活,而根田

鼠又以隐蔽条件差,过分开阔,也不适于在此居住。

鸟类以红脚鹬、白腰草鹬 (rr|〃口。扬
'口

`″

‘)为主,前者占鸟类数量的 87.6%,后

者 19.90%。 亦有一定数量的长嘴百灵、黄头鹊鸽、粉红胸鹨 ⒄历尼
'sr“ ''`″

s)。 除长

嘴百灵为留乌外,其余均为夏候鸟,地表营巢,食虫或杂草。

(四 )窄称苔草-林蛙沼泽群落

该类型主要分布在乱海子周围的积水地段,以窄穗苔草为建群种的单一性群落,只

能放牧牦牛。

小哺乳动物不适于在此生活。

偶见水鸟有赤麻鸭 (T口 Jo'”口∫″彬gi″印)和风头潜鸭 ('″匆@r:J‘ g″

`c)等
。

两栖动物林蛙为数甚多, 平均每公顷有 d8只 , 而且数量与土壤含水量有密切的关

系,土壤含水量越大,数量愈高,二者呈明显的正相关。

生物群落的演替

根据我们在中国科学院海北定位站地区的长期观察,从引起生物群落演替的动力观

点出发,大致可分为以下 3种类型:

(一)水文演替

在永安城南滩,原有一块因地下泉水出鑫带,地势潮湿,植被以藏嵩草为优势的沼

泽化草甸, 伴生种类为湿生、 湿中生植物, 如青藏苔草、 车前叶垂头菊 (C″私口励切-

J氵仍勿

`Jc侈

′口召;″‘9`‘勿)、 星状风毛菊 (sc″“″
`印

‘勿″口)和斑唇马先蒿等,草群生长茂密,

总覆盖度达 90%。 在此种条件下, 很难见到穴居鼠类。 鸟类则以白鹤鸽 (Mo`cc″

`口

口J汤J砌∞

`‘

,‘)和黄头鹊鹆为主。

近几年,由 于垦殖和气候干旱,地下水位不断降低,土壤含水量减少,使生物群落

发生变化。中生多年生禾草羊茅,垂穗披碱草代替了藏嵩草。高原鼠兔和根田鼠随之迁

人,成为优势种类。鸟类亦有变化,昔 日的白鹘鸲与黄头鹊鸽已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

为角百灵和小云雀。

(二)放牧演营

青藏高原广泛分布的高寒灌丛和高寒草甸草场,以放牧为主要经营方式,由 于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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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载过牧,草场植被的种类组成、结构及其产草量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导致生物群落

的演替。在东部地区,原生植被以异针茅、羊茅为上层,矮嵩草为下层的双层结构的植

物群落,在长期过牧条件下,变为以矮嵩草为优势的单层结构群落,使原来较隐蔽的环

境变为开阔的环境,因而,植食性小型兽的种类亦随之发生改变,在高草阶段,植食性

小型兽类以根田鼠为优势,而在低草阶段则以适应开阔环境的高原鼠兔为优势。 .
这种演替规律从我们的放牧试验地亦能得到证明。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

统定位站草场不同放牧强度试验从 1985年开始进行,其设计为重度、次重度、中度、次

轻度和轻度 5个等级,经过 5年连续试验,生物群落随放牧强度产生各种演替。在重度

放牧条件下,嵩草及其禾本科优良牧草被牲畜啃食殆尽,植物群落以凤毛菊 (sc锣“″″

spp,)等杂草为优势
`草

丛低矮,根田鼠和甘肃鼠兔因失去隐蔽环境和食物条件而迁出,

营地下生活和以植物地下轴根为食的高原鼢鼠大量迁人,成为优势种群。而在轻度放牧

条件下,自于放牧家畜占有较大面积的草场和丰富的食物,因而采食和践踏较轻,植物

能得到充分的生长和发育,草群生长茂密,总覆盖度在 80%以上”群落结构复杂,明显

分为两层,群落内部环境较阴湿,为根田鼠和甘肃鼠免的生存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在中

度放牧条件 下,则为各种植食小型兽类共同栖息地。

(三)人为演替

人为活动是引起生物群落演替最积极、最活跃的动力之一,能控制或加速生物群落
的演替过程。其演替方式可以是退化的,亦可能是恢复的。

近几年,在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地区,利用剧毒药物进行大面
积灭鼠,草场上生活的植食性啮齿类面临灭顶之灾,而且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二级消费者
的数量,从生态系统的观点来看,灭鼠虽然有保护草原,提高草场生产力和改善草地生
态系统的作用,然而,使稳定的生物群落遭到破坏,生态系统结构趋于简化,生态平衡
失调。因此,在进行草原灭鼠时,应考虑保持生物群落的稳定性,以及对生态系统结构
和功能的综合作用。

在天然草地退化严重的地段,进行补播,建立半人工草地,加速退化草地的恢复,

可促进生物群落演替。例如,在长期过度放牧,以及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反复交又破坏
的 “

黑土滩”地段,经过灭鼠和种草等综合治理,第 2年草地得到恢复,植物地上生物
量为每平方米 437,5g,草群高度约 80cm,群落覆盖度达 80%左右。在此种环境 条 件
下,根田鼠逐年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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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Blo~CommuNITv iN THE REGlON

oF ALPINE mEADOw

Xia `Vuping,zhou lXingmin,Liu Jike and zhang iXiao’ 3i

(Ⅳ o`f而四cs|PIcfcdI‘ f"sfil"`c of I’ jolog臼 ,rhc c尼 J"￠ sc`￠ ode"u or s。 icmccs)

'rhe higher plants and sn1a11 terrestrial vertebrates were investigated in the stu-

dies on the bio-commurlities in thc rcgion of F1aibei iR.esearch statioil of A.lpinc

Mcadow Ecosystcn△ . The plants and animals are interacted tnutua11y in the ecosysˉ

tem that we should consider tFlcm togethcr in ordcr to bettcr undcrstand the bioˉ

comnlunities,  both their structures and their functi。 ns. The higher plants and

Vertcbratcs arc easier to bc dcterolined as con△ parcd w.ith the 1owcr plants and in-

vcrtcbratcs, so thcy Were sclected in our studies. The produccr(plants),the prima~

ry consumer (main1y srlla11  herbivoroous  ma:nin.als)  arld.th.e seco11dary  con.su mes

(mainly insectivorous birds) should be considercd in thc structurc a】 ld the naming

of tihc bio-con△ rllunities.

Four bioˉ。ommunities werc dctcrinined as follow.s:

1) Po″ ″
`J``口

/r″历coscˉ Or乃 o`om召 o口侈f劣‘, ir|Cr。 莎昭‘ 。
`Co勿

@彬刃‘̄

'J口

″z。  g″
`g″`c,Er。 1〃°

`汤

氵J纟 crpe‘矽rif shrub cominunity;

2) K口多r纟‘氵口 苡防″J`J‘ -0‘∶乃。
`(,″

口 口,‘

'B(9″
;召纟,aryo‘

`cr口

. 3口f`cy;-ε
'`″

,。

`历

j′口 口J`ef~

`/jf,'望
rC″z口 g″ Jg留Jc meadow com口 .mun.ity,

3) Bry″″ff;刀口co″

`r纟

“ ″‘, Ccr纟占 仞 oorC`口 rfj-TrJ锡 g口

`口 `口

刀″‘, 山reJ口 ″。cr口
'yp乃

口

″ao`氵″,口 swatnp.olea(iow.cotn.munity;

4) Ccr。r p口 ″访ro″ s|‘ -R口″口 莎
``zpor0rf召

 sw.a:np comm.unity.

1·he successiolls of the bio-cOIn,,lunities wcre also discusscd.· rherc arc 3 kinds

of successions in thc scnsc of driving forcc, i.c.hydrological succcssion,grcezing

succession and artificial succcssiol1.

Key△vords: Bio-comm.unity, suc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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