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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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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样地调查数据
!

以物种重要值作为资源状态指标
!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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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宽度公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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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位重叠公式对山西灵空山林区辽东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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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
$

种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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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灌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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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草本进行了生态位宽度

和生态位重叠计算
&

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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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空山林区乔木树种以辽东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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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位宽度值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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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树种以三裂绣线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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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位宽度值较大
(

而草本层中
!

披针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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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位宽度值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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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
%

灌木
%

草本层各种群之间均有不同程度的重叠
!

重叠指数依乔木
%

灌木
%

草本

层逐渐减少
!

总的表现为生态位宽度较大的物种对资源利用能力较强
!

与其他种群间的生态位重叠一般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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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定义生态位为正好被一个种#或亚种'所占据的环境限制性因子单元到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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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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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将生态位定义为物种对每个生态位空间点的反应和效应( 生态位理论一直是生

态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而且随着生态学趋向量化发展( 对生态位的定义和理解也更加量化和成熟%

?

&

) 目

前( 广泛地应用于森林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群落演替等研究中) 辽东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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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是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典型地带性植被类型之一( 在暖温带森林生态系统中具有很重

要的地位( 具有改良土壤( 维持林地生产力( 保持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 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 涵养水源(

防止和减缓山地土壤流失的生态价值) 近年来( 一些学者对辽东栎研究主要集中在种群分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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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落结构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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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群落生态位的研究报道较少) 开展该研究将有助于了解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典型群落各物种

的地位与作用( 对于深入了解群落结构与稳定性( 开发利用以及进一步了解种间竞争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山西太岳山林区中部灵空山自然保护区内( 地理坐标为
?A"?##B?A"@?$C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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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 年平均气温为
FG< &

( 年日照时数为
! A<< 0

( 无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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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降水量为
A<<BAD< HH

( 多集中在
:!"

月) 地势西高东低( 海拔为
# #D<B! <FF H

+平均值为

# :A< H

'( 地貌属大起伏喀斯特侵蚀高中山( 岩石主要为石灰岩( 土壤以褐土和棕壤为主) 该辽东栎群

落主要树种有辽东栎( 油松
0".%) -+1%*+&2,'3")

( 山杨
0,4%*%) 5+6"5"+.+

( 白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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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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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设置与调查

在研究区内辽东栎分布地带进行全面线路踏查的基础上( 选择典型地段内设置
!< H ' ?< H

的样地

!D

个( 详细记录样地内群落类型* 海拔* 坡度* 坡向和土壤等环境因子" 乔木层采用每木调查+包括记

录树种( 测胸径* 树高* 枝下高和冠幅等') 与此同时( 在每个样地内均设置
D

块
D H ' D H

的灌木样

方和
!D

块
# H ' # H

的草本样方( 详细记录灌木种类* 株数* 盖度* 高度以及草本种类* 株数* 盖度等指标)

)*)

数据处理与计算

!G!G#

重要值 重要值可作为群落中植物种优势度的一个度量标志( 体现群落中各种群的相对重要性及

植物的最适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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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计算公式可分为乔木灌草等) 乔木重要值
(

+相对高度
)

相对优势度
)

相对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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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相对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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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

某个种的株数
*

所有种的总株数) 灌木和草本植物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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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宽度 生态位宽度主要反映物种对资源利用的程度( 常采用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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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N9&+1'&)

%

#!

&的生态

位宽度公式计算)

!6'4/.(

生态位宽度) 采用
6'4/.(

公式中的
=02..%.+O/'.'&

指数) 该式计算简单( 生

物学意义明确( 其结果能更好地表达群落优势种生态位宽度对比关系的客观情况( 并且近几年使用较多)

!

"

KP

'

; K #

!

<

";

+%,<

";

) 其中(

7

"

是种
"

的生态位宽度(

<

";

是种
"

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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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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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重叠 生态位重叠是指一定资源序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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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物种利用同等级资源而互相重叠的情况(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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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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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种重要值

根据样地资料计算了优势种重要值%表
*

$) 结果表明* 乔木层中辽东栎和油松种群占有很大的比例'

其平均重要值分别达到了
-*.,-*

和
!/.,-0

) 充分表明辽东栎和油松在灵空山地区资源位上具有较大的优

势' 也可证明松栎林在暖温带地区所具有的地带性特征) 另外' 黄刺玫
&'() *)+,"#+)

' 三裂绣线菊
-.#!

%)/) ,%#0'1),)

以及披针薹草
2)%/* 0)+3/'0),)

在其灌木+ 草本的分层中表现出较大的优势)

!"$

生态位宽度

从生态位宽度计算结果%表
*

$可以看出* 虽然
!

种%

$%&'()

和
12345%36

$计测公式的结果不同' 但其

趋势基本一致) 在乔木层中' 辽东栎种群的生态位宽度指数最大%

$

#

7 #.#08 9

'

$

)

7 9.:8/ 9

$' 其他优势

种群的生态位宽度值按大小顺序依次为油松＞山杨＞白桦＞褐梨＞五角枫! 在灌木层中' 生态位宽度最

大的为三裂绣线菊%

$

#

7 *.980 9

'

$

)

7 9.098 9

$' 其他灌木层生态位宽度值依次为黄刺玫＞胡枝子
!/(./4/5)

层 植物名 平均重要值
$

#

$

)

乔木层 辽东栎
67/%37( 0#)',7+8/+(#( -*.,-* *.*08 9 9.:8/ -

油松
9#+7( ,)170)/:'%;#( !/.,-0 9.889 : 9.0,/ *

山杨
9'.707( 4)<#4#)+) */.*;8 9.8-, 8 9.-// -

白桦
=/,70) .0),>.">00) !-.;8* 9.;;, / 9.-!- 8

褐梨
9>%7( .")/'3)%.) !*./08 9.;0/ ; 9.,:8 /

五角枫
?3/% ;'+' /.:/, 9.0;* ! 9.*:; !

灌木层 三裂绣线菊
-.#%)/) ,%#0'1),) ,9.!9- *.980 - 9.09; /

黄刺玫
&'() *)+,"#+) ,/.-9, 9.888 0 9.,8: :

胡枝子
!/(./4/5) 1#3'0'% */.!*- 9.899 9 9.!-9 8

金银木
!'+#3/%) ;))3@## /.*:8 9.;;* , 9.!;/ 8

华北忍冬
!'+#3/%) ,),)%#+'A## ;.8;8 9.::0 9 9.!!; -

山楂
B%),)/87( .#++),#:#4) **.*9* 9./0! 9 9.*!8 8

西北子
B','+/)(,/% 5)1/00# *,.9,; 9.0/- , 9.9;, 0

榛子
B'%>07( "/,/%'.">00) !*.8,: 9.0-0 : 9.*9, 8

草本层 披针薹草
B)%/* 0)+3/'0),) :/.*9* *.,98 : 9.8-; 0

宽叶薹草
B)%/* (#4/%'(#,#3,) -.::9 *.9/* , 9.--9 ;

北青兰
C%)3'3/.")07; )%87+/+(/ 9./;0 9.;:! / 9.!0- :

穿山龙
C#'(3'%/) +#..'+#3) 9.;,! 9.;// / 9.!9, 0

宽叶山蒿
?%,/;#(#) (,'0'+#:/%) 9./,- 9.;9, / 9.*/; :

山蓼
D*>%#) C#8>+) *:.*-8 9.:8* - 9.*:; 8

轮叶贝母
E%#,#00)%#) ;)*#;'A#35## 9.:9/ 9.:-* ! 9.*/! ;

茜草
&71#) 3'%4#:'0#) 9.8-- 9./8/ 8 9.**8 !

荷青花
F>0';/3'+ G).'+#3) *.8,! 9./,9 / 9.*9; !

深山堇菜
H#'0) (/0@#%@## 9.:*- 9.009 / 9.*9: ,

鹅冠草
&'/8+/%#) @);'G# */.,-! 9.0*- 8 9.9;0 /

表
#

辽东栎林优势种重要值及生态位宽度

<=54% * >?@A36=(6 &=42% =(B ('CD% 53%=6D AE BA?'(=(6 )@%C'%) '( 67/%37( 0#)',7+8/+(#( EA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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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群落的草本层中" 披针薹草生态位宽度指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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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宽叶薹草
12&)> 5"8)&$5"/"#/*

" 北青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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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山龙

?"$5.$&)2 ("66$(".2

" 宽叶山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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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值依次减少%

这些结果均反映了灵空山林区辽东栎林各种群的地位和分布范围% 种群的生态位宽度越大" 说明该

种群在群落中的地位越高" 其分布的范围就越广% 如& 辽东栎是构成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森林群落的

优势种群" 其分布范围较广' 数量较多' 利用资源较为充分" 对所在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而在灵

空山辽东栎林中油松' 白桦' 山杨等是乔木层主要的伴生优势种" 其数量和分布相对于辽东栎种群要

小" 对环境的作用和利用能力' 生态幅度等都低于辽东栎种群" 因此其生态位宽度也小于辽东栎% 除乔

木层" 灌木层的三裂绣线菊和草本层的披针薹草在辽东栎林中具有较强的生态适应能力" 故其重要值也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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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重叠计算结果表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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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 各

种群之间生态位重叠指数大小依乔' 灌' 草减小" 而且生态位宽度大的种群之间一般能产生较大的重叠

值% 如& 辽东栎与油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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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从生态位重叠分配格局%图
$

&来看' 不论是
!

"#

还是
!

$"

' 乔木层种群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值＞

"%!

所占的比例较高' 达
!)%)*-

' 表明各种群对资源的共享趋势还是较为明显的( 而灌木) 草本层的生

态位重叠值大部分分布在
.%.!

以下' 表明各种群对资源的共享趋势不明显#

'

结论与讨论

通常物种生态位宽度的大小决定于其对资源的利用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

+

(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 乔

木层辽东栎种群的生态位宽度指数最大' 其次为油松" 而灌木层中的三裂绣线菊) 黄刺玫以及草本层的

披针薹草) 宽叶薹草的生态位宽度指数也较高( 这种结果基本上可以反映辽东栎林资源位中优势种群的

地位以及它们分布的均匀程度( 除此之外' 各层优势种群之间均有不同程度的生态位重叠" 其中' 乔木

层种群之间共享趋势较为明显' 草本层中无重叠比例较高( 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之间呈现着一定的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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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位宽度较大的物种' 对资源的利用能力较强' 分布较广' 因而与其他种群间的生态位重叠

也会较大' 如乔木层中的优势种群生态位宽度均较大' 从而其生态位重叠也较大' 特别是辽东栎与其他

种群的生态位重叠均较大( 而生态位宽度较小的种群' 对资源利用能力较弱' 分布范围较窄' 与其他物

种生态位重叠也较小' 甚至会出现没有重叠的现象' 如草本层的鹅冠草与北青兰) 山蓼) 深山堇菜等出

现了没有重叠的现象' 但是生态位宽度大的种群与生态位宽度小的种群也能产生较大的重叠值' 如金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数 植物名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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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卷第
#

期

木和榛子的重叠指数高达
$%&$' &

! 除此之外" 由于生态位宽度较大的物种本身的生物生态学特性也不

一定相同" 对环境资源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导致其间的生态位重叠并不一定很高" 如灌木层的西北荀子

和榛子的生态位重叠较大" 但其生态位宽度却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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