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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e theory is important both in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ecolog y, but a generally- accepted defin-i

tion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yet. During the past century , three ecologists have made great contr-i

bution to development of the niche concept. G rinnell. s ( 1917, 1924, 1928) / spat ial niche0 , Elton.
s ( 1927) / functional niche0 and Hutchinson. s( 1957) / n - dimentional hypervolume niche0 have

been the major categ ories of the definition of niche. T he present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niche concept and analysed the problems that have confused and bothered ecologists for almost 100

years. Finally , a new definition of the niche concept was proposed. Niche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functional role that a particular species plays in all o r a special stag e of a giv en species. invasion, co-l

onization, propagation, development, decline, and ex tinction process. . N iche t heory can be applied

to the conservation of endangered, threatened and declining species in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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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自进入 90 年代以来, 生态位( niche)

这一概念在生态学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

注[ 30] , 这是继本世纪 70年代生态位理论

研究热之后的第二个发展高潮。然而, 令

人遗憾的是迄今在生态位研究领域尚未形

成一套系统完整的为各国学者所共同接受

的理论框架, 概念之争仍然是生态位研究

和讨论的焦点。在国内, 较全面地介绍生

态位理论和开展生态位研究工作是 80 年

代以后的事[ 6, 7]。其间虽有一些学者对生

态位概念进行了一些探讨[ 7, 8, 25] , 但往往

由于表达的数学化使生态位概念的生态学

意义不甚明晰,或者由于对概念的高度扩

展而使其在实践中难于操作。到底什么是

生态位(生态位的本质含义) ? 它的研究对

象是什么? 生态位理论研究中的尺度如何

确定? 生态位理论应用范围和前景如何?

这些问题在整个生态位理论发展过程中并

没有获得很好的统一认识, 这也正是本文

在历史分析和现实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回答

的。

2  生态位概念百年发展史

早在 1894年密执安大学的 Streere 在

解释鸟类物种分离而居于菲律宾各岛现象

时对/生态位0就很感兴趣, 但未作任何解

释[ 11]。1910年, Johnson 最早使用了生态

位一词 /同一地区的不同物种可以占

据环境中的不同生态位0 [ 8]
, 可惜他没有

对生态位进行定义, 未将其发展成一个完

整的概念[ 11]。

Grinell( 1917, 1924, 1928) 在研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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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福尼亚长尾鸣禽的生态关系时使用生态

位术语并首先给以定义。他运用植被覆

盖、栖息地、非生物因子、资源和被捕食者

等所有环境中的限制性因子来描述物种的

生态位。他指出, 在同一动物区系中定居

的两个种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生态位。

他把生态位定义为/ 恰好被一个种或一个
亚种所占据的最后分布单位( ult imate dis-

tribut ional unit) 0 [ 5, 11]。

动物生态学家 Charles Elton ( 1927)

认为: /一个动物的生态位表明它在生物环

境中的地位及其与食物和天敌的关系0,他

特别强调物种在群落营养关系中的角色

( role)
[ 30]
。

30年代和 40 年代, 关于生态位概念

的研究处于相对沉寂时期。直到 50 年代

后期,Hutchinson( 1957)从空间、资源利用

等多方面考虑,对生态位概念予以数学的

抽象, 提出了生态位的多维超体积 ( n -

dmensional hypervolume) 模式。Hutchin-

son 认为, 生物在环境中受着多个而不是

二个或三个资源因子的供应和限制, 每个

因子对该物种都有一定的适合度阈值, 在

所有这些阈值所限定的区域内, 任何一点

所构成的环境资源组合状态上, 该物种均

可以生存繁衍,所有这些状态组合点共同

构成了该物种在该环境中的多维超体积生

态位。Hutchinson 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基础生态位( fundamental niche) 和现实生

态位( realized niche)两个概念。多维超体

积概念为现代生态位理论研究奠定了基

础
[ 6, 19]

。

E. P . Odum( 1959) 给生态位下定义为

/一个生物在群落和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

状况,而这种位置和状况决定于该生物的

形态适应、生理反应和特有行为。0他把生

境比作生物的/住址0,而把生态位比作生

物的/职业0( 1952) [ 6, 33]。

在此后的年代里, E. R. P ianka( 1983)

定义了 / 一个生物单位的生态位0 [ 6] ;

Grubb( 1977)视/生态位为植物与所处环
境的总关系0 [ 7] ; 王刚等应用集合概念定

义生态位[ 7] ; Colinvaux ( 1986) 提出/物种

生态位0概念[ 11] ; 刘建国、马世骏 提出了

/扩展的生态位理论0 [ 8]
; Cao Guanx ia 则应

用模糊集理论定义生态位[ 25]。

生态位概念的发展是与生态位理论研

究工作同步进行的。尽管近百年来生态位

概念未能达成很好共识, 但把生态位理论

应用在竞争系数估计[ 32, 40]、极限相似

性[ 31]、资源划分、土地评价、群落稳定性讨

论、城市生态学
[ 9]
、人类生态学

[ 29]
等领域

内已取得很好的成效[ 7]。给生态位下定

义者虽然为数不少, 但最具代表性的当推

Grinnell, Elton 和 Hutchinson 三人, 后人

分别称他们所给定义为/空间生态位0、/功
能生态位0和/多维超体积生态位0。Whit-

taker 等曾对各家定义作出类似的划

分
[ 43]
。

3  问题与分析

纵览整个生态位理论研究发展史,我

们发现其中不少问题的阐述在不同学者之

间以及同一学者在不同时期的论述往往并

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 有许多问题值得深

入研究。例如,给出生态位定义时, ¹ 在生
态位的本质含义问题上, Grinnell 一方面

认为生态位实质上是一个行为单位,另一

方面又强调生态位的空间概念。Elton 则

强调物种在营养关系中的角色。Colin-

vaux( 1986) 却说生态位是物种所具有的

特殊能力[ 11] ; º在阐述生态位所描述的主

体对象时, 最初不少 学者指 出为物

种[ 5~ 7] ,而后又有学者提出为所有各生命

层次上的生态元[ 8] ; » 描述动物的生态

位,多与食物链密切联系,还涉及动物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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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上的变化(如逃避种,侵殖种问题) ;而描

述植物的生态位时, 空间的变化又必须结

合时间变化。这样动物和植物的生态位如

何加以区别又如何进行统一呢? ¼对生态

位下定义时, 部分学者采用了数学方

法[ 7, 25] ,但其出发角度和表达形式又不相

同,那么, 这些数学表达的生态学解释在内

涵与外延上能有多大的吻合度? 这些定义

的数学一般式适用于具体研究对象时如何

确定参数? ½表征生态位特征的生态位宽
度( niche breadth ) 和生态位重叠 ( niche

overlap) 计测公 式各有 所举, 莫衷 一

是[ 13, 21, 23, 27, 28, 34~ 38] ; ¾生态位重叠与竞

争及竞争系数的关系如何认识
[ 5, 32]

? ¿
生态位概念和理论研究的尺度问题许多学

者没有明确指出; À生态位理论研究和实

践运用在各生命层次上的工作原则问题各

国学者认识也不一致; Á生态位理论研究
中缺乏系统统一、立竿见影的技术策略。

此类问题并不仅此而已。这样,时有新见、

富有争议、千姿百态的研究工作使生态位

理论在异常诱人的同时又蒙上了一层神秘

色彩,定义的含糊、理论原则与方法的多种

多样,各执已见,致使一些学者曾一度宁肯

不采用/生态位0这一术语[ 5, 24]
。

何以出现如此局面? 纷乱而迷惑人心

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我们研究发现, 几乎

所有生态位理论的困扰都或多或少地同基

本概念的不够明晰和缺乏统一阐述有关。

概念内涵游移不定和概念外延参差不齐使

各国学者在生态位理论研究的对象等级水

平、内容和方法上往往各有偏好乃至相去

甚远。关于概念的三个方面问题在整个生

态位理论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 至今尚未

很好解决。其一, 生态位到底是什么? 它

表达生命体怎样的特征性质? 也就是说生

态位的本质含义是什么? 其二, 当我们谈

起生态位时是指谁的生态位? 或者说, 我

们研究的客观对象 生态位描述主体是

什么? 其三, 生态位研究的每一次具体工

作涉及到多大范围, 在哪一个生命层次中

进行? 即尺度问题。

本质问题、主体问题和尺度问题是生

态位概念及整个理论研究工作中最基本的

问题。这三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和达成共

识,生态位理论研究便很难取得长足进展。

4  殊途同归 生态位理论走向未来

(兼作讨论)

  /生态位0一词早已深入人心,生态位

概念正日趋明朗和完善统一,生态位理论

发展前景广阔。无论生态位概念和理论发

展如何困难重重, 这都是勿庸置疑和不可

抗拒的事实。90年代国内外大量有关生

态位文献的出现[ 8, 30, 42] , 许多教科书和专

著中对 生 态 位 理论 描 述 篇 幅的 增

大[ 1~ 5, 19] , 以及不少学者在不同领域内引

进和运用生态位概念、原理和方法的成功

事例
[ 8~ 15]

,再有诸多生态工作者在各自文

章或论著中那些分明与生态位概念和原理

几乎近同的阐述[ 17, 18] ,这些都表明了生态

位已成为各国生态学工作者所喜闻乐道且

极为好用的概念术语, 生态位理论极有希

望发展成为既贯穿于生态学各理论分支之

中又自成体系的重要的生态学基础理论之

一。

学科的发展要求生态位理论尽快发

展,理论的成熟又必须以基本概念的明晰

统一和成熟稳定为前提。通过对生态位概

念百年演进史和生态学系统基础理论学

习,再结合群落研究工作实践,我们逐渐形

成了我们对生态位概念三个基本问题的初

步认识。

4. 1  生态位所描述的主体对象

我们认为, 生态位在理论描述上是关

于物种, 而实践研究对象则是种群。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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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研究某一物种的生态位时, 都是研

究存在于和作为某一特定群落(或生态系

统)组分的物种,这便就是种群了。在任何

时候,我们谈到某一物种的生态位也并不

是指该物种在任何地域、任何生态系统内

都具有如此相同的生态位, 而一定是指它

在特定尺度(时间、空间、生命层次)下的生

态位,这界于特定尺度下的物种同样也是

指种群[ 1, 2, 41]。所以说, 每个生态学工作

者在实际研究生态位时其研究对象是种

群,众多研究人员在全球不同尺度下研究

同一物种不同种群生态位结果的集合, 共

同形成了该物种生态位的描术体系。

4. 2  生态位的本质含义
空间生态位、功能生态位和多维超体

积生态位何者更能反映生态位的本质含

义? 可以说多维超体积生态位更好一些。

事实上, Grinnell 最初在强调生态位的空

间属性同时也提出了其功能内涵[ 6] ; Elton

在着重指出生态位的功能性之时, 其实也

暗含着一个不言而喻的空间成份。如果把

Hutchinson 的生态位多维超体积概念中较

抽象的含义具体化明朗化阐述的话, 我们

可以这样通俗地说, 研究生态位就是要研

究某物种在一定层次上一定范围内(即一

定尺度下)生存发展时, 需要什么条件(包

括物质、能量、空间和时间)、能够发挥什么

作用即对该层次该范围内的/生态环境0有
什么影响。我们感到, 生态位应该是现实

的物种的一种属性特征, 具有特有属性特

征的物种一旦生存于特定生态环境便会表

现出其独特的角色形象和活动方式及规

律[ 20] , 而这些形象、方式及规律是应该可

以定量描述的[ 39]。这一条, 我们和 Le-i

bold的意见基本一致
[ 30]
。Odum( 1959)把

生态位说成是生物/职业0的比喻相当生动

贴切。当然,这种/ 职业0是有条件有尺度

制约的, 脱离了这个尺度, 生物就会/ 失

业0。

4. 3  生态位的尺度问题

尺度问题, 就是说谈到某一物种的生

态位时是指该物种在什么样的生命层次上

在哪里在多大地域范围内在多长时段内的

生态位。同一物种在不同的尺度下会表现

出明显不同的生态位。其中,生命层次
[ 26]

的不同,一般决定了研究生态位内容及其

指标与研究手段的不同, 地域范围[ 22]和时

段
[ 20]
的变化都可以从某物种生态位的大

小强度方面找到其影响和意义。而每一位

生态学工作者在进行生态位研究时,都是

在自己选定的生命层次、空间和时间界限

内实施,因而其研究结果只适于这个特定

的尺度,这样才会使其研究结果真正具有

实在的价值。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如下定义表述可

基本阐明生态位概念: 一定生态环境里的

某种生物在其入侵、定居、繁衍、发展以至

衰退、消亡历程的每个时段上的全部生态

学过程中所具有的功能地位,称为该物种

在该生态环境中的生态位。一种生物的生

态位既反映该物种在某一时期某一环境范

围内所占据的空间位置, 也反映该种生物

在该环境中的气候因子、土壤因子等生态

因子所形成的梯度上的位置,还反映该种

生物在生态系统(或群落)的物质循环、能

量流动和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角色。物种的

生态位具有特有性、层次性、区域性、时效

性、可调性、相对稳定性和定量可测性。

经过充分讨论研究和必要的国际学术

会议评价议定, 生态位的基础概念一旦明

确统一,生态位理论便会很快进一步丰富

和成熟起来。生态位理论的原理和方法可

以贯穿和应用于生态学基础理论各个分支

之中。当生态位理论同生物多样性和保护

生物学理论及其实践工作结合到一起时,

生态位理论或许会对生态学发展、对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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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进步发挥出令人振奋的作用。

5  小  结

5. 1  在生态位概念演进百年史上, Grin-

nell、Elton和 Hutchinson 是贡献最大最有

代表性的三位生态学家。虽然生态位概念

日渐明朗、理论日臻完善,但至今尚未形成

明确公认、堪可适用的生态位概念模式和

理论体系。

5. 2  概念表述庞杂含糊、莫衷一是, 有关

基础概念的三个方面问题 本质问题、

主体问题和尺度问题缺乏必要充分的明确

讨论与认识, 是阻碍生态位理论发展和很

好应用的直接主要原因。

5. 3  生态位本质上是指物种在特定尺度

下在特定生态环境中的职能地位, 包括物

种对环境的要求和影响两个方面及其规

律,生态位是物种的属性特征表现,它定量

地反映物种与生境的相互作用关系。生态

位描述的主体对象是理论抽象意义上的物

种和实践具体意义上的种群, 种群是我们

进行生态位研究的工作对象。尺度问题之

于生态位如同之于所有其它生态学课题一

样不容忽视且尤为重要, 离开尺度去谈生

态位极易引起混乱, 且没有真正价值。

5. 4  我们根据生态学原理,给生态位概念

予以定义,在保证其本质、主体和尺度含义

明确的同时力求显现出生态位适于生态学

发展的潜在因素。

5. 5  生态位理论同生物多样性理论及保

护生物关系甚密,三者在 21世纪有可能达

成互为因果彼此补充的亲密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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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5龄柠条林地养分循环( kg#ha- 1#a- 1)

T ab. 6 Cycling of fert ility elemens in the forestland

w ith f ive years Caraga n microp hyl la L .

元素 吸收量 存留量 归还量
吸收系
数( % )

循环
系数

N 14. 26 10. 01 4. 25 0. 4240 0. 30

P 1. 22 0. 74 0. 48 0. 0123 0. 39

K 4. 77 2. 47 2. 30 0. 0065 0. 48

4  结  语

综合以上分析, 并与作者对沙棘林地

的研究结果比较可以看出, 它们具有类似

的规律[ 1] ,即柠条生长对 N 素的需要量最

大,对林地 N 素的吸收系数(即利用率)最

高, 而通过生物循环对 N 素归还率最低

(即循环速度最慢)。但与其它地类比较,

柠条林地的 N 素含量较高。分析 N 素这

种不因大量消耗而匮乏的原因, 认为应归

功于柠条根瘤的固氮作用 (据调查, 15龄

柠条根系上根瘤着生数量可达 398 个#

丛
- 1

)。
从柠条林地养分生物循环的研究结果

看出, 加速林地 N 素生物循环, 补充林地

N 素的大量消耗, 加强对柠条林地的经营

管理,特别是加强对林地枯落物的保护是

保障柠条正常健壮生长和发挥其巨大生态

功能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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