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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 山木果石栎群落优势种的生态位宽度与重Ⅱ

泖 斛 趼   ㈤

柄要 :遇过多种方法 比较研究 了哀牢 山 木果石栎 〈LtJIxurPⅡ 0Fnctwuq)群 落 8个 优势种 的生态

位宽度和重叠 .结 杲表 明 .该 群落是r|卞 果百栎 、腾冲拷 fC田蚺呷岫 mcJrJE、 、滇 本荷 (引也m田叩ˉ

铷㈥和景东石 栎

"㈤
四叩町 湘 枷呷 PrLs击 、为优势种 的共优群 落 .它 们 的生 态位 宽度 值 分别 为

o,sT32.0.7甾 6,0.σ妲 和 0~~smB~木 果石栎和腾冲拷 、滇 木荷和舟柄茶 C Jr。mn血田“ )等 生物生

态学特性更为接近的物种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值较大 。滇木荷 与其它树种 阍具有普遍较大 的生

态位重叠 .它 在群落中占有相 当重要的地位 :景东石栎同别的树种间生态位重叠值较小 .形 成了

局部 小生境地段的优势种c文章指 出 .由 lL个 生态位宽度都较大的种类组成共优群落是植物群

藩稳定住的重要标志之一 .群 落 中物种之间存莅较 为广泛的生态位重昼是共优群落的一 个普遍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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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哀牢 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内的木果石栎群落 ,约有 5千多公顷 (8万亩 ,金振

槲 ,I983),是保存完好的原生森林 ,中国科学院哀牢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已对其

进行过植被 、植物区系 、动物 、土坡 、气象 、凋落物及养分循环 (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生

态研究室 ,I983:游 承侠 ,I9g3;吴 邦兴 i1g91;刘 文耀等 ,199s8,b;甘建 民等 ,I99s。

邓纯章等 ,”明 ;张世聪等 ,【 9gT.I990:狳跃 ,1988,l909;张 克映等 ,I9舛,1g9s+马
友鑫等 ,l”%刘 玉洪 ,l”置,⒚兜 ,Ig93a。 b)等方面的研究 ,而有关生态位理论 的研

究 则尚未见报道。笔者通过对该群落优势种生态位宽度与重叠之研究 ,拟为今后对哀牢山

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展开植被数量生态学研究积累资料 ,为进一步阉明哀牢山森林生态系

统的结构与功能及为该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同时对生态位研究的实践方法

儆一些探讨 。

1 自然 地 理 和 群 落 生 态概 况

哀牢山是云南高原中南部 、横断山系南部帚状山脉峡谷中山地貌区、源于云岭山系的

一条西北 -东南走向的山脉 ,西北 与大理苍山相接。东南延伸至越南境 内与其长山山脉毗

连 ,为滇越境内名山 ,构成了滇东高原湖盆地貌和滇西高山蛱谷盆地地貌的天然分界线。

同时由于其山脉绵长 、山体高大宽厚 ,平均海拔 2000-27∞ m,且无大隘 口,因 而又成

为东西两种气候类型的分界线 。高大的山体 自上而下又表现出明显的垂直分带差异。依光

照 、温度 、湿度状况 ,可划分为暖温带 、北 、中 、南 (或上 、中 、下 )山地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植被气候带 (中 国科学院昆明分院生态室 。I983)。

在哀牢山北段以狳 家坝为中心 、海拔 2J+00~2mCl m范 围内,分布着本果石铄群落

〈“脑 凹朋 卯犰呷 Ⅱ cc,Irlmmi≈ )c该群落既具有我国常绿阔叶林的共 同特征 ,又带有云南

中山山地高海拔的、偏湿性的地方特点 (金 振耕 ,19B3):作 为常绿阔叶林 (植被型 )中
的 I个亚类 (植被亚型 )出 现 (云甯植被编写组,I987)。 分布 区年平均气温 IO.7℃ ,最冷

月 (I月 )均温 4.7℃ ,低温极 值 -8.4℃ ,最热 月 (7月 )均温 】6.4℃ 、≥ Io℃ 积温 2

8⒛℃、全年 日照 I9GB.6h,年辐射总量 43η W· m^2,无檑期约 aoO d.偶有降雪 ,年降

雨量 I扭 J nIIn、 相对湿度 “%,显 示出终年温凉潮湿的气候特点c土坟属黄棕壤 ,PH4、 I

~4.9,土层厚 I.5m,腐 殖质层平均厚度达 4c【n左右 (谢寿昌等 ,I9%)。

2 研 究 对 象 与 研 究 方 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哀牢山木果石栎群落中的 8个优势树种 :木果石栎 (h杌叩凹J艹-

Jccuw)、 腾冲栲 (Cgsrg呷舔 蚺 砒)、 景东石栎 (咖 浊沅四胛"㈥ 、滇木荷 (岛拓-

盹 mro砒“ )、 舟柄茶 〈Jrd河沅血田“ )、 绿叶润楠 (枷跏 耐耐击)、 红花木莲 (脱卿洳吨

汕妒岫 )、 大花八角 (Ⅲ枷咖 9tIcrmh奶 )。 其中,上述前 4种为乔木上层优势树种 ,木果

百栎、腾冲拷和景东石栎在群落 中都是茎干扭壮 、树冠庞大、负载附生植物极丰富的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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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干挺拔高大的铳质用材树种 c绿叶洞楠和大花八
.~ Ⅱ ~山 ∠~艹 :`冫

' 

曲 艹种。号1Ⅰ1】Ⅰ弯量树Ξ堡琵萎生柢T菩荒茁暴畲罕春军菩诖甚荃:值等箩吁∵至墅变
角主要存在于乔木亚层 ,树干形数较低 ,z亻 fj田助田刁 t阝 r冫

的优势树种。上述 8个树种在
¨ ·艹 rI· 曰自扌一龆但护埘种 .为该群落乔木亚层

树。而红花木莲则是国家二
罕紧:里?,

群落中的重要值和胸南断面积和见表 l,表 2。

Table】  ηae lmvp-oe vEl· lcj d山e8汕 硬 J pt· sPe’∞ 。111gmIpte,tob
— —

-ˉ
ˉ ˉ ˉ ˉ ˉ ˉ ˉ ˉ ˉ 冖 冖 冖 冖 ˉ 冖 ˉ ˉ ˉ

10     】l

2.2 研究方法

2,2.1野外谪查  采用样方法获取哀牢山木果石栎群落优势种生态位特征测耋的原始数

据。样地设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H"°夕
J,

E101° 01η 附近。即在所属的徐冢坝地区三棵树 、小新场 、簸箕坝和山门口等 4处 的本果

石栎群落中,于不同海拔 、坡向和坡度处 ,设置了 11个 样地 日每个样地平行设置 3个 ⒛

x⒛ m样方 ,统计乔本种类的教量指标。然后 1采用梅花形法在每个样方 内设 5个 3× 3

m样方统计灌本指标 ,设 5个 1× 1m洋方统计草本植物和树本幼苗指标c其中 ,乔 木树

种统计指标项 目有 :层盖 度 ,株 数 .树 高 、枝下高 、胸径 、基径 、冠幅。各样地各树种

(高 度 1、 5m以上 )的颍度统计 ,采用新西兰点剌法 (林鹏 ,19Bo)。

表1 8个乔木树种在n个样地中的Ι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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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果石杯群落 3个主要Ⅱ种在不同祥地中的泅面称和 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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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理论计箅方法

2.22.l生态位宽度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少生态位宽度计箅公式 (Levirls,19羽 ;Cdˉ

瞌 罗\1甘l尹;iLjⅠ了:\沪瓴查罗母∴
:Jl∶

|∶△罗kll茗Iti皙圹Fl;7f: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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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孝等 冫19叫)对其进行过部分评述。本文在计算时·分别选择两个运用较多的公式

亻Le△vim,1⒐粥)并采用 3种指标 (重要值百分数、重要值、胸面积和)进行计箅 i从 中比

较出最能反映木果石铄群落实际、能与其它的数量生态指标如重要值 、生物童等更好地相

互印证的计算方法 t并以其计算结果作为生态位特征澍度的初步结论。

shEImt,n-Wimer指 效 :B=-Σ 只 hPΙ                     11)

S“卩,n指数的倒数的标准化形式 :B=V叮 如
′               (2)

2.2.2.2生态位重叠   生态 位重叠也 已有 不少计箅 公式 (M耐茁tEL、 19m;Hom11%⒍

鼬 oFbner,I968:CoIweII等
'197】

;夕助记

"rd田
r,⒚ ″ :∏ eIoJ,1972;P兔 田凸沮,I973;HurIbJei冫

I978弓 %血刂s· 19/,;主刚等 ,19肿;彭少斟等。1990冫 ,同样也曾有人 rHurlbJert,】叨8:

Ⅱc灿呛 等 :19go;妇山田 119BO;hwlor,I9gO9时 其进行过部分评述。本文测度生态位重

叠 ,仍以重要值与脚面积和为资源矩阵 (表 1,2)。 在计箅过程中,应用相似百分数公式

Hom(19fd)修 改过的 M耐由匕公式、咖 (19T3)公 式、王刚 (19浒)公式 (分别以重

要值与朐面积和为指标参数)共求得五组生态位重叠值 (表 3),通过比较以王刚公式 、

采用胸面积和为指标求得的结果群作为落优势种生态位重叠值。

吁

   断 冖 和亻L㈠o晌 种 王
其 中 ,OI2为 物种 1和物种 2之间的生态 {

种 2在第 f个资源状态上的状态值 (个体数 、重要值 、胸高断面积和 、生物量等 );r为资

源状态数 ;:i为生态因子间隔¤

计箅植物群落中生态因子间隔时 i以 群落梯度代替生态因子梯度。以辈态距离间隔代

替生态因子间隔是可适用的 (王刚 .19阻 )。 根据群落间的生态距离与群落间相 似佳是两

个互补的测度这一事实 t王刚 (I9u)建 议利用相 似百分数公式 S.P.=IΞImn(°‘、岛)

(这里 凸、b】 分别为第 j个种在样方 a和 b中 所 占的百分 比)计箅 群落相似性 。并利用

吊‰磁 er的
“
半变"(llnr-change)法 计箅群落梯度上样方间生态距离。原理是:排列于

某一群落梯度上的样方对于梯度上始端样方的相似性是依次递减的 ,其半变速率可以作为

群落中β多样性的测度 ,同时也可作为生态距离的ull度 。具体计箅步驳为t(1)在梯度始

端重复取样方 ,应用相似百分数公式计笄其间重复相fu性 (巾IImtF荀碱h卸 )。 记为 a;

(2)计箅梯度上某一样方 i与始端样方的相似性 ,记为 z;(3)代 人公式 z=a× 2ˉ
p,求

解得出这一样方与始端样方的生态距离 β;(4)若梯度上有两个样方 1和 2、 则可解出它

们各自的生态距离 β1和 睥:(5)应用 l】2=宀 -防 便可求得样方 1和样方 2之间生态距离

间隔。

3 结果及分析

3.1 生态位宽度

计箅生苍位宽度采用重要值和脚高面积和构成资源矩阵 (表 1,2)。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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侬 以上 两资源矩 阵 ,应用公式 (I)、 (2)(Leving,19弼 )、 分别 以重要值百分效 、重要

值 、朐 面积和为参效 ,计笄 本果石 栎群落 8个树种 的生态位 宽庋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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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百分虫 百分效

比较发现 ,不同的计笄方法所得结果明显不同,其中第 I-3种多法是应用 hmonˉ

Ⅲ蚶 指效 ,都能够反 映各树种在 n个 样地 中的分布均匀 性 ;而 第 4~6种 笄法 应 用

跏呷m指 效则是从瓴率论角度显示各树种的存在状况。

第 I种方法计斧结果 ,绿叶润楠 、淇
s木

荷和红花本莲等在各样地分布 比较均匀

狃秽寞颦笱觏严群髯
u芦甜冥翼簋损觜逻鳌
I01小

,这是 由于 景东石栎 主要分布 于 山谷溪
¨
∵ ∷ 流旁较低地段阴湿环境之缘故。因此认为

° 01 02 "自
变量 5 l’

° " °: 
这一结果不能很好地反映各村种生态位宽

度关系。第 3种方法果用胸面积和为指标

围1姒值分析-弘啷¤-吼姒 指致与自变女关系  进行计箅 ,其结果由于各树种之间胸径相

「lg1Hu-d mEl,ug?岫 eh-Pk烛 ns汕咖  差较大 ,把个体效 目、频度 、树南等特征
¨Ⅵ eIlEIr hdg nrd洳 u●dePdent ta“Ll⒒e

对比关系掩盖得极不清晰 ,因 而也不甚理

想。第 4~6三种方法 ,应用 s咖mn指效倒效的标准化形式计笄 ,其挠率统计原则使其结

果过重地突出了各树种个体数 目在生态位宽度计测中的权重。在本果石栎群落中幼苗效量

相对较大的绿叶润楠 、大花八角 只是在群落演替初期作用较大 :而到群落逐渐稳定之后 ,

无论从生物且还是从形成和群落生境方面看都不足以表现出更大的生杏位宽皮。这样 ,也

便不适宜以其作为哀牢山本果石栎群落各树种生态位的测度。

第 2种办法 ,基于 hmonˉ Wiεr旺 指效 、直按采用重要值 为指标 ,其结果反映 出的

各树种生态位宽度大小烦序基本上与其重要值大小顺序按近 ,但又不完全相同。然后做了

“
数值分析

”——与 hm。m-Ⅵener指 效直接相关 的效值变化规律分析 (图 D。 结果发

现 ,直接以重要值为自变Ⅰ代人 弘娴旧¨ Wigner指数计舁各树种生态位宽皮的方法 2,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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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出树种分布 的均匀佳 ,叉突出了各树种在群落 中的重要性 ,所 以 ,该方 法求得 的结果

能更好 地表达哀牢 山木果石栎群落优势种生 态位 宽度对比关 系的客观情况 。计测结果如图

2所示 :

∠
`r力

oc彐 rPr,, c″ 丿/Ir泖
凸e力￡∫

Lros`an0Ps,J rarrJJ

土Jr沟 t,cIlrp口 s zI·J∝a

o   01   02   03   04  0‘    06   07  0g   °。   !

"1△

he 、re仓d1h

图 2 木果石铄群落 8个主要柑种的生态位宽茳 比玫

F呼 2̌ %呷函咖 af m曲 br-v沮 凵箜 of8,ocies Ll,各 咖 咖 叼M0-b

木果石栎、腾冲拷 、漠本荷名列生态位宽度大小前三位 ,它们的重要值 也居于前列。

木果石栎 27,置∞ %、 腾冲栲 1s.甾 I%、 滇木荷 I2.Ia3%,分 别居第一 、二 、四位 ;而重要

值位居第三的景东石栎 (16.蛔 %)其 生态位宽度则位列第四。这表明,物 种生态位宽度

与其优势地位相关 ,但 同时又受物种分布的均匀程度显著影响c在木果石栎群落中,木果

石拣属偏陌树种 ,但 同时木果石铄幼苗和幼树阶段叉有较好的耐荫性 ,处于浓密的林冠下

也能够顽强存活 饣并最终在树龄 TO~s0年  y
后在树高和胸径两方面都赶上和超过其它树 35

种c腾冲栲幼苗幼树期 比木果石铄还耐荫 :⒛

在林下始终能保持较高的生长率。木果石栎 15

和腾冲栲有着林 内所有树种 中最长 的寿命
2°

(谢 寿昌等 ,19田 )。 滇木荷对生境适
牢

范围
 |∶

较广 ,在各样地分布较均匀 ,它是早朝速生  5
树 种 ,到 后期也多能形成树 干挺拔粗壮的大  。

树 。景东石 栎是 喜湿树 种 ,分布 极 不均匀 。

但 因其多 为高大 粗 壮 (平 均胸径 J0.甾 ⑾ .

o      10      20      10      40      50

图 3 以生苍位宽渡为基础的二雉极点排序

「I:,3 2-di-tlln polg∝ dL颐湘 协 d tzl nlChe htdth
居所有树种之苜 )、 根系发达 、树冠庞大的

植抹 ,故 其生态位 宽 度紧随滇木荷居第 四

位。上述 4种乔木一投基径很大 ,壳斗科 3树种还常可见小板根现象 ,这表明它们的根系

水平方向发展 良好 ,摄取存在于上层土壤 中的由描枝落叶返还土壤的养分能力极强。由此

可见 ,在森林群落中生态位宽度较大的树种是那些在树高、冠幅、胸径 、基径 、寿命和分

布均匀性等方面综合水平较高者。

相对而言 ,绿叶洇楠虽然分布最为均匀 ,但 由于其为早期茎粗速生、树高坩长缓馒 、

后期树高增长加速雨茎粗增长变缓的树种 ,到最后缘叶润楠虽然多长成上层乔木。但胸茎

并不箅大 〈平均 犭 .91gm),且干形尖削度大、形数俯低、树冠较小 (平均 I1.Ts m,而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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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石栎 jo.jg m2,滇本荷 乃 .矽 Ⅲ2).因 而其生态位宽度便较小。舟柄茶树干颀长、冠湎

较小,红花木莲多数居于乔木亚层 ,故二者的生态位宽度值均较低。大花八角属喜阳植

物 ,在群落形戚初期和林窗内能较好发育 .但其生长速度较馒 :当其它树种将英压于林下

时 ,则一投长不成大树 (平均高 1O.sBⅢ ,平均胸径 13.倪 cm,平均冠幅 9,%矿 ):在相当

长时阃内 ,大花八角利用曲太阻光主要为散射光 ,其光合产昱小 ,在森林中只起到补充调

节 、填充林下空间的作用,故其生态泣宽芨在本研究 8种树本中位居最后。

然后,根 据 以上结果对本果石栎等 8个 树种进行了二维极点排序 (图 3) (r=
o,9939),效果良好。

3,2 生态位ΙΙ

五种箅法求得的群落优势种生态位重丘值见表 4c

玟4 五种△於求柘的zB个种对的生古位ⅠI伍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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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发现 ,前 3种算法所得结果中,绿叶润楠、红花未莲 、腾冲栲 3种乔术与其它树

种之间的生态位重二值较大 ,而木果石栎 、滇本荷与英它树种之 间生态位生三值却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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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与生态位宽度测定结果 (木果石栎 、腾冲栲、滇木荷 3个树种的生态位宽变较大。

绿叶润楠、红花本莲的生态位宽庋较小)很难达成易于解释的联系。因为尽管有其它多种

因紊作用 ,但是 ,“主要优势种之阃具有较南程度的重叠
”
,“在一定样地面积内,如果两

个种都具较宽的生态位 ,那么它们之阃的重Ⅱ是要高于一个较窄生态位的种与另一个或宽

或窄生态位的种之阃的重Ⅱ的
· (余世孝,I,gs)的 论述应该是基本成立的。最终比较认

为,应用王刚公式、采用胸面积和为指标的第五种箅法结果能较好地反映哀牢山木果石栎

群落主要树种之阃的生态位重丘。

在第 5种多法中,求得备资源状态 (样地〉与始端样地之生态距离及同喃如表 5。

衣 5 备祥地与持坩祥地的生奋Ⅱ河及间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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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第 5种笄法 ,8个树种之闾共 zB个种对的生态位重叠值见表 6:

艹 6 B个材种在木县石杯辟疳中的生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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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I木 果石话 ,2~为 冲特.3景 东石栎 )4~滇本荷、5舟柄茶 ,6.绿 叶润桶,7红 花赤莲 i B.大花 八角

国 4 垂于生番位虫△的 B个 树种二堆极点排序囡

而 42-d·mmom po△ r dm9Llm cLp d8叩 ㈨ cg b-d

mJ,er沁 c扌huE m曲ρ△alu6

1,赤 桑 石铄 ,2.0冲 括 q3· △ 东 石栎 ,4,济木荷 .5,

舟俑扌 ,‘ ,圩叶汩Ⅱ .7.红芘赤珏 ,8,大花八角 .

D2I3zB

根据以上生态位重置值运用二维极点排

序法可将木果石铄群落 中 8个树种的生态位

关系表示如下 (图 4,r=o.91B~s):

由图 4可见 ,以生态位重叠值为基础将

8树种进行极点排序 的结果与野外群落考察

和其 它 分 析 的结 果 (饿 洪强 ,19s3;≡ ≡

荣 ,1983)相 当接近c由 此可 以说 ,运用极

点排序法反映物种生态位关系的方法不但是

可行的 (李 替 ,1999,i而且也往 住可 能获

得理想的效果c以生态位重叠为基础的极点

排序结果已非常清楚地把景东石铄与其它树

种发生了救大的生态位分离 的事实反映出来

了c景东石栎同别的树种间生态位重Ⅱ值较

小 ,形戚了局部小生烧地段的优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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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 1、1”生栖 uE礻蚤淳|丬寺、L|弓 琶∈宙s诨〓,凵uL

从表 6可知 ,在
"个

种对中、生态位重叠值大小排在前 10位的种对是 :木果石栎 +

潜冲拷、滇木荷 +舟柄茶、舟柄茶 +绿叶润楠、缲叶润楠 +红花未莲、滇木商 +绿叶润

楠、木果石栎 +滇木荷 、腾冲栲 +滇 木菏、腾冲栲 +舟柄茶、腾冲栲 +绿叶润楠 i红花木

莲 +大花八角。

将这 10个种对 的生态位重叠值 与各 个种 的生 态 位宽 度 比较 (表 7)发 现 ,生 态 位重

叠大 小是与种对 内种 的生态 位宽睫值基本呈正相关但叉并不尽然 。此外 ,生态位重叠大小

相关 的固素可 从分 析这 IO个种对内各个种 的生物生 态学特性 申找到一些 规律 D

击7 生薤位Ⅰnu列由 1D位的种对及备种对中种的生奋位众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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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Ι次序 芏态位重丘值 种 1及英生态位宽度 种 2及 英生态位宽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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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值 位居第一的种对
“
木果石栎 +腾 冲栲"之中的木果石栎是喜 阳耐萌蔽 、茎干粗

壮高大的巨冠大树 ,幼 苗 -幼树 阶段有一 定耐 荫能 力 ,其平均 高 度 m。 oB m。 排 于 首位 ,

平均 冠 幅 m.胡 Ⅲ2,远远 大 于其它树种 (平均 冠 幅居第二位景东石 栎 j3.扭 m2,第 三的滇

未荷为 Ⅱ .抑 硭 ),多有小板根现象 。未果石 栎大树 树干 和树 冠上附生 有大量蓝类 植物和

苔藓 植物 。具 有明显 的 萌干 特 征并 主要地 以 萌生 方式进 行种更 新 (王 宝 荣 ,】 9g3:9,种 子

在 光 照弱 、湿 庹大 、偏破性 的 土壤 环境 中萌发率 极 低 。木果石 栎寿命 长 ,在树 龄 150年左

右其生物量积累达到峰值。木果石铄的这些特佳与腊冲栲有许多相象处 。腾冲栲是林 中寿

命最长 (sOo年达到最大生物量积累)的树种 ,其胸径超过 sT.5cm以上的大树在群落同

级树木中所 占比例最高 (达 3Q.“ %),冠幅较大 (平均 2I.9+m’ ),有 轻度板根现象。树

干树冠上附生揸物最革茂 ,主要以萌干方式进行种群更新。在野外作业时 ,远观林中大树

不是未果石栎即多为腾冲栲。

重叠值列第二的种对是
“
滇木荷 +舟柄茶

¨
,它们明显的共同特征之一便是茎干通直

高大 、以种子更新为主 、树木质地均匀、纹理细密 i早期速生 、冠幅中等。位列第三 。第

四 、第五的 3个种对 :“舟柄茶 +绿叶洇楠
”
、

“
绿叶涸楠 +红 花木莲

”
、

Ⅱ
滇木荷 +绿叶涠

楠
”,都是茎于较光滑而掺长挺拔 ,以种子案殖为主要更新方式 、冠幅较小、跗生植物不

丰宫的树种。居第 10位的
“
红花木莲 +大花八角

”
种对 ,叶型较大 。这两个树种相对都

较耐萌、挂喜湿洇肥沃的土坂 ,对光照的适应幅度较广。

生态位重蚕值排在后 m位 的 IO个种对 ,通过对它们的生杏位宽度值及生物学恃性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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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表 8)发现 ,一 般 情 况 下 这 10个种对 中树种之 间生物生 态 学特性 有 较 明显 的 差别 ,

特别是在树形 、繁殖方式 、生 境特 点 、对光的适 应性方面差异 较大 。同时 ,它们的生态位

宽 度值也存在较大差值 。

由此 可以 发现 ,群落 内生态位重叠较大 的物种 之间往往具有更加一致的生物生态学特

性 。它们在外部形态特 征、生境适 应 、繁殖方窍 、以及区系起源等方 面通常更如接近 c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 .群落 中分布 比较 均匀 (均匀 性仅 低于绿 叶润楠 )、 植 株

高 度 、胸径、冠幅都 较大的滇 木荷 ,它 不但具有较大的生态位宽 度 (只 小于木果 石栎和腾

冲栲 ),而且还与较多主要树种 闸存在着较大量值 的生态位重叠 廴生态位筻叠值歹刂前 Io位

的 10个种对 中有 4个种 对包 括滇木荷在内),这表 明 ,滇木荷无论 从其 自身特性 来看 l抑

或 由其与其它树 种联系之密切程 度观 ,都表 现 出 了极 为重 要的生态 学地 位和作用。所以 ,

在今后对木果石栎群落进行研究和命 名时 i当给滇木荷 以足够 应有 的地位。

表 8 生恋忸IⅡ r列后 10位的种时 内种闯特钲比较

钏 ρ8妯o coi,nrb-cf the c△ B-eJLo∞ of山e:0~es paIrs,●,山 品 lo9fd mche cveJtBP· al岫

种 1 种 2
生态位

重Ⅱ次序

位

值

态

Ι

生

重 种 名
哇态位

宽度
芍种 △明显区别特 tlE 种 名 与种 1明 显 区别持征

生态位

宽度

D.】Xr 录东石栎 C)r,8
萌干璃 象 很 明 显 .狠 耐

苗湿
大花 人角 03⒓ 2

以种 子 庶 菹 为主 ,种 子

萌发率高‘倮苗率 低

o~CI,ss 景东石栎  0.彐鄂
萌干珥 象碾 明 显 .很 耐

荫湿
红花木莲  000,5 

篷

种 子 素 菹 为主 ,耐 茁

冠 幅大 ,茎 干 扭 壮 .萌

o~oIss 木果 厅栎  0Ⅱ 32 干、具 小 板 根,幼 茁 耐  大花人角 03⒓ 2

莳

树于教 软 、以种 子 莰 殖

为主 ,少见附生植钫

⒐m艹 景东石铄 ⒍歹鸭
毒

干扭 壮 .萌 干 现 篆 突
绿9+a摘 Ds3"

茎干秀长、种子萌发宰

俱 南

茎 干桎 壮 ‘萌干现 象 实 早 期 速 生 、喜 田,茎 干
o.V71 景东石铄  0,彐兕 舟柄茶  0,5I16

出、很耐湿        
ˉ ~  ˉ

   挺拔 冫种 子i菹

o.0弘1 景东石栎  0,贷  分布于沟 谷、溪梳旁 腾冲拷  0?8ss 多分布于中湿生境

寿 命 很 长 ,萌 于 ‘木 质

o““  阱冲拷  Om“  很硬 .耐 腐 蚀 、附 生 植  大花 八角 0△m

物很丰富

树干教 软 ,以 种 子Ι 殖

为主 ,少见附生植钫

o.扯ss 木果石砾  0Ⅳ卫  生境伟干 景东石栎  0~5” 8 分布于沟谷 、溪流旁

0“18 景 东 石 砾  Os,呒
 嚣亘

扭 壮 , 萌干诩象猥
 淇卡荷  o.6,·02 茎手挺拔 ,种子i菹

C涿” 木果石栎  OS,32 吝Ⅲ 冫有萌干现象 红花木莲 ⒍00,s军
覃|F条

顶 芽 休 眠 ,

4.2 生恋位ΙⅠ和竞争

本文所研究的 8个树种 ,多系哀牢山木果百栎群落乔木上层的优势种和主要伴生种 ,

除大花八角 (存在度Ⅲ级 )和舟柄茶 (存在度Ⅳ级)外 ,其余 6种树木的存在度都是Ⅴ级

(游承侠 ,1g83),它们无论在水平分布和在垂直结构配置上,还是在生境特征和在群落的

功能过程中,都有很多共同特征,因此 ,种间竞争是较为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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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光资源的竞争 。木果石栎是喜阳树种 ,其平均树高和平均冠幅皆居首位 ,它

与群落中的腾冲栲和滇本荷有着较大的生态位重L,竞 争结果是 3个树种的Ⅴ级大树 (胸

径大于 s9.5¤⑴ 在 11个样地中的分布存在一种消长锼嵌性 (表 8)c

木果石栎和景东石栎 .由于 发生了-定的生态位移动 (m曲e:h盘)达到较大的生态位

分离 (沛che羽驷诫田、从而避兔了在许多生态位维上的竞争 (景东石栎与其它树种 间也

有类似的分离 )‘ 舟柄茶早期速生 ,木果石栎和绿叶润楠同为树高初期生长较馒 、30年之

后加快生长并逐渐超过其它树种 (谢寿 昌,19B3),故 本果石栎 与舟柄茶和绿叶润楠之间

对光的竞争始终较为漱烈 ,常见有在茎干扭壮 、冠 r/B巨 大 、分技较多 、跗生植物丰富的木

果石栎植株之间舟柄茶笔挺而立的情景 ,又常见压抑于木杲石栎庞大树冠之下雨上部茎干

弯曲支撑着一球状小树冠 、高度与木果石栎相当甚至还要高出的绿叶润楠c森林林冠整

齐 ,乔本上层的树冠在竞争过程中为充分利用光资源形成的镶嵌性特征时常明显可见 .

衣93种,种冖径级V鞍大,(大于刀 5̌czn’ 在各洋她中的分布
"况

TOle9 ‰ dl-u涮 蛳 tf闹 心 -￡
"汕

”洫 (Jnoe dlDch山 m刂 o h breBB1hJi· PMe bi羽匹 thm W5co● )

加 lle lbm。 un吣 卿 ∞ h山 跏 阅 蚺 Plot9

样 地号

木果石栎

肼冲拷

其次是对土壤养分的竟争。木果石栎群落的生境终年温凉潮湿 ,水资源非常丰富 ,各

种植物对水的竞争不太突出c相对而言,对营荞元萦的竞争则更为激烈。本杲石栎 、腾冲

栲等根系常见有小板根现象 ,它们的根系水平方向发达 :属 浅根系类型 ,主根一敬不超过

1sO cm,多 分布在 BO cm以 内q艽 以 m crn以 内的深庋最 为集中,它 们以其庞大的根系 占

有着土壤上层更为丰富的营养成份c而淇木荷 、舟柄茶 、绿叶润楠 、红花木莲等的根系属

斜生根系类型 ,主根也不深 ,大量支根伸向较深层次的土壤里瓜分着 由地表层枯枝落叶不

断分解 、淋溶下 来 的相对贫瘠 的营养 成分 c土壤 调查 证 明这种分 布状况 (邓 纯章等 i

1983)。

竞争在树木的不同生长阶段上其程度也不相同c据谢寿昌等 (19“ )提出的根据均径

确定各主要树种年龄的关系式推断 ,哀牢山木果石栎群落中木果石栎 、腾冲栲和景东石栎

等 3树种的平均树龄超过了 QO年 ,最大树龄趣过 XX【 年。而滇木荷、舟柄茶 、绿叶润楠

和红花本莲等 4个树种的平均树龄在 sO至 ⒛ 年之间 ,最大树达 1sfl年 左右 。树木在早期

生长阶段互相之间的竞争比后期更激烈些 ,因为树木在长到一定年龄后 ,它们已达到了各

自的最佳生态位 ,在一些维度上联系增强 ,而在另外一些维度上达到一定程度的分离 ,竞

争减弱 ,表现在生态位特征上 ,谀木荷 、舟柄茶、绿叶滔楠、红花禾莲等 4树种无论它们

彼此之闯还是它们与其它树种之间 ,生态位重Ι值普这较大 c

基于把生态位重叠值充当竞争系数的设定 ,我们极易发现在所研究的 召个树种之间 ,

gIJ· qi(1t或 吒 <1)是成立的,这便表明群落 内种 内竞争 比种 间竞争更为强烈 ,而且有

可能存在一个两种或多种共存的栋定乎伪点 ζ Mjy,19BO)。 哀牢山上的木果石栎林 目前总

体上属于近柒林和成热林 (谢看昌,⒚B3),林内各树种的水平分布格局在一定时期内相

`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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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稳定 、各树种的种群调节主要是通过密度制约的 自疏方式进行 (赵学农 ,1g91)c象 木

果石栎 、腾冲栲 、景东石栎萌干形成的萌条之间 i滇本荷、舟柄茶、绿叶涓楠 、红花木莲

和大花八角种子更新过程中的种子 、幼苗 、幼树 、小柑之间,都有密度制约效应发生 ,彼

此之阃存在着相当强烈的种内竞争 c

哀牢山木果石铄群落中的 8个树种之阄存在着较为广泛的生态位重叠 ,这应该是共优

群落的一忄普遍特征a但各树种之问的重叠值总体雨言又相对较低 (多 小于 00%),这表

明成熟 (或近熟 、或过热 )林 中的各树种之同经过长期的竞争 、互葸等种间相互作用已达

到了较好的协调、种间生态位 发生一定程度的分离使各树种能够很好地稳定共存于同一群

蒋之中。

4.3 木果石栎群落结拘及其稳定性分析

从 8个树种的生态位宽度值来看 ,有 6个树种的 B值大于 0.5,这说 明这 6忄 村种

(木果石栎 、腾冲栲、滇木菏 .景东石栎 、绿 叶润楠和舟柄茶 〉在群落 中都有重要意 义 i

但由于绿叶洞楠和舟柄茶的重要值 比前四个树种小得多 ,敬 此二者难以成为群藩的主要优

势种 ,然而这无妨于木果石栎群落确实属特征明显的共优群落的事实 c

本果石栎群藩可分四层 (钱洪强 .1983),即乔木上层 、乔木亚层 、灌木层和草奉层 ,

层次结构各处 比较均匀一致。其 中乔木上层以本果石栎为标志种 ,腾冲栲 、滇木荷及景东

石栎与之同层混生共存、它们在群落中的小地域分布既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局部水湿状况

(赵学农 .1g91).同时也体现了先 占为优原则【这 4个树种作为均可长成 丕 ~3CI m大村

的上层树种在树形 .木质 、花期 (谢 寿 昌等 、Ig9T)、 化学组 分 、生物 量 (邱学 忠等 ,

19拼 ;谢寿昌等 ,19%〉 和寿命等方面叉互补交叉 i使群落减少了因一种树 木出现大量死

亡雨发生巨变的概率 。乔木上层的稳定给下木和草本植物提供 了持续适宜的生长环境 、繁

茂的乔木亚层和郁郁葱葱的灌木层箭竹层片叉为上层乔木树种幼苗的茁壮成长形 戍了良好

条件。可以推论 、由几个生态位宽度都较大的种类组戍共优群落是植物群落稳定性的一个

重要特征c

木果石栎等 8个树种 :构 戍了群藩乔木 上层的优势种和主要伴生种 ,同 时、在乔木亚

层中它们的幼树和樟科 、山茶科 、山矾科 、冬青科的一些种类一起构成主要组分、在群落

结构组戍、持续稳定生存方面发挥重要功能c在哀牢山,乔木大树密度较大的地段 .灌 木

层箭竹的密度一般悔低 ,而草本层的密度刚叉相对较高 :在乔木大槲盖度稍低的地段 、箭

竹则呈现出一片浓密葱郁的景象 ,此处的林下草本则通常枚少。当大树较密地段一旦出现

林窗 ,较多的阳光便可直射灌木层 刂使各忄层次密度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而乔木上层盖

度较小处 ,由 于孕育有救大数量的各种萌生或实生的乔木幼苗和幼柑 ,在此后一段时间又

可发展威另一种群落层次格 局c因此 ,木果石栎群落主要乔木组成树种特定的生物生态学

性状 、特有的树木生长规律和生态位特征,决定了其在结构层次明显、稳定发展同时又具

有一定幅度的振荡 ,在其动态变化中蕴含蓍总体的稳定因素。

8个乔木树种之间有着广泛密切的生态位重叠 ,重叠表明各主要树种之 间有较强的功

能交叉佳和替代挂 。变叉性使得弱相互作用锝到加强和补充 ,以顸利达到该功能发挥和系

统运动的有效进行 ,同时 ,叉使强相互作用的种对间在竟争机制的驱动下获得选择 .在选

择的过程中各物种又逐渐地达到各 自的聂佳生态位 ,进而促进了群落内各物种间的协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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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群落整体的稳定发展。替代挂表征群藩在遭受外界压力情况下如果其中的一个或几个

种群发生衰败时 ,可 以由其它重叠较大即生态特征相近的物种来基本顶替其群落学功能 ,

通过这一基本顶替 ,其一 ,使群蒋特征不舍发生重大改变 ;其二 ,使一度衰败的物种在改

变不大的群落环境里叉再度逐渐地恢复起来c这洋 ,便保证了群落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

4.4 群落中反映生态位特钲的生态向Ⅰ (Ecd咱 cd Vecbr)

生态位特征既反映物种在群落 (或生态系统 )中的空间分布状况 ,也必然反映物种在

群落 (或生态系统
`中

的功能地位 ,特钊要强渭其在各个主要的生物生态学过程中的作用

和意 义,同 时 ,还应该有时间向量标定 (张 光明等 ,1g9,)v

在森林植物群落中 ,各树种的颌度和密度反映群落水平分布和配置特点 ,平均村高 、

冠幅大小反映群落垂直空间配置状况 i重要值 、洵面积和 、生物量反映树种的综 合地位 u

构戚生态位维度的各种 因子统称为生态 向量 (E∞Iog· cal Ⅴector)。 描述生态位特征的

生态向量既包括各测树因子等空间向量 ,同 时也包括 光照 、αy吸收速率 、蒸腾作用速

率 、植物体与土壤间无机元素和有机养料的交换速率 、光合效益 、对各类化学物质的利用

率和耐受挂 (Meroot等 ,19g+)、 种子萌发温度范围 (lllompgon等 、1999)、 植物形解剖特

征 (Vm Ⅴalen,⒚“ )、 寿命长短和生活阶段恃 征 ,以 及与群 落 内主要栖息动物 的关系 、

与人的关系等 。

进一步的生态位测定 ,将是在更多的生态向量上更细地测定各物种的恃征指标 ,把各

物种同各生态向量之间的契合度 、亲近度更加清楚地量化描述 ,最 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求

出各物种的生态位宽度和重叠值 (李德志等 ,1g,5)c以 后还可能把某一物种的生态位宽

度或重叠分解戚多个分项指标 ,形成系统化描述体系 、用一套数据来对栗一物种的生态位

特征进行描述和阐释。在基因水平上研究物种生态位的工作早 有昕涉 及 (Enden,Ig75;

GaIbutk。 19gs)、 也是今后生态位理论研究的一个方向。

5 结 论

5。1 哀牢 山木果石栎群落是以卞果石栎 (hhJcαrP"叩h叼瑚 )、 腾冲栲 (己铟羽冖"Iur~

F=t)、 滇木荷 (昆油田 nort,砒贺 )和景东石栎 (助慨扭币泌 ch湘吗呷曲 )为优势种 的共 优群

藩 ,它们的生态垃宽度值分别为 0.田卫 、0.鸭 56、 0.6⒎2和 o.夕 gg。 由几个生态泣宽度都

较大的种类组戚共优群落是植物群落稳定性的重要特征之一 。

5.2 哀牢山木果石栎群落中木果石栎和腾冲拷 、滇木荷和舟柄茶的生物生态学特性相当

按近 ,种对间的生态位重叠值居于群蒋内所有种对之第一 `第二位 .其它种对生态位重叠

大小顸序也表明,群落中生态位重叠较大的是那些生物生态学特性更加接近的物种。

5.3 比较研究显示 ,基于 shaImonˉ WieneF指 数 、直接采用重要值为指标计测哀牢山木果

石栎群落优势种生态位宽度和以胸高断面积和为指标 、应用王刚公武 (王 刚等 ,19⒏ )计

all生态位重叠是适合的。

5.4 以生态位宽度和重叠 值为基础将哀牢山木果石栎群落 8拢势树种进行极点排序的结

果在很好地表示各树种生态位关系的同时已非常清楚地把景东石栎与其它树种发生了较大

的生态位分离的事实反映出来了,因此可以说 ,运用极点排序法反映物种生态位关系的方

法不但是可行的 ,而且也往住可能获得理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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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在哀牢 山木果石栎群落 中 ,滇 木菏无论 从其 自身特挂 来看 ,抑 或 由其与其 它树 种联

系之密切程度观 1都表现 出了极为重要的生态学地 位和作 用。所以 ,在 今后对木果石栎群

落进 行研究桐命名时 :当结漠 木荷 以足够 应有的地 位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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