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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植物资源的群落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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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昆明 650223)

摘要 任何一种群落结构的运转 ,都须经过投入—运彳i—产出三个阶段。本文针对二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
“
投入

阶段
”
来论述植物资源在群落中所起到的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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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c three stagesˉ īnvcstnlcnt, operati()n and production for running of any c° n1n】 unity structure。

The econological function of plant resources in con】 n`unities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first stage of

lnvestn1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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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群落整体功能的学科称为功能群落学 ,而群落功能的产生是由各种生物在群落中所处的  !
地位 (生态位)和 作用 (功 能)以 及空闸及时问范围(生 态场)所决定的。

植物是生物群落中的第一生产者 ,它 们在群落结构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囚 此本文以植物为

主要又扌象 ,并将植物的群落学功能作为一种
“
资源

”
的性质来加以讨论。

任何一种群落结构的运转 ,都须经过投入一运行丁产出三个阶段 ,本文针对三个阶段中的第一

个阶段
“
投入阶段

”
来论述植物资源在群落中所起到的功能作用。

一个 自然生态系统 (群落)的 投入 ,完全依赖于自然的投入 ,而 本文着重讨论在人工生态系统  :
(人工群落)中的投入问题。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同,人I群落的投'\除 了自然投入外 ,尚 有人工投入  !
部份。现就人工生态系统的自然及人工投入来讨论植物资源的群落学功能。           彳

1.自 然投入部份的群落学功能
|

无论在自然生态系统或人工生态系统中,自 然投入都是系统中首要投入部份 ,在此项投人中 ,

又以光、热、水、土、气为主 ,现仅此讨论如下:                         J
(D光 能利用的群落功能

植物群落在接受太阳光时进行着太阳光的再分配 ,随着群落中植物的种类和层次的不同 ,阳 光  l
再分配的情况亦不同。人工群落的重要特征之一 ,就是它在植物群落结构上的多层性及多种性 ,由

于植物对阳光强度及质量有音下同的要求 ,这就给多层多种的人工群落带来了提高光能利用的广  ~
阔前景。如在丿LJ种重要的热带经济植物中 ,它 们对光照强度的要求 ,可 以1顷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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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砂仁〉胶股兰〉千年健。

上述各种植物 ,它 们的最适光照度从芒果的 100%逐步下降到大叶茶、咖啡等的 70%,又 逐步
下降到砂仁的 40%,直到千年健的 ⒛%以下。这就是说 ,合理的结构配置 ,可 以为各种植物创造一
个最优的光照环境。例如 ,较为宽大的株行距 (10× 10,1o× 8)可为芒果创造充分日照的条件 ,得到
数十年丰产的主要保证 ,而芒果创造的一定隐蔽 ,可 以为大叶茶、咖啡等提供良好的光照条件 ,而 咖
啡的行间又为如胶股兰、千年健等提供最好的光照条件 ,这样一种光能利用上的功能作用 ,在 人工
群落中有着广阔的天地。

(2)热 量利用的群落功能

由于多层多种的群落结构 ,改善了热量在群落中的分布 ,在 热量上产生了多层热效应 ,增 加了
热量的有效消耗 ,降低了无效消耗 ,从而降低了最高气温 ,提高了最低气温 ,使得一些在旷地上易受
寒害的植物,在低温到来之时 ,起到了防寒效果。西双版纳及思茅地区几次寒害中,在人工群落中的
可可、咖啡、金鸡纳等作物 ,由 于发挥了多层热效应的功能 ,因 而在旷地植株受到毁灭性的寒害时 ,

群落中的植株未受任何寒害损失。
(3)水分利用的群落功能

降雨通过多层多种植物的阻截 ,强度逐渐降低 ,到达地表时 ,又 由于疏松的富于有机质的地表
迅速地吸收了剩余的水分 ,因 而在多层多种的人工群落中,明显地降低了地表迳流 ,同 时也降低了
土壤流失,这种群落功能 ,在云南地区有着两大优点 :1、 在多山坡的情况下 ,这一功能发挥的作用更
为明显 ;2、 由于多层多种的地下结构改善了土壤的物珲结构 ,提高了土壤的水份含量 ,在 如云南这
样一个干湿季十分明显的地区 ,将雨季过量的水分保存下来 ,为干季利用 ,也是有着更大价值的。

(4)土壤肥力的有效利用

热带土壤的养份特点 ,是 它迅速循环于土壤、生物特别是植物的这样一个连续的生态系统中 ,

由于各种植物所吸收的各种养份在比例上有着不同,因 而循环的途径是多通道的 ,每 一种植物 (生

物)形成了一个特殊通道 ,通道愈多 ,养份利用的有效性愈大 ,因 此多种植物组成的人工群落 ,提 高
了土壤养份的利用 ,另外 ,由 于土壤流失减低 ,必然增加了养份的利用及土壤肥力的提高 ,发挥了充
分利用土壤肥力的群落功能。

2,人工投入的群落学功能

人工植被 ,除 了自然投入的部份外 ,人工管理所实施的各种投入 ,如 施肥、灌溉、中耕、除草、消
灭病虫害等的投入 ,在 单一种植的情况下 ,人工投入的数量愈来愈增加 ,而且愈来愈多的趋向化学
投入,这一投入带来的恶果已众所周知。人工群落就是要采用群落功能作为手段 ,提高群落中的生
物多样性 ,处理好各种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 达到将上述以化学投入为主的人工投入逐渐地或部
份地用种间关系这一群落功能的手段 ,代替目前盛行的化学投入 ,这是生态农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内容。

随着群落的种类及结构的改变及完善 ,群落的功能作用即随着加强。众所周知 ,在农田中间种
绿肥作物就是一种提高土壤肥力 ,利用种间关系以取代人工投入 (如化肥)的 一种群落学手段。我们
在茶园中种植乔木 ,它不仅给茶树提供了合适的荫蔽 ,而且由于根部具有强大的非豆科根瘤菌 ,从
而能为茶树提供大量的养份。当然上层树种的大量凋落物 ,也为群落土壤提供了优质的有机肥。

施用大量的剧毒农药以防治病虫害是化学农业的一大弊端 ,利用群落的种间关系的功能作用 ,

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途径 ,例 如 ,在单一茶园中,小绿叶蝉是茶园中一种主要害虫 ,为 了消灭皆种
害虫以保持产量,每年须喷撒十数次甚至二十几烬有毒农药,这不仅增加了经济投入,而且造成环
境及茶叶产品的污染,但一旦将单一的茶园改建成多层多种群落结构的茶园,由 于结构的改变带来

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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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小气候的改善 (如 空气湿度增加 ,气温的趋于稳定),给小绿叶蝉的天敌 (蜘 蛛),创造了良好的繁
殖生长的好环境 ,蜘 蛛种群的增加 ,压制了小绿叶蝉种群的上升 ,这样一种群落功能 ,大大促进了荼
园的良性循环 ,并生产着没有污染的优 良茶叶产品(生态茶 ),明 显地提高了经济效益。

化学除草剂 ,与化学农药有着同样的危害 ,据报导 ,一种杂草用除草剂消灭的同时 ,又 产生了另
一种更为有害的杂草。采用群落学的方法 ,可以完全避免上述弊病。大量的杂草 ,都具有强阳性的

特点 ,在多层多种结构的林内,由 于光线不足很少有杂草发生。因此 ,利 用生物种间关系的调控来控

制甚至消灭杂草 ,也是群落的一大功能。

人工投入上的群落功能是各种各样的 ,而且具有节省费用、省力、没有污染等优点 ,例如在橡胶  摘目
林下种香荚兰 ,利 用橡胶的荫蔽取代了化学纤维的荫棚 ,不仅节省了开支 ,而且在橡胶林下的香荚  在朽

兰 ,它 的病虫危害特别是病害大大低于化学纤维荫棚下的 ,这也是群落功能的一个成功实例。    个丿

总之认识植物在群落学功能方面的资源作用 ,让这一功能在生态农业的道路上充分发挥作用, 物
”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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