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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H宏生态学是生态学与其他宏观学科不断交叉和融合后的产物Q它以个体x种群和物种的生态特征在

大时空尺度上的格局和变化规律为主要研究内容3它比其他生态学更强调归纳和推论3也更依赖数据的积

累Q近年来3宏生态学在对物种M面积关系进行探讨的基础上3对生物类群间的物种数量的协同变化以及物

种和高级分类单元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新的研究E宏生态学试图将有机论和个体论结合来探讨和总结群落

结构中的物种组成规律E并对物种多度和分布格局间的关系从生态位和异质种群角度进行新的解释E个体

大小频次分布规律是宏生态学一重要内容3对其深入研究和探讨已与物种多度x能量x分布面积x历史起源

等多方面特征相结合3并得到一些普遍性规律E最后3宏生态学还探讨物种在地理区域上的普遍性的分布

模式3并对其假说进行检验和探讨Q宏生态学在中国还处于刚起步阶段3但中国具有资源的优势3并具有一

定的数据积累3将在宏生态学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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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生态学D*+,-./,.0.12F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L近二三十年来M宏观生物学与生态学N生物地理学N系

统学N古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等许多领域相互交叉N综合M取得重要进展L在物种多样性大空间尺度空间格

局 研究的推动下M产生了宏生态学O?PCQL?BHG年 R-.S4T*+7-/-首次在UV+67-/W提出 *+,-./,.0.12概念

后OJQM标志着宏生态学的正式确立L随后M宏生态学迅速得到广泛的承认M促进了大空间尺度的生态学过程

得到重视和发展OXQLR-.S4和Y+56.4先后出版了*+,-./,.0.12一书O?MEQM标志着宏生态学的发展进入一个

新阶段L

Z 概念N特点和应用

宏生态学是一种研究有机体与环境关系中那些反映和阐释了多度N分布和多样性统计格局和规律关

系的方法D*+,.-/,.0.1285+S+2.9567=2841-/0+68.45[8;5</6S//4.-1+485:5+4=6[/8-/4>8-.4:/466[+6

84>.0>/5,[+-+,6/-8\841+4=/];0+8484156+68568,+0;+66/-45.9+<74=+4,/M=856-8<768.4M+4==8>/-5862FO?QL宏

生态学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M它使用 *+,-.前缀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因为它研究的是个体N种群和

物种变量的统计分布模式M需要在大时空尺度上进行3二是因为它需要应用其他学科M如生物地理学N古生

物学N系统学和地球科学等宏观学科中的最新成果L宏生态学在研究内容上具如下特点)

D?F研究生态 粒̂子_变量的统计分布格局L这些生态 粒̂子_既指种群内的个体M又指局部N区域种群或

大陆生物区中的物种L

DEF研究有机体的生态特征L这些特征包括个体大小N种群密度N分布范围等等M这些特征反映了有机

体对空间和营养的占有和利用情况L

DCF研究分类上和生态上相似性的有机体L

DJF研究的空间尺度从区域到全球范围M时间尺度从几十年到百万年L

DXF研究的性质既是经验性的又是理论性的M既是归纳性的又是推论性的L
由此M它与其他生态学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M宏生态学强调统计模型的分析而不是实验操作M具有更

强的归纳性O?QL这是因为大时空尺度上进行重复性和可控性的实验既不可行也不可能M只能采用推论N归

纳等方法来了解自然的本质OGM‘Q3第二M宏生态学具有自我扩展性和综合性L宏生态学采用宏观方法和手段

来揭示有关的生态过程M其研究视野更为开阔M在大时空尺度上将生态学现象与其他领域的成果相综合M
来拓展所研究的内容和现象M达到认识自然的目的O?QL

宏生态学的应用主要表现)a 对物种濒危程度和绝灭可能性的评价M如濒危程度与个体大小和分布区

的关系等的应用3b 热点地区的确定N保护区的设计和管理M如物种多样性的时空格局N个体大小频次分布

等的应用3c 外来种问题及生物圈的监测等M如物种组成规律等的应用3d 人类活动对物种的影响评价M
特别是对物种地理分布格局的影响等M如空间格局N地理分布等模式的应用3e 全球物种数量的估计和预

测等等M如生物类群的协同变化N物种与高级分类单元的关系等的应用3f 生态恢复过程中物种多样性的

恢复和调控等等M如物种组成规律N物种A面积关系等的应用L

g 研究内容和进展

ghZ 大空间尺度的物种多样性格局

对于大空间尺度物种多样性格局研究有着大量的文献报道及综述OCMHP??QL人们发现物种多样性随经纬

度梯度N海拔和水深梯度N物理因子梯度N生境梯度以及营养级变化而变化等等L除以上研究外M最近在种A
面积曲线N不同生物类群间物种数量的协同变化以及物种和高级分类阶元的数量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L
物种A面积函数 物种丰 富 度 是 面 积 的 函 数L物 种A面 积 效 应 方 程 至 少 存 在 J种 形 式OHQM但 通 常 采 用

i-/56.4的公式)jklmnDj为物种数Mm为面积Ml和 n为参数FOHM?EQLn值在不同生物类群间和不同区域

的同一生物类群中差异不大M在岛屿和大陆间有明显的差异M前者多在 @oEXP@oCX之间M大陆则在 @o?E

CB??G期 胡慧建等)宏生态学D*+,-./,.0.12F及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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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对以上的差异’许多作者尝试解释物种+面积方程及其参数的生物学含义&$()’其中著名的

有 ,-.正态分布假设&$/)’临时个体假说&$0)’以及 1234+种群动态假说&$5)*
值得指出的是’物种+面积关系曲线是在均质的环境才有意义*中国鸟类和兽类在大尺度上6如动物地

理亚区7随着空间面积的扩展’物种多样性具有矢量特征’即随着面积的扩展’在不同的方向上物种多样性

的增加是不同的8*
生物类群间物种数量的协同变化 人们认为不同生物类群之间物种数在空间中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现有的报道的确得出了不同的结果9一些研究发现不同分类类群间物种数的相关关系很低&/’$:!$;)<另一些

研究发现不同生物类群之间物种数有较高的相关性&("!(()*胡慧建等分析了不同结果产生的原因’结果表

明除环境因素外’分类类群=分类单元=数据质量=研究对象=调查时间和研究方法等都对结果有影响&(()*分

类类群间生态位的互补性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物种和高级分类阶元的数量关系 人们发现物种和高级分类阶元在数量上强相关关系’该关系在许

多分类类群上报道’如植物=兽类=鸟类=两栖类=鱼类=昆虫的目等等&(0)’从而使利用高级分类单元代替物

种作为生物多 样 性 的 度 量 单 位 来 进 行 热 点 地 区 的 选 择 和 评 价 成 为 可 能’节 约 了 时 间 和 费 用’具 有 应 用 价

值&(0’(5)*胡慧建发现中国鸟兽物种数量与科属数量也具强相关’并证明这种强相关由于物种在科属间的频

次分布具规则分布有关8*以上的物种和高级分类单元间的关系明显受到地域和进化历史的影响’如美国

和中国的植物各属或科平均所含的物种数存在着明显地差异&(;’/")*

>?> 群落结构

关于群落结构一直存在着 @,24A-B的个体论和 @,212B3A有机论之争*CD-EB认为前者更多地强调群

落间在细节上的差异’而后者强调群落整体上的共性’他们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是各自仅强调了复杂

系统的两面性中一面&$)*CD-EBFGHDIJHA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发现在 ("K1(大小范围内不同啮齿动物群落

的物种组合都是独一无二’即使全部物种相同’但其中的多度肯定不同’而且群落物种组成符合 CD-EBF

LJ,A-B提出的M性状替代N6OK4D4P32DQJAR,4P212B37规律’即共存种间的竞争使同域物种间的差 异 高 于 异

域物种&$’/$’/()’这反映了群落的差异性*
但群落也有共性*CD-EB总结了群落结构所具有的共同特征96S7共存物种的某些特征’如个体大小=

喙 长等的差别趋向于均匀分布<6C7M组合规则N6SAA21T,4.2DH,27’即群落内分类或生态特征的组合是非

随机的’在一群落内 $属 $种的情况最多’其次是 $属 (种’再是 $属 /种’以此类推<6O7所谓的M嵌套子

集N规律6U2A32QAHTA23A7’丰富度较低的群落往往是丰富度高的群落的子集<6V7物种组成分布格局为两

类9一类是数量大且广泛分布’一类是数量少且局域分布&$)*
以上规律中至少前两种反映了种间竞争对群落结构的影响*该影响在物种体重的组成反映得更为明

显*尽管不同啮齿动物群落在时空的组成上不同’但是各群落中啮齿动物在体重上表现出明显的梯度分

布&$)*戴昆对中国准噶尔盆地啮齿动物研究发现共存种间的体重比是相对固定的W*胡德夫利用历史和当

前数据对中国古北界温带草原+荒漠开阔景观斑块环境中有蹄类动物’发现在一定区域内的某一时期有蹄

类动物呈体形一大一小的固定组合分布X*

>?Y 物种多度和分布的关系格局

种间的多度与分布格局关系早在 $%5;年被 V4DEJB观察到*他发现同属物种中出现两种分布类型9一

种是广域分布且密度高<一种是狭域分布且密度低*近年来’该格局受到重视并被广泛研究&$’(’//!0")*人们

发现96S7这种格局是非常普遍的现象*6C7这种格局只适用在系统发生相近或同一生态类群=功能群或

分类上相关的物种’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生态或系统发生或两者兼有的限制作用*6O7这种格局在不同

0;$$ 生 态 学 报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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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X 胡德夫?古北界温带草原+荒漠开阔景观斑块环境中有蹄类双种共存格局或资源二分规律的研究?东北林业大学博

士后研究报告?哈尔滨’$;;%

戴昆?准噶尔盆地南部荒漠啮齿动物群落格局与制约机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北京’("""
胡慧建?中国鸟类和兽类物种多样性的结构=关系和格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论文?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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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上都适用!如局部内"局部之间或区域内"区域之间!包括群落尺度#见 $%$&’#(&这种格局与专化性适

应和广谱性适应的补偿理论相对立’

)*+,-用生态位理论来解释这种格局./0’12-345和1+67的8972:种群模型表明随机的8972:种群动态

可能是造成该格局的原因.;/!;$0’1+67发现了<核心种:卫星种=格局!即物种在取样点上出现的频次分布为

双 峰型>两端高#核心种&!中间低#卫星种&’)*+,-认为生态位理论与<核心种:卫星种=理 论 并 不 相 互 排

斥!并根据生态论理论建立了相关模型’通过模拟!发现在小尺度上或单一生境内为双峰型!但在地理尺度

上或多生境中为单峰型./0’
种间多度与分布格局表明!进化和生态上的限制因子大大限制了物种和个体所具有的性状组合’进化

上的限制作用表明系统发育研究在生态学中的重要性’而生态上的限制作用表明生物对环境的所具有的

适应策略是有限的./0’

?@A 个体大小频次分布及其与多度和能量间的关系

个体大小是与生态"生理"进化特征相关的参数!所以个体大小格局既能用以上三者间的相互作用来

解释!又反映了它们的作用特征’于是!个体大小的研究在宏生态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BCB年!1D7EF5-3+-GH2EI*7FD*报道了美国密执 安 州 和 欧 洲 陆 生 兽 类 的 身 体 长 度 的 频 次 分 布 图’
该图表明体形中等的兽类物种数要明显多于体形较大或较小的兽类’他们认为>中等大小的物种相对分化

程度高!划分空间和资源也更细’由此!他们指出环境是由大量的<马赛克元素=组成的#H+325E96989-73&!
体形中等的物种所拥有的元素要小于体形较大或较小的物种.;J0’

自 1D7EF5-3+-GH2EI*7FD*的研究后!许多作者对不同的类群进行了相关研究!绝大多数结果表明>
个体大小频次分布格局表现出普遍性./!;;K;L0’原马赛克元素学说也被分形几何学说#M*2E726N9+897*O&所

代替./!;P!;B0!个体大小的频次分布被确认为右偏的 6+N正态分布./0’值得指出的是!6+N正态分布不象正态

分布那样是随机变量的属性!而是多个随机变量多重组合的结果’

H2O尝试性地研究了所有生物物种的个体大小频次分布!得到了该频次分布格局!因此以上频次格局

具有普遍性.CQ0’)*+,-GR5E+6977+对比北美陆生兽类在大区域和小块生境中的体重频次分布!发现小块

生境中体重分布为均匀分布!而大尺度才有具有右偏的 6+N正态分布’该结果表明在中等体形的物种占据

小范围生境!而具较大较小体形的物种占据大范围生境.C/0’H2*SD97GT+U*9对比了南"北美洲大陆兽类的

体重频次分布!发现两大洲的构成具很大的相似性!在南美洲的兽类组成中的南"北美洲成分也都符合该

规 律.;L0’该结果表明在两大陆发生替代后!体重频次分布受到起源和历史的影响’V5776982-GWD*X53首次

尝试利用系统发生学来研究个体大小与物种丰富度的关系!认为多样性的变化不能完全归由于个体大小!
但他们未能给出其他因子.C$0’

对个体大小的频次分布规律!除前述两种解释外!许多人都尝试进行相关的解释.C$!CJ0’前述两种解释!
明显忽略了体重小的物种频次分布特征!所以人们尝试利用生理和生态异速生长来进行解释!从而涉及了

体重与多度"生长能量间的关系研究’

)*+,-利用代谢率与体重关系!推导出种群密度#Y&与体重#Z&间的关系表达式>Y[\]Z^Q%LC!其

中 \]为常数./0’实验数据支持了该关系.C;0’但该关系式未能解释小体重物种的情况’)*+,-等将适宜度

用超出生长和个体所需的收获和生殖的效率!从而导出最佳适宜体重模型.CC0’在该模型中>体重越大!获得

能量的能力越强!但转化能量的能力越弱!反之亦然!所以存在最佳体重’根据现有的生理实验结果!得出

兽类最佳体重约为 /QQN!鸟类约为 JQN’
以上的结果得到实际观察的支持’一是在隔绝条件下!兽类中体重大于 /QQN的物种趋向于小型化!而

体重小于 /QQN的物种趋向于大型化./0_二是在隔绝条件下!兽类体重极大值和极小值分别与物种最大分

布面积回归所得方程的交点在 /QQN处.C‘0’
除此之外!个体 大 小 与 多 度 也 有 着 密 切 关 系./!CCKCL0’多 项 研 究 表 明>随 着 个 体 大 小 的 增 大!多 度 降

低./0’该格局 ;个特点>#I&种群密 度 的 最 大 值 时!个 体 较 小!但 不 是 最 小!类 似 于 体 重 的 频 次 分 布 格 局_

#)&从最大种群密度的个体大小值开始!随个体的增大!其值所对应的密度值的极大值降低!且极大值与

CB//‘期 胡慧建等>宏生态学#H2E*+9E+6+NO&及其研究

万方数据



体 重间呈!"#$%!"#&’的指数函数关系()*+密度极小值要么与个体大小无关,要么随个体的增大而降

低-由以上规律,./012提出,多度与个体大小的关系而非简单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而是在体重为某值

时,种 群 密 度 为 一 范 围 值 而 非 固 定 值,而 该 范 围 值 的 极 大 值 和 极 小 值 都 与 体 重 关 系 呈!"#&’的 指 数 关

系3$4-

567 地理分布范围格局

地理分布范围的尺度是指生物区系或大陆尺度-亲缘关系相近的物种在生态要求上差异很大,但这种

差异至少是可预测的3$4-./01289:;/</根据北美陆生鸟类的调查数据得出地理分布面积与多度间的关

系图,该图表明不同地理分布面积下的最小密度是一致的,但最大值却呈指数变化3’=4-地理分布面积与体

重关系是>不同体重的鸟类或兽类的分布面积有着相同的最大值,但最小值却呈负指数变化-显然,面积的

最小值对多度和体重都具有限制作用-
地理分布范围的形状也显出规律性,北美蜥蜴和蛇类经向分布区宽度和纬向分布区宽度间呈显著性

相关3$4(而 ./01289:;/</对北美兽类?鸟类和欧洲鸟类的分析,也发现相似的结果3’=4-@:AA0/B发现北

美 陆 生 兽 类 分 布 面 积 与 周 长 比 约 为 $"-这 些 格 局 与 天 气?纬 度?物 种 本 身 等 因 素 有 着 密 切 关 系3$,’C4-

@:AA0/B于当年提出了一个假说>热带至极地,物种的地理分布范围趋于增大,且其分布范围大小与当地物

种丰富度呈负相关3’C4-随后多项研究支持了该假说3D"%DE4-但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3DE4-
对该假说,先后出现了 ’种解释>第 $种是北美大陆形状决定论-该假说认为该规律是由于北美大陆

的形状是北宽南窄所决定的-该假说很快被其他地区的数据所否定3$4-第 E种解释由FB<G<2H根据I<B:J种

群理论 K扩散源和扩散区L假说,即在低纬度地区因为非生物条件较好从而使扩散作用加强,在小范围就能

避免绝灭的威胁3D",D$4-第 M种高程作用假说-该假说来自于 N:2O<P:2:Q<2的发现>高程对低纬度物种的阻

隔 作用要高于高纬度的-所以,低纬度区的物种更易受环境的影响而减少-第 R种是 ./012提出的气候波

动假说-该假说认为更新世以来气候的大波动所导致低纬度区有着更多的物种和小范围分布3$4-最后一种

是生物作用假说,这是根据物种多样性随纬度变化规律得出的,即在低纬度区生物相互作用较强从而限制

了地理分布范围-事实上,以上的假说)除第 $种外+相互间并不排斥,而且真正的作用机理是相似的-

S 小结和讨论

宏生态学是生态学与其他宏观生物学科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产物,但它还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宏

生态学与其他生态学的区别在于宏生态学在宏大的时空尺度上来研究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因此,它更需要

资料的积累和统计学的应用3$4-但从宏生态学的研究和发展来看,正如它主张将群落的有机论和个体论来

结合来研究群落生态学一样,它也主张研究宏观问题时将整体和个体相结合,这也是它从物种多样性大时

空尺度格局研究中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3M4-物种多样性大空间尺度格局研究更多的是物种数量在整体上

所表现出的规律的研究,如物种数量的纬度梯度变化等等,而宏生态学则是物种的具体细节在大时空尺度

上所表现出的规律,如个体大小的体重分布?区域组成等等-但是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当前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服务的3$%M,=4-
从宏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它主要从群落生态学?物种多样性大时间格局和生物地理学吸取了较

多的研究成果-若以此来看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国与世界有着极大的差距,但在有些方面也取得一定

的进展-在生物地理学相关的研究中,张荣祖等对环境因子对物种多度分布的影响探讨?中国及其邻近地

区物种多样性的纬度变化等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并有着良好的数据积累3E",E=4,周立志对干旱和半干旱区的

啮齿动物组成研究也可看作是相关研究的一个尝试T-对于物种多样性大时空格局的研究论文在我国各期

刊至今仍极少见报道,主要以介绍国外研究为主-其他方面,如胡德芙和戴昆对群落物种组成展开了研究-
胡慧建等人对生物类群的物种数量协同变化?空间格局?物种和高级分类单元的数量关系等研究也正在开

展-但是,中国在有关问题的研究中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中国是全球物种多样性和环境多样性具为丰富

的地区之一,特别是青藏高原的特殊性和三大自然区存为人们提供了优异的研究材料-同时,E"世纪 ’"?

DC$$ 生 态 学 报 EM卷

T 周立志6中国干旱地区啮齿动物物种多样性及其分布规律6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论文6北京,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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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多次大规模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本底调查也提供了一定的资料积累#钱宏与美国的 $%&’()*+
就中国和美国植物的比较研究,-./0"1/取得的成功/与以上条件有着密切关系#但是在国内的相关研究甚少/
这与拥有的条件相比是极不对称的#因此/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利用本底资源来进行相关的研究是应认

真面对的#

23435367389

,:1 ;<=>?@ABCDEFGHEGIGJKBLM%&NO=9LM%&NO=P?%Q)<+%RST<)++/:..UB

,-1 VN+R=?W@BCDEFGHEGIGJKBLNXY<%ZO)9LNXY<%ZO)P?%Q)<+%RST<)++/-"""B

,01 VN+R=?W@BV(=YN([NRR)<?+%?Y%=Z%Q)<+%RSB\D]̂FH/-"""/_‘a9--"bcB

,d1 ;<=>?@efANg<)<;hB;=ZS+%i)/)&=(=O%&N(Z=X%?N?&)/N?ZL=[)j+<g()B\D]̂FH/:.k!/lm_9-dkb-U"B

,U1 A)+)<Q)TnfAN<og)RThBp?R<=Zg&R%=?R=RM)+SX[=+%gX9(N<O)+[NR%N(N?ZR)X[=<N(+&N()+%?XNXXN(%N?

)&=(=OS9[)<+[)&R%Q)+*<=XRM)hX)<%&N+Bqrsqt/:.../ua9-.cb-.kB

,!1 AN&h<RMg<$eBvHGJFDwxyEDIHEGIGJK9zD]HF{|y{]xH}y|]Fy~̂]yG{G!|wHEyH|B")>#=<’9eN<[)<f$=>/:.c-B

,c1 $<%N?+VeBA%&<=N?ZXN&<=%?)&=(=O%&N(RM)=<SB%yGtEyH{EH/:.k"/l‘9c.B

,k1 $=+)?>)%OA nBtwHEyH|y{|wDEHD{}]y&HBLNXY<%ZO)9LNXY<%ZO)P?%Q)<+%RST<)++/:..UB

,.1 $%&’()*+$’f(&M(gR=<)BtwHEyH|}y*HF|y]Ky{EG&&̂ {y]yH|9xy|]GFyEDID{}JHGJFDwxyEwHF|wHE]y*H|BLM%&NO=9

LM%&NO=P?%Q)<+%RST<)++/:..0B

,:"1 @%N?O+V/ANWTfeN?,VBL=?+)<QNR%=?;%=(=OSBeN?iM=g9+M)-%N?O(&%)?R%*%&f.)&M?=(=O%&N(T<)++/

:..cB

,::1 (=?O#n/#N?O/’fegN?O#/B$)+)N<&MN?Z&=?+)<QNR%=?=*+[)&%)+Z%Q)<+%RSBeN?iM=g9+M)-%N?O(&%Bf

.)&M?BT<)++/:..kB

,:-1 L=??=<’0fA&L=S’)B([)&%)+1N<)N<)(NR%=?+M%[+Bp?9n)Q%?(h )ZB2{EKEIGwH}yDG!~yG}y*HF|y]KB")>

#=<’9h&NZ)X%&T<)++/-"":B0.cbd::B

,:01 T<)+R=?03B.M)&N?=?%&N(Z%+R<%YgR%=?=*&=XX=??)++N?Z<N<%RSB2EGIGJK/:.!-/_l9:kUb-:UB

,:d1 AN&h<RMg<$ef3%(+=?’$B4xH]xHGFKG!y|ID{}~yGJHGJFDwxKBT<%?&)R=?9T<%?&)R=?P?%Q)<+%RST<)++/:.!cB

,:U1 eN?+’%pfVS(()?Y)<OABP?%R%?OR>=O)?)<N([NRR)<?+%?RM)Z%+R<%YgR%=?=*+[)&%)+BtEyH{EH/:..c/m5a90.cb

d""B

,:!1 T<)?Z)<ON+R@$//g%??$ A/nN>R=?@e/H]DIB$N<)+[)&%)+/RM)&=%?&%Z)?&)=*Z%Q)<+%RSM=R+[=R+N?Z

&=?+)<QNR%=?+R<NO)O%)+B\D]̂FH/:..0/l6a900Ub00cB

,:c1 VN+R=?W@B;%=Z%Q)<+%RS1(NR%RgZ%?N(O<NZ%)?R+BzFGJFH||y{zxK|yEDIvHGJFDwxK/:..!/m‘7d89d!!bdc!B

,:k1 0(NRM)<Le/3%(+=?W $/))N?) @/H]DIBpZ)?R%*S%?OON[+%?&=?+)<QNR%=??)R>=<’+9=*%?Z%&NR=<+N?Z

g?&)<RN%?RS%?O)=O<N[M%&1YN+)ZN?N(S+)+B2EGIGJyEDI9wwIyED]yG{/:..c/59U0:bd-B

,:.1 QN?@NN<+Q)(Zh(/0<)%RNO(/LM=>?(n/H]DIB;%=Z%Q)<+%RSN++)++X)?RN?Z&=?+)<QNR%=?+R<NR)O%)+BtEyH{EH/

:..k/m5:9-:"!b-:"kB

,-"1 +MN?O$+B;GGJHGJFDwxKG!<xy{DB;)%-%?O9(&%)?&)T<)++/:...B

,-:1 @%N?O+Vf@%n/BV10%?Z)=*=<X)N+g<%?ONQ%N?N?ZXNXXN(%N?+[)&%)+Z%Q)<+%RSB<xy{H|H%yG}y*HF|y]K/:.../

57089--"b--UB

,--1 ege @/@%N?O+V f 3N?O+3BL=<<)(NR%=?Y)R>))?NQ%N?N?ZXNXXN(%N?+[)&%)+<%&M?)++%?Z%**)<)?R

O)=O<N[M%&+&N()+%?LM%?NB<xy{H|H%yG}y*HF|y]K/-"":/:7-89.Ub:":B

,-01 0<N+)<)A/$=Y)<RA/TNg(eeBV)=O<N[M%&N(<N?O)+=*hg+R<N(%N?XNXXN(+B2EGIGJK/:..d/6l9dd:bdU"B

,-d1 VN+R=?W@B;%=Z%Q)<+%RS9M%OM)<RN==?<%&M?)++BzFGJFH||y{zxK|yEDIvHGJFDwxK/-"""/m_9::cb:-cB

,-U1 ;N(X*=<Zh/nS=?h @’/nN?O$ AB.)+R%?ORM)M%OM)<1RN==?N[[<=N&MR=&=?+)<QNR%=?[(N??%?O%?N

X)ONZ%Q)<+)O<=g[9RM)XN&<=*g?O%B%yGIGJyEDI<G{|HF*D]yG{/-"""/:l9-".b-:cB

,-!1 ;<=>?@efV%Y+=?hLB%yGJHGJFDwxKB(Rn=g%+9LB>BA=+YSL=X[N?S/:.k0B

,-c1 ;<=>?@efn=X=(%?=A >B%yGJHGJFDwxKB(g?Z)<(N?Z9(%?Ng)</:..kB

,-k1 +MN?O$+fn%?#nB.M)Z%+R<%YgR%=?R)?Z)?&S=*(N?ZXNXXN(+%?LM%?NN?ZNZ-N&)?RN<)N+B9E]D;GGIGJyED

c.::!期 胡慧建等9宏生态学7AN&<=)&=(=OS8及其研究

万方数据



!"#"$%&’()*&+,-./0’)12’(13

4.(5 6789:;<7=>?@AB<C3D=EFG8H7BE9EAIJ@I8KE9EF7=H7=J9@BBEAL8B=M?8HG?89IB79NJ79889OIJ@P97I@OQI8I@B3

RSTU"$%#V%WXU%Y"ZW&’(((&,[\0’]̂2’)’3

4_̂5 6789:;<7=>?@AB<C3‘8Ha@B=8?@GHE=@BB@B89OIJ@DB789b78B79BG@=7@BO7L@HB7IcEAI@FG@H8I@G?89IB3V%WXUT&

.̂^̂&\de0’)̂2’).3

4_’5 fHEg9h ‘;h7?BE9Ci3NJ8H8=I@HO7BG?8=@F@9I3!jZWTS%W"$kllYlmj&’(*]&[0n(2]n3

4_.5 fHEg9o:;pMHq7MBr D3NEFGEB7I7E9EAO@B@HIHEO@9IA8M98B0=EFb798I7E9BEA=E@K7BI79aBG@=7@B3R##%YTZ

kllYlm"$"sT##"$"&’()1&t\0..12._13

4__5 <8b79Eg7Iqu&N87H9BQ;u7??E9v3Q@L@9AEHFBEAH8H7Ic89OIJ@7HAH@wM@9=c79IJ@fH7I7BJxB?@B3x90QEM?@r C&

@O3yl#ZTUz%W"l#{"lYlmj0W|TZ$"T#$Tl}Z$%U"Wj%#~~"zTUZ"Wj3QM9O@H?89O0Q798M@HDBBE=78I@B&’()]3’).2.̂n3

4_n5 fE=>NC3u7BIH7bMI7E9!8bM9O89=@H@?8I7E9BJ7GBEABEF@"EHIJDF@H7=89?89Ob7HOB08F8II@HEAB=8?@#$$lYlmj&

’()1&%&0’.n2’.(3

4_*5 fMHaF89r D3vJ@J8b7I8ILE?MF@BEAB=8H=@89OMb7wM7IEMBG?89IB0D I@BIEAIJ@FEO@?EA@9L7HE9F@9I8?

=E9IHE?3RSTU"$%#V%WXU%Y"ZW&’()(&,++0..)2._(3

4_]5 ’8BIE9po;‘8gIE9o:3x9B@=IJ@Hb7LEH@BE9bH8=>@9OE9EIBMGGEHIIJ@=EH@!B8I@??7I@JcGEIJ@B7B3RSTU"$%#

V%WXU%Y"ZW&’()(&,+\01]’21113

4_15 ’8BIE9po;‘8gIE9o:3CAA@=IBEAB=8?@89OJ8b7I8IE9IJ@H@?8I7E9BJ7Gb@Ig@@9H@a7E98?O7BIH7bMI7E989O?E=8?

8bM9O89=@3()*(!&’((̂&[&0_.(2__*3

4_)5 ’8BIE9po;‘8gIE9o:3vJ@GEGM?8I7E9@=E?EacEAH8H@BG@=7@B3+lXU#%Yl}s"Z|,"lYlmj&’((̂&+e0(12’̂n3

4_(5 NE??79BQ‘;’?@99Qr3DJ7@H8H=J7=8?898?cB7BEABG@=7@B-8bM9O89=@G8II@H9B79aH8BB?89OL@a@I8I7E93RSTU"$%#

V%WXU%Y"ZW&’((̂&,+[0]__2]n)3

4n̂5 NE??79BQ‘;’?@99Qr3CAA@=IBEAEHa897BF8?89OO7BI89=@B=8?79aE9898?cB7BEABG@=7@BO7BIH7bMI7E989O

8bM9O89=@3$$lYlm"$%YR..Y"$%W"l#&’((1&e0*n_2*’3

4n’5 :89B>7x3Q79a?@!BG@=7@BF@I8!GEGM?8I7E9Oc98F7=B0NE9=@GIB&FEO@?B89OEbB@HL8I7E9B3x90’7?G79r ;:89B>7

x3/TW%!.l.XY%W"l#0j#%S"$Z3‘E9OE90D=8O@F7=1H@BB&’((’3’12.)3

4n.5 :E?I< u3D 9@a?@=I@OA8=@IEA7B?89Ob7Ea@EaH8GJc0IJ@HE?@EA79I@H98?BG8I78?Oc98F7=B798H@8@AA@=IB3

2|TlUTW"$%Y3l.XY%W"l#,"lYlmj&’((.&\,0_*n2_1’3

4n_5 :MI=J79BE9’C;r8=DHIJMH<:3DIJ@EH@I7=8?@=E?Ea7=8?FEO@?EAB7q@O7BIH7bMI7E9B8FE9aBG@=7@BEA897F8?B3

RSTU"$%#V%WXU%Y"ZW&’(*(&4+0’’12’.*3

4nn5 fHEg9o:&r8HwM@I1D;v8G@Hr ‘3CLE?MI7E9EAbEOcB7q@0=E9B@wM@9=@BEA89@9@Ha@I7=O@A797I7E9EAA7I9@BB3

RSTU"$%#V%WXU%Y"ZW&’((_&,\t0*1_2*)n3

4n*5 f?8=>bMH9vr ;’8BIE9po3D97F8?bEOcB7q@O7BIH7bMI7E9G8II@H9B&F@=J897BFB89O7FG?7=8I7E9B325$$&

’((n&40n1’2n1n3

4n]5 f?8=>bMH9vr ;’8BIE9p‘3QEF@F@IJE?Ea7=8?7BBM@B79F8=HE@=E?Eac3RSTU"$%#V%WXU%Y"ZW&’(()&,[-’/0])

2)_3

4n15 r8HwM@I1D;NEAH@:3‘8Ha@I@FGEH8?89OBG8I78?B=8?@B79IJ@BIHM=IMH@EAF8FF8?7898BB@Fb?8a@B79QEMIJ

DF@H7=808F8=HE@=E?Ea7=8?8GGHE8=J3()*(!&’(((&&[0.((2_̂(3

4n)5 r8c<r3:EgF89cBG@=7@B8H@IJ@H@E9@8HIJ#!$"T#$T&’())&t\,0’nn’2’nn(3

4n(5 rEHB@u<&QIE=>"C;‘8gIE9o:3QG@=7@B9MFb@HB&BG@=7@B8bM9O89=@&89ObEOc?@9aIJH@?8I7E9BJ7GBEA

8HbEH@8?b@@I?@B79fEH9@89?Eg?89OH879AEH@BIIH@@3$$lYlm"$%Y$#WlSlYlmj&’())&,+0.*2_13

4*̂5 r8c<r3vJ@Oc98F7=B89OO7L@HB7IcEA79B@=IA8M98B3x90rEM?O‘D;h8?EAA"30"zTUZ"Wjl}"#ZT$WZ}%X#%3

‘E9OE90f?8=>g@??&’(1)3’))2.̂n3

4*’5 fHEg9o:;"7=E?@IIE163QG8I78?B=8?79aEABG@=7@B=EFGEB7I7E90bEOcF8BBEA"EHIJDF@H7=89?89OF8FF8?B3

RSTU"$%#V%WXU%Y"ZW&’((’&,+&0’n1)2’*’.3

4*.5 ’7II?@F89o‘;1MHL7BD3fEOcB7q@89OBG@=7@B!H7=J9@BB79=8H97LEH@B89OGH7F8I@B33UlmUTZZ"#5lj%Y!l$"TWjl}

7l#~l#&!TU"TZ,&’(()&t%[0’’_2’’(3

)(’’ 生 态 学 报 ._卷

万方数据



!"#$ %&’()*+,-./*012+’&3’+)’4)&)5627’489:’9;*’9:5<*:)=5+)485)2927=1*;)*=.>?@>ABCDEEBFGH#IDJ#CK.

!"K$ L’+M8*5NOBP*44-,B-*1Q2=Q)RRBSTUV.-;’&)9W1218&’5)29:*9=)565242:6=)(*)9+2;Q6)95*+5):’&

;20089)5)*=.AXYSZXSBCDDIB[\]HCÎCJCC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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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H

!CI$ 蒋志刚B马克平B韩兴国.保护生物学.杭州H浙江科技出版社BCDDl.

!CC$ 宋延龄B杨亲二B黄永青.物种多样性研究和保护.杭州H浙江科技出版社BCDDE.

!tI$ 张荣祖.中国动物地理.北京H科学出版社BCDDD.

!tC$ 蒋志刚B纪力强.鸟兽物种多样性的 %&’指数方法.生物多样性BCDDDBG(#)HttIJtt".

!tt$ 胡慧建B蒋志刚B王祖望.中国不同空间尺度上的鸟兽物种数量相关性.生物多样性BtIICB*(t)HD"JCIC.

!tE$ 张荣祖B林永烈.中国及其邻近地区兽类分布的趋势.动物学报BCDE"B"k(t)HCElJCDl.

DDCC期̂ 胡慧建等H宏生态学(L’;+2*;2&2W6)及其研究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