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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亚热带地区高尔夫球场草坪B杂草群落中主要杂草种类组成D年消长动态及时间生态位E结果表明?高尔夫球场草

坪B杂草群落中各类杂草总计 :@种3其中禾草 #"种3莎草 "种3阔叶杂草 "#种E在 !$p以上的样带小样方中出现的杂草种类为

#7种3即香附子D水蜈蚣D黄花酢浆草D铺地黎D牛筋草D两耳草D马唐草D天胡荽D狗尾草D空心莲子草D马齿苋D鸡眼草和犁头草=

#7种主要杂草总的年消长动态是?#C7月份个体数量较少3"C#$月份期间生长加快3但消长起伏不平3#$月份后变缓=A$p以

上 的 主 要 杂 草 在 草 坪B杂 草 群 落 中 生 态 位 宽 度 均 在 $2A左 右3其 中 生 态 位 宽 度 较 高 的 杂 草 种 类 为 香 附 子8$9@$:">D水 蜈 蚣

8$9;<#;>和黄花酢浆草8$9;7;#>3生态位最小的杂草种类为马齿苋8$97@!!>=#7种杂草中3相似性指数最高的杂草种对为空心

莲子草与马齿苋8$9A:@;>3最小的杂草种对为天胡荽与鸡眼草8$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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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一个标准国际单位高尔夫球场由长 !"##$%###&’占地面积约 "#$!!(%)&*的 +,洞构成’其中’草坪和树木占整个球

场面积的 %#-左右’剩余面积由沙坑和水塘构成.+/0高尔夫球场的草坪属于高度人工化的生态群落’受人为扰动很重’由于构

成草坪的草种单一’因而草坪群落的稳定性不高’特别容易招惹杂草的侵入.*/0我国是一个生态多样性的国家’高尔夫球场散见

于全国不同的地理区域中’所有出现于农田中的几乎都可在高尔夫球场中发现.1/0高尔夫球场生长环境完全不同于农田2天然

植物群落.+’1/0高尔夫球场的草坪是 +次种植2多年使用和高度人工化管理0在高尔夫球场各种养护作业中’草坪杂草防治是球

场管理的重要环节0杂草以其较高的竞争性和多样性的传播定植方式在高尔夫球场草坪中不断的竞争和发展0杂草对高尔夫球

场危害主要是影响了正常竞技和市场核心竞争力.+$"/0高尔夫球场因面积大2地形复杂2杂草传播途径多等问题给防治工作造

成很大的难度0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尔夫球场数量不断扩大’杂草的问题已成为制约高尔夫球场草坪管理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0

就全国来看’中国大陆建成和在建的高尔夫球场已达 1##多家’每年要投入相当大的资金修补或重建因杂草毁坏的的草坪’广

东的调查表明’从化温泉和清远狮子湖高尔夫球场目前已基本沦落为杂草球场’佛山乡村2深圳聚豪和特发高尔夫球场建成不

到 +#3就因杂草的问题不得不翻耕重建’而对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的防治至今尚无有效的技术和方法’当前基本停留在地毯式

人工除草防治阶段’防治成本既高’而且效果并不理想.1’"/’有些球场因专业技术人员知识缺乏所造成的高害管理不但损坏了草

坪’甚至因农药使用不当问题引发了区域环境污染.4/0
现代生态学的发展为人们认识高尔夫球场生态系统中草坪5杂草群落结构2群落关系及多样性等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方

法0高尔夫球场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0从农业生态系统的观点出发’对这一特殊生态系统中有害杂草进行高效防治’应以生态

调控为主0因此’首要的问题是了解杂草的资源利用关系及与资源多维的动态依存关系’通过调控杂草所利用的资源’压缩其生

态位的过度扩张’实现对高尔夫球场杂草的可持续性治理0
生态位是现代生态学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理论’它以数学的方法测度物种在有限资源的多维空间中综合利用资源的能力2

利用资源多样化的程度和竞争水平.!$+1/0近年来生态位理论已广泛的应用于多种生物的研究0有关植物的生态位研究为数虽

不少’但主要集中于森林群落2草原群落和农田杂草群落.+"$+%/’对于高尔夫球场草坪5杂草群落的生态位研究国内外尚未见报

道0本文依据珠江三角洲 *家高尔夫球场’对亚热带气候条件下高尔夫球场草坪5杂草群落中主要杂草组成2年消长动态及时间

生态位进行了研究0

6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676 试验球场基本概况

67676 调查地点与气候 调查地点位于广东省清远和深圳 *地的狮子湖和名商高尔夫球场0*地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干湿

季节分明’旱季一般出现在每年 +$"月份和 +#$+*月份’雨季为 4$8月份0

67679 球场结构与草坪 狮子湖和名商球场建场时间分别在 !3和 ,3前0草种均为 "+8狗芽根:;<=>?>=?@AB<>=C0浇水2施

肥2剪草和施药等管理约同0*家球场球道区狗芽根生长在厚约 +4$*#D&2含沙量为 8%-以上的人工沙地上0球道分长草区和

短草区’长草区草坪修剪高度为 "$!D&’短草区为 +7!D&08#-草坪根系集中在 4$+#D&处E果岭区为沙砾结构’厚约 4#$

!#D&’状似圆形’果岭分F区2G区2H区和I区’F区草坪修剪高度 #7,$+7*D&’G区2H区2I区均为 #(1$#7!D&’8#-草

坪根系集中在 +$1D&处0

6767J 地形与面积 狮子湖和名商球场占地面积均分别为 !!(%和 "#)&*左右’球道草坪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K1左右’内含平

地2水塘2山坡2丘陵和凹地等’地形复杂E果岭个体面积约 "##$+###&*’+,洞总面积约 +4###&*’表面平坦0

6767L 养护水平与方式 球道长草区为粗养护区域’施肥及灌水很少’周年仅修剪’草质粗老’芜枝层厚’无灌溉系统’排水系

统 较差E短草区为高水平养护区域’正常生长季节修剪 +次K*$1M’施肥 +次K!#M’喷灌 +次K+M0草质细嫩’有自动灌溉系统’排

水系统完善E果岭 "区除F区修剪高度不同外’管理水平和方式均相同’正常生长季节灌水 +次K+M’施药 +次K+#$+4M’施肥 +
次K+4$*#M’有完善的自动灌溉和排水系统0

6767N 杂草与防除 球道短草区采用不定时人工拔除杂草’间或采用除草剂:果岭区不进行化学除草C0球道长草区为粗养护

区域’除草很少0

679 试验设计2处理及测定方法

*##*年 1月至 *##1年 *月’按 *家球场 +,洞设计:长度共计 !4##$%###&C从梯:OPPC至果岭:QRPPSC设置 +,洞自然样

带’样带间距按原球场 +,洞间距设计进行’每洞样带上每隔 4#&设 +#&T+#&样方’共 +"#个样方’每个样方按 4点随机取样

法设置 4个 +&T+&小样方0记载小样方内杂草个体密度’每次均在每个月的 +4日测定0各区域样方的位置均按随机抽样的

原则和方法确定0

67J 试验数据处理

+1**+#期 马宗仁 等U高尔夫球场草坪5杂草群落中主要杂草种类年消长动态及时间生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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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统计和计算狮子湖及名商球场各洞自然样带上各月各杂草种类密度平均值!以此为基础分别计算每家 "#洞球场各月

各种杂草密度总平均值!最后计算 $家球场各月杂草密度总平均值%为了进一步分析各杂草在亚热带地区高尔夫球场上危害程

度!本研究着重对主要杂草种类!即 $&’以上的样带小样方中出现的杂草种类进行消长动态和时间生态位分析%
在一些受人为影响较严重的人工草地生物群落生态位研究中("#)$&*!采用 +,-./--等生态位宽度计算公式和 0/123124/5等

相似性指数计算公式!分析表明比 6/712计算公式较符合实际情况和易获得生物学解释%
生态位宽度89:按已有公式计算($"*;

9<=
>

?<"
@A?-2A?B-2>

式中!A?是某种杂草在第 ?级资源中出现的数量占该种杂草总资源数量的比例!>是资源序列的总级数%9的取值范围是

&)"8&表示该种杂草仅在一个等级资源中出现!"表示在各级资源中出现的数量相同:%
生态位相似性指数8C:按已有公式计算($$*;

CDE< "F "
$=

>

?<"
@A?DF A?E@

式中!A?D和 A?E分别是 D种杂草与 E种杂草在第 ?级资源中出现的数量占该种杂草总资源数量的比例%CDE的取值范围是 &

)"8&表示 D种杂草与 E种杂草无相似性指数!"表示完全相似性指数:%

G 结果与分析

GHI 高尔夫球场草坪J杂草群落中杂草种类组成及主要杂草年消长动态

根据 $个球场 KL洞的系统调查!球场草坪M杂草群落中各类杂草总计 NO种!其 中 禾 草 "P种!莎 草 P种!阔 叶 杂 草 P"种

8表 ":%在 $&’以上的样带小样方中出现的杂草种类为 "K种!由香附子8QRSTUVWUXYVZ[VW:\水蜈蚣8]R̂ D̂Z_‘aUTbDcX̂D‘:\黄花

酢浆草8Cd‘̂DW[T̂̂TZDD:\铺地 黎8A‘ZDeVfUTSTZW:\牛 筋 草8ĝTVWDZ‘DZ[De‘:\两 耳 草8A‘WS‘̂VfeXZEV_YVf:\马 唐 草8hD_DY‘UD‘

W‘Z_VDZ‘̂DW:\天胡荽8iR[UXeXYR̂TWDaYjXUSDXD[TW:\狗尾草8kTY‘UD‘bDUD[DW:\空 心 莲 子 草8l̂YTUZ‘ZYjTUY‘SjD̂XdTUXD[TW:\马 齿 苋

8AXUYV̂‘e‘X̂TU‘eT‘:\鸡眼草8]VffTUXmD‘WYUD‘Y‘:和犁头草8nDX̂‘E‘STZDe‘:组成%
在球场现有管理方式下!杂草单位密度可视为杂草在草坪M杂草群落中生长竞争性强弱的能力%从图 "可见!"K种杂草自

"月 "N日至 "$月 "N日期间处于不同速度的生长竞争消长之中%"K种杂草总的年消长动态是;")K月份单位密度较少!P)"&
月份期间生长竞争加快!单位密度逐渐加大!但消长起伏不平!"&月份后单位密度逐渐减少!生长竞争变缓%但不同杂草种类年

生长竞争消长动态各有不同!其中!香附子和水蜈蚣较为一致!香附子和水蜈蚣为多年根状茎植物!生长竞争性很强!几乎全年

都可生长!人工除草很难除尽%"K种杂草中有些是以种子繁殖传播!具有明显的生长季节性或消长性!如铺地黎单位密度最多

的时期主要在 ")K月份!N月份后数量较少!#月份数量又回升%而黄花酢浆草 N和 "&月份单位密度较高!其它月份似无规律

可循!其余杂草消长情况基本类似%原因主要与球场现有管理方式如养护水平\低剪和随机除草作业等有密切关系%竞争性弱的

杂草抵御能力差!这种杂草往往表现为根茎细小和多以种子繁殖传播的植物!现有管理方式有可能造成致命的伤害%一些主要

以根状茎繁殖的杂草如香附子和水蜈蚣!生长竞争性高!利用资源能力强!现有管理方式很难造成有效地伤害!单位密度随年生

长季节一直呈上升趋势%

GHG 球场草坪J杂草群落中主要杂草种类生态位宽度变化

从 表 $可 见!o&’以 上 的 杂 草 种 类 在 草 坪 杂 草J群 落 中 生 态 位 宽 度 均 在 &Ho以 上!其 中 生 态 位 最 大 的 杂 草 种 类 为 香 附 子

8&HO&NP:\水蜈蚣8&H#L"#:和黄花酢浆草8&H#K#":!生态位最小的杂草种类为马齿苋8&HKO$$:!其次为天胡荽8&HLo$L:和狗尾

草8&HLL#o:%其它 o种杂草均在 &Ho左右%

"K种杂草种类时间生态位宽度计测结果表明;一年之中不同的月份中!不同的草地杂草种类对时间资源的占有和和利用

存在着一定的选择性%马齿苋在 $家球场中均表现最小的时间生态位宽度!揭示出该种杂草在球场的发生发展相对平缓!而其

它杂草种类则相对迅猛%另外!香附子\水蜈蚣和黄花酢浆草在球场中均表现出较大的时间生态位宽度!表明该 K种杂草种类占

有较大的资源空间!终年危害草坪%

GHp 球场草坪J杂草群落中主要杂草种类生态位相似性指数变化

"K种杂草生态位计测结果表明8表 K:;在 oo个杂草种对的相似性指数中!相似性指数值在 &HL以上的种对只有 o对!即香

附子与水蜈蚣\香附子与狗尾草\香附子与黄花酢浆草\水蜈蚣与狗尾草\黄花酢浆草与空心莲子草\犁头草与鸡眼草\空心莲子

草 与马齿苋%在 &HN)&HL之间的杂草种对为 $$对!其余杂草种对相似性指数值均为 &HN以下%"K种杂草中!相似性指数最高

的杂草种对为空心莲子草与马齿苋8&HoNO#:!最小的杂草种对为天胡荽与鸡眼草8&H"LLL:%
从表 K可以看出!在 oo个杂草种对中!相似性指数达到 &HL以上的杂草种对较少!且相似性指数并不高!大多数杂草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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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似性指数在 !"#以下$这说明在亚热带地区高尔夫球场中%由于球场现有管理方式的影响%杂草种类的相似性指数或相互

间的竞争生长在逐渐弱化$由于高度统一的养护作业%杂草的生长可以朝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区域扩展%说明现有的管理方式并

不科学$

表 & 亚热带地区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群落中杂草种类组成

()*+,& -./0.1232.4.56,,710,82,12439:5’6,,78.//9423;.5<.+58.9:1,1947,:19*3:.0281
科 名 杂 草 种 科 类 杂草种

=>?@AB CDDEFGDH@DF =>?@AB CDDEFGDH@DF
菊科 IJ?GJF@K>D 芫荽菊 LMNOPQQRNSTUMVWTX 大戟科 YZG[J\]@>HD>D 飞扬草 "̂SV_NQ

蒲公英 ‘Q_QaQbOUUMRcMPVbOU 铁苋菜 dbQPefSQQOXN_QPVX
多茎鼠麴 g"fMPebQOPMR
野茼蒿 geRO_Qb_TfVWVMVWTX 伞形花科 h?]DAA@iD\>D 积雪草 LTRNTPPQQXVQNVbQ
夜香菊 jT_RMRVQbVRT_TQ 天胡荽 keW_MbMNePTXVlNSM_fVMVWTXm
柔毛艾纳香 nPOUTQUMPPV 旋花科 IJopJApZA>HD>D 五爪金瓜 qfMUMTQbQV_VbQ

鱼黄草 rT__TUVQSTWT_QbTQ
小白酒草 LMResQLQRQWTRXVX 马齿苋科 tJ\KZA>H>HD>D 马齿苋 uM_NOPQbQMPT_QbTQm
黄鹤菜 vMORcVQwQfMRVbQ 蓼科 tJABxJo>HD>D 腋花蓼 uMPecMROUfPTlVOU
燕尾菜 dXNT_XOlOPQNOX 水蓼 u"SeW_MfVfT_
藿香蓟 dcT_QNObMResMVWTX 豆科 yDxZ?@oJF>D 链荚豆 dPeXVbQ_fOXzQcVRQPVX
一点红 ÛVPVQXMRbSV{MPVQ 三点金 |TXUMWVOUN_V{PM_OU
蟛蜞菊 }TWTPVQbSVRTRXVX 假地豆 |"STNT_MbQ_fOU
裸柱菊 ~MPVzQQRNSTUV{MPVQ 毛木兰 qRWVcM{T_QSV_XONT
鹅不食 f̂QPNTXQOXN_QPVX 含羞草 rVUMXQfOWVbQ

禾本科 !\>?@oD>D 牛筋草 P̂TObVRTVRWVbQm 鸡眼草 "OUUT_M#VQXN_VQNQm
马唐 |VcVNQ_VQXQRcOVRQPVXm 毛茛科 $>oZoHZA>HD>D 小茴蒜 %QRORbOPOXbQRNMRVTRXVX
铺地黎 uQRVbOU_TfTRXm 茜草科 $Z]@>HD>D 白花蛇舌 kTWeMNVXWV{{OXQ
稗 YH[@oJH[AJ>H\ZFx>AA@ 伞房蛇舌 k"bM_eUlMXQ
两耳草 uQXfQPOUbMR&OcQNOUm 十字花科 I\ZH@iD\>D 碎米荠 LQ_WQUVRTSV_XONT
狗尾草 ~TNQ_VQzV_VWVXm 荠菜 LQfXTPPQlO_XT’fQXNM_VX
红毛草 %SeRbSTPeN_OU_TfTRX 紫草科 (J\>x@o>HD>D 柔弱班种草 nMNS_VMXfT_UOUNTRTPPOU
龙爪茅 |QbNePMbNTRVOUQTcefNVQbOU 鸭跖科 IJ??DA@o>HD>D 鸭跖草 LMUUTPVRQbMUUORVX
地毯草 daMRMfOXbMUf_TXXOX 荨麻科 h\K@H>HD>D 雾水葛 uMOsMPsVQsTePQRVbQ

莎草科 IBGD\>HD>D 香附子 LefT_OX_MNORWOXm 蔷薇科 $JF>HD>D 茅莓 %OlOXfQ_zVMPVOX
碎米莎草 LefT_OX"V_VQ 苋科 )?>\>oK[ZF 空心莲子 dPNT_RQRNST_NQfSVPMaT_MVWTXm
水蜈蚣 "ePPVRcQl_TzV{MPPQm 线叶虾钳菜 d"RMWV{PM_Q
独穗瓢拂草 *VUl_VXNePVXMzQNQ 石竹科 I>\BJG[BAA>HD>D 繁缕 ~NTPPQ_VQUTWVQ玄参科

+H\JG[ZA>\@>HD>D
通泉草 rQsOX&QfMRVbOX 天蓬草 ~"OPVcVRMXQ
益母草 ,"b_OXNQbTQ

酢浆草科 -aQPVWQbTQT 黄花酢浆草 -"bM_RVbOPQNQm
堇菜科 .@JA>HD>D 梨头草 jVMPQ&QfMRVbQm

m表示 /!0以上的样带小样方中出现的杂草种类 CDDEFGDH@DF>GGD>\DE1pD\/!0 @oGAJKFJixJAiHJZ\FDF

表 2 亚热带地区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群落中主要杂草种类生态位宽度变化

()*+,2 3284,1*:,)734.5/)246,,710,82,12439:5’6,,78.//9423;.5<.+58.9:1,1947,:19*3:.0281
杂草种类

CDDEFGDH@DF

月份 5JoK[
6 / 7 8 # 9 : ; < 6! 66 6/ = (

香附子 LefT_OX_MNORWOX /"<< /"!6 66"6!7"<< 6/"!6:"!7 67"<:9"<8 /6"!9/"!/ //"!#66"6!669"/:!"<!#8
水蜈蚣 "ePPVRcQl_TzV{MPVQ 6"66 !"<: 9"!7 /"!< 6:"!#7"6/ /!"<96/"<:/6";<;"!6 #"6: /"!7 6!6"8!!";96;
铺地 uQRVbOU_TfTRX 66"; 8"!6 7"6/ 77"!7/"6/ 6"!/ /"<: :";< !"<9 8"<# !"!! /";< :8":9 !":7#9
狗尾草 ~TNQ_VQzV_VWVX !"!! !"!! ;"!! !"<; 87"<:!"!! /"<< /"!6 ;"<< 7"<; !"!! 6"!8 :6"<9 !"99;:
黄花酢浆草 -aQPVXWTPPTRVV !"!! /"!7 66"!67"!6 77"<89"<; 6!";</"!8 <"!6 /"<: <"<9 9";< <;":7 !";7;6
空心莲子草 dPNT_RQRNST_NQfSVPMaT_MVWTX !"!! 6"!7 !"!! /"!/ :"<# !"<9 6"<# !"<9 #"<; !"!! !"!! 6":< //"98 !":!<;
两耳草 uQXfQPOUbMR&OcNOU !"!! 6"!6 !"<: 7"<9 !"!! 6"<; !"!! 6"!7 /"<9 6"!7 !"!! /";: 6#";6 !"::#9
牛筋草 P̂TOXVRQVRWVbQ !"<9 !"<; 9"<# !"!! /"!8 9"!8 !"<: /"!6 !"!! 8"!7 !"!! #"<; /<"<9 !":;9!
马唐 |VcVNQ_VQXQRcOVRQPVX 6"!8 !"!! 9"<9 /"!7 6"!6 9"!7 !"!! ;"<; 6"!6 !"!! 8"!7 !"!! 76"!< !":6;;
天胡荽 keW_MbMNePTXVlNSM_fVMVWTX !"!! 8"!6 6"!7 !"!! 6"!7 9"<# !"<< !"!! /"!6 !"!! !"!! 6"<9 6:"<; !"9:/9
犁头草 jVMPQ&QfTRVbQ 6"<9 !"!! !"!! 7"<< !"!! 7"!6 :"<# 6"!6 !"!! /"!7 6!"<<6"<< 7/"<7 !":/8!
马齿苋 uM_NOPQbQMPT_QbTQ !"!! !"!! !"!! /"!8 8";< !"!8 !"!! 6"!/ :"!8 !"!! !"<< 8"!8 /!"!9 !"7<//
鸡眼草 "OUUT_M#VQXN_VQNQ 6"!7 !"!! !"!! /"!8 7"<: !"!! !"!! 6"!9 !";: /"!6 #";# !"<; 6:";6 !":79;

77//6!期 马宗仁 等>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群落中主要杂草种类年消长动态及时间生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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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群落中主要杂草种类年消长动态

#$%&! ’()*+$,-.+*$)/0012$)345."/001,-++4)$3(-.%-6.,-452024)10524735-8$,2

表 9 亚热带地区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群落中主要杂草种对生态位相似性指数

;<=>?9 @ABC?DEF?G><HEIJ<AKL??MDH?BA?DH<AGDAKNOGI:L??MBEJJOKANPEIQE>IBEOGD?DOKM?GDO=NGEHABD

杂草种类

R001280,$02

香附子

STUVWXY
WZ[X\]XY

水蜈蚣

T̂__‘\ab
cWVd‘eZ_‘b

铺地黎

fb\‘gh
WVUV\Y

狗尾草

iV[bW‘b
d‘W‘]‘Y

黄花酢浆

jkb_‘Y
]V__V\‘‘

空心莲子

l_[VW\"
b\[mV[b
Um‘_Zk"
VWZ‘]VY

两耳草

fbYUb_Xh
gZ\nXa[Xh

牛筋草

o_VXY‘\b
‘\]‘gb

马唐

p‘a‘[bW‘b
Yb\aX‘\b_‘Y

天胡荽

qT]WZgZ[T_V
Y‘c[mZW"
U‘Z‘]V

犁头草

r‘Z_b
nbUV\‘gb

马齿苋

fZW[X_bgb
Z_VWbgVb

鸡眼草

^XhhV"
WZs‘b
Y[W‘b[b

香附子 STUVWXYWZ[X\]XY ! t&uvwx t&yzvw t&utvx t&uy{u t&v{!y t&vzwu t&x|zw t&x|yz t&xvv| t&vxwv t&vx{ut&vy{v

水蜈蚣 T̂__‘\abcWVd‘eZ_‘b ! t&v!vt t&uz{! t&vutt t&v{zy t&vwyy t&yx!| t&yuzy t&yzzz t&x|w| t&vv!!t&x{|z

铺地黎 fb\‘ghWVUV\Y ! t&y!!u t&z{ww t&yt|z t&vyvt t&yvyy t&z{u| t&zzuu t&yuut t&zyu!t&yuww

狗尾草 iV[bW‘bd‘W‘]‘Y ! t&vwy| t&v|ww t&xy|v t&vvzt t&ywxt t&yt{t t&zx|! t&v!uyt&xt{|

黄花酢浆草 jkb_‘Y]V__V\‘‘ ! t&ut{x t&y||! t&x||t t&yx!w t&y|u| t&y{u| t&vt{wt&v|tx

空心莲子草 l_[VW\b\[mV[bUm‘_ZkVWZ‘]VY ! t&x{!w t&yt|z t&z!v{ t&y{u! t&ytwy t&|v{wt&xuy|

两耳草 fbYUb_XhgZ\nXa[Xh ! t&vyyy t&yxu| t&xuvz t&yuyu t&vuvxt&yxtz

牛筋草 o_VXY‘\b‘\]‘gb ! t&vvtv t&xwww t&yt{t t&yvzyt&yzzz

马唐 p‘a‘[bW‘bYb\aX‘\b_‘Y ! t&y!yu t&yx|t t&z|!wt&yxvw

天胡荽 qT]WZgZ[T_VY‘c[mZWU‘Z‘]VY ! t&zt|t t&yzvyt&!uuu

犁头草 r‘Z_bnbUV\‘gb ! t&zw!yt&uxux

马齿苋 fZW[X_bgbZ_VWbgVb ! t&vzyw

鸡眼草 ^XhhVWZs‘bY[W‘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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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和结论

天然植物群落种间生态位研究比较广泛和深入"#$%#&’(天然植物群落种间生态位研究在设计方法上一般总是设置于环境因

子发生梯度变化的特定环境地段")*+),+#&+#,’+这种取样方法无疑对测度物种在有限资源的多维空间中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
利用资源多样化的程度和竞争水平是有效的(但是+在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群落中杂草种间生态位的研究上这种取样方法并

不可取+因为/0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群落采取统一养护作业+受人工的干预很重(确切的说+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群落是在

人工和自然双重因子作用下产生的(从影响结果看+人类高度的养护水平和各种养护方式则是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群落特征

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12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群落生长基质是含泥量很少和球场范围内沙层厚度相同的沙质土壤")+$’(这种生

长基质可保证高尔夫球场杂草.群落所接受的环境处理基本上是一致的13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群落立地条件在整个球场范

围内基本是相似的14高尔夫球场因高水平养护存在着多维资源过剩的现象+尤其是化学资源维+杂草可轻易的摆脱其限制任

意拓展(显然+球场草坪.杂草群落与天然植物群落的立地条件差异很大(据此认为高尔夫球场基本不存在环境梯度不一致的特

定地段(
近年来+对农田.杂草群落已进行了一些研究"))+)#+)&+)5’(农田.杂草群落由于受人工的干预较重+程度上部分类似于高尔夫

球场草坪.杂草群落的生长环境+但与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群落相比+环境均匀程度远不如高尔夫球场杂草群落高(为了解决

环境因子梯度问题+在农田.杂草群落中+郭水良等")$+)5’对生态位计测方法进行了两点调整/0运用目测法计测杂草优势度级或

重要值作为某种杂草在第级资源中出现的数量占该种杂草总资源数量的比例12 以农田中具有最大相异系数的样点作为始端

样点+以此作标准再与其余样点进行排列+然后计算生态距离和生态位相似性指数1由于农田.杂草群落生态位的研究在国内外

尚处于弱势状态+郭水良等的方法显然忽视了农田生态系统环境均匀性较天然植物群落高的特征+而是硬性在农田环境均匀性

较高的情况下+人为寻找类似于天然植物群落环境梯度或特定地段+寻找环境不同的样点+显然违背样方设计随机原则+其结果

导致所研究的 #)个农田杂草种生态位宽度过度偏小和相似性指数过于异化的现象")$’+这显然与农田杂草实际生长情况不符(
高尔夫球场草坪管理方式使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群落远远的脱离了自然群落的特征+比农田.杂草群落更为人工化(所以

通过采用郭水良等的公式和计算方法"))+)&’进行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群落杂草生态位宽度和相似性指数的计算结果则明显偏

小+尤其是象香附子-水蜈蚣-黄花酢浆草生态位宽度和相似性指数更小+这与球场上 )$种杂草生长的实际情况不符+难以得到

生物学方面的合理解释(在样地环境基本相似的情况下+郭水良等运用目测法计测杂草优势度级换算成重要值计算生态位宽

度")&’+主要是存在杂草高度问题+此种换算也许符合农田实际情况(但对高尔夫球场来说+不存在杂草的高度问题+因为杂草同

草坪一样+需要定期接受修剪")+$+*’+密集的修剪频率+既使杂草生长再快+杂草高度对草坪.杂草群落生态位的影响也甚微(由于

人工随机除草和草坪本身的密闭性+杂草在草坪.杂草群落中的数量受到严重干扰+所以统计样带中小样方内杂草出现的单位

密度占该种杂草总资源数量的比例对解决高尔夫球场杂草群落的现实生态位问题较符合球场实际作业模式(
草坪是高尔夫球场的主体植物+杂草以其较高的竞争性和多样性传播定植方式不断在草坪.杂草群落中竞争发展(高尔夫

竞技和市场竞争力规定了高尔夫球场的草坪必须在杂草含量很少的绿色坪面上进行才能保证应有的质量(可以说杂草防除是

从球场建造一开始就跟进的作业(高尔夫球场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现有的管理方式强烈的影响着草坪.杂草群落的发展方

向-程度以及草坪与杂草在群落内部竞争的关系(但是+目前可供资鉴的资料仅为天然植物和少量农田杂草生态位的研究且主

要集中于对土壤养分-水分+太阳能等资源维上的探讨")6+)*+),+#,’+而忽视了植物在时间维上的生态位研究(时间维本身虽然对

杂草并无控制作用+杂草沿时间维变化的特点仅反映了杂草发生发展变化的表观特征(但是+时间维是多维生态位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深入研究其它多维生态位的基础和前提(对高尔夫球场来说+真正对杂草发生发展起作用的是其它多维+如现有管理方

式下草坪.杂草群落中各种化学维等(因此+通过时间维可反映出草坪.杂草群落随季节变化和高尔夫球场现有管理方式下资

源多维的动态依存关系+揭示杂草在现有管理方式下的竞争机制-综合利用人工和自然资源的能力-利用资源多样化的程度和

竞争水平(根据时间生态位的研究结果+将人为技术原因及社会和经济因素等综合考虑+利用球场现有的不同管理模式进行草

坪.杂草群落生态位系统研究+了解对系统结构及多样性的稳定性影响+有目的的压缩球场杂草生态位+提高主体草坪生态位+
从而进行科学管理具有针对性意义(在高尔夫球场的现有管理方式下+研究结果显示部分杂草对这种管理方式是敏感的+这些

杂草往往为根茎细小和多以种子繁殖传播的植物+低剪-随机除草方式有可能造成致命的伤害(具有高度抗干扰能力的杂草主

要是根状茎繁殖传播的杂草如香附子和水蜈蚣+生长竞争性高+利用资源能力强+现有管理方式如低剪-随机除草方式很难造成

有效地伤害(就目前现有管理方式来说+容易使草坪.杂草群落获得过剩的营养资源+如果对杂草消灭或损伤不彻底+反过来也

有利于杂草的快速恢复生长和扩展(

)$种主要杂草种类中+567以上的杂草种类的时间生态位宽度均在 685以上+生态位达到 689以上的杂草种类为香附子-
水蜈蚣和黄花酢浆草+这表明在时间维下+亚热带球场杂草种类对时间资源的占有和和利用存在着一定的选择性(从生长竞争

看:图 );+香附子-水蜈蚣除了春-夏-秋三季正常生长和较高的密度外+冬季也有一定生长和较大的密度+表明香附子-水蜈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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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花酢浆草在高尔夫球场中周年占据较大的生存空间!综合利用资源的能力要高于其它杂草!香附子"水蜈蚣和黄花酢浆草

较高的生态位宽度表明它们几乎终年危害草坪#至于马齿苋!资源利用的选择性就更为明显!冬季低温期间不生长!春"夏"秋出

现的数量也参差不齐!全年分布并不均匀!揭示出该种杂草在球场的发生发展相对平缓!因而获得的生态位宽度也最小#另外!
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的生态位远比郭水良等$%&’在农田小麦中的杂草要高的多#这说明高尔夫球场草地杂草是以多年生根茎型

构成主要危害优势(表 %)!这一点远不同于农田杂草作业制度#因为农田杂草通过年复一年的翻耕可消灭大部分多年性根茎型

杂草!年际间杂草出现的频率差异可能很大#
生态位相似性指数对认识生态系统中种内或种间竞争具有重要意义#当多种生物利用同一资源时!就会发生生态位重叠!

如果这种重叠是在环境容量被充分饱和的情况下存在!那么便会导致竞争排斥现象的产生$*!+&’!其结果生态位相似的生物部分

死亡或特征置换后得以生存#这种竞争现象在天然群落生态系统中种内或种间是普遍存在的!生态位差异是多种生物共存的基

础#但从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群落中主要杂草种对的相似性指数看(表 -)!在 ..个杂草种对中!相似性指数达到 /01以上的杂

草种对只有 .对!空心莲子草与马齿苋彼此数量十分接近!生长竞争和排斥激烈!因而相似性指数(/0.&2*)较高外!大多数杂草

种对的相似性指数并不高#这说明在亚热带地区高尔夫球场中!由于人为养护因素的严重影响!杂草的相似性指数或相互间的

竞争生长在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这样一个特殊群落中逐渐弱化#大多数杂草种类之间对空间资源的竞争并不十分剧烈!在资

源利用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分化!表明在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群落内部由于水"营养"氧气等各种化学因子维上的高度人工补偿

作用!使得杂草的生长可以轻易地朝任何一方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区域扩展!并由此不断拓展生态位宽度#杂草种间相似性指数

不高或竞争弱化只会加大球场草坪管理的难度!压缩这种扩展的措施是改变球场现有的管理方式和水平!掌握主体草坪和主要

杂草的生长习性"规律!制定出科学可行的养护方案!如按季节变化在水量"肥量"肥料成份"肥料比例"修剪频率和留草高度等

方面进行合理安排!不断加大草坪密度!压缩杂草生态位!尽量提高主体草坪的生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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