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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对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及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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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介绍了干扰的概念及其性质和干扰对物种多样性影响的有关假说基础上，以森林干扰为主要对象，探讨了干扰对植物 

群落物种组成的影响，并从干扰类型、干扰强度和干扰频率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干扰对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另外，还分析 

了重要的小尺度干扰——林隙在该方面的影响。分析总结出干扰对植物群落的影响差异主要与干扰特征、植物群落特征及植 

物的生物学特性和受干扰地点的资源条件有关。最后，总结分析了国内外在该方面研究存在的问题 ，并对今后研究提出一些建 

议 ，为相关工作 提供 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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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sturbances on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diversity of plant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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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tract：During succession of plant communities，the processes are continually influenced by a vafie~ of disturbances，which 

may be caused by natural disasters or anthropo genic activities．Althoug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turbances are different，they can 

all result in the changes in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diversity，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of plant communities．Recently，effects of 

disturbances on ecosystems have become mol'~and more complex for the gradually~equent and strong activities of human beings． 

It is therefore， impo rtant to undemtand the occurrence processes of disturbances and to forecast the results of different 

disturbances，which are in favour of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ecosystems and other human practices．In this pape r，concepts and 

characters of disturbances were introduced．Some hypo theses of effects of disturbances on biodiversity were enumerated．Of which， 

the intermediate disturbance hypo thesis was the most po pular one，which had become the basics of many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Then，the effects of disturbances on plant spe cies composition were discussed．Th e influences of disturbances on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were also analyzed in the aspects of the type ，the intensity and the frequency of disturbances．It could be found that the 

effects of disturbances on plant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diversity were rela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turbances and plant 

communities，bionomic of plant spe cies，and the resources of the disturbe d locations．In addition，we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canopy gap，which is one kind of the important small·scale disturbances in forest ecosystems，on the maintaining of diversity and 

succession of forest ecosystems．Finally，some problems in this research field were summarized and propositions were made to offer 

th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studies． 

Key words：disturbance；plant communities；species compo sition；diversity 

干扰在 自然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植物群落作为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时刻受到干扰的影响。 

火、风、雪、病虫害、外来物种入侵、放牧、践踏、施肥、烧荒种地、森林砍伐等都是植物群落中常见的干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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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通过改变植物群落内的环境条件、物种组成和多样性等，进而改变着植物群落的结构和功能，影响其演替 

进程甚至演替方向。就其结果而言，干扰对植物群落的影响有正反两方面 ，特别是在人类生活、经营等活动 

与植物群落联系越来越紧密之后 ，人为干扰作为重要的干扰类型 ，使得干扰的这种影响变得更加复杂和重要。 

干扰因其普遍性很早就受到人们 的关注_3]，而且 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 ，干扰的生态学作用在近年来受到 

广泛的重视 ]。干扰 对植物 群落影 响的研究在干 扰研究 中进行 的 比较 多，其 中，植物群 落 的两个 重要特 

征——物种组成和多样性是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已有研究对此提出了一些假说和理论 ，其中得到广泛证实 

的是 Conne11提 出的“中度干扰假说” ，它认为中等程度的干扰有利于群落达到高多样性水平 。在不断的研 

究和实践中，人们 已在掌握 了一定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干扰的影响为经 营活动服务 ，提高经营对象的经济 、生 

态和社会效益。正因为干扰对植物群落的影响与人类利益密切相关 ，对干扰 的研究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此 ，本文在广泛收集 国内外有关干扰对植物多样性影响研究结果 的基础上 ，分析了不 同性质的干扰对植物 

群落物种组成和多样性 的影响及其差异 ，并指出研究 中存在的问题 ，旨在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 

1 干扰的概念及性质 

1．1 干扰(Disturbance)是相对非连续 的事件 ，它破坏生态系统 、群落或种群 的结构，改变资源、养分的有效性 

或者改变物理环境⋯。 

1．2 干扰性质(Characteristics of disturbance)描述干扰性质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干扰状况 ，主要有 干扰 的分布 

(Distribution)(空间分布包括地理 、地形 、环境、群落梯度)、频率 (Frequency)(一定时间内干扰发生 的次数)、重 

复间隔(Return interva1)(频率的倒数 ，从上一次干扰发生到下一次干扰发生的时间长短)、周期(Period)(与重复 

间隔类同)、预期性(Predictability)(由干扰的重复间隔的倒数来测定)、面积及大小 (Area and size)(受 干扰的面 

积 ，每次干扰过后一定时间内景观被干扰的面积 )、规模 和强度(Scale and magnitude)(干扰事件对格局与过程 

或对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影响程度)、影响度(Influence)(对生物有机体、群落或生态系统 的影响程度)和协 

同性(Conc0mitancv)(对其他干扰的影响) 。 。 

2 干扰对物种多样性影响的有关假说 

Conne11_4 将关于干扰对物种多样性影响的假说 (列举了 6个)依据物种组成的改变分为非平衡说和平衡 

说两组，非平衡说认为群落物种组成很少能达到平衡状态 ，只有 当物种组成持续改变 的时候高多样性水平才 

能得 以维持，而平衡说则认为群落物种组成常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干扰后又恢复原状 。 

2．1 非平衡说 

2．1．1 中度干扰假说(11he intermediate disturbance hypothesis)包括两个基本假定 ：第一，物种丰富度在新 的干扰 

发生后立 即下降，而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到最大值 ，最后又随时间而减小 ’ 。在这个假定 中，物种 丰富度最 

大值出现在干扰发生后的中期 ，这是因为在干扰后 ，与未受干扰的斑块相 比，受到干扰的斑块被大量的 1年生 

物种所占据，而后 随着时间发展，多年生植物的出现又使物种丰富度继续增加，当二者的数量增加到与未受干 

扰的斑块几乎相同时便不再增加  ̈。第二，物种丰富度在受到中等强度干扰的斑块 中最大，在未受 干扰和受 

到高强度干扰的斑块 中则相对较小 ’“ 。由于在未受干扰时 ，大量的先锋种 占据着斑块 ，不利于其它物种的 

生长，有的甚至被排挤掉；相反，在受高强度干扰的斑块中，大量物种因无法承受干扰而消失，只有少量的耐受 

性较高的物种还存在 ；而在中等强度干扰的斑块中，先锋种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又不至使一些物种因干扰而 

消失 ，因此大量的物种可以共存，物种丰富度最高。 

2．1．2 同等机会假说(The equal chance hypothesis)假设当所有物种具有相同的侵 占空间、抵抗其他入侵物种 

和从极端物理环境的变迁及天敌威胁中存活的能力时 ，物种丰富度最大 。 

2．1．3 渐变假说(The gradual change hypothesis)这个模型由 Hutchinson̈ 提 出，用来解 释为什么许多物种可以 

共存于某一浮游植物群落中。在湖水中发生着温度、光照等条件的季节性变化 ，可以假设不 同物种在不 同的 

时间具有竞争上的优越性 ，因此物种多度和组成就随着气候逐渐改变 。 

2．2 平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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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生态位分化假说 (1The niche diversification hypothesis)认为对于一个具有一定特化范围的生境，当其中每 

一 物种都在其有竞争优势的位置定居时，大量物种可以共存H’”’“]。 

2．2．2 环式网络假说(，I1he circular networks hypothesis)认为竞争等级是环式的，取代了其他一些假说中所假定 

的线性和过渡等级 ，因而在总体上维持 了整个地域的物种丰富度 。 

2．2．3 补偿死亡率假说(，I1he compensatory mortality hypothesis)认为高物种丰富度出现在物种竞争排斥被无限 

期阻止了的群落，是因为竞争力最高的物种具有最大的死亡率，若所有物种竞争力大体相等，那么最常见物种 

的死亡率便最高H 。 

然而 ，在 Connell对热带雨林和珊瑚礁群落的研究H 中，其结果更符合非平衡假说 。他认为该地 区的群落 

由于受到频繁 的干扰和渐变的气候的影响处 于不断变化状态而不会达到或接近平衡状态。这种变化通过阻 

止某些在竞争上不占优势的物种的灭亡而维持了较高的物种多样性。若没有渐变的气候或突发的干扰，就可 

能会演变为具有较低物种多样性的平衡群落 。 

虽然非平衡说和平衡说在建立之初是相对立的 ，但都预测了最大物种丰富度出现在 中等强度或频率的干 

扰水平上 。Petraitis等 认为这种一致的结果可以由一种假设来解释 ，即调节斑块物种多样性 的物种迁入 

和灭绝变化的过程 ，由物种躲避竞争者或忍受干扰的特殊 的能力决定 ；也就是说 ，在这种能力之 间有一个权 

衡 ，它决定物种多样性是否达到最高水平 。 

然而 ，一些关于干扰对物种丰富度影响的理论 却是不一 致的  ̈，如 中度干扰假说和初始植物区系组成 

说 。后者是关于演替机制的观点之一 ，即演替早期物种和演替晚期物种都出现在演替初期  ̈，物种丰富度 

在此时是最大的，并在干扰后随时间推移而减小。 

3 干扰对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及 多样性的影响 

3．1 干扰对植物群落物种组成的影响 

干扰对植物群落物种组成的影响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干扰调节本地种和非本地种之间植物种类 、植株数量 

的配 比的过程。例如 ，不同物种对火烧敏感度不同 ]，若本地种对火烧敏感 ，那么在这样的地方火烧可以使耐 

火性较强的非本地物种侵入 ，这就使居民取拾薪材时对植被的压力和植被本身的可燃性增加 ，从而导致火烧 

更频繁、更强烈的发生；这样 ，火烧逐渐使非本地种的优势超过本地种 ，最终使二者之间的配比发生变化。 

在干扰发生的最初阶段 ，一些干扰如火烧 、病虫害 、放牧 、森林采伐 、火 山爆发等往往是 以对植物物种 的 

“去除”为结果的，但其体现在物种组成上的变化却是各不相同的。例如 ，由于物种对火烧反映不同 ' 。一定 

强度的火烧可以使一些耐火性较差的物种受到破坏而使耐火性较强的物种得以存活；病虫害往往是针对某一 

种或几种植物发生并使其植株受损或致死 ；而放牧使对牲畜来说适 口性较好 的草本植物受到干扰 。相反留下 

适口性差的草本植物；森林采伐则可能依据经营的需要不同采伐不同的树种；而火山爆发可能会使所有物种 

都被毁灭。从干扰对物种的影响来看 ，可以将干扰分为选择性和非选择性两类 ，如前面所说的火烧 、放牧 、森 

林采伐是属于选择性的，而火山爆发属于非选择性 ；但是 ，这种 区分也不是绝对的，要依据干扰和干扰对象的 

性质予以区别。 

由于干扰可以增加生境异质性 ’ ，又 已知立地特征是影 响物种组成 的最 重要 的因素n ，所 以，干扰对 

植物群落更新或重建过程中物种组成的变化必然会起到重要 的作用 。一些 关于火烧对 草地群 落影响 的研 

究 发现，每年进行火烧可 以促进高生长的暖季禾本科草本植物的生长，这样进行 5～lOa后 ，典型草场非禾 

本科草本植物的多度有所降低；两年一次的火烧使群落中既有禾本科草本植物也有非禾本科草本植物，并且 

物种多样性水平达到最高；然而，长时间不进行火烧的地点禾本科草本减少。由此看出，较高频率的火烧干扰 

可以促进植物群落中非本地植 物和杂草植物的入侵 。边 巴多吉等 在研究西藏冷杉原始林林隙对草本植 

物和灌木树种 的影响时发现耐荫性较强与喜光的物种均在林 隙内出现 ，而在林下仅存在耐荫 的物种 ，即林隙 

干扰后林隙内物种组成与原林分 内植物组成产生较大差异 ，说明林隙的形成通过改变光环境对物种组成产生 

了影响。在人为干扰方面，Buckley等 研究了人为经营的森林(Managed forest)中三级集材道和二级集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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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林下植被的影响 ，并与未受土壤干扰的林分比较 ，结果显示受干扰最强烈 的二级集材道林下植被中具有的 

维管植物平均种数是未受土壤干扰林下植被的 2．6倍 ，且拥有最多的平均引入种和本 地的湿地物种 ，然后依 

次是三级集材道林下植被和未受土壤干扰 的林下植被。Sagar等 在印度干旱热带森林地区选择五块受不同 

强度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的地点进行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的各地点的优势种和共优种组成却是不同的，经研 

究发现这种差异也是 由于各地干扰强度不同以及土壤氮不同的结果。 

可见 ，干扰对植物群落物种组成的影响是广泛存在的 ，影响结果的不同与植物群落本身的特点 、干扰的特 

征 、资源和环境条件的改变等有关 。如 ，干扰对物种组成 的影响，与林分演替年龄或干扰前物种组成有关 ，演 

替早期的植物群落在干扰后的变化较演替晚期植物群落小，即表现出干扰使植物群落向着演替早期阶段变 

化 ；不同的干扰强度 、频率 加 、大小 等对物种组成影响也不同；而光照 、水分 和营养物质 是决 

定物种组成的重要因素。 

3．2 干扰对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对物种多样性的研究可依据不同的时间尺度划分 ，一方面生态学家们 已利用物种形成 、宏观进化 和大尺 

度干扰解释已经发生在地质年代或进化时间尺度上的多样性的变化 ；另一方面，生态学家也描述了发生在“生 

态时间(Ecological time)”上多样性 的变化l9 。同时，针对物种多样性 Whittaker 根据不 同的空 间尺度提出以 

下 3种多样性：a多样性、l3多样性和 7多样性 ，因此也可以从这 3个尺度上研究干扰对多样性的影响。 

由于许多研究是在“生态时间”尺度上 干扰对植物群落 a多样性和 多样性的影 响上展开的，因此 以下 

主要从这方面进行论述。 

在以往的许多研究中都证实了干扰可以影响某一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而且干扰被认为是影响植物群 

落物种丰富度的主要因素  ̈ 。Amlesto和 Pickett 选择以加拿大一枝黄花(Solidago canadensis)为优势种 7a 

和以豚草(Ambrosia artemisiifolia)为优势种 2a的实验地 ，对实验样方 中的植物进行修枝和去除地上部分生物量 

的处理，一段时间后 ，在 以加拿大一枝黄花为优势种的实验地中，直到生长季结束 ，受干扰的样方 比未受干扰 

的对照样方平均多 2～6个物种，且物种数有明显的增加 ；但在 以豚草为优势种的实验地中，物种丰富度在整 

个生长季有明显 的波 动，表现 了对 干扰 响应的 复杂性 ，这 可能与该 植物群 落所 处 的早期演替 阶段 有关。 

Cannon等 。。通过研究商业采伐对热带雨林树种多样性的影响发现 ，在经过择伐 的印度尼西亚婆罗州热带雨 

林 中虽然树木的大小结构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却拥有 了较高的树 种多样性 。 

干扰对植物多样性 的影响都有正向的和负向的 ，不单纯决定 于哪一种类型 ，更 主要的是取决于干扰 的 

强度、频率等特征 。 

3．2．1 不同类型干扰对植物多样性 的影响 目前进行较多研究的有 自然干扰 中的火 、风 。 和人为干扰 

中的森林抚育 、采伐 等。Pascarella等 研究发现受飓风侵袭后 4～5a的次生林物种丰富度有所减小，其 

中一个调查地点所有样地中有 2～10个物种消失并新增 1～4个物种，另一地点有 3～14个物种消失并新增 1 

～ 6个物种。这可能是 由于飓风致使树倒坑 、树倒 丘以及大的林隙缺少 ，限制了先锋树种的更新 ；另外 ，飓风 

对种子库的破坏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江小蕾等 一研究施肥、围栏和放牧(中牧和重牧)对高寒草甸天然草 

地植物多样性的影响，结果显示，施肥后 由于土壤有效资源增加，疏丛型禾草垂穗披碱草(Elymus nutans)生长 

旺盛，抑制了其他植物的生长，从而使草地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减少，均匀度降至最低；中牧干扰的植物群落 

各指数均最高；而重牧由于干扰过于剧烈而减小 了物种多样性；围栏草地仍 以垂穗披碱草为优势种 ，多样性也 

较小。Thomas等 研究施肥和 3个不同水平的间伐对 21～27a的花旗松(Pseudotsuga menziesii)人工林植物多 

样性的影响，发现各个水平的间伐都使林下植被的物种丰富度增加，且平均物种丰富度从未间伐的20种增加 

到最高水平间伐的26种，而施尿素却使之大幅度减小；经分析发现物种数量的变化与冠层盖度和透光水平的 

相关性非常小，可能是与肥料的毒性 、菌根或其它土壤微生物的生成 、林下植被根的竞争等有关。 

从许多该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干扰对物种多样性影响的差异往往是因为其发生方式及影响 

对象的不同。从大的方面来说 ，相对于自然干扰 ，人为干扰 的发生更多地与人类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 ，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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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的地区或植物群落中发生着一种或几种特定的、主要 的干扰类型；而 自然干扰多与特定 的 自然条件关 

系密切。 

3．2．2 不同强度干扰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虽然干扰强度的划分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根据干扰强度的定 

义，确定干扰对生物群落功能的影响也是比较困难的，因此许多研究 。 都是以干扰所去除植物群落生物量 

的多少为依据划分干扰强度的。 

无论干扰强度如何划分，这方面的研究相对于其他干扰性质对植物群落影响的研究是比较多的，而且许 

多研究都是围绕中度干扰假说进行的，研究结果或是证实了该假说，或是与其相悖。杨利民等 从 l3多样性 

人手，分析盐渍化羊草草甸、杂类草草甸 、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几个代表类 型在放 牧干扰梯度上物 

种的替代变化过程，从总体上看，随干扰强度的加大，物种丰富度呈下降趋势，但随环境干旱程度的加大下降 

幅度降低；各群落 l3多样性的变化，在不同放牧退化阶段有不同的波动，但变化的总体格局在各 j3多样性指数 

上均呈下降趋势且变化速率由湿润向干旱逐渐降低。以森林生态系统为对象 ，罗菊春等 比较了未受人为 

干扰的椴树一红松林 、轻度择伐(25a前采伐 株数的 4％)后的椴树一红松 原始林 、中度择伐(25a前采伐株数 的 

32％)后的椴树一红松原生次生林 、强度择伐(25a前采伐株数 的 47％)后的蒙古栎一红松林 和红松原始林 1942 

年被皆伐后形成 的白桦次生林等 5个群落的多样性 ，各群落差异很大，且立木层 多样性以轻度 干扰的红松原 

始林为最高，更新层多样性与立木层相反。Sagar等 在印度干旱热带森林地区选择 5个地点进行干扰梯度 

上树种组成 、分布和多样性特征的研究 ，结果表明 a一多样性指数在 5个地点沿着干扰水平的增加而减小 ；l3一多 

样性指数在受干扰最强的 Kota最高，其他 4个地点的比较相似。 

一 些研究结果与中度干扰假说相符合 ，而有的则不符合 ，这可能有 4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干扰对象本身 

的性质不同，对 同一干扰系列的响应也可能因此而有所差异 ；二是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即在研究干扰强度的影 

响时可能有更重要的影响 因素存在或是其他更主要的干扰性质 的作用干扰了单纯的干扰强度的研究 ；三是由 

于研究本身的限制性 ，使得对于某一群落来说是“中度”的干扰并未包括在研究 中；最后可能是 中度干扰假说 

的适用与否是有一定的条件的。 

3．2．3 不同频率干扰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Fulbright“。。在半 干旱生境中进行试验 ，比较在 1990～1995中分 

别进行 1次 、2次、3次、5次耕作和未耕作 的样地草本植物多样性。结果显示 ，在 Delmita的细亚砂土地耕作 1 

次比每年耕作的样地物种丰富度高，而在 Ramadero的粘土地耕作 1次的样地 比其他所有的样地物种丰富度 

都高 ，这其中有降水 、土壤性质和季节变化的影响 。Fulbfight也由此指出相对 于人为干扰 ，中度干扰假说可能 

更适用于 自然干扰。 

由于干扰的复杂性和一些 自然干扰的周期较长 ，独立研究干扰频率对多样性 的影响也是 比较困难的 ，这 

方面的研究并不太多 ，其中也多以实验性的人为干扰为主。 

另外，林隙作为重要的小尺度干扰在森林植物群落的研究中受到许多研究者的重视。因为大尺度的干扰 

不一定时 常发 生 ，而小 尺度 的干扰是 群落 运 动 发展过 程 中必然伴 随 的过程 ，属 于 内源 干扰 (Endogenous 

disturbance)，是必然事件。加 。在英国生态学家 Watt_4 提 出的森林循环的概念 中，林 隙阶段 (Gap phase)是森林 

循环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林 隙的形成通过改变林内光照条件 ，进而改变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 

形成森林群落物种共存和生物多样性维持 的重要场所 ’ 。Schumann等 研究 了美国缅 因州松栎林林隙形 

成第 5、10年的林分植被 ，发现林隙中总物种丰富度高于非林隙林分 ，且在林隙中新出现一些禾本科和莎草科 

植物 ，其中有一些是喜光物种 ；但并没有哪一种草本植物具有显著的多度。王周平等 在缙云山森林林隙与 

非林隙物种多样性的比较研究中也得到类似的结论 ，即林隙中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度显著高于非林隙，但生态 

优势度和群落优势度却明显低 于非林隙。 

林隙对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和多样性的影响与林隙特征和植物的生物学特性有关。林隙的特征如大小、形 

状、方向、形成时间等。臧润国等 研究了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不同大小和发育阶段林隙的树种多样性，结 

果显示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随林隙大小的变化呈现单峰型，这可能与林隙内生态因子，特别是光因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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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多样性随林隙发育阶段的变化呈现中间高两端低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多样性的变化与树种对林隙发育 

阶段的更新反应规律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在 Schumann等 的研究中也发现一些物种的多度与林隙大小有正 

相关关系，虽然这种相关性不是很强。Brokaw和Scheiner 通过对热带森林的研究，指出林隙最初大小的不 

同使各个林隙物种组成也不同，特别是对于不耐荫树种这种变化相对耐荫树种更明显。林隙方向也可以影响 

林冠树种多样性 ，由于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的林隙具有不同的光照条件，使得林隙中不同的树种到达林冠 

的情况也不同，从而造成不同的林冠树种多样性。可见，不同的林隙特征通过在林隙内形成不同的环境条件， 

特别是光照条件 ，从而影响其物种组成和多样性 。从植物本身特性来说 ，不同的物种特性常常决定 了它对不 

同的林隙大小、形状有不同的反应 。林 隙干扰初期和后期物种组成及其变化与植物种子的大小 、传播方 

式 、植株大小、种群密度等 有关，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因素决定了种子的传播范围以及在林隙内定居 

后对资源的竞争。 

4 小结 

本文在查阅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和总结了干扰对植物群落两个重要特征——物种组成 

和多样性的影响及其原因，认识到 目前关于干扰对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和多样性影响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仅说 

明和分析了观察或计算的结果，或者多是从有限的几个因素上分析其原因，而对其它形成原因研究并不深入 

和全面。例如，植物本身的生物学特性、植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干扰发生时间等都可能对干扰后物种组成和多 

样性产生重要的影响。另外，由于理论是在一定条件下的研究 中总结出来的，因此可以说没有绝对的理论 ，任 

何理论都是有适用范围的。如中度 干扰假说 ，在 Fulbrighẗ。。、Schwilk等 的研究中就得到了与其不一致的结 

果 。因此 ，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在验证及完善理论上做大量的工作 ，并对相悖 的结论予 以充分的解释或是提 出 

新的理论。同时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 ，人为干扰越来越频繁的发生 ，使得一些生物群 

落还未在前一干扰的影响中恢复又受 到另外的干扰 ；而且各种 干扰也交织在一起 ，形成复杂 的“干扰系统”。 

因此 ，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应考虑将重点放在干扰发生过程 中生物群落的变化及其对“干扰系统”的响应和 

受到干扰后植物群落的主要生态过程等方面。 

我 国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比较多的研究 ，但是相对 国外的一些研究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长期性的实验做 

得不够 ，因而很难从相对长的周期 中充分认识干扰的影响，特别是对森林生态系统而言。因此 ，充分了解我国 

在该方面的优劣势是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 ；同时，加强该方面的研究对我国在维持生态平衡 、提高生产力等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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