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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率文应用生卷学中正在发展的皋周理论，分析了吉林省西部草原蝗虫群落的结拇厦种问关系。该缒 

虫群落由I3种蝗虫组成。根据蝗虫的取食行为和栖息地选择两=哽生奋指标，运用模期聚菪丹析和主成舒 

量分析方法，将蝗虫群落划分为4十集团，并研究了各集团内部和囊团之间蝗虫前生态关系，以厦环境 

困素 对 蝗虫行 为的作用。 文 中还 讨论了 有关 赍探的确定 ．竞争 理论和 集团理 论等同题。 

关t词 t草原 ，蝗 虫群幕 ，集周 结构。 

Root(i9 67)“ 首先提出集团 (guild)的概念，即以相似方式利用环境资源的物种的集 

台体。诸多学者运用集团理论进行了许多研究 。其优 点 主 要 有：1．它把复杂的生物 

群落划分成一些功能性单位；2．它不受分类关系的限制。它的中心问题是研究那些具 有 生 

态学的相似作用的同域种，它们之间的生态位有高度的重叠，它们对群落结构有 很 大 的 影 

响 。在评定集团对 于群落功能的重要性之前，描述不同水平的集团基本结构是 必要的。 

蝗虫在草原生态系统中它既是消费者又是次级生产者，占有重要的地位。为阐明它在生 

态系魏能量流 劫和物质循环中的作用，对其群落结构进行研究是必要的。有关蝗虫集团结构 

的研究，迄今国内尚无报道。Anthony Joern  ̈ 】，Joern，A andL．R．Lcwlor 圳  做了 

不少工作，但固蝗虫种类和自然条件各异，研究角度亦不尽相同，其结构特征显然不同。 

为探讨我国北方羊草草原蝗虫群落的集团结构，1 987年7月一9月作者在吉林省长岭县种 

马JSjk．北师范大学草原定位站进行了这项工作。 

一

、 工作地点和方法 

1． 工作地点 

长岭县种马场位于吉林省西部，北纬44。3i ～44。51 ，东经 120。31 一12{。lO ，为冲积 

一 湖积平原，海拔高度 I50～18O米，属温带半湿润季风型气候。年降水量 31 3～381171m。该 

地区草地以羊草 (Leym s~hinensis)为主要优势种 主要伴生种有芦苇 (Phragmites o — 

munls)、黄蒿 (Artemisia seaparia)，糙隐子草 (C|eisto,qene,aq~arroaa)等。苹草群落主 

要分布在该地区广大的低平地上，草群生长茂盛，总盖度 8O 以上，草层平均高约 4 0em。 

此外，作者还在杂类草草地、大针茅(Sfipa spp．)草地，榆树疏林及盐碱地 进 了调查。 

2． 数据统计和处理 

蝗虫的取食行为主要指苒取食高度，木文将，岛度分为3个等级梯度 ，通过野外碉察和笼养 

·牟 文在强 风 岭先 生 指导 下完成 ，高 讳 先生、 潘 伟 笔师给予 根天帮助 ，谨张 谢意 

· 现 在东 北农 学院生 材工程 系工 作。 

车立于 j口8口年 6月2{日嘘到。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生 态 学 报 1l卷 

实验确定各种蝗虫在不同高度上的取食额次。栖息地选择参J~Anthony Joern(1979)的方法 

并加以适当改进。确定了3个生态指标，耶阳光、地面基层和近水地域。每个指标又分若干 

梯度。这些生态措标誉本上包括_了蝗虫取食行为稻牺息地选择的大部分内容。具体方法是在 

尽量不惊抗蝗虫的前提下，缓慢地穿过调查样地，随时记录下各种蝗虫在不同生态梯庠上出 
现妁频次，并换算成百分比。将群落中13种蝗虫的l】珂行为参数的百分比列成I3x I1维的原 

始数据短阵，应用模糊聚类分析和主成分量分析方法，分别编程序输入计算机(I跚【-PC／XT 

型)，将计算结果用于捌分集团和考察群落内各蝗虫种群之间的生态关系。 

二，群落组成与集团的划分 

该地区蝗虫群落组成详见表 I。通过2，213次观察，所得各项行为的百分 比数据见表2。 

襄 1 ■鱼群暮组成种 
Table 1 The component species of grasshopper communliy 

条故鸣蛙 皿呻 耐 ia fc 面姚 Ml 

异 色骓蛀 Chorthippgs t拙 l Cb 

小 雏 埴 Chvrthippus minutus Cm 

素色异爪营 Euchorthippus unicdor Eu 

黄陉小车趋 0edaIeu~inFerna醅 Oi 
太垫尖超麓 Epacrorn~ cver~ltpes Ec 

小垫尖越营 Ep眦rom“ 把 醛 Et 

毛足鼻角幢 Davjhlppus姗 fp∞ Db 

北京棒角簋 Dasyhipp~ pdp咖 盱 缸 Dp 

竟越曲青蝗 P讲哪  口m如m P他 m盯 蛔t。№ Pm 

转嵌囊蟾 Bryodema tuberc~ um d~utum ’ Bt 

大赤越蝗 Cef目 sk口 bO Cs ． 

中华帮嬗 o砘 c矗托执出  0c 

襄 2 群薯中■虫的行为百分比( ) 

Table 2 Behavior d_扭 ( )of species I蚰 grasshopper community 

～ ～
～  # 

自
～＼  Mj Cb Cm Eu Oi Ec Et Db Dp P皿 Bt Cs Oc 

阳 光 2T l 2T．6 22． 4O 26． 2g g 42．0 44．1 46． 41．9 31． 46．2 

阴 韶 32 ： 40．8 45．5 20 23．3 2g．g 19．1 l4． 1 3．3 25．8 40．e 25．6 

光 班 iO．T 31．B 31．8 4O O ‘O． B．t 41．1 ‘O 32．2 28 1 2B．2 

辫 雉 10．2 5．3 2T．3 r O 41
．
T 10．5 l8．B 47．1 l2．2 3 3 3 35．5 53．1 0 

空 界 地 3．30 10 5 36．4 0 38。3 1T．1 10，4 20．6 2B．8 26．T 38．T 31．3 2 6 

檀 橱 86 4 84．4 36．6 100 20 T2．4 1 32．4 61 40 25．8 15．6 gT 4 

1 

近永地墟 0 0 0 0 0 0 0 1O0 

远水雉墟 l O0 1O0 1 O0 l00 l00 100 1 O0 0 

株 O— lO m 2l-6 31．3 62．5 1 3．3 66．T 40 72．7 56 5 7 80 

62．9 45．3 3T．6 63．3 33 3 41．8 T．3 32 26 1 I2．6 ： 高 >3Oc咀 25
-
5 23．5 0 3 3．3 0 18．2 0 12 0 1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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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 幸宏实t吉林省西部草原蝗虫群落的集团结构 

应用模糊聚类分析进行群落中集团的划分，根据聚类结果可作出聚类的树状图(见图 1)。 

由图 1可以看出群落内各种蝗虫行为格局的相似程度。 值越大，集团的划分越细致。 

L  

图 1 群蒂 中蝗虫禀 类树状 图 

Fig．1 Cluster=,mlys~s dendro~ m of 

the ~rJ~sshcpper community 

聚合水和越低的种类，它们的行为格局越相 

似，生态位重迭也越大，而越有可能成为竞 

争种对。 

值为0．968时，群落分为4个集团： 1： 

中华稻蝗} 2：素色异爪蝗l 3：黄胫小车 

蝗，轮纹痴蝗、宽翅曲背蝗、大赤翅蝗、毛 

足棒角蝗和小雏蝗； 4： 条纹呜蝗、异色雏 

蝗、大垫尖翅蝗、小垫尖翅蝗和北京棒角蝗。 

这样的划分符台实际观察。 

集团1为 中华稻蝗的1种，它的主要生态 

特征是栖息在近水地域或水中的植物上面。 

这与群落中其它蝗虫的习性有极大差别。集团2为 1种素色异爪蝗。从栖息地选择来看。它 

主要栖息在植物上面，一般不在裸地上或植物与裸地交界处出现l从取食高度上来看，一般 

在30 C．133．以上的高度取食。集团3的6种蝗虫生态习性相似，其主要共同点是常在裸地或裸 

地与植物交界处栖息，在植物上栖息的颏次较少。取食高度 通 常 在 O一1 Ocm之间，几乎不 

在~,Ocm以上高度取食 ，在1O一30cm之间取食的额次也较少，可定名为 裸地栖息、中下层取食 

集团 。集团4的 5种蝗虫与集团3的蝗虫习性有较大 差异。在栖息地选择方面，它们大都 

栖息在植物上，而在裸地上栖息的额次很少。取食高度多在l0—3ocm之间或3Ocm以上，极少 

在0一l0cm部位取食，可定名为 植物上栖 

息，中上层取食集团一。 衰 5 备骥行为对酋三个主分量的负荷量 

上述集团的划分和命名，各种蝗虫的集 k ： of盖 ： 一 
团归属，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 内 相 对 面 nents 

言，并非专～和固定不变。 ：■{ 1可_—-=■— —■■—_丁—■_  
、

、  l 1 l 1 3 

目 一 = l l — —

} 
⋯  

三、取食行为及栖息地选 

择的生态分隔 

应用主成-分量分析(PCA)的方法，以各 

种蝗虫的取食行为和栖息地选择的儿个生态 

指标梯度)为属性 ，将l3种蝗虫进行二维及三 

维空间的排序，从而得出各种蝗虫生态分隔 

的信息。根据计算结果作出图2是群落主成 

分量分析的二维排序图，表 3是备项蝗虫行 

为对前三个主分置的负荷量表。 

从图2和表3中可以看出，对含信息量 

特 征 报 

信 息 量 

2 2船 6 

2o．21“ 

8．86 E— D 

3 e．64E一00 

2 0．1356 

1．4094 

12．81，6 

俄  如 ∞ n∽ 

％ ! 伸“一 ；  一 一一 

! 一 m m 

D D 口 ～ 

一 

m m m 

： C 一 

一 一< 一 O 0 

株 商 一 

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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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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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一 ： 强 ：～一 i- 
Cb 

·Eu 

图 2 1 3种蝗虫的=堆捧序<占意信息量 7．56 ) 

Fig 2 Two—dimen暑i0Ⅱ矗1 0rdin-tion of 13 speci~ 

0f gmsshotoper (Account for 1 ．6B％ 0f 

硼 ~ ormmfion) 

图 3 13种蕈虫的三维排序圈 (占总情意古量的目o．3T ) 

Fig 3 Three·dimonsi~ l ordination 。f 13 species 

of~ra~Shopper (Account for 90 3 7％ of 

t0瑚 ~nformlfion) 

最多的第～主分置 影响最大的因素是蝗虫的取食高度。所以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蝗 

虫取食高度曲配置情况。取食高度越离的蝗虫在图2中位置越靠近右面 ，如素色异爪蝗(Eu) 

等，反之靠左 ，如小车蝗(oi)等。基本上将 裸地栖息，中下层取食集团 和 植物上栖息，中 

上层取 食集团 分隔开来。 

对第二主分盘 影响最大的是蝗虫对阳光的选择规律 喜欢栖息在阳光下的种类 (如 

中华稻蝗等 )靠近图的上端，而喜欢栖息在阴影或光斑中的种类(如素色异爪蝗等)靠近 图 的 

下端，基本体现了蝗虫对阳光规律的选择情况。 

群 落二 维排序图中，各个蝗虫集团彼此分散，与聚类分析结果基本吻合，验证了聚类分 

析的准确性瓤可启度。 

三 维排序(图 3)的信息量比二维排序增加了12．81％，其中对第三主分量- a影响最大的 

是阳光规律中光斑这～生态指标(图中表现为纵线较长)。在二维排序图 2中，北京棒角蝗与 

裸地栖息，中下层取食集团一镶嵌较紧，在图 3中它们沿 。轴分开了。与二维排序图相比， 

三维排序与聚类分析结果更为～致，两者得到互相验证。 

四、群落中蝗虫的种间关系 

应用 Pianka~1973)提出的生态位重叠公式 

尸 P it 

t= j 赢  

其中 0，t为种 和种 的生态位重迭值，P． 和 尸，t分别为种 J和种 在资源 i中所 占 

百分比。得出群落中各蝗 虫种对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值 详见表 4)。 

本文着重讨论鄂些行为格局相似，生态位重叠值高，而有可辅成为竞争种对的物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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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 窖 ：吉林省西部草原蝗虫群落的集团结构 

寰 4 各种对之间生态位价重叠 

T~ble 4 Niche overllps of each pair—w|se species 

Mj O J Bt Pm Cb Db Cm Ec Cs Dp Et Oc Eu 

们在群落中起着重要作用。关于蝗虫在其它维度上的行为差异及集团之间蝗虫的相互作用等 

问题拟另撰文发表。 

在“裸地栖息、中下层取食集团 中，黄胫小车蝗与轮纹痴蝗行为极相似，生态位重叠值 

为O．982，但两者行为亦有细微差别。在栖息地选择方面，轮纹癍蝗 多在裸地栖息，一 般 是 

飞起后 落到植物根部，然后迅速爬出，停留在光裸的地面，暴露于阳光下。黄胫小车蝗则在 

植物与地面交界处的光斑中停留的频次多些。在取食高度方面，轮 纹 痂 蝗 在 lO～30cm 和 

00cm以上区域取食的频次较高，_向黄胫小车蝗相对少些 (在记录中没有发现在30cm 以上取 

食的情况)。在“植物上栖息、中上层职食集团”中，条纹鸣蝗与异色雏蝗生 态 位 重 叠 值 为 

0．99，相似程度极高，但它们对阳光的选择这个生态指标反应不同。条纹鸣蝗行动迟缓，多 

在植物叶片之间的缝隙中栖息，属光斑范围。异色雏蝗较活泼，喜在植物叶片背光面栖息， 

印在阴影中栖息的比例大些。异色雏蝗的密度很大，在发生的高峰期， 1平方米 可 达 2O余 

头，是羊草草原的主要害虫。上述表明它们的空间生态位和营养生态位存在着差异而并非完 

全重叠，正是这种差异使这些形态上迎异而生态上趋同的种群得以在同一群落中共存。 

五，讨 论 

I． 关于集团理论 

多种物种的集合体是 由行为格局相似种所组成的较小集团有机地构成，因而人们对 自然 

集团的兴趣越来越大 重要的是集团通过不断增长的稳定性潜在地影响着 一 个系统 

的动态功能“ 。本文将蝗虫群落划分为 4个集团，各集团根据各自的生态行为格局，合理 

地分割了环境资源。含有蝗虫种类较多的两个集团 (集团 3和集团 4)在该蝗虫群落中占主 

导地位，也是较稳定的两个集团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集团的稳定性与环境的稳定性有较大 

关系。集团做为一个功能胜单位 ““，体现了群落的功能结构 

2． 关于资源的确定及划分蝗虫集团的依据 

资源是对物种的生存和繁衍起作用的各种环境因素之总称。资源是多维的，在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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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同时要了解许多维是有困难的。在草原中，食物资源及栖息地选择是蝗虫生存和繁衍的 

最重要 因素。蝗虫的取食行为反映了它们对空间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取食的种类 

和分布。从本文结果来看，在未能直接统计出蝗虫食物的情况下，应用蝗虫的取食行为进行 

研究是合理的。栖息地结构的复杂性与物种的多样性有很大关系，对群落的发展及稳定有重 

要作用，以此作为划分蝗虫集团的一十重要指标是台理的。 

3． 关手蠢'j马曩 

竞争会促进对不同资源的利用，由此可引起生态多样性“ 。本文结果证实了这一点，蝗 

虫对资源的利用是不均匀的，物种趋向于利用不同资源。集团中的物种以相似的方式利用相 

似的资源。种间竞争和共存处于微妙的平衡中。一旦环境改变就可能导致平衡破坏，产生新 

的竞争，再产生新的平衡，改变了原有的群落结构。本文涉及的仅是食物与栖息地 两维状 

况，因而在本文结果中相似程度极高而仍能共存的种类(如大垫尖翅蝗和小垫尖翅蝗)，在其 

它资源序列中可能存在着较大差异，亦有可能由于资源的极大丰富而避免了竞争，这有待于 

进～步探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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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翔 李墨÷实：吉林省西部草原蝗虫群落的集团结构 

GUILD STRUCTURE OF GRASSHOPPER]c0MMUNITY I N 

THE GRASSLAND OF W EST JILIN PROVI NCE 

Li Hong—Shi 

(B~ological Deportment，Northeast NormaI Unh,ersi~，Changchun) 

In this article．the developing theory of guild in ecology is applied t0 

study on the guild structure of grasshopper community in the grassland of 

west Jilin prvince．This grasshopper community consisted of 1 3 species of 

grasshopper．The cluster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were 

made o1"1 the basis of foraging behavior and habitat choice as indicators to 

divide this grasshopper community into four gu ilds．They were EⅡ h0rt us 

~ni~olor。 Oxya~hinensis， the guild of perching on the surface of earch and 

foraging in lower level ， and “the guild of perching on the plant and 

foraging in upper level”， The ecological relationsM ps within the guilds and 

between the different gu ilds and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il the 

behaviors of grasshopper were studied and reasonaly explained from point— 

view of ecology．Some issues concerning the theories of guild and competition 

were also discussed． 

KeY we rd s：grassland， grasshopper community，gu ild，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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