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l卷 第2期 

I 9 g 1年 6月 

生 态 学 报 

ACTA EOOLOGICA SINICA 

Vlo1．11，No．2 

Jun．， I 9 9 I 

稻田生态系统异质结构功能初探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FUNCTION OF 

HE田眦 OGENITY STRUCTURE OF RICE ECOSYSTEM 

奉研究借用景观生态学的空间异磺性象理于稻田小生境，并首创梏L型鱼=i句的稻田异质空阍结构，可 
同时满足稻，鸭，鱼对不同壤浅度水体需求的生活习性。由稻 鸭 鱼组合的异质物种结构，表现出腭 显 

的种群数量效应和优势种群效应。本文报道了在两种不同空间结构的稻田内配置 4种不同种群结构的功 能 

效应的初步研究的结果。 

一 ， 试验设计厦方法 

在带L垂鱼均的异磺空问结构的稻田内设稻一鸭一壹三种群(A)和稻一鱼二种群(c)处理J在不带L型鱼均 

的同腹空同结构的稻田内设置稻一鸭二种群(B 和稻作对照(D)的处理(见表1)。 

L型鱼淘占总面积l0～1s 。内外伽梗一边作田问通道， 一边种青饲料I淘内侧无梗，两边均与稻田 

完全相通．、诲深1。2米。所设定位牧鸭试验，即于稿田四周围网圈鸭，按每公顷 45，90 130只鸭的密度分 
～  

剧投放鸭群，_定期定枣调者杂草生长情况，另外仿照传统习惯方式设置游牧放鸭试验，定期驱鸭下永，然 
后随机釉掸{齄 术稻经济性状，并抽样剖检放牧鸭觅食种类 定位和放牧处理面积各为0．17公顷。 

囊 1 稿里隹杏系雏鼻质结构与经济性状的关系 

T~ble 1 Relat|o~shtp 五et-een hetelo|e∞ tIy struct~ -nd 
economical~aits in rice cOI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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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重复中的各处理布置在同等条件的田块内，按正常表事操作和动物饲养规范统一实施。 

=，结 果 与 

1．稻田生态季统异质结构具有特殊的功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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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l所示，异质空间结构两个处理A和 C的水稻平均单产分剧比D高8．55瞄和4O．22 。这说明了空 

间异质性原理同样适用于稻田小生境。尤其在潮区j氐洼地，L型鱼 沟可缓解水资源调蓄与利用的矛盾，不 

仅为水稻生长提供更合适的生毒条件，还能满足稽、鱼、鸭对水体深度的不向要求。这一特点有助于形成 聘 

鱼垂直分布(在L型鱼沟内)和稻鱼鸭水平分布(稻里行间)的立体共生网络，达到提高资潭利用效率．改 善 

系统功能的目的。另外，从方便农事操作的角度考虑，这种 L型 鱼 海显 然 比沟聋式和沟坑式韵异质空间 

结构要好。 

种群异质结构对系统功能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例如多种群结构与单种群结构相比，各处理比对照 产值 

增3·7—5·8倍，利税增3．7—6．2倍J产投比高4．2—11．4 ，单计水稻的产授比高12．9 。在多种群组合内 

部，三种群组合C处理A：稻 鱼 鸭)综合经济性状明显优于二种群组合(处理ct稻一鱼)，而与处 理 B(稻一 

鸭)互有高j氐。这是由于发挥了鸭的经济优势的结果。总之，种结构的异质牲有助于壳分发挥稻田生态系统 

的生产效率。 

2．稻、鸭、鱼三种群共栖的相互作用 

由表 2可见，放牧7天后，随着单位面积内载鸭量的增加，牛毛草覆盖率及其它草株数和鲜草重均依次 

下降 放牧后2O天，下降趋势更明显-表3表明，鸭的除草、控制虫害作用可提高产量，减少化肥、农 药 

使用量-降低生产成本。另据对游牧鸭抽样剖检观察，鸭觅食对象包括鸭舌草，三梭草，摹荠果、野 慈 茹 

等草类，还包括稻苞虫、甲虫，稻纵卷叶螟等虫类以及泥鳅、小鱼虾，攥等永生动物。显然，鸭的觅食 活 

动能促进水稻生长，同时又节省饲料提高鸭产蛋率。至于鸭、鱼之『可，由于其空间生态位和营养生态 位 不 

同，特别是它们在稻田活动的时间差异 (鸭在稻 

封行 ．鱼在稻封行后)， 所构成的超体积生态 

位不同， 致使鱼鸭之闻不仅不存在生态位 重 叠 

而}_超竞争和其它互斥作用， 反而能互相 补 充 

地对水稻发挥。长效 生防作用。 

稻 鱼 鸭共栖具有维持系统的高生产力的特 

性。鱼具有类似鸭的捕食特性， 且能有效 利 用 

鸭粪这种不具体温调节的排氨动物，胴体 产 量 

和饲料效率均比畜禽高， 维持能量消耗只 相 当 

鸡的1／15，因而较少经营风险， 是维持系 统 稳 

定性和可持续性的主要支柱，水稻是高产作物， 

能为鱼鸭提供环境依托， 是整 个 系 统 的核 心 

生物成分。 稻一鱼 鸭在合适异质空间结构 上 的 

配置梅为湖区湿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妥善 处 理 

农牧矛盾，发展养殖业展现出光明前景。 

寰 2 ●■量，叠强对稻田襄簟生长的■一 

TaMe 2 Influence of the duck numb~e／bat to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wee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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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Infhence of duck ~ azed to rice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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