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第l1卷 第 4期 

l g 9 1年l2月 

生 态 学 报 
ACTA ECOLOGICA SINICA 

VOI．11，No．4 

Dec．。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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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 要 

菹甘骨析衷珥两种叶螨同生蠢位重叠值较大 各自生态拉竟崖较大．两种叶螨的时动空闻生蠢位与各 

自种群南长血鞠相一象．显示了它童1对费薄有相似要求以亚 运步扩散整村危害”的取食危害方式．它 们 

的生态位骨膏寰现在叶片正．反面及叶片反面的某些小 疆域”上．苹果垒爪螭更喜欢骨布在村j碡上 层 

和卦层．巍计和誊粕骨析都表明草斡和小花蜻与两种叶螭的时同葡步和空同同城性较强I捕食靖 与叶 蜻 

的时坷生态位重叠较小，面空间生态位重叠较大．哭赦与叶螭问的耐空生蠢位重叠I；【亚夭敢食谱生杰 拉 

宽崖翁音舟折有助于合理评竹夭前的拄崩柞用． 

羌■弭 山撞叶螭 。苹果垒爪螭，雏童性夭馥，时空生蠢位． 

前 言 

多维生态位的量化概念” 可概括为，在一定时问条件下 生物对必需资源系 列 利用 

的多维空间。在自然界，处于相似多维生态位的不同物种其演化是多样的，如产生 竞争 排 

斥，生态位的一维、多维分离或协同进化等 因而研究了物种多维生态位随着 问昀演变有 

助于了解物种时进化和对其功能和地位的预测。在农业生态系统中，植保工作者若耍 实 施 

IPM计划，首要的问题应是-了解各有关种群的多维生态位，从而尽量“压缩 害虫的生态位和 

“扩张 天敌及其有关种群的生态位。盼空生态位不仅是多维生态位的重要组分，又是多维 

生态位的特定反映形式，如种群在时间维上的分布比例就反映了随着季节变化和资源多维的 

动态依存关系 1种群在空问位置的不同比例亦反映了空间多维资源的位置异质关 系。这 

样，通过分析害虫厦其天敌的时空生态位有助于透一步探明其各自的多维生态位空间。根据 

上述思想，探讨山植叶螨和苹果全爪螭等的对空生态位以解释它们的为害方式，与其捕食性 

天敌的同步、同域关系从而为寻找共多维生态位空问提供必要信息。 

一

、 材料与方法 

1．田闻一壹 

1987--1989年的 4— 8月间，在北京四季青乡香山果埘一队，每年选取红星苹果树i3— 

24株 (1987年为10年树龄)。在每扣于的东西南北各方分上、中、下及内外5个区层(如图1)。 

车项研究是凰采自卉!I科学基奎资助谭厝．昆虫系日5级宣罐蛙午订西荦钰 学，ea级研究生牡相革和刘志奇帮助墩了^ 

量一直，在此一并致 ． 

车文于l99o年 5月27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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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区层设 4样点，每 7天调查一次。调查时 

随机抽取 4片叶子，每树2O个样点每旋j自取8O 

片叶子。各叶片记录山楂叶螨 ( Bf，妇 ĉ 

v[ennens[s)、苹果垒爪蝻(Panonych~s nlmi)、 

绣线菊蚜(Aphis"citric d)、草蛉 (以Chry— 

sopa sin~ca为主)、 东亚 小 花 蝽 (Orius 

sauter1)、捕食螨 (Amblyseius pseudolongis— 

pinosns)及其它捕食性天敌，包括塔六点蓟马 

(Seolothrips ta~ahaehi)和 七星瓢虫 (Co— 

ccinella sB m Ⅻ a a)等。 

2．计算方法 

(1)时间、空问及时问×空问维上各种 

群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计算方法 

时间维指4— 8月期问，以星期为单位所 

围 1 树内方位 示意 匣 

F|窟．1 The sketch map of sampling 
positions in the apple tree c~ow n 

构成的 “资源 序列，空间维指苹果树冠内所划分的20个方位序列及叶片正反面序列；时间 

×空间维指 4—8月以星期为单位的总单位数乘 树冠空间 20个方位数所构成的 “两 维 资 

源”序列。 

生态位宽度用Simpson(I 949)提 出的公式 

Bi= ． _]— 一 

指在一个资源集合中第i单位中该物种所占的比例，s指资源集合中的总单元数。O≤ 
Bi≤ 1。 

生态位重矗用Morista s⋯ (1959)提出的公式 
j ● 

2∑ ll· 2i 

C：= ．．．．．．．．．．．．．．．．．．． ． ． ， ．．．．．．．． ．．：!．．!．．．．．．．．．．．．．．．．．．． ．．．．．．．．．．．．．．．．．．．．．．．．．．．．．．．．．．．．．．．一 高 器 +塞 祷  
Ⅳ Ⅳ。分剐指第一及第二种群的个体总数，” i及” 。分别指在第 f资源单位中各种群 

个体数； l i=” ／Ⅳi， ：i= 2 ／Ⅳ2，s指该资源集合的总单位数。O≤C ≤1。 

(2)动态空间生态位宽度模糊贴近度的计算 

叶螨及其捕食性天敌种群的空间生态位宽度因时问而噎化，若第f 群在时问，的生态位 

宽度为B，i，可设定 B“为以时间T={ ，T ⋯-． ．)为论域的模糊子集，并使  ̈f ( ，) 
= B}，。这 样可用模糊贴近度来比较各  ̈ f( ．)曲线的相l近程度。叶螨之间贴近度犬说明其对 

资源要求相似程度大j叶螨与天敌的贴近度大说明天敌对叶螨的跟随作用强。贴近度计算式为 

∑ min(1* 。i( i)， 口̈．+li( i)] 
T(日i，B ～ )垒 —  ⋯ 一 — — 一 

∑ max~．⋯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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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时间 ，以周计分为 个， ! ( )及 i~lj(Ti)分耕指第谛 群和第f+1种群在 ，处 

的隶属度。 

二，结果与分析 

1．叶黛墨其捕食性夭哉时空生夺位总趋势 

三年间两种叶螨及其天敌平均 时间、空间及时间R空阃生态位宽度和重叠见表1、2、3。 

由表中可看出，叶螨间时间×空间生态位宽度(B )相似 苹果全爪螨的空间 B 值大于山楂 

叶螨的，说聪前者在树冠上扩散更均匀，而后者喜停留在叶片的一定位置，造成较大危害后 

才转移扩散。苹果全爪螨的时间B 值小于山楂叶螨的，主要是困苹果全爪蜻各时期的种群 

密度差异太大所引起(见图2)。3个表都表明，叶螨闻的生态位重叠系数(C：)值较高，说明彼 

此对资源有相似要求。天敌中，草蛉的各 B 及叶螨的c：值最高，其次是小花蝽的，说明它们 

发生期长，活动范围广，对叶螨的跟随作用强。但这两种天敌与绣线菊蚜的 C：值也较大， 

从而就消弱了其对叶螨的控制作用。比较捕食螨的各 C：值，可知其对叶螨的捕食较专一， 

但其时间 B 小，在叶螨发生后期才起作用，故应与其它天敌配合使用。另外，进行生态 位 

独立性分析可知，草蛉、小花蝽与叶螨间的 C：值大，而这两种天敌间的 C 值也较大，说瞩 

它们具有并发捕食效应}小花蝽、捕食螨号苹果全爪螨间的 C：值都较大，但这两种天敌之 

间的 C：值却很小，说明它们具有独立捕食效应。 

以叶片正踟 为资源维测定的Bf及C：显示，Bj(P． ．)o．8790>B ( ．u．)0．6396，仍 

说明苹果全爪蝻活动范围更大些。观察发现山楂叶螨更喜在叶片反面活动和取食，如在叶片 

反面出现的频率 T． ．为 0．8780，P．≈．为 O．6292。这两种螨在叶片反面还具有 “领域 分 

寰 1 两种叶螬及薹竟戢的时暗生意位竟鹰(口f J及■叠(Ci。) 

Table 1 Tim  niche breadth -埘 overlap ot the two mlt~s and theix predatory enemies 

山檀叶螨 苹果垒爪蠛 赛轶暂蚜 草 蜂 小 花 埔 楠 食 螨 
种 名 其 它天 蘸 

T． ． P． ． A．c． C．s． O．s． A．口． 

山楂叶埔 o．5183 o．T84 3 o．5 B 0． 689 0．688D 0．23 72 0．2口23 

T．口． ±o．1O1 ±o．iloo ±o．09BT2 ±0．038口1 士 O．02829 ±0．口I736 

苹果垒爪精 o．4o02 o．6 45 0．8258 0．67D0 0．2992 0．4369 

P． ． ±o．08 32 ±o．2 384 ±0．OT814 ±0．180 士0．0935 

辨龋菊蚜 e．2D5B O．4347 0．329 3 0．04203 

A ．c． 士o．O‘288 ±0．1345 士 0．07612 ±0．249● 

草 蛉 O．452 3 0． 921 0．2502 0．3j93 

C．s． ±0．0fJ668 ±0．0fJ158 士0．【7B0 

小 花 螬 0．3234 0．2212 

O．s． ±0．04223 ±0．0 358 

捕 食 螨 e．9O0 

A ．p． 

其它天敲 0．2【9● 

± 0．O，3目8 

注 对角线上敷字为各种群的生态位宽度值(B一，其它数字为种群村生寿位重叠值{c，j，u下J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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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2 蒋种叶■硬其天敢的空阔生京位竞虞佃 )豆■叠(c：) 
Tcble 2 Space niche breadth and overlap of the two mites and their predatozy ele~ml‘tlNi 

山檀叶螨 苹果全爪螨 绣钱菊蚜 草 斡 小 花 培 捕 食 蜻 
种 名 其 它天 敢 

T． ． P． ． A．c． C．s． 0．s． A．p． 

Il】楂叶蜻 9．322口 0．6352 0．3789 9．2065 9．1 35B B．1304 0．1852 

T． ． ±9．14,57 ± 0．00 364 ±0．09950 ±O．I207 ±0．0I515 ±0．07085 

苹果垒瓜螭 0．T258 0．488i 0．2861 0．1598 9．2025 0．1T15 

P． ． 土9．06729 ± 0．1249 ±0．07748 ±9．02982 ±0．05658 

翳缦菊蚜 9．3583 9．188l 0．1149 0．05704 9．II77 

A．c． ±9．97473 ± 0．07531 ± 0．02I59 ±0．03048 

草 蚌 0．，2OI 9．108I 0．01258 0．儿45 

C ．s． ±9．90928 ± 0．0052l2 ±0．O29‘l 

小 花 培 0．1375 9．04702 0．09388 

0．s． ±9．028I6 ±0．04883 

捕 禽 蜻 0．】047 0．90I82口 

A ．p． 

其它天散 

±0．04056 

囊 5 两种叶■曩其丙敢的时闫 X空间=肇生瘩位竞度(丑{)曩■叠(c ) 

Table 5 TbM  xSpace niche bretd．h ● overlmp of the two mltei and their predatory enemlez 

nf植旰嫡 苹幂垒爪媾 翳巍菊靖 草 峙 小 花 培 捕 食 晴 
种 名 其它 无敌 

T． ． P．"． A．c． C．s． 0．5． A．p． 

山檀叶翳 O．3259 9．5709 0．39I9 0．3452 0．I他8 0．1025 0．II 7 

T． ． ± 0．98887 ±0．14‘7 ±0．10％  ± 0．I372 ± 0．I128 —  ±0
．
0857‘ 

苹果垒爪蜻 0．343l 9．4054 0．3987 0．2523 0．I9I2 0．18 34 

P．"． ±9．95343 士 0．I5 35 ± 0．07443 ±0．09328 — 土0．5041 

嚣线蒴蚜 0．2032 0．208 9．1022 0．0I 772 0．123 

A．c． ±0．043O4 ±0．94182 ±0．07008 —  ±O
． 13‘2 

草 斡 0．15I2 0．1 338 0．00949 0．I272 

C ．s． ±0．00528 ±0．0 3320 —  ± 0
． I323 

小 花 培 0．07595 0．DI93 3 0．02 38j 

0．s． ±0．05092 — ±0
．
0094】 

捕 食 蜻 0．II32 0．2039 

A．p． m  

其 它孟敢 0
．
07005 

±0．0I984 

离，山楂叶螨多集中在~[-)1-I脉附近，而苹果全爪蝻集中在靠叶缘的地带。 

2．两种叶螨的种群消长、叶蝻疑其捕食性夭敌时问动态空问生态位 且．值的关系及应 

用模糊贴近度对各播食性夭敌的评价 ’ 

由时间动态B 值和各时期的种群密度Ⅳ的比较可概括出害虫的3种詹害类型： (1)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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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Ⅳ柑一致时，易造成整株受害， (2)当 Bf与Ⅳ 一致时，易造成局部受 害} (3)当 

_B 与Ⅳ变动紊乱时，其受害情况复杂。两种叶螨的时动 B 与番自N的关系属于 L 1)型， 

见图2、3、 4、 5。两种叶螨的时动 B 均高于番天敌的，说明叶螨各时期的分布范围均 

高于天敌的，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叶螨与天敌的种群密度相差太大所引起的。叶螨与天敌 

总的同域程度可通过模糊贴近度反映出来(见表 4)。表 4显示，草蛉与叶螨灼贴近度最高， 

其次是小花蝽，这与表 1、 2、 3结果基本一致。 

田 2 革粜垒瓜螨 (上)和山檀叶蝻 (下) 

1年龅种群稍长龃鲺Ll't N 

Fig．2 The population dynamic curves of 

thetwomitesforthreeyears．P． 『棚{ 

(uper)’r·咖 ngen．~s(1
．

ow er) - 

叶闻(口／g) 

图 4 19B8~ 螨爰其捕食性天砬耐动 
空闻B 

Fig．4 Time dynamic breadth “e暑of 

the tw o mi tes and their predatory enemies 

in 1988 

日炳(日／月】 

臣 3 1987年叶螭厦茹搪童挂天敌时轴空筒 

Bi(挂 释觅舀 4) 

Fig．3 Time dynamic breadth CLllWes of 

the two mi tes and their predatory ene es 

in lgeI(em~lanatory riotes see Fig．4) 

图 5 zgsg~it蝻厦其捕食气性乱埘动空问 

Bi (柱释觅 圉{) 

Fig．5 Time dynamic breadth curves 0f 

the tw o mi tes and their pr edatory enemies 

in 1989(explanatory  notes see Fig．4) 

3．叶蠕殛其捕★性天敌的时鸿动奄空间生意位置叠殛其关系 

计算结果表明，叶螨间时C：值高于叶螨与天敌的C：值。叶螨与草蛉的 C：值最高
， 其次 

是叶螨与小花蝽的C：a时间动态 C：与 B·密切相关，当叶螨的 B 低肺，其剩余空问生态位 

多，叶螨与天敌的 G：值亦低，此时天敌(如草蛉，小花蝽)捕食其它猎物去了(如蚜虫)，当 

斟 止】呵斗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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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4 叶■与其精★夭馥童■贴避童 

T-hie 4 Fuz#y nroxtudeC~CA，B))af the~two miles sad their,predatory enemies 

草 蛉 小 花 J． } 鲁 童 蜻 
种 名 其 它 夭 最 

C．s． O．s． 1 ．̂ 

山植叶螨 0．3I99 0．2124 } 0．2051 o．1B56 

T．”． ±0．1025 ± 0．06,515 —  ±o．02942 

苹果垒爪蜻 e．2820 0．1 743 1 0．20‘6 e．169T 

P．”． ±0．1052 土e．olO47 l — ±o．o931o ● 

叶螨的B 高时，其剩余空间生态位少了，叶螨与天敌的 C：值却增大，此时天敌与叶螨同域 

性增大或是其它可食猎物减少了(如当叶螨的 BI高时，蚜虫密度已大大下降了)。但当叶螨 ● 

的B 下降后，叶螨与捕食螨的C：值却增大，捕食蛹的这种跟随效应可能与某些气象因素有 

关 (如温度)。 

4．两种叶■在苹果辫冠上分布的屡次性 

由表 2可看出两种叶螨的空间生态位重叠值较大，为o．6852<l，说明仍存在着生态位 

分离。方差分析表明，它们在东西南北 4个方位上种群密度均无显著差异。山揸叶螨在上、 

中、下、内外层次上种群密度亦无显著差异，而苹果垒爪螨在这五个层次上种群密度差异显 

著，各年层次问差异显著性比较见表 6。从表 5可看出，1987年和1989年结果类似，即上层 

毫 5 不丙Ir捷 P． mi种群羞鼻正●_l生比较 

Tible 5 $latlf,：-tJsa]_I|nllleence tests belween dLfferonl parts of the 

crown for P．"lmi populatto~  

差 异 旦 著 性 
处 珲 

I987年 l989年 I988拄 

上 层 980．8 a A ,e,737．2 a A 外 层 l251．4 a A 

中 层 880．9 a AB 3224．0 b B 下层 97e．o ab AB 

外 层 877．6 a AB $435．9 b B ± 945．9 bd AB 

内 层 604．0 b B 3039．9 b B ÷ 92日．9 bd AB 

下 层 50日．1 b B 29‘5．8 b B 内层 650．‘ cd B 

种j群极显著地高于内、下层。1988年结果为外层与内层种群差异极显著。可初步看出，苹果 

全爪螨更喜停留在上、外层，但由于山揸叶螨对各层次无偏嘻性，故这两种叶螨在树冠内的 

层次上无明显生态位分离。 

三、讨 论 

1．叶蛹及其捕食性天敌沿时间和空间维的变化特点仅反映了叶螨间的竞争及天敌跟随 

作用的表观现象。这是因为时间、空间维本身对种群无控制作用，真正起作用的 是 其 它 多 

维，如气象的、营养的、生物的等等。 

2．秀线菊蚜害分布在枝条嫩尖上，而我们的调查设计仅取枝条中部的叶片，因此所述 

天敌与秀线菊蚜的C：值及秀线菊蚜时B 值末反映出该蚜在嫩尖上的状况。 

3．应甩时间动态空间生态位宽度模糊贴近度的大小判断害虫与其天敌的同步同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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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为 初步尝试。本文显示这种方法简便、直观，且与由生态位重叠系数所得结论基本一致。 

可在应用中进一步验证和改进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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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ON NICHES OF TETRANYCHUS VIENNENSIS， 

PANONYCHUS ULMI AND THE IR PREADATORY ENE'ffilES： 

(I)．SPATIAL AND TEMPORAL NICHES 

Qin YU—Churn Cai Ning-Hua Huang Ke—Xun 

(Department of Pla．t protectCon，Bei ng AtP"icultural University) 

The results from statistical analysis 出 ow 伽 at b0廿l the title leaf mites 

have their own wide niche brca dthes and a wide niche overlap．The time— 

dynamic spatial niches of伽 e two leaf mitt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ive with 

their own population densities．These show that tw o mites have similar utillza— 

tion of resources and that the mites ar e characterized by 。gradual spread 

an d then whole—tree dmnaged ,,The niche separation of the tw o mi tes is on 

uPPer and lower faces of leaf and on some SITlall“ar es,~ of the lower faces 

of leaf。尸． ulmi tends to stay jn the top layer and outer layer of cro~rn but 

T。viennenses has no spesfic prefer ence in the crown． 

Fuzz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 that Chrysopa sinica and Orius sauteri 

have close sympatry and syndlrOny with the tw o leaf mites ，but the wide niche 

brea dthes of food recipes wea ken  their functions of predatorin ess．Predatory 

mite has narrower temporal niche overlap，but has wider spatial-niche overlap 

with the tw o mites ．and its niche breadth of food re cipes narrow，so  it can be 

utilized  to control the mites with the other natural enemies 。 

Key wordsl Tetranychu, viennensis，Panonyvh~s ulmi，predatory enemies， 

spatial niche，temporal n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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