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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北京，100091) Q／̂ 
一要 生态位态势理论，即从十体到生物圈．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中的生物单元都具有态和势两个方面 

的属性，奋是指生物单元的状态，是过去生长发育、学习 社会经济发展以厦与环境相互作用积累的结 

果·势是指生物单元耐环境的现实影响力或支配力，如能量和物质变换的速率、生产力、生物增长率 经 

济增长率、占据新生境的能力 生物单元态的变化一般呈⋯S型曲线，而势的变化则呈“钟 型曲线。特定 

生态系统中某生物单元的生态位即是该生物单元的态势与该生态系统中所研究的生物单元态势总和的比 

值，体现了该生物单元的相对地位与作用 由于生锄单元无限增长的潜力所 I起的鸯和势的增加称为生 

态位的扩充，生态位的扩充是生物圆演变的动力，是生命发展的车能属蛙。举例分析了不同生物单元生态 

位测定方法和生态位扩充的不同方式，论述了』、类生态位扩充的特殊性 

关键词： 生态位 生态位态势理论．生 

THE NICHE ECoSTATE—ECoRoLE THEoRY 

AND EXPANS10N HYP0THESIs 

Zhu Chunquan 

(TheResearchImpute ofF~estry，C．4F，B~jing一100091，Chb~) 

Abstract The niche eco~tate—ecoro~theory and niche expansion hypothesis were developed in 

this paper．Each biological unit from indNidual to biosphere exits in a certain ecostate and has 

its own ecorole in the environment．The ecostate”0f the biological unit is the accumiated re— 

suit 0f growth and deVelopment·learning 

with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n the past。 

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acting 

The“ecorole”are the current effects on the envi 

ronments，such as the rate of energy and matter exchange，productivity，growth rate．eco- 

nomie development rate and expa nding rate for new space etc。．The varying curve of ecostate 

0f biological unit is typiealy shaped as ”．the varying curve of eeorole of biological unit shaped 

like a kind of"normal curve ．The niche of a biological unit is the percentages of its eco~tate 

and  ecorole to the total ecostate and ecorole of all concerned  unhs in a certain ecosystem ．which 

reflected its relative importance and the fimction status．The increase 0f the ecostate and eco- 

role caused by the growth potential in a biological unit is called “niche expansion”．Niche ex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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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sion is the momentum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ation of the biosphere and the in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a leaving system．The measurement methods for ecostate and eeorole were 

tested in seven examples．The special properties of human niche expansion WaS also discussed 

here． 

Key words： niche，the niche ecostate—ecorole theory，niche expansion hypothesis． 

生态位理论已成为生态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并且在不同领域的生态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 ~。 。虽然对生态位的理论和方法仍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由于在生物之间的竞争、生物对环境的 

适应性、种群动态、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演替、多样性与稳定性、城市生态和人类生态等方面的研究都 

有重要的作用，固而．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本文提出生态位的态势理论和生态位扩充假说．论述了生物单 

元生态位的测定方法和生物单元态和势的变化规律， 及生物单元生志位扩充的内在机制和动力。生态 

位的态势理论和扩充假说，对于认识自然和社会系统中各种生物单元的地位与作用和生命系统演化和杜 

会发展的动力和机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生态位的态势理论 

1 1 生态位是生物单元态和势的相对 比较 

生态位是生物单元在特定生态系统中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作用=任何生物都 

在不断地与其它生物相互作用并不可避免地对其所生存的物理化学环境产生影响．其地位与作用也必然 

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与其它生物相对比较中才体现出来 =生态位应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生物单元的状 

态(能量 、生物量、个体数量、资源占有量、适应能力、智能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等)，是过 

去生长发育、学习、社会经济发展 及与环境相互作用积累的结果；二是生物单元对环境的现实影响力 

或支配力，如能量和物质变换的速率、生产力、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占据新生境的能力。前者可视为生 

物单元的态．后者可视为生物单元的势 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体现了特定生物单元在生态系统中的相对地 

位与作用。 

在测定生物单元的生态位时，不仅要测定他们的状态，而且也要测定他们对环境的影响力或支配力。 

在考虑某生态系统 个生物单元中生物单元 i的生态位时可 用下列方程式来表示 

M一_『 业  ⋯ 

∑( 一^Pj) 
J I 

其中，i，J一1，2，⋯，n，N，为生物单元 i的生态位， ．为生物单元 i的态，P 为生物单元i的势， ， 

为生物单元 J的态 ，P，为生物单元 的势，A 和 ^ 为量纲转换系数 

生物单元可太可小，是一定生态系统内的不同生物类群，如十体、种群、物种、群落、生态系统中或 
一 定的区域内的所有生物 ，或者如植物、动物、微生物和人类等，生物单元可根据研究范围和目的进行划 

分 最基本的生物单元是个体，最大的生物单元则是生物圈。从个体到生物圈，无论是 自然还是社会中的 

生物单元都具有态和势两个方面的属性，即任何生物都以特定的状态存在于 自然界，并对周围的环境产 

生相应的影响 生物单元的态即是生物单元在特定时刻的状态，对于不同的生物单元可以采用不同的指 

标 ，也可能是多个指标的综合。而生物单元的势即是生物单元在特定时间内对环境的影响力或支配力， 

其捌定也可采用不同的指标或多个指标的综台。方程(1)中的分子项 ，即生物单元 i的态+且．乘以生物单 

元 i的势可视为该生物单元的绝对生态位，与其它生物单元绝对生志位之和的比值则是该生物单元的相 

对生态位，即生物单元i的生态位。当考虑特定森林生态系统中的某种群的生态位时，就要首先测量该种 

群的数量、生物量 (材积)或能量含量，以确定该种群的态，然后测定其种群的数量的变动、生物生产力或 

能量变换速率， 确定其势，经过量纲转换后，两者之和则可成为这一种群的绝对生态位，与该森林生态 

系统中的其它种群绝对生态位之和的比值即是该种群的生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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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分析 L：以 3o年生青冈林乔术层主要种类生物量 作为 态 的度量指标．生物量的年生长量 ] 

作为“势 的度量指标，并以 la为时间尺度，因此，量纲转换系数为 la，根据方程(1)计算各种类的绝对生 

态位和生态位可从表 1中看出，各种类生态位的取值范围在 0～1之间．且总和为 1。 

衰 1 青冈林乔木层主要种类生韧量，生长量 ，绝对生态位和生态位 

Table 1 Bioma~，growth lncremenl of bloma~，absolute niche and nkhe of 

tree sped蟑 in lhe m 缸 canopy of州 曲 缸 删 forest 

t 生物量和生长量数据引自陈启常著《青同林生产力研究珀 表 6 3和表 6 3 

某种类生态位值越接近 1，说明在所研究的系统中所发挥的生态作用越大，越接近0说明所发挥的生 

态作用越小。青冈的生态位为 0．4336，石栎为 0．2491，两个种之和为 0．7126，其它 25种树的总和仅为 

0．2874，说明青冈和石栎在青 冈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常绿树的生态位合计为 0．8317．落叶树为0．1683+ 

说 明常绿树在青冈林中占主要地位。 

举倒分析2 杨树人工纯林中，杨树的生态位为 1，是人为营造的单优群落的极端倒子。 

举例分析 3：选择美国、日本、英国、中国、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等 6个国家．对人口和国民生产总 

值 生态位进行分析。以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各国特定时间人口和经济“态 的度量指标+以人 口和 

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量作为人口和经济“势 的度量指标，以1a为时间尺度，因此+量纲转换系数也是 

la。6十国家的人口和经济(国民生产总值)生态位进行计算，结果如表 2所示。中国、印度、美国、日本、 

英国和埃塞俄比亚的人口生态位分别为o．4625、0．3405、0．1023、0．0510、0．0332和 0．0206·而经济 

生态位则依次为0．0481、0、0317、0．6158、0．2308、0．0728和 0．0008。说明中国和印度具有较高的人 

口生态位．达 0+8025，而美国和日本则具有较高的经济生态位．占 o．8466 这种评价充分反映了中国和 

印度是世界人口大国以及美国和日本则是经济大国的实际情况．并且综合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 

1．2 生物单元态和势的变化规律 

生物单元态随着时间的变化一般呈 S”型曲线，而势的变化则呈“钟 型曲线。常用的 s 型曲线是逻 

辑斯谛曲线，即： 

d

百
N _ r( )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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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GNF数据引自《世界资源报告))(1988 1989)一 

其中 K是环境容量，Ⅳ为生物生长的指标(数量、生物量或能量)，即生物单元态的度量指标t r为内 

禀增长率， 为时间。生物单元势的变化则呈“钟 型，是态的变化速率t可以用“s”曲线方程的一阶导数来 

描述，即(2)式中的d N／d 生物单元的态和势都是不断变化的，对于特定的生物单元来说t在 定的环 

境条件下，r和 K值是相对稳定的，因此，生物单元的态(Ⅳ)制约着它的势(dN／d r)t即态是势的基础， 

Ⅳ 的不同取值范围决定了其势的大小。相反生物单元的势又促进其态的转化，即从一种状态变化成另一 

种状态 。 

生物生化过程和生长过程(包括同化作用、器官、个体、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生长)和经济增长一般 

符合“S 型，其变化的速率则呈 钟”型。 

对于同一森林生态系统，在不同的发育阶段进行研究，各种类的生态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t而且，任 

何时刻的研究均是对特定状态和变化趋势的研究。上述结果都是对选定系统某时刻态和势的分析，不同 

取样时间和取样范围所得到的结果将是不同的，这符台生态系统内各组分不断变化的特征 过去对态和 

势的研究是分离的。本文的研究综合考虑态与势，既反映了特定系统过去生态作用的积累结果和现实作 

用 如一株树木从种子萌发或无性繁殖开始，通过生长过程积累有机物质，不断地增加其生物量，同时对 

环境产生影响。而生物量(材积或能量)的积累在幼年期是相对缓慢的，然后经历速生期迅速增加生物量t 

达到成熟时生长缓慢甚至停滞，即树木个体的态(材积)的变化呈。S”型曲线，而树木个体对环境的现实影 

响(材积年生长量)在幼年期很小，速生期达到最大，成熟时又变得很小t即势的变化呈“钟”型曲线，如图 

1所示Ⅲ]。同样 ，一个森林群落的态和势的变化过程也是如此，幼年期的森林总生物量低，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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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YHr|(a) 

：榘 
。喏§ } 

图 i 单株树的态和势的变化 

Fig．I The Ostne and~orole Di individual tree 

— — 单株材积(志)Tree volume(E~tate) 

⋯ 单株材积年生长量(势)随着林龄的变化规律 

Am~ua]volume increment per tr钟 (EcOrok) 

力也较小．中年期的森林生物量积累迅速，对环 

境的影响也最大．而成熟后的森林生态系统生物 

量则很少变化，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也达到了一种 

动态平衡，即生态系统的态(总能量积累)变化曲 

线呈“S 型 ，而势(与环境的能量变换 )的变化曲 

线则呈 钟 型。如不同生长动态类型松林每公顷 

树木材积随着年龄和年材积增量的变化而变化 

(见图 2)：”]。另外，森林生态系统演替 100 a的 

假定模型和实验小宇宙自养演替 100 d的变化， 

总生物量(可视为 态”)的变化曲线均呈 S 型， 

而净生产量(可视为 势 )则均呈“钟”型m]。 

对于一个人来说．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 

中，其体能的增加过程一般呈 S 型曲线．而对 

环境(包括 自然和社会)的影响则是随着体能增强、技能和智能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而不断增强· 

在一定的时期达到顶峰，并随着衰老而弱化，直至死亡而消失 。但是，人对社会的影响具有特殊性 ，即人 

的思想、学术和技术成就可以通过一定的载体得到传播、继承和发展，虽然作为生物学意义上“人”的客 

体随着一十人的死亡而不存在．但是其影响力还会在一定的时期和范围存在，即人的势在一定的条件下 

可以脱离原有的客体而存在并发挥作用，这是需要特别研究的。 

同样，任何一个国家也具有态和势的属性 ． 

衡量其态的指标包括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 

发展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国际 

贸易额等)、国防实力、科技水平、资源拥有量、 

资源消耗量、环境状况以及社会文明程度和在国 

际社会中的地位等，衡量其势的指标则包括人口 

增长率、工农业生产力、经济增长率、能源与资 

源消耗的速率、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政治影响力 

等等。任何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作用都是 

其态和势的综合，是人口与资源状况、经济实 

力、国防实力、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力以及 

政治影响力的综合 

2 生态位的扩充假说——生态位的扩充墨生袖 

啊演变的动力 

生物都有无限增长的潜力．当其所处的环境 

有利时，这种潜力便得以发挥，以无可阻挡的力 

量增长、繁荣和进化I当其所处的环境条件不利 

时，这种潜力便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表现为减 

少、衰退甚至灭绝。把由于生物单元无限增长的 

潜力所引起的态和势的增加称为该生物单元生 

态位的扩充。生态位的扩充是生物圈演变的动 

专 

； 

鬟 

年 Y‘Ⅱ_(I) 

圈2 橙林生长类型 1和 25每公顷材积c态)和 

年生长量(势)随着林龄的变化规律 

Fig 2 Tbe eo t叶 and 髑 of 

0tle hectare Of pine f0rest type 1 and 25 

●一●橙林生长类型 1每公顷材积的变化 

Volume per hm。of p erle{ccest type 1 

0—0捂林生长类型 1每公顷材积年生长量的变化 

Annual vo rl increrl nt口ef hm0 

of pit~e fOren type 1 

▲一▲松林生长类型 25每公顷材积的变化 

Vo1um131~ per hm。of pine{ccest type 25 

△一△松林生长类型 25每公顷材积年生长量的变化 

Annual volume inctemem per hm0 

of pine forest ty]3~25 

力，是生命系统发展的本能属性。任何生物都有无限地扩充其生态位的潜力·试图占据更太的生存和发 

展的空间，发挥更大的生态作用，对环境产生更太的影响。 

生物的发生发展过程即是其生态位扩充的具体体现。生物生态位扩充的源动力则是 日地系统能量变 

换过程负熵的输入。从根本上来说．生物生长发育的基础是各种复杂的生化反应的结果，生命系统中的 

 ̂． { Ëv l i  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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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生化过程包含着能量的吸收和耗散的动态平衡，而生命系统所利用的能量绝大多数都来自太阳能． 

即植物光台作用固定的能量。陆地上适合植物生存的地方．只要没有外界的干扰．或迟或早会侵入植被 

和其它种类的生物，开始定居和演替的一系列过程。只要生存所需的必要条件得到满足，生物就会出现 ， 

就会生长、就会簧育、就会占据更大空间。皆伐迹地的天然更新、各种荒山荒地上植被的自然恢复过程 ， 

均是植物扩充其生态位的具体表现 只要满足生存需要，一株苗未必然会长成大树、一个刚出生的燕子 

也必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长大成人。生物的生长发育是不可阻挡的，随着植物的生长将占据更大的空间， 

对环境产生更大的影响 ；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具体体现在人的体能，技能与智能的高度统 
一 [1 

， 随着人的体能、技能和智能的提高，对环境(包括社会和 自然环境)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从人的本 

性来说，每个正常的^都 有发展 自已，发挥更大作用的内在愿望和要求 ．正是这种内在的愿望和要求驱 

使着人们不断地上进和发展 ．井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生物单元生态位扩充的实例很多，如上所述 ．树木和^的成长过程均是个体生态位扩充的例子 在 

生存资源得到满足的条件下·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甚到生物圈中所有的生物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 

提高其态势，表现为个体的生长、种群的增长、群落演替、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演化、生物的进化和人类 

社会的进步。 

植物个体生态位的扩充来源于体能的增加，占据的物理空间的增大和适应能力的增强，动物个体生 

态位的扩充则来源于体能、适应能力、技能和智能的不断提高 (其中技能和智能主要是指人来说的)。植 

物个体生长的结果是增加生物量、占据更大的空间、对环境产生更大的影响，同样，动物成长的结果也是 

增加其体能和对环境的影响力，即个体生态位的扩充是生长的必然结果。任何种群都有其固有的生物潜 

能(r)，是有机体生殖、存活，即增加数量的固有特质【 。 

举例分析 4：环境无限制的扩充。在环境不受限制的条件下，种群将以最大的增长率增大，即呈指数 

增长，Nr： ，同时t由于种群内个体的生长也必然导致种群总生物量的增加。因此，在环境不受限制 

的条件下，种群生态位的扩充是内在的、必然的。在环境资源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或者在种群增长的初始 

阶段多呈现这种指数式的扩充，如新大陆发现后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或者在一定时间尺度上来看世界人 

口数量的增长等t这种扩充的方式可以枧为不完全的“S 型增长，见图 3A。 

举例分析 5：环境有限制的扩充。当然，自然条件下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环境限制．因此，任何种 

群的增长都是有限的，即受环境容纳量( )的限制。这种扩充方式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见图3B 

举例分析 6：竞争条件下的扩充——使环境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生物单元生态位的扩充是生物圈 

演化的动力。自然界的物理化学条件和生物单元的生物学特性决定了该生物单元的生物潜能．而个体生 

态位和种群生态位的扩充则导致了种内和种间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或者是一些个体被淘汰，使种群内的 

个体数量减少，或者是某些种群被捧斥而消失；或者是生态位得 以分化而共存．使物种占据更大的生态 

位。种群内个体被淘汰的现象是很常见的。如 自然稀疏现象 自然界中由于竞争使整个种群被淘汰的现 

象则是相对少见的，而生态位的分化使生物单元共存在自然界中则是常见的。生态位的扩充使生物单元 

占据和利用更广泛环境资源，长期适应不同的环境可能诱导遗传基础的差异，也是诱导新物种的产生和 

形成丰富物种多样性的基础。生物单元生态位的扩充还表现在生物单元状态的提高和对环境影响力的不 

断增强 ，即态和势的综台提高。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物种所利用的资源越分化越有利于他们的增长。当 

新的物种出现时．如果与原来的物种占据相同的生态位并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则会最终取代原来的 

物种t进化导致对每个小生境平稳增长的开发利用，并使由各十资源带所维持的群体增加，见图 3c；如 

果开拓一十完全不同的小生境 ，则会以一定的增长速率与原来的物种共存，再一次的进化导致环境的更 

充分的利用[1 。生物单元生态位的扩充必然导致生物的进化，进化过程也是实现生态位扩充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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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分析 7：生物单元通过不断地提高环境容纳 

量而实现扩充。许多散生物、植物和动物种群的 

种群生长．包括实验种群和 自然种群，已经证明 

是 s 型的增长[j ，即受环境容纳量的限制。只 

有人类，似乎没有达到环境容纳量的限制。但灶 

许多考证的图表、数字表明．在一定的历史时 

期 ，人类的增长也符舍“S”型的增长。只是 由于 

人类社会 的几次重大技 术革命．如农业革命 

(10000 a前)、铁器革命 (约 2000 a前)、工业革 

命(100多年前)显著地提高了人类的环境容 纳 

量 ，见图3 D。因此．世界对于人类的窖纳量 

不能不靠技术确定 人类通过技术上的进步 

不断地提高了环境容纳量 ，因而实现了人类生态 

位的扩充。人类仅仅是生物圈中的一个物种而 

已，但是 ，人类生态位的扩充是最显著的。人口 

数量的增长、人均资源消耗量的增加、人类对世 

Example‘ Ex~ ple 5 

Example 6 

3 种群生岳 clj 举恻打析【说明 止史) 

Fig．3 Tk examDks。{the~Eche expa~sioa of 

populations(discussed in the text) 

界环境的影响能力不斯增强是不言而喻的 人类从森林中的原始部落、发展成以驯养植物和动物为主的 

农业社会、以化石燃料为动力的工业社会和以信息及高新技术为动力的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带来了几个新大陆的发现与开发，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不断增强 ．』、类相对于其它生物的比重 

逐渐上升，占据的地表范围不断增大、地球表面几无未被人类涉足的地方了、并且实现了太空旅行、人类 

的足迹已经多次踏上了月球，人类已经成为生物圈中的一个绝对优势种’”]。毋庸质疑，人类的生态位在 

不断地扩充。通过技术的进步实现其生态位的扩充是人类有别于其它生物类群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一 般把特定环境中某生物单元可能达到的最大数量( )视为其“窖纳量”，在种群增长模型中假定为 

常数。实际上，“容纳量 —— 是一个变量，而不是常数。“窖纳量 是针对特定生物单元来说的．是 自然 

环境资源、其它生物对环境资源的影响、生物单元本身对环境资源的影响的函数 人类环境资源的容纳 

量与自然环境资源、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影响、科学技术水平、人口数量、人均资源消费量、农业生产的效 

率 、环境资源利用的效率、以厦环境资源分配的合理性等密切相关 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容纳量的影 

响越来越显著．因为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飞跃都极大地提高了窖纳量。因此．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增加对农 

业的投入、植树造林、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低污染生产技术、改善医疗条件、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资源的 

合理开发、分配与利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等都有助于提高生物圈的窖纳量，相反．人口过度 

增长、植被破坏、土地退化、资源不合理开发与分配、环境污染则是降低生物圈容纳量的主要因素 个体 

生长和种群增长是群落演替发展的动力，在自然群落中，个体的出生与死亡、生长与衰败 迁移与侵入 

种群的出现与消失等，经常是相伴出现的。然而．在没有大的干扰的前提下，群落和生态系统总是由低级 

向高级发展，从裸地向顶极的演替过程就是由简单向复杂、由低态势向高态势的演变过程。因此，群落和 

生态系统的生态位也具有明显的扩充属性。综上所述，自然和社会中的生物单元都具有扩充生态位的属 

性．这是生命系统所固有的 

生物单元生态位的扩充是生物开辟新生态位的内在动力．髓着生态位的扩充，生物单元对环境的影 

响也愈加强烈，环境受生物的影响必然产生明显的变化，人类活动所引起的越来越显著的全球变化就是 

倒证 生物引起的环境变化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同时 ，日地系统本身也有其内在的演变规律，当环境 

发生急剧(自然的或生物造成的)变化时，长期生物与环境互作所形成的动态平衡被打破，使某种或某些 

基因型受益，表现为新的基因型的发展或者新物种的产生和迅速增长。据研究在』、的一生中，只有大约 

10 的遗传基因被开发利用，基因型中未被开发的遗传潜力就象信托基金(trust~unc1)．只有在环境发生 

急剧变化时才得以利用 ，如果环境的确发生了变化，那些携带 适当的遗传材料 的人将能够适应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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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并且将适合这些环境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0 由此看来，人的遗传潜力是很大的．而这种丰富的 

遗传潜力则是人类不断地扩充生存空间，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中丰富的环境多样性是形 

成物种多样性的基础，生物生态位的扩充与环境的协同进化则是形成基因和物种多样性的原因。现实生 

物圈中的十分丰富的遗传、种类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也是生物生态位不断扩充和环境互作演化的结果 

即生物圈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所形成的特定状态。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生态位的不断扩充对环境产生的影 

响越来越显著 在更深更广的领域和范围发生作用 以至影响到生物圈的可持续续续性。从人类生态位 

扩充的特点来看．人类是通过不断地提高环境容纳量( )来实现人 口增长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 

此．可持续发展应当是促进生物圈容纳量不断提高 使人类生态位扩充的速度与环境容纳量的提高相适 

应．摆正人类在生物圈中的位置，尽量避免对环境的不利影响的发展。 

3 结语与讨论 

任何(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社会中的)生物单元都 以一定的状态存在于自然界 并对环境产生相应的 

影响，即包含态和势两十方面的属性。生物单元态的变化一般呈“S 型+而势的变化则呈 钟 型。在特定 

的生态系统内，生物单元的生态位是该生物单元态和势之和与所有被研究的生物单元态和势之和的比值． 

即该生物单元在一定系统中与其它生物单元的相对地位和作用。 

由于生物单元无限增长的潜力所弓f起的态和势的增加称为该生物单元生态位的扩充。任何生物单元 

都有无限地扩充其生态位的潜力 试图占据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发挥更大的生态作用+对环境产生 

更大的影响；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甚至生物圈中的所有生物包括人类社会的不同层次都具有扩充 

其生态位的属性；生态位的扩充是生物圈演变的内在动力+是生命系统发展的本能。 

人类生态位的扩充对环境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以消耗其它生物与环境资 

源为代价，造成环境的退化 另一方面．人类在不断扩充其本身的生态位的同时主动地扩充环境资源的 

容纳量”，并不总是被动地受 容纳量 的限制。“容纳量 不是常数+而是一十变量 人类环境资源的容纳 

量与 自然环境资源、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影响、科学技术水平、人口数量、人均资源消费量、农业生产的效 

率、环境资源利用的效率、以及环境资源分配的合理性等密切相关。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容纳量的影 

响越来越显著。 

现代生态位理论是以 Hutchinson的多维超体积概含为基础．从不同的环境维上来确定不同种类的生 

态位 ．在森林生态学研究中也是以该理论为依据 ，参照 Whittaker的群落梯度分析的方法获得种的重要 

值．在一十或多十资源轴上进行生态位宽度和种对间的生态位重叠的计算和比较 Hutchinson的多维超 

体积概舍在理论和实际应用中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而 Whittaker提出的用重要值表征种的重要性或生态 

位空间实际上更多地反映种在分布上的状况，不能充分说明物种在特定群落中的实际功能位置。也有许 

多学者将生态位与资源利用谱等同，而有的植物学家枧生态位为植物与所处环境的总关系 。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刘建国和马世俊提出了扩展的生态位理论+认为生态位是在生态因子变化范围内．能够被 

生态元实际和潜在占据、利用或适应的部分 拓展了生态位的研究范围_1 。总之，上述研究均是从生物 

单元的生态环境方面来表述其生态位，然而，对于任何生物单元的研究都是对特定时刻、特定生物群体 

的状态描述，当前实际占据环境部分不能反映该生物单元所经历的环境变化的所有特征．而且．生物单 

元所占据的生态因子范围受多种随机因素的影响 ，因此．特定时刻某生物单元所占据的环境范围对于说 

明该生物单元的生态作用没有实际意义。 

本文用特定时刻的 态”表示生物单元过去生态作用的积累结果，用“势”表示该生物单元的现实作用 

和影响力．即反映了该生物单元生态作用的动态结果 ，也反映了其现实功能作用，综合反映了特定生物 

单元的历史、现实作用和发展趋势。同时．与特定系统中的其它生物单元的相对比较，体现了不同生物单 

元相对重要性．如青同林中各乔术树种的生态位充分反映了它们的生态地位，而 6十国家的人|口生态位 

和经济生态位．反映了各国的人 口和经济的历史发展、现实作用和发展趋势。另外 ，从生物单元“态 和 

“势 的变化规律，揭示了生物单元生态位扩充的内在原因和扩充的方式，生态位的扩充必然导致生物单 

元之间的竞争，并实现对环境资源更 充分的利用。通过研究生物单元生态位的扩充，揭示了生物之间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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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生物多样性形成和进化的内在机制。生物单元生态位的扩充是生物圈演化的动力，由于生态位的扩 

充必然导致竞争，竞争别使生态系统的容纳量提高 ，由于人类生态位的不断扩充．主动地提高了世界人 

口的容纳量．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性。 

本文提出的态势理论具有普适性，即生物圈中的不同组织层次上的生物单元均以特定的状态存在， 

并具有其相应的生态作用．即包含态和势两个方面的属性。而且，生物单元都具有无限地扩充其生态位 

的潜力。该理论综合了生命系统所具有的共性，既考虑生物单元的状态与动态特性、也包含其结构与功 

能的特点。既适用于人类社会，也适用于其它所有的生命类群，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高度综台。在揭 

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尚玉昌．现代生态学中的生态位理论 生态学进展，1988，5(2) 77~84 

GrlaneH J．TheNiche—Relatlonship oftheCab~rmaThra~er．^“ ·1919·34；427～ 433 

EltoaC ．4rcmatEc~ogy．SMg~ ck and Jacksea，London，1987，63～68 

CauseG F．The Struggle Exlscerre．W iEllan ＆ Wilkins·Baltimore，1 934，19～ 2O 

Hutchinsoa G E．Coaelud[ng Remarks．Cold Spring Harbor Sm B ‘ 口 ． ，1 7，22：4l5～ 427 

W hha r R H．C~ mtoCties and E~-osystem Macmillan，1970，2l～ 83 

W hittakerR H，LevinSA andRootRB Niche·Habitat and Ecotope．Amer． 幽 ·1973，107(955)：32l～ 338 

Whitmk~ R H and Levin S A(ed．)．Niche：the y册 apflk~ion．Dowden Humhmson and Ross，Inc．，1975 

Colinvaux P．Ecology．Joha Wiley＆ Sons．Inc．，1 988，89～ 34 

王 刚l植物群落中生态位的计测．植物学与地植物学丛刊，1984，8(4)；船9～338 

王 刚等．关于生态位定义的探讨及生态位重叠计测公式改进的研究．生志学报，1984，4(2)：1l9～127 

王如橙．高技 -和谐——城市生态调控原则与方法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彭少磷，王伯荪．鼎潮山森林群落种群生志位重叠的研究．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北京：科学出崾社， 

1990．6：l9～28 

和建国，马世骏．扩展的生态位理论 现代生态学透视，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0．72~89 

王如橙．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人类生态学研究进展．中国生态学发展战略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 

杜 ，1991．405～444 

王如捂．城市生态学及其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生态学发展战略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445~486 

泉春全．生态位理论及其在森林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生态学杂志，1993，12(4)：42~48 

余世孝，L臭罗西．物种多维生态位宽度测度．生态学报，1994，14(1)：32~39 

陈启蹄．青冈林生产力研究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杜，1992 

王元佳等译．世界资源报告(1988--1989)．北京：环境科学出版杜，1990 

Chr e，J．M．Provisioned Yiekl Tables for Poplar ia Britan．Forestry Commission．T~hmcal Paper 0，Forestry Com- 

mission，Ediaburgh． 1994 

蒋伊尹等译，安塔纳伊季斯，B．B．，扎格列也夫，B B 著．森林生长．1988． 

[美]E P臭蔷姆著．孙{I；I诛 ，钱国桢，林浩然等 译．生态学基础．北京；人民教育出艋社，1981 

牛文元．持续发展导论．北京；科学出版杜，1994 

绦锅申，陈式刚，王光瑞，陈亚槔译，G尼科利斯．I普里戈京著．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北京：科学出版杜·1986 

475～524 

Zimbardo P G．Psychology amL肌 ．Thirteemh edition，Harper CNlms Publ ers，1992 

睬太珂著 经济生态学引论．哈尔滨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8 

王业蓬等译。生物匿的第一性生产力．北京 科学出版杜，1985 

0 ：  0 u 地 ” “ ¨ " ∞ 虬 船 船 烈 宅暑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