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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鸡足山元江栲群落和高山栲 

群落的植物种间结合研究 

彭明春 党承林 s 7，三‘o 
(云南大学 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 昆明 650091) 

摘要 报告云南鸡足山半湿润常绿阉叶林元江栲群落和高山栲群落植物种问结合的研究结果。测定了两类 

群落共63种植物按层擞组成的682十种对的种问结合．获得有相关性的种对215十(正相关154十．负相关61 

十)．结果表明t1)群落各有自己的基本组成种类洞 一群落的种问互为正相关．不同群落的种问为负相关．2) 

不同层扶植物种问的相关性显著水平不同，高显著水平的种类大多处于乔术层。3)发育盛期群落中极少有或 

投有负相关的种类．发育晚期群落中有一定数量的负相关种对I过菠地段的群落中负相关的种对较多。4)作 

者改进的联结系数模耍 f̂兼有定量、定性两类模型的优点I作为植物种的重要性指标，广义多度较十体敦更 

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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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INTERSPECIFIC ASSoCIATION 0lF BoTH 

Castanopsis orthacantha AND Castanopsis delavayi 

CoMMUNITIES AT JIZU MOUNTAIN，YUNNAN PROVINCE 

Peng M ingchun Dang Chenglin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tany，Yu~an Unlvers畦y·Kunming，650091，Chitin) 

Abstract Castan sis orthacantha and Castan sis delavayi forests are the major types of 

semi—humid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in the area of central Yunnan plateau．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specific association of the two communities at Jizu Mountain of Yunnan 

Province．In the study，there are 215 species—pairs correlations expressed in 682 pairs mated 

by 1 7 tree species，15 shrubs and 29 herbs．The result shows that：1)The species express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the same community，an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in the different 

communities．Four species showed the high positi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in the Castanop— 

sis orthacantha community，and the other 4 species in Castanopsis delavayi community．2) 

The level of correlation significance varied at different layers．There are more pairs of high一 

1evel correlation in tree layer than in shrubs Or herbs．3)The numbers varied in pair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rrelation of community at different stages or in different habi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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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pairs of negative correlation existed in prime stage，while the pair number of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non—correlation was roughly equa1．However，in the later stage the pairs of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non—correlation decreased and negative correlations appeared．In 

the transition zone，negative correlation pairs increased and surpassed in number either of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s．4)The association index model Ai has advantages of both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odel，which can both eliminate the higher values in qualitative 

models，and reduce data—collecting work in quantitative models．As the index of value of 

species，the generalized abundance is more rationale than the number． 

Key words： semi—humid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interspeeific association，index 

model'Jiz
．

u M ountain of Yunnan· 

一 定的植物种类组成及其所形成的结掏是群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也是群落保持自身稳定和维持正 

常功能的根本保证l群落内植物种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对群落结掏的形成，群落的发展方向和过程都将发 

生重大影响。群落的种间结合 ，可用以确定群落的基本成分 ，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群落的整体结构和功能， 

为群落多样性、主要种类生态位的研究奠定基础。作者对云南鸡足山元江栲群落和高山栲群落的植物种间 

结合进行了研究。 

1 研究地区环境概况和研究方法 

鸡足山地处滇中高原西北部 ，横断山脉东侧，位于25。56 ～26。00 N，]00。20 ～100。25 E之间 山体中下 

部年均温11．9℃，最热月(6月)17．3℃，最冷月(1月)4．7℃，年较差12．6℃，年活动积温4344．9c1年降水量 

I】92-3ram+其中雨季降水占总量的89 ；干湿季分明，夏季凉爽湿澜，冬季寒冷干燥+气温、降水垂直变化 

明显。地面植被是以元江栲、高山栲、滇青冈等壳斗科植物为优势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野外调查采用相邻格子方法，使用10×lOm 的样方 。调查样地7块，总面积为1．3]hm z：其中元江栲群落 

样地4块 ，0．71hm。，高山栲群落样地3块，0．60hm。。样地基本情况见表l。 

表1 样地基本情况 

Table 1 The essential features 0f specimens 

综合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意见 ，结合本研究调查资料的具体情况，选择下列4种模型进行结合指 

数的测定 ，其中联结系数摸型 Af是经作者改进的。 

联结系数A = 等} 老 

x 统计量x。= 簧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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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相关系数 即一石 譬元 芊 (3) 

(Xk— x )(Yk— F) 

相关系数 m ， 一 _ (4) 

√∑(Xk—x) ∑(Yk )。 
' j一 1  ̂ 1 

(1)～(3)中，a为含有 A、B两个种的样方数，b为不含 A种只含 B种的样方数， 为只含 A种不含 B 

种的样方数，d为既不含A种也不含 B种的样方数， ；n+6+c+d为样方总数 x 统计量的+、一号的选 

择，根据 nd— 的符号确定。 

相关系数模型(4)中，Xk、 分别为第k个样方中物种 A和物种 B的重要性指标 ，X、F为各 Xk和 

的平均值，在计算过程中分别使用了广义多度(v )和个体数(Ⅵ )为重要性指标。物种的广义多度定义为各 

等级个体的数量与其权值之积的总和，即： 

Vn一∑ Pj 
‘- 】 

其中，州为分级数， 为第 k级个体数量，Pj为第 k级个体权值，本研究 中物种的分级和权值为；乔木树 

种，0．2(H<33)、0．5(D<2)、1(D一2—7．5)、2(D一7．5—15)、3(D--15—22．5)和4(D<22．5)‘灌木按乔 

术第 1、I级(权值0．2、0．5)处理}草本植物，O．1(Ⅳ<30)和0．2(H>30，其中 Ⅳ 为高度，D为胸胫)。 

联结系数模型使用固值0．20、0．4O、0．70确定种对的相关显著水平，由于不同模型的测定值存在差异， 

点相关系数及相关系数模型的阈值参照乔木层主要种对的测定值与联结系数模型测定值及 x 统计检验 

结果的相对比值确定。 

上述联结系数模型 A 是经作者改进的，是基于过去使用的联结系数模型； 

F(ad— )／(4+6)(6+d) ① (ad≥ ) 

AC= l(ad— )／扣 +6)( +c) ② (ad< ，d≥4) 

l L
(Ⅱ — )／(d+6)(d+f) ③ (0 < ，d<4) 

其中存在较为明显的错误：当 ≥ (①)，bee时(常见)，如果交换物种 A、B的位置(6、c互换)，①式 的分 

子不变，而分母势必发生改变 ，从而导致物种 A和物种 B的联结系数 AC的计算结果与物种 B和物种 A 

的不同，这显然违背了交换律。另外，当 < (②、③)时有意识地缩小联结系数值，也不尽合理 所以作者 

使用原模型中 d< 的两种情况(②和③)的分母之和作分母，分子之和作分子，设计联结系数 A ，这样更 

为合理 ，也便于解释。 

在相关系数模型Rn中，使用广义多度代替个体数作重要性指标是基于如下事实：植物种的重要性指 

标反映它在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 。目前使用的以个体数为重要性指标的数学模型，源于昆虫生态学。同一 

昆虫种群(群落)个体差异不大，个体数的确能体现物种在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 植物群落则不然，植物个 

体变化很大 ，个体数难 体现出它在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 曾经有学者使用生物量作重要性指标，这是 比 

较合理的，但生物量测定工作量太大，在实际工作中难U实旃；盖度系数作为重要性指标也具有合理的一 

面．但它受植物生物学特性的较大影响．并且要准确测量比较困难。本研究使用广义多度作为重要性指标， 

它不仅考虑个体数，也考虑个体大小因素，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出植物种在群落中的地位 为便于比较，研究 

中也使用了个体数作重要性指标的相关系数R 的进行计算。 

2 结果与分析 

植物种闻结合，是指不同种类的植物在空问分布上相互关联的特性，可以使用种对的相关性来描述 。 

物种之间，存在3种可能的关系：正相关、负相关和不相关。正、负相关的种对叉可根据相关的程度划分为不 

同的显著水平，不同显著水平的种对，其相互依存(正相关)或相互排斥(负相关)的程度不同 极显著正相 

关的种对总是同时出现，般显著负相关的种对从不同时出现；显著正相关的种对经常同时出现．且其数量 

呈正比例关系，显著负相关的种对极少同时出现，同时出现时其数量也呈反比例关系；一般水平相关的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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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现通常情况下同时出现或不同时出现，但其数量上的比例关系不明显f不相关，一个种的存在于另一 

个种的存在与否无关。 

本研究野外调查的131个样方中共记录植物137种，为便于分析，本文只选择在洋方中出现频率高和个 

体总数都较多的63种植物(其中乔木19种 ，灌木15种，草本植物29种}层间植物l依其茎的质地分别归于灌木 

或草本植物)，分层次计算种对的结合指数，并确定种间结合(相关)的性质和显著水平 

2．1 各层次的种间结合 

综合各模型的测定结果，全部682个种对(其中乔木171对 ，灌木105对，草本植物406对)中，具有相关性 

的种对共有215十(表2)。 

从表2可见。群落不同层次的植物种问的相关性不同，乔术种具有较多的高水平相关的种对 ，而灌木， 

草本植物相关的种对多为低显著水平，且负相关的种对都未达到般显著和显著水平。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 

作为群落标志的主要优势种都处于乔木层，同一群落的种类相互依存，不同群落的种类竞争和排斥比较剧 

烈。而下层(灌木、草本层)种类之 间，因其数量都相对较少，并受乔木层的控制，种类之间的竞争或依存关 

系并不十分明显，只有少数种类由于对小环境的依赖表现出比较密切的关系。 

衰2 各层次备木平相关种对数量 

Table 2 The]ittlnber of spedse parr of~orrelat|on levels of  every layers 

2．1．1 乔木层 

乔木层有相关性的植物种对71个，极显著正负相关有24个，全由元江栲(Casta 印 ortAacatha)，米饭 

花(Vaccinium mandarinoram)、银木荷(Schima argentea)，厚度香(Ternstromia gymnanthera)、滇青冈(Cy— 

clobanopsis glancoides)、粉背石栎 (Lithocarpus Hypoglaucus)、猴子木(Camellia yunnanends)和高山栲(c． 

dela'~M)8种植物组成。这8种植物分为两组：第1组为元江栲，米饭花、银木荷和厚度香，第2组为高山栲，猴 

子木、粉背石栎和滇青冈。组内的种类，除种对滇青冈一猴子木外，均为极显著正相关，而两组 间的种类，3个 

种对为显著负相关，其余为极显著负相关。事实上，上述第1组植物就是元江栲群落的主要乔木种，第2组植 

物则为高山挎群落的主要乔木种。 

其它种类中，乳状石栎(L．craibanus)、丽江拎(Eurya handel-mazzettii)和华灰木(Symplocos chi ensis) 

等种类之间及其与元江栲群落的种类之间表现为正相关，而与高山栲群落的种类之间表现为负相关，它们 

常见于元江栲林而般少或不出现于高山栲林 ；长圆叶栋木(Comus oblonga)、野柿(Diospyros Kaki Vat, 

sylvstris)、云南樟(Cinnamomum glanduliferum)和滇油杉(Keteleeria evelyniana)等种类则与上述种类的情 

况相反，仅出现于高山栲群落。克雷木(Craibiodendron 3mnnanense)既与元江栲和厚皮香叉与高山栲表现 

为正相关·在野外调查中。只在寂光寺附近发现该植物，不能判断其归属，但根据有关研究资料 ，克雷木 

是元江栲群落的成分 。香叶树(Lindera communis)和野樱(Prunus conradinac)两种植物的数量较步，对群 

落的依赖性比较小。 

2．1．2 灌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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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层有相关性的植物种对32个，没有极显著正、负相关和显著相关的种对。显著正相关、负相关的种 

对各7个，主要由云南野山茶(Camellia pitardii var．yunnanica)臭荚莲(Viburnum foetidum)、多叶花椒 

(Za tho~ylum multijug )、针齿铁仔(Myrsine semiserrata) ￡毛山蚂蝗 (Desmodium velutiunm)和云南山 

桂花(Osma th yu nanensis)等6种植物组成 这6种植物也分为两组 第1组是云南野山茶和臭裸莲，第2组 

包括多叶花椒、针齿铁仔、缄毛山蚂蝗和云南山桂花。其余种类除小叶女贞(工 ustrum quihoui)和箭竹 

(Sinarundinaria sp．)偏向第1组外，其它种类都偏向于第2组，其中以粱王茶(Nothot，删4 delava~)和鸡脚 

泡 (R“bus de~avayi)尤为明显 。灌木层植物种类在群落中不形成优势 ，个体数量也不多，种间竞争不明显， 

以上述6种为主分成的两组与其它种类表现出复杂的关系，小叶女贞既与臭棵莲、云南野山茶．叉与粉叶荚 

蓬 ( ．cylindHcum)、粉叶小檗(Berberis pruinosa)、云南山挂花表现出正相关，箭竹、丽江胡颓子(Elaegag- 

nlz$delawayi)的情况也类似，只是与两组关联的种类要步些。 

为确定灌木与两类群落的关系，研究中测定了各种灌木与8个主要乔木种的种间结台。结果上述第1组 

植物与元江栲群落的组成种类呈各级水平的正相关而与高山栲群落的组成种类呈各级水平的负相关。第2 

组植物则与之相反，说明它们分别是元江栲群落和高山栲群落的组成种类。其它种类分别偏向(或偏离)某 
一 群落，主要是由于两类群落的林下环境不同所致。例如，箭竹作为一种当地分布广泛的植物，在潮湿的地 

段 比较常见，但围元江栲林的分布地生境普遍较高山栲林潮湿，故更常见于元江栲林 

2．1．3 草本层 

草本层有相关性植物种对112个，极显著正相关的有2个：唐橙草(Thalictrum sp．)一荩草(Arthraxon 

hispidus)及西南菝葜 (Smilax bockii)一荩草}显著正相关的有硬果鳞毛蕨(Dryopteris uctuosa)一长序缬草 

(Valeriana hard~ickii)等27个；正相关的有硬果鳞毛蕨一密花千里花(Seneclo cappa)等68个；负相关的有小 

鸡藤(Dumasia forrestii)一长序额草等15个 分析测定结果可知，草本植物也可以分成两组：第1组有小鸡藤 

和 鹿衔草(Murdannia divergens)；第2组包括荩草、西南菝葜，雀儿舌头(Leptopus chinensis)、飞仙藤 

(Per~ploca fortestii)、常春藤(Hedera加加 va r．sinensis)、风尾蕨(Pteris hermosa)、唐松草、心叶兔儿风 

(Ainstiaea bonatii)和牛膝(Achyramhes bidentata)等 其余的种类除云南兔儿风 ．yunnanensis) 硬果鳞毛 

蕨、长托菝葜(s．fefox)和云南崖爬藤(Tetrastigma yunnanensis)偏向第1组外，其它种类都偏向第2组。其中 

光茎茜草(Ruhia leiocauli$)和菱叶崖爬藤(7’．triphyllum)尤为明显。 

草 本 层种 间结 合 的情况 类似 于 灌木 层，但 比茬木 层 更为 复杂 ，如云 南马 兜特 (Arisotolochia 

yunnanen~s)既与鹿衔草 ，又与第2组的大多数种类为正相关 ，类似的种类还很多。草本植物之间出现这种 

复杂的相关性，主要是因为草本植物更依赖于小环境，而受上层植物种类的直接影响更小。 

和麓木层一样，为确定草本植韧与两类群落的关系，对草本植物与8个主要乔木种的种间结台进行了 

测定。结果小鸡藤与元江栲群落的种类呈正相关而与高 山栲群落的种类呈负相关．说明它是元江栲群落的 

组成种类{第2组枣草、西南菝葜等植物则与小鸡藤相反，说明它们是高山栲群落的种类 鹿衔草鞍明显地 

趋 于元江栲群落 ，云南兔儿风、硬果鳞毛蕨、长托菝葜、盘银花 (L~nicera japonica)、吉祥草(Reinechia 

carnea)和巴东忍冬(L henryi)的趋向不十分明显 ，其它种类都明显或比较明显的趋于高山栲群落 。沿阶草 

(Ophiopogon bodinieri)是一个分布广泛的种类．在元江栲林和高山栲林都鞍常见，但因元江栲林乔木下层 

比较茂密，限制了它的生长，故测定结果出现偏向高山栲林的趋势 

2．2 优势种与其它种类的种间结台 

上述63种植物中，与元江栲有相关性的植物共37种，与高山拷有相关性的共42种，列于表3。根据表3． 

植物与优势种的种间结台和与群落的种间结合 一致 

2．3 群落内的种间结台 

两群落样在分层次的、各级相关显著水平的种对数量如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各样地茬木、草本层各级 

水平的种对数比例较为接近 ，而乔木层则有明显的差异 在此仅对乔术层的情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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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寺前山的元江拷椿和祝圣寺的高山拷椿均无负相关种对，表明这两地的群落处于发育盛期，种问 

关系比较协调。花子街的元江栲林和皇姑坟的高山栲林具有相关性的种对所占的比例较大，其中有相当一 

部分种类呈负相关，这是因为在群落发育的晚期，一些新的植物种类进入群落所致 。寂光寺的元江栲林和 

高山栲林与上述发育晚期群落相比，具有更多的相关性的种对，但负相关的种对数明显超过正相关的种对 

数。这是因为寂光寺的两个群落处于过檀地段，它们不过百米之隔 ，植物种类多+成分混杂所致 。 

根据 以上结果 ，在群落发育过程中 ．群落主要层正、负相关的种类随着群落的发展而变化 群落发育的 

初期．负相关种类数量较多+随着群落的发展逐渐减少；到达盛期时，负相关的种类消失；髂后到晚期．负相 

关的种类又再度出现并逐渐增加。这一过程伴随群落演替过程的各个阶段．可以根据群落内植物种间结合 

的情况来判断群落发育所处的时期 

从图1还可以看出+两群落的种类结构特征有所不同，在元江栲群落内，种类之 间高显著水平相关的种 

对占的比倒很大，但群落容纳的种类较少}而在高山拷群落中，种类之间低显著水平相关的种对多．群落容 

纳的种类较多 。 

2．4 模型比较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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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样地不同层扶各毂相关水平种对数量比较 

F喀 1 The~mpare of species pair of eorre]ation hve]s of every specimens and layers 

A～D 元江栲群落 Castanopsi~oftha~antha community E～G；高山拷群落 Ca．rta~ps,'s detwo~vi community A：华 

严寺后山 The hack of Huayan Temple Bl华严寺前山The front ot Huayan Temple C：花子衡 Huaz~jle D：寂光寺 

Jiguar~Temple E：皇站坟 Huanggu Grave F：祝圣寺 Zhusheng T~mp]e G：寂光寺 Jiguang Temple 1：极显著负 

相关 Extramarked negative∞rre1a11on；2；负相关 Negative correlation；3：显著正相关 Marked positive correlation，4l 

无关 None．correiation；5；极显著正相关 Extramarked positive correLation，6l正相关 Positive correlationI7；显著负相 

关 Marked negative Correlat／on 

在结合指数的计算中，使用了4种不同的数学模型，各模型的测定结果大致相似，也存在一定差异。就3 

个层次的2]5个有相关性的种对的测定结果而言．使用定性数据的3十模型的测定结果较为一致，尤其是 

统计量和点相关系数 马 的测量结果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使用定量数据的相关系数模型尉 和 砌 的测定 

结果也比较接近，而使用定性数据的模型与使用定量数据的模型的测定结果之间有一定差别 下面对与模 

型有关的几个问题做如下分析 ： 

各模型的袒I定结果大致相似，说明4种模型用于种间结合的研究都是适用的。不尽相同的结果反蛱了 

。 。 秘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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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模型自身的特征和侧重点。总的来说．它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定性数据模型的检出率较高，而定量数 

据模型的检出率较低，实际工作中．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适当的模型。就一般情况而言。较高的检出率适宜于 

较细致的研究工作．而较低的检出率有利于对主要对象的把握。适宜于较一般的研究工作。 

经作者改进的联结系数 在保持模型的生态学意义和可解释性的同时，注意到了调和这种矛盾。研 

究结果也表明．联结系数 的测定值介于 统计量和点相关系数 Rp与相关系数 和 的测定值之 

间。由此可以认为．该模型兼具使用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模型的优点。调和了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模型之 

间的矛盾 

统计量、点相关系数 和联结系数 都使用定性数据，但前两个模型的测定结果非常接近，而联 

结系数  ̂的测定结果与 和 le2存在一定差异。这主要与模型的相似性有关．前两个模型均使用 目子(4 

+6)(6+d)×(4+c)(c+d)，而联结系数 是使用因子 + )(6+d)+(4+c)(c+ )。由于模型本身的特 

点．联结系数 计算结果的绝对值较前两个模型为小 。 

船和 鼢 分别使用个体数和广义多度作为定量值进行相关系数的计算，因为使用同一模型和相同的 

数据，所以测定结果较为相似。但由于植物个体间的差异较大，个体数和广义多度的相对值之间存在一定 

的差异．所以测定结果有所不同 

从测定结果来看，乔术层和灌术层使用个体数指标的相关系数模型船与定性数据模型比较接近。草 

本层则以使用广义多度指标的相关系数模型 Rn与定性数据模型更为接近。显然．这种差异是 由不同层次 

植物个体的大小差异引起的 

不同模型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同一种性质的相关有不同的显著水平．或某些模型测定结果为一般 

水平相关．而其它模型测定结果为无关。这是因为显著水平的划分本身设有客观标准．所使用的标准总含 

有人为的因素，有时因测定值1‰甚至0．1og。之差就被划为不同的显著水平或有无相关性．而模型不同．计 

算结果总会有差异，这是正常现象，若有必要可以通过改变判定圈值来校正 

有的种对在使用不同的模型测定时，结果为相反的相关性．这样的种对虽然不多。但值得注意。下面对 

测定结果为相反相关性的厚皮香的两个种对作简要分析。就种对米饭花一厚皮香而言。相关系数 Rn测定结 

果为负相关。而其它模型测定结果均为极显著正相关，其原因在于米饭花和厚皮香同屑元江栲群落的下层 

优势种。经常同时出现．因此测定结果为极显著正相关}它们又同处于乔术下层．种问竞争必然存在，数据 

彼消此涨，所以又表现为负相关。种对厚皮香一粉背石栎则刚好相反 ，相关系数 R 测定结果为显著正相关， 

而其它模型测定结果为显著或极显著负相关。究其原因，厚皮香是元江栲群落的主要组成种类。粉背石栎 

是高山栲落的主要组成种类，两类群落的主要组成种类之间为负相关理所当然 i但通过样地资料统计和野 

外观察发现，虽然在元江栲群落内没有粉背石栎出现．但在某些高山栲群落样地(倒如寂光寺的高山栲林) 

中有较高大的厚皮香檀株．并且常与粉背石栎一起出现 ．所以种对厚皮香一橱背石栎 尺 测定结果呈显著正 

相关 。 

不同的模型有不完全相同的测定结果，这是可以预料的、必然的事实。在研究中选择不同的模型进行 

计算 ，目的就在于可以通过对结果差异的分析来正确认识研究对象}在模型研究尚未成熟时。也可以通过 

这种分析来讨论模型的适用性。不同模型计算结果的差异还可能为人们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例如上述两 

个测定结果表现相反相关性的种对 。有助于对群落内植物种问关系的进一步的认识。 

对于不同模型测定结果的认可程度，依赖于研究者对模型的理解和研究对象的客观情况。从理论上 

说 ·定量数据模型的测定结果应该与实际情况更为符合．但固其收集数据的工作量大．计算过程也比定性 

数据模型要复杂得多·使用起来不方便 定性数据模型的野外工作量和计算过程的复杂程度都优于定量数 

据模型．但测定结果的检出率很高 。判断出大量高显著水平相关性的种对．不便于进行分析 

3 结 语 

元江栲群落和高山栲群落是半湿润常绿阚叶林的两个主要类型。车研究调查样地的环境条件差异不 

大，但两群落的种类成分和物种数量都有明显的差别：元江栲群落的组成种类较少，种问结合比较紧密}高 

山栲群落的组成种类较多。种问结合较为松散．说明群落有其自身的基本组成种类和特点。群落的基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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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种类是群落对植物进行选择的结果．它们组成一个整体．共同防御其它群落种类的侵入‘组成群落的物 

种不是松散的、偶然的聚合，而是有规律的组合 

根据研究结果，不同发育时期的群落．其种间结合的情况不同：发育盛期的群落 内没有或极少有 负相 

关的种类 ，发育早期或晚期的群落，由于演替关系，存在上一群落种类的残留或下一群落种类的侵入，群落 

内有一定数量的种类表现为负相关，因此群落内植物种问结合的情况可作为判断群落发育所处的时期及 

群落演替趋势的指标之一。 

在植物种间结合的测定中，定性数据模型的检出率较高．定量数据(相关系数)模型的检出率较低 ，经 

作者改进的联结系数模型的检出率介于上述两者之间，有较为明确的生态学意义 ，且使用定性数据进行计 

算．比较适合于植物种间结合 测定。 

植物种问结合的研究．对于群落组戒种类的识别和群落发育时期的划分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把数学 

方法应用于生态学中，除了其固有的精确性外，也因为生境、干扰等因素的影响在计算时不易排除而存在 

一 定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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