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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最大 ，并且7月后，幼苗叶生长大体为 $55>$33≥S18>S100。 

四川大头茶幼苗地上生物量千重和地下生物量千重町显受不同光环境作用下的水热因子影响。茎生 

物量千重 差异不大 ，叶生物量千重 ，全光照却显著小于遮 阴处理 。而根生物量干重随着遮阴强度增大 而减 

小，尤其 以中根 ，细根最为突出。 

主分量分析很好地反映了4种光环境的四川大 头茶幼苗生长差异和生态适应策略 。全光照下大头茶幼 

苗将生物量干重相对多地分配到地下根系生长 ，以适应 日照胁追下 吸收更多的水分和营养物质，提高竞争 

生存能力，而适当遮 阴则控制一定的温度强烈升高和大量蒸腾作用，所以将生物量千重相对多地分配到地 

上叶生长上 。以适应较阴环境下捕获更多的光能，提高光合作用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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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科学技术部主办的“98中国科技论文统计分析新闻发布会”公布的 

统计结果，在1214种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因子排序表中，生态学报位居第27名 ，影 

响因子为0．481，在环境学科中生态学报位居第1名。 

1997年1214种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因子排序 

名教 期 刊 名 称 影响因子 名擞 期 刊 名 称 影响因子 

1 分析化学 1．352 17 塑料工业 0．609 

2 分析试验室 1．139 18 第四纪研究 0．608 

3 理化检验化学分册 0．944 19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0．603 

4 岩矿测试 0 939 2O 中华肿瘤杂志 O，582 

5 冶盘分折 0．884 21 中国农业科学 0．551 

6 岩石学报 0．871 22 植物生理学报 0．527 

7 力学进展 0 870 23 地震学报 O．5l7 

8 中国科学 B 0 748 24 中华清化杂志 0．503 

9 分析测试学报 0．704 25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0．500 

10 地质学报 0 700 26 西北地质科学 0．487 

11 地球化学 0．899 27 生态学报 0 481 

12 中华传染病杂志 0．863 28 化学学报 0 479 

13 工程塑料应用 0．646 29 控制与决革 0 473 

l4 植物学报 0．636 30 矿床地质 0．468 

15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0．624 31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0．468 

16 地球物理学报 0 622 32 中华病理 学杂志 0．480 

(节选，其余部分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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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栖息地影响因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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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噩骚百积 护区 盐艟 224333) 

s 7 s、f 

擅薹 自然保护区物种栖息地的研究 ，对保护区的管理及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旨在对保护区栖息地的研究提 

供一套散量研究方法． 盐艟 自然保护 区为案倒．以丹顶鹤栖息地为研究对象 ，地理信息系坑为变量处理工 

具 ，运用空间统计掌方法 t进行相关变量因索的初选，空问自相关分析，以及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最磐确定影 

响栖息地分布的因索。最后就研 究结果，针对保护区的经济开发及保护管理提出了建议． 

关■调 自然保护 区， 空间统计学 ，地理信息系统。 

A STUDY 0N lNFLUENTlAL ASPECTS RELEVANT 

W lTH HABlTAT lN NATURAL RESERVE 

Ll W∞一Jun MA Zhi—Jun WANG Zi—Jian TANG Hong—Xiao 

(SKLEAC·Research Center for Ec~Envlronmtntal SdencestCA$，B．n~'ng，10(1085，China) 

W ANG Hui LIU Xi-Ping 

(Headquartrr$ofYa~heng Natural Re serve．ya~cheng．~4333．China) 

Abstract The habitat study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in 

natural reserve．With the case study of Yancheng Natural Reserve，the paper provided a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to determine the real influential aspects relevant with the red 

crown crane(Grus japonensis)habitat，using the spatial statistics based on geographical in- 

formation system．The method included identifying potential variables，analyzing spatial 

autocorrelation，and confirming the relevant aspects by chi—square test．The paper gave 

some recommendations abou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of Yaneheng Reserve through of the study． 

Key words Natural Reserve，habitat，spatial statistics，geographic informa tion system ． 

栖息地分布是确定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基础 ，因此栖息地影响因紊的研究对保护区的管理及开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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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只有科学地 确定影响栖息地分布的因素，才能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 ，并在开发的同时向 

着有利于保护的方 向发展 = 

目前关 于栖息地的研 究在论及栖息地影响因素时．大多只是凭野外观察数据来确定：⋯  由于野外观 

测时间的差异性 、地点的区域性 、方法及工具的局限性 ，使得观测结论的准确性难 以保证 =本文将应用 空间 

统计学方法 ，在野外观测数据的基础 上，进行物种栖息地影响因素的研究及论证 

1 研究样地与方法 

1．1 研究样地 以盐城 自然保护区为研 究案例 ，对保护 区内丹顶鹤越冬栖 息地的分布影响 因素进行探 

讨 。 

盐城 自然保护区地处江淮下游、黄海之滨 ，北纬32。00 ～34。37 。东经11 9o27 ～121。0'3 。海岸线北起灌 

河 口。南至新港闸．辖东台、太丰、射阳、滨海 、响水5县(市)的滩辣 ，皇长582km，面积28'3'3km!【 。 

区内鸟类 资源 比较 丰富，现确定为18个 目，44个科，31 5f~。濒危珍禽丹 顶鹤常年有600只左右在此越 

冬 ，1993年 冬达845只 -是世 界上最大的丹顶鹤越 冬地。始建保护 区的初衷正是 为了保护丹顶鹤 的栖 息 

地- 1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ARC／INFO进行变量的处理与分析 。 

1．2．1 变量的初步选 取 根据野外观测数据 ，初步确定可能的影响栖息地分布的变量 。首先将每一变量 ： 

进行栅格化处理 ，每一栅 格30m×30m，与将要用到 的遥感影象的分辨率一致 。这样可以保证研究精度的同 

时，充分利用所获取的信息资料 。然后将所有变量转化为顺序变量或类型变 量。 

1．2．2 确定定量的取 样点方案 在空间统计学 中，变量的每一样点值之间应相互独立 ，即其空间 自相关 

(autocorrelation)系数应接近于零 空间自相关分析被用来检验 空间变量 的取值是否与相邻空同上该变量 

取值太小有关Ⅱ。。-。如果某空间变量在一点上的取值太 ，而同时在其相邻点上取值也太，则称之为空同正相 

关，否则称为空间负相关}如与相邻点取值无关，即为空间独立ll 。变量的独立性通过减少样本点来得以保 

证 [1 。通过改变取样步长(1ag)。减少样本数。然后进行独立性检验，直到取 得较小的自相关系数，最终确定 

取 样方案 。另外 ，由于保护 区中丹顶鹤 的出现地 (称活动栅格)较非 出现地(称非活动栅格)要 小，因此最终 

的取样点方案应保证非活动栅格数太于活动栅格数 。 

1．2．3 确定相关变量 运用统计检验的方法来确定初步选取的变量是否确实与栖息地的分布有关 ，即丹 

顶鹤 出现地的分布是否受这些环境变量的影响。将变量每一类按活动栅格与非活动栅格分别计数 ，进行 显 

著性检验。如果是相关变量，则活动栅格(认为是最适宜栖息地)的变量综合特征应与非括动栅格的不 

同[1 。由于变量已被统一为顺序和类型变量，所以分别运用 比较 总体综合特征的非参数检验 、Kolmogorov 

双 侧检验 (适 用于有顺 序意义的定量数 据)和 比较两 总体的卡方检验 (适用于没 有顺 序意义的类 型变 

量)[ 

2 研究结果 

2．1 变量韧选及处理 根据野外生境考察及以往的研究 “"]，丹顶鹤喜居潮上带泥濉 因为其上盐度较 

低 ，芦苇和嵩草为植被优势种 ，且食物量较丰富 ，如钉螺、沙蚕 、小鱼、小蟹、草根、草籽等 。因此韧选影 响丹 

顶鹤栖息地分布的变量因素为食物量、盐度、土地覆盖类型、及保护区内道路，其最后一变量是根据野外观 

测及保护区管理人员的经验提出的。 

食物量数据 由1 995年11月野外采样测得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据食物量太小将其分为3类，成为顺序变 

量。盐度变量的来源及处理同食物量，依太小顺序将其分为3类。土地覆盖来源于遥感影象数据(1andsat 

TM，1988)，通过监督分类 ，得到9种类型 。道路变 量图由盐城地 区：l：200 000行政交通图数字化生成 ，然后 

转成栅格形式 将保护区依其距道路远近分为4类。 

以上变量的分类定义及在活动栅格和非活动栅格上的分布见表1 

2．2 重新采样(resample)方案的生成 按上述方法处理后 的变 量于每个栅格 中都有相应数值，可通过 自 

相关分析检验每一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如为空同相关，须重新采样使得每一空间变量的取值与相邻 空间上 

该变量的取值空同无关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李文军等 ：自然保护区栖息地影响因素的研究 429 

因为所研究保护区的形状为一狭长海岸带状 ，为充分体现其空间分布信息，对于保护区横向与纵向分 

别采用不同的采样步长 。对于活动橱格 ，横向采样步长为5个栅 格单元 ，纵 向采样步长为50个栅 格单元 ．共 

得到393个活动栅格样点；对于非活动栅格，横 向采样步长为l5个栅格单元，纵 向采样步长为1 5O个栅格单 

元 ，共得到1282个 非活动栅格样点。每一变量经过重新采样后的自相关系数见表2。分析所得 自相关系数， 

基本小于0．7，证实所用的重新取样方案可以保证每一变量空间无关 

表1 影响丹】夏鹤栖息地分布的变量及显著性检验 

Tabl e 1 Statistic tests for v-riables'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ffecting habitat distribution of cranes 

变量及其分类 
Vadabl㈣ d 

their classes 

分类定义 
Definition 

of class髓 

活动栅格赦 非活动栅格数 检验值 临界值 
Active ceils Inactive ceHs Test values Critical values 

食物量(g／m ) 
Food productivity 

盐 度 (mg／L)Salinity 

土地类型 Land CO~eT 

8 

9 

道路(m)Road net 

0～ 185．6 

185．6～ 372．8 

372 8～ 560 

0～ l1．77 

lI．77～ Z3 54 

23．54～ 35 32 

水域 Water 

泥滩 Mudflat 

大米草 Spartina 

盐 蒿 Suaede 

水产养殖塘 
Aquiculture 

盐 田 Salt pan 

草滩 Grass 

芦 苇 Reed 

农 田 Farm 

600～ I200 

> 1200 

225133．6 51274．8 

371．79 5．99 

2．3 相关变量因素的确定 显著性检验结果 

见表1。表 中食物量、盐度、道路等变量运用 

Kolmogrov双德检验 ，土地藿盖类型运用卡方 

检验，检验临界值的显著性水平是0．05。 

从表 中可知，所有变量的检验值 都大于临 

界值 ，表 明变量 因素食物量 、盐度、道路、及土 

地藿 盖类型确实 为影响丹顶鹤栖息地分布的 

因素 。 

3 讨论 

表2 空间变量的自相关系数 

Table 2 Variabl es’spaUal au~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①Active sites；②Inactive sites 

研究影响丹顶鹤栖息地分布的因素，对保护 区的开发及保护管理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芦苇地 

及水产品养殖塘是丹顶鹤喜居及择食的场所，同时芦苇及水产品又能给保护区带来经济利益，因此保护区 

Ⅲ跏 懈m Ⅲ 睾兰 粥 m⋯Ⅲ 

m Ⅲ他0 0 0 Ⅲ m船 胛 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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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开发应向这一方向发展，这样既可以增 加丹顶鹤人工栖息地 ，又能增加保 护区经济收^。当然不应 

在核心区内进行开发，同时对开发强度也应作进一步研究 

与栖息地相关的变量 确定后 ．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预测物种的适宜栖息地大小 、位置-” ，并由此 

进行保护区核心区的设计。这对于解决当前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分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映乏科学性的以行 

政区划为主的功能区划分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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