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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大蟾蜍蝌蚪群———大蟾蜍别名癞蛤蟆，体长达 １０ｃｍ 以上，身体肥胖，四肢短，步态及齐足跳的姿势具特征性。 其背

部皮肤厚而干燥，通常有疣，呈黑绿色，常有褐色花斑，趾间具蹼。 毒腺在背部的疣内，受惊后毒腺分泌或射出毒液。

大蟾蜍早春在水中繁殖，可迁移至 １．５ｋｍ 外或更远的适合繁殖的池塘，产卵量很大，产卵数天后蝌蚪即可孵出，１—３

个月后发育为蟾。 大蟾蜍常作为实验动物或药用动物，其耳后腺和皮肤腺的白色分泌物可制成“蟾酥”，可治疗多种

疾病。 研究表明，大蟾蜍蝌蚪最高逃避温度和最高致死温度比最适温度产生的影响要大。

彩图及图说提供： 陈建伟教授　 北京林业大学　 Ｅ⁃ｍａｉｌ： ｃｉｔｅｓ．ｃｈｅｎｊｗ＠ 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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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对青藏高原
高寒草甸群落植物生态位的影响

贾婷婷,毛摇 亮,郭正刚*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兰州摇 730020)

摘要: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有效洞穴密度扩增会引起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组分的变化。 采用野外调查方法研究了高原

鼠兔有效洞穴密度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群落植物生态位的影响。 结果表明:随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增加,样方内植物种数逐

渐增多,但主要是毒杂草,有效洞穴密度超过 15 个 / 625m2时豆科植物出现。 优势种高山嵩草(Kobresia pygmaea)的重要值随有

效洞穴密度增加呈单峰曲线,峰值出现在 15 个 / 625m2。 有效洞穴密度低于或等于 21 个 / 625m2时,优势种高山嵩草生态位宽度

位居第一,但有效洞穴密度达 31 个 / 625m2时,其生态位宽度降至并列第三,低于小米草(Euphrasia pectinata)和钝裂银莲花

(Anemone obtusiloba),等同于小花草玉梅(Anemone rivularis)和乳浆大戟(Euphorbia esula)。 有效洞穴密度分别为 10 个 / 625m2,
15 个 / 625m2,21 个 / 625m2,31 个 / 625m2时,与高山嵩草生态位重叠度最大的物种分别为莓叶委陵菜(Potentilla fragarioides)、圆
叶筋骨草(Ajuga ovalifolia)、乳浆大戟、条叶垂头菊(Cremanthodium lineare)。 有效洞穴密度为 10 个 / 625m2时,高山嵩草是群落

内种群间竞争最激烈的一方,但有效洞穴密度超过或等于 15 个 / 625m2时,高山嵩草则退出了种群间竞争最激烈的双方。 说明

高原鼠兔有效密度增加严重影响了高寒草甸群落组分、重要值、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值。
关键词:高原鼠兔; 重要值; 生态位宽度; 生态位重叠值; 高寒草甸群落

Effect of available burrow densities of plateau pika (Ochotona curzoniae) on
plant niche of alpine meadow communities in the Qinghai鄄Tibet Plateau
JIA Tingting, MAO Liang, GUO Zhengga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rassland Agro鄄ecosystems, College of Pastoral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The increase of available burrow density of plateau pika (Ochotona curzoniae) affects place or function of
different plant in alpine meadow communities. A field survey was carried out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available burrow
densities of plateau pika on plant niche characteristics of alpine meadow communities in the Qinghai鄄Tibet Plateau.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present plant species increased and the more unpalatable plants were identified as the
available burrow density of plateau pika increased. The legume plants were found as the available burrow density was over
15 per 625m2 .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available burrow density, the important value of Kobresia pygmaea, dominant plant,
firstly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peaking at 15 per 625m2 available burrow density. The niche breadth of K. pygmaea
was the biggest among all plant populations of alpine meadow communities when the available burrow density was or below
21 per 625m2, but it became the tie for third and was lower than that of Euphrasia pectinata and Anemone obtusiloba, and
equated to the niche breadth of A. rivularis and Euphorbia esula when the available burrow density was 31 per 625m2 . The
plants with the biggest niche overlap with K. pygmaea were P. fragarioides, Ajuga ovalifolia, E. esula, Cremantho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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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e, at 10, 15, 21, 31 per 625m2 available burrow density respectively. The K. pygmaea was one of two populations
which had the biggest coefficient of niche overlap at 10 per 625m2 . However, K. pygmaea was not involved in the
populations which had the biggest coefficient of niche overlaps when the available burrow density was or over 15 per 625m2 .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increase of available burrow density of plateau pika changed the important value, niche
breadth and niche overlap of different plant population in alpine meadow communities.

Key Words: plateau pika; important value; niche breadth; niche overlap; alpine meadow community

摇 摇 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是青藏高原高寒

草甸生态系统的关键种[1],这种特有的小型哺乳动

物在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中的作用随其种群密度而发

生明显变化[2]。 当高原鼠兔密度适宜时,其通过采

食和挖掘活动传播和扩散植物种子[3],改善土壤通

透性,提高土壤水分涵养能力[4],优化高寒草甸植物

群落,增加物种多样性和可食牧草生物量[5]。 但当

高原鼠兔密度极度扩展且超过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承

载力的范畴时,则会引起土壤和草甸植被退化,土壤

养分随地表径流流失,优势种植物和主要伴生种发

生更替[6],说明高寒草甸群落内植物种群的地位和

作用随高原鼠兔密度变化而需要做出适应性应答,
以适应变化后的新环境,而植物群落内种群的作用

和地位通常反映了植物种群的生态位。 因此研究高

寒草甸植物群落内种群生态位随高原鼠兔密度变化

的特征,有助于全面解析高原鼠兔密度变化时植物

种群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草甸

植物群落的演变方向。
目前高寒草甸植物群落对高原鼠兔密度变化的

响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草甸植物群落数量特征的变

化,刘伟等[7]认为高原鼠兔活动有利于增加群落内

的物种丰富度,但一程度上减少了地上生物量。 张

军[8]研究青藏高原东北部高寒草甸群落内优势种变

化特征时发现,优势种垂穗披碱草随高原鼠兔密度

增加出现由低到高极显著线形负相关关系, Guo
等[9]报道,适量的高原鼠兔能够增加高寒草甸群落

内优良牧草比例,优化草甸品质,而高原鼠兔密度过

大时则使草甸品质劣化,产量下降。 上述研究从表

观特征方面分析植物群落特征对高原鼠兔密度变化

的响应,没有关注到草甸群落内植物生态位随高原

鼠兔密度增减的变化规律,不能全面阐明各个植物

种群地位和作用随高原鼠兔密度变化的更替过程。
因此,本研究通过调查不同高原鼠兔活动强度下高

寒草甸群落内的植物种群生态位的变化特征,以期

阐明高寒草甸群落内植物种群地位和作用随高原鼠

兔活动强度变化规律,对全面阐明高原鼠兔影响草

甸群落的演变方向提供科学依据。

1摇 研究地区概况与方法

1.1摇 研究地区概况

研究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行政隶属于甘肃

省甘南自治州玛曲县,北纬 33毅06忆30义—34毅30忆15义,
东经 100毅40忆45义—102毅29忆00义,海拔 3300—4806 m。
气候为高原湿润气候,年均温度 1.2 益,1 月平均温

度-10 益,7 月平均温度 11.7 益。 年降水量为 564
mm,主要集中于 5—9 月,年蒸发量 1000—1500 mm。
全年日照时数 2613.9 h,年内霜期大于 270 d,无绝对

无霜期。 土壤为亚高山草甸土,表层有 5—10 cm 草

皮层,有机质含量可达 10%—15%。 植被类型主要

是高寒草甸,以莎草科嵩草属的高山嵩草(Kobresia
pygmaea)为优势种[8],主要伴生种为毛茛科银莲花

属的钝裂银莲花(Anemone obtusiloba)和小花草玉梅

(A. rivularis )、 蔷 薇 科 委 陵 菜 属 的 鹅 绒 萎 陵 菜

(Potentilla anserina)和莓叶萎陵菜(P. fragarioides)、
菊科 垂 头 菊 属 的 条 叶 垂 头 菊 ( Cremanthodium
lineare)。 全县受鼠害危害的草地面积占总草地面积

的比例 30%左右,其中高原鼠兔是主要的危害鼠类,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高原鼠兔危害面积逐渐加

大,单位面积有效洞穴数量逐渐增加[8],已经严重威

胁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健康。
1.2摇 研究方法

1.2.1摇 试验设计和野外调查

高原鼠兔具有选择采食、家族营居生活和运动

迁移的特征,直接测定其密度具有较大难度。 目前

经常采用高原鼠兔有效鼠洞口数间接代替高原鼠兔

密度,分析高原鼠兔密度变化对高寒草甸植物群落

078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4 卷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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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壤的影响[4,6,9]。 2012 年 5 月在玛曲县阿孜站

地势相对一致的地块,选取了 36 个 25 m 伊 25 m
(625m2) 的样地,并将每个样地四角采用螺丝刀标

记,然后用堵洞法测定各样地的有效洞口数,即每天

17:00 点将样地内所有高原鼠兔洞口填埋,翌日早上

查数每个样地洞口数,下午继续填埋,连续 3 d,将 3
d 内的平均值被刨开的洞口数作为样地的有效洞口

数。 然后调查每个样地的有效洞口数、裸斑面积比

例和草丛高度,并以这 3 个因子为变量将 36 个样地

聚成 4 个类群,求出各个类群有效洞口的平均值,其
分别为 10(10依3)、15(15依2)、21(21依3)、31(31依
4),以这些平均值为基准设置高原鼠兔有效洞穴梯

度,每个梯度选择 3 个样地作为研究样地,组成 3 次

重复,其余 24 个样地不做任何观测。 然后将选择的

样地围栏,避免放牧对高原鼠兔作用的影响。 在每

个样地采用“W冶型布设 5 个 1 m伊1 m 的观测样方,
样方间隔约 8 m,尽量使其保持在周围洞口的中间位

置,并对样方做出标记。 2012 年 8 月中旬进行样方

调查,统计样方内植物种类、高度、频度、盖度等。
1.2.2摇 指标计算

(1)重要值

SDR=(CR+HR+FR) / 3
式中,SDR 是每个植物种在样方内的重要值,CR表示

相对盖度;HR表示相对高度;FR表示相对频度值。
(2)生态位宽度[10]

B i = - 移
r

j
P ij logP ij

式中,B i为种 i 生态位宽度,P ij为种 i 对第 j 个样方的

各种资源利用占它对全部样方各种资源利用频度,

P ij = nij / Ni ,而 Ni =移 r

j
nij ,nij为种 i 在资源 j 上的优

势度,即样方中物种的重要值,r 为样方数,其值域为

[0, logr]。 B i值越大,说明生态位越宽,该种利用的

资源总量越多,竞争力越强。
(3)生态位重叠[11]

Oik = 移
r

j = 1
nijnkj / 移

r

j = 1
n( )ij

2 移
r

j = 1
n( )kj

2

式中,Oik为物种 i 与物种 k 的生态位重叠值,nij和 nkj

为物种 i 和物种 k 在样方 j 上的优势度,即物种 i 与
物种 k 在样方 j 的重要值,r 为样方数,其值域为[0,
1]。

1.3摇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 2003 进行数据处理和制图。

2摇 结果

2.1摇 有效洞穴密度对草甸植物群落组成及其重要

值的影响

有效洞穴密度对高寒草甸群落物种具有明显的

影响,样方内植物物种数介于 10—15,整体表现为随

有效洞穴密度增加而逐渐增多,至 31 个 / 625m2物种

数最多(表 1)。 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从 10 个 /
625m2增至 31 个 / 625m2的过程中,高寒草甸植物群

落优势种没有发生变化,均为高山嵩草,但主要伴生

种和少见种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更替,总体表现为豆

科植物和毒杂草增多。 有效洞穴密度 10 个 / 625m2

增至 15 个 / 625m2时,主要伴生种除小花草玉梅保留

外,青藏苔草 ( Carex moorcroftii) 和秦艽 ( Gentiana
macrophylla)被钝裂银莲花、鹅绒委陵菜、莓叶委陵

菜所代替,此时豆科植物米口袋 ( Gueldenstaedtia
verna)出现;有效洞穴密度增至 21 个 / 625m2时,主要

伴生种出现了矮火绒草(Leontopodium nanum)和莓

叶委陵菜,但有效洞穴密度达到 31 个 / 625m2,主要

伴生种和 21 个 / 625m2时基本一致,且出现了豆科植

物 蓝 花 棘 豆 ( Oxytropis coerulea ) 和 雪 地 黄 芪

(Astragalus nivalis)。
优势种高山嵩草的重要值随高原鼠兔有效洞穴

密度增加呈单峰式趋势,在有效洞穴为 15 个 / 625m2

时最大,而在 31 个 / 625m2时最小,说明优势种在高

寒草甸群落内的地位和作用随有效洞穴密度增加表

现为先加强后减弱的趋势。 主要伴生种钝裂银莲花

重要值变化过程趋同于优势种高山嵩草,但伴生种

鹅绒委陵菜和莓叶委陵菜重要值变化过程均不趋同

于钝裂银莲花,两者间又出现分异,鹅绒委陵菜的重

要值在有效洞穴密度小于 15 个 / 625m2生境内要大

于有效洞穴密度大于 21 个 / 625m2的生境内,但莓叶

委陵菜的重要值恰好相反。 条叶垂头菊的重要值随

有效洞穴密度增加而先降低后升高,在 21 个 / 625m2

时最低。 小花草玉梅的重要值随有效洞穴密度增加

而逐渐降低,在 31 个 / 625m2时最小。 这说明高原鼠

兔密度变化严重影响高寒草甸群落内不同种群的优

势度,且变化过程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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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不同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下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及其重要值

Table 1摇 Species composition of alpine plant communities and their important value at different available burrow densities of plateau pika

种号
Species number

物种
Species

有效洞穴密度 / (个 / 625m2)
Available burrow densities

10 15 21 31

S1 高山嵩草 Kobresia pygmaea 0.143 0.190 0.151 0.128

S2 钝裂银莲花 Anemone obtusiloba 0.052 0.060 0.058 0.045

S3 鹅绒委陵菜 Potentilla anserina 0.053 0.054 0.048 0.051

S4 莓叶委陵菜 P. fragarioides 0.056 0.054 0.065 0.064

S5 条叶垂头菊 Cremanthodium lineare 0.065 0.043 0.039 0.046

S6 小花草玉梅 A. rivularis 0.084 0.075 0.058 0.050

S7 青藏苔草 Carex moorcroftii 0.090 — 0.095 0.079

S8 条叶银莲花 A. trullifolia 0.047 — 0.038 0.038

S9 秦艽 Gentiana macrophylla 0.067 0.047 — 0.050

S10 乳浆大戟 Euphorbia esula — 0.047 0.035 0.044

S11 矮火绒草 Leontopodium nanum — 0.053 0.071 0.066

S12 兰石草 Lancea tibetica — 0.046 — 0.025

S13 棱子芹 Pleurospermum camtschaticum 0.029 — — —

S14 圆叶筋骨草 Ajuga ovalifolia — 0.038 — —

S15 米口袋 Gueldenstaedtia verna — 0.029 — —

S16 小米草 Euphrasia pectinata — — — 0.044

S17 雪地黄芪 Astragalus nivalis — — — 0.025

S18 蓝花棘豆 Oxytropis coerulea — — — 0.031

摇 摇 “—冶表示此物种在该样方中未出现

2.2摇 有效洞穴密度对草甸群落内植物种群生态位

宽度的影响

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对植物种群生态位宽度

存在一定的影响,高寒草甸群落内各种植物种群利

用资源秩序重新配置。 当有效洞穴密度小于或等于

21 个 / 625m2时,优势种高山嵩草生态位宽度在所有

的植物种群中占据第一,说明其利用资源的能力最

高,而当高原鼠兔洞穴密度增至 31 个 / 625m2时,其
生态位宽度降至并列第三,低于小米草(Euphrasia
pectinata)和钝裂银莲花,等同于小花草玉梅和乳浆

大戟(Euphorbia esula) (表 2)。 钝裂银莲花生态位

宽度随有效洞穴密度增加表现先降低后升高,在有

效洞穴密度为 15 个 / 625m2时最低,说明此种生境内

钝裂银莲花利用能力最低,然而鹅绒委陵菜生态位

宽度随有效洞穴密度增加表现为先升高后降低,在
有效洞穴密度为 15 个 / 625m2时最高,说明其利用资

源的能力最大。 有效洞穴密度小于 15 个 / 625m2时,
小花草玉梅生态位宽度小于 0.470,而有效洞穴密度

大于 21 个 / 625m2时,其高于 0.470,说明小花草玉梅

生态位随有效洞穴密度增加而具有资源利用能力增

强的态势。 有效洞穴密度为 10 个 / 625m2时,高寒草

甸群落内没有矮火绒草和乳浆大戟,但当有效洞穴

密度大于或等于 15 个 / 625m2时,高寒草甸群落内均

有矮火绒草和乳浆大戟种群分布,在有效洞穴密度

介于 15 个 / 625m2和 21 个 / 625m2时,其生态位宽度

较小,但到 31 个 / 625m2时,其生态位宽度逐渐增加,
说明其种群生存能力加强。
2.3摇 有效洞穴密度对草甸群落内植物种群生态位

重叠值的影响

高寒草甸群落内种群间生态位重叠程度总体非

常高,4 个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下生态位重叠系数

均大于 0.900(表 3),说明种群间存在很大可能的竞

争性。 随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增加,种群间生态

位重叠系数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在 21 个 / 625m2时

最大,而在 10 个 / 625m2时最小,到 31 个 / 625m2时又

有所降低。
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为 10 个 / 625m2时,种群

间生态位重叠系数介于 0.880—0.992 之间,其中高

山嵩草和莓叶委陵菜的生态位重叠度最高(表 4),
其系数为 0.992;鹅绒委陵菜和莓叶委陵菜、高山嵩

草和青藏苔草、高山嵩草和钝裂银莲花次之,分别为

0.989、0. 988、0. 985;秦艽和棱子芹 (Pleurosper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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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tschaticum)重叠度最低,系数为 0.880。 与优势种

高山嵩草生态位重叠度最高的是莓叶委陵菜,系数

为 0.992。 说明此时优势种的主要竞争种群为莓叶

委陵菜、青藏苔草和钝裂银莲花。

表 2摇 不同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下植物种群的生态位宽度

Table 2摇 Niche breadth of plant species at different available burrow densities of plateau pika

种号
Species number

物种
Species

有效洞穴密度 / (个 / 625 m2)
Available burrow densities

10 15 21 31

S1 高山嵩草 Kobresia pygmaea 0.476 0.474 0.475 0.472

S2 钝裂银莲花 Anemone obtusiloba 0.472 0.466 0.472 0.474

S3 鹅绒委陵菜 Potentilla anserina 0.459 0.473 0.469 0.447

S4 莓叶委陵菜 P. fragarioides 0.470 0.467 0.475 0.469

S5 条叶垂头菊 Cremanthodium lineare 0.460 0.473 0.468 0.471

S6 小花草玉梅 A. rivularis 0.465 0.457 0.475 0.472

S7 青藏苔草 Carex moorcroftii 0.473 — 0.473 0.463

S8 条叶银莲花 A. trullifolia 0.457 — 0.467 0.453

S9 秦艽 Gentiana macrophylla 0.442 0.448 0.456

S10 乳浆大戟 Euphorbia esula — 0.457 0.475 0.472

S11 矮火绒草 Leontopodium nanum — 0.447 0.467 0.460

S12 兰石草 Lancea tibetica — 0.462 — 0.459

S13 棱子芹 Pleurospermum camtschaticum 0.456 — — —

S14 圆叶筋骨草 Ajuga ovalifolia — 0.473 — —

S15 米口袋 Gueldenstaedtia verna — 0.471 — —

S16 小米草 Euphrasia pectinata — — — 0.476

S17 雪地黄芪 Astragalus nivalis — — — 0.464

S18 蓝花棘豆 Oxytropis coerulea — — — 0.468

表 3摇 不同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下高寒草甸群落内种群间生态位重叠系数的平均值

Table 3 摇 Average coefficient of the niche overlaps of main populations in alpine meadow communities at different burrow densities of

plateau pika

有效洞穴密度 Available burrow densities / (个 / 625 m2)
10 15 21 31

平均生态位重叠值 Average niche overlap 0.946 0.953 0.976 0.957

表 4摇 有效洞穴密度为 10 个 / 625m2时不同种群间生态位的重叠值系数

Table 4摇 Coefficient of the niche overlaps of main populations at 10 available burrows per 625 m2

S2 S3 S1 S13 S4 S9 S7 S8 S5 S6

S2 1

S3 0.950 1

S1 0.985 0.981 1

S13 0.924 0.952 0.963 1

S4 0.973 0.989 0.992 0.952 1

S9 0.934 0.956 0.941 0.880 0.941 1

S7 0.979 0.953 0.988 0.969 0.975 0.904 1

S8 0.944 0.954 0.965 0.956 0.952 0.951 0.969 1

S5 0.974 0.966 0.970 0.932 0.977 0.964 0.966 0.972 1

S6 0.955 0.914 0.966 0.957 0.936 0.859 0.968 0.915 0.904 1

摇 摇 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为 15 个 / 625m2时,生态 位重叠度最高的是鹅绒委陵菜和条叶垂头菊,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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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0.997(表 5),而高山嵩草和圆叶筋骨草(Ajuga
ovalifolia)、条叶垂头菊和圆叶筋骨草、高山嵩草和条

叶垂头菊次之,系数分别为 0.993、0.992、0.989,秦艽

和兰石草( Lancea tibetica)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度最

低,系数为 0.841。 与优势种高山嵩草生态位重叠度

最高的是圆叶筋骨草,系数为 0.993。

表 5摇 有效洞穴密度为 15 个 / 625m2时不同种群间生态位的重叠值系数

Table 5摇 Coefficient of the niche overlaps of main populations at 15 available burrows per 625 m2

S2 S3 S1 S11 S12 S4 S15 S9 S10 S5 S6 S14

S2 1

S3 0.951 1

S1 0.978 0.986 1

S11 0.929 0.924 0.964 1

S12 0.932 0.971 0.961 0.891 1

S4 0.947 0.962 0.984 0.961 0.914 1

S15 0.973 0.973 0.980 0.916 0.985 0.946 1

S9 0.962 0.910 0.953 0.945 0.841 0.957 0.897 1

S10 0.908 0.966 0.951 0.886 0.928 0.945 0.941 0.864 1

S5 0.947 0.997 0.989 0.934 0.977 0.968 0.977 0.905 0.968 1

S6 0.943 0.928 0.944 0.908 0.923 0.932 0.965 0.885 0.898 0.931 1

S14 0.964 0.989 0.993 0.956 0.967 0.971 0.981 0.924 0.970 0.992 0.951 1

摇 摇 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增至 21 个 / 625m2时,生
态位重叠度最高的是钝裂银莲花和青藏苔草,钝裂

银莲花和小花草玉梅、小花草玉梅和青藏苔草、鹅绒

委陵菜和乳浆大戟,均为 0.995(表 6),乳浆大戟和

小花草玉梅次之,系数为 0.990,最低的是鹅绒委陵

菜和条叶银莲花,系数为 0.934。 与优势种高山嵩草

生态位重叠度最高的是乳浆大戟,其系数为 0.988。

表 6摇 有效洞穴密度为 21 个 / 625m2时不同种群间生态位的重叠值系数

Table 6摇 Coefficient of the niche overlaps of main populations at 21 available burrows per 625 m2

S2 S3 S1 S11 S4 S10 S7 S8 S5 S6

S2 1

S3 0.969 1

S1 0.981 0.975 1

S11 0.980 0.955 0.971 1

S4 0.974 0.964 0.984 0.963 1

S10 0.983 0.995 0.988 0.965 0.983 1

S7 0.995 0.971 0.977 0.977 0.978 0.985 1

S8 0.971 0.934 0.975 0.958 0.980 0.956 0.977 1

S5 0.972 0.980 0.985 0.966 0.965 0.979 0.963 0.956 1

S6 0.995 0.981 0.986 0.981 0.979 0.990 0.995 0.979 0.984 1

摇 摇 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达 31 个 / 625m2时,生态

位重叠度最高的是钝裂银莲花和小米草,其系数为

0.997(表 7)。 乳浆大戟和小米草、高山嵩草和条叶

垂头菊、小花草玉梅和小米草次之,分别为 0. 996、
0郾 995、0.995,生态位重叠度最低的是条叶银莲花和

兰石草,其系数为 0.866。 与优势种高山嵩草生态位

重叠度最高的是条叶垂头菊,其系数为 0.995。

3摇 讨论

高原鼠兔一方面通过直接啃食行为而影响高寒

草甸植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另一方面通过挖掘活动

而间接影响高寒草甸植物的生理特性[12鄄13],因此随

着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变化,高寒草甸植物群落

组分会发生相应的调整[1],以实现生态系统的再平

衡。本研究结果表明,随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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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摇 有效洞穴密度为 31 个 / 625m2时不同种群间生态位的重叠值系数

Table 7摇 Coefficient of the niche overlaps of main populations at 31 available burrows per 625 m2

S2 S3 S1 S17 S11 S18 S12 S4 S9 S10 S7 S8 S5 S6 S16

S2 1

S3 0.950 1

S1 0.993 0.958 1

S17 0.963 0.911 0.978 1

S11 0.939 0.891 0.961 0.963 1

S18 0.961 0.898 0.964 0.986 0.966 1

S12 0.954 0.901 0.973 0.945 0.981 0.932 1

S4 0.993 0.918 0.978 0.956 0.910 0.953 0.927 1

S9 0.976 0.937 0.984 0.941 0.926 0.908 0.971 0.961 1

S10 0.993 0.941 0.990 0.983 0.939 0.977 0.939 0.991 0.960 1

S7 0.989 0.925 0.975 0.934 0.891 0.919 0.929 0.993 0.978 0.978 1

S8 0.945 0.938 0.948 0.967 0.898 0.964 0.866 0.940 0.889 0.971 0.912 1

S5 0.984 0.953 0.995 0.966 0.976 0.958 0.988 0.960 0.981 0.924 0.959 0.924 1

S6 0.987 0.969 0.983 0.963 0.940 0.972 0.930 0.972 0.942 0.988 0.958 0.973 0.975 1

S16 0.997 0.957 0.994 0.975 0.953 0.976 0.954 0.986 0.965 0.996 0.975 0.963 0.986 0.995 1

加,样方内出现的植物种数逐渐增多,说明高原鼠兔

活动增加了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的物种丰富度,但增

加物种主要是有毒的乳浆大戟、圆叶筋骨草、蓝花棘

豆,以及适口性差的矮火绒草和兰石草,草甸质量变

劣,这与石红霄等人[14] 在青海果洛地区的研究结果

相似。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有效洞穴密度增加,
豆科类植物入侵的种类和比例有所增加,这一定程

度上有助于提高土壤固持氮和碳的能力[15]。 本研

究发现,随着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从 10 个 / 625m2

时增至 31 个 / 625m2过程中,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的优

势种均为高山嵩草,说明高山嵩草在群落中的主导

地位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高寒草甸群落并没有

变化为其他群落,群落内组分的变化属于群落内部

波动的范畴,其变化主要发生群落内的伴生种,这与

Guo 等人[9]对青海果洛地区的研究结果趋同。
虽然高寒草甸群落没有随着有效洞穴密度增加

而发生质的改变,演变成其他群落,但当高原鼠兔有

效洞穴密度增加时群落优势种高山嵩草的重要值先

增高后降低,说明高原鼠兔密度变化时优势种在群

落内的地位也随之发生改变。 优势种高山嵩草重要

值在 15 个 / 625m2时最大,说明适宜的有效洞穴密度

强化了优势种在群落内的地位和作用,在 31 个 /
625m2时最小,说明有效洞穴密度过大时优势种在群

落内的地位和作用反而削弱。 草甸群落优势种地位

和作用随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变化而变化,势必

联动的引起伴生种在群落内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这
是因为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增加,意味着裸露鼠斑面

积增加,高寒草甸生境异质性增加,一方面为原来处

于竞争劣势,被抑制的物种创造了茁壮生长的机会,
另外一方面,为一些机会主义者,如毒杂草入侵创造

了条件,使草甸群落内物种间的竞争更为多样化,有
可能出现物种利用资源方式的分化,客观上影响了

优势种和主要伴生种获取资源的范围,如主要伴生

种小花草玉梅的重要值随有效洞穴密度增加而逐渐

降低,条叶垂头菊和乳浆大戟的重要值则随着有效

洞穴密度增加而增加。
本研究结果表明,当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低

于 21 个 / 625m2时,优势种高山嵩草的生态位宽度在

所有种群中均位居第一,而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

增至 31 个 / 625m2时,优势种高山嵩草的生态位宽度

降至并列第三,这说明有效洞穴密度较小时,优势种

的特化程度小,在竞争性利用各种资源的过程中,保
持有较高的竞争力[16鄄19],这是因为高山嵩草具有极

强的克隆生长能力,它通过侧芽迅速生长形成致密

的草皮,这提高了抵抗外界机械作用的能力[20],所
以在有效洞穴密度从 10 个 / 625m2 上升到 21 个 /
625m2时,高山嵩草的生态位宽度位居第一,当有效

洞穴密度过大时,优势种特化程度增加,与其他物种

的竞争能力逐渐下降,其竞争性利用资源的能力降

低,这可能是改变后的生境已经逐渐不十分适配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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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种的生长。 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较低时,毒杂

草生态位宽度较小,如秦艽仅为 0.442,有些群落内

未出现毒杂草如乳浆大戟和矮火绒草等,说明有效

洞穴密度较低时毒杂草利用资源能力有限,主要受

优势种较强的竞争力所抑制,随高原鼠兔有效洞穴

密度升高时,毒杂草(如秦艽)的生态位宽度增大,群
落内出现毒杂草如乳浆大戟和矮火绒草。

不同有效洞穴密度下物种间平均生态位重叠度

总体较高,说明高原鼠兔活动强度的变化,迫使高寒

草甸群落内植物种群重新配制他们间资源利用的过

程和方式,以谋取最大利益,这客观上加剧了群落内

种群间的竞争激烈程度[21],导致种群间的生态位重

叠系数平均值大于 0.900。 在有效洞穴密度分别为

10、15、21、31 个 / 625m2时,与优势种高山嵩草竞争

力最大的物种分别为莓叶委陵菜、圆叶筋骨草、乳浆

大戟、条叶垂头菊,这说明高原鼠兔活动强度的差

异,决定了与优势种的主要竞争物种出现分异,当有

效洞穴密度从 10 个 / 625m2增加至 31 个 / 625m2的过

程中,竞争力最强的两个物种从高山嵩草和莓叶委

陵菜变化为钝裂银莲花和小米草,竞争力最低的两

个物种从秦艽和棱子芹演变为条叶银莲花和兰石

草,说明当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为 10 个 / 625m2

时,高山嵩草是种群间竞争最激烈的一方,但当高原

鼠兔有效洞穴密度超过或等于 15 个 / 625m2时,优势

种高山嵩草则没有出现在种群间竞争强度最激烈的

双方。
综上所述,随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增加,高寒

草甸群落组分、物种重要值、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

叠值均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样方内植物种数逐渐

增多,但主要是豆科类和毒杂草,高山嵩草的重要值

先增加后降低,在 15 个 / 625m2下最高,说明其在群

落内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显著变化;当高原鼠兔有

效洞穴密度低于或等于 21 个 / 625m2,优势种生态位

宽度位居第一,当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达 31 个 /
625m2时,其生态位宽度低于小米草和钝裂银莲花,
等同于小花草玉梅和乳浆大戟;虽然不同高原鼠兔

有效洞穴密度下,与优势种高山嵩草生态位重叠系

数最大的物种不一样,当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为

10 个 / 625m2时,高山嵩草是种群间竞争强度最大的

一方,但当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超过或等于 15
个 / 625m2时,高山嵩草则退出了种群间竞争强度最

激烈的局面。
致谢: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周杰,张晓黎,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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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ｗｏ ｐｙｒｅｎｅ⁃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 ｅｎｄｏｐｈｙｔ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ＳＵＮ Ｋａｉ， ＬＩＵ Ｊｕａｎ， ＬＩ Ｘｉｎ， ｅｔ ａｌ （８５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ｏｔｅｔｒａｎｙｃｈｕｓ Ｋａｎｋｉｔｕｓ （Ｅｈａｒａ）

ＬＩ Ｙｉｎｇｊｉｅ，ＷＡＮＧ Ｚｉｙ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Ｇｕｏｈａｏ，ｅｔ ａｌ （８６２）

…………………………………

……………………………………………………………………………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ｂｕｒｒ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ｐｉｋａ （Ｏｃｈｏｔｏｎａ ｃｕｒｚｏｎｉａｅ）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ｎｉｃｈｅ ｏｆ 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ＪＩＡ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 ＭＡＯ Ｌｉａｎｇ， ＧＵＯ Ｚ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８６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ａｕｍｕｒｉａ ｓｏｏｎｇａｒｉ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ｎｇ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ＺＨＡＯ Ｘｕｅｃｈｕｎ， ＬＡＩ Ｌｉｍｉｎｇ， ＺＨＵ Ｌｉｎｈａｉ， ｅｔ ａｌ （８７８）

…………………

……………………………………………………………………………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ｖａｌｌｅｙ ｏｆ Ｍｉ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ＮＧ Ｗｅｉｘｉａ， ＬＵＯ Ｄａ， ＳＨＩ Ｚｕｏ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８９０）

……………………………………

………………………………………………………………………………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ｉｄａｌ ｆｌａｔ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ＩＮ Ｌｉ， ＣＵＩ Ｊｕｎ， ＣＨＥＮ Ｘｕｅｐｉｎｇ， Ｆ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ｇ （８９９）

…………………………………………………………

………………………………………………………………………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ｍａｃｅａ ｃａｎａｌｉｃｕｌａｔａ ｏ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ｅｎ， ＤＡＩ Ｘｉａｏｙａｎ， ｅｔ ａｌ （９０７）

…………………………………………

………………………………………………………………………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ｏｕｒ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ｈｕａ， ＷＵ Ｘｉａｏｆｕ， ＨＡＯ 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９１６）

………………………

………………………………………………………………………………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ｕｄｇｅｔ ｏｆ ａｌｐｉｎ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ＬＩ Ｈｏｎｇｑｉｎ， ＬＩ Ｙｉｎｇｎ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Ｆａｗｅｉ， ｅｔ ａｌ （９２５）

…

……………………………………………………………………………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Ｈ ｖａｌｕｅ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Ｆｅ （Ⅲ）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ｃｉｄｉｃ ｐａｄｄｙ ｓｏｉｌｓ ＷＵ Ｃｈａｏ，ＱＵ Ｄｏｎｇ，ＬＩＵ Ｈａｏ （９３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ｉｎ ａｇｅ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ｓａｎｄ⁃ｈｉｌｌｏｃｋｓ ｉｎ Ｋｕｍｔａｇ ｄｅｓｅｒｔ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ｃｈｕｎ，ＹＡＯ Ｔｕｏ， ＬＩＵ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９４３）

……………………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ｕｓｋｍｅｌｏｎ ｉｎ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ＺＨＡＮＧ Ｄａｌｏｎｇ，ＣＨＡＮＧ Ｙｉｂｏ， ＬＩ Ｊｉａｎｍｉｎｇ，ｅｔ ａｌ （９５３）……

Ｉｏｎ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ａｕｍｕｒｉａ ｓｏｏｎｇｏ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Ｓａｌｓｏｌａ ｐａｓｓｅｒｉｎａ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ｕｎｄｅｒ ＮａＣ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ＺＨＡＯ Ｘｉｎ， 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ｊｕ， ＳＨＩ Ｙ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９６３）

…………………

…………………………………………………………………………………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ｒｈｉｚｏｓｐｈｅｒｅ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ｙｒｏｌａ ｄｅｃｏｒａｔａ

ＧＥＮＧ Ｚｅｎｇｃｈａｏ，ＭＥＮＧ Ｌｉｎｇｊｕｎ，ＬＩＵ Ｊｉａｎｊｕｎ （９７３）

…………………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ｃｒｏｐｓ

ＦＡＮＧ Ｂｉｎ， ＷＵ Ｊｉｎｆｅｎｇ （９８３）

…………………………………

………………………………………………………………………………………………………

Ｕｒｂａ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ｒｉｖ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ｊｕｎ，ＸＵ Ｙｏｕｐｅｎｇ，ＺＨＡＩ Ｌｕｘｉｎ，ｅｔ ａｌ （９９３）

……………………………………………………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ＡＮ Ｂａｏｓｈｅ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Ｇｕｏｄｏｎｇ （１００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ｏｔ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ｚ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ＭＡ Ｐｅｎｇ， ＬＩ Ｃｈａｎｇｘｉａｏ， ＬＥＩ 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１０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ｗｏ ｏａｋ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ＷＡＮＧ Ｓｈｕｆｅｎｇ， ＨＵ Ｙｕｎｘｕｅ， ＳＵＮ Ｈａｉｊ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１０２１）

………………………………………………………………

…………………………………………………………………………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ｃｃｌ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ｉａｎｔ ｔｏａｄ ｔａｄｐｏｌｅｓ （Ｂｕｆｏ 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

ＷＡＮＧ Ｌｉｚｈｉ （１０３０）

…

…………………………………………………………………………………………………………………

２４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４ 卷　



叶生态学报曳圆园员源年征订启事
叶生态学报曳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袁中国生态学学会尧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办的生态学

高级专业学术期刊袁创刊于 员怨愿员 年袁报道生态学领域前沿理论和原始创新性研究成果遥 坚持野百花齐放袁百家

争鸣冶的方针袁依靠和团结广大生态学科研工作者袁探索生态学奥秘袁为生态学基础理论研究搭建交流平台袁
促进生态学研究深入发展袁为我国培养和造就生态学科研人才和知识创新服务尧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服务遥

叶生态学报曳主要报道生态学及各分支学科的重要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原始创新性科研成果遥 特别欢

迎能反映现代生态学发展方向的优秀综述性文章曰研究简报曰生态学新理论尧新方法尧新技术介绍曰新书评价和

学术尧科研动态及开放实验室介绍等遥
叶生态学报曳为半月刊袁大 员远 开本袁圆愿园 页袁国内定价 怨园 元 辕册袁全年定价 圆员远园 元遥
国内邮发代号院愿圆鄄苑袁国外邮发代号院酝远苑园
标准刊号院陨杂杂晕 员园园园鄄园怨猿猿摇 摇 悦晕 员员鄄圆园猿员 辕 匝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袁也可直接与编辑部联系购买遥 欢迎广大科技工作者尧科研单位尧高等院校尧图书

馆等订阅遥
通讯地址院 员园园园愿缘 北京海淀区双清路 员愿 号摇 电摇 摇 话院 渊园员园冤远圆怨源员园怨怨曰 远圆愿源猿猿远圆
耘鄄皂葬蚤造院 泽澡藻灶早贼葬蚤曾怎藻遭葬燥岳 则糟藻藻泽援葬糟援糟灶摇 网摇 摇 址院 憎憎憎援藻糟燥造燥早蚤糟葬援糟灶

本期责任副主编摇 董摇 鸣摇 摇 摇 编辑部主任摇 孔红梅摇 摇 摇 执行编辑摇 刘天星摇 段摇 靖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
渊杂匀耘晕郧栽粤陨摇 载哉耘月粤韵冤

渊半月刊摇 员怨愿员 年 猿 月创刊冤
第 猿源 卷摇 第 源 期摇 渊圆园员源 年 圆 月冤

粤悦栽粤 耘悦韵蕴韵郧陨悦粤 杂陨晕陨悦粤
摇

渊杂藻皂蚤皂燥灶贼澡造赠袁杂贼葬则贼藻凿 蚤灶 员怨愿员冤
摇

灾燥造郾 猿源摇 晕燥郾 源 渊云藻遭则怎葬则赠袁 圆园员源冤

编摇 摇 辑摇 叶生态学报曳编辑部
地址院北京海淀区双清路 员愿 号
邮政编码院员园园园愿缘
电话院渊园员园冤远圆怨源员园怨怨
憎憎憎援藻糟燥造燥早蚤糟葬援糟灶
泽澡藻灶早贼葬蚤曾怎藻遭葬燥岳 则糟藻藻泽援葬糟援糟灶

主摇 摇 编摇 王如松
主摇 摇 管摇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摇 摇 办摇 中国生态学学会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地址院北京海淀区双清路 员愿 号
邮政编码院员园园园愿缘

出摇 摇 版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地址院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员远 号

邮政编码院员园园苑员苑
印摇 摇 刷摇 北京北林印刷厂
发 行摇

地址院东黄城根北街 员远 号
邮政编码院员园园苑员苑
电话院渊园员园冤远源园猿源缘远猿
耘鄄皂葬蚤造院躁燥怎则灶葬造岳 糟泽责早援灶藻贼

订摇 摇 购摇 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发行摇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地址院北京 猿怨怨 信箱
邮政编码院员园园园源源

广告经营
许 可 证

摇 京海工商广字第 愿园员猿 号

耘凿蚤贼藻凿 遭赠摇 耘凿蚤贼燥则蚤葬造 遭燥葬则凿 燥枣
粤悦栽粤 耘悦韵蕴韵郧陨悦粤 杂陨晕陨悦粤
粤凿凿院员愿袁杂澡怎葬灶早择蚤灶早 杂贼则藻藻贼袁匀葬蚤凿蚤葬灶袁月藻蚤躁蚤灶早 员园园园愿缘袁悦澡蚤灶葬
栽藻造院渊园员园冤远圆怨源员园怨怨
憎憎憎援藻糟燥造燥早蚤糟葬援糟灶
泽澡藻灶早贼葬蚤曾怎藻遭葬燥岳 则糟藻藻泽援葬糟援糟灶

耘凿蚤贼燥则鄄蚤灶鄄糟澡蚤藻枣摇 宰粤晕郧 砸怎泽燥灶早
杂怎责藻则增蚤泽藻凿 遭赠摇 悦澡蚤灶葬 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枣燥则 杂糟蚤藻灶糟藻 葬灶凿 栽藻糟澡灶燥造燥早赠
杂责燥灶泽燥则藻凿 遭赠摇 耘糟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杂燥糟蚤藻贼赠 燥枣 悦澡蚤灶葬

砸藻泽藻葬则糟澡 悦藻灶贼藻则 枣燥则 耘糟燥鄄藻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葬造 杂糟蚤藻灶糟藻泽袁 悦粤杂
粤凿凿院员愿袁杂澡怎葬灶早择蚤灶早 杂贼则藻藻贼袁匀葬蚤凿蚤葬灶袁月藻蚤躁蚤灶早 员园园园愿缘袁悦澡蚤灶葬

孕怎遭造蚤泽澡藻凿 遭赠摇 杂糟蚤藻灶糟藻 孕则藻泽泽
粤凿凿院员远 阅燥灶早澡怎葬灶早糟澡藻灶早早藻灶 晕燥则贼澡 杂贼则藻藻贼袁
月藻蚤躁蚤灶早摇 员园园苑员苑袁悦澡蚤灶葬

孕则蚤灶贼藻凿 遭赠摇 月藻蚤躁蚤灶早 月藻蚤 蕴蚤灶 孕则蚤灶贼蚤灶早 匀燥怎泽藻袁
月藻蚤躁蚤灶早 员园园园愿猿袁悦澡蚤灶葬

阅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藻凿 遭赠摇 杂糟蚤藻灶糟藻 孕则藻泽泽
粤凿凿院员远 阅燥灶早澡怎葬灶早糟澡藻灶早早藻灶 晕燥则贼澡
杂贼则藻藻贼袁月藻蚤躁蚤灶早 员园园苑员苑袁悦澡蚤灶葬
栽藻造院渊园员园冤远源园猿源缘远猿
耘鄄皂葬蚤造院躁燥怎则灶葬造岳 糟泽责早援灶藻贼

阅燥皂藻泽贼蚤糟 摇 摇 粤造造 蕴燥糟葬造 孕燥泽贼 韵枣枣蚤糟藻泽 蚤灶 悦澡蚤灶葬
云燥则藻蚤早灶 摇 摇 悦澡蚤灶葬 陨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 月燥燥噪 栽则葬凿蚤灶早

悦燥则责燥则葬贼蚤燥灶
粤凿凿院孕援韵援月燥曾 猿怨怨 月藻蚤躁蚤灶早 员园园园源源袁悦澡蚤灶葬

摇 陨杂杂晕 员园园园鄄园怨猿猿
悦晕 员员鄄圆园猿员 辕 匝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邮发代号 愿圆鄄苑 国外发行代号 酝远苑园 定价 怨园郾 园园 元摇


	1.pdf
	fm.pdf
	中ml.pdf

	stxb201305050926.pdf
	3.pdf
	英文ml.pdf
	04fd.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