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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近邻体法是一类有效的植物空间分布格局分析方法，邻体距离的概率分布模型用于描述邻体距离的统计特征，属于常

用的最近邻体法之一。 然而，聚集分布格局中邻体距离（个体到个体）的概率分布模型表达式复杂，参数估计的计算量大。 本

文根据该模型期望和方差的特性，提出了一种简化的参数估计方法，并利用遗传算法来实现参数优化，结果表明遗传算法可以

有效地估计的该模型的两个参数。 同时，利用该模型拟合了加拿大南温哥华岛 ３ 个寒温带树种的空间分布数据，结果显示：该
概率分布模型可以很好地拟合美国花旗松（Ｐ． ｍｅｎｚｉｅｓｉｉ）和西部铁杉（Ｔ．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的邻体距离分布，但由于西北红柏（Ｔ．
ｐｌｉｃａｔａ）存在高度聚集的团簇分布，拟合结果不理想；美国花旗松在样地中近似随机分布，空间聚集参数对空间尺度的依赖性不

强，但西北红柏和西部铁杉空间聚集参数具有尺度依赖性，随邻体距离阶数增加而变大。 最后，本文讨论了该模型以及参数估

计方法的优势和限制。
关键词：空间点格局；聚集分布；参数优化；遗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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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ｄｅｖｉ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ｓ ａ ｆｅｗ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ｃａｌ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ｇａｉｎ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ｏｒｄｅｒｓ ｏｆ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ｅｌｄ ｗｏｒｋ ｂｕ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Ｗ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ｄｅａｌ ｏｒｄｅｒｓ ｏｆ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２ ｔｏ ６．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ｉｘｅ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植物种群空间分布格局是指特定时间内， 植物群落中某一种群的个体在空间的分布状况［１⁃３］。 空间分布

格局分析对于确定种群特征、种群间相互关系以及种群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了解种

群空间分布规律以及种内与种间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４⁃７］。 按照种群内个体的聚集程度和方式， 种群分布格

局一般可分为随机分布、均匀分布和聚集分布 ３ 种类型［８］。 以频度 ／密度为基础的样方法（ｑｕａｄｒａｔ ｍｅｔｈｏｄ）和
以距离为基础的无样地法（ｐｌｏｔｌｅｓｓ ｍｅｔｈｏｄ）属于两大类确定植物空间分布格局的研究方法［３⁃５，９］。 植物群落调

查实践表明无样地法比于样方法在成本和可操作性两方面均有一定的优势［１０］。
最近邻体法（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ＮＮ）属于无样地法之一，它最早由 Ｃｌａｒｋ 和 Ｅｖａｎｓ［１１］提出，以观测点

与个体之间的距离（或者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距离）为原始数据获取分析指标，用统计检验的方法考察实际值

与理论期望值之间的差异显著性，进而判断种群的空间分布类型。 Ｓｔｏｙａｎ 和 Ｐｅｎｔｔｉｎｅｎ ［１２］指出最近邻体距离

特别是高阶邻体距离的概率分布比一般的分析指标可以更好地量化空间分布格局。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３］早在 １９５６
年便推导出了随机分布格局中邻体距离的概率分布模型，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ｔ ［１４］则给出了聚集分布格局中随机观测点

到相邻个体距离的概率分布模型，Ｍａｇｎｕｓｓｅｎ［１５⁃１６］等基于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ｔ 的概率分布模型提出了植物空间密度的点

估计方法。 在随机分布格局中，任意选择的观测点到其相邻个体距离与任意选择的个体到其相邻个体距离在

统计学意义上是一致的，因此二者的概率分布模型也是一样的 ［６］。 聚集分布格局中，任意选择的观测点到相

邻个体距离和个体到个体距离并不一致，二者的概率分布模型也不相同。 Ｇａｏ［５］利用条件概率的极限法推导

出聚集分布格局下的个体到相邻个体的概率分布模型，并以巴拿马 Ｂａｒｒｏ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岛（Ｂａｒｒｏ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Ｉｓｌａｎｄ，
ＢＣＩ）样地 １８３ 个热带雨林树种的空间分布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该概率分布模型可以较好地拟合大多

数树种的邻体距离分布。 Ｇａｏ［６］等利用该模型研究了 ＢＣＩ 样地中树种分布多尺度特征，并总结出 ５ 类空间聚

集指数⁃邻体距离阶数曲线。 ＢＣＩ 样地属于热带雨林，物种丰富且大多数树种被证实在空间中聚集分布［１７］，这
与 Ｇａｏ［５］模型的基本条件一致。 本文的第一个研究目标是利用 Ｇａｏ［５］ 的邻体距离概率分布模型拟合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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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南温哥华岛 ３ 个寒温带树种的空间分布数据，以检验该模型在北方森林的适用性。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ｔ 概率分布模型含两个参数，概率密度函数的表达式较复杂。 Ｍａｇｎｕｓｓｅｎ［１５⁃１６］等在利用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ｔ

模型进行密度估计时采用了极大似然法（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参数优化则基于 Ｎｅａｌｄｅｒ⁃Ｍｅａｄ 算法。 Ｇａｏ 模型

与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ｔ 模型的概率密度函数的表达式相似，并通过求解极大似然数值方程来完成参数估计［５⁃６］。 以上两

种参数估计方法均属于极大似然法的范畴，当模型样本较少时，其求解过程可能只得到局部最优解而非全局

最优解 ［１６］。 遗传算法（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是一种通过模拟自然进化过程搜索最优解的方法，其主要特点是：
直接对结构对象进行操作，不存在求导和函数连续性的限定，具有更好的全局寻优能力；采用概率化的寻优方

法，能自动获取和指导优化的搜索空间，自适应地调整搜索方向，不需要确定的规则。 遗传算法的这些性质，
使其成为现代智能计算中的关键技术。 本文的第二个研究目标是采用遗传算法估计 Ｇａｏ 模型的两个参数，解
决极大似然法数值优化不能得到全局最优解的问题。

１　 模型

植物空间分布格局分析中，将个体的空间位置映射到二维空间上的点，形成空间点格局。 空间点格局在

统计学中被认为是空间点过程的一个实现［１８］。 空间点过程最基本的属性是过程强度 λ（ ｓ） ，即位置 ｓ 单位面

积内的期望点数。 随机分布的空间点格局， λ（ ｓ） 为常量，对应一个 Ｐｏｉｓｓｏｎ 过程。 定义随机采样点到其第 ｎ
个相邻个体的距离为随机变量 ｒｎ ，其概率分布模型的密度函数为［１３］：

ｇ（ ｒｎ ｜ λ） ＝ ２ （λπ） ｎｒ２ｎ－１ｎ

ｅｘｐ（ － λπｒ２ｎ）
（ｎ － １）！

（１）

其中， ｎ 记为邻体距离的阶数。 如果假设 λ（ ｓ） 服从均值为 λ 的 Ｇａｍｍａ 分布 ｈ（λ ｜ α，β） ，则面积 Ａ 的样地内

点的个数服从期望为 λＡ 的负二项分布 ［１９］。 负二项分布是聚集分布格局分析中最普遍的概率分布模型［４］。
将 Ｇａｍｍａ 分布 ｈ（λ ｜ α，β） 带入模型（１），通过计算卷积可以得到聚集空间分布格局中 ｒｎ 的概率密度

函数［１５］：

ｇ（ ｒｎ ｜ α，β） ＝ ２πｎｒ２ｎ－１ｎ
Γ（ｎ ＋ α）
Γ（ｎ）Γ（α）

β －α （β －１ ＋ πｒ２ｎ）
－ｎ－α （２）

其中， α ＞ ０， β ＞ ０，且满足 λ ＝ α × β ， Γ（） 为 Ｇａｍｍａ 函数。 需要估计的两个模型参数为 α 和 β 。 定义任意

个体到其第 ｎ 个相邻个体的距离定义为随机变量 ｓｎ ，聚集分布点格局中， ｓｎ 的概率密度函数为［５］：

ｇ（ ｓｎ ｜ α，β） ＝ ２πｎｓ２ｎ－１ｎ
Γ（ｎ ＋ α ＋ １）
Γ（ｎ）Γ（α ＋ １）

β －α－１ （β －１ ＋ πｓ２ｎ）
－ｎ－α－１ （３）

模型（３）与模型（２）的表达式相似，利用邻体距离的样本数据可以估计 α 和 β 的值。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

本文以加拿大西海岸 ３ 个寒温带树种的空间分布数据验证概率分布模型（３）。 研究区位于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的南温哥华岛（４８°３８′ Ｎ，１２３°４３′Ｗ），样地大小为 １０２×８７ｍ（０．８８７４ 公顷），平均海拔 ３８２ｍ［２０］（图 １）。
３ 个树种分别为西部红柏（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Ｔｈｕｊａ ｐｌｉｃａｔａ），美国花旗松（Ｄｏｕｇｌａｓ－ｆｉｒ， Ｐｓｅｕｄｏｔｓｕｇａ ｍｅｎｚｉｅｓｉｉ），
以及西部铁杉（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ｍｌｏｃｋ， Ｔｓｕｇ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在统计个体到个体的邻体距离时，为避免边缘效应，在
样地边界设置 ５ｍ 的缓冲区，即靠近样地边界 ５ｍ 内的个体不作统计，共计西部红柏 ３３７ 棵，美国花旗松 ５０８
棵，西部铁杉 ７６７ 棵。
２．２　 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是人工智能领域中用于解决最优化的一种启发式算法，这种算法借鉴了进化生物学中的一些现

象，包括遗传、突变、自然选择以及杂交等［２１］。 图 ２ 展示了 ８ 位编码的遗传算法计算流程图。 选取适当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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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三个树种的空间分布点格局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标函数，便可以利用遗传算法估计模型（３）的参数。 本研究中遗传算法是在数学软件 ＭＡＴＬＡＢ２００８［２２］环境下

实现的，并编写遗传、突变、自然选择以及杂交四个计算过程的通用函数。

图 ２　 遗传算法的计算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３　 参数估计

根据模型（３）概率密度的表达式，我们可以分别计

算随机变量 ｓｎ 的期望和方差：

ｓ
－

ｎ ＝ Ｅ［ ｓｎ ｜ α，β］ ＝ Γ（α ＋ ０．５）Γ（ｎ ＋ ０．５）
πβΓ（α ＋ １）Γ（ｎ）

（４）

σ２ ＝ Ｖａｒ［ ｓｎ ｜ α，β］ ＝ ｎ
πβα

（５）

根据公式（６）和（７），可以在 σ２ ／ ｓ
－

ｎ
２ 式约去参数 β ，

可以简化参数估计的计算量，遗传算法的目标函数定

义为：

ε ＝ σ２

ｓ
－

ｎ
２
－ ｎΓ （α ＋ １） ２Γ （ｎ） ２

αΓ （α ＋ ０．５） ２Γ （ｎ ＋ ０．５） ２
＋ １ （６）

ε 越接近于 ０，参数估计值 α^ 越准确，然后基于公式

（５）计算 β
＾
。 遗传算法设置为：群体个数， Ｎ ＝ ２０；编码

位数， ｓ ＝ ８；变异率， ｐ ＝ ０．０５；目标函数的精度要求， εｔｏｌ

＝ １０ －５ ；最大允许循环次数， Ｔｍａｘ ＝ １００。 本研究中，在
计算邻体距离的均值和方差时，样本的数目等于 ３ 个树

种在目标区域中的个体数目。
为验证参数估计结果，概率分布模型（３）的拟合优

度采用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ＫＳ）检验，检验统计量 ＫＳ 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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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Ｓ ＝ ｍａｘ Ｔ（ ｓｎ） － Ｏ（ ｓｎ） （７）
其中， Ｔ（ ｓｎ） 和 Ｏ（ ｓｎ） 分别为 ｎ 阶邻体距离不大于 ｓｎ 的拟合及实际概率。

３　 结果

西部红柏（Ｔ． ｐｌｉｃａｔａ）空间分布格局的聚集度比较高，具有团簇分布的特征。 对目标区域内每一棵西部红

柏个体计算到其周围邻体的距离，获得各阶邻体距离样本，然后利用概率分布模型拟合这些邻体距离样本，参
数估计采用 ２．２—２．３ 中的遗传算法完成。 表 １ 展示的是西部红柏（Ｔ． ｐｌｉｃａｔａ）的各阶邻体距离概率分布模型

的参数估计和拟合优势度检验结果，其中邻体距离的阶数为 ｎ ＝ １，２，…，７。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模型的拟合结

果，图 ３ 给出了 ｎ ＝ １，３，５，７ 时实际和拟合的概率密度函数以及对应的概率分布函数，其中概率分布函数为概

率密度函数的累积值。 对于概率密度函数，实际的概率密度函数比拟合的概率密度函数向左偏（图 ３）。 对于

概率分布函数，在邻体距离值比较小的时候，拟合的概率分布小于实际概率分布，当邻体距离的值变大后，拟
合的概率分布由大于实际概率分布。 这种拟合与实际概率分布的不一致性是由于西部红柏（Ｔ． ｐｌｉｃａｔａ）的团

簇聚集分布特征导致的。 当 ｎ ＝ ４ 时，实际和拟合的概率分布偏差最大，检验统计量 ＫＳ ＝ ０．１９０９。 参数 α^一定

层度上代表空间点格局的聚集程度，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 α^ 的估计值随着阶数 ｎ 的变大而增加，这一结果与大

多数热地雨林树种的聚集－尺度关系相似［６］。

表 １　 西部红柏（Ｔ． ｐｌｉｃａｔａ）的邻体距离概率分布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Ｔ． ｐｌｉｃａｔａ）

模型参数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ｎ＝ １ ｎ＝ ２ ｎ＝ ３ ｎ＝ ４ ｎ＝ ５ ｎ＝ ６ ｎ＝ ７

α^ ０．４６４２ ０．５５４８ ０．５９８３ ０．５９４９ ０．５７６５ ０．６３４３ ０．６５８５

β
＾ ０．２１５４ ０．１８０８ ０．１６２３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４３ ０．１３９８ ０．１３３６

ＫＳ ０．１３５２ ０．１３２２ ０．１６６７ ０．１９０９ ０．１７７０ ０．１６２９ ０．１６５１

美国花旗松（Ｐ． ｍｅｎｚｉｅｓｉｉ）在样地中分布广泛，几乎不存在聚集的团簇（图 １）。 由于概率分布模型（３）适
用于随机分布和聚集分布［５］，模型（３）可以较好地拟合美国花旗松（Ｐ． ｍｅｎｚｉｅｓｉｉ）的邻体距离分布。 表 ２ 给出

了参数估计和拟合优势度检验的结果，并且在图 ４ 中部分展示了拟合的概率密度函数和概率分布函数。 受直

方图的自身的限制，实际的和拟合的概率密度函数在视觉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概率分布函数的一致性却很

好（图 ４）。 当 ｎ ＝ ４ 时，实际和拟合的概率分布偏差最大，检验统计量 ＫＳ ＝ ０．０７３９。 由于美国花旗松在样地中

具有随机分布的特征， α^ 的估计值比较大，且受阶数 ｎ 的变大的影响较小。

表 ２　 美国花旗松（Ｐ． ｍｅｎｚｉｅｓｉｉ）的邻体距离概率分布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Ｄｏｕｇｌａｓ⁃ｆｉｒ （Ｐ． ｍｅｎｚｉｅｓｉｉ）

模型参数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ｎ＝ １ ｎ＝ ２ ｎ＝ ３ ｎ＝ ４ ｎ＝ ５ ｎ＝ ６ ｎ＝ ７

α^ ４９．３ ５１．１ ５０．２ ４９．７ ５２．４ ５３．１ ５１．６

β
＾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４

ＫＳ ０．０４７７ ０．０５４９ ０．０５５９ ０．０７３９ ０．０７３６ ０．０５９２ ０．０６７５

表 ３ 给出了西部铁杉（Ｔ．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邻体距离概率分布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拟合优势度检验的结果。 从

表 ３ 和图 ５ 可以看出，实际的概率密度函数（概率分布函数）与拟合的概率密度函数（概率分布函数）一致性

较好。 西部铁杉（Ｔ．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在样地中分布广泛，虽然也属于聚集分布，但团簇型的分布特征不是太明显，
与概率分布模型（３）的假设一致。 同样，当 ｎ ＝ ４ 时实际和拟合的概率偏差最大，检验统计量 ＫＳ ＝ ０．０７５４。 此

外， α^ 的估计值随着阶数 ｎ 的变大而增加，空间点格局的聚集度是空间尺度依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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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西部红柏（Ｔ． ｐｌｉｃａｔａ）的邻体距离概率密度函数（左侧纵坐标）及概率分布函数（右侧纵坐标）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ｌｅｆｔ ｙ⁃ａｘｉｓ）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ｒｉｇｈｔ ｙ⁃ａｘｉｓ） ｏｆ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ｄ ｃｅｄａｒ （ Ｔ．

ｐｌｉｃａｔａ）

表 ３　 西部铁杉（Ｔ．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的邻体距离概率分布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ｍｌｏｃｋ （Ｔ．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模型参数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ｎ＝ １ ｎ＝ ２ ｎ＝ ３ ｎ＝ ４ ｎ＝ ５ ｎ＝ ６ ｎ＝ ７

α^ ０．６９９ ０．７９６５ ０．８９３８ ０．９３４３ ０．９７８４ １．０５３４ １．１３１３

β
＾ ０．２５２８ ０．２１５２ ０．１８１６ ０．１６７２ ０．１６０２ ０．１４８５ ０．１３８９

ＫＳ ０．０６４９ ０．０６４１ ０．０６９３ ０．０７５４ ０．０７５３ ０．０４９１ ０．０６３

４　 结论与讨论

本文根据聚集分布格局中邻体距离（个体到个体）的概率分布模型期望和方差的特性，提出了一种简化

的参数估计方法，利用遗传算法实现参数优化，并以加拿大南温哥华岛 ３ 个寒温带树种的空间分布数据进行

了实例验证，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１）通过定义合适的目标函数，可以简化模型参数估计的计算量，遗传算法可以有效地估计邻体距离概

率模型的参数；
（２）西部红柏（Ｔ． ｐｌｉｃａｔａ）和西部铁杉（Ｔ．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的空间聚集度比较高，美国花旗松（Ｐ． ｍｅｎｚｉｅｓｉｉ）在

样地中近似随机分布，Ｇａｏ［５］的邻体距离概率分布模型可以很好地拟合西部铁杉（Ｔ．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和美国花旗

松（Ｐ． ｍｅｎｚｉｅｓｉｉ）的邻体距离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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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美国花旗松（Ｐ． ｍｅｎｚｉｅｓｉｉ）的邻体距离概率密度函数（左侧纵坐标）及概率分布函数（右侧纵坐标）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ｌｅｆｔ ｙ⁃ａｘｉｓ）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ｒｉｇｈｔ ｙ⁃ａｘｉｓ） ｏｆ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ｏｕｇｌａｓ⁃ｆｉｒ （Ｐ． ｍｅｎｚｉｅｓｉｉ）

邻体距离概率分布模型（３）的表达式较为复杂，Ｇａｏ［５］在利用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估计模型参数时，定义

了一个带有绝对值的目标函数。 因此，参数估计问题转化为二维参数空间上的数值最优化问题。 在计算过程

中，样本的选择会影响数值优化算法的结果，特别是当邻体距离的样本较少时，会得到局部最优解而非全局最

优解。 本文提出利用遗传算法估计模型（３）的参数 α 和 β ，在定义目标函数（６）之后将参数估计问题转化为

一维参数空间上的数值最优化问题。 遗传算法在的作用是作为一种数值最优化技术解决一维参数空间上的

数值最优化问题。 然而，该方法仍然不能有效解决当样本少的时候估计不准确的问题。 首先，本文提出的参

数方法实质上是一种矩估计方法。 矩法估计方法的优点是原理简单、使用方便，使用时可以不知总体的分布。
理论上讲，矩法估计是以大样本为应用对象的，只有在样本容量较大时，才能保障它的优良性。 因此，准确估

计参数的关键是获得足够的邻体距离样本，这对两种估计方法都很重要。 遗传算法本身对参数估计的精度不

具有决定性作用。
邻体距离概率分布模型（３）是从聚集空间点格局的负二项分布模型推导而来的，参数 α 与负二项分布模

型中的聚集指数 ｋ 等价，其本身就与空间尺度相关［２３⁃２４］。 植物空间分布格局分析中空间尺度概念涉及三个方

面：研究区域的尺度、生态过程尺度和取样尺度 ［２，２５］。 利用邻体距离分析空间分布格局也受到尺度的影响，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关注取样尺度，即邻体距离的阶数。 选取比较小的阶数会忽略掉较多的空间信息，选取较

大的阶数会增加群落调查的工作量，并且还会受到边际效应的影响［５］，所以建议采用的阶数是 ２ 到 ６。 然而，
模型（３）本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拟合聚集度较高的空间点格局的邻体距离时的，拟合效果并不理

想［５⁃６］，以及本文中的西部红柏的邻体距离分布。 拟合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有两个：１）实际的概率分布会出现

多峰值的现象；２）实际概率向左倾斜的较多。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可以从以下 ２ 个方面进行改进：１）改进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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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西部铁杉（Ｔ．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的邻体距离概率密度函数（左侧纵坐标）及概率分布函数（右侧纵坐标）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ｌｅｆｔ ｙ⁃ａｘｉｓ）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ｒｉｇｈｔ ｙ⁃ａｘｉｓ） ｏｆ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ｍｌｏｃｋ （ Ｔ．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率分布模型，例如采用混合型概率分布；２）采用高阶的邻体距离，使得概率分布右移。 下一步的研究可以尝

试采用人工智能方法对极大似然估计的目标函数进行优化，可以避免在样本较少的情况下不能得到全局最

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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