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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3 年 11 月至 2004 年 8 月, 在温州湾的灵昆岛东滩进行了大型底栖动物采样调查。共发现大型底栖动物 33 种, 隶属 7

门 8 纲 21 科。主要为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环节动物多毛类, 其中高潮带 25 种, 中潮带 30 种, 低潮带 14 种。通过对不同季节不

同潮带的大型底栖动物密度数据进行成对 t 检验分析, 结果认为各潮带的大型底栖动物密度分布有明显差异, 而大型底栖动物

密度的季节变化不明显。对定量取样中获得的 21 个物种以 Shannon2W iener 指数为基础进行了生态位宽度测定, 以 P ianka 重

叠指数为基础进行了生态位重叠值分析, 结果表明日本沙蚕 (N ereis jap on ica)、纽虫和线虫的生态位较宽, 均为 2180 以上, 它们

之间的生态重叠值也较高, 均为 0190 以上。以密度数据四次开方为基础, 利用欧氏距离进行群落物种的系统聚类分析, 结果表

明 21 个物种可以分为三大类, 即潮间带广布种、中高潮带常见种、狭布种和偶见种, 通过非度量多维标度排序分析也支持以上

结果。3 类物种的生态位重叠值均有不同的表现, 与物种的分布与数量相关。研究表明, 物种生态宽度、物种之间的生态位重叠

值与物种的分布与数量密切相关, 反映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中各物种对生境资源的利用能力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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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e of the macroben th ic comm un ity and n iche ana lys is a t a tida l f la t of

L inkun Island
GE Bao2M ing, BAO Y i2X in3 , ZH EN G X iang, CH EN G Hong2Y i　 ( Institu te of E cology , Z hej iang N orm al U niversity ,

J inhua 321004, Ch ina). A cta Ecolog ica S in ica , 2005, 25 (11) : 3037～ 3043.

Abstract: D uring N ov. , 2003 to A ug. , 2004, the au tho rs studied the m acroben th ic comm un ity of the east t idal fla t of L ingkun

Island, W enzhou Bay. W e found a to tal of 33 species in the invest igat ion, belonging to 21 fam ilies, 8 classes and 7 phyla, mo st

of them being arth ropods and mo llu sk s. T he num bers of species found on the h igh tidal fla t, m iddle t idal fla t and low tidal fla t

w ere 25, 30 and 14. T h rough paired t2tests w e found that the m ain facto r of impact on the m acroben tho s density distribu t ion is

the facto r of t idal fla t elevat ion; the influence of seasonal varia t ion w as no t eviden t. U sing the Shannon2W iener’s n iche b readth

index and the P ianka’s n iche overlap s index, w e found that the N ereis jap on ica, nem erteans and eelw o rm s had b road n iche

b readth s (above 2180) ; the n iche overlap s among them w as h igh (above 0190) in the quan tita t ive analysis on the 21 species

p resen t in the quan tita t ive samp le analysis. Based on the fou rth pow er of m acroben tho s density, u sing the H ierarch ical C luster

of betw een2group s linkage m ethod and the N on2m atric M ult idim en tional Scaling m ethod, the 21 species have been classified

in to th ree group s: the w idesp read species, the common species on the h igh and m iddle t idal fla t, and the rare species. T he



species of differen t group s have differen t n iche overlap characters; the n iche overlap s rela te to the distribu t ion and density of

the species. T he resu lts reveal that the n iche b readth and the n iche overlap reflects the species distribu t ion, the quan tity

characters and the species ab ility to u tilize the environm en tal resou rce.

Key words: m acroben tho s; n iche; n iche b readth; n iche overlap s; h ierarch ical clu ster; o rdinat ion

目前, 群落中物种生态位的研究资料在植物群落方面比较丰富, 例如 Po tts 等研究了两种不同热带雨林中树木物种的生态

位结构, 认为环境因素是造成物种生态位分化且影响物种分布的重要因素[1 ]; 马宗仁等对高尔夫球场草坪杂草群落中主要杂草

种类进行了年消长动态及时间生态位的研究, 研究显示自然条件下环境梯度变化生境生态位研究方法不适于高尔夫球场草坪

中杂草, 因为高尔夫球场受人工干扰非常严重, 生态梯度不明显[2 ]; 郭水良等对农田杂草生态位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探讨, 颜廷芬

等在环境因子对植物生态位宽度的影响程度分析中发现生态位宽度以及重叠值反映了物种对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能力[3, 4 ];

Cody 认为生态位分离是造成植物生长方式不同的重要因素[5 ]。而在动物学研究方面相对薄弱些, 如刘建军等进行了水磨河底

栖动物群落结构的生态位分析, 特别指出物种生态位以及物种的聚类反映了底栖动物对环境污染的耐受能力情况[6 ]; 朱曦等对

鹭科鸟类群落的空间生态位和种间关系的研究, 表明除迁到时间、护域行为外, 生态要求的差异也产生生态分离[7 ]; 刘新民等进

行的腾格里沙漠生态系统不同固沙方式下昆虫群落的生态位分异研究, 表明不同的沙地固定方式下, 动物群落的演替方向不

同[8 ]。

在以往的滩涂底栖动物研究中, 焦点主要集中在自然滩涂群落结构、密度生物量、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的聚类和排序方

面[9～ 12 ] , 以及潮沟系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研究[13 ]、围垦后滩涂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差异研究[15～ 17 ]等, 同时也有滩涂底栖动物生

活型以及功能型的探讨[18 ] , 但是有关滩涂底栖动物群落物种生态位分析却鲜有报道。鉴于此, 利用 2003 年 11 月至 2004 年 8 月

在温州湾灵昆岛东滩潮间带底栖动物群落调查数据, 进行群落结构及物种生态位分析。

1　研究方法

111　采样地概况

灵昆岛是位于温州湾和瓯江入海口交汇处的河口岛屿, 亚热带气候, 潮汐为非正规半日浅海潮, 平均盐度 10～ 30。研究的

地点为浙江温州市灵昆岛东滩, 潮间带为软相底质沉积物, 淤泥为主。潮间带地貌特征结合潮汐作用程度可以明显分为高潮带、

中潮带和低潮带, 整个潮间带宽 900～ 1 100m 左右, 其中, 高潮带大部已被围垦, 剩余部分较窄, 宽约 100～ 200m , 狭小的高潮带

上植被为较密集的互花米草 (S p artin a ltern if lora) , 底质淤泥细腻, 颗粒细小; 中潮带宽 500～ 700m 左右, 大部分无植被, 只有在

和高潮带交接的位置有稀疏的互花米草, 底质颗粒稍大; 低潮带宽 150～ 250m 左右, 无植被, 底质颗粒较粗, 泥沙为主。

112　取样方法

在最低潮时, 用 33cm ×30cm ×20cm 的 011m 2 自制采样器采集泥样, 采样深度为 20cm , 在高潮带、中潮带和低潮带, 各采集

5 个样方, 所采泥样用 1mm 孔径的分样筛进行淘洗, 获取大型底栖动物样本。动物样本用 10% 福尔马林固定, 带回实验室内后,

分类计数。除采集定量样品外, 调查期间还在高潮带、中潮带和低潮带采集定性样品。以上操作参考《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

合调查简明规程》的操作规范以及袁兴中等人的具体操作流程[13, 14 ]。

采样每个季度 1 次, 具体取样时间分别为: 2003 年 11 月和 2004 年 2 月、5 月、8 月, 分别对应秋季、冬季、春季和夏季。

113　数据分析

生态位宽度采用 Shannon2W iener 指数:

B i = ∑
N

j= 1

(P ij lnP ij )

　　生态位重叠值采用 P ianka 的重叠指数:

O ik =
∑

N

j= 1

P ij õ P k j

∑
N

j= 1

P 2
ij õ∑

N

j= 1

P 2
k j

　　本文采用欧氏距离为基础的组间平均聚类, 本文的物种排序原理和方法与厉红梅等人所用的群落排序的原理和方法相

同[10 ] , 种间距离采用欧氏距离 (Euclidean distance)计算:

ED = ∑
s

i= 1

(X ij - X k j ) 2

　　式中, P ij和 P k j为种 i 和 k 的个体数占 j 位点个体数的比例, 用小数表示, B i 的取值范围是 0～N , N 为环境资源位点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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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本研究中N 为 12 (潮间带的 3 个潮带的 4 个季节取样, 每个取样位点相当于一次环境位点) , O ik的取值范围是 0～ 1; X ij和

X k j分别为 i、k 物种在 j 位点中的密度 Y ij与 Y k j的 4 次方根, 以此降低数量上占优势的个别物种对群落结构的影响权重。另外对

群落数据采用了成对 t 检验来说明潮带因子和季节变化对群落中物种数量的影响情况。以上处理均通过M icro soft Excel 和

Sp ss1010 软件完成。

2　结果

211　种类组成

共采获大型底栖动物 33 种 (表 1) , 隶属 7 门 8 纲 21 科。其中, 高潮带 25 种, 中潮带 30 种, 低潮带 14 种。

表 1　调查发现的大型底栖动物3

Table 1　The macroben thos spec ies been found in the investigation

门 Phylum 纲C lass 科 Fam ily 种 Specie

软体动物门M o llusca 腹足纲 Gastropoda 拟沼螺科 A ssm ineidae 短拟沼螺 A ssim inea brev icu la

汇螺科 Po tam ididae 珠带拟蟹守螺 Cerith id ea cing u la ta

尖锥拟蟹守螺 C1 la rg illierti

滨螺科 L itto rin idae 粗糙滨螺 L ittorna scabra

狭口螺科 Steno thyridae 光滑狭口螺 S tenothy ra g labra

阿地螺科 A tyidae 泥螺 B u llacta ex ara ta

瓣鳃纲 L am ellib ranch ia 竹蛏科 So len idae 缢蛏 S inonovacu la constricta

蓝蛤科 Co rbulidae 焦河蓝蛤 P otam ocorbu la ustu la ta

樱蛤科 T ellin idae 彩虹明樱蛤M oerella irid escen

节肢动物门 A rth ropoda 甲壳纲C rustacea 方蟹科 Grap sidae 沈氏厚蟹 H elice shen i

伍氏厚蟹 H . w uana

红螯相手蟹 S esarm a haem atocheir

中华绒螯蟹 E rioch ier sinensis

沈氏长方蟹M etap lax shen i

日本大眼蟹M acrop h tha lm us jap on icus

沙蟹科 O cypodidae 弧边招潮 U ca arcua ta

清白招潮 U ca lactea lactea

泥蟹 I ly op lax sp.

玉蟹科 L euco siidae 豆形拳蟹 P h ily ra p isum

橄榄拳蟹 P. olivacea

鼓虾科 A lpheidae 日本鼓虾 A lp heus jap on icus

长臂虾科 Palaemonidae 秀丽白虾 E x op a laem on m od estus

环节动物门 A nnelida 多毛纲 Po lychaeta 齿吻沙蚕科N eph tyidae 齿吻沙蚕 N ep h thy s caeac

吻沙蚕科 Glyceridae 长吻沙蚕 G ly cera ch irori

沙蚕科 N ereidae 日本刺沙蚕 N ean thes jap on ica

日本沙蚕 N ereis jap on ica

疣吻沙蚕 Ty lorrhy nchus heterochaeta

纽虫动物门 N em ertina 纽虫N em ertean

线形动物门 N em athelm in thes 线虫 Eelwo rm

脊索动物门 Cho rdata 硬骨鱼纲 O steich thyes 弹涂鱼科 Periph thalm idae 青弹涂鱼 S cartelaos v irid s

大弹涂鱼 B oleop h tha lm us p ectin irostris

虎鱼科 Gobiidae 虎鱼 R h inog obius sp.

星虫动物门 Sipuncula 革囊星虫科 Phasco lo som atidae 可口革囊星虫 P hascolosom a escu lend a

3 下同 the sam e below

212　密度以及生态位宽度

定量取样得到的大型底栖动物密度以及通过运算得到的生态位宽度如表 2。

在本研究中, 日本沙蚕、线虫、纽虫具有较宽的生态位宽度, 其值均大于 2180, 在每个环境位点中均有出现, 同时具有较高

的个体百分数; 其他的物种要么在所有潮带中出现, 但是有个别季节没有发现, 如焦河蓝蛤, 生态位宽度为 2124; 或者只有在潮

间带的一两个潮带中出现, 这里面的种类可分为: (1) 在两个潮间带出现且又较大的个体百分数的种类, 如短拟沼螺、尖锥拟蟹

守螺、泥蟹、泥螺、青弹涂鱼、珠带拟蟹守螺和彩虹明樱蛤等, 这些种类的生态位宽度在 0170～ 2100 之间; (2) 出现的环境位点少

且个体百分数也少, 即除以上提到的种类, 其他剩余种类均是如此, 生态位宽度均小于 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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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定量取样获得的大型底栖动物密度 ( ind1öm 2)数据以及生态位宽度特征

Table 2　The den sity characters of quan titative sampling and the n iche breadths of the macroben thos spec ies

种类 Specie
编号
N o.

高潮带 H igh tidal flat 中潮带M iddle tidal flat 低潮带 L ow tidal flat

A W SP SU A W SP SU A W SP SU

总计
To tal

百分数
Percen t

生态位宽度
N iche breadth

日本沙蚕 S1 36 28 32 40 40 36 48 52 10 10 12 16 360 21171 4105

短拟沼螺 S2 26 12 56 60 24 68 68 314 18194 2124

纽虫 S3 24 16 16 8 14 16 28 16 8 8 8 16 178 10174 3116

线虫 S4 16 12 12 10 10 12 16 14 6 6 8 14 136 81203 2182

尖锥拟蟹守螺 S5 12 24 22 12 8 16 16 110 6163 1143

泥蟹 S6 20 8 16 16 16 4 8 12 100 6103 1145

彩虹明樱蛤 S7 6 14 20 6 20 20 86 5119 1105

焦河蓝蛤 S8 6 8 6 6 10 12 4 4 6 12 74 4146 1192

泥螺 S9 24 6 34 8 72 4134 0171

珠带拟蟹手螺 S10 2 8 6 14 2 4 6 16 58 3150 0195

青弹涂鱼 S11 4 4 12 6 4 6 12 48 2190 0182

弧边沼潮 S12 4 8 6 18 1109 0130

红螯相手蟹 S13 6 6 6 18 1109 0128

伍氏厚蟹 S14 10 2 4 16 0197 0130

光滑狭口螺 S15 8 8 16 0197 0136

可口革囊星虫 S16 8 8 16 0197 0157

日本刺沙蚕 S17 2 8 4 14 0184 0128

短滨螺 S18 4 4 8 0148 0120

长吻沙蚕 S19 2 4 6 0136 0112

豆形拳蟹 S20 4 2 6 0136 0130

中华绒螯蟹 S21 4 4 0124 0112

总计 To tal 168 120 222 230 112 124 270 246 30 28 42 66 100

　　A : A utum n 秋季; W : W inter 冬季; SP: Sp ring 春季; SU : Summ er 夏季

213　潮位和季节因素影响下的密度变化

运用 Sp ss1010 软件, 3 个潮带季节之间进行密度成对 t 检验, 得到表 3 结果。从表 3 可以发现, 高潮带和中潮带在密度上差

异不显著, 高潮带和低潮带之间的密度存在显著差异, 中潮带和低潮带的差异显著。这也与研究区域内高潮带窄小、高潮带与中

潮带距离很近的缘故有关。

运用同样的方法, 进行四季潮带间的成对 t 检验, 得到表 4 结果。从表 4 可以看出, 不论高潮带、中潮带还是低潮带, 同一潮

带密度在季节变化条件下的差异不显著。

表 3　3 潮带之间进行的密度成对 t 检验

Table 3　Pa ired t- test among the den sities at differen t tida l f la t of same season

项目
Item

Paired D ifferences

平均值
M ean

标准差
Std1

D eviation

标准误差
Std1 E rro r

M ean

95% 置信区间
95% Confidence In terval of the

D ifference

L ow er U pper

t df

显著性
Sig1

(22tailed)

1 对 Pair 1 HD 2M D - 310000 4314971 2117486 - 7212136 6612136 - 01138 3 01899

2 对 Pair 2 HD 2LD 　14315000 3814491 1912246 　8213189 20416811 71464 3 01005

3 对 Pair 3 M D 2LD 　14615000 6914622 3417311 　3519701 25710299 41218 3 01024

　　H: H igh tidal flat 高潮带; M : M iddle tidal flat 中潮带; L : L ow tidal flat 低潮带; D: D ensity 密度

214　生态位重叠值

采用 P ianka 的重叠指数计算得到的定量取样获得物种的生态位重叠值如表 5。

215　物种聚类和排序

以密度数据 4 次开方为基础, 基于物种间欧氏距离原理通过 Sp ss1010 软件进行组间平均聚类法的系统聚类 (H ierarch ical

C luster) 分析和物种非度量多维标度 (N on2m atric M ult idim en tional Scaling,M D S) 排序的 2 维排序分析, 得到系统聚类树枝图

(图 1)和 2 维非度量多位标度图 (图 2, 其 Stress 值为 0109413, S < 011 说明图形吻合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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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四季间进行的密度成对比较

Table 4　Pa ired t- test among the den sities of differen t season s at same tidal f la t

项目
Item

Paired D ifferences

平均值
M ean

标准差
Std1 D eviation

标准误差 Std1
E rro r M ean

置信区间

L ow er U pper

　　t df

显著性
Sig1

(22tailed)

1 对 Pair 1 AD 2WD 　1216667 3113900 1811230 - 6513105 9016438 01699 2 01557

2 对 Pair 2 AD 2SPD - 7416667 7511620 4313948 - 26113795 11210462 - 11721 2 01227

3 对 Pair 3 AD 2SUD - 7713333 5017674 2913106 - 20314467 4817800 - 21638 2 01119

4 对 Pair 4 WD 2SPD - 8713333 6712111 3818044 - 25412950 7916283 - 21251 2 01153

5 对 Pair 5 WD 2SUD - 9010000 4514313 2612298 - 20218575 2218575 - 31431 2 01075

6 对 Pair 6 SPD 2SUD - 216667 2414404 1411107 - 6313800 5810467 - 01189 2 01868

　　A : A utum n 秋季; W : W inter 冬季; SP: Sp ring 春季; SU : Summ er 夏季; D: D ensity 密度

表 5　不同物种间生态位重叠值

Table 5　N iche overlaps among the spec ies

N o.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S18 S19 S20

S2 0156

S3 0194 0139

S4 0193 0136 0199

S6 0167 0166 0146 0142 0178

S7 0151 0198 0133 0132 0153 0159

S8 0183 0126 0192 0195 0116 0123 0126

S9 0132 0175 0124 0121 0148 0138 0175 0118

S10 0159 0185 0139 0138 0182 0169 0178 0124 0144

S11 0165 0179 0138 0137 0154 0183 0181 0130 0144 0177

S12 0132 0166 0123 0123 0150 0162 0164 0111 0153 0146 0150

S13 0131 0175 0120 0119 0146 0144 0178 0118 0186 0152 0153 0175

S14 0138 0135 0133 0127 0138 0168 0131 0107 0117 0117 0141 0144 0112

S15 0141 0135 0132 0130 0154 0130 0120 0111 0 0157 0122 0 0 0

S16 0141 0 0150 0159 0 0 0 0168 0 0 0 0 0 0 0

S17 0141 0160 0125 0125 0121 0143 0162 0118 0111 0155 0163 0148 0143 0123 0146 0

S18 0135 0129 0133 0129 0177 0153 0113 0 0 0150 0114 0127 0 0154 0158 0 0114

S19 0152 0 0119 0119 0131 0154 0156 0109 0113 0146 0155 0169 0149 0153 0 0 0172 0133

S20 0151 0150 0103 0147 0113 0129 0 0145 0 0107 0125 0 0 0113 0 0 0 0 0

S21 0139 0 0119 0177 0127 0162 0 0117 0 0115 0153 0 0 0128 0 0 0 0135 0 0147

　　通过种间距离以及物种聚类和排序可以显示, 定量取样获得的物种可以分为 3 大类: 潮间带广布种 (Group 1)、中高潮带常

见种 (Group 2)、狭布种以及偶见种 (Group 3)。其中, 前两大类物种的数量分布较大, 最后一类数量分布较少。第 1 类是日本沙

蚕、线虫、纽虫和焦河蓝蛤, 是生态位宽度较大的物种, 在潮间带的 3 个潮带均有分布; 第 2 类是一些在中高潮带分布且物种的

个体百分较大的一些物种, 主要包括短拟沼螺、尖锥拟蟹守螺、泥蟹、泥螺、青弹涂鱼、珠带拟蟹守螺和彩虹明樱蛤等; 第 3 类是

一些只分布在一个潮带的物种或者是分布在两个潮带但个体百分比相当小的物种, 如弧边招潮、红螯相手蟹、伍氏厚蟹、日本刺

沙蚕、长吻沙蚕、光滑狭口螺、可口革囊星虫等。

3　讨论

从表 2 可以看出群落结构从中高潮带的比较复杂到低潮带的简单。生境状况是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变化的主要原因, 低潮带

由于受到潮汐水流冲击的干扰很大, 底质颗粒粗大, 而且露出水面的时间有限, 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简单; 中高潮带的底质颗

粒细小, 受到潮汐冲刷的干扰相对较小, 条件比较稳定, 所以群落结构也相对比较复杂[11 ]。群落的物种组成情况也反映了大型

底栖动物对生境的适应性, 生境的复杂程度越高, 给生物提供的生态位分化程度也就越高[19 ]。本研究中, 高潮带有互花米草存

在的同时也有部分裸露的光滩, 使得高潮带的生境结构相对复杂, 给大型底栖动物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空间, 所以其群落的组成

就相对比较复杂, 包括日本沙蚕、短拟沼螺、尖锥拟蟹守螺、泥蟹和弧边招潮等; 中潮带虽然植被很少, 生境分化程度相对较低,

但其中存在一些地形地貌上的变化, 如: 潮沟等, 同时存在与高潮带和低潮带的交界区域, 所以其生物种类构成也较复杂, 包括

日本沙蚕、短拟沼螺、尖锥拟蟹守螺、泥蟹、焦河蓝蛤和青弹涂鱼等; 低潮带经常被水淹没, 露水时间少, 底质颗粒粗大, 大型底栖

动物群落结构相对简单, 主要包括日本沙蚕、纽虫、线虫和焦河蓝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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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以种间欧氏距离为基础的物种系统聚类图

F ig. 1　T he h ierarch ical cluster dendrogram of m acrobenth ic species

base on the Euclidean distance

通过密度数据的成对 t 检验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灵昆岛东滩

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数量的分布主要受潮带而不是季节影响。

这个结论不同于厉红梅等人的研究[12 ] , 主要是因为本研究中研

究对象为大型底栖动物, 受季节变化的影响程度较小, 而他们的

研究对象包括体型较为的底栖动物, 数量变化受季节变化影响较

大。本文中未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 主要原因是由于研究条件以

及方法的限制, 只能进行无重复双因素方差分析, 但是这又不能

检验季节变动因素和潮带因素的交互效应, 这方面的研究有待深

入开展, 而进行成对 t 检验的均数比较在本文是较适合的方法。

生态位宽度可以反映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利用环境资

源的广泛性[2 ] , 即物种对环境资源利用能力的强弱。本文研究认

为: 日本沙蚕、纽虫和线虫对滩涂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 在高潮

带、中潮带和低潮带均有分布。生态位重叠值主要与物种分布的

环境位点的重合情况密切相关。如: 所有环境位点均有分布的日

本沙蚕、线虫、纽虫之间的生态为重叠值均大于 0190, 在中高潮

带分布的物种, 如短拟沼螺、尖锥拟蟹守螺、彩虹明樱蛤、珠带拟

蟹守螺、泥蟹、泥螺和青弹涂鱼之间的生态为重叠值也较高。生

态位宽度较小的物种和生态位较宽的生态位重叠值就相对较

小。且有些物种的生态位重叠值为 0, 说明这些物种分布在不同

的环境位点中。在本研究中的生态位重叠值只是物种水平分布

图 2　物种非度量多位标度排序 2 维分析图 Stress= 01094 13

F ig. 2 　 T he 22dim entional M D S o rdinal configuration of the

m acrobenth ic species

上的一个测度, 虽然有些物种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值较大, 但是在

食性、生活型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17, 18 ], 在群落中有不同的生

态功能和位置, 这样的物种也可以很好的共存。Tokesh i 等人的

研究也认为生态位分离和重叠是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20 ]。

物种聚类和排序的结果是物种分布、数量的反映。且聚类和

排序的结果与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值有关, 如聚类和排序

得到的第 1 类 (Group 1) 物种, 生态位均较宽, 且物种之间的生

态位重叠也较大; 第 2 类 (Group 2) 中的物种, 生态位相对要小

一些, 但是其中一些物种的生态位重叠值还是比较大; 第 3 类

(Group 3) 中的物种, 由于生态位宽度均比较小, 其分布的环境

位点有可能完全不同, 又有可能完全重叠, 所以导致这些物种的

生态位重叠值变化很大。这与刘建军等人的聚类和排序方法不

同, 他们的方法是以生态位重叠值矩阵为基础进行的物种聚类

和排序, 最后相似生态位的物种集合在一起[6 ] , 本研究是通过物

种的分布和数量来进行的排序和聚类, 反映物种的是物种分布和数量状况。

通过本研究表明, 物种的聚类和排序研究可以反映群落中物种生态位宽度, 但是生态位重叠值的研究, 要针对不同物种来

分析。物种的聚类和排序、生态位宽度与重叠值均与物种的分布和数量密切相关, 即与物种利用环境资源的能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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