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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贵州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贵阳５５０００１;２．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广西 环江５４７１００;３．河池学院,广西 宜州５４６３００)

摘　要:以分布样地类型作为一维资源位,应用Levins、Hurlbert生态位宽度公式和Pianka生态位重叠以及生态

位相似比例公式对单性木兰乔木层１４个群落优势种群的生态位特征分析.结果表明:(１)单性木兰具有最大位

宽度,对环境资源的利用具有明显优势,是群落中的建群种;(２)生态位宽的种群可能产生较小的生态位重叠,生
态位较窄的种群间也会产生较大的生态位重叠,这主要取决于物种的生物学特性和对环境资源的需求;(３)单性

木兰分布地的坡向、基岩裸露度、坡度等因子是影响单性木兰分布的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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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distributionplotstobeoneＧdimensionalresourceＧniche,nichebreadthformulaoflevins,Hurlbert,niche
overlapindexandnichesimilarityproportionwereusedtoanalyzenichecharacteristicsofKmeriaseptentrionalis
communitysampledfrom１４populationsinMulunNationalNatureReserve,Guangxi．Theresultswereasfollows:
(１)K．septentrionaliswasdominantspeciesbecausethisspecieshadthelargestnichebreadthsandobviousadvantage
ofenvironmentresourceutilization;(２)Nicheoverlapindexwasdepentuponspecies’sbiologicalcharacteristicsand
requestedofenvironmentalresoucesbecausenicheoverlapwasloweramonghighvaluenichepopulationsorwere
higheramonglowvaluenichepopulations;(３)SomeimportantenvironmentfactorssuchasslopeＧexposure,thenakＧ
ingofbedrock,andgradeofslopewerethekeyfactorsthatinfluencedthedistributionstatusofK．septentrion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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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位是指群落内一个种与其他种的相关位

置,或者指每个种在群落中的时空位置及其机能关

系(宋永昌,２００１).生态位研究一直是生态学领域

的热点之一,生态位理论在研究种间关系、生物多样

性、群落结构及演替和种群进化等方面都有广泛的

应用.生态位能够量化种间关系、物种与环境之间

的相互关系,因此,生态位在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及

濒危物种评价方面也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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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生态位理论、计测及具体应用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近年来,研究珍稀濒危植物的种群生态位特

征、探讨濒危植物对空间资源的利用及其濒危机制

等逐渐增多(刘春生等,２００９;Muelleretal．,１９８５;

Westman,１９９１;Sehoener,１９７０).分析濒危植物群

落主要种群的生态位状况,对阐明濒危种群与其它

种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制定濒危种群的保护措施非

常有意义(刘春生等,２００９).单性木兰(Kmeria
septentrionalis)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是我国维管

束植物１２０种极少种群之一,其花单性,雌雄异株,
自然更新力弱,分布范围狭窄,种群数量极少,多数

呈零散分布,成片分布仅见在环江县境内的广西木

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保护区内１hm２以上的单

性木兰林就有８片,最大一片面积达１８．７hm２,是目

前已知连片面积最大的单性木兰森林群落,极为珍

贵,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
但是,目前国内外对有关单性木兰的研究报道主要

集中于分类地位(林祁等,２００５)、引种繁育(张玲菊

等,２００４;黄宝忧等,２００８)、繁育系统上(徐凤霞,

１９９８),在生态位方面的研究还未见报道.本文以６
个不同分布样地的群落类型为资源梯度对木论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内单性木兰群落优势种群进行生态位

分析,探明各主要植物种群环境资源的利用状况及

相互关系,揭示优势种群在群落中的功能和地位,
以期为保护这一极度濒危植物种群提供科学依

据.

１　研究地概况

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环江毛南族自

治县西北部,地理坐标为１０７°５４′０１″~１０８°０５′５１″E,

２５°０７′０１″~２５°１２′２２″N,东西宽１９．８０km,南北长

１０．７５km,林区总面积１０２９．７km２,属于中亚热带石

灰岩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森林覆盖率达

９７．１％.地势西高东低,海拔为３００~１０００m.属中

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１９．３℃,极端低温为Ｇ５．０
℃,极端高温３６℃,≥１０℃年活动积温６２６０℃,无
霜期为３１０d.年均降水量１５２９．２mm(海拔４２０
m),降水集中在４~８月,占全年降水量的７３．７％,年
均相对湿度７９％.土壤为石灰岩、白云岩风化形成

的石灰土,较年幼,发育不全,土层浅薄(郑颖吾,１９９９).

２　研究方法

２．１样地的选择与调查

在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单性木兰典型分布地段设置６块５０m×２０m 样

地,采用相邻格子法把每个样地均匀划分为１０个

１０m×１０m 的乔木调查样方,调查记录胸径≥２
cm 的乔木种类、坐标、株数、高度、胸径、冠幅.同时

记录环境生态因子,包括海拔、坡度、坡向、坡位、陏
闭度、基岩裸露率、土壤深度等.

２．２生态位测度

２．２．１重要值测定　重要值IV＝(相对密度＋相对

频度＋相对显著度)/３ (１)

２．２．２生态位宽度　本研究区为喀斯特地貌,地形具

有高度异质性,以６个不同分布样地的群落类型为资

源梯度,以不同种的重要值为资源利用量,克服了不

同群落间和同群落内种间(内)生态位不能比较的缺

陷(王立龙等,２００６),６个样地资源位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各样地环境概况

Table１　Environmentalconditionsofthesixplots

样地号

No．ofsample
地理坐标

Geographiccoordinate
陏闭度

Canopy

海拔高度

Altitude
(m)

基岩裸露率

Exposureofrock
(％)

坡度

Slope
(°)

坡位

Slopeposition
坡向

Aspect

土壤深度

Soilthickness
(cm)

Q１ １０７°５８′１２″E,
２５°３′８″N

０．８ ５１２ ３２ ２０ 中部 东南 ２８．４５

Q２ １０７°５７′５９．８″E,
２５°３′３．７″N

０．９ ５６１ ４１ ３１ 中部 西南 ２５．５７

Q３ １０７°５９′３″E,
２５°８′１３″N

０．８ ６７２ ２０ ２０ 中上部 南 ９．７８

Q４ １０７°５８′１１″E,
２５°７′３７″N

０．８ ５６５ ３５ ３０ 中部 西 １０．３７

Q５ １０７°３５′２０．９″E,
２５°４８′２．５″N

０．９ ６７５ ３０ ２５ 中部 西北 １１．２８

Q６ １０７°５６′１９．９″E,
２５°８′４１．７″N

０．８ ７５５ ３０ ２８ 中部 西南 １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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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 Levins生态位宽度 Bi(Levins,１９６８)和

Hurlbert生态位宽度Ba(Hurlbert,１９７８),测定生态

位宽度.

Bi＝－∑
r

j＝１
PijlogPij (２)

式中,Bi 是种i的生态位宽度,Pij 是种i对第

j个资源的利用占它对全部资源利用的频度,即Pij

＝
nij

Ni
,而Ni＝∑

r

j＝１
nij ,nij 为种i在资源j上的优势

度(本文即物种的重要值),r 为资源等级数.Bi∈
[０,logr].

Ba ＝
Bi－１
r－１

,式中Bi＝１/∑
r

j＝１
P２

ij (３)

式中,Ba 为生态位宽度,Pij 是种i对第j个资

源的利用占它对全部资源利用的频度,r 为资源等

级数,该方程的值域为[０１].

２．２．３生态位相似性比例　生态位相似性比例是指

两个物种利用资源的相似程度,其计算公式:

Cih ＝１－
１
２∑

r

j＝１
Pij －Phj (４)

式中Cih 表示物种i与物种h的相似程度,且有

Cih ＝Chi ,具有域值[０,１],Pij ,Phj 分别为物种i
和物种h 在资源j 上的重要值百分率(胡正华等,

２００９;苏志尧等,２００３).

２．２．４生态位重叠　生态位重叠是指一定资源序列

上,两个物种利用同等级资源而相互重叠的情况(王
伯荪,１９８７),采用Pianka生态位重叠公式计算生态

位重叠(Pianka,１９７３).

NO＝ ∑nijnkj

∑n２
ij∑ ２

kj

(５)

式中NO 为生态位重叠值,nij 和nkj 为种i和k
在资源j上的重要值.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优势种群的重要值特征

重要值(Importantvalue)是物种的综合数量指

标,表征物种在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物种在群

落中的优势程度(王立龙等,２００６).由表２可以看

出,单性木兰(Kmeriaseptentrionalis)在各个样地资

源位中占优势,其重要值最大,在群落中处于优势地

位,是群落主要建种,它和润楠(Machiluspingii)、翻
白叶 树 (Pterospermumheterophyllum)、圆 叶 乌 桕

(Sapiumrotundifolium)等占居群落的上层,香叶树

(Linderacommunis)、檵木(Loropetalumchinense)、
粗糠柴(Mallotusphilippinensis)占居群落的中间层,
它们构成群落乔木层的主要优势种群.

表２　单性木兰优势种群的重要值

Table２　ImportantvaluesofdominantpopulationinthetreelayerofthecommunitywithKmeriaseptentrionalis

序号

No．
植物名称

Nameofplantspecies

重要值Importantvalue
Q１ Q２ Q３ Q４ Q５ Q６

总和∑
Total∑

１ 单性木兰Kmeriaseptentrionalis ０．２９ ０．２６ ０．４ ０．１８ ０．２８ ０．３ １．７１
２ 香叶树Linderacommunis ０．０２ ０．０７ ０ ０．１１ ０．３５ ０．１２ ０．６７
３ 润楠 Machiluspingii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２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５４
４ 檵木Loropetalumchinense ０．３３ ０．２ ０ ０ ０ ０ ０．５３
５ 青篱柴Tirpitziasinensis ０ ０ 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４３
６ 翻白叶树Pterospermumheterophyllum ０．１２ ０．２ ０ ０ ０ ０ ０．３２
７ 粗糠柴 Mallotusphilippinensis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３
８ 山黄皮Clausenaexcavata ０ ０ ０．１ ０．１ ０ ０．０７ ０．２７
９ 圆叶乌桕Sapiumrotundifolium ０ ０ ０ ０．１７ ０．０９ ０ ０．２６
１０ 虎皮楠Daphniphyllumoldhami ０．０７ ０ ０ ０ ０．１ ０．０５ ０．２２
１１ 鸭脚木Scheffleraoctophylla ０．０２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２２
１２ 野山楂Crataeguscuneata ０．０６ ０．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１７
１３ 假苹婆Sterculialanceolata ０ 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１ ０．１６
１４ 栓叶安息香Styraxsuberifolius ０．０７ ０．０３ ０ 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１４

３．２优势种群的生态位宽度

根据生态位宽度的计算结果(表２)显示,按Levins
生态位宽度Bi大小依次为单性木兰、粗糠柴、润楠、香
叶树、鸭脚木、栓叶安息香、虎皮楠、青篱柴、山黄皮、假

苹婆、檵木、翻白叶树、野山楂、圆叶乌桕;按 Hurlbert
生态位宽度Ba值的顺序依次为单性木兰、粗糠柴、润
楠、香叶树、翻白叶树、鸭脚木、虎皮楠、栓叶安息香、青
篱柴、山黄皮、假苹婆、檵木、野山楂、圆叶乌桕.Lev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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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Hurlbert两种生态位宽度公式的测定结果有所差

别,但其趋势基本一致.单性木兰的生态位宽度值是

最大的,粗糠柴、润楠、香叶树分别排在前４位,是单性

木兰群落乔木层中的主要伴生优势种.在各资源梯度

上,单性木兰生态位宽度值也是最大,表明了单性木兰

在群落中对资源利用能力最强,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

能力,其中在Q３类型样地上单性木兰的重要值和生态

位宽度值都是最大,其生态位宽度值几乎是其它样地

的一倍,单性木兰的种群数量和对环境资源的利用能

力和环境的生态适应力最强.单性木兰群落内其它物

种对环境资源的利用能力较弱,生态适应范围较窄,它
们在许多资源位都没有出现,在资源位中分布范围较

小,分布不均匀,导致它们的生态位宽度较小,但对群

落结构动态与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

３．３生态位相似性比例

根据生态位相似性比例的计算结果(表３)显

示,生态位相似性比例值Cih ＞０．７的有９个种对,
占９．８９％,０．５＜Cih ＜０．７的有２４对,占２６．３７％,

０．３＜Cih ＜０．５的有２６对,占２８．５７％,Cih ＞０．３的

占到总数的６４．８４％,这表明单性木兰群落中各优势

表３　单性木兰优势种群的生态位宽度

Table３　NichebreadthofdominantpopulationinthetreelayerofthecommunitywithKmeriaseptentrionalis
序号

No．
植物名称

Nameofplantspecies
生态位宽度 Nichebreadth

Q１ Q２ Q３ Q４ Q５ Q６ Ba Bi
１ 单性木兰Kmeriaseptentrionalis ０．５３ ０．４５ １．０１ ０．２５ ０．５１ ０．５６ ０．９４ ０．７７
２ 粗糠柴 Mallotusphilippinensis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７８ ０．７３
３ 润楠 Machiluspingii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０５ ０．５２ ０．６３
４ 香叶树Linderacommunis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７５ ０．１３ ０．４７ ０．６０
５ 翻白叶树Pterospermumheterophyllum ０．１３ ０．２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６ ０．２９
６ 鸭脚木Scheffleraoctophylla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４０ ０．５２
７ 虎皮楠Daphniphyllumoldhami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３２ ０．４４
８ 栓叶安息香Styraxsuberifolius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４８
９ 青篱柴Tirpitziasinensis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２０ ０．４１
１０ 山黄皮Clausenaexcavata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１９ ０．３７
１１ 假苹婆Sterculialanceolata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１９ ０．２９
１２ 檵木Loropetalumchinense ０．６７ ０．２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８ ０．２９
１３ 野山楂Crataeguscuneata ０．０４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６ ０．２７
１４ 圆叶乌桕Sapiumrotundifolium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１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２１

种对资源的利用程度相似性较大.生态位宽度较大

的单性木兰、粗糠柴、润楠和香叶树的生态位相似性

比例在０．６３~０．７８之间,说明生态位宽度值较大的

物种,种对的相似性比例值也大.生态位宽度值较

小的种对有些生态位相似比例值也高,如檵木和翻

白叶树、翻白叶树和野山楂、山黄皮和青篱柴等生态

位相似比例值高达０．８、０．９６、０．９６,比生态位宽度值

排在前４位的种对间生态位相似比例值还要高,这
主要与资源利用的相似程度和生物学特性有关.单

性木兰与其它１３个物种的种群间生态位相似比例

值在０．３２~０．７８之间,表明单性木兰与其它种群间

资源利用的相似程度较大.翻白叶树、野山楂、檵
木、山黄皮、青篱柴、圆叶乌桕、假苹婆的生态位相似

性比例值为０,没有在同一资源位中出现,对环境的

需求有较大的差异,使群落能维持较高的生物多样

性,并保持相对稳定性.

３．４生态位重叠分析

根据生态位重叠的计算结果(表４)显示,生态

位重叠值NO≥０．８的有１９个种对,占２０．８８％,０．６
≤NO＜０．８的有２８对,占３０．７７％,０．４≤NO＜０．６
的有 ７ 对,占 ７．６９％,NO ＜０．４ 的 有 ３７ 对,占

４０．６６％,NO≥０．４共５４对,占５９．３４％,这些数据说

明单性木兰优势种群之间生态位重叠度较大.生态

位宽度值排在前４名的单性木兰、粗糠柴、润楠、香
叶树之间的生态位重叠 NO 值在０．７１~０．９之间,
说 明生态位宽度值较大的种群间生态位重叠度较

大.粗糠柴、润楠等生态位宽度值较大的种群和假

苹婆、圆叶乌桕、山楂梨等生态位值较小的种群之间

生态位重叠度也较大,圆叶乌桕和假苹婆的生态位

宽度值较小,但重叠度较高,说明这些种群的生态特

性相近或对环境的需求相似或互补.翻白叶树、野
山楂、檵木和山黄皮、青篱柴、圆叶乌桕、假苹婆的生

态位重叠值为０,说明这些种群没有出现在相同的

资源位上,维持了单性木兰群落的物种多样性.生

态位相似性比例高的种对,其生态位重叠度也大,单
性木兰与其它１３个物种的种群间的生态位重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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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单性木兰优势种群生态位相似性比例值

Table４　NichesimilarityproportionofdominantpopulationinKmeriaseptentrionaliscommunity
物种

Species
檵木 翻白叶树 鸭脚木 栓叶安息香 野山楂 粗糠柴 虎皮楠 香叶树 润楠 山黄皮 青篱柴 圆叶乌桕 假苹婆

单性木兰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５９ ０．５８ ０．４０ ０．７８ ０．４６ ０．６３ ０．６５ ０．４６ ０．４８ ０．３６ ０．３２
檵木 ０．７４ ０．４４ ０．８０ ０．７０ ０．２１ ０．４４ ０．１５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翻白叶树 ０．４４ ０．５８ ０．９６ ０．２１ ０．３６ ０．１５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鸭脚木 ０．４１ ０．４４ ０．６０ ０．２１ ０．５７ ０．５７ ０．５６ ０．５６ ０．４２ ０．５６
栓叶安息香 ０．５４ ０．４１ ０．６４ ０．３３ ０．２３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０７ ０．１３
野山楂 ０．２１ ０．３２ ０．１５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粗糠柴 ０．３９ ０．６３ ０．７６ ０．６４ ０．６５ ０．４２ ０．５０
虎皮楠 ０．５５ ０．２７ ０．１５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１５
香叶树 ０．６６ ０．４３ ０．４６ ０．３９ ０．４１
润楠 ０．６５ ０．６５ ０．６１ ０．４９
山黄皮 ０．９６ ０．６８ ０．７５
青篱柴 ０．７１ ０．７６
圆叶乌桕 ０．５９

表５　单性木兰优势种群生态位重叠值

Table５　NicheoverlapindexesofdominantpopulationinKmeriaseptentrionaliscommunity
物种

Species
檵木 翻白叶树 鸭脚木 栓叶安息香 野山楂 粗糠柴 虎皮楠 香叶树 润楠 山黄皮 青篱柴 圆叶乌桕 假苹婆

单性木兰 ０．６６ ０．６４ ０．７８ ０．６９ ０．６２ ０．９０ ０．６４ ０．７４ ０．７８ ０．６２ ０．６２ ０．５７ ０．５７
檵木 ０．８７ ０．４４ ０．９６ ０．８４ ０．３５ ０．６０ ０．１６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翻白叶树 ０．６１ ０．７４ １．００ ０．２９ ０．３５ ０．２３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鸭脚木 ０．３７ ０．６３ ０．７４ ０．１５ ０．６０ ０．７０ ０．７４ ０．７５ ０．７１ ０．７３
栓叶安息香 ０．６９ ０．４４ ０．７７ ０．２５ ０．１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１１
野山楂 ０．２７ ０．３０ ０．２３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粗糠柴 ０．４７ ０．７１ ０．９１ ０．８５ ０．８５ ０．７４ ０．８０
虎皮楠 ０．６０ ０．２９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１５ ０．１４
香叶树 ０．７９ ０．５８ ０．６２ ０．８５ ０．５７
润楠 ０．８９ ０．８９ ０．８６ ０．７３
山黄皮 １．００ ０．９２ ０．９１
青篱柴 ０．９４ ０．９２
圆叶乌桕 ０．８０

在０．５７~０．９之间,资源利用的相似程度较大,说明

了这两个指标在反映单性木兰群落优势种群的资源

利用与种群间竞争关系的一致性.

４　结论与讨论

物种的生态位宽度反映了物种对环境资源的利

用程度和对环境的适应状况,也表征了物种的生态

适应性和分布幅度,即生态位宽度越大,对环境的适

应能力越强(王立龙等,２００６).濒危植物单性木兰

在６个分布样地群落资源梯度上的重要值和生态位

宽度值都是最大,说明单性木兰种群具有较强的环

境适应性,对环境资源的利用具有明显优势,是群落

的主要建群种,对群落的外貌、稳定性、群落功能、各
类组成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群落正向着有利于单

性木兰种群的方向发展.

从不同类型样地的生态因子调查显示:单性木

兰分布地的坡向、基岩裸露度、坡度等因子是影响单

性木兰分布的重要因子.
由于生态位宽度、生态位相似性比例和生态位

重叠都是用来反映物种本身固有的特征指标,所以

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生态位宽度较大的物

种,对资源的利用能力较强,分布较广,因而与其它

种群间的生态位重叠较大,生态位宽度较大的两个

种群,种对相似性比例一般较高(陈存及等,２００４;王
彦阁等,２００７).但是,本研究显示,如鸭脚木、虎皮

楠、青篱柴的生态位宽度值较大,为 ０．５２、０．４４、

０．４１,它们的生态位重叠和相似比例值较小,野山

楂、檵木生态位宽度值较小,但它们的生态位重叠和

相似比例值分别较大.这种生态位宽度与生态位重

叠非正相关的状况,与胡正华等(２００９)对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表明,生态位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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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生态位相似性比例和生态位重叠之间关系复

杂,而简单正相关,与种对间的生物学特性有着密切

的相关性.本研究只是在样地水平上的群落类型一

维资源位上对单性木兰群落的生态位特征分析,如
能引入如营养生态位、基础生态位和坡度、基岩裸露

度、坡位等环境因子进行多维生态位研究,将会更进

一步研究分析单性木兰群落优势种群的生态位动态

特征.
在群落中,复杂的生态关系使各种群的生态位

通常表现为非离散型,总是倾向于分享其它种群的

基础生态位部分,导致两个或更多的植物种群对某

些资源的共同需求,使不同种群的生态位常处于不

同程度的重叠状态(王立龙等,２００６),群落中的主要

树种,多数树种间有较大的重叠值,反映出它们对资

源的共同需求.如果资源丰富,则它们对资源的利

用有明显的共享趋势;如果环境变化,资源相对不足

时,则会产生相对激烈的利用性竞争,导致群落的波

动(谢春平等２００８).重叠和竞争不是必然的关系.
本研究探明各主要植物种群环境资源的利用状况及

相互关系,揭示了优势种群在群落中的功能和地位,
为保护区在今后的单性木兰种群保护工作中掌握和

运用生态位理论,正确处理物种生物学特性与各物

种间的共享共有关系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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