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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样方调查、TWINSPAN分类与DCA排序及生态位分析,以物种重要值为分类排序与生态位计

测的数据指标,研究湖北省大别山自然保护区天然次生林分类及优势木本生态位宽度与重叠。结果表明:应用

TWINSPAN分类并结合DCA排序,可将植被划分为6个群落类型(针叶林Ⅰ、Ⅱ,针阔混交林Ⅰ、Ⅱ,E落叶阔

叶林和F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同时DCA排序图中反映了植被由针叶林Ⅰ、Ⅱ———针阔混交林Ⅰ、Ⅱ———落

叶阔叶林与常绿落叶混交林的格局变化。在针叶林Ⅰ、Ⅱ中,马尾松与黄山松生态位宽度较大,在针阔混交林

Ⅰ、Ⅱ中,松类与栎类等都占据较大生态位,阔叶林阶段占据优势的木本种类更多,不同群落主要种群生态位宽

度随着演替表现出相应的变化规律,同时也反映了多数广生态位物种间的生态位竞争。对于大多数演替阶段群

落中的物种间的关系,以生态位重叠指数和物种生活特性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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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位理论是生态学的核心理论,当生态位差

异超过适应性差异时物种才能共存,而生态位宽度

是物种适应性的表现,物种的生态位越宽表明该物

种对生境资源的利用能力越强,在竞争中就会处于

优势[1-3]。因此,生态位研究可从本质上揭示种群的

适应性、种群之间相互作用机理,更有助于理解种群

之间的竞争、排斥与协同进化等的关系[1]。由于生

态位理论在种间关系、生物多样性、群落结构及演

替、种群进化等研究方面的广泛应用,已成为解释自

然群落中物种共存与竞争机制的基本理论之一。在

实践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3],由生态位概念

引发的测度指标生态位宽度(nichebreadth)和生态

位重叠(nicheoverlap),能很好地反映种群对环境

的适应状态或对资源的利用程度,及种间在生态因

子范围内的相似性与对资源的竞争、共存关系[4-5]。
我国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生态位理论探

索、计算及应用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其中对热

带山地雨林[6]、暖温带落叶阔叶林[7]、东北天然次生

林[8]等地带性森林群落优势种群生态位研究已作了

大量的尝试。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不仅对森林生态

系统中主要种群生态位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9],
并通过生态位理论探讨森林群落种群地位与关系,
群落结构、功能与演替特征[10-11],物种多样性及其维

持机制[12]等进行了分析,显示该理论在解释自然群

落结构上的中心地位。
森林恢复不同类型群落中种群生态位研究是把

生态位结构作为群落结构的最主要特征之一,通过

对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进行计算与分析,反映

各种群的分布范围和对资源利用、环境适应的趋同

和差异状况,能从本质上阐述森林生态系统不同群

落结构特征和种群种间关系,解释并预测群落恢复

机制和趋势[8]。大别山自然保护区位于湖北省大别

山南麓,以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顶级群落,由于多

方面原因,该区域的原始森林植被破坏殆尽,天然次

生林呈片段化分布[13]。国内有关该气候区群落优

势种生态位宽度及生态位重叠特征研究较少。本研

究在对群落进行TWINSPAN分类与DCA排序的

基础上,分析不同群落优势种生态位宽度及生态位

重叠特征,探讨该地区不同群落类型中优势种的种

间关系,以期为当地森林恢复与重建、森林质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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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森林合理经营提供基础资料与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自然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湖北省黄冈市大别山南麓林区

114°61~114°74′E,31°29′~31°33′N,海拔110~
230m,发源于大别山脉的倒水、举水、巴水、浠水、
蕲水和华阳河等六大水系,均自北向南流经该地汇

入长江。研究区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江淮小气

候区,处于暖温带与亚热带之间的过度带。年均气

温为15.7~16.9℃,全年无霜期237~278d,年平

均降雨量1116~1409mm。土壤类型以黄棕壤为

主,土壤母质为片麻岩和石灰岩。
当地顶级群落属于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但由

于多种原因常绿阔叶混交林原始森林植被破坏殆

尽。原生林遭到破坏后,由于常绿树种的萌蘖再生

能力和自然更新能力差,只有少量残存,当地现以次

生性落叶阔叶林为主[14]。
1.2 样地设置与调查

于2008-2009年在大别山自然保护区南麓林

区内选择典型代表性天然次生林群落,通过相邻格

子法,共设置样地72个,进行样地调查,在样地核心

设置1个20m×20m 样方,每 个 样 方 划 分 为

10m×10m的乔木小样方4个,通过梅花取样法

在样地四周及中间设置5个5m×5m灌木和5个

2m×2m草本植物样方。样地调查时记录样方

的面积、海拔、坡度、坡向等情况[15]。
乔木层调查:对林木进行每木检尺,记录胸径>

5cm的乔木的种名、高度、枝下高、胸径、冠幅;灌木

层、草本层调查:记录地径>1cm,高度>0.5m的

灌木和草本植物的种名。同时记录样方内出现的灌

木、草本的分层盖度。演替、更新层的调查:演替层

记录0~1m,更新层记录1~4m乔木幼树的高度

和株数。
1.3 数据分析方法

1)物种重要值计算方法。重要值是用来表示

某个种群在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综合数量指

标。计算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的重要值的公

式[5]为:

乔木层树木重要值=
相对密度+相对频度+相对显著度

3

灌木层树木重要值=
相对密度+相对频度+相对盖度

3

草本层植物重要值=
相对频度+相对盖度

2

2)生 态 位 宽 度。由 Levins指 数:Bi=1/∑
r

j=1

(nij

Ni
)2 计算而得,式中Bi为种i的生态位宽度;nij为

种群i利用资源状态j的数量(本研究以种群i在第

j个样方的重要值表示),Ni为种群i的总数量,r为

样方数[2]。

3)生态位重叠指数。生态位重叠是2个物种在

其与生态因子联系上的相似性。在植物群落研究

中,生态位重叠是种群对相同资源的共同利用,或者

是共有的生态空间资源区域[2,6]。生态位重叠由

Pianka重叠指数:Oik=∑PijPkj/ (∑P2
ij∑P2

kj)计
算而得,式中Oik为生态位重叠值,Pij和Pkj为种i
和k在资源j上的优势度(本研究即是样方中物种

的重要值)。Pianka指数的值介于0和1之间。

2 结果与分析

2.1 次生林群落 TWINSPAN 和 DCA 分析

利用物种 重 要 值 与 样 方 之 间 的 矩 阵(150 ´

72),通过TWINSPAN分类与DCA排序对植被类

型进行分析。TWINSPAN分类图中,72个样方在

第3级划分水平上分为6个群落类型(图1),除个

别样方分类效果较差,是最接近真实植物类群的

分类。

 分类基于150种(乔、灌、草)物种的重要值与72个样方的物种

矩阵。详细描述见表1,图中A-F表示所划分的群落类型,n表示

样方数 Classificationbasedonthespeciesmatrixof150species

(IVoftree,shrubandherblayer)and72plots.SeeTable1for

theirdetaileddescription.A-Frepresentsdifferentcommunity

typesbasedonTWINSPAN,andnrepresentsnumberofplots.

图1 大别山自然保护区天然次生林

TWINSPAN分类图

Fig.1 TWINSPANclassificationofnaturalsecondary

forestinNatureReserveofDabie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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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A排序基于150种(乔、灌、草)物种的重要值与72个样方的

物种矩阵。排序图中A-F表示不同的群落类型 Ordinationbased

onthespeciesmatrixof150speciesIVof(tree,shrubandherb

layer)and72plots.A-Frepresentsdifferentcommunitytypes

basedonDCA.

图2 大别山自然保护区天然次生林DCA分析

Fig.2 Ordinationofnaturalsecondary

forestinNatureReserveofDabieMountain

  DCA分析表明了相似的分类结果(图2),可划

分出6个群落类型。DCA排序第1轴从左到右反

映了植被由针叶林向阔叶林的变化。

A.针叶林群落Ⅰ:马尾松(Pinusmassoniana)-
油茶(Camelliaoleifera)-菝葜(Smilaxchina)群
落;

B.针 叶 林 群 落 Ⅱ:黄 山 松 (Pinushwangs-
hanensis)-云锦杜鹃(Rhododendronfortunei)-双穗

雀稗(Paspalumdistichum)群落;

C.针阔混交林群落Ⅰ:茅栗(Castaneaseguin
Ⅱ)+ 黄 山 松-荚 蒾 (Viburnum dilatatum)-荩 草

(Arthraxonhispidus)群落;

D.针阔混交林群落Ⅱ:枫香(Liquidambarfor-
mosana)+马尾松-山橿(Linderareflexa)-苏门白

酒草(Conyzasumatrensis)群落;

E.落叶阔叶林群落:槲栎(Quercusaliena)+枫

香-小果蔷薇(Rosacymosa)-悬铃木叶苎麻(Boeh-
meriatricuspis)群落、麻栎(Quercusacutissima)-
合欢(Albiziajulibrissin)-黑足鳞毛蕨(Dryopteris
fuscipes)群落和茅栗+栓皮栎(Quercusvariabi-
lis)-小果南烛(Lyoniaovalifolia)-乌蔹莓(Cayra-
tiasp.)群落;

F.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群落:香樟(Cinnamo-
mum camphora)+ 槲 栎-华 山 矾 (Symplocos
chinensis)-芒草(Miscanthussp.)群落和青冈(Cy-

clobalanopsisglauca)+枫香-六月雪(SerissaFoe-
tida)-黑足鳞毛蕨群落。

不同群落类型优势木本植物的重要值和生态位

宽度见表1,可以看出:马尾松在针叶林群落Ⅰ中有

最大的生态位宽度(14.94)。油茶作为半喜阴植物,
占据部分灌木林层,其生态位宽度也较高。针叶林

Ⅱ中,黄山松占据群落的主林层和优势的生态位,云
锦杜鹃也具有较宽的生态位。在针阔混交林群落Ⅰ
中,麻栎、黄山松占据群落的主林层,茅栗、栓皮栎等

物种也有较大的生态位宽度。在针阔混交林群落Ⅱ
中,生态位宽度的大小依次为:枫香(10.93)、马尾松

(10.71)、六月雪(8.46)、槲栎(6.01)。马尾松和枫

香的幼苗不耐阴,无法在林冠下更新。槲栎作为当

地亚顶级群落树种,在由枫香和马尾松为主林层的

群落中依然占据着较大的生态位宽度,也是对该群

落演替趋势的解释之一。
大别山自然保护区典型的落叶阔叶混交林代表

群落类型为槲栎+枫香-小果蔷薇-悬铃木叶苎麻群

落、麻栎-合欢-黑足鳞毛蕨群落和茅栗+栓皮栎-小
果南烛-乌蔹莓群落。该类型群落中最大生态位宽

度落叶树种分别是槲栎(11.78)、麻栎(5.18)和栓皮

栎(4.95)。麻栎林群落由于受到过主林层的择伐干

扰,使得以枫香为代表喜阳性植物的入侵,枫香具有

较大的生态位宽度。
当地的顶级群落类型常绿落叶阔叶混交群落类

型主要有:青冈+枫香-六月雪-黑足鳞毛蕨群落和

香樟+槲栎-华山矾-芒草群落。主林层虽然受到干

扰,如喜阳树种枫香有最大的生态位宽度(6.55)。
但其较大生态位宽度的主要占据者还是以耐阴性树

种为主,如小叶栎(6.28)、槲栎(8.16)、青冈(4.53)、
香樟(3.30)等。说明该群落类型的发展还是以耐阴

植物为主,干扰后的林窗内喜阳性的乔灌木等生长

良好。
2.2 生态位重叠

优势种生态位重叠指数介于0.70~1.00之间

的物种有42对(表2),占24.56%,物种之间的竞争

性很强。其中马尾松与枫香之间有较大的生态位重

叠,主要是由于它们都是阳性树种并且对环境因子

的要求相似性较大造成的。而马尾松与油茶的较大

生态位重叠,是由于油茶的引种栽植等人为干扰的

因素造成的。
枫 香、槲栎与香樟、小果蔷薇、油茶之间生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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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群落类型主要优势种重要值和生态位宽度

Table1 Importancevaluesandnichewidthesofdominanttreespeciesindifferentforestcommunities

编号

No.
物种名1)

Species

群落类型Communitytypes
A

重要值

IV2)
生态位

宽度 NB3)

B
重要值

IV
生态位
宽度 NB

C
重要值

IV
生态位
宽度 NB

D
重要值

IV
生态位
宽度 NB

E
重要值

IV
生态位
宽度 NB

F
重要值

IV
生态位
宽度 NB

1 马尾松 46.8 14.94 0.0 0.00 0.0 0.00 23.9 10.71 2.0 1.68 3.2 3.16
2 黄山松 0.0 0.00 40.5 11.42 19.4 5.20 0.0 0.00 0.0 0.00 0.0 0.00
3 麻栎 1.7 0.02 9.1 5.25 25.6 7.96 0.0 0.00 8.6 5.18 0.0 0.00
4 枫香 0.5 0.35 0.0 0.00 0.0 0.00 35.7 10.93 13.8 4.92 15.6 6.55
5 茅栗 0.0 0.00 5.1 4.25 16.1 4.35 0.0 1.01 3.6 2.46 0.0 0.00
6 香樟 3.7 2.99 0.0 0.00 0.0 0.00 0.0 0.00 5.3 4.07 17.7 3.30
7 油茶 7.2 7.55 0.0 0.00 0.0 0.00 2.9 2.93 2.7 2.69 5.4 6.12
8 槲栎 2.0 1.35 0.0 0.00 0.0 0.00 7.2 6.01 19.6 11.78 10.9 8.16
9 青冈 2.3 3.55 0.0 0.00 0.0 0.00 1.2 1.18 0.8 1.85 12.5 4.53
10 小叶栎 2.9 4.57 0.0 0.00 0.0 0.00 0.5 1.02 0.5 0.95 7.2 6.28
11 华山矾 2.0 1.97 0.0 0.00 0.0 0.00 0.0 0.00 0.0 0.00 8.5 7.43
12 小果蔷薇 1.6 2.63 2.9 2.16 3.7 3.28 3.3 3.59 4.1 5.17 2.2 2.49
13 荚蒾 0.8 0.73 3.8 3.33 7.2 8.64 1.6 2.21 1.3 2.22 0.6 3.28
14 栓皮栎 0.0 0.00 3.3 3.46 6.5 5.29 1.7 4.45 7.4 6.50 0.0 0.00
15 云锦杜鹃 0.0 0.00 12.8 8.56 1.3 1.99 0.0 0.00 0.0 0.00 0.0 0.00
16 合欢 0.9 1.03 0.0 0.00 0.0 0.00 1.6 2.07 5.3 6.97 0.0 0.00
17 六月雪 0.4 1.89 0.0 0.00 0.0 0.00 1.1 8.46 0.0 0.00 3.0 3.36
18 山橿 0.0 0.00 0.0 0.00 0.0 0.00 7.2 0.00 0.0 5.88 0.0 0.00
19 小果南烛 0.0 0.00 0.0 0.00 0.0 0.00 0.0 0.00 4.2 7.55 0.0 0.00
 1)马尾松 Pinusmassoniana;黄山松 Pinushwangshanensis;麻栎Quercusacutissima;枫香Liquidambarformosana;茅栗Casta-

neaseguinii;香樟Cinnamomumcamphora;油茶Camelliaoleifera;槲栎Quercusaliena;青冈Cyclobalanopsisglauca;小叶栎

Quercuschenii;华山矾Symplocoschinensis;小果蔷薇 Rosacymosa;荚蒾Viburnumdilatatum;栓皮栎 Quercusvariabilis;云

锦杜鹃 Rhododendronfortunei;合欢 Albiziajulibrissin;六月雪Serissafoetida;山橿Linderareflexa;小果南烛Lyoniaovali-

folia;表2中的编号、物种名与此同 ThesameinTable2;2)IV:Importancevalue;3)NB:Nichebreadth.

表2 主要群落优势木本的生态位重叠

Table2 Thenicheoverlapsamongmainwoodyspeciesofmainforestcommunitiesinresearcharea

编号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 1.00 0.00 0.03 0.79 0.12 0.55 0.85 0.45 0.72 0.68 0.37 0.61 0.25 0.31 0.00 0.36 0.54 0.09 0.09
2 1.00 0.80 0.00 0.8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40 0.64 0.53 0.98 0.00 0.00 0.00 0.00
3 1.00 0.11 0.97 0.21 0.08 0.24 0.10 0.04 0.00 0.65 0.90 0.80 0.69 0.30 0.00 0.32 0.32
4 1.00 0.26 0.52 0.61 0.83 0.63 0.54 0.47 0.73 0.40 0.58 0.00 0.57 0.91 0.36 0.36
5 1.00 0.25 0.14 0.34 0.14 0.06 0.00 0.73 0.87 0.87 0.77 0.40 0.14 0.37 0.37
6 1.00 0.85 0.84 0.89 0.80 0.66 0.75 0.35 0.43 0.00 0.71 0.30 0.66 0.68
7 1.00 0.67 0.97 0.95 0.75 0.69 0.35 0.29 0.00 0.42 0.61 0.26 0.26
8 1.00 0.74 0.61 0.53 0.83 0.42 0.66 0.00 0.84 0.56 0.76 0.76
9 1.00 0.98 0.86 0.68 0.38 0.28 0.00 0.42 0.56 0.30 0.30
10 1.00 0.92 0.56 0.35 0.13 0.00 0.23 0.52 0.12 0.12
11 1.00 0.37 0.33 0.00 0.00 0.04 0.40 0.00 0.00
12 1.00 0.76 0.89 0.35 0.76 0.57 0.63 0.63
13 1.00 0.78 0.50 0.27 0.32 0.22 0.22
14 1.00 0.45 0.74 0.40 0.64 0.64
15 1.00 0.00 0.00 0.00 0.00
16 1.00 0.29 0.95 0.95
17 1.00 0.00 0.00
18 1.00 1.00
1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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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表明了它们之间有很强的竞争性。茅栗和麻栎

不仅和中低海拔的喜阴性物种还和典型的高海拔树

种黄山松间有很强的竞争性。生态位重叠指数介于

0.50~0.70之间的物种有29对,占16.96%,反映

它们之间有相对较强的竞争性或相似的生态习性,
表现在广布树种和灌木种间的生态位重叠性相对较

大,如小叶栎、香樟、栓皮栎等与六月雪、小果蔷薇、
山橿、小果南烛等物种之间。生态位重叠指数介于

0.00~0.50之间的为有一定的相关性,物种有

69对,占40.35%。物种之间的竞争性不强,生态特

性间相似性也较小。这些物种间的关系在当地占多

数,可能是由于群落演替过程中不同生活习性物种

的共存性决定的。当地主要优势种中生态位之间无

重叠的物种有31对,占18.64%。许多郁闭度高且

形成较特有群落的物种,如黄山松、云锦杜鹃,与其

他物种之间生态位无重叠的占多数。

3 讨 论

一个种的生态位越宽,该物种的特化程度就越

小,也就是说它更倾向于一个泛化种。相反,一个种

的生态位越窄,该种的特化程度就越强,即它更倾向

于一个特化种,特化种生态位窄,在资源竞争中则处

于劣势[16]。因此,从生态位的特征分析,槲栎、枫香

和马尾松作为当地群落的泛化种,而华山矾、山橿、
小果南烛等可被认为是特化种。泛化种具有较强的

竞争能力,尤其是在可利用资源量非常有限的情况

下更是如此[17]。
不同群落主要种群生态位宽度是不同的。在针

叶林群落Ⅰ中,与其他物种相比,马尾松的生态位宽

度明显占据优势,在人为的干扰下枫香、槲栎和华山

矾的竞争能力减弱,而且马尾松和枫香的种间竞争

很强,这可能会进一步导致枫香的被排除。在针叶

林群落Ⅱ中,黄山松占据了绝对优势,枫香、香樟、油
茶、槲栎、青冈、小叶栎、华山矾没有出现在群落中,
这可能是由于黄山松的竞争作用把枫香排除了;同
时,与顶级群落相比,出现麻栎、栓皮栎、云锦杜鹃和

茅栗这些新物种,这些新物种跟竞争排除种的生态

位重叠很小,说明新物种所利用的资源和排除种是

不同的,人为干扰后的群落很容易受到外来种的入

侵,但是可以看到这些外来种与黄山松的竞争很微

弱,可见新物种的定居是明显受到优势种的影响的。
在针阔混交林群落Ⅰ中,黄山松、麻栎和茅栗占据了

主导优势,该群落中物种数较少,表明在人为的干扰

下灌木层受到了剧烈影响,由于缺少了灌木层的竞

争,乔木层的生态位变宽。针阔混交林群落Ⅱ是以

马尾松和枫香为优势种群的群落,群落内物种数较

少。在落叶阔叶林群落是以槲栎为优势种的单优势

群落,但是群落内物种数增多且竞争比较激烈。在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群落中,种群间的生态位宽度

比较均匀,物种间的竞争能力也比较均匀,群落处于

比较稳定的状态。和顶级群落相比,在人为干扰后

的天然次生林内物种数较少,群落内种间竞争不激

烈,多数群落是单优势种群落。
虽然引进的经济树种能够适应当地的生态环

境,但其竞争力较本土树种弱,如枫香、油茶等经济

树种或观赏树种。落叶阔叶林树种(槲栎除外)和常

绿阔叶林树种的生态位总宽度较马尾松针叶林的

小,说明马尾松和枫香作为当地先锋树种在天然次

生林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整体来看,当地顶级树种生态位总宽度没有亚

顶级树种和先锋优势种的生态位总宽度大,也表明

当地现存主要群落类型以演替竞争为主,稳定性群

落类型并不占多数,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当

地优势树种的生态位总宽度中耐阴性植物占多数,
同时也表明当地群落演替的趋势是由阳性植物优势

种的群落逐渐向以耐阴性为优势种的群落类型发

展。黄山松作为当地典型的高海拔针叶树种,生态

位总宽度较小,也说明其生长所需的环境具有一定

的限制性,因此高海拔植被需要更多的保护,现有植

被遭到破坏后修复重建需要很长时间且完全恢复的

可能性较小。
种群间的生态位重叠可表征它们对同一类资源

的共同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物种间隐含的

资源利用性竞争关系[7,18]。植物种具有较大的生态

位,不表示种间的生态位重叠值也较大。因为具有

较宽生态位的物种本身的生物生态学特性不一定相

同,它们对资源的要求并不完全一致,从而导致它们

之间的生态位重叠不一定较高[1,19]。如本研究中的

马尾松和麻栎、槲栎、茅栗等较大生态位的植物之间

重叠值大部分介于0.0~0.5之间。高海拔群落类

型和中低海拔群落类型之间的优势种重叠值较小主

要是由环境因子决定的。
对物种竞争力的分析除了要分析物种生态位的

重叠,但还要考虑到当地资源环境的有限性。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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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演替阶段群落中物种之间的关系,以生态位

重叠指数和物种生活特性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是可

行的。在森林生态位宽度及生态位重叠计算过程

中,随着演替的进行,主要种的生态位宽度将会随之

减小,与其他优势种发生生态位的重叠。生态位的

重叠指数也随着演替的进行而变大,可能是由于成

熟生态系统中各物种对环境的利用比较充分,导致

空余生态位的消失而造成的[13]。
事实上,生态位的大范围重叠常常只表明存在

微弱的竞争,而邻接的生态位则意味着有潜在的激

烈竞争,只是由于竞争回避才导致了生态位的邻接,
因此,生态位重叠并不一定表现有竞争排除的现象

发生,生态位重叠本身也并不一定伴随竞争,如果资

源很丰富,则两种生物可以共同利用同一资源而彼

此并不给对方带来损害;而资源量、供求比以及资源

满足生物需求的程度对研究生态位重叠与竞争的关

系非常重要[20]。利用性竞争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生

态位重叠,而竞争是在资源供应不足且生态位重叠

条件下形成的[21]。
从物种竞争角度看,生态位重叠越大,表明物种

之间的竞争排斥作用越强烈,但每一个群落内部的

物种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它们有规律地按一定结

构层次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

式利用生境。实际上,高等植物之间在小尺度空间

上的分离是物种共存和植物群落多样性的一个重要

原因[22]。因此,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研究探

索物种共存及群落多样性维持机制成为未来群落生

态学的中心问题,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当地群

落中主要优势种的生态位重叠分析要结合不同演替

阶段中不同物种的生活习性,才能指导当地森林经

营过程中对林木的择伐和抚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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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datawithimportantvaluesforclassificationandnichemeasuring,theclassifica-
tion,nichebreadthandoverlapofdominantwoodyspeciesofnaturalsecondaryforestinDabieMountain
Reservewerestudiedbymeansofsampling,two-wayindicatorspeciesanalysis(TWINSPAN),detrend-
edcorrespondenceanalysis(DCA)andnicheanalysis.Theresultsshowedthatcommunitiesofnatural
secondaryforestinDabieMountainReserveweredividedintosixcommunitytypes(coniferousforestⅠ
andⅡ,coniferousbroad-leavedmixedforestⅠandⅡ,deciduousbroad-leavedforestEandevergreen
deciduousbroad-leavedmixedforestF)basedonTWINSPANandDCA.DCAordinationfiguresalsore-
flectedthepatternofcommunitieschangingfromtheconiferousforestⅠandⅡtoconiferousbroad-
leavedmixedforestⅠandⅡ,thentodeciduousandevergreendeciduousmixedforest.Pinusmassoni-
anaandPinushwangshanensishadalargenichebreadthinconiferousforestⅠandⅡ.PinusandQuer-
cusbothhadlargernicheinconiferousbroad-leavedmixedforestⅠandⅡ.Manywoodyspecieshadlar-
gernicheindeciduousandevergreendeciduousmixedforest.Thenichebreadthandoverlapofmain
dominantspeciesindifferentcommunitiesmightchangeaccordingtothesuccessiontrend.Itwasfeasible
forusingnicheoverlapindexandspeciescharacteristicasthemainevaluationcriterionintermsofmajor-
ityspeciesrelationshipsindifferentcommunitysuccession.

Keywords NatureReserveofDabieMountain;secondaryforest;nichebreadth;nicheover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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