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 繁体 | RSS | 网站地图 | 收藏 | 邮箱 | 联系我

们

首页   新闻   机构   科研   院士   人才   教育   合作交流   科学普及   出版   信息公开   专题   访谈   视频   会议   党建   文化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科研 > 科研进展

动物所等在外来物种气候生态位漂移研究中取得进展

  文章来源：动物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4-05-29 【字号： 小  中  大 】 

  生物入侵给各国的生物多样性和经济带来危害。如何预测外来种的入侵和扩展风险对制定保护对策非常重要。

当前的主要预测工具是生态位模型，其前提假说是气候生态位保守性，即物种气候生态位在时间和空间上趋于保守

的特性。该假说正对现代生态学、进化生物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然而，有关气候生态位的保守性仍

然存在很大的争议。最近，对全北界外来植物和欧洲外来鸟类的研究表明，气候生态位在入侵区很保守，鲜有发生

漂移（≥10%生态位扩展）的情况。而这种现象在其它类群是否如此值得探讨。另外，驱动气候生态位漂移的因子也

还不清楚。了解这些原因不但对平息生态位保守性的争议非常重要，而且有助于理解物种分布区的动态并指导生态

位模型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多样性与空间生态学研究组量化了71种外来两栖爬行动物在全球101个分布区的真实气候

生态位动态，并分析了原分布区面积、入侵区向赤道和极地扩展、入侵时间、岛屿特有种和多次引种对入侵区气候

生态位飘移的影响。结果发现，57%的入侵区出现了气候生态位（与原产地分布区相比）漂移（≥10%生态位扩

展），两栖动物的漂移率为51%，而爬行动物为61%，两个类群间漂移率无显著差异。岛屿特有种、引入到大洋洲以

及引入到其它生物地理区的物种生态位漂移率高。原分布区面积小、入侵时间短和入侵区向赤道扩展的物种更有可

能发生生态位漂移。研究还发现，外来两栖爬行动物的气候生态位漂移率高于全北界外来植物和欧洲外来鸟类。这

些研究结果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气候生态位保守性争议（比如全北界外来植物、欧洲外来鸟类和外来两栖爬行动物

间生态位漂移率存在显著差异）会发生。研究建议，应该谨慎使用外来种引种风险评估中经常推荐的“气候相似

性”原则（即物种引入到气候不相似的地点其入侵风险低）。在应用生态位模型时，应及时更新入侵区分布点的数

据，以便更准确地预测生物入侵风险。 

  该项研究成果由中国和瑞士研究人员合作完成，李义明研究员为论文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刘宣博士和李先

平博士生为并列第一作者。论文已于近期在线发表在Global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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