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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揭示气候变暖可能通过营养级互作导致高寒草甸退化
  文章来源：成都生物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1-03-22 【字号： 小  中  大 】 

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的生态学效应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前期大多数研究表明，气候变化

通过改变环境因子（温度、水分等）直接影响陆地生态系统属性，而很少关注升温通过营养级间互作对生态系统功

能间接效应。在高海拔和高纬度地区，通常认为植物初级生产力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因为这些地区常年较低的

气温限制了植物生长和养分的矿化速率，全球增温将减弱这种限制，改善这些地区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但增温后

的生态系统内部的营养级间互作也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生态中心孙书存研究员课题组李国勇博士等采用开顶箱装置，对青藏高原东部高寒

草甸进行了三年的模拟增温实验。调查发现，群落中鹅绒委陵菜（高原鼢鼠的主要食物之一）的优势度在模拟增温

后显著地增加，而其他物种群组的优势度保持不变或减少；模拟增温后的第三年，在增温样地内出现了植物被高原

鼢鼠破环的现象，而对照样地的植物几乎都保持完好的状态；增温样地中，植物群落地上生物量也明显小于对照样

地，这与前两年的两者对比情况相反。此外，鼢鼠洞穴密度与鹅绒委陵菜在群落中的优势度和生物量成正相关关

系，这与野外调查结果一致。因此，研究得出，增温样地内出现的鼢鼠对植物地上生物量的下行效应可能主要是由

增温引起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变化对鼢鼠取食行为的上行效应引起。 

这种由于营养级间互作导致的（至少是短期内）生态系统退化提示，当前应用物种-气候模型预测气候变化对生

态系统的影响可能存在缺陷，还意味着需要针对全球增温进行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管理。作者建议利用提升

地下水位、人工种植禾草和适度放牧干扰等管理措施来控制未来暖干化趋势下青藏高原高寒草甸鼠害的发生。 

该研究结果发表在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doi/10.1111/j.1365-2664.2011.0196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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