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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海拔梯度作为一维资源轴，以物种重要值作为生态位计测的状态指标，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川滇高山栎灌
丛主要木本植物的生态位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川滇高山栎灌丛在整个资源位中占绝对优势； 川滇高山

栎、平枝栒子、牛头柳、甘肃瑞香具有较大的生态位宽度，其Bsw（Levins生态位宽度）值分别为0.594 9，

0.452 4，0.551 1和0.451 6，其Ba(Hurlbert生态位宽度）值分别为0.956 0,0.570 3,0.783 4和0.571 

1； 物种的生态位宽度与重要值变异系数呈典型负相关； 生态位宽度较大的2个种的相似性比例值较大，生态位

宽度较小的2个种间也能产生较大的相似性比例； 大部分种群的生态位相似性比例值为0～0.7，以0.4～0.6最
多，共占全部种对的36.37%； 具有生态位重叠的种对数共有112对，占总对数的84.85%,有39对的重叠值

>0.2，约占29.55%； 生态位宽度大的种群之间一般能产生较大的重叠值，生态位宽度大的种群与生态位宽度
小的种群也能产生较大的重叠值，而生态位宽度小的种群一般不会与生态位宽度大的种群间产生较大的重叠值； 

大于0.08的Lih（物种i与物种h的生态位重叠指数）和Lih（物种h与物种i的生态位重叠指数）重叠值所占的比例

分别为72.74%和65.16%，表明各种群对资源的共享趋势较为明显，川滇高山栎灌丛群落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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