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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无脊椎动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及功能群研究

童春富! 陆健健
（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 ! "###)"）

摘要：本文采用扫网和样方法对草坪固定样地无脊椎动物群落进行了调查，根据不同种类的营养情况进行了功能

群的划分，并采用物种丰富度、*+,--.-/012-23 指数、4567238 种间相遇概率、9126.5 均匀度指数等四种多样性指数对

群落及功能群的物种多样性进行了测度和分析。结果 表 明：草 坪 无 脊 椎 动 物 功 能 群 组 成 具 有 一 定 的 垂 直 分 化；不

同植被生长情况下功能群的组成及多样性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无明显的规律性；各功能群中，捕食寄生性功能群的

多样性最高，而植食性功能群的种类、数量最多，但 由 于 个 别 种 数 量 的 异 常，其 多 样 性 反 而 较 低。植 食 性 功 能 群 与

捕食寄生性功能群在多样性、种类数及数量上呈现一定的互为消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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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工草坪是采用综合农业技术，在完全破坏了

天然植被的基础上，通过人为播种建植的人工草本

群落（ 董 世 魁，胡 自 治，"###）。作 为 城 市 绿 化 建 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草坪有关的动植物生态学研究

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传统的草坪科学通常

只涉及草坪植物学和草坪工程学，只有在进行有害

生物防治时，才涉及包括草坪无脊椎动物在内的草

坪动物的研 究（ 陈 佐 忠，"###），并 且 仅 局 限 于 工 程

学的范畴，基本不涉及多样性及功能群的研究。

作为世界级的国际机场，浦东国际机场一期工

程建在原市郊的农业用地上，飞行区草坪绿化面积

达 "## 万 O" 。因此在该区域草坪开展研究工作，对

草坪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害生物的生态调控以及生

态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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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 !"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选在上海市东部新建的浦东国际机场

飞行区。该区位于长江口南岸，川沙南汇边滩。属

亚热带季风性 气 候，温 和 湿 润，年 平 均 气 温 !"% & ’
!"% ( ) 。全年 雨 量 充 沛，年 均 降 雨 量 !!*+ ,,（ 上

海气象志 编 纂 委 员 会，!++(）。 飞 行 区 草 坪 为 人 工

栽种的单一的 白 车 轴 草（ .’"/#0"12 ’&3&-(）。机 场 内

飞行区外 有 大 量 的 闲 置 荒 地，生 长 有 芦 苇（ 45’678
2")&( ,#221-"(）、加拿大一枝黄花（+#0"$67# ,6-6$&-8
("(）等杂草，并有积水的洼地。杂草有时也会蔓生至

飞行区。

!# $" 样地的选择

在飞行区南北两端分别选择植被生长情况不同

的区域：（!）纯白车轴草区域；（"）白 车 轴 草 和 以

喜旱莲子草（ 90)&’-6-)5&’6 35"0#:&’#"$&(）等矮草为优

势种 杂 草 的 混 合 区 域（ 杂 草 盖 度 为 "#- 以 上 ）；

（#）白车轴 草 和 以 加 拿 大 一 枝 黄 花 等 高 草 为 优 势

种杂草的混合区域（ 杂草盖度为 "#- 以 上）。各 设

置一块 "# , . !## , 的长方形样地，南北两组形成

对照。同时平行的样地可以消除由于空间格局差异

对结果分析的影响。

在各样地四周建 #% " , 宽的空白隔离带，以阻

断草层以下物种的交流。隔离带上的草连根拔除，

并插上小红旗作标记。

!# %" 取样

在 !+++ 年 + 月 ’ &### 年 / 月，采用灯光、糖浆

诱集（ 配方：红糖 或 白 糖 0 份，醋 * 份，酒 ! 份，水 &
份，加少许敌敌畏，混合后搅拌混匀）以及网捕法对

飞行区昆虫进行详细调查的基础上，&### 年 + 月 ’
!! 月，在飞行区 南 北 两 端 布 设 了 上 述 0 组 样 地，各

样地每月取样 ! 次。样地取样点的布设采用双对角

线法。各样地分别设 " 个采样点，其中 ! 个点位于

样地中部对角线交点位置，其余 * 个点位于对角线

上，分别靠近矩形的四角，大致呈中心对称。

取样点近草面及草面以上的无脊椎动物采用标

准捕虫网收集。每个取样点用捕虫网扫 !# 复次，统

计昆虫的种类、数量。草面以下的无脊椎动物，在去

除地上部分植被以后，采用 &" 1, . &" 1, 样方进行

取样调查，拣取大型无脊椎动物。采样深度通常在

&" 1, 左右。

!# &" 数据处理及分析

采用 2345565789:5:; 多样性指数和 <9:=6> 均匀

度指数等多样性指数对无脊椎动物群落及功能群的

物种 多 样 性 进 行 测 度（ 马 克 平，!++*；高 宝 嘉 等，

!++&；赵志模，郭依泉，!++#）。

物种丰富度：+
?>=@:;A 种间相遇概率：4;< = "［>"（> ? >" ）@

>（> ? !）］

2345565789:5:; 多样性指数：A = ?"4" =54"

<9:=6> 均匀度指数：B = A @ =5+
其中 > 为总个体数，>" 为第 " 种的个体数，4"为第 "
种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比例。

$" 研究结果及分析

$# !" 草坪无脊椎动物功能群的组成

在样 地 调 查 期 间 共 获 取 无 脊 椎 动 物 标 本 "&#B
头，分 属 0 门 B 纲 !" 目 0B 科 B* 种（ 李 鸿 兴 等，

!+/(；萧采瑜等，!+((；钟觉民，!+/"；中 国 农 作 物 病

虫图谱编绘组，!+(0；江静波，!+/&；冯钟琪，!++#；浙

江动物志 编 辑 委 员 会，!++!）。根 据 对 资 源（ 营 养）

利用情况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功能群。

斜 纹 夜 蛾（ +3#$#3)&’6 0")1’6）、黄 卷 叶 蛾（ 46-8
$6&2"( ’"C&6-6）、蜗牛（!’6$*C&-6 CD% ）等植食性种类

占总种数的 "(% /- ；捕食 寄 生 性 种 类 占 0"% +- ，其

中三突花 蛛（D"(12&-#3( )’",1(3"$6)1(）、草 间 小 黑 蛛

（<’"7#-"$"12 7’62"-",#06）等 蜘 蛛 占 + E 0F ，中 华 草

蛉（G5’*(#36 ("-",6）、步 甲（>&C’"6 CD% ）等 捕 食 性 种

类占 !&% "- ，黑 侧 沟 姬 蜂（G6("-6’"6 -"7’"3&(）、蚜 茧

蜂（935"$"1( CD% ）等寄生性天敌占!*% !- ；蚯蚓（H0"8
7#,56&)6 #3"()5#3#’6）等其他分解者种类占 B% 0- 。

草坪无脊椎动物扫网调查结果如表 ! 所示。植

食性功 能 群 种 类 组 成 最 为 丰 富，涉 及 & 门 0 纲 !(
科，种数占扫网 调 查 总 数 的 B#% 0- ，个 体 数 占 总 数

的 /+% "- ；捕食寄生性功能群组成次之，涉及 ! 门 &
纲 " 目 !0 科，种数占扫网调查总数的 0(% (- ，个体

数占总数的 !#% 0- ，且 以 昆 虫 纲 种 类 较 多；而 分 解

者功能群种类较少，只有双翅目家蝇科家蝇（D1(,6
$#2&()",6）! 种，个体数只占总数的 #% &- 。

草坪无脊椎动物样方调查结果如表 & 所示。除

了分解者功能群，其他功能群的种类数与个体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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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草坪无脊椎动物群落扫网调查结果
%&’() "$ %*) +,-)./+0&/+1, 2).3(/ 14 +,-)2/)’2&/) 51663,+/+). +, &2/+4+5+&( /324 ’7 .8))9 ,)/ .&69(+,0

功能群

:3,5/+1,&( 02139
门

;*7(36
纲

<(&..
目

=2>)2
科

:&6+(7

种数

?1@ 14
.9)5+).

数量

?1@ 14
+,>+-+>3&(.

植食性

;*7/19*&013. 02139
节肢动物门

A2/*2191>&
昆虫纲 B,.)5/& 鳞翅目 C)9+>19/)2& 粉蝶科 ;+)2+>&) ! !

夜蛾科 ?15/3+>&) " !!D
卷蛾科 %12/2+5+>&) " "E#
螟蛾科 ;72&(+>&) F "F!

半翅目 G)6+9/)2& 蝽科 ;),/&/16+>&) D F"
缘蝽科 <12)+>&) ! !H

双翅目 I+9/)2& 瘿蚊科 <)5+>167++>&) ! !FEH
潜蝇科 A02167J+>&) " D#D

同翅目 G1619/)2& 叶蝉科 <+5&>)((+>&) # KK
蚜科 A9*+>+>&) " "

鞘翅目 <1()19/)2& 叶甲科 <*27.16)(+>&) F D!
步甲科 <&2&>+’&) " !

膜翅目 G76),19/)2& 蜜蜂科 A9+>&) " "
直翅目 =2/*19/)2& 蝗科 A52+>++>&) ! "E

菱蝗科 %)/2+0+>&) " !
蛛形纲 A2&5*,1+>& 蜱螨目 A5&2+,& $ $ $ L " DE

软体动物门 腹足纲 M&./2191>& 柄眼目 巴蜗牛科 " #KH
N1((3.5& O/7(166&/19*12& P2&>7’&),+>&)

捕食寄生性

;2)>&/127Q9&2&.+/+5
02139

节肢动物门

A2/*2191>&
昆虫纲 B,.)5/& 脉翅目 ?)3219/)2& 草蛉科 <*27.19+>&) " #

膜翅目 G76),19/)2& 姬蜂科 B5*,)361,+>&) ! D"
螯蜂科 I27+,+>&) " #F
小茧蜂科 P2&51,+>&) D FF
小蜂科 <*&(5+>+>&) " !

鞘翅目 <1()19/)2& 瓢甲科 <155+,)((+>&) ! "R
步甲科 <&2&’+>&) " !E
隐翅甲科 O/&9*+(+,+>&) " D

双翅目 I+9/)2& 寄蝇科 %&5*+,+>&) " H
蛛形纲 A2&5*,1+>& 蜘蛛目 A2&,)+>& 微蛛科 S2+01,+>&) " D!

蟹蛛科 %*16+.+>&) ! "RE
狼蛛科 C751.1>&) " "E
跳蛛科 O&(/+5+>&) ! #E

分解者

I)51691.+,0 02139
节肢动物门

A2/*2191>& 昆虫纲 B,.)5/& 双翅目 I+9/)2& 家蝇科 N3.5+>&) " R

?1/)：“ L ”表示尚不确定 O16)/*+,0 ,1/ 51,4+26)>

总数比扫网调查结果少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调

查方法有关。同时，在功能群物种组成和数量比例

上与扫网调查结果有明显的差异。其中，植食性功

能群，涉及 ! 门 F 纲 T 目 "" 科，种类数占样方调查

总数的 #EU ，个体数占总数 的 FH@ TU ；捕 食 寄 生 性

功能群，涉及 " 门 F 纲 F 目 K 科，种类数占样方调查

总数的 FK@ #U ，个体数占 总 数 的 D!@ KU ，且 以 蛛 形

纲种类居多；分解者功能群涉及 ! 门 F 纲 F 目 F 科，

种类数占总数的 "!@ #U ，个 体 数 占 总 数 的 "K@ KU 。

两种调查方法所得功能群组成比例的差异如图 " 所

示。

在样方调查中，分解者功能群无论种类还是个

体数量比例，都明显高于扫网调查结果。捕食寄生

性功能群的个体数量所占比例也由扫网调查时的低

于植食性功能群变为高于植食性功能群。由于扫网

调查主要涉及近草面和草面以上的无脊椎动物，而

样方调查主要涉及草面以下以及土壤中的无脊椎动

物，因此两种调查方法的结果在种类组成和个体数

量上的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物种及功能群

在垂直分布上的差异。

#$ #" 草坪无脊椎动物功能群的物种多样性

如表 F、表 D 所示，草坪无脊椎动物各功能群的

物种多样性，采 用 扫 网 和 样 方 法 调 查 结 果 相 一 致。

虽然植食性功能群物种数多于捕食寄生性功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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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草坪无脊椎动物群落样方调查结果
&’()* #$ &+* ,-.*/0,1’0,2- 3*/4)0 25 ,-.*30*(3’0* 62774-,0,*/ ,- ’30,5,6,’) 0435 (8 94’:3’0 /’7;),-1

功能群

<4-60,2-’) 1324;
门

=+8)47
纲

>)’//
目

?3:*3
科

<’7,)8

种数

@2A 25
/;*6,*/

数量

@2A 25
,-:,.,:4’)/

植食性

=+802;+’124/ 1324;
节肢动物门

B30+32;2:’
昆虫纲 C-/*60’ 鳞翅目 D*;,:2;0*3’ 夜蛾科 @2604,:’* ! #E

卷蛾科 &2303,6,:’* ! F
螟蛾科 =83’),:’* ! !

半翅目 G*7,;0*3’ 蝽科 =*-0’027,:’* # #
鞘翅目 >2)*2;0*3’ 丽金龟科 H40*),:’* ! F

叶甲科 >+38/27*),:’* ! #E
步甲科 >’3’:,(’* ! I

直翅目 ?30+2;0*3’ 蝼蛄科 J38))20’);,:’* ! !
蟋蟀科 J38)),:’* ! !F

甲壳纲 >34/0’6*’ 等足目 C/2;2:’ 潮虫科 ?-,/6,:’* ! K
软体动物门 腹足纲 J’/032;2:’ 柄眼目 巴蜗牛科 ! !EK
L2))4/6’ M08)277’02;+23’ N3’:8(’*-,:’*

捕食寄生性

=3*:’0238O;’3’/,0,6
1324;

节肢动物门

B30+32;2:’
昆虫纲 C-/*60’ 鞘翅目 >2)*2;0*3’ 步甲科 >’3’:,(’* # !P

隐翅甲科 M0’;+,),-,:’* ! #!
蛛形纲 B3’6+-2,:’ 蜘蛛目 B3’-*,:’ 微蛛科 Q3,12-,:’* ! #!

蟹蛛科 &+27,/,:’* # KF
狼蛛科 D862/2:’* ! I!
跳蛛科 M’)0,6,:’* ! !#!

多足纲 L83,’;2:’ $ $ $ R $ $ $ R ! !
分解者

S*627;2/,-1 1324;
节肢动物门

B30+32;2:’
昆虫纲 C-/*60’ 双翅目 S,;0*3’ 家蝇科 L4/6,:’* ! !

多足纲 L83,’;2:’ $ $ $ R $ $ $ R ! K

环节动物门

B--*),:’
有环纲 >),0*))’0’ 寡毛目 ?),126+’*0’ 正蚓科 D47(3,6,:’* ! !!P

@20*：“ R ”表示尚不确定 M27*0+,-1 -20 62-5,37*:

图 #" 扫网和样方法调查结果的差异

<,1A ! $ &+* :,55*3*-6* ,- 0+* 3*/4)0/ (*0T**- /T**; -*0 ’-:
94’:3’0 /’7;),-1 ,-.*/0,1’0,2-
B：植食性功能群 =+802;+’124/ 1324;$ N：捕食寄生性功能群

=3*:’0238O;’3’/,0,6 1324; $ >：分 解 者 功 能 群 S*627;2/,-1
1324;

表 $" 扫网调查的物种多样性
&’()* K$ M;*6,*/ :,.*3/,08 (8 /T**; -*0 ,-.*/0,1’0,2-

功能群

<4-60,2-’) 1324;
多样性指数 S,.*3/,08 ,-:,6*/
+ ./0 1 2

植食性 =+802;+’124/ 1324; K# %A P"%P !A E"I" %A "K"P

捕食寄生性

=3*:’0238O;’3’/,0,6 1324; #% %A EIPI #A KIF# %A PEU!

分解者 S*627;2/,-1 1324; ! % % R
@20*：+：物种丰富度 M;*6,*/ 3,6+-*// ,-:*V；./0：G4)(*30 种 间 相 遇

概率 G4)(*30 ;32(’(,),08 25 ,-0*3/;*6,5,6 *-624-0*3；1：M+’--2-OW,*-*3
多样性 指 数 M+’--2-OW,*-*3 :,.*3/,08 ,-:*V；2：=,*)24 均 匀 度 指 数

=,*)24 *.*--*// ,-:*V

表 %" 样方调查的物种多样性
&’()* F$ M;*6,*/ :,.*3/,08 (8 94’:3’0 ,-.*/0,1’0,2-

功能群

<4-60,2-’) 1324;
多样性指数 S,.*3/,08 ,-:,6*/
+ ./0 1 2

植食性 =+802;+’124/ 1324; !# %A "K!K !A ##I# %A FUK"

捕食寄生性

=3*:’0238O;’3’/,0,6 1324; U %A PIFI !A PKEI %A PU!K

分解者 S*627;2/,-1 1324; K %A %E%! %A !UEI %A !E%E
@20*：符号代表含义同表 K &+* 7*’-,-1 25 /87(2)/ /** &’()* K



! 期 童春富等：草坪无脊椎动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及功能群研究 "#$%%

但是捕食寄生性功能群的物种多样性要高于植食性

功能群。这主要是由于植食性功能群中个别种数量

的异常，如 稻 瘿 蚊（ !"#$%&’#’% &’( ），其 个 体 数 就 占

了扫网调 查 总 数 的 ))* ，严 重 破 坏 了 整 体 的 均 匀

性，从 而 使 植 食 性 功 能 群 物 种 多 样 性 降 低，而 在

"+++ 年 +、", 月间，就曾有斜纹夜蛾种群的大爆发。

同时，与前面分析相一致，样方调查中分解者功能群

物种多样性比扫网调查结果的物种多样性高。说明

分解者主要分布在草坪的草面以下，包括土壤中。

!" #$ 不同样地无脊椎动物功能群组成和物种多样性

不同样地扫网调查结果如表 # 所示。不同样地

相同功能群的种类数及个体数较为接近，基本为同

一数量级。而各样地无脊椎动物植食性功能群和捕

食寄生性功能群其种类数及个体数都呈现一定的互

为消长现象。

不同样地样方调查结果如表 - 所示。各样地捕

食寄生性功能群与植食性功能群种类数较为接近，

而样地!和样地 "植 食 性 功 能 群 和 捕 食 寄 生 性 功

能群 的 个 体 数 体 现 了 一 定 的 消 长 关 系 。样 地#例

表 %$ 不同样地扫网调查结果
./012 #% .32 &422’ 526 7582&679/67:5 ;2&<16 := &’2>72& >:?’:&7@
67:5 75 A7==2;256 ’1:6&

功能群

B<5>67:5/1 9;:<’

样地!
C1:6 !

种类

()
数量

(*

样地#
C1:6 #

种类

()
数量

(*

样地"
C1:6 "

种类

()
数量

(*

植食性 C3D6:’3/9:<& 9;:<’ !) "-"$ !! """) !$ "$"$

捕食寄生性

C;2A/6:;D@’/;/&767> 9;:<’ "$ "$) "E "F! "- "-"

分解者 G2>:?’:&759 9;:<’ " " " F , ,
H:62：()：物种数 H<?02; := &’2>72&；(*：个体数 H<?02; := 75A787A<@
/1&
样地!：纯白车轴草样地 C1:6& := ’<;2 43762 >1:82; 6<;=；样地#：以喜

旱莲 子 草 等 矮 草 为 杂 草 优 势 种 的 混 合 样 地 C1:6& 4763 1:4 9;/&&2&，
&<>3 /& /1179/6:; 422A，/& 632 A:?75/56 422A&；样地"：以加拿大一枝

黄花等高草为杂草优势种的 混 合 样 地 C1:6& 4763 6/11 9;/&&2&，&<>3 /&
>:??:5 9:1A25;:A，/& 632 ’;2A:?75/56 422A&(

表 &$ 不同样地样方调查结果
./012 -% .32 ;2&<16 := &’2>72& >:?’:&767:5 63;:<93 &422’ 526 75@
82&679/67:5 75 A7==2;256 ’1:6&

功能群

B<5>67:5/1 9;:<’

样地!
C1:6 !

种类

()
数量

(*

样地#
C1:6 #

种类

()
数量

(*

样地"
C1:6 "

种类

()
数量

(*

植食性 C3D6:’3/9:<& 9;:<’ - ), + "") F "!,

捕食寄生性

C;2A/6:;D@’/;/&767> 9;:<’ E ""- + "") F -#

分解者 G2>:?’:&759 9;:<’ $ ", ! ++ " "$
H:62：符号代表含义同表 # .32 ?2/5759 := &D?0:1& &22 ./012 #

外，其植食性功能群中蜗牛的数量过多，约占了植食

性功能群个体总数的 E,* ，其分解者功能群个体数

也明显多于其他样地，这可能与喜旱莲子草等矮草

营造的局部小气候有关。

不同样地无脊椎动物功能群的物种多样性如图

! 所示。除了均匀度指数在反映样方调查结果的功

能群物种多样性时与其他指数有一定差异外，$ 种

多样性指数 在 描 述 各 功 能 群 物 种 多 样 性 时 基 本 一

致。

扫网调查的各样地无脊椎动物功能群物种多样

性如图 !（I）所示。由于分解者功能群只有一个物

种，因此不存在多样性的问题。各样地无脊椎动物

捕食寄生性功能群的多样性都明显高于植食性功能

群，这与前面整体多样性分析相一致。植食性功能

群的多样性及均匀度是样地# J 样地" J 样地!，

而捕食寄生性功能群的多样性及均匀度是样地" J
样地! J 样地#。如表 # 分析，在各样地相同功能

群物种数和个体数较为接近的情况下，这种多样性

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种个体数量的不均衡，即均

匀度差异造成的，这与前面的分析相类似。

样方调查的各样地无脊椎动物功能群的物种多

样性如图 !（K）所示。各样地捕食寄生性功能群的

物种多样性及均匀度要明显高于其他功能群。L<1@
02;6 种间相遇概率和 M3/55:5@N7252; 多样性指数测

度结果表明，植食性功能群的物种多样性是样地!
J 样地" J 样地#，捕食寄生性功能群的物种多样

性是样地# J 样地" J 样地!，而分解者功能群的

物种多样性是样地! J 样地# J 样地"。同一样地

中各功能群的物种多样性是捕食寄生性功能群 J 植

食性功能群 J 分解者功能群，与扫网调查结果一致。

而 C721:< 均匀度指数测度的结果却有一 定 的 差 异。

植食性功 能 群 的 均 匀 度 为 样 地! J 样 地" J 样 地

#，分解者功 能 群 的 均 匀 度 为 样 地! J 样 地#（ 由

于样地"的分解者只有 " 种，就无所谓均匀度的问

题），都与多样性测度结果相一致；但捕食寄生性功

能群的均匀度为样地" J 样地# J 样地!；而在同

一样地中，各功能群的均匀度在样地!出现与多样

性测度相悖的情况，为捕食寄生性功能群 J 分解者

功能群 J 植食性功能群。这种多样性指数测度结果

的差异，主要与不同指数所反映的多样性信息的侧

重面有关，由多样性指数的函数性质决定。



!"#$$ 生 物 多 样 性 $ $ !"#$"%&’(")* +,"&-,& !% 卷

图 !" 不同样地无脊椎动物功能群的物种多样性

&’() *$ +,- ./-0’-. 1’2-3.’45 67 4,- ’82-34-93:4- 7;804’68:< (36;/ ’8 1’77-3-84 /<64.
（=）不同样地扫网调查的功能群物种多样性 +,- .>--/ 8-4 ’82-.4’(:4’68 3-.;<4 67 ./-0’-. 1’2-3.’45 ’8 1’77-3-84 /<64.；（?）不同样地

样方调查的功能群物种多样性 +,- @;:13:4 ’82-.4’(:4’68 3-.;<4 67 ./-0’-. 1’2-3.’45 ’8 1’77-3-84 /<64.

$ $ 从上述不同样地无脊椎动物功能群的多样性分

析中可以看出，不同植被生长区域无脊椎动物的植

食性功能群和捕食寄生性功能群的组成及多样性，

包括均匀度在内，存在某种互为消长的关系，即不可

能在某一区 域 这 两 大 功 能 群 的 多 样 性 同 时 达 到 最

大。而区域的植被生长情况与各功能群多样性并无

简单的对应关系。有关植被与无脊椎动物的关系，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 结论

#$ %" 生物多样性的食物链控制

对于生物多样性的食物链控制，目前主要存在

下行控制（+6/A16>8 068436<）和上行控制（?6446BA;/
068436<）两 种 观 点。 达 尔 文 在 !C"D 年 提 出 假 设 认

为，高营养层通过抑制低营养层一种或几种竞争优

势种来提高低营养层的生物多样性（E:3>’8，!C"D），

理论生 态 学 家 使 这 一 假 设 正 式 成 为 学 说（ +’<B:8，

!DCF；G-’696<1，!DDF）。现代生态学的许多实验也证

明了生物多 样 性 这 种 自 上 而 下 控 制 作 用 的 重 要 性

（H:5，!DCC），包 括 植 物 与 植 食 动 物，植 食 动 物 和 捕

食者之间的这种控制作用。达尔文同时也提出假设

认为，植被会通过改变植食动物而影响捕食者的多

样性（E:3>’8，!C"D）。许多人 认 为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这

种上行控制也是比较重要的（I;84-3 J K3’0-，!DD*；

H:5，!DCC）。目 前 有 关 这 方 面 的 研 究 还 有 许 多 争

论。

本文研究表明，在草坪无脊椎动物群落中，捕食

寄生性功能群多样性最高，捕食寄生性功能群和植

食性功能群 的 组 成 及 多 样 性 都 存 在 一 定 的 消 长 关

系。但样地!样方调查的结果是个例外。而且在每

一样地的植食性功能群中，几乎都有个别种数量较

多，并不能体现捕食寄生性功能群对优势植食性种

类的抑制作用。而不同区域的植被情况与无脊椎动

物功能群的多样性也并无简单的对应关系。因此，

不同营养层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草坪

食物链控制机制如何，就目前的研究还不能作出简

单的论断。进一步的研究需要结合各种环境因子，

采用系统学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

#$ !" 草坪物种多样性的保持与恢复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有栖息地的破坏，城

市绿化在区域原有生物多样性的保持与恢复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研究表明，在草坪中，无脊椎

动物种类极为丰富，尤其是植食性功能群种类、数量

最多。但是如何在保持与恢复原有的生物多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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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能对有害生物，如爆发性的害虫实现有效的

控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涉及上面提到

的食物链的控制机制以及多样性和稳定性的关系等

诸多问题。本文只是进行一些初步的基础性的研究

工作，为更深入地分析机理性的问题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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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重要鱼类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研究》介绍

《 长江重要鱼类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研究》（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年 "! 月出版）是我国首卷系统阐述有关长江重要经

济鱼类生物多样性及其面临问题和保护对策的专著。该书共分 "* 章，约 !& 万字。作者从长江生物多样性入手，渐次深入 到

主要经济和珍稀鱼类的遗传变异，逐层讨论了就 地 保 护、异 地 保 护 和 开 发 利 用 等 问 题。该 书 从 群 体、个 体、细 胞 及 分 子 水 平，

以及渔业生物学、群体遗传学和保护生物学相结合，深 入 介 绍 和 探 讨 了 长 江 重 要 经 济 鱼 类 的 遗 传 多 样 性 与 保 护 利 用，具 有 较

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参考价值。

作者李思发先生是上海水产大学的首席教授和博士 生 导 师，本 书 汇 集 了 作 者 长 期 主 持 国 际 合 作 和 国 家 攻 关 项 目 研 究 的

成果，凝集了作者为保护长江鱼类种质资源和使淡水资源得以持续发展而倾注的毕生精力。作者出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意

欲通过此书，唤起国人保护长江鱼类的意识，从而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

该书不但可供水产科技工作者、生物科学工作者和环境保护科学工作者参考，同时还将会对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产生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