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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扰动生境中动物对酸苔菜种子的捕食和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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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效的种子散布是木本植物形成入侵种需要经历的过程之一, 但在预测入侵种时却常常被忽略。紫金牛科

东方紫金牛(Ardisia elliptica)原产热带亚洲而在北美成为入侵植物, 分布在云南南部的其同属种酸苔菜(A. 
solanacea)与之具有相似的生物学特征。本文以酸苔菜为研究对象, 于2004年12月至次年2月分别在人为干扰

轻的野象谷和人为干扰重的植物园进行酸苔菜的种子散布及捕食研究, 试图了解生境变化对其种子散布和种子捕

食的影响。结果表明, 酸苔菜在两地的种子散布者均为白喉冠鹎(Alophoixus pallidus)、黑冠黄鹎(Pycnonotus 
melanicterus)和灰眼短脚鹎(Iole propinqua), 但3种食果实鸟类的组成比例、拜访行为、频率及种子捕食者的

影响在两地均不相同。人为干扰轻的野象谷生境中白喉冠鹎、黑冠黄鹎与灰眼短脚鹎的拜访频率分别为25%、

32%和26%, 取食后的第一次停栖地点有4%在10 m以外; 人为干扰重的植物园生境中3种鸟的拜访频率分别为

67%、8%、5%, 取食后的第一次停栖地点有26%在10 m以外。人工摆放种子试验表明, 地面上种子捕食者主

要是啮齿类；在两生境中种子捕食率均较低(2–6%), 但野象谷生境中种子捕食率仍显著高于植物园生境。野象

谷生境中种子还受到象鼻虫幼虫的危害, 危害率为17.9±3.5%(n = 512); 而植物园生境中未发现种子被象鼻虫

危害(n = 489)。干扰对生境中的动物组成及行为造成了明显影响, 并可能通过种子散布与捕食的改变而间接影
响与其有密切关系植物的种群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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