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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河中游植物种群在四种环境梯度 

上的生态位特征 * 

刘加珍一 陈亚宁 张元明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乌鲁木齐 830011) 

1 引 言 

【摘要】 分析了塔里木河中游 19种植物在土壤含水量、土壤有机质、土壤 pH值和土壤总含盐量各资源 

维上的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结果表明，按照各资源维上生态位宽度平均值的大小可把 19种植物分 

成 3类，第一类群的物种是该流域植物群落中的建群种，对荒漠河岸环境有良好的适应性；第二类群的物 

种对环境资源的利用能力较弱于第一类群的物种；第三类群的物种中，大部分植物对流域环境的生态适应 

性较弱．但个别植物生态位宽度变窄有其特定的原因．从 4个资源维、19种植物生态位重叠指数的变化上 

可以看出。该地区物种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资源需求分化或者物种的生态位发生位移，致使种对间生态位 

重叠程度降低，而土壤水和土壤盐分则是许多物种的限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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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s on four environmentaI gradients in middle reaches of Tarim River．LIU Jiazhen． 

CHEN Yaning，ZHANG Yuanming(Xi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Chinese Academy of&i— 

ence$，Urumqi 830011，Ĉina)．一Ĉ ．J．App1．Eco1．，2004，15(4)：549～555． 

Tarim River iS the 1ongest continental river in China．Along its either bank．the natural vegetation belts are corn— 

posed of arbors，shrubs and grasses．In this paper，the niche breadths and overlaps of nineteen species on four envi— 

ronmental gradient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arim River we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ineteen specie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based on their average niche breadths．Group one included 

Populus euphratica，Tamarix ramosissima，T．hispida，Lycium ruthernicum，Alhagi sparsifolia and Phrag— 

mites australis，which were constructive species in Tarim River and their niche breadths were greater．Group two 

included T．1eptostachys，Aeluropus pungens，PoacynU 77l hendersonii，Cynanchum sibiricum ，Karelinia caspica， 

Inula salsoloides。 raxacurn sp．。and Herinia polydichotoma，and their niche breadths were smaller than that 

of group one．Group three included Halimodendron halodendron，Glycyrrhiza inflata，Calamagrostis pseu— 
dophragmites，Salsola sp．，and Sophora alapecuroides．Based on the niche overlaps matrix，the niche overlaps of 

the plant species pairs were generally smaHer on all the four environmental gradients，because of their probable 

niche shift or the demand for different environmenta1 resources．Soi1 moisture an d soi1 salinity were the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limiting the plant distribu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arim River． 

Key words Middle reaches of Tarim River，Niche breadth，Niche overlap，Species，Xinjiang． 

生态位的研究是近代理论生态学的一个主要内 

容，该研究致力于解释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 

互作用的机理．自Grinnell(1917)提出生态位概念以 

来，国内外众多生态学家对该理论进行了研究，使该 

理论在物种间关系、生物多样性、群落结构及演替和 

种群进化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20世纪 70年代以 

来，该研究从过去的以动物为对象转移到以植物为 

研究对象上来，使生态位研究的领域与内容得到了 

拓展与丰富．Silvertown[191认为生态位已同种间竞 

争密不可分，而且越来越 同资源的利用相联系． 

Abrams[X认为可通过植物利用资源的状况反映种
．

] 

群间相互关系．Grubbt81、Tilman[21,221认为生态位的 

分化也是影响植物种类共存的关键因素．国内对各 

类植物群落生态位的研究相当普遍[0．7，18,24,25,”1， 

研究内容多集中在植物对资源的利用及由此产生的 

种间竞争、群落结构等方面． 

新疆塔里木河是我国最长的干旱内陆河，河流 

地势平坦，河床基质疏松，在季节性洪水的冲蚀下， 

河流时常改道，尤其是中游河段 1．受水分条件影 

响，植物生长稀疏，表现出生态环境的不稳定性．本 

文运用生态位理论，研究干旱环境条件下塔里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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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中植物种群对环境资源的利用状况与分 

化，以及物种产生生态位移动 (niche shift)扩展 

(niche release)或收缩 (niche compression)等H 7j变 

化，试图揭示塔里木河中游荒漠河岸林植物群落中 

主要植物种群间的相互关系，探讨它们对资源环境 

的生态适应，为解释荒漠河岸林植物的群落结构、物 

种共存等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地区 

塔里木河位于新疆南部，自西向东绕塔克拉玛干沙漠北 

缘贯穿于塔里木盆地．塔里木河中游段系指从轮台县的英巴 

扎至尉犁县的恰拉，位于新疆东南部的巴音郭愣蒙古自治州 

境内，本区属暖温带极干旱气候区【l ．年平均气温 10．5"12， 

年平均 日照数轮台县为 2778 h、尉犁县为 2970．3 h，≥10℃ 

的年积温轮台县为 4039．4℃、尉犁县为4183．9℃，无霜期轮 

台县为211 d、尉犁县为 214 d【l ．植物种类组成以杨柳科、 

柽柳科、豆科、夹竹桃科、禾本科、菊科等植物为主【9 J，构成了 

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群落．乔木主要有胡杨(Pop“lus 

euphratica)，灌木主要有柽柳 (Tamarix spp．)、黑刺 (Lycium 

ruthenicum)、铃铛刺(Halimodendron halodendron)等，草本 

植物 主 要 有 芦 苇 (Phragmites cornmurlis)、大 花 罗 布 麻 

(Apocynum "ue~etuD1)、胀果甘草 (Glycyrrhiza inflata)、疏叶 

骆驼刺(Alhagi sparsifolia)(疏叶骆驼刺也有人称之为半灌 

木【。l】)等 ． 

分别于中游河段的沙子河口、乌斯满河口、阿其河口布 

设了 3个监测断面(图 1)．选择具有代 表性 的典型样地 19 

个，每个样地大小为 50 mx 50 m，其 中沙子河 口 7个样地， 

乌斯满与阿其河各 6个样地，每个样地沿垂直于河道的方向 

设置，间隔为 200或 300 m，距河道最远 的样地有 2 km．每个 

样地被分成 4个25 mx 25 m的乔、灌木样方，分别测定每个 

样方中乔木、灌木的种类、数量、株高、冠幅、胸径或基径、盖 

度等指标，并在每个乔 、灌木样方 内设置 2个 1 mx 1 m的草 

本样方进行草本植物 的种类 、个体数 目、盖度等调查，同时在 

每个样地的第一个样方(典型样方 )中心挖取土样，并记录各 

样地的地下水位埋深 ．对野外调查获得的原始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得到 19种主要植物名录表(表 1)． 

图 1 塔里木河中游监测断面示意图 
Fig．1 Distribution map of 3 investigation section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arim River，Xinjiang． 
A：Shazihe estuary section，B：W usman section，C：Aqihe estuary section． 

表 1 新疆塔里木河中游 19种主要植物名录表 

Table 1 List of 19 most species in middle reaches of Tarim River。Xin· 

jtang 

胡杨Populus eu~ratira 11 

多枝柽柳 TamaK~ramosisslma 12 

刚毛柽柳 T．hispida 13 

细穗柽柳 T．／epto~achys 14 

黑刺 Lycium ruthernicum 15 

铃铛刺fidinu／endron ha／a~dron 16 

疏叶骆驼刺 Alhagi sparsifolia 17 

芦苇 Phragraites communis 18 

小鳟毛 Aeluropus pungens 19 

大花罗布麻 Al~wnum ziFr~um 

胀果甘草Glstyrrhiza inflaza 

牛皮消 Cynanchum sibiricum 

花花柴 Karelinia caspica 

假勃阡茅 ．肌 ．蚰 砌 如  

蓼子朴 lnula salsoloides 

蒲公英 Tara．r-acum sp． 

猪毛菜 Salsola sp． 

苦豆子 Sophora alapecuroides 

河西苣 Hexinia polydichotoma 

2．2 研究方法 

2．2．1生态位宽度测度方法 由野外调查得到各物种在资 

源位(即样点本文为 19个)上的种群分布数据及相应的环境 

因子数据，在植物群落定量分析中，种群分布数据常用重要 

值表示．本文 的重要值采用相对密度 、相对盖度 、相对频度三 

者之和L5】．对各环境因子在其取值范围内平均划分为 9个梯 

度水平，分物种计算出各梯度下的重要值(数据量大不作表 

列出)．资源维的确定及资源水平 的划分 见表 2．生态位宽度 

(B，)汁测采用 Levins提出，经 Corwdl修正的公式计算 ： 

B = 

s×∑( ) 
i=J 

其中，B 表示第i物种的生态位宽度，P 表示第 物种在第 

个资源水平下的重要值 占该种在所有 资源水平上的重要值 

总和的比例【 ，S表示资源水平数． 

表 2 资源维及其资源水平的划分 

Table 2 Resource dimensions and the delimitation of their resource lev． 

els 

2．2．2生态位重叠测度方法 (1)各样地间生态因子间隔． 

根据取得的样点数据和环境因子数据，在土壤有机质、土壤 

含水率、pH和土壤总盐 4个资源维上，分别对 19个样点进 

行排列，使排列后的样点具有梯度变化，然后根据公式：D= 

D，一l—D (其中 =2)，分别求得各样点间在 4个资源维上 

的生态因子间隔．其中，样地 1的生态因子间隔采用样地 2 

的[23 7．(2)生态位重叠值计算．以生态因子间隔为加权因子， 

根据王氏改进公式计算物种间的生态位重叠值： 

l  2  3  4  5  6  7  8  9  l  

http://www.cqvip.com


4期 刘加珍等：塔里木河中游植物种群在四种环境梯度上的生态位特征 551 

∑min[／i(X )， 一I( ) 
N ．0 ： — j  _ — — — — —_ — — — 一  

m ax[∑ (x‘)z ，∑ 一I(x )z‘] 
l= l i= l 

式中，N．0表示第J、 一1两种问的生态位重叠值， ( )、 

一 I(X )分别为第 、 一1两种在第 i个资源位上的重要值， 

z 为第 个资源位的生态因子间隔，S为资源位总数l2 ． 

3 结果与分析 

3．1 塔里木河中游主要植物种的生态位宽度 

生态位宽度反映了植物种群对资源的利用、对 

环境的适应能力[1 ．在塔里木河流域不同的草、灌、 

乔植物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不 同，直接影响其生 

态幅大小．由表 3可知，19种植物的生态位宽度值 

范围在 0．1～0．8之间，相 比较而言，物种生态位宽 

度的最大值出现在有机质资源维上，最小值除土壤 

总盐外在其他资源维上都有出现．不同物种在同一 

资源维上的生态位宽度是不同的，同一物种在不同 

资源维上的生态位宽度也是不相同的，并且群落中 

的建群种在各资源维上均表现出较宽的生态位．为 

了更明确地分析 19种植物的生态位特征．根据 4个 

资源维的生态位宽度平均值可将 19种植物分成 3 

类：生态位宽度平均值大于 0．4的为第一类群物种． 

包括胡杨、多枝柽柳、刚毛柽柳、黑刺、骆驼刺、芦苇． 

其中，胡杨属旱中生乔木，其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经 

受了中生生态型到旱生生态型的进化过程。具有较 

强的抗干旱、耐盐碱、抗风沙、耐腐蚀的生物生态特 

性，其茎和叶都具有旱生的形态特征，根蘖性强，并 

具有干旱条件下抗盐的复合特征[ ．柽柳一般为落 

叶灌木，生境多为干旱、风沙、盐碱区，具有较广的生 

态适应性，其枝叶含大量的单宁类物质[ 引。有适应 

干旱生境的旱生性器官，主根系在一般情况下均可 

达到地下水位u ，且根 系常具有强大的根压，而多 

枝柽柳是一个多型的种[ 】，除了占据水分状况较 

好、盐分较轻的位置外，还具有盐化或沙生旱化等生 

态变异类型，刚毛柽柳更适应于盐碱化的环境．芦苇 

的生态型变异非常突出，在长期环境因素的综合作 

用下，可形成高型、矮生、匍匐型不同的生态型变异。 

以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而骆驼刺是一种中生、耐 

盐、喜温植物，地下部分的生物量可以高出地上部分 

的30倍 引，发达的根系可深深扎入地下；黑刺(学 

名黑果枸杞)，自身具有较好的耐旱、耐盐特性，生于 

盐碱地、盐化沙地、河湖沿岸，且常伴生于多枝柽柳 

与 刚毛 柽柳 间．此 类 群 的物 种是 该 流域 的建群 

种【20】，利用资源的能力较强，对荒漠河岸林环境有 

良好的适应性，所以它们在各资源维上的生态位宽 

度都较大．该类群的物种生态位宽度指数的变化都 

有一个共同点，即在有机质资源维上的生态位宽度 

比其它资源维的大，这与该流域有机质资源水平较 

低有关 ；对于生态适应性较强的物种来说，相对低的 

有机质水平可促使物种对有机质利用范围更广，或 

者说更分散，导致生态位宽度值增大，这是植物对有 

机质资源水平适应进化的表现[25】．从同一物种在不 

同资源维上的生态位宽度来看。相对较窄的生态位 

除胡杨的出现在土壤含水率维上，其余物种都出现 

在土壤总盐资源维上，表明相对于其它 3种资源来 

说胡杨对土壤水的要求较特化． 

表3 新疆塔里木河中游 19种植物在4维因子上的生态位宽度 

Table 3 Niche breadths of 19 species OR 4 din~ensional aXes in middle 

!竺! 竺!!! 璺巴 !竺：型虫 g 

编号与种名 土壤含水率土壤有机质 pH 土壤总盐 平均值 
Code and S。il S。d Average 

s m出n雌 mattff saIiI I bread~ 

第二类群物种其生态位宽度的平均值在0．2～ 

0．4之间，包括细穗柽柳、小獐毛、大花罗布麻、牛皮 

消、蓼子朴、蒲公英、花花柴、河西苣，该类群物种对 

环境资源的利用能力较弱于第一类群物种(大花罗 

布麻除外)，故其生态位宽度在各资源维上也相应较 

窄．其中，细穗柽柳属于灌木植物，其在生长速度、持 

水能力等方面都弱于刚毛柽柳与多枝柽柳[12】。因 

此，其耐盐、抗旱性也弱于多枝与刚毛柽柳。该物种 

在生态环境中，多占据水分状况较好且盐分较轻的 

位置，因此，其生态位宽度相应较窄．大花罗布麻属 

该流域草本植物的建群种【2 ol，从其生物特征来看。 

罗布麻是多年生的宿根性草本植物，具备耐旱、耐盐 

及抗风沙的生物学特征，其耐盐能力强，但不是抗旱 

植物u。。．探其生态位宽度变窄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

是罗布麻不仅是一种高级纤维植物而且是一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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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植物，近几年来人类对它有目的的采摘破坏，使其 

数量减少；第二个原因可能是逐渐变化的环境中，适 

合罗布麻分布的资源范围不广，根据实地考察与资 

料分析，第一种原因可能性较大．而其它物种牛皮 

消、河西苣、蓼子朴、小獐毛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具 

有相似的生态习性，喜湿耐盐，多生于大河流域的三 

角洲、河阶低地、荒漠带汇水 洼地 及盐 渍化草 

甸[ ．4． ]．由表 3可知，该类物种生态位宽度的最大 

值在各资源维上都有出现，没有特殊的规律、 

第三类群的物种包括铃铛刺、胀果甘草、猪毛 

菜、假苇拂子茅、苦豆子，其生态位宽度指数的平均 

值小于 0．2．该类群物种对流域环境的生态适应性 

较弱(胀果甘草除外)．此类物种 中，铃铛刺 (学名盐 

豆木)是一种能生长在干旱沙地和盐渍土壤中的灌 

木植物，根部结瘤，有较高的固氮活性，且根瘤菌入 

侵宿主细胞，并在此生长、发育、繁殖以及固氮，都需 

要消耗大量的营养物质及能量u ，此物种在塔里木 

河分布很不均匀．其之所以在该流域中具较窄的生 

态位，一种可能是该物种所适应的某一生态位维在 

该生境中分布较窄；另一种可能是该物种特化程度 

较高，在变化的生境中遇到对其生长或分布起限制 

作用的资源维较多，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而胀果甘 

草为该流域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它适生性强，抗寒、 

耐热、抗盐碱、耐干旱，生命力旺盛，在盐碱地、沙地 

等立地条件较差的地方均可生长，用途广泛，是常用 

的古老中药和出口药材之一，其生态位宽度变小的 

原因主要是由于人类有 目的过量挖掘．其他物种猪 

毛菜、假苇拂子茅、苦豆子，多见于大河流域地势平 

坦的河漫滩、低阶地、农田边、摞荒地．由于它们的特 

化程度较高，在生境中常遇到对其生长或分布起限 

制作用的资源维，因此，在塔里木河中游分布的数量 

较少．由表 3可知该类 5种物种中，有 3个物种对土 

壤含水率或盐分资源的利用能力较强 ． 

3．2 塔里木河中游不同植物种群间的生态位重叠 

生态位重叠是指两个或更多物种对一个资源或 

多个资源的共同利用，生态位的重叠程度通常与对 

资源的竞争能力成比例【1 ．它涉及资源分布的数 

量，关系到两个物种相似到 多大程度 仍然允许共 

存 ．在生态系统中，没有两个或更多的物种具有 

完全相同的生态需求，某些物种可能在某一资源维 

上重叠，而在另一资源维上不重叠 ． 

从 19种植物生态位重叠指数矩阵表(表 4～7) 

上可 以看出，在土壤含水率、土壤有机质、土壤 DH 

值、土壤总盐 4个资源维上，生态位重叠指数在 0～ 

0．1之间的种对，分别占 39．2％、46．2％、42．7％、 

48．0％．而生态位重叠指数大于 0．1的种对分别占 

33．9％、26．3％、26．3％、25．1％，其中指数大于 0．4 

的仅占 5．8％、3．5％、4．1％、3．5％，说明在塔里木 

河中游的植物分布决定于其对荒漠河岸环境的适 

应，在一定程度上物种间对环境资源需求分化或者 

物种的生态位分离，致使种对间生态位重叠程度降 

低，故在4个资源维上物种间的生态位重叠值普遍 

较低(个别种对除外)．在 4个资源维中，物种间发生 

生态位重叠的种对分别为 73．1％、72．5％、69．0％、 

73．1％，其中，在土壤含水率和土壤总盐资源维上发 

生生态位重叠的百分率相对较大，说明物种对土壤 

水和土壤总盐的要求趋于特化，彼此间易于竞争，从 

而使土壤水和土壤总盐成为许多物种重要的限制因 

子．这种结果与生态位宽度的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性． 

生态位重叠值越大，表 明两物种利用资源的方 

式越相似，从物种竞争的角度来看，则表明物种利用 

某一资源的竞争排斥作用越强烈[ 。。．从生态位重叠 

矩阵表中(表 4～7)可以看 出，在土壤含水率资源维 

上，生态位重叠最高值发生在大花罗布麻与胀果甘 

草之间，重叠指标为 0．725，两物种都是塔里木河草 

本植物中耐干旱的建群种 ；在土壤有机质和土壤总 

盐资源维上，生态位重叠值最高的发生在蓼子朴与 

花花柴种对之间，重叠值分别为 0．671和 0．676；在 

土壤 pH值资源维上，生态位重叠值最高的发生在 

黑刺与多枝柽柳种对间，重叠值为 0．636，而在塔里 

木河中游黑刺常伴生于多枝柽柳 间，说明这些种对 

在利用某种资源时的竞争较强，或者说两者在特定 

的环境条件下具有相似的生态学特性． 

生态位重叠为零，表 明两物种适应生境的方式 

完全不同[ 。。．对塔里木河中游的物种来说，两物种 

间的生态位重叠值为 0则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 

是两物种适应生境的方式完全不相同；另一种可能 

性是 由于物种间生长稀疏，分布不均匀，在大范围的 

生境范围内，物种之间的生态位发生重叠，在环境条 

件的影响和胁迫下，物种的生态位发生位移，向着偏 

离其它物种利用位置的方向移动，在一定小生境范 

围内与其它物种的生态位发生分离，可造成它们的 

生态位重叠值为 0．如铃铛刺在 4个资源维上与其 

它大多数物种间的生态位重叠值为 0，原因是在逐 

渐变化的荒漠河岸环境的影响或胁迫下，铃铛刺的 

生态位发生位移，向着偏离其它植物种类最佳利用 

位置的方向移动，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它大多数物种 

的生态位发生分离，从而与其它大多数物种生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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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新疆塔里木河中游19种植物在土壤pH梯度上的生态位重叠矩阵 
Table 6 Niche overlaps matrix of 19 species at the middle reaches of Tarim River on soil ptl gra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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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生态位是物种的生态学特性，描述 了物种与生 

态因子间的关系．自然群落中物种实现生态位在某 

种意义上反映了它们对各种资源的利用、对环境的 

适应性和竞争能力[ ．通常物种生态位宽度的大小 

决定于其对资源的利用、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生态位 

宽度的变化与环境条件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环境 

条件的改变，不同物种对资源利用的强度和幅度也 

发生不同改变，一般情况下，植物群落中的建群种在 

创建群落内部独特环境及决定群落内种类组成方面 

起主要作用[ ，这些种的生活力及生态适应能力较 

强，从生态学泛化与特化的角度看，一个种的生态位 

越宽，就越会被认为是泛化种【17]，建群种通常具有 

较宽的生态位【3]，多属于泛化种，具有较强的利用 

资源的能力，因而在可利用的资源范围变窄时，仍具 

有相对较宽的生态位特征．特化种对环境条件的要 

求较高，利用资源的能力较弱，资源范围变窄能使其 

生态位宽度骤然减少，但环境突变或人为因素的过 

度破坏也可使生态位宽度较大的建群种发生生态位 

收缩．生态位重叠除与物种间生态学特性的相似程 

度、种间竞争有关外，也与环境条件的变化相关．环 

境条件的改变，降低了物种的生存适合度，可使物种 

对资源利用分化或发生生态位移动，致使种对间生 

态位重叠程度降低．当可利用的资源范围变窄时，泛 

化种往往扩展其生态位，以增大对资源利用的范围， 

因而仍与大多数物种有生态位重叠的现象发生．特 

化种对资源的利用能力较弱，在可利用资源范围变 

窄时，可能发生生态位移动或收缩的较多．可以说在 

大的生境范围内，物种之间的生态位发生重叠，在环 

境条件的影响和胁迫下，物种的生态位发生位移，向 

着偏离其它物种最大利用位置的方向移动，从小生 

境来看，物种生态位可发生部分或完全分离【3 ，环 

境条件的影响或胁迫，可造成它们的生态位重叠值 

为 0． 

塔里木河流域，土壤干燥多沙，透水性好，有机 

质贫乏，土 壤及 地表 水 或地 下 水含 盐 量普 遍 较 

高【6J，由于塔里木河流域位于典型干旱地 区，植物 

种类贫乏，种的饱和度较低，植物多少具有旱生的结 

构和特点，如叶片栅状组织发达 、叶面积小、茎杆具 

刺，被绒毛等形态特征，但真正属旱生种类的植物并 

不多，大多数物种为旱中生、中旱生及盐生类型【6]． 

在塔里木河中游 19种植物的分布和种间的相互关 

系与生境破坏、盐渍化、土壤水分不均匀等有密切关 

系，水系的变迁可引起该流域脆弱生态系统的巨大 

变化，并迫使植物产生生态位移动、扩展或收缩等变 

化，以适应变化的生态环境．从 4个资源维、19种植 

物生态位宽度指数的变化上看，19种植物中建群种 

在创造荒漠河岸林植物群落内部环境中起着重要作 

用，利用资源的能力较强，其在各资源维上均表现出 

较宽的生态位．由于河系变迁引起的环境变化或人 

为有 目的的过度破坏，使个别对环境适应能力较强 

的建群种的生态位宽度发生收缩．而在 4个资源维 

中，土壤含水率或土壤总盐上许多物种都表现出较 

窄的生态位，说明物种对这两类资源的要求趋于特 

化．从 4个资源维、19种植物生态位重叠指数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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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看，塔里木河中游物种间的生态位重叠值普遍 

较低，在环境条件的影响和胁迫下，在一定程度上物 

种间对环境资源需求分化，并且部分物种发生生态 

位位移，致使种对间生态位重叠程度降低．在一定小 

生境范围内物种间的生态位发生分离，造成生态位 

重叠值为0．在塔里木河中游水分状况、土壤盐分、 

土壤有机质等是该区植物生长至关重要的生态因 

子，影响着植物的生长与分布【6．1 ，物种对环境生 

态位适应的程度，在长期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表现 

出自身的生态特征． 

致谢 野外工作中得到杨戈、李卫红、张道远、李向军等同志 

帮助。特别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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