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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干扰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类正球 陈鹭真 李振基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厦门

摘 要 从景观破碎
、

保护历史
、

种群行为机制和种群大小 个方面讨论 了人为干扰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

以期为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环境恢复提供依据
。

一般人为轻度干扰会导致生物多样性提高
,

对比研 究武夷 山人为千扰

甜储林与郁闭稳定甜储林结果表明
,

人为干扰甜储林高等植物物种丰富度相对于郁闭稳定林分提高了 但

人为千扰甜储林 的群落优势度却远低于郁 闭林
,

故在演替过程 中群 落物种多样性的增加是生态系统对外界轻度干

扰的一种适应
,

是恢复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一种对策
,

一 旦 干扰超过其调 节能力
,

将难 以恢复为原来的群落类型
。

生

物在其各 自进化和适应的过程 中由于生态位泛化或特化
,

许多物种仅局限于非常小 的生态位 空间
,

这些物种一 旦

遭遇到景观破碎则很可能从地球上消失
,

如黄连和短薯黄连对阴湿条件 的适应与要求
,

导致其濒临灭 绝 另一 些种

类由于在群 落中零 星分布
,

如斑 叶兰
、

羽 尊悬钩 子
、

浙 江 红 花 油茶
、

多种粗 叶木 “ 和一 些紫金牛

等
,

当生境缩小或受到干扰时则濒临灭 绝
。

地史上古老 的地区或 自然保护历史较长 的地 区可能拥有

更多的物种
。

保护历史较长的福建省南靖县和溪南亚 热带雨林在 面积内有 种高等植物
,

同一地带的鼎

湖 山及和 溪周边地 区的南亚 热带雨林物种丰富度均低于 此
。

许 多植物是动物传布植物
,

动物物种多样性的减少影

响了这些植物的传布
,

生境的改变也影响着植物的传布
,

另 一 些物种传布到新区域而不 能萌发或完成其生活史
。

地

方种群小于一 定数量时其灭绝 的可能性也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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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
,

也是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
。

生物多样性保护 已成为并将在今后

数十年内继续成为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加关心的间题
。

保护好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更好地适应未来环境
、

开辟新的养殖和种植物种
、

发现和提取新的药物
、

为畜禽及农作物品种改良提供遗传物质
、

控制和治疗疾病

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机会
。

随着人 口 的增加
,

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的过度利用
,

使许多珍稀物种濒临灭绝
。

人们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多种多样
,

生境的消失
、

单一物种的收购
、

生态系统中食物链脱节等都直接或间接对生

物多样性产生影响
。

本项研究结果结合有关文献从正反两方面来讨论人为干扰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

受干扰植被的生物多样性
,

提出轻度干扰会提高生物多样性
。

和 研究了北美草

原上啮齿动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轻度干扰的风洞 国家公园草原上植物生物多样性达到最高
。

本研究对 比研究了武夷山 自然保护区郁闭稳定甜储林与人为干扰甜储林的物种多样性
,

分别利用物种丰富

度指数
、 一

指数
、

均匀度和 指数对 种生境下的物种多样性作了 比较
,

结果表

明
,

郁闭稳定甜储林的物种丰富度为
, 一

指数为
,

均匀度为
,

指数为
,

而人为轻度干扰后的甜储林各项物种多样性指数值远高于郁闭林
,

物种丰富度达
,

一

指数达
,

均匀度达
,

指数达 仁‘ , 〕,

但人为干扰甜储林的群落

优势度 远低于郁闭林
,

如郁闭林分灌木层和草本层的 值分别达 。
,

和
,

而干扰林分 值仅

和
,

据此认为郁闭林优势度高
,

功能完善
,

表明在演替过程中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增加是生态系

统对外界轻度干扰的一种适应
,

是恢复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一种对策
,

一旦干扰超过其调节能力
,

将难以恢复

为原来的群落类型 〕。

景观破碎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生态系统多样性是物种多样性保护的基础
,

生物在其各 自进化和适应过程中由于生态位泛化或特化
,

许

多物种仅局限于非常小的生态位空间
,

对环境要求苛刻
,

如黄连 和短曹黄连 伪户

’ 对阴湿条件的适应与要求
,

导致其濒临灭绝
。

这些物种一旦遭遇到景观破碎
,

很可能从地球

上消失
。

样方逐级扩大调查时
,

物种越来越多
,

单位面积生境中物种的多少可采用 丰富度指数 战
‘

表示

门
一

式中
,

为物种数
,

为样方面积
。

物种丰富度可有效地表明一定大小的样方内植物物种的数 目
。

本研究对我

国东部各地带顶级森林群落的物种丰富度进行统计 比较表明
,

从北至南地带性植被的物种丰富度逐渐增大
,

且很有规律 〕。

物种丰富度意味着生境面积每扩大到原来的 倍则生境中物种数将增加 倍 反之当生境

缩小到原来的 时
,

物种数将减少
。

等在马来半岛湿润成熟林
、

巴拿马湿润成熟林和印度南部

历史上湿润的干旱林对 个
“

的热带林样地生境面积与物种数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
,

经过大量鉴定和

精确作图
,

从 扩大到
,

逐一统计了直径大于 的每 样方中植物的种数和数量
,

由此产生种
一

面积曲线和种
一

个体
,

本研究结果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物种相对多度研究进一步表明
,

郁闭群

落的物种多度服从对数级数分布
,

零星分布的物种种数很多
,

在
“

林样地中有 种植物仅有 株 ’〕,

如斑叶兰
、

羽粤悬钩子
、

浙江红花油茶等
,

当生境缩小或受到干扰时
,

这些物种将首先从生境中消失
。

等 研究了景观破碎对生境中昆虫分布和结构的影响
,

他们将 的秋麒麟草破碎成 种处理
,

研

究结果表明 月份破碎的生境中冠层昆虫明显低于对照组
。

保护历史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提出假说

,

认为热带地区生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高于温带和极地的原因是时间
、

空间异

质性
、

气候稳定因素
、

竞争
、

捕食和生产力 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其中时间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增加的戈
要因素

,

时间可分为 个等级
,

即进化时间等级和生态时间等级
。

在进化时间等级上热带地区生物群落比较

古老
,

进化时间较长
,

且在地质年代中环境条件稳定
,

很少遭受灾害性气候变化 如冰期
,

故群落多样性较

高 相反温带和极地群落地质年代较年轻
,

遭受灾难性气候变化较多
,

故群落多样性较低
。

图和

等 也认为地史上古老的地区可能拥有更多的物种
,

同一地带的生物群落也可说明问题
,

贝加

尔湖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之一
,

尽管位于温带
,

但动物区系非常丰富
,

湖中仅底栖的无脊椎动物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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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阁
,

而同一纬度的加拿大 湖较年青
,

仅有 种底栖无脊椎动物 〕,

即所有群落随时间的推移其

种数越多
,

而较年轻的群落可能无足够的时间发展到高样化的程度
。

从热带扩展到温带不仅需要足够时间
,

有的种还可能被某种障碍所阻挡
,

另一些种可能 已从热带进入温带
,

例如牛背鹭就是从非洲经南美而扩展到

北美的
。

在生态时间尺度上
,

研究材料极为缺乏
。

对福建省南靖县植被调查发现
,

即使同样是地带性植被
,

其

物种多样性与该植被历史上受到保护或历史上被破坏的方式密切相关 〕,

如同是福建省南靖县和溪面积仅
,

的 片南亚热带雨林由于保护时间在 年以上
,

其物种非常丰富
,

在 面积内有 种高等

植物
,

粗大木质藤本植物
、

板状根
、

绞杀植物
、

滴水叶尖
、

老茎生花
、

大型草本等特征应有尽有
,

同一地带的鼎

湖山受保护时间不及和溪
,

同样面积内的高等植物物种数仅有 种
,

与此相距不远的福建省南靖县金山鹅

仙洞和象溪各有 片南亚热带雨林受保护时间约 年和 年左右
,

尽管其群落结构也较复杂
,

但在和溪

可调查到的许多物种在这 片林地中却未能发现
,

邻县亭下林场的生态林是炼山后 由马尾松天然更新形成

的
,

经过 余年的封山育林
,

即使是沟谷中其物种都显得极为贫乏
。

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森林尚不及于此
,

由

于生境的丧失
,

使许许多多的物种濒临灭绝
,

因此对 目前仅有的小面积天然森林的保护非常必要
。

种群行为机制及种群大小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植物种群行为机制包括种子传布机制与萌发机制
,

受人为干扰后这两方面都受到影响
。

许多珍稀濒危物

种由于种子无法传布到它处
,

或传布到其它受干扰后的生境而无法萌发
。

种群传布机制受到形晌

许多植物是由动物传布的
,

动物物种多样性的减少影响了这些植物的传布
,

生境的改变也影响着动物的

传布
,

一些研究表明
,

许多动物往往把果实或种子从树冠下搬运到其林下的洞穴中
,

而很少经过撂荒地
,

如
〕研究了哥斯达黎加南部雨林及附近新近荒弃的牧场上植被

、

种子雨
、

种子萌发
、

小气候
、

土壤理化

特性等
,

认为尽管离地 高处牧场上气温
、

气压
、

光照强度远远大于林内
,

但由于草本植物对微气候同样有

很强的修饰作用
,

牧场上地表与土壤温度与森林中差异不大
,

多数森林植物的种子在林地上与在牧场上的萌

发情况相似
,

但妨碍森林在废弃牧场上恢复的关键是缺乏种子传布
。

动物传布植物的种子雨在林缘外 处

急剧减少
,

风传布植物的种子雨林内大于林外
,

但不至于象动物传布的种子那样急剧变化
。

还研究

了土壤养分是否限制森林植物在废弃牧场上的生长
,

尽管牧场的土壤养分不及林地
,

但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

的生物量却无显著差异
。

团研究了热带非洲弃耕地及邻近森林的种子散布和群落演替
,

表明由

于森林植物的种子多集中在林内
,

且传布种子的蝙蝠和鸟类多在较高大的树木下活动
,

因此由人为干扰 刀

耕火种 后的弃耕地向天然森林的演替进程很慢
。

种群萌发机制受到影晌

许多物种传布到新区域而不能萌发或完成其生活史
。

如 ’等连续 年观测了西班牙东南部苏

格兰松林内种子雨及鸟类取食情况
,

交咏鸟取食了 的成熟种子
,

啮齿动物和另一些鸟类取食了掉到地

面上 的种子
,

他们认为种子大量被食是限制苏格兰松分布南界苗木更新的主要原因
。

图研

究了秘鲁东南部热带雨林中 种猴子对种子最初的传布作用及啮齿动物和蜕螂对被传布种子外表的影响
,

蜘蛛猴 在 个月内传布了 种植物种子
,

而啤猴 仅传布了 种植物

种子
。

猴子的粪便招引了 种蜕螂
,

这些蚝螂将 写的种子包被在粪便中
,

有 种植物未被包被的种子在

内被啮齿动物搬走
,

比例为
,

他们认为动物在种子传布过程中也非常重要
。

早在 年
‘们就认识到土壤种子库中种子的补充对于先锋树种更新的重要性

,

种子库是指土壤和枯枝

落叶层中具有萌发能力的种子数量
,

它在植被恢复和群落演替中起着重要作用
。

土壤种子库中的种子能够直

接参与地上植被的更新和演替
,

随着群落的演替
,

土壤种子库也表现出相应的动态变化
。

研

究过热带森林土壤种子库中许多先锋树种的种子
,

表明它们非常丰富
,

天然情况下草本植物的大部分种子几

年后还可以萌发 〕,

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先锋树种 口 仅有 的种子在 年后还可萌发
。

风传布植物
,

不管是否借助翅或冠毛一般都不可能离开母株太远 〕
。

而动物传布植物的种子
,

一般认为动物

很少将森林中的种子传布到远离森林的地方
。

种群大小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

保护生物学中重要课题之一是种群大小与遗传多样性降低和消失的定

量关系
,

具有较多基因杂合性的个体
,

往往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

抗病力
、

生长速度和发育的稳定性
,

而种群变

小造成的近亲繁殖
、

遗传漂变
,

使杂合性消失
,

遗传多样性的保护对于保存进化的潜力也很重要
。

认为当种群小于一定数量 一 时
,

其灭绝的可能性增加
,

远缘杂交繁殖的种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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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种群数量小于 一 时
,

发生近亲交配而逐渐失去适应性
, ,

小种群的遗

传漂变将导致基因多态性的减少
, ,

如非洲象要能够生存
,

每群至少要 头
,

而北方鹿每群

不少于 头
。

当濒危物种种群数量低于临界下限时
,

可能导致不能正常生活甚至不能生存
,

如黑松鸡这种

鸟曾经遍布美国麻州
,

且可能从缅因州到德拉威州都有分布
,

至 年黑松鸡只分布在麻州的马沙文雅岛
,

由于数量的减少
,

致使该鸟只能局限分布在该岛上才能生存
,

到 年黑松鸡的数量增加到 只左右
,

但由于经过 场大火灾
、

大风和 个难渡的冬天
,

且 群短翅鹰飞来捕食黑松鸡
,

使黑松鸡的成鸟数量不足

对
,

此后其数量继续减少
,

至 年仅有 只
,

年见到最后的 只仁 〕。

可见当种群数量少于其临界

值时
,

就地拯救可能都难以挽回其种群的灭绝
。

如观光木在 片森林中难得见到 株
,

当森林遭到破坏时它

最容易濒临灭绝
。

老虎虽然分布范围很广
,

但它们的地方种群都非常小
,

如华南虎 已多年未见其野生踪迹
。

保

护生物学的核心是研究稀有物种及衰退物种的生态学及其进化
,

广布性及常见物种的衰退可能反映大范围

的和长期的环境变化
,

并对所在群落有巨大影响 而稀有物种与常有物种比较
,

可能对生态过程有完全不同

的理解
,

物种的保护最终可能依赖于将濒危物种引入新的生境以扩大种群数量
,

所以对物种的入侵与定居的

研究十分必要
。

小 结

人为轻度干扰即可改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

许多生态位特化的物种首先面临威胁
,

景观破碎对生物多样

性影响更大
,

生态位特化的物种首先消失
,

许多生境一旦沦为农地
、

弃耕地
,

由于受传布机制的影响
,

种子无

法到达或即便到达而无法萌发定居
。

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必须在每个大范围中确定永久性的一定面积的核心

保护区域
,

以允许各种生物在其间休养生息
。

同时应采取生态恢复措施
,

将目前濒临灭绝的一些物种繁殖体

人为传布到一些针叶林
、

弃耕还林的生境中
,

促使其萌发与定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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