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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粗略的选择，然后再据某些精细的特征 

来选择特定的生存环境 。Harris企图通过 

实验来验证动物对生境有主动选择的观点。他 

在研究拉布拉多自足鼠( m “5 mⅫ “k— 

tu$)两个亚种对人工生境的选择时发现，受试 

动物喜欢选择与其自然环境相似的人工生境， 

并推论拉布拉多自足鼠以视觉为线索来选择生 

境_8 J。Wec~r曾试图确定早期的经验 (如学 

习)在动物生境识别和选择中的作用，但他发现 

动物对生境的识别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依 

赖于早期经验_9 J，然而Klopfer(1963)的研究结 

果却揭示褐斑翅雀(Spizella passerina)对生境 

的选择在一定的程度上依赖于早期的经验【to]。 

Wecker比较了不同基因结构的拉布拉多自足 

鼠对生境的选择模式，发现它们对生境的选择 

模式是由基因所决定的，而早期的学习行为又 

将加强这种选择模式n 。 

Svard~n认为，种内竞争和种间竞争等因 

素要比生境因素本身更加影响动物选择生 

境_6 。随着 Hutchinson多维生态位概念的提 

出和生态位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在评价种间竞 

争对动物分布的影响时，动物如何选择生境一 

直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各国学者在这方面做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研究地点、研究方法和研究 

对象多样。研究方法包括野外测定和实验，如 

去除法[12--14]和食物添加法等【 ；研究对象 

涉及哺乳类[ ～ 、鸟类[20_ 、爬行类[22,23]、两 

栖类[12,24]和鱼类[2s,26[。一系列的研究结果表 

明，动 物对 生境 的选 择 不 但 受 到 种 内竞 

争[27--29]、种间竞争[ 一 和捕食者[26,35,3 等 

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与动物生存和繁殖有 

关的环境因素影响【”～蚰_。 

种间竞争在动物生境选择中的作用有不少 

的研究工作。Hilden通过研究鸟类对生境的选 

择后认为，种间竞争是影响动物选择生境的主 

动力，且这种主动力可能在过去起作 用 】。 

Rosenzweig＆Winakur发现，不同物种之间的 

微生境利用是互补的，微生境互补是由于种间 

相互竞争的结果【 j。Brown＆ Lieberman提 

到，沙漠中不同的啮齿动物对生境的选择有明 

显的差异_42J。M’Closkey＆ Fieldwick发现同 

域分布的自足鼠(Peromyscus leucopus)和草原 

田鼠(Microtus pennsylvanicus)在生境利用上 

也有明显的差异H 。Dueser＆ Shugart研究 

了三种同域分布的自足鼠、东美花鼠(Tamk~s 

striatus)和赭 鼠(Ochrotomys nuttaUi)对微生 

境的选择，结果表明，处于同一生境中的相似物 

种，由于相互竞争导致有截然不同的微生境利 

用方式。如自足鼠选择利用环境中树木种类较 

多、具有较大的树桩、离乔木较远的微生境；东 

美花鼠选择利用乔木密度较大、灌木和草本层 

密度较小的微生境；赭鼠选择利用树木密度和 

草本层密度较大、树桩密度较小的微生境_1 。 

Reinert(1984)在研究同域分布的响尾蛇(Cro+ 

talus horridus)和铜头蝮 (Agk~rodon contor— 

trix )时同样发现，这两种蛇表现出截 

然不同的微生境利用方式。铜头蝮利用环境中 

相对开阔的生境，生境中岩石的密度大而树木 

的密度小，而响尾蛇利用的生境正好相反[22】。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国外开展的较多，在此不 
一 一 赘述。研究结果大多表明，由于物种间相 

互竞争的结果，同域分布的相似物种有截然不 

同的微生境利用方式。 

许多学者还通过各种不同的实验方法来验 

证种 间竞争在 动物生境选择 中的作 用。 

Hmm~n通过去除法对三种蝾螈进行了对比研 

究，证明种间竞争在利用相同资源的物种中，对 

生境选择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24】。Keen通过 

实验对两种蝾螈的生境选择进行了研究，表明 

两种蝾鬓拥有截然不同的生境利用和活动方 

式，说明种问竞争对这两种动物的生境选择同 

样有着重要的意义[44】。而Tinkle却发现，当去 

除某些动物后，其它沙漠啮齿动物在生境选择、 

成活率和种群密度方面没有多大的改变 ]。 

lael／len＆ Freeman也在野外通过去除实验来 

验证种间竞争是否对动物的生境利用有所影 

响，结果表明当去除体型较大的梅氏更格卢鼠 

(D／podomys merri~mi)后，’食性相似、体型较小 

的纤小囊鼠(Perognathus longimembris)在生 

境选择方面发生改变f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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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种内竞争在动物生境选择中的作用也 

有不少研究工作。Schoener(1968)和Schoener 

＆ Gorraan(1968)对安乐蜥(Anoliss sp．)的生 

境选择进行了研究，发现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 

组的个体由于种内竞争导致其生境利用分 

离 7j。0’Connor et al发现，随着 Bxyozoa 

种群密度的增加，它们对生境利用的宽度也增 

加_2 。Croweli＆ Pimm同样发现随着种群密 

度增加，由于种内竞争压力增加，导致拉布拉多 

自足鼠的生境利用范围扩大_2 。Myllymaki发 

现，黑田鼠 (Microtu5 agrestis)不同个体对食 

物资源的竞争对其种群动态有重要的影响 】。 

Van Home研究了不同年龄组和不同密度拉布 

拉多白足鼠种群的生境选择，发现不同年龄组 

间由于种内竞争的结果导致对生境的利用方式 

不同．成体较亚成体利用的生境生态位宽。以 

上研究结果说明种内竞争同样影响动物对生境 

的选择和利用 。 

找国学者主要在环境因素对动物生境选择 

的影响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 ，而有 

关竞争对动物生境选择的影响却研 究极 

少_3 J，有待今后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 

作。魏辅文在研究同域分布的大熊猫和小熊猫 

对生境选择时发现，虽然这两种熊猫利用同样 

的生境，但其擞生境的利用方式却完全不同。 

王桂明同样发现尽管内蒙古草原的某些／J,r,A哺 

乳动物利用同一植被斑块(如阴坡灌丛、阳坡半 

灌丛)，但它们所利用的微生境却有明显的分 

离。樊乃昌等通过对高原鼠兔和达乌尔鼠兔对 

栖息地适应性的研究发现，高原鼠兔喜欢选择 

植被低矮开阔的生境，而达乌尔鼠兔喜欢选择 

草场植被郁闭条件较好的生境．两种鼠兔栖息 

地的分化不仅与竞争有关，而且与环境风险和 

各自的反捕食需求有关ⅢJ。 

由此可见，生境选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 

程。包括多层次的判别和一系列相关因子之间 

的交互作用。。Johnson提出，动物对生境的选择 

包括一系列的等级序位。第一序位的选择是对 

地理区域的选择；第二序位的选择是在地理区 

域内确定活动的巢域；第三序位的选择则是在 

巢域范 围内选 择不 同类型 的组成部分 。 

Hutto研究了非繁殖期迁徙鸟类的生境选择， 

提出动物对生境的选择是一系列分等级的决策 

过程．就大的尺度而言，动物对生境的选择主要 

是天生的，长期进化的力量(Evolution force)驱 

使它们选择一定的迁徙路线和越冬场地，限制 

其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生活。动物在这一特定 

的区域内，在权衡消费和利益(Costs．benefits) 

之间的关系后，在不同的环境之间进行选择，最 

后选定某一特定生境(微生境) 。 

近几十年来，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 

大，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大面积消失，生境 

日趋破碎化，最适生境总面积逐渐减少，残留生 

境斑块面积还在进一步缩小且各生境斑块之间 

的距离逐渐增大。生境消失和破碎化严重影响 

动物的生存和繁衍．它不仅改变了生境的质量、 

食物基地的类型和动物赖以生存的小气候，而 

且增加了动物之间的竞争和近亲繁殖率⋯。 

因此，研究生境破碎化对动物的生存和繁衍的 

影响是近年在景观生态学的基础上逐渐兴起的 

热门研究领域【 ， ，也是保护生物学研究领域 

中的热点研究课题之一L54l。国外学者在这方 

面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我国则正处于起步 

阶段，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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