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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资源集团。有的作者对不同类群喜用“营养 

同资源集团”这一概念，营养同资源集团是具有 

相似营养资源的物种集合体，这样使用营养同 

资源集团与传统的“营养水平”概念是相对的， 

并认为营养水平不太精确。但也有人认为营养 

结构概念与同资源集团概念的合并 (cortfla． 

tion)．导致了同资源集团概念的地位和重要性 

的混乱。如Heatwole等 J，检查了一个自然发 

生群落的特性，把红树林小岛的昆虫群落划分 

为营养类群——草食者、捕食者、腐食者等。 

与 Turpaeva【6 在关于海底食碎屑无脊椎 

动物的研究，提出的团体(group)概念相 比较， 

有人认为团体概念比同资源集团更具活力，因 

为在每个团体中，具有明确获得资源的方式，如 

吞食、滤食等，Turpaeva和Root一样，高度强调 

同一团体成员之间为食物而引起的竞争，同时， 

她注意到了微栖境划分与取食方式划分之间的 

同型性(isomorphism)，因为每个物种的食物积 

累行为(fooding-gathering behaviour)在每个微 

栖境中适应它的基本食物。同型性概念不同于 

同资源集团概念，Root⋯认为获取一种资源的 

不同方式可能导致在一个微牺境内多个同资源 

集团存在。 

MaeNally等 提出了一个改变了的同资 

源集团定义的概念，同资源集团是指同域发生 

和同时活动的紧密相联系的，以相似的方式取 

食相似的食物的集合。他们认为，把同资源集 

团限制在非常密切的相关种内，可以限制其它 

差异．因为紧密相关的物种常在取食方式，栖境 

选择等方面重叠。毫无疑问．这种紧密相联系 

的种间竟是最强烈的。正如“同一属的物种所 

具有的一样，虽然并非一成不变，但是在习性和 

组成方面的很大相似性，并且这种相似种相似 

性总是在结构方面．如果它们相互之间竞争的 

话，那么斗争在它们之间要比区别明显属之间 

物种的斗争激烈得多”。 

．同资源集团作为共同进化的实体，也是激 

烈的竞技场。Terborgh等 把同资源集团与 

生态位结合起来，提出了同资源集团生态位 

(gl1．dd niche)．作为同资源集团联合体的生态位 

的总和。 

关于对同资源集团的研究，我国起步较晚． 

且研究也不多，并且对 guild一词翻译，颇为多 

样，如：“集团 、“同资源种团”、“动物共位群 。 

根据R0ot【1】的定义以及以后的发展，将 guild 

译为“同资源集团”．则能充分表达其含义。 

2 同资源集团的划分 

由于 Rooti”的概念主要考虑到对资源的 

利用，但是很少注意到资源是怎样利用的。因 

此，同 资源 集 团的划 分 不一 致，如对 山雀 

(Parus inornatus)的划分，根据该鸟的取食习 

性，则属于食叶同资源集团，若根据该鸟的巢点 

位置，则属于洞巢同资源集团。在动物群落生 

态学中，关于食物资源是引起种间竞争的根源， 

这一观点已广为流行。在任何进化生态学研究 

中，食物关系看起来是充满活力的自然系统中 

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据此．在大多数的同资源 

集团划分中．主要集中在食物。其它划分，如栖 

境同资源集团、筑巢同资源集团、繁殖同资源集 

团。有的同资源集团的划分不是依据利用的资 

源，明显地违背了同资源集团的定义，如个体大 

小同资源集团、移动同资源集团。这种同资源 

集团的划分，很显然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这可能 

与Root[1i认为同资源集团具有模糊的边界．特 

殊同资源集团的边界的精确性取决于研究者主 

体及调查者的感觉与判断这一观点有关。如对 

沙漠蚂蚁的同资源集团的划分，有些研究者把 

沙漠蚂蚁划分为一个食种子的同资源集团和一 

个内食同资源集团(仅一种)。而有些研究者把 

沙漠蚂蚁划归为同一个同资源集团内，也有人 

从取食方式方面对蚂蚁同资源集团划分为以群 

体取食的物种和单个个体取食的物种，群体取 

食的物种则以取食丰富的成堆的种子．而单个 

个体取食的物种则取食零散的种子。如果把食 

物及取食行为结合起来，则沙漠蚂蚁至少可以 

划为三个同资源集团，即内食者、单个取食者、 

群体取食者。 

从同资源集团的概念提出至今，历时不长， 

但在动物群落研究中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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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的动物对象，范围很宽，经统计，在下列 

动物类群中进行了研究，这些类群包括：鸟类、 

淡水鱼类、捕食性脊椎动物、沙漠蜥蜴类、鼠类、 

节肢动物类、蝙蝠类、食草昆虫类、传粉类昆虫、 

甲虫类、蚂蚁类、蝗虫类。从上述研究类群来 

看，主要集中在鸟类和昆虫类，这两个类群在分 

类上是种类非常丰富的类群，种群密度非常大， 

这有利于研究者进行野外直接取样观察。 

尽管在同资源集团划分中，依赖于种的分 

类加直觉，然而，用于同资源集团的划分的数学 

方法也有很大的发展。在这方面，应用的数学 

方法主要有：最近邻统计、聚类分析、主分量分 

析、典相关及蒙特·卡洛(Monte carlo)技术。 

3 同资源集团与生活型的关系 

生活型(Life form)概念最早是由植物生态 

学家Von Humboldt于 1806年提出的，指的是 

亲缘关系很远、形态特征差异很大的不同植物 

种类在相似的自然环境条件下，经过长期的进 

化适应过程，表现出相似的外部形态特征。最 

早将该概念引入动物学方面，对动物进行生活 

型划分的是 ‰ shkar0v[ ，他在翊分动物生活 

型时．不仅考虑到动物形态结构对环境的相关 

性，同时，考虑到动物具有可移动性特点，因此 

在划分生活型时还要考虑动物行为与环境之间 

的相互关系。但在此之前，Morseu 就已根据 

蝗虫的栖境选择行为，将蝗虫划分为两类：(1) 

喜地的种类，这一类蝗虫活动主要是在地表。 

(2)喜植物的种类，这一类蝗虫的活动主要是在 

植物上。目前，动物生活型的划分主要是根据 

动物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栖境特征等因素， 

如 Uvarov[1t]将蝗虫蜘分为主要生活型和中间 

生活型两大类。在主要生活型中，包括地栖型， 

水栖型，树栖型，草栖型及禾草栖型，而中间生 

活型是指能适于主要生活型两个型之间的类 

型+如地栖——禾草型。 ‘ 

生活型概念和同资源集团概念相比较，它 

们之间有共同处也有不同处，共同处表现在： 

(1)两者都是对群落的划分。(2)两者均涉及到 

栖境。(3)两者的划分均与长期的适应有关，生 

活型是生物长期适应的表现形式，而同资源集 

团也是长期进化过程中．对共同资源经过适应 

而形成的。不同之处表现在：(1)生活型没有考 

虑不同种的营养结构，因此．肉食者和植食者可 

能是同一生活型，而同资源集团要考虑营养组 

成状况。(2)生括型强调对某一环境的适应，而 

同资源集团则是强调某一资源的利用。(3)生 

活型主要从形态上，生理上，行为止考虑，同资 

源集团则着重强调利用。(4)就目前而言，同资 

源集团从食物方面考虑得较多，而生活型则考 

虑在栖境中的存在形式。 

4 研究同资源集团的意义 

描述生态系统中的群落结构有三种途径： 

(1)按营养结构(食物链)及食物阿描述，这 

种方式可直接知道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取 

食和被取食关系，然而在一个生态系统中，要想 

完整地描述该系统的营养结构和食物网，这几 

乎是不可能的。 

(2)按营养级来描述和研究生态系统，如生 

产者、消费者 分解者的划分。这种划分虽然大 

大的简化了．并且各物种的在生态系统中的功 

能很清楚 但是物种之间的关系很难显示出来。 

(3)按同资源集团划分：把 自然群落划分为 

具有同一功能地位的同资源集团．这一概念一 

则相当新颖，二则十分有助于研究群落或生态 

系统的营养结构，如以同资源集团作为群落的 

成员，与以物种为组成成员相比较，同资源集团 

研究简单多了，因为难以捉摸的错综复杂的关 

系减少了。另外，如果组成同资源集团的物种 

之间彼此可以相互取代，它们是具有同一功能 

地位的等价种(equivalem species)这一假说，能 

被更多的实倒证实的话，它们大大地推动有关 

竞争和进化问题的研究。同时，同资源集团的 

蜘分，有助于研究生态系统营养结构的相对稳 

定性。如有人曾在佛罗里达礁的红树林小岛 

上，把那里的动物全部去掉，然后观察其再移植 

的情形，结果发现，原有的和再移植后的营养结 

构保持基本一致、虽然新群落的物种组成有明 

显的改变，但新群落的营养结构与原有的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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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这说明生态系统的营养 

结构是相当稳定的。运用同资源集团，在群落 

研究中具有四方面的优点：第一，同资源集团集 

中注意所 有同域竞争 种(sympatric oompeting 

Wedes)，而不必考虑它们的分类关系。第二，同 

资源集团排除“生态位”的二维使用，生态位不 

仅要考虑一个物种在群落中的作用功能，同时 

要考虑在特殊生境(biotope)中允许一个物种生 

存的条件、同资源集团则只考虑在群落中具有 

相似生态作用的即是同资源集团的成员，而不 

是指同一生态位的占有者。第三，同资源集团 

在群落比较研究中是有用的，即然在一个生态 

系统中通常不可能立即研究所有的生物，那么 

用同资源集团，使得我们能集中于具有特化功 

能的特化类群。第四，如把同资源集团作为群 

落的基本建筑块(Basic bu~lding blocks)，则群落 

划分同资源集团可以显示群落的结构，在这种 

显示中，不仅仅是简单的物种数及密度。 

许多研究把一个同资源集团定在一类物种 

中(通常是一个分类单元内)，栖居在一个栖境 

中，例如对鸟类在植物垂直空间位置的取食及 

筑巢，虽然这种研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 

性，然而对研究同资源集团与微栖境选择方面 

有很大好处，如把植被划分为不同高度，研究微 

栖境变化对鸟类的影响，当移走或破坏下层植 

物时，引起下层同资源集团数量的显著减少。 

同资源集团概念的普及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它 

在环境评价和管理中的应用，其基本思路是：如 

果一个同资源集团的物种组成以相似方式利用 

相同资源，那么，影响环境的行为也会同样地影 

响利用这些资源的同资源集团的成员，只要在 

同资源集团中的任何一个物种的影响被确定， 

’ 那么，对同资源集团中其它一个物种的影响就 

可以知道。这样，同资源集团与指示种概念联 

结上了，在管理中，利用调查单个物种的种群。 

可以作为其他物种种群趋势和栖境质量的指示 

者。甚至可以从一地区的环境作用对一个同资 

源集团的影响，预测对另一个地区相同同资源 

集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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