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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目的

 二、研究方法

 三、研究结果

 四、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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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外调查

帽儿山温带落叶阔叶林

空间直观定位调查监测

 室内实验

物种水平，测量体长，环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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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散限制和环境筛选相对作用分析
PCA分析，Moran特征向量图，变差分解，偏Mantel
分析， RDA

 基于零模型的生物间相互作用分析
物种共存格局分析（C-score和V-ratio ，FF，FE，

FP）
显著物种对识别（C-score，FF，FE，CL，BM，

BCM，BJ）
Pinka Ojk生态位重叠度指标和体型大小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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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Moran特征向量图 M EM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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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t I: (#1, #2, #8, #9), F=2.01, p=0.03,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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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t II: (#1, #2, #8, #9), F=2.98, p=0.02, 15.76%Plot III: (#2), F=5.10, p=0.001, 6.32%







竞争性共存格局

集群性共存格局



竞争性共存物种对

集群性共存物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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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帽儿山温带落叶阔叶林的小尺度空
间内(5 m×5 m), 扩散限制和环境筛选
是土壤跳虫群落构建的主要调控因子, 
而生物间相互作用的调控作用并不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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