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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与捕食竞争一样，互利也是物种间最基本的
相互作用之一

两个物种的互利作用对第三者或整个群落产
生的影响(Toby Kiers et al. 2010, Blois et al. 
2013)。



蚂蚁-植物相互作用-当前互利关系研究的
模式系统之一

 植物以食物，营巢空间换取蚂蚁的保护 (Mayer et al. 2014)



蚂蚁蚜虫互利的生态效应

 气候

 植物生活型

 蚂蚁入侵性

所有的研究都在枝条或者植株水平上展开，那么在更大或更小的尺度上
，这种互利作用的生态效应如何呢？



尺度-我们对自然界进行观测和预测的基
本依据

(Garcia et al., 2011)



科学问题：

不同的尺度下，蚂蚁-蚜虫互利的生态
效应的变异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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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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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

种群

群落

https://www.google.com.hk/url?q=http://genealogy.lovetoknow.com/Black_Family_Search_Engines&sa=U&ei=IDxPU-WNGsWBiQf5uIG4Ag&ved=0CDUQ9QEwBA&usg=AFQjCNFhT9RjE-RkR0z0c-rqNS_dBTcepw


实验设计：

地点：北京东灵山

研究对象，辽东栎，蚂蚁，蚜虫

不同尺度上蚂蚁的隔离

群落水平沿海拔梯度蚂蚁多度调查(1000-
1800m)

叶损失百分比，结实量等

分析有无蚂蚁条件下植物损失的变化，及群
落中蚂蚁多少与植物叶损失程度的关系。



结果：1）叶片尺度上，小叶片受保
护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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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条与植株尺度上蚂蚁-蚜虫生态效应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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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大小的枝条/植株受到蚂蚁同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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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群水平上，蚂蚁对植物的保护作用
依然显著



种群水平：林冠上上蚂蚁-蚜虫互利
关系的破裂会对地面产生重要影响



4）群落水平上:群落中的蚂蚁多度越高，植物叶
片损失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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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中蚂蚁的多度则取决于其营养级位置

Trophic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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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营养及位置变化，故事未完待续….



总之，蚂蚁anti-herbivory效应与尺度的关系，在
各尺度上，这种互利关系的生态效应表现相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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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叶片（小叶片受保护更强）

枝条

植株

种群

群落（蚂蚁多度依赖于
植物提供的食物资源，
而植物叶损失则受蚂蚁
多度的强烈影响）

对植物来说，
效果类似

https://www.google.com.hk/url?q=http://genealogy.lovetoknow.com/Black_Family_Search_Engines&sa=U&ei=IDxPU-WNGsWBiQf5uIG4Ag&ved=0CDUQ9QEwBA&usg=AFQjCNFhT9RjE-RkR0z0c-rqNS_dBTcepw


结论：

蚂蚁-蚜虫互利在多个尺度上都具有重
要的生态功能,且其效应随尺度变化保
持稳定，蚂蚁与植物具有间接的相互依
赖的特征，二者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具
有正反馈趋势的相互作用。



但是，并非所有的植物种
类都能够吸引蚂蚁，那些
不能吸引蚂蚁的植物种类
是否真的遭到植食性昆虫
的破坏更为严重呢？



植物防御：东方不亮西方亮！

通过对已发表文章中数据进行提取，数据中共含共包含148个科882个种
1835条数据。其中有蚂蚁植物124种299条数据，
无蚂蚁植物758种植物1536条数据，源自共216篇文献。



既然如此，与蚂蚁互利的植物种
类难道真的得不偿失么？为何还
要依赖于蚂蚁进行防御呢？



大量付出才会有高额回报：能给蚂蚁以
更好回报的植物受到的保护确实更强

要想获得足够的保护
植物必须给蚂蚁提高
优质条件：必须同时
提供食宿。

其他问题，数据分析中….



总之：

蚂蚁-蚜虫互利对植物具有显著的影响，
可在多个尺度上降低叶片损失，但也不
可过度夸大蚂蚁对植物的防御效果，因
为其他防御策略看来同样奏效！



谢谢大家！欢迎评批指正！


	多尺度下蚂蚁-蚜虫互利关系的�生态效应研究
	研究背景
	蚂蚁-植物相互作用-当前互利关系研究的�模式系统之一
	蚂蚁蚜虫互利的生态效应
	尺度-我们对自然界进行观测和预测的基本依据
	科学问题：
	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
	结果：1）叶片尺度上，小叶片受保护更强
	枝条与植株尺度上蚂蚁-蚜虫生态效应类似
	2）不同大小的枝条/植株受到蚂蚁同等保护
	3）种群水平上，蚂蚁对植物的保护作用�依然显著
	种群水平：林冠上上蚂蚁-蚜虫互利关系的破裂会对地面产生重要影响
	4）群落水平上:群落中的蚂蚁多度越高，植物叶片损失就越低
	群落中蚂蚁的多度则取决于其营养级位置
	总之，蚂蚁anti-herbivory效应与尺度的关系，在各尺度上，这种互利关系的生态效应表现相当稳定
	总结
	结论：
	但是，并非所有的植物种类都能够吸引蚂蚁，那些不能吸引蚂蚁的植物种类是否真的遭到植食性昆虫的破坏更为严重呢？
	植物防御：东方不亮西方亮！
	既然如此，与蚂蚁互利的植物种类难道真的得不偿失么？为何还要依赖于蚂蚁进行防御呢？
	大量付出才会有高额回报：能给蚂蚁以更好回报的植物受到的保护确实更强
	总之：
	幻灯片编号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