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Ｇｕｉｈａｉａ　 Ｍａｒ． ２０１７， ３７（３）：２７１－２７９
ｈｔｔｐ：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ｇｘｚｗ．ｇｘｉｂ．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ｕｉｈａ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９３１ ／ ｇｕｉｈａｉａ．ｇｘｚｗ２０１６０３０１３
引文格式： 郑俊鸣， 方笑， 朱雪平， 等． 外马廊山岛植被特性与植物多样性 ［Ｊ］． 广西植物， ２０１７， ３７（３）：２７１－２７９
ＺＨＥＮＧ ＪＭ， ＦＡＮＧ Ｘ， ＺＨＵ ＸＰ， ｅｔ 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ｉｍａｌａｎｇ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Ｚｈｏｕｓｈａｎ ［Ｊ］． Ｇｕｉｈａｉａ， ２０１７， ３７（３）：２７１－２７９

外马廊山岛植被特性与植物多样性
郑俊鸣， 方　 笑， 朱雪平， 朱丹丹， 邓传远， 黄柳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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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对无居民海岛舟山外马廊山岛进行初步踏勘，了解该岛植被特征与植物多样性，探讨海岛植

被与大陆植被的差异性，并对海岛植物的主要植物组成、生活型结构、地理成分、群落类型以及多样性和相似

性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外马廊山岛面积小，共有 ３３ 科 ５１ 属 ５５ 种植物，植物种类偏少，留存有普陀狗哇

花，滨柃，厚叶石斑木等具有滨海特色植物，具有开发潜力。 外马廊山岛热带成分较为明显，与附近地区较为

相似。 岛上群落优势种或建群种的科为山茶科，大戟科，松科等，与大陆的常绿阔叶林的优势种或建群种的优

势科如樟科，金缕梅科，壳斗科，山茶科等不大相同。 岛上植物主要以高位芽植物为主（５８．１８％），但较大陆常

绿阔叶林的高位芽植物比例要低。 外马廊山岛植物群落结构简单，植物多样性相对较低，物种丰富较低，主要

原因在于生态适应性和演替过程的差异，岛上植物群落演替至稳定群落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外来种比例占

９．０９％，外来种如黑松和红鸡竹能形成群落或在群落中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并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生态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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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舟山群岛为我国第一群岛，共有１ ３９０个大小岛

屿，除 ９８ 个有居民海岛外，其余皆为无居民海岛。
舟山群岛面积占全省面积较小，由于与大陆隔离，生
境异于大陆植被，因而海岛植被多具滨海景观特色。
目前，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有居民海岛的植物区

系方面（金佩聿等，１９９１；陈征海等，１９９５；盛束军

等，１９９８；高浩杰等，２０１５）。 陈征海等（１９９５）研究

表明浙江海岛与附近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且
热带亲缘关系明显。 将舟山群岛、台州列岛、大金山

岛等海岛划分为华东植物区系，属于热带与温带的

过渡区域（刘利，２０１５；盛束军等，１９９８）。 在舟山群

岛种子植物区系的影响因素中，人为干扰对海岛植

物种类影响更为显著（万利琴等，２００９）。 舟山群岛

中有居民海岛通常面积较大，相对于无居民海岛交

通便利，人为活动强烈，鲜有人关注无居民海岛的植

被特征与群落多样性 （朱春玲，２００８；杨永川等，
２００２）。 因此，对于无居民海岛植被分布特征有待

进一步研究。
Ｍａｃ Ａｒｔｈｕｒ ＆ 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６７）提出的岛屿生物地

理学表明海岛面积与物种丰富度具有相关性。 但在

一定范围内，小面积的海岛也可能出现较多的种类

（陈玉凯，２０１４；魏娜等，２００８）；而且这类海岛往往

因具有特殊生境而分布着一些濒危珍稀物种或具有

乡土特色的植物（陈征海等，１９９５；孔雀等，２００８；
Ｎｏｔｔ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Ｃａｒｌｑｕｉｓｔ， １９７４）。 这使得无居民海

岛的植被特征与植物群落多样性具有科学意义。 外

马廊山岛位于浙江北部的岛屿群的无居民海岛，为
国家首批开发的无居民海岛之一。 本研究通过外马

廊山岛的植被特征及植物多样性的研究，增加对该

海岛的植被特征及植物多样性研究新资料，了解海

岛植被与大陆植被的差异性，为人为活动日益增加

的无居民海岛的保护提供参考。

１　 研究样地概况

外马廊山岛（外马廊山）位于浙江舟山市嵊泗

县马关镇，为嵊泗列岛属岛，距离大陆最近点有 ６３．５
ｋｍ，地理位置为 １２２°２８′３５．２４″ ～ １２２°２８′５４．６６″ Ｅ，
３０°４０′２″～３０°４０′２８．３５″ Ｎ。 外马廊山岛陆域面积约

为 １７．５５ ｈｍ２，海岛滩地面积 １．３５ ｈｍ２。 海岛整体呈

北西－南东走向，最宽处 ２５０ ｍ，窄处 １００ ｍ，长约

９００ ｍ，海岛上建有灯塔（陆燕君，２０１２）。 海岛上岩

石为花岗岩，岛东北有礁石，水流湍急。 外马廊山岛

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最热月（８ 月）均温为

２６．８ ℃，最冷月（１ 月）均温为 ６．１ ℃，夏季多雨，６ 月

中旬至 ７ 月上旬为梅雨期，年均降水为２８８．５ ｍｍ
（任淑华和蔡克勤，２００８）。 岛上土壤主要为黄土，
部分区域为花岗岩裸露，有效土壤层较薄。 外马廊

山岛为国家首批开发的无居民海岛之一，主要用途

为旅游娱乐，偶尔有游客登岛，人为干扰较小。 浙江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实行海岛绿化造林，对该岛进行人

为绿化造林，现植被主要以黑松林，滨柃等多林分组

成，郁闭度较大。

２　 研究内容与方法

２．１ 样方设置与调查

对外马廊山岛进行初步勘察，参考朱春玲等

（２０１０）海岛植被调查方法，选择具有代表性植物群

落作为样地，并划定 ６ 个 ２０ ｍ × ２０ ｍ 大样方，对样

方的乔木（胸径≥５ ｃｍ 或树高≥３ ｍ）进行测量胸

径，冠幅，记录植物名称等。 在每个大样方内随机抽

取 ４ 个 ５ ｍ × ５ ｍ 小样方以测定样方中的灌木层植

物，在小样方中随机抽取 ５ 个 １ ｍ × １ ｍ 的小样方

２７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以测定样方中的草本层植物，记录株数 ／丛数，高度，
冠幅，盖度，植物名称等信息。 记录研究样地的郁闭

度，海拔高度，经纬度等基本信息。
２．２ 数据处理与分析

通过对外马廊山岛进行全面勘察，结合对外马

廊山岛的文献资料（浙江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１９５９－
２００４；陈征海等，１９９５），对岛上植物名录进行整理，
并对植物组成，群落植物生活型，植物区系，群落结

构及多样性进行分析。 根据 Ｒａｕｎｋｉａｅｒ（１９３４）生活

型谱将外马廊山岛群落植物生活型进行分析。 参考

吴征镒（２０１１）对外马廊山岛种子植物的科，属的区

系类型进行分析。 根据《浙江植物志》（浙江植物志

编辑委员会，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和《中国植物志》（中国科

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１９５９－２００４）的物种分

布地，生境信息及引种记录，及新分布记录等信息以

判断植物为乡土植物或外来植物。 通过文献研究，
选择不同的海岛与大陆植被进行区系和多样性的比

较，以探讨外马廊山岛与附近地区的关系。
乔木层重要值（ＩＶ）＝ （相对密度＋相对显著度＋

相对频度） ／ ３，灌木层和草本层重要值（ ＩＶ）＝ （相对

高度＋相对盖度） ／ ２（张金屯， ２０１１）。 草本层盖度

依据 Ｄｒｕｄｅ’ ｓ 多度进行划分 （方精云等，２００９）。
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 优势度指数，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Ｐｉｅｌｏｕ 均

匀度指数，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 相似性指数计算公式参考张

金屯（２０１１）。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植被概况

根据吴征镒的《中国植被》（１９８０）进行划分，外
马廊山岛植被类型可以分为落叶阔叶林、常绿针叶

林、竹林和常绿阔叶灌丛 ４ 个植被型；榔榆林

（ｆｏｒｍ． Ｕｌｍ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丝绵木林（ ｆｏｒｍ．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ｍａａｃｋｉｉ）、红鸡竹林（ｆｏｒｍ．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ｍａｎｎｉｉ）、合欢

林（ｆｏｒｍ．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滨柃林（ｆｏｒｍ． Ｅｕｒｙａ ｅｍａｒ⁃
ｇｉｎａｔａ）和黑松林（ｆｏｒｍ． Ｐｉｎ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６ 个群系；有
榔榆—海州常山（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ｕｍ）—换锦

花（Ｌｙｃｏｒｉｓ ｓｐｒｅｎｇｅｒｉ）群落、滨柃—苔草（Ｃｙｐｅｒｕｓ ｓｐ．）
群落、合欢—野梧桐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粪箕笃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 ｌｏｎｇａ）群落、丝绵木—海州常山—换锦花

群落、红鸡竹群落和黑松—滨柃—苔草群落 ６ 个群

丛。 简述如下：
Ⅰ． 落叶阔叶林

一、榔榆林

（１）榔榆—海州常山—换锦花群落

该群落林分较为复杂，郁闭度在 ６０％ ～ ７０％之

间，平均高度 ３．１ ｍ 左右，胸径为 ４．４ ～ ７ ｃｍ，以榔榆

为建群种，灌木层物种较为丰富，以海州常山占优

势。 草本层以换锦花为主，该种几乎遍布岛屿并能

形成一定规模的群落。 层间植物主要以蛇葡萄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为主。
二、丝绵木林

（２）丝绵木—海州常山—换锦花群落

该群落较为林分复杂，郁闭度在 ３０％ ～ ５０％之

间。 以丝绵木为建群种，乔木层物种丰富，竞争强度

大，高度为 ２．７～４．０ ｍ，胸径为 ５～７．８ ｃｍ。 灌木层物

种丰富，以海州常山为优势种，平均高度为 １．５ ｍ。
草本层以换锦花为优势种，换锦花、异叶天南星数量

较多。 层间植物主要以粪箕笃为主要优势种。 林下

生长有算盘子、黄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ｕｐｅａｎａ）幼苗等。
三、合欢林

（３）合欢—野梧桐—苔草群落

该群落林分较为整齐，郁闭度在 ３０％左右。 乔

木层以合欢为优势种，平均高度在 ３．０ ｍ， 平均胸径

在 ４ ｃｍ。 灌木高度优势种为算盘子、滨柃幼苗较

多。 草本层以苔草居多，生长少量商陆（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ｃｉｎｏｓａ）和酢浆草。

Ⅱ． 常绿针叶林

四、黑松林

（４）黑松—滨柃—苔草群落

该群落主要分布在海岛边坡的花岗岩上，林分

较为整齐，群落内郁闭度在 ７０％ ～ ９０％之间，高度

２．８～６ ｍ，胸径为 ５ ～ １０ ｃｍ。 乔木层以黑松为优势

种，灌木层优势种为滨柃，由于郁闭度高，林下仅生

长少量异叶天南星、苔草。 群落内生长着少量的鸡

屎藤（Ｐａｅｄｅｒｉａ ｆｏｅｔｉｄａ ）、小果蔷薇（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ａ）、酢
浆草、算盘子等。

Ⅲ． 竹林

五、红鸡竹林

（５）红鸡竹群落

红鸡竹群落郁闭度在 ８０％ ～ ９０％之间，主要分

布在海岛阴面。 以红鸡竹为建群种，高度为 ３ ｍ。
群落内间生多种植物，海州常山和换锦花生长在群

落边缘。 雀梅藤、算盘子、黄檀幼苗居多， 生长少量

３７２３ 期 郑俊鸣等： 外马廊山岛植被特性与植物多样性



表 １　 外马廊山岛主要物种组成及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Ｗａｉｍａｌａ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

乔木层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

灌木层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

草本层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ｒａｓｓ ｌａｙｅｒ

盖度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黑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６３ 滨柃 Ｅｕｒｙａ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７６ 换锦花 Ｌｙｃｏｒｉｓ ｓｐｒｅｎｇｅｒｉ Ｓｏｃ

合欢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６２ 野梧桐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６７ 红鸡竹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ｍａｎｎｉｉ Ｃｏｐ３

榔榆 Ｕｌｍ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５３ 海州常山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ｕｍ ４７ 异叶天南星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ｏｐ２

丝绵木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ｍａａｃｋｉｉ ４４ 冬青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１５ 酢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Ｃｏｐ１

滨柃 Ｅｕｒｙａ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３９ 胡颓子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ｐｕｎｇｅｎｓ １２ 苔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ｓｐ． Ｓｐ

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ｔｏｂｉｒａ １９ 算盘子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ｐｕｂｅｒｕｍ １１ 芒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 Ｓｐ

冬青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１５ 雀梅藤 Ｓａｇｅｒｅｔｉａ ｔｈｅａ ５ 假还阳参 Ｃｒｅｐｉｄｉａｓｔｒｕｍ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ｕｍ Ｓｏｌ

表 ２　 外马廊山岛种子植物科的地理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ｆｏｒｍ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ａｉｍａｌａｎｇ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编号
Ｃｏｄｅ

分布类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科数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ｕｍｂｅｒ

科数率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１ 世界广布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１２ —

２ 泛热带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１０ ４７．６２

２⁃１ 热带 亚 洲—大 洋 洲 和 热 带
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 ４．７６

２⁃２ 热带亚洲—热带非洲—热带
美洲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 ４．７６

２Ｓ 以南半球为主的泛热带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Ｓｏｕｔｈ Ｈｅｍ⁃
ｉｓｐｈｅｒｅ

２ ９．５２

３ 东亚（热带、亚热带） 及热带
南美间断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４．７６

８ 北温带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３ １４．２９

８⁃４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 Ｓｏｕｔｈ 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ｅ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 ９．５２

１４ 东亚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１ ４．７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３ １００．００

酢浆草和粪箕笃。
Ⅳ． 常绿阔叶灌丛

六、滨柃灌丛

（６）滨柃—苔草群落

该群落外貌整齐，郁闭度在 ３０％ ～ ５０％之间。

群落以滨柃为建群种，平均高度在 １．７ ｍ 左右。 草

本层以苔草为主，酢浆草也占据优势。 层间植物主

要以粪箕笃为主要优势种，且该岛分布较广。
３．２ 主要植物物种组成及生活型结构

外马廊山岛共有 ３３ 科 ５１ 属 ５５ 种植物。 外马

廊山岛上原生植物 ５０ 种 ３２ 科（占 ９６．９７％）、４６ 属

（占 ９０．２０％），占总种数的 ９０．９１％。 外来植物有 ５
种、５ 科（占 １５．１５％）、５ 属（占 ９．８０％），占总种数的

９． ０９％， 分 别 为 红 鸡 竹、 肉 叶 耳 草 （ Ｈｅｄｙｏｔｉｓ
ｓｔｒｉｇｕｌｏｓａ）、黑松、假还阳参、冬青卫矛。

外马廊山岛植物生活型主要以高位芽植物（占
５８．１８％）占主要优势，地面芽植物（占 ２０．００％）占有

一定比例， 地上芽植物占 ７． ２７％， 隐芽植物占

１２．７３％，一年生植物占 １．８２％。
在 ６ 个样方中，乔木以榔榆、丝绵木、黑松、合欢

在各样方群落中占主要优势；灌木以海州常山、野梧

桐、滨柃、冬青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算盘子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ｐｕｂｅｒｕｍ）等为主要的优势种；草本以换

锦花、异叶天南星（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为主，分
布全岛，海岛内主要植物物种组成及其重要值如表

１ 所示。 层间植物以蛇葡萄、粪箕笃、武靴藤（Ｇｙｍ⁃
ｎｅｍａ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ｅ）较为常见。 海岛上还分布有能适应

盐碱地的红鸡竹。
３．３ 地理成分

外马廊山岛科植物地理分布类型可划分为 ５ 个

类型 ４ 个变型，占世界 １５ 个科分布类型的 ３３．３％
（表 ４）；属植物地理分布类型可划分为 １０ 个类型 ４
个变型，占中国 １５ 个属分布类型的 ６６．７％，表明该

岛植物属的起源有一定复杂性。 外马廊山岛的热带

成分（２－７ 项）１５ 个科，占科总数的 ７１．４％， 说明热带

４７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表 ３　 外马廊山岛种子植物属地理成分与周边地区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ｒｅａ ｔｙｐ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Ｗａｉｍａｌａｎｇ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ａｒｌｙ ａｒｅａｓ

地区
Ａｒｅａ

外马廊山岛
Ｗａｉｍａｌａｎｇ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３０°４０′ Ｎ

南麂岛
Ｎａｎｊｉ Ｉｓｌａｎｄ
２７°２７′ Ｎ
（朱弘等，
２０１５）

东福山岛
Ｄｏｎｇｆｕ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３０°０５′～
３０°１５′ Ｎ
（朱弘等，
２０１５）

大金山岛
Ｄａｊｉｎ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３０°４１′～
３０°４２′ Ｎ

（杨永川等，
２００２）

舟山群岛
Ｚｈｏｕｓｈａｎ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
２９°３２′ Ｎ～
３１°０４′ Ｅ

（高浩杰等，
２０１５）

舟山群岛
Ｚｈｏｕｓｈａｎ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
２９°３２′ Ｎ～
３１°０４′ Ｅ

（金佩聿等，
１９９１）

浙江海岛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

２７°０５′～
３０°５１′ Ｎ

（陈征海等，
１９９５）

浙江大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７°１２′～
３１°３１′ Ｎ
（郑朝宗，
１９８７）

热带性属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ｇｅｎｕｓ （％）

５６．８３ ６２．１１ ５９．４１ ５１．４８ ４８．９８ ５１．１９ ５１．６ ４３

温带性属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 （％）

４０．９１ ３７．８９ ３９．８１ ４１．３９ ５１．０２ ４８．８１ ４７ ５２．８

热带性属 ／ 温带性属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ｇｅｎｕｓ ／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

１．３９ １．６４ １．４９ １．２４ ０．９６ １．０５ １．１０ ０．８１

优势科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防己科
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ａｃｅａｅ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成分占优势，温带分布（８－１４ 项）的科有 ６ 个，占总

科数的比例为 ２８．６％，说明温带成分占据一定的比

例，科的热带成分明显。 外马廊山岛的热带成分（２
－７ 项）２５ 个属，占属总数的 ４９％。 说明热带成分占

优势，温带分布（８－１４ 项）的属有 １９ 个，占总属数的

比例为 ３７％，说明温带成分占据一定的比例，这符

合其亚热带温热多湿的特点。
岛上含≥５ 种的科仅有禾本科，占 ３． ０３％；含

２～４ 种的科有 １２ 个，占 ３６．３６％；含 １ 种的科有 ２０
个，占 ６０．６％。 而含 １ 种属的 ４５ 个属，占 ９０％，含
２～４ 种属的 １０ 个属，占 １０％，植物组成由极小科属

为主。 通过外马廊山岛种子植物属地理成分与周边

的海岛、舟山群岛、浙江海岛等 ７ 个研究对象进行对

比（表 ３），其中外马廊山岛的纬度同东福山岛，大金

山岛较为接近，热带性属（２－７ 项）与温带性属（８－
１４ 项）的比例也相对接近分别为 １．４９ 和 １．２４。 而

纬度更低的如南麂岛，其热带成分相对更为明显，热
带区系 ／比例较外马廊山岛更大。 在舟山市 １０ 个海

岛中，舟山群岛、浙江海岛及浙江大陆跨越的纬度范

围更大，包含的植被类型更多，因此其热带性属 ／温
带性属比值更高。 外马廊山岛的优势科均为世界广

布科，禾本科、菊科、豆科、茜草科、莎草科等，与其他

研究对象比较而言，优势科较为相同，但大戟科和防

己科更为靠前。
３．４ 外马廊山岛群落多样性与相似性

３．４．１ 群落多样性　 外马廊山岛 ６ 个样方植物群落

多样性指数见图 １ 和图 ２。 其中，合欢群落乔木层

物种丰富，丝绵木优势度明显，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最大为

０．８０，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大 １．０５，Ｐｉｅｌｏｕ 均

匀度指数高为 ０．９６，群落稳定。 丝绵木群落内种数

最多，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为 １．５７，乔木层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为 ０． ６４，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最大为

１．２２，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０．６８。 黑松群落、滨柃群落

和红鸡竹群落主要分布在坚硬的花岗岩边坡上，土
壤层薄且盐度高，生境较为恶劣，多样性指标相对较

低。 榔榆群落、丝绵木群落、合欢群落主要分布在海

岛山体中心，土壤层相对较厚，生境稳定。 从总体情

况看，乔木层的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

５７２３ 期 郑俊鸣等： 外马廊山岛植被特性与植物多样性



性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

度较灌木层大。

图 １　 乔木层多样性指数　 ｄ． 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 优势度指数；
ｄＭａ ．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Ｄ． 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 Ｈｅ ′ ．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 Ｊｅ ．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Ａ． 榔榆—海州常山—
换锦花群落； Ｂ． 黑松—滨柃—苔草群落； Ｃ． 滨柃—苔草群落；

Ｄ． 丝绵木—海州常山—换锦花群落； Ｅ． 合欢—野梧桐—
苔草群落； Ｆ． 红鸡竹群落。

Ｆｉｇ． １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ｒｅｅ’ｓ ｌａｙｅｒｓ　 ｄ． 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ｄＭａ ．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Ｄ．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Ｈｅ ′．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Ｊｅ ． Ｐｉｅｌｏｕ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Ａ． Ｕｌｍ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ｕｍ—Ｌｙｃｏｒｉｓ
ｓｐｒｅｎｇｅｒｉ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 Ｐｉｎ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Ｅｕｒｙａ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ｓｐ．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 Ｅｕｒｙａ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Ｃｙｐｅｒｕｓ ｓｐ．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ｍａａｃｋｉｉ—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ｕｍ—
Ｌｙｃｏｒｉｓ ｓｐｒｅｎｇｅｒｉ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Ｅ．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Ｃｙｐｅｒｕｓ ｓｐ．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ｍａｎｎｉｉ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图 ２　 灌木层多样性指数
Ｆｉｇ． 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ｈｒｕｂ’ｓ ｌａｙｅｒｓ　

３．４．２ 群落间相似性 　 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 指数反映不同群

落之间的相似性程度，更加强调群落个体数量。 由

表 ４ 可知，群落 Ａ 与 Ｂ 群落的乔木层相似性指数达

表 ４　 不同样方的乔木层与灌木层 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相似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ｅ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ｕｒｂ’ｓ 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ｓ

乔木层相似性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灌木层相似性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Ａ １．２０ ０．００ ０．２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９ Ｂ ０．００ ０．２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９ ５．００ Ｃ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Ｄ ０．２５ ０．００

０．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００ Ｅ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Ｆ

　 注： Ａ～Ｆ 代表群落同图 １，２。
　 Ｎｏｔｅ： Ａ－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Ｆｉｇ． １，２．

１．２０，其余的相似不高，低于 ０．２５。 群落 Ｂ 与群落 Ｃ
的灌木层相似性最高达 ５．００，群落 Ｄ 与群落 Ｅ 相似

性指数为 ４．００，群落 Ａ 与群落 Ｅ 的灌木层相似性指

数为 ０．５７，其余群落间相似性不高。
３．５ 与邻近海岛植被多样性比较

外马廊山岛的植物群落多样性与附近海岛及浙

江西北次生林的植物群落多样性比较（表 ５），比较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发现外马廊山

岛较纬度相近的大金山岛低。 而低纬度的普陀山，
舟山市的 １０ 个海岛植物群落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

数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以及浙西北次生林的大陆植物群

落也较外马廊山岛的大。

４　 讨论

４．１ 海岛植物特色

外马廊山岛由于面积较小，在 ０．１７６ ｋｍ２的范围

内仅有 ６３ 种植物。 而海岛面积对植物种类具有一

定相关性（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 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６７；陈玉凯，２０１４；
孙雀等，２００８；周劲松等，２０１１）。 主要原因在于易

变的海岛环境亦限制植物种群的扩散与交流

（Ｌｏｍｏｌｉｎｏ， ２０００）。 小面积的海岛往往具有特殊环

境，对适应性强或适应于特殊生境的易形成具有特

色的乡土树种（陈征海等，１９９５；孔雀等，２００８；Ｎｏｔｔ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Ｓｐｅｎｃ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岛上具有较大开发

潜力与应用价值的特色植物，如普陀狗哇花（Ｈｅｔｅｒｏ⁃
ｐａｐｐｕｓ ａｒｅｎａｒｉｕｓ），滨柃，厚叶石斑木 （ Ｒｈａｐｈｉｏｌｅｐｉｓ
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等。 滨柃适生于海岛迎风坡岩石缝隙

或土壤层厚度小等生境恶劣的地方，长势强劲。厚叶

６７２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表 ５　 与邻近地区植被多样性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ｎｅａｒｌｙ ｉｓｌａｎｄｓ

项目
Ｉｔｅｍ

外马廊山岛
Ｗａｉｍａｌａｎｇ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大金山岛
Ｄａｊｉｎ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朱春玲等，２０１０）

普陀山
Ｍｏｕｎｔ Ｐｕｔｕｏ

（徐悦等，２０１３）

舟山群岛
Ｚｈｏｕｓｈａｎ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
（高浩杰等，２０１５）

浙西北次生林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周本智等，２００５）

海岛面积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ｋｍ２）

０．１７５ ０．２２９ １２．５ — —

群落面积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ｒｅａ （ｍ２）

２ ４００ ２ ６００ ６ ０００ ３ ２００ ５ ４００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乔木层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

０．９１ １．４９ ４．３５ １．４４ ２．５７

灌木层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０．８ １．９ ３．１１ １．８６ ２．７３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ｉｎｄｅｘ

乔木层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

０．５８ ０．７２ — ０．６７ ０．８５

灌木层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０．４１ ０．７７ — ０．７６ ０．８７

石斑木抗风性强，较耐盐耐干旱，对土壤适应性强，
适生于海岛迎风海岸。 普陀狗哇花为乡土特色植

物，生长在海岛背风崖壁缝隙中，极具观赏性。 将能

适应于海岛恶劣生境，且极具乡土特色植物进行合

理开发与应用，对海岛植物遗传多样性保护，沿海绿

化应用和海岛植被生态修复具有重要意义。
４．２ 海岛植物地理成分与生活型

外马廊山岛的 ６３ 种植物，共 ３３ 科 ５１ 属，分别

占世界 １５ 个科分布类型 ３３．３％，占中国属分布类型

的 ６６．７％，表明属的起源相对科起源具有一定的复

杂性。 极小科和极小属为主要组成成分。 其热带性

属为 ５６．８３％，温带性属为 ４０．９１％，热带成分较为明

显，其地理成分符合亚热带季风气候的特点。 外马

廊山岛的热带性属 ／温带性属比值为 １．３９，其热带成

分更为明显，这符合盛束军等（１９９８）的结论：浙江

北部沿海岛屿（２９°３４′～３１°７′ Ｎ）与我国东南各地区

植物区系更接近，热带成分更为明显。 外马廊山岛

与东福山岛和大金山岛的纬度较为接近，其属的地

理分布类型较为接近。 刘利（２０１５）认为应将舟山

群岛、大金山岛等划分为华东植物区系，本研究较为

倾向该结论。 相对于外马廊山岛、舟山市、舟山群

岛、浙江海岛和浙江大陆跨越纬度范围更大，因此热

带性属与温带性属的比值接近 １，体现南北过渡的

特征，即亚热带的地理特点。 通过舟山群岛与浙江

海岛同浙江大陆的植物属地理成分对比发现，海岛

植被的热带性属 ／温带性属比值较大陆植被大。
外马廊山岛 ５ 种以上的科仅有禾本科，２ ～ ４ 种

的科有菊科、大戟科、防己科等。 优势科多为世界广

布型（表 ３），与其他岛屿及浙江整体海岛的情况相

似，但个别科如大戟科、防己科等较其他研究对象顺

序较为靠前。 岛上森林植物群落优势种及其科分布

类型为松科（８）、山茶科（２）、卫矛科（２）、大戟科

（２）、马鞭草科（３）、禾本科（１）。 分布类型主要集

中在泛热带，这与其亚热带地理位置相符合，但相对

于陆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建群种与优势种的樟

科、山茶科、壳斗科、金缕梅科等主要科较为不同。
外马廊山岛上高位芽植物占 ５８．１８％，地面芽植物占

２０．００％，表明该岛植物在生长季环境为高温湿润，
且需经历一段时间寒冷季节，较符合亚热带季风气

候下的常绿阔叶林植被特点。 位于南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的高位芽植物与地面芽植物比例分别为 ６３．
０％、１２．０％；位于浙江常绿阔叶林的高位芽植物与

地面芽植物比例分别为 ７６．７％和 １３．１％（冷平生，
２００３），较外马廊山岛的高位芽植物与地面芽植物

比例大。
海岛植被与大陆植被在优势种或建群种的科和

生活型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植物生境的差异。 由于海

洋季风性气候的影响，海岛海拔较低，气温低，气温

与降水变化较小，因此海岛较同纬度的大陆的气温

相对较高，属热带成分更为明显。 而由于海洋性气

候，其冬季寒冷持续的时间较长，导致高位芽植物比

例较大陆植被小，地面芽植物比例较大陆植被大。
４．３ 海岛植物群落与生态干扰

在本研究中，向阳面主要有黑松—滨柃—苔草

群落从山底部至顶部，相对于在海岛山体中部的榔

榆、丝绵木、合欢群落，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更大。

７７２３ 期 郑俊鸣等： 外马廊山岛植被特性与植物多样性



而背阳面主要生长有红鸡竹群落、滨柃—苔草群落，
从底部至顶部。 边坡由于斜度较大，土壤层厚度薄，
加上迎风面对植物生长造成较大的影响，植物物种

丰富度、多样性较小。 海岛的中心部位主要分布的

群落为榔榆群落、丝绵木群落、合欢群落，生长环境

较边坡好，土壤层相对较厚，生境相对稳定，因此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等均较生长在边

坡的黑松群落、滨柃群落和红鸡竹群落大。 整体而

言，乔木层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

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较灌

木层大。 乔木层为了适应海洋风速大的情况，整体

高度较矮，较高的郁闭度遮挡林下的阳光，造成林下

灌木与草本物种丰富度较低。 不同植物群落间异质

性相对较高。 群落异质性与环境梯度具有一定联

系，而外马廊山岛最高点海拔不足 １００ ｍ，海拔对植

物分布的影响差异性不明显。 环境因子微差异对植

物群落多样性与异质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通过不同的海岛植物群落多样性的比较可知，

大金山岛保存最好的群落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为 ０． ８３，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为 ２．２８，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为 ０．８７（朱
春玲 等， ２０１０ ）； 外 马 廊 山 岛 最 好 的 植 物 群 落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仅为 １． ２２，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较高。
相比普陀山的多种植被类型，最好的植物群落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 数 为 ４． ３５ （ 徐 悦 等， ２０１３ ），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与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差距明显。 相

比舟山市 １０ 个海岛的植物群落与浙西北次生林的

大陆植物群落，外马廊山岛的乔木和灌木层均低于

该水平。
从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的不同水平进行比较，

相对于普陀山，舟山市 １０ 个海岛而言，外马廊山岛

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较低的原因在于海岛面积较

小，植物种类较少，与大陆距离较远，传粉的方式与

传粉者数量受到限制，因此植物种群的繁衍与扩展

具有局限性。 海岛植被与大陆植被的多样性具有差

距（Ｓｐｅｎｃ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大陆植被由于山体，沟谷

等多生境而形成适宜植物生长的小气候，正是由于

生境的差异所导致外马廊山岛与浙江西北次生林的

多样性差距。 相对于无居民海岛且面积相近的大金

山岛，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的差异性

可能由于海岛景观格局或植物群落演替阶段不同造

成的。 不同的海岛景观格局对植物保护程度不同，
对多样性造成影响不同。 而植物群落演替过程中，
多样性先增大后减小，均匀度变大，由于演替后期植

物种间竞争激烈，适生的物种生存下来，生长势弱的

物种则被淘汰。 因此，外马廊山岛植物群落要演替

顶级群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由于人为活动干扰或风媒作用等因素，海岛出

现外来植物 ５ 种，占总数的 ９．０９％。 黑松、冬青卫矛

和红鸡竹为早期海岛绿化造林引进树种，而假还阳

参和肉叶耳草伴随风媒或候鸟迁徙运动等可能因素

出现该岛。 外来物种如黑松、红鸡竹在海岛上形成

一定群落，并在群落中占优势。 黑松群落乔木层优

势种黑松（ ＩＶ ＝ ６３％），Ｂｅｒｇｅｒ⁃Ｐａｒｋｅｒ 指数为 １．２７，优
势度明显。 红鸡竹能在海岛背风面作为建群种形成

红鸡竹群落。 由于引进外来植物造成许多海岛

７０％的原生植物灭绝（Ｄａｖｉ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６）。 海岛景观

破碎度大，植物群落间相似性指数小、异质性大。 黑

松群落与滨柃群落、丝绵木群落与合欢群落的灌木

层相似性指数较大，分别为 ５．００ 和 ４．００，主要由于

群落间共同种少，而个体相对较多造成。 其余样方

的群落间相似性很小或为 ０。 外来植物适生能力

强、繁殖快，容易在异质性高的群落间对抗干扰程度

低的原生植物造成竞争胁迫（覃凤飞等，２００３）。 由

于外马廊山岛面积小、海岛环境恶劣，应对环境变化

和适生能力强的外来树种，乡土树种竞争能力较弱。
因此，对海岛进行植被修复时，对树种的选用应适当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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