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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t；／k宝山森林群落的组成和结构特征 

盟 至 睦! ／古炎坤 
(华南农韭太孝森林生吝研究室 广州 51D6{2)

． ， <7／ ， 
要 在袭珞嘲盎和样，j铜琶材料的基础上分析了粤北八宝 j目然保护医森林群落的组成和瞎曲 

特 正，八宝山森林群落外貌终年常绿 群落的区系组成以亚热带的科属为主．优势科为壳 耳 科、 

山荼科、樟科、术兰科、金缕梅科、安息香科、五列术科、杜英科、杜鹃 花科、松 科、冬 青 

以厦交让术科 优势种亦大部分由这些科的种类组成。群搭f 腑径 ≥2 cin的个体密度 为 3377棘 

／hmz，平均距离为1．62 m 群落的垂直分化比较蹰显，乔木层一般可分为 2～ 3亚层。第 1亚层 

高16—22 m；第 2亚层高10～16 m；第 3亚层高 5--10 131。 藩缺乏板根现象和大型末质藤奉． 

附生 植物也不发选．表现出巾亚热带森林的特色。 

关键词八皇 冒然I吊护区 至望皇 型兰 生堑 林 君 

FLORISTIC C0MP0SlT10N AND STRUCTURAL CHARAeTERISTICS 

OF FOREST C0MMUNITIES IN BABA0SHAN NATURE 

RESERVE， NORTH GUANGDONG 
．  

， 

Sn ZM yao，Chen Boigaang and Gu Yankun 

(Laboratofy of Fo restry Ecology．South China Agricultu re[University．Guangzhou jl06 12) 

Abstr=ct Based on the data 0b坛 ed from ~am pled sa 7Veyro in the field work
， tlori— 

stie composition and atrnctural c~．aracteristics of for(st commun!．ties in Babaoshan 

Nature Rea3rve is analyzed． Forest com m,mities ic this region are dcminated by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famines， with an evergresn phy~iognomy． The dominant 

famines are Fagaceae，Theaeeae，Laureeeae，Magnoliz ccee，t／amamelidaceae， Styraca— 

ceae，Pentaphylacaceae，E1ae0carpaceae，Ericaceae，Pinaceae AqBit0liaceae and Daphni— 

phyllaceae， The densi：Y of irdividuals(DBH≥2cm)in forest is 3377／i m2， and 

average distance is 1．62 m ． Vertical stratification of the communities is relatively 

Conspicuous，2 to 3 sub—layers in the tree—layer can be easily distinguiahed，with the 

height of 16~ 22m in the first sub—layer， 10— 16m in t e SeCO1 d sue—layer and 5一 lOm 

in the third sab—layer． The forest lacks hrge buttresses and woody mega—lianas 

whi ch are typieal of tropical rain forest and even lower sub—tropical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And epiphytes are infrequent． In this respect， the forest of 

Babao~han Nature Resorve shows some f(atures of a temperate forest． 

Key words Babaoshan Nature Reserve；fbristie composition：con3iIlll nity structure 

丰文是南岭国家自然保护区森钵系刊研究的内容{ _．广东省羊}委、广东省抖业厅和乳阳林业局给予了太力支持。 

野外工作得到了肖绵韵高级工程师的热情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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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 苏志尧等：粤北八宝山森林群落的组成和结构特征 

t 自然条件 

粤北八宝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南岭山地广东部分的中段，处予新设立的南岭国家缀自拣保 

护区的核心地带。保护区面积3301．9 11m ，地理位置约居北纬24~30 --24。48 ，东经112。56 
一 113。4 。气候属典型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据记载，该地年平 均 气温为17．7℃，最高温 

34．4"C， 最低温-3．6℃，年平均降水量1705mm，最高年份可达2495130．111。区内山峰林立， 

海拔1000 m以上的山峰有30余座，其中石坑崆海拔1902 m，为广东省的最高蜂·! 

该区的水平地带性土壤为红壤，随海拔高度的不同而出现某些变化，海拔700 m以下为山 

地红壤，海拔7O0—90O m为山地黄红壤，海拔900--1500 m为山地黄壤， 海拔1500--1800 m 

为山地表潜黄壤j海拔1800 m以上为山地灌丛草旬土。 ． 

与该区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及多种多样的小生境相适应，该区发育着常缭阔叶林和原生 

性较强的常绿针叶秫，森林茂密，群落类型多样。 

表 l 八宝山自然保护区样方植物的区系组成 

2 研究方法 
： 

以线路调查为基础，在有代表性的地段分别设置样地，共设44个10 m×10 m的样方进行 

调查，记录样 中胸径≥2∞ 的所有植株l再分别在每个1o mx¨ m样方内四角设置 弹 

×2 m的小样毒，进行林 植物谰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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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主要记录 内容包括：生境条件 (海拔高度，坡度、坡向 等 )、种 名、胸 径、树 

高 冠嚼等，并估测郁闭度。 

3 植被的区系组成 

植被的区系组成是最重要的群落学特征，它决定着群落的外貌和结构I而调查样地群藩 

的区系组戚是该地植被区系成分的一个缩影。~44+1o m×10 m的样方调查资料统计，胸径 

》2∞1的植物共有123种1488株个体，它们分别隶属于44科73属。共中被予植物41科69属， 

裸子植物剐仅见8科，即松科 (Pinaeeae)、 罗汉松辩 (1 o∞rpaceae)以及柏科 ((jup- 

pressem~e)。共含 4属 (表 1)。 

，  在组成样方区系成分的各个科中，按科的重要值 (科的重要值为科内各种群 重 要 值 之 

和)大小排列，壳斗科、山茶科，樟科，木兰科 叠缕梅科、安息香科、五 列术 科 杜 英 

科、 杜鹃花科、 橙科、 冬青科以及交让术科的重要值总和达258．19， 占各科 重 要 值 总 

和的86．1％，显然．这12个科是八宝山植被 中的优势科，而其中尤其是壳斗科， 重 要 值 达 

101．84，在植被中占鲍对优势。在这12个优势科中，除松科和杜鹃花科外．其他各科的分布 

区主要巢中在亚热带的基带。壳斗科、山茶科，垒绩梅科、樟科，杜英科、冬青科以及木兰 

辩是亚热带植被的代表科，这些科的种类是构威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重要成分”，”， 这就 

决 定 了在 区系组成性质方面，八宝山植被与处于南亚热带的鼎湖山及黑石顶的 常绿 闼叶 

林 ·，·】是近似的。热带性较强或温带性较强的科虽然都见出现，但其重要值都比较 低。热 

带性较强的科台羞草科、大戟科 楝科，梧桐科、芸香科等各科的重要值均较低，样方中仅 

见其少量属种，胸径≥2 cⅢ的个体数也不多，建点与山地雨林有着重要的区别 }而温带 

性较强的科撩术科、桦术科、槭树科以及胡桃科的重要值同样程低，种类贫乏，在样方中也 

只见少数的个体，这点表明八宝山的植被与温带落叶闼叶林 ：在区系组成 上 有很 大 的 区 

别。 

表2弼出了八宝山自然保护区森林群落主要种群的重要值。从表中可以看出，八宝山森 

林群落的种类优势现象已相当明显，占样方植物种致20．3 的这25个主要种群代表着样方中 

的897株个体，占样方植株总数的60．4o，，它们的重要值总和则 占全部样方种群重要值 总 和 

的58．9％，这种特征有别于优势种通常不明显的热带雨林。另一方面，八宝山森林群落中的 

优势种类相对比较丰富，群落类型多样，不同的群落类型拥有不同的优势种类}而在温带藩 

叶萌叶椿 优势种类一觳比较集中，优势程度更为突出 】。这点在一个德面反映出处 于 

中亚热带的八宝山自然保护区水热条件耜对更优越，植被中不同的优势种类得以共享资源， 

充分发展。 

4 群落外貌 

八宝山的植被类型多种多样，森林植被主要有常绿阁叶林和常绿针叶林，其中常绿阔叶 

林又有典型常绿闼叶林、中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中亚热带山地常绿龋叶落叶闼叶混交林 

虞山硬阔叶矮林等各种类型。整个森林群落的外貌春天里墩绿色，夏天呈墨绿色，秋冬勉f里 

藏绿色，并在一些地段不规则地点瓤着一些荚黄色的斑城，它们由群落中混生的少数落叶种 

类形成。群蒂中的植 齄大多藏是常绿的。群落的都密炭迭O．7一O．85，有些群落可选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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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 苏志尧等：粤北八宝山森林群落的组成和结构特征 

-- 1．0。群落中的乔木层平均高一般为10一l8 In,有少数超过20 m甚至超过30 m的J山顶矮 

林平均高5--8 m。群落中的乔术层分层比较明显，一般可分为8层，树冠不连续，远看呈 

赦状起伏。 

表2 八宝山自然保护区样地群蔫主要种群的重要值 

板报现象是热带森林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使在鼎湖山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板根现 

象也比较普遍 ” 而在八宝山森林群落中，板根现象非常罕见。在海拔 1000 m以下 的沟 

谷，才觅到薯豆杜英 (E|aeocarpu~japonicu$)及米锥(Ca$ianop$i$carIesii)等 少数 种 

类有较弱的板根，每支板根的高度均在1．0 m以下，且每株仅可见 1—2条板根，这是 有 别 

于热带雨林和南亚热带常绿闶叶林的一个重要特征。 

5 群落结构 

5．1 肆瘩的水平|宣构 

群藩的水平结构是指群落中的物体在地面上的分审情况，可从多度和密度、频度以及盏 

度和显著度几方面去说明 

5．1．1 多度和密度 

谰毒样地中共出现l486株鞠径≥2 cm豹立木，它们分别属于44科73屠l23种，平均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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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抱有34株立术。但个别样地立l术数量相差较大，如位于石坑垃西南坡的第B号样地有 

磉耷体，丽位于漂三电站旁的39号样地只有l9株个体。 
密度是指单位面积上植物的株鼓，它是反映植物水平散布特怔的一个重要指标，由密度 

的定义，还可以算出檀株的平均距离。公 表3 八宝山森林群落不同径级个体的密度和平均距离 

式如下 

D(密度)=N(个体数)／8(样地面积) 

L(平均距离)=,／S／N-d (立 木的平 

均胸径) 

样方中立术的平均胸径为10．5 cm，因 

此可算出样地内 立 术 密 度 为t D=3377 

株／hm ，平均距离L=1．62 Eta。 

这样的总体密度是相当高钓 。表 8按 

样方植物的不同胸径级来计算个体的密度 

和平均距离。 

由表 3可知，八宝山森林群落小径级 

的个体密度相当大，随着径级的增大，密 

度锐减，面平均距离迅速增加，尤其是在 

胸径≥32 cm的时候 由于树木的胸径与年 

龄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因此，从表8可知 

八宝山森林群落中，以低龄种群 占优势， 

群落处于发展和增长的过程中 

5,1．2 朔度 

鲠度是指一个种在特定地区的样地中 

出现的机会。该指标反映了种在该地段水 

平分布的均匀性，以某种植物出现的样地 

教占罚查样地总数的百分数来表示。 

表 4 八宝山森林样方植物在各额度级的骨布 

额 度 。 嚣 。 曼嚣 三器 嚣 曼‰ 
种类 比例 83．O 12．3 2．5 2．2蟛 0 

表5 八宝山森林样方植物总胸高断面积>o．5m。舶种群 

种 名 总胸面积 (瑚 ) 

扛背锥 Castanopsis~argesli 

米链 Cast姐0 js cariesii 

硬斗稠 Lithoear~us haneei 

木荷 $~~tima saperha 

广东松 Piuus kwangtUngettsis 

甜锤 Castanopsis e~crei 

白栎 ( erc gl$fabri 

五 列术 Peataphy[ax euryoidsc 

山桐子 Idesia pr*lyearpn 

青 冈 Cyd曲 alanD9s1s glauca 

长苞铁杉 T~uga long]bracteu~a 

阿丁扭 2~tingia ehineasis 

光皮树 Cornus霄 1son]ana 

拟赤杨 Alniphyll~皿 fortune] 

袭 4按Raunkiaer的频度系数分级列出八宝山森林群落样方植物种类各个频 度 级 的 分 

布。结果表明，这种分布规律与R nki r的标准频度定律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 可 能 

是与处于中亚热带的八宝山自然保护区条件较为优越，生境多样，种类组成繁多，个体分市 

均匀有关。 

5．1．3 盖度和显著度 

盖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印投影盖度和基部盖度，投影盖度反映了植物所 占有的水平空 

间和同化面积的大小，可由实测的冠幅数据面算出。八宝山森林群落主要层植株冠幅平均可 

达 4m×5m， 优势种的冠幅可达 5m×G j某些大树如红背锤 (Castanopsis／argesii) 

冠幅达 9mxl0m，白背锥(Castanopsis cartesii V&E spinuloas)冠幅达l1 122x12m。 对于 

树术来说，基部盖度 即朐 高蜥 面积。某一树种的胸高断面积与样地 内全部树木的总断面积之 

比称为相对显著度，也称相对优势度，它是j智成重要值的一个重要成分，这点在表2所列的 

倪势种群重要值中8有反映。表 5列出的是八宝山森林群落中，样方植物总胸高断面积大于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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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m 的种群。 

5．2 群篙的垂直结构 

垂直结构是指群落中植物在垂直空间上的配置状况，反映出群落对自然条件尤其是对光 

照、温度和湿度的和J用。八宝山森林群落的垂直结构特征可通过成屡现象和层间植物去揭示。 

5．2．1 成层现 象 

八宝山森林群落可以报容易地分出3个基率层次，即乔术层、灌术层以及草本苗木层。 

乔术层又有较明显的层次分化，通常有2— 3个亚层。具8个乔木亚层的群落，乔木第 1亚 

层高1 6～22m，组成种类不多，主要以壳斗 科 的 红 背 锥、米 锥、狗 牙 锥 (Castanopsiz 

lamonHi)，金 缕梅科的阿丁棍、术兰科的香叶树 (Tsoongiodendron odorum) 山茱萸科 

的光皮树等占优势。在某些群落中，上层乔术树种的高度可超过30 m。乔木第 2亚层高10— 

16 m，种类组成复杂，包括了构成八宝山森林群落的大部分热带亚热带种类，如五列木 杨 

桐 (Adinandra millettii)，本荷、罗浮锥 (GaslahOpSis fabri)， 交让木 (Daphn hyl- 

lure macropodum)、金叶含笑 (Michelia foveolata)、猴欢喜 (Sloanea sinensis)等， 

第 3亚层高 5--10m，种类组成相对较单调，主要由第 1和第 2亚甚的小乔术组成。 

灌木层高 1～ 5 m， 大部分由乔术的幼树组成， 真正舳灌木种类不多，包括冬青 (Ilex 

spp．)， 杜鹃 (Rhododendron spp．)、 山矾 (Symptocos spp．)、 二列叶柃 (Eurya 

disfiehophyKc)，五月茶 (Anlidesma japonica)。 

草本和苗木层高 1m以下。 据176个 2m×2m的样方资料统计， 草本茵术层共 出现1 96 

种植物，其中真正的草木植物71种，藤本植物1G种， 乔灌木层的幼苗1 09种。 草本植物主要 

由莎草科 (Cyperace~o)、百合科 (Li]iaceae)、虎耳草科 (SaMfragace~e)的种类 以及 

蕨类植物组成。常见种类有高杆珍珠茅 (Scleria ferrestl is)、大 苔草(Carex 8caposa)、 

纤花耳草 (Hedyotis tenelliflora)，虎耳草(Saxifraga siolonifera)、铁线蕨(Adiantum 

vapillus—ocne~‘is)、江南星蕨 (Microsorium fortunei)等j藤本植物不 多， 主要有瓜馥术 

(Fissisligma oldhami)、葜 (Smilax china)、三叶术通 (Akebia trifoliata)， 小花 

青藤 (Illigera parviflora)、羊角藤(Morinda umbellafa)等。在率层q1占有很太多度曲是 

乔、灌木层中的幼苗，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乔术层 船优势种和共优种 (裘 2)的幼茸。 

5．2．2 层问植 物 

八宝山自然保护鹾森林群落的层问植物不发达。缺乏热带雨林中那种木质大 藤 木。I76 

个 2m×2m的样方中仅见1 6种藤本植物，均为草质藤率致小型木质藤枣。 附 生 植 物 电罕 

见，主要是苔藓、蕨类以及兰科 (Orchidaceae)的个别种类，如石子藤 (Lycopodi“ 一 

suarinoides)、翠云草 (SelagineHa ut~．cinolla)、细茎石斛 (Dendrobium moniliformF)、 

广东石豆兰(Bulbophyllum kwanflun：TensP)、凰叶石豆兰(Butbophyllum drymo#losum)等 

与有丰富层i珂植物n 热带雨林和南亚热。- 常绿闹叶林相比．几蛊⋯的森林群落结构柑对简 。 

6 讨论和 结论 

6．1 八保山自然保护区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 ，水热条件鞍为优越， 与之棚适『 ， 植撕 

群落类型多样，组成种类繁多，结构较为复杂。乔术层明显分成 2— 3亚层，优势种类明显。 

6．2 植被的区系组成以亚热带成分占优势。主要优势科和代表科是壳斗科、山茶科、樟科、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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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辩．盘缕撺科、安息香科、五到术科 杜英科，杜鹃花科、松科，冬青科以及变让术科。 

这些科的主要分布区基本上都在亚热带或热带至亚热带。杜鹃花科虽然有较强的温带特色， 

但其属种在亚热带山地大量分布。上述各科的许多种类是该区森林群落的优势种 区系组成 

上的逸种亚热带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八宝山自然保护区砸热带常绿阔叶林∞外貌和结构 

特征。 

．3 群落外貌终年常绿，但在秋冬季 ，一些地段上的群落稀琉地点缀着一些灰黄色的斑块， 

它们是落叶树种所形成的景观，反映出该区森林植被与温带落叶阔叶林在区系组成上有一定 

的联系。 

6．4 八宝 山自然保护区森林茂密，根据样方调查材料计算，胸径≥ 2 om的个体密度为3~．77 

榇／hm ，平均距离为1．62 119。个体的密度随径级的增加而锐减。个体数量在各径 级的分布 

表明，低径级 (低龄 )种群占优势，群落处于发展和增长的过程中。 

6．5 从成层现象来说，八宝山森林群落与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柑似I但该区森林群落 层 闯 

植物不发达，这点有别于热带雨林和南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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