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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大山山地常绿阔叶林群落物种组成与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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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广西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ꎬ 广西 来宾 ５４６１００ꎻ ４.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ꎬ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２ꎻ
５. 防城港市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ꎬ 广西 防城港ꎬ ５３８０００ )

摘　 要: 十万大山是广西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之一ꎬ其主要植被类型是山地常绿阔叶林ꎮ 为了解区域内山

地常绿阔叶林的群落现状及优势种群结构的发展现状ꎬ该文以十万大山山地常绿阔叶林 １ ｈｍ２固定监测样

地中胸径(ＤＢＨ)≥１ ｃｍ 的木本植物为研究对象ꎬ分析其物种组成、径级结构、树高结构并用 ｇ( ｒ)函数分析

优势种的空间分布格局ꎮ 结果表明:(１)群落中 ＤＢＨ≥１ ｃｍ 的木本植物共计 ７ ５１７ 株ꎬ隶属 ５２ 科 １０８ 属 １５３
种ꎻ群落的优势种有云南桤叶树(Ｃｌｅｔｈｒ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银木荷(Ｓｃｈｉｍ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毛折柄茶(Ｈａｒｔ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红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黄杞(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罗伞树(Ａｒｄｉｓｉａ ｑｕｉｎｑｕｅｇｏｎａ)、鼠刺( Ｉｔ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腺
叶山矾(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ａｄ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假杨桐(Ｅｕｒｙａ ｓｕｂｉｎｔｅｇｒａ)、毛冬青( Ｉｌｅｘ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ꎬ但优势种的优势地位不明

显ꎮ (２)群落整体平均 ＤＢＨ 为 ５.５１ ｃｍꎬ径级、树高分布呈近似倒“Ｊ”型ꎻ优势种的径级分布多呈倒“ Ｊ”型或

“Ｌ”型ꎬ群落有较强的更新能力ꎮ (３)群落优势种稳定共存ꎻ优势种在样地中呈聚集分布ꎬ但优势种间聚集

分布的位置有差异ꎮ 总体而言ꎬ群落目前更新状态良好ꎬ群落中已有顶极群落优势种的存在ꎬ但群落具有一

定的次生性特征ꎬ还未到达稳定的顶极群落状态ꎬ优势种间能稳定共存ꎬ有向稳定顶极群落演替的潜力ꎬ应
继续加强管护ꎬ促进十万大山山地常绿阔叶林群落的更新与生存ꎮ
关键词: 山地常绿阔叶林ꎬ 物种组成ꎬ 径级结构ꎬ 空间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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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ａ ｆｉｘｅ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ｏｆ １ ｈｍ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ｗａｎｄａｓｈａｎ.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ＤＢＨ) ≥ １ ｃ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ꎬ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ꎬ ｔｒｅ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 (１)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７ ５１７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ＢＨ ≥ １ ｃ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５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ꎬ １０８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１５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Ｃｌｅｔｈｒ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ꎬ Ｓｃｈｉｍ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ꎬ Ｈａｒｔ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ꎬ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ꎬ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ꎬ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ｑｕｉｎｑｕｅｇｏｎａꎬ Ｉｔ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ꎬ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ａｄ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ꎬ Ｅｕｒｙａ ｓｕｂｉｎｔｅｇｒａꎬ Ｉｌｅｘ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 ( ２)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Ｂ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ａｓ ５.５１ ｃｍ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ｗａ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 Ｊ”
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ａｓ ｍｏｓｔｌｙ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Ｊ” ｏｒ “Ｌ” ｓｈａｐ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ａ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ｒｅｅｓꎬ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ｅｌｆ￣ｒｅｎｅｗ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ｄ ｓｔａｂ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ꎻ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ꎬ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ꎬ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ａ ｇｏｏｄ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ｌ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ａ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ｔｏｐ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ａｎ ｃｏｅｘｉｓｔ ｓｔａｂｌｙ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ｉｎｈｅｒｉｔ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ｔｏｐ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ｗａｎｄａ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ꎬ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ꎬ植物群落是森

林生态系统的生产者ꎬ在维持系统稳定与发展上

的作用尤为重要 (钱海源等ꎬ ２０１８ꎻ俞月凤等ꎬ
２０１９)ꎮ 植物群落两个最基本的特征是物种组成

和群落结构ꎮ 物种组成是群落形成的基础ꎬ年龄

结构可以判断种群更新能力、生长现状、种群动态

和群落演替趋势ꎻ群落结构是群落更新状态体现

的是不同个体之间的配置情况及与环境的相互关

系的反映(赵广东等ꎬ２０２１)ꎮ 研究物种组成与群

落结构可以揭示物种多样性的形成与维持机制ꎬ
为群落的时空动态格局变化提供理论依据(Ｌｏｒｅａ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ꎮ 种群空间分布格局是种群个体在

群落生境水平上的分布或配置状况 ( Ｅｄｕａｒｄ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是群落结构与物种共存的关键ꎬ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了群落空间上的动态变化ꎬ反映了

动态变化与演替趋势(Ｋｕｂｏｔ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ꎮ 群落

物种组成、生物多样性及结构可以有效地反映一

个群落的稳定程度、种间关系和环境对物种生存

与生长的影响(赵广东等ꎬ２０２１)ꎮ 因此ꎬ在研究物

种更新、群落演替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等方面有重

要作用ꎮ
广西南部的十万大山地处北热带与南亚热带

交汇处ꎬ保存面积较大的常绿阔叶林ꎬ蕴含着丰富

的生物资源ꎬ是我国热带地区重要的基因库与水

源涵养林(张德楠等ꎬ２０１６)ꎻ受海拔、土壤、气候、
水分条件等环境因子的综合影响ꎬ其植被类型复

杂多样ꎬ有典型的季雨林、沟谷雨林ꎬ还有发生在

垂直带上的山地常绿阔叶林和山顶矮林ꎬ但由于

长期的人为干扰ꎬ现存的常绿阔叶林多为次生林

(谭伟福等ꎬ２００５)ꎮ 此前ꎬ关于十万大山的研究更

０３８ 广　 西　 植　 物 ４４ 卷



多关注的是其丰富的植物资源(和太平等ꎬ２００４ꎻ
魏倩倩等ꎬ２０１８)ꎬ对其森林群落特征鲜有报道ꎮ
近年来ꎬ我国基于固定动态监测样地分析群落的

物种组成、区系成分、群落结构与动态等方面有大

量研究ꎮ 浙江的古田山(祝燕等ꎬ２００８)ꎬ福建的武

夷山(丁晖等ꎬ２０１５)ꎬ云南的哀牢山(温韩东等ꎬ
２０１８)ꎬ广东的鼎湖山(叶万辉等ꎬ２００８)和车八岭

(吴 智 宏 等ꎬ ２０２１ )ꎬ 广 西 的 猫 儿 山 ( 竺 琳 等ꎬ
２００９)、大明山(朱宏光等ꎬ２０１１)、九万山(彭玉华

等ꎬ２０２０)和岑王老山(梁洁洁等ꎬ２０２０)等均建立

了永久性的固定动态监测样地ꎬ这些研究的对象

基本上是保存较为完好的原生性或恢复年限较长

的老龄常绿阔叶林ꎮ 山地常绿阔叶林是十万大山

地区的主要植被类型ꎬ其物种组成与群落结构与

邻近地区有何差异ꎬ群落现状与发展趋势如何ꎬ这
些问题是开展区域自然保护的基础ꎮ 基于此ꎬ本
研究以广西大学联合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参照 ＣＴＦＳ 森林监测技术规范建立的十万

大山山地常绿阔叶林固定动态监测样地为研究对

象ꎬ通过对样地群落的物种组成与生物多样性、径
级结构、树高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特征进行分析ꎬ
比较群落物种组成、结构与原始林或老龄林的差

异性ꎬ旨在阐明十万大山山地常绿阔叶林群落与

植物种群发展现状、自然更新能力及未来发展

趋势ꎮ

１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十万大山地处广西南部ꎬ濒临北部湾海岸ꎬ最
高峰海拔 １ ４６２ ｍꎬ是广西南部的最高山地ꎬ属于

北热带季雨林气候区ꎬ冬季短夏季长ꎬ季风气候明

显ꎬ雨热同季ꎬ干湿季节明显ꎬ是广西南部重要的

气候分界线(谭伟福等ꎬ２００５)ꎮ 研究区域年均气

温 ２６ ℃ꎬ１ 月平均气温 ６ ℃ꎬ７ 月平均气温 ３３ ℃ꎻ
年均降雨量 ２ ６００ ｍｍꎬ降雨量集中于 ６—９ 月ꎬ７ 月

最多ꎮ 该区域土壤类型有赤红壤、山地红壤、山地

黄壤ꎬ植被类型有沟谷雨林、季雨林、山地常绿阔

叶林、山顶矮林(谭伟福等ꎬ２００５)ꎮ
１.２ 样地概况

在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ꎬ经踏查于

扶隆镇白石牙水库附近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区

域布设样地ꎬ样地为正方形ꎬ面积 １ ｈｍ２ꎬ样地中心

坐标为 １０８°０１′０２.７１″ Ｅ、２１°５１′５７.７９″ Ｎꎮ 样地海

拔由东北向西南逐渐升高ꎬ最低海拔 ４１０.００ ｍꎬ最
高海拔 ５１３.１８ ｍꎬ海拔高度差为 １０３.１８ ｍꎬ样地地

形图如图 １ 所示ꎮ 样地内土壤为砂页岩发育的山

地红壤ꎬ林下凋落物层厚度 １ ~ ２ ｃｍꎮ 群落外貌为

终年常绿ꎬ郁闭度 ０.７ ~ ０.８ꎬ垂直结构可分为乔木

上层(高度 １０ ~ １５ ｍ)、乔木下层(高度 ５ ~ １０ ｍ)、
灌木层(高度 ２ ~ ５ ｍꎬ覆盖度 ６０％ ~ ８０％)和草本

层(高度 ２ ｍ 以下ꎬ覆盖度 ２０％ ~ ３０％)ꎬ群落中藤

本植物和附生植物较少ꎮ
１.３ 样地设置与调查方法

参照 ＣＴＦＳ 森 林 监 测 技 术 规 范 ( Ｃｏｎｄｉｔꎬ
１９９８)ꎬ以样地西南角为原点ꎬ把样地分成 ２５ 个 ２０
ｍ × ２０ ｍ 的样方ꎬ每个样方再分为 １６ 个 ５ ｍ × ５
ｍ 的小样方ꎮ 调查样方中胸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ꎬ ＤＢＨ)大于 １ ｃｍ 的所有植株并编号挂牌ꎬ
记录其种名、ＤＢＨ、高度和相对坐标ꎮ
１.４ 研究方法

通过计算物种的相对显著度、相对密度、相对

频度ꎬ获得各物种的重要值(叶万辉等ꎬ２００８)ꎬ重要

值＝(相对显著度＋相对密度＋相对频度) / ３ꎮ 参照

丁晖等(２０１５)对常见种、偶见种、稀有种的划分:多
度大于 １０ ｐｌａｎｔｓｈｍ￣２为常见种ꎻ２~１０ ｐｌａｎｔｓｈｍ￣２

为偶见种ꎻ小于 １ ｐｌａｎｔｓｈｍ￣２为稀有种ꎮ
参考徐学红等(２００５)对不同生活型植物的径

级划分方法将群落木本植物划分乔木、小乔木或

灌木 ２ 类ꎬ再各分为 ４ 个径级ꎮ 乔木:１ ｃｍ≤ＤＢＨ≤５
ｃｍ、５ ｃｍ <ＤＢＨ≤１２. ５ ｃｍ、１２. ５ ｃｍ <ＤＢＨ≤２２. ５
ｃｍ、ＤＢＨ>２２.５ ｃｍꎮ 小乔木或灌木:１ ｃｍ≤ＤＢＨ≤
２.５ ｃｍ、２.５ ｃｍ<ＤＢＨ≤７.５ ｃｍ、７.５ ｃｍ<ＤＢＨ≤１２.５
ｃｍ、ＤＢＨ>１２.５ ｃｍꎮ

空间分布格局用 Ｒｉｐｌｅｙ’ ｓ ｇ( ｒ)函数分析(何
增丽等ꎬ２０１７)ꎬ使用 Ｒ 软件的“ ｓｐａｔｓｔａｔ”包ꎬ尺度

０ ~ １００ ｍꎬ步长为 １ ｍꎬ基于完全空间随机模型

(ＣＳＲ)对群落的优势种的种群分布格局进行分

析ꎬ通过 ９９ 次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 随机模拟ꎬ分别利用模拟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生成上下两条包迹线ꎬ计算

９５％的置信区间ꎮ 若实际分布的 ｇ( ｒ)值落在包迹

线内ꎬ为随机分布ꎻ若在包迹线之上ꎬ则为聚集分

布ꎻ若在包迹线之下ꎬ则为均匀分布ꎮ
全部统计分析与绘图均在 Ｅｘｃｅｌ 和 Ｒ ４.０.５ 软

件中完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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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物种组成及其多样性

２.１.１ 优势科组成 　 群落中 ＤＢＨ≥１ ｃｍ 的木本植

物共计 ７ ５１７ 株ꎬ隶属 ５２ 科 １０８ 属 １５３ 种ꎮ 物种

优势度较大的科有樟科(６ 属 １８ 种)、大戟科(９ 属

１１ 种)、茜草科(９ 属 ９ 种)、山茶科(６ 属 ９ 种)、冬
青科(１ 属 ６ 种)、蔷薇科(５ 属 ６ 种)、桑科(２ 属 ６
种)ꎮ 群落总胸高断面积为 ３０.８７ ｍ２ｈｍ ￣２ꎬ重要

值排名前 １０ 科的个体数、重要值和胸高断面积分

别占总的 ７４. ９４％、７２. ７３％和 ７５. ６２％ꎮ 由表 １ 和

图 ２ 可知ꎬ山茶科、樟科、壳斗科是群落优势科ꎬ其
重要值、多度、累计胸高断面积大ꎬ种类多ꎮ 茜草

科和冬青科虽然重要值小ꎬ均不超过 ４ꎬ但物种数

较多ꎻ桤叶树科仅 １ 种ꎬ但重要值较大ꎬ这些科是

群落的次优势科ꎮ
２.１.２ 物种组成　 重要值前 １０ 的物种是乔木树种

银 木 荷 ( Ｓｃｈｉｍ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 毛 折 柄 茶 ( Ｈａｒｔ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 红 锥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 )、 黄 杞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腺叶山矾 (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ａｄ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ꎬ小 乔 木 或 灌 木 树 种 云 南 桤 叶 树

(Ｃｌｅｔｈｒ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罗伞树 (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ｑｕｉｎｑｕｅｇｏｎａ)、
鼠刺( Ｉｔ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假杨桐(Ｅｕｒｙａ ｓｕｂｉｎｔｅｇｒａ)、毛
冬青( Ｉｌｅｘ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表 ２)ꎬ上述物种占总重要

值、多度和总胸高断面积的 ４４. ６４％、４８. ８０％ 和

５０.７０％(表 ２、图 ３)ꎮ 由表 ２ 和图 ３ 可知ꎬ云南桤

叶树、银木荷、毛折柄茶、罗伞树个体数较多ꎬ占总

多度的 ３１.７４％ꎮ 其中ꎬ云南桤叶树个体数最多ꎬ
共有 ８０９ 株ꎻ红锥、黄杞个体数较少ꎬ但平均 ＤＢＨ
较大ꎬ在胸高断面积上占有优势ꎮ 这些种是群落

的共建种ꎬ一起构成了十万大山山地常绿阔叶林ꎬ
其间的重要值相差不大ꎬ群落中没有绝对的优

势种ꎮ
２.１.３ 物种多样性 　 对群落物种多样性进行分析ꎬ
经计算得出各指数分别为物种丰富度指数 ( Ｓ)
１５３、辛普森多样性指数(Ｄ)０.９６３、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Ｈ)３.８７３、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Ｐ)０.７７ꎮ 对群

落物种的数量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可知ꎬ群落中稀

有种和偶见种数量较多ꎬ物种数占比 ５０.３２％ꎬ其
中稀有种有 ２４ 种ꎬ偶见种有 ５３ 种(表 ３)ꎬ可见十

万大山山地常绿阔叶林的物种丰富度较高ꎬ群落

物种优势度不明显ꎮ

２.２ 结构特征

群落木本植物平均 ＤＢＨ 为 ５. ５１ ｃｍꎬ红锥

ＤＢＨ 最大ꎬ为 ４０.８ ｃｍꎻ群落中 ＤＢＨ>３２.５ ｃｍ 的个

体仅有 ８ 株ꎮ 以 ＤＢＨ １ ｃｍ 为一个径级ꎬ树高 １ ｍ
为一个高度级ꎬ分析群落的径级和树高结构ꎬ由图

４ 可知ꎬ群落的径级和树高结构均呈近似倒“Ｊ”型ꎮ
从径级结构上看ꎬ群落以 １ ｃｍ≤ＤＢＨ≤５ ｃｍ 个体

数量最多ꎬ共有 ４ ６３３ 株ꎬ占总个体数的 ６１.６３％ꎻ
５ ｃｍ<ＤＢＨ≤１２. ５ ｃｍ、１２. ５ ｃｍ <ＤＢＨ≤２２. ５ ｃｍ、
ＤＢＨ> ２２. ５ ｃｍ 的个体数占比分别为 ３０. ２８％、
６.８５％、１.２４％ꎮ 可见ꎬ群落以小径级木本植物占

绝对优势ꎬ处于正常生长状态ꎮ
群落垂直成层明显ꎬ群落木本植物树高( ｔｒｅｅ

ｈｅｉｇｈｔꎬ ＴＨ)数量分布以 ＴＨ≤５ ｍ 个体数最多ꎬ共
计 ４ ５８３ 株ꎬ占总个体数的 ６０. ９７％ꎻ５ ｍ<ＴＨ≤８
ｍ、ＴＨ>８ ｍ 的个体数分别为 ２ １１３ 株、８２１ 株ꎮ 乔

木上层平均树高约 １２ ｍꎬ优势种较为明显ꎬ红锥、
黄杞占优势ꎻ乔木下层平均树高约 ８ ｍꎬ常见种有

银木荷、黄杞、红锥、毛折柄茶、黧蒴锥(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ｉｓｓａ)、黄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ｘｙｌｏｎ)等ꎮ 灌木

层(ＴＨ≤５ ｍ)主要以小乔木、灌木或乔木的幼树

组成ꎬ常见种有云南桤叶树、罗伞树、银木荷、假杨

桐、毛折柄茶、毛冬青ꎮ
以不同的径级划分标准ꎬ分析优势种的径级

结构(图 ５)ꎬ可归为 ４ 种类型:(１)倒“ Ｊ”型ꎬ以径

级Ⅰ的个体数最多ꎬ随径级递增个体数逐渐减少ꎬ
这类树种更新个体丰富ꎬ树种天然更新较好ꎬ如腺

叶山矾ꎻ(２)“Ｌ”型ꎬ以Ⅰ、Ⅱ径级为主ꎬⅢ、Ⅳ径级

缺失或数量极少ꎬ如银木荷、罗伞树、毛冬青ꎻ(３)
“泊松”型ꎬ它们多为次林层的优势种ꎬ以径级Ⅱ为

主ꎬ缺乏大径级个体ꎬ如云南桤叶树、毛折柄茶、鼠
刺、假杨桐ꎻ(４)线性分布型ꎬ种群结构稳定性介于

倒“Ｊ”型和“泊松”型之间ꎬ此类树种为主林层的优

势种ꎬ各径级数量变化不大ꎬ径级分布图近似线

型ꎬ存在更新个体不足以补充到大径级的可能性ꎬ
如红锥和黄杞ꎮ
２.３ 优势种的空间分布格局

对群落优势种进行空间分布格局分析(图 ６、
图 ７)ꎬ发现云南桤叶树和银木荷的聚集程度明显

高于其他物种ꎬ云南桤叶树、银木荷、毛折柄茶、鼠
刺、腺叶山矾在 １ ~ ２５ ｍ 尺度上聚集分布ꎬ假杨桐

在 １ ~ １７ ｍ 尺度上聚集分布ꎬ红锥、黄杞、罗伞树在

１ ~ １１ ｍ 尺度上呈聚集分布ꎬ 毛冬青在 ２ ~ １５ ｍ、

２３８ 广　 西　 植　 物 ４４ 卷



图 １　 样地地形图
Ｆｉｇ. １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ｏｔ

图 ２　 木本植物重要值前 １０ 科的累计胸高断面积
Ｆｉｇ. ２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ｏｐ １０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２０ ~ ２５ ｍ 尺度上聚集分布ꎬ其余尺度随机分布ꎮ
云南桤叶树和银木荷在样地的西南侧较高海拔区

域聚集分布ꎬ而红锥、黄杞、罗伞树分区趋向样地

东北侧较低海拔区域ꎬ毛折柄茶聚集分布于样地

中部ꎬ鼠刺聚集分布于样地西侧ꎬ腺叶山矾在样地

西北方向中高海拔区域有聚集分布ꎮ 综上所述ꎬ
优势种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聚集分布ꎬ不同树种

在样地聚集分布位置有异ꎬ树种的聚集分布差异

可能与生境条件相关ꎮ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物种组成及其多样性

十万大山研究样地群落无论是在物种多度、

胸高断面积还是重要值上ꎬ均以山茶科、樟科、壳
斗科为主ꎬ山茶科、樟科、壳斗科是群落优势科ꎬ与
我国其他常绿阔叶林主要科类相同ꎮ 十万大山山

地常 绿 阔 叶 林 研 究 样 地 的 立 木 密 度 达 ７ ５１７
ｐｌａｎｔｓｈｍ ￣２ꎬ高于岑王老山、大明山、鼎湖山、车八

岭、古田山等原生性或老龄常绿阔叶林样地ꎬ说明

群落次生性较强ꎬ处于向老龄林恢复阶段ꎬ与张田

田等(２０１９)在浙江古田山的研究结果相同ꎮ 对比

样地的物种丰富度可以发现ꎬ研究样地群落物种

非常丰富ꎬ高于同等面积的其他区域常绿阔叶林

样地ꎮ 群落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辛普森多样性

指数均大于鼎湖山、岑王老山和大明山ꎬ说明次生

林物种 α 多样性指数大于老龄林ꎮ 十万大山是我

国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ꎬ 区域内本身

３３８５ 期 姜冬冬等: 十万大山山地常绿阔叶林群落物种组成与结构特征



表 １　 木本植物重要值前 １０ 的科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ｏｐ １０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个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１ ６７１ ６ ９ １８.６５８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７１８ ６ １８ １１.００２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３３８ ２ ３ ８.７９７

桤叶树科
Ｃｌｅｔｈｒａｃｅａｅ

８０９ １ １ ７.４４８

紫金牛科
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６４２ ３ ３ ５.７０９

山矾科
Ｓｙｍｐｌｏｃａｃｅａｅ

４１０ １ ４ ５.５８９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１５３ １ １ ４.３９７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３４８ ９ ９ ３.９６７

山榄科
Ｓａｐｏｔａｃｅａｅ

２５５ ４ ４ ３.９２１

冬青科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２８９ １ ６ ３.２４６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１ ８８４ ７４ ９５ ２７.２６６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７ ５１７ １０８ １５３ １００.０００

物种就非常丰富ꎬ但其物种丰富度高的原因可能

还与干扰和演替阶段有关ꎮ
优势种不明显是次生林的特征ꎬ从重要值上

看ꎬ样地群落中未有重要值大于 １０ 的物种ꎬ与九

万山(彭玉华等ꎬ２０２０)和武夷山(丁晖等ꎬ２０１５)
群落结构相似ꎬ多个物种在相对密度、相对频度、
相对显著度上分散了优势种的优势度ꎬ共建种间

相互制衡ꎬ从而使得优势种的优势特征不明显ꎬ而
古田山、哀牢山、鼎湖山等老龄林均有优势地位明

显的优势种ꎮ
３.２ 群落结构特征

径级结构是能衡量群落植物群落稳定性、生
长和发育状况的重要指标(叶万辉等ꎬ２００８) ꎮ 群

落径级或树高级呈现倒“ Ｊ”型ꎬ说明群落可以实

现自我更新ꎬ有利于群落的稳定发展(温韩东等ꎬ
２０１８) ꎮ 本研究群落整体径级结构呈近似倒“ Ｊ”
型ꎬ群落 １０ 个优势种的径级数量分布多呈倒“ Ｊ”
型、“ Ｌ”型ꎬ其中 ＤＢＨ 为 １ ~ ５ ｃｍ 的个体数占总

个体数的 ６１. ６３％ꎬ群落主要以灌木树种及乔木

幼树组成ꎬ较高比例的幼龄个体有助于维持群落

动态平衡ꎬ群落自我更新能力更强ꎮ 总体上ꎬ十
万大山山地常绿阔叶林群落为“增长型” ꎬ天然更

新和林 分 发 育 良 好ꎬ群 落 种 群 能 稳 定 更 新 与

生长ꎮ

图 ３　 木本植物重要值前 １０ 种的累计胸高断面积
Ｆｉｇ. ３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ｏｐ １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从优势种空间分布格局上看ꎬ１０ 个优势种空

间分布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聚集性且表现出生境关

联性ꎮ 影响种群空间分布格局的因素较多ꎬ如生

境异质性、物种生物学特性、干扰程度等(Ｈａｒｍ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ꎻ Ｂｏｙｄ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ꎮ 不同物种在群落

中会适应一定的环境条件ꎬ占据不同的生态空间ꎬ
物种自身生物学特性、干扰程度和海拔可能是影

响十万大山群落优势种空间分布的因素ꎮ 由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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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木本植物重要值前 ２０ 的物种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ｏｐ ２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多度
Ａｂｕｎ￣
ｄａｎｃｅ

平均
胸径
Ｍｅａｎ
ＤＢＨ
(ｃｍ)

平均树高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ｍ)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

云南桤叶树
Ｃｌｅｔｈｒ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８０９ ４.３５ ４.４４ ７.４５

银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６１８ ６.３２ ５.８７ ６.９８

毛折柄茶
Ｈａｒｔ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５２７ ５.９２ ５.９１ ５.８５

红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

１１９ １５.４４ ９.０４ ４.５５

黄杞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

１５３ １３.１２ ８.４５ ４.４０

罗伞树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ｑｕｉｎｑｕｅｇｏｎａ

４３０ ２.３０ ３.２６ ３.４３

鼠刺
Ｉｔ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１４ ７.４０ ５.５６ ３.１９

腺叶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ａｄ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

２５５ ５.１１ ５.４３ ３.１３

假杨桐
Ｅｕｒｙａ ｓｕｂｉｎｔｅｇｒａ

２９１ ３.７５ ４.３２ ２.９９

毛冬青
Ｉｌｅｘ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２５２ ３.４６ ４.１６ ２.６７

黄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ｘｙｌｏｎ

７９ １３.７４ ８.５４ ２.３７

肉实树
Ｓａｒｃｏｓｐｅｒｍａ ｌａｕｒｉｎｕｍ

１５５ ６.６８ ５.４３ ２.３３

密花树
Ｍｙｒｓｉｎｅ ｓｅｇｕｉｎｉｉ

２１０ ３.３４ ４.１１ ２.２６

黧蒴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ｉｓｓａ

１０８ １０.２３ ７.２２ ２.２２

卵叶新木姜子
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ｏｖ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１３６ ６.８１ ６.４４ ２.０５

厚斗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ａｅ

１１１ ７.８０ ６.４９ ２.０３

细枝柃
Ｅｕｒｙａ ｌｏｑｕａｉａｎａ

１５５ ５.１９ ５.１８ １.８８

黄丹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１４８ ３.４１ ４.２１ １.５４

锈毛梭子果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ｔｉａ ａｕｒａｔａ

９２ ７.２７ ５.９４ １.５０

红鳞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ｈａｎｃｅｉ

１１２ ３.３３ ４.０１ １.３０

小计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４ ９７４ ５.６９ ５.２６ ６４.１２

其余物种
Ｏ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３３ 种)

２ ５４３ ５.１５ ４.９６ ３５.８８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７ ５１７ ５.５１ ５.１６ １００.００

地西侧距离道路较近ꎬ干扰程度相较于样地中下

部大且样地西南侧海拔较高ꎬ光照条件好ꎬ因此喜

光树种银木荷主要分布于样地西南区域ꎬ而小乔

木云南桤叶树、鼠刺作为伴生树种在样地西南侧

亦有聚集ꎮ 因为样地下坡位郁闭度较高ꎬ林下光

照条件较弱ꎬ红锥、黄杞幼苗期耐阴能力强ꎬ所以

红锥、黄杞在坡下聚集ꎬ灌木罗伞树、毛冬青耐阴ꎬ
常作为伴生种在下坡位聚集ꎮ 毛折柄茶在样地中

部有聚集分布ꎬ腺叶山矾在样地西北侧聚集分布ꎮ
由此推测ꎬ海拔和干扰可能是影响样地种群空间

分布格局的主要影响因子ꎮ 群落的生境异质性有

利于不同生境需求的物种共存( Ｃｈｅｓｓｏｎꎬ ２０００)ꎬ
群落中不同种群在样地中占据不同的空间位置ꎬ
种群间的空间分离减少了种间竞争ꎬ有利于群落

物种的共存ꎮ
３.３ 群落演替

从物种组成上看ꎬ红锥和黄杞是顶极群落的

优势种ꎬ但其在群落中的优势地位不如小乔木树

种云南桤叶树和阳生性树种银木荷ꎮ 从径级结构

和平均树高上看ꎬ红锥和黄杞中、大径级木比例较

高ꎬ乔木上层红锥个体数最多ꎬ其次为黄杞ꎻ银木

荷Ⅰ、Ⅱ径级个体密度较大ꎬ缺乏大径级立木ꎬ但
其在乔木下层个体数最多ꎬ其次为红锥、黄杞ꎬ而
云南桤叶树受生物学特性限制乔木层个体数量较

少ꎮ 银木荷是阳生性树种ꎬ亦是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群落的代表树种(罗连等ꎬ２０１９)ꎬ在样地群落中

银木荷幼苗幼树储备量充足ꎬ红锥、黄杞幼苗幼树

远不及银木荷ꎬ预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ꎬ群落会

向以银木荷为主要优势种的方向发展ꎮ 群落中

ＤＢＨ 最大的一株红锥仅为 ４０.８ ｃｍꎬ阳性树种比例

高、个体密度大、优势种不明显ꎬ说明群落自然恢

复时间较短ꎬ仍具有较强的次生性ꎻ顶极群落优势

种在乔木上层占据优势ꎬ说明群落正在向着顶极

群落发展ꎬ群落整体上处于干扰后自然演替的中

期阶段ꎮ
群落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群落的演替阶段

有密切关系ꎬ群落到达稳定阶段时ꎬ种群的分布格

局多趋于随机分布( Ｌｏｒｅａ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１ꎻ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十万大山山地常绿阔叶林优势种的

分布格局多呈聚集分布ꎬ说明群落未到达稳定阶

段ꎮ 群落优势种在样地中占据不同的空间位置ꎬ
群落具有生态位分化的特征ꎬ说明群落物种能稳

定共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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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木本植物数量分布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多度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常见种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１０ ｐｌａｎｔｓｈｍ￣２) ７ ２６６ ９６.６６ ７６ ４９.６７

偶见种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１０ ｐｌａｎｔｓｈｍ￣２) ２２７ ３.０２ ５３ ３４.６４

稀有种 Ｒａｒ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ｐｌａｎｔｓｈｍ￣２) ２４ ０.３２ ２４ １５.６９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７ ５１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３ １００.００

图 ４　 群落整体胸径、树高数量分布图
Ｆｉｇ. 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ｓ ｏｆ ＤＢＨ ａｎｄ ｔｒｅｅ ｈ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 云南桤叶树ꎻ Ｂ. 银木荷ꎻ Ｃ. 毛折柄茶ꎻ Ｄ. 红锥ꎻ Ｅ. 黄杞ꎻ Ｆ. 罗伞树ꎻ Ｇ. 鼠刺ꎻ Ｈ. 腺叶山矾ꎻ Ｉ. 假杨桐ꎻ Ｊ. 毛冬青ꎮ 下同ꎮ
Ａ. Ｃｌｅｔｈｒ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ꎻ Ｂ. Ｓｃｈｉｍ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ꎻ Ｃ. Ｈａｒｔ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ꎻ Ｄ.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ꎻ Ｅ.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ꎻ Ｆ.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ｑｕｉｎｑｕｅｇｏｎａꎻ
Ｇ. Ｉｔ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ꎻ Ｈ.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ａｄ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ꎻ Ｉ. Ｅｕｒｙａ ｓｕｂｉｎｔｅｇｒａꎻ Ｊ. Ｉｌｅｘ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５　 优势种的径级数量分布图
Ｆｉｇ. ５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ｓ ｏｆ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６３８ 广　 西　 植　 物 ４４ 卷



图 ６　 优势种的种群空间分布格局
Ｆｉｇ. 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图 ７　 优势种的种群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 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３.４ 结论

本文以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地常绿

阔叶林群落为研究对象ꎬ分析了群落的物种组成、
径级结构与优势种的空间分布格局ꎮ 本研究表明ꎬ
群落整体径级结构、树高结构呈近似倒“Ｊ”型ꎬ说明

该群落能稳定发展且具有自我维持和更新能力ꎮ
群落优势种的空间分布格局呈聚集分布ꎬ阳生性树

种银木荷的优势地位及群落中大量小径级个体的

存在ꎬ表明群落自然恢复时间较短ꎮ 群落中已有顶

极群落优势种存在ꎬ但其优势地位不明显ꎬ说明群

落仍处于干扰后恢复阶段ꎬ具有向稳定顶极群落发

展的潜力ꎬ应继续加强保育ꎬ开展森林长期监测ꎬ探
究群落演替过程中物种数量组成的变化规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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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其他常绿阔叶林群落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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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面积
Ａｒｅａ

(ｈｍ２)

物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个体密度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ｌａｎｔｓｈｍ￣２)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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