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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鼎湖山两个群落及其边缘群落的长期定位研究2探讨南亚热带演替群落的边缘效应与森林片断化恢复C通

过 #D4的定位研究2从测度群落的物种结构E多样性E生物量与生产力等指标的比较表明2马尾松林群落和混交林群落本

身经过 #D4的演变2虽然有所发展2但变化不大2群落性质没有改变B边缘群落原非常接近马尾松林群落2经过 #D4的演

变2已经发展成为混交林群落2说明边缘效应的作用C边缘群落总体的边缘效应强度 F值为 #GDD<2其与各分量的边缘效

应强度值均大于 #2均为正效应C揭示了边缘效应在森林片断化的恢复过程的作用C在南亚热带优越的气候条件下2由于

边缘效应的作用2自然植被的边缘扩张 #""H约需要 !"4时间C
关键词:南亚热带B演替群落B边缘效应B森林片断化B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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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类过度活动的结果2片断化6破碎化2|!4’Hw5}4}_/59的森林代替了大面积的自然森林C森林片

断化的结果形成了不同生态系统环境条件的斑块6%4}ẑ92斑块与斑块之间由边缘所分隔C边缘是连接两个

生 态系统6斑块9的特殊生态系统2经受跨越它们边界两边的能流E养分和种类2其结果生态系统靠近接触

另一生态系统地方的种类成分E结构和生态学过程会有不同C因此2边缘效应是两个相邻的生态系统相互

作用的结果2这种相互作用是生物的和非生物的综合作用过程C边缘效应对森林斑块的动态具有重要的影

响2尤其在消除森林片断化上的意义已被广泛接受并成了一般的概念0#2!1C对边缘效应的过程E机理和一般

规律的研究则成为生态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C由于森林动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2对边缘效应的研究也需要

长期地进行追踪观察C但迄今为止有关边缘效应的长期定位研究的报道很少见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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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很难完整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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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效应的作用!特别是其在森林片断化的恢复过程上的意义"
森林片断化现象在中国南方热带亚热带区域甚为严重#$%"为了探讨森林边缘效应在森林的恢复与演

替动态上的意义!&’(&年在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马尾松林的边缘和中心处设点调查!&)*+到 &’’)年,后再

次调查!以期对边缘效应在森林动态上的意义和在消除森林片断化过程上的作用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 样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 研究样地

鼎湖山是中国最早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定位研究站!世界自然保护区

网的成员!也是中国科学院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保护区位于广东省中部!东经 &/012032’45&&/1223

6&4!北纬 /210’3/&45/21&&3204"基岩为泥盆系的厚层砂岩7砂页岩"最高海拔为 &000.28"气候属季风南

亚热 带 湿 润 气 候 型!冬 夏 气 流 交 替 明 显"全 年 总 辐 射 29/9.(:;<8/= *年 光 合 有 效 辐 射 量

&9’’.(:;<8/=*"年均气温为 &’./>?最热月是 9月!/$.’>?最冷月是 &月!&&.0>"日均气温@&0>的

积温约 9/00>!热量丰富"区内雨量充沛!年降水量 &(9(.288!90A集中在 65(月!&&月至翌年 /月雨量

较少"年蒸发力为 ’/&.)88!远小于降水"因而比较湿润!仅冬季稍干"年均相对湿度为 (0A!最干的 &&月

也达 )’A"该区的土壤类型主要有赤红壤和黄壤"取样地为赤红壤!是南亚热带的地带性土壤"
保 护区面积约有 &/00B8/!分布着多种植被类型"主要自然植被除了由 于 特 殊 生 境 而 形 成 的 沟 谷 雨

林7河岩林和较高海拔的常绿阔叶林外!历史上大面积分布的是地带性的季风常绿阔叶林"由于人类过度

活动的影响!&’$$年调查时大部分自然林已遭破坏!保留的地带性植被季风常绿阔叶林斑块主要从庆云寺

至三宝峰!森林片断化后形成多种次生植被与人工植被斑块#)%"现分布最广的是以马尾松为主的针叶林和

针阔叶混交林#9%"
本研究的边缘群落位于马尾松针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间"马尾松群落是最早在荒坡成林的!

是广东省分布面积最广的人工林!在本地带具有典型代表性#)!9%"针阔叶混交林马尾松C椎树C荷木群落是人

工或自然的马尾松林!由阔叶树的自然入侵而形成!是演替系列中间阶段的典型代表类型"两群落均已于

&’(0年建立了永久样地!其坡度均为 /$5201!坡向南 &01西!海拔 /0052008"母岩均为沙页岩!土壤为赤

红壤!土层较薄!一般厚度为 20D8"两个永久样地代表两个群落的内部生境!其中马尾松群落永久样地离

取样的边缘群落约 $008!而混交林群落的永久样地离边缘群落约 &0008"

-.E 研究方法

-.E.- 研究的时间系列 &’(0年在马尾松针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设立永久样地!&’(&年初分别 对 两 群

落 进行样地调查!&’’)年底再次进行全面调查"&’(&年在两群落的边缘群落+交错区,进行样地调查!&)*
后在原地段进行第二次调查!进行时间系列的前后对比!并与相邻的群落中的永久样地进行比较研究"共 )
个 样 地 如 下F&’(&年 混 交 林 群 落!简 称 :(&?&’’)年 混 交 林 群 落!简 称 :’)?&’(&年 马 尾 松 林 群 落!简 称

G(&?&’’)年马尾松林群落!简称 G’)?&’(&年边缘群落!简称 H(&?&’’)年边缘群落!简称 H’)"

-.E.E 植被调查 对马尾松针叶林7针阔叶混交林和这两个群落的边缘群落!均分别调查 &0个 &0I&08/

样地!对样地中的乔木层7灌木层和草本层进行每木调查!立木层记录每木高度和胸径!灌木层和草本层记

录 每木的高度和盖度"木本植物按高度和胸径分为 $个级别FJ级!高度 $0D8以下?K级!高度 $0D8以上!
胸径 /.$D8以下?L级!胸径 /.$5(D8?M级!胸径 (5/$D8?N级!胸径 /$D8以上"

-.E.O 群落结构分析 依据样地调查数据!进行群落和垂直空间各层次种的丰富度+PQDBRSTT,分析"并统

计样地中各个种多度7频度7优势度!基于此计算种的重要值百分率"
用 UB*RRVRCWQSRSP多样性指数+UWX,#(%和彭少麟等构建成的群落均匀度指标+GWX,#’!&0%来测定群落

的组成结构+VPY*RQZ*[QVRT[P\D[\PS,"

-.E.] 群落生物量与生产力分析 鼎湖山各主要群落的生物量和生产 力 已 被 很 好 地 研 究#&&5&2%!并 建 立

了鼎湖山各类型种群的二维生长关系式 ^_‘+a/b,c"其中 ^ 为植物各相应部分的生物量!a为胸高半

径!b为树高"将各样地数据代入各种群相应的生长关系式!并进行累加!得各样地的生物量"将 &)*前7后

样地生物量的差除以 &)!得各样地的平均增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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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落相互关系及动态的测定 采用相似性百分率%&’()’*+,-’./01213,(1+456789测定样地的距离:

;<= 7> ?"@ABC> DB=A21*%CED5

式中的参数 C是样地或群落 F的某一定量的值ED是样地或群落 G的某一定量的值E?"@ABC>DB是

样地的相异性百分率%&’()’*+,-’./H1//’(’*+E简称 IJ5EA21*%CED5是样地或群落 KLM间的某一定量的

相对低值的总和N
进一步采用排序%.(H1*,+1.*5和聚类分析%)3O0+’(,*,3401056PE789测度各样地中相互关系与动态N

!"#"Q 边缘效应强度的测定 应用彭少麟组建的公式67@9来测度群落的边缘效应强度 R:

R= %7ST5A
U

V=7
W%XV> XVY5SA

W

Z=7
%[VZ> [VZ6 9Y5

式中 W为与边缘相邻的群落数\U为用于测度强度的指标数\XV为交错区里 ]7时第 V个指标%V=7E

Ê_EU5EXVY为 ]?时的值\[VZ为相邻的 Z个群落 ]7时第 V指标%Z=7ÊE_EW5E[VZY为 ]?时的值N该指数大

于 7说明具有正边缘效应E小于 7说明具有负效应\高的值指示高的效应强度N
群落的综合边缘效应强度采用 ‘个分量%U=‘5N各分量分别是种丰富度L个体多度L生物量增量L叶面

积指数L群落物种多样性和群落均匀度N同时测定各分量的单因子边缘效应N

# 研究结果与分析

#"! 两个群落及其边缘群落的种类组成与结构变化

对两个群落及其边缘群落相隔 7‘,的两次调查数据总结于表 7N从表 7可以清晰地看到E经过 7‘,的

演变E混交林L马尾松林和边缘群落样地的丰富度均不断增加N乔木个体数中E原马尾松群落增加 a个个

体E混交林群落增加 7?P个个体E而边缘群落增加 7̂@个个体N马尾松群落中立木个体增加少的原因在于

马尾松种群个体的不断减少E其它种的个体发展很慢N边缘群落的立木个体增加少的原因在于马尾松种群

个体的不断减少E其它种的个体发展很慢N边缘群落的立木个体增幅最大%表 5̂N在各群落的立木结构中E
最重要的特征是马尾松种群的重要值百分率的减少和其它优势种类的出现或发展%图 75N群落的优势种增

加E朝着多优的常绿阔叶林这一地带性的顶极群落类型发展N
事实上E立木结构变化的基本原因在于群落种类结构的变化N7‘,的定点研究表明E混交林L马尾松林

和边缘群落样地的种类变化趋势是乔木种类不断增加E而灌木和草本层的种类不断减少%表 a5N在森林群

落中E每年新进入种子库的种子是很多的E其中只有一部分萌发E而能生存发展的个体就更少了N上层林冠

的发展使许多个体缺少必要的阳光不能生存E许多种会消退N在乔木各层中E由于马尾松种群的衰亡E新种

群能否发展是影响个体数的主要因素N在马尾松群落的样地中E7‘,新增加 a个种E总个体数增加很少\混

交林和边缘群落的样地中分别增加了 PLb个种E总个体数增加均超过 7??N尤其是边缘群落E种数和个体数

均增加最大E边缘效应很明显N
用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指数L均匀度指标测定 7‘,前后的群落组成结构%表 85表明E随着演替的进展E各

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均不断增加E均匀度指数也不断增加E表明群落结构不断优化N群落的组成结构趋于多

层次L复杂化和均匀化N其中发展速度以边缘群落为最快E从对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的排列中可以看

出E其指数值已高于 7bP7年的混交林群落E已很接近于现有的混交林E说明原边缘群落的组成结构现已演

变为混交林群落了N

#"# 两个群落及其边缘群落的生物量与生产力的变化

在演替进程中E随着森林的发展E各森林群落的生物量不断积累增大%表 @5E各群落的平均生产力也不

断地增加E其中的增幅以边缘群落为最大N马尾松林群落中由于马尾松的不断衰亡E而其它种群发展很慢E
只增加 a个种E生物量在 7‘,中只增加了 7"̂?bc-S2^E现群落生物量为原群落的 77P"̂Pd\混交林群落增

加了 b"P8‘c-S2^E为原群落的 7‘?"@ad\而边缘群落却增加了 b"‘@̂c-S2^E为原群落的 âP"@PdE体现明

显的边缘效应N在生物量和生产力的增加过程中E叶面积指数67a9是影响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图 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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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马尾松林"针阔叶混交林和两边缘群落 !#$前后的样地数据

%$&’(! )*$+,$-+$-$./(0.-.1($1+2-3$+4$0(1-0.55*12-2(36721*3/.,(3-$1+528(+/.,(3-9:;<<;=>?@<AA6BCDEFGH

>IJ

树 种

KL<>=<A

混交林 M=N<OPQ;<A: 马尾松林 R=@SAPQ;<A: 边缘群落 T>Q:Q@UV>QIIS@=:W
XYZX XYY[ XYZX XYY[ XYZX XYY[

\ C \ C \ C \ C \ C \ C
马尾松] [̂ _̂G‘a _̂ F‘GŶ aY a‘G_F ‘Z [XG‘Y Za aaG_Z HF F[GĤ
荷木b ‘F XaGYY ^̂ X̂G_[ X ZG_H ‘̂ F[GXY X Ĝ_H ‘[ X[GYZ
红车c F XGFF ^ FG__ X[ ZGFH
锥栗d FX XXGaa F̂ XFG_X ^ ZG__ F[ X̂G_[
黄果厚壳桂e Z [GYa H_ XXG__ F‘ YGY[
藜蒴f F XGFF FH [G[H FF ZGFF
鼎湖钓樟g F XG__
豺皮樟h H ‘G_Y ‘_ HGZX X XG_F
罗伞树i ^ XG‘Z F_ XG__ F XG‘_
柳叶空心花jk [ Ĝ_[ a FGFX
黄牛木jl X _G_H
网脉山龙眼jm a ĜŶ H XGX_ a FG_a
降真香jn XX aG_[ F̂ HG‘[ ^ ĜẐ Y aG[‘ a [̂F̂
三叉苦jo F _GZ‘ ^ ZGY[ F Ĝ̂H
九节jp ^ XGa_ F XG_H
柬埔新木姜jq ^ XG‘Z
桃金娘jr [ Ĝ[_ ‘ ‘GF̂
毛稔js X XG__
多花山竹子tk X̂ HGH_ [ XG[[
谷木tl F FG_F
橄榄tu X XG_[
云南银柴tm ^ XGaX X XGâ ^ XGXX
罗浮柿tn F XGFF F XGXX X XG[Z
岭南山竹子to XX FG‘̂ ‘ YG__
华润南tp X _G_H
鸭脚木tq X XG__
光叶山矾tr X XGâ
硬叶楠ts X _G_ZY
斑叶珠砂根vk Z FĜ[
总计 wQ:UV XY_ X__ FYZ X__ Za X__ Y_ X__ X_‘ X__ FFY X__

]xyz{|}~||!zy~z~ b"#$y}~|{%&’(~ c")*)+y{}’&$,&’y~z{} d-~|.~z!%|y|#$yz&z|y| e-’)%.!#~’)~#!z#yz/

z~ f-~|.~z!%|y|0y||~ g1yz,&’~#${zyy h1y.|&~’!.{z,y0!2y~ i\’,y|y~3{yz3{&+!z~ jk4~&|~|~z#y0!2y~ ju-’~/

.!5)2!z2y+{|.’y0!2y{} jmD&2y#y~’&.y#{2~.~ jn\#’!z)#$y~%&,{z#{2~.~ jo67!,y~2&%.~ jpx8)#$!.’y~’{(’~ jq9&/

!2y.|&~#~}(!,y~z~ jr:$!,!})’.{|.!}&z.!|~ js4&2~|.!}~|~z+{yz&{} tk;~’#yzy~}{2.y02!’~ tl4&}&#)2!z2y+{|.’y/

0!2y{} tu-~z~’y{}~2({} tm\%!’!|~){zz~z&z|y| tnCy!|%)’!|}!’’y|y~z~ to;~’#yzy~!(2!z+y0!2y~ tp4~#$y2{|#$y/

z&z|y| tq"#$&02&’~!#.!%$)22~ tr")}%2!#!|2~z#y0!2y~ ts4~#$y2{|%$!zy#y| vk\’,y|y~%{z#.~.~

< \为个体数6C为重要值百分率 G\I<U@A=@O===OSUVA>CI<U@A?@L<;><@:UA<B

CGD 二个群落及其边缘群落的相互关系与动态分析

以群落中种的重要值为指标6测定各样地的相似性百分率 x"E结果如群落相似性和相异性半矩阵E矩

阵中的混交林群落与原典型的马尾松林群落的相异性值均为 [_6表明这两个群落的结构有很大差异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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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两个群落与其相邻的边缘群落优势种的重要

值百分率 !"#的变化

$%&’! ()*+)#,&*-./*0+*,1#&*-.%2/-01#,13#45

6*7-.8-2%,#,17/*+%*7%,*+-1-,*#,8%17#89#+*,1

+-226,%1%*7%,!":*#07

表 ; 两个群落与其相邻的边缘群落乔木层 <=>来的变化

?>@AB; CD>EFBGHIJBBJKLDEBMMKEBLGIGEB>ENKIM>NO>LBEI

LGPPQEKIKBMKE<=RB>JM

年份

S*#0

乔木径级 (0**TUV
W XY ZY

计

(-1#4
马尾松群落[ !\]! !] _̂ !‘ ]_

!\\" â b" \ \c
边缘群落d !\]! ‘] â !a !cb

!\\" !a! _\ ‘\ ‘‘\
混交林群落e !\]! _a ]‘ â !\c

!\\" !_‘ \a aa ‘\]
Y 乔 木 径 级 (0**TUVf[g%,67+-226,%1:fdh+-1-,*
+-226,%1:fei%j*8+-226,%1:

图 ‘ 两个群落与其相邻的边缘群落叶面积指数 !"#的

变化

$%&’‘ ()*+)#,&*-.4*#.#0*#%,8*j*7-.*+-1-,*#,8

%17#89#+*,1+-226,%1%*7%,!":*#07

群落相似性半矩阵

在群落相似性半矩阵的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f其

结 果 如 图 a所 示k在 相 异 性 百 分 率 为 ‘_lcb点 上f

i\"mi]!和 h\"三个样地聚 合 成 为 一 组n在 相 异 性

百分率为 ‘\la_点上fg\"mg]!和 g]!三个样地聚合

成为一个组f这说明这两个组的组内样地的性质是非

表 o 两个群落与其相邻的边缘群落种数的变化

?>@ABo ?DBLD>EFBGHMpBLKBMEQP@BJKEBLGIGEB>ENKIM>NO>LBEILGPPQEKIKBMKE<=RB>JM

群落

q-226,%1:

径级 TUV +4#77
年份 草m苗 r0#77st607*0: 灌木 u)06v 乔 木 (0**
S*#0 w x W X Z WyZ

马尾松群落 !\]! b] ‘b a a ! b

z{|}~+-226,%1: !\\" !] !_ a b ‘ _

边缘群落 !\]! ba ‘_ b b ! ^

h+-1-,*+-226,%1: !\\" ‘\ aa !" _ b !"

混交林群落 !\]! b! b_ !b \ a !a

i%j*8+-226,%1: !\\" ‘‘ ‘̂ !"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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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两个群落与其相邻的边缘群落组织结构 "#$的变化

%$&’(! %)(*)$+,(-.-/,$+01$20-+’(3(’0+(*-2-+($+4025$46$*(+2*-778+020(50+"#9($/5:;<==>?@=<A

混交林群落 马尾松林群落 边缘群落

BCDEFGHIIJKLM@ NGHMHK=GHIIJKLM@ OLP=QGHIIJKLM@
RSTR RSSU RSTR RSSU RSTR RSSU

种数 VW=GL=X RY ZR [ \ U R]
总个体数 ;HM?>LKQL̂LQJ?>X RS_ ZST T\ S_ R_[ ZZS
多样性指数 ‘L̂=<XLM@LKQ=P Ya__Y Ya\\[ _aU\Z RaURZ _aSR_ YaZ[Z
均匀度指数 N̂ =KK=XXLKQ=P _aTRZ _aS[[ _aZT] _aU[_ _aYS[ _aTSS

表 b 两个群落与其相邻的边缘群落生物量 "#$的变化

%$&’(b %)(*)$+,(-.&0-7$55:cdeIZA-.2)/((*-778+020(50+"#9($/5

年 f=?< 叶 g=?h 干 ;<JGc 枝 i<?KGj 根 kHHM 总计 ;HM?>
马尾松群落 RSTR _a]\T Ya[_Z _a]TT RaT[[ ]a]RY
BCDEFGHIIJKLM@ RSSU _aT_Z [a_Z[ _aTR[ ZaRTR \aTZZ
边缘群落 RSTR _a\RU YaUTY _a\ZU RaS[Z ]aS]U
NGHMHK=GHIIJKLM@ RSSU RaRY_ Ta_UZ Za_ZY Ua[RZ R]a]R\
混交林群落 RSTR RaRZY \aT]] RaST[ UaZS[ R]aZ]\
OLP=QGHIIJKLM@ RSSU Ra\U[ RZa]ST YaR]S Ta[SZ Z]aRRY

l 灌木和草本层的枝合于茎项m;j=M<JGcGHKM=KMXMj=n<?KGjHhXj<Jn?KQj=<no

两个群落与其相邻的边缘群落的相似性和相异性半矩阵如下p
群落相异性半矩阵

混交林 SU ZTaRU U[aS\ ]Ya\U Z_a]\ UTaU]
\RaTU 混交林 TR []a[S ]Ra[T ZUaSY [\aTZ
[UlZ UYaUR 马尾松林 SU Z\aRR UZaRU YRa]Y
Y]aZU YTaUZ \ZaTS 马尾松林 TR ]Ua[Z ZZaSY
\SaYY \[a_\ [\aTU Y[aUT 边缘群落 SU USaRS
[Ra[[ UZaRT ]TaY\ \\a_\ [_aTR 边缘群落 TR

群落相似性半矩阵

常接近的m而这两个组却需在相异性百分率为 UUaR]才

能聚合在一起q说明这两组的组间的性质很不一致m
图 [是 ]个样地的极点排序图m图 [的结果与图 Y

相同q并进一步说明了 ]个样地的相互关系与动态m从图

[可以看出 rS]srTR和 NTR集中在图的左上 角q可 以 视

这三个样地为性质一样的q如果以 rTR的样地代表典型

的马尾松林群落q以其为原点测得与 rS]和 NTR的群落

的 排 序 距 为 ZUaS]sRSaRSq表 明 这 三 个 群 落 的 理 论 距 离

很 小q基 本 属 于 马 尾 松 林 类 型q马 尾 松 林 群 落 本 身 经 过

R]?的 演 变q虽 然 有 所 发 展q但 变 化 不 大q群 落 性 质 没 有

改变t但 rTR与 OS]sOTRsNS]的排序距分别为 TYaY\s

TYa[\和 TTaTZq可以视为性质不同的另一组群落mOS]s

OTRsNS]三个样地集中在图的右下角q可以看成为性质

一样的另一群落q如果以 OTR的样地代表典型的混交林

图 Y 两个群落与其相邻的边缘群落 R]?动态聚

类分析图

uLdoY ;j=G>JXM=<HhQ@K?ILGXh=GHMHK=?KQLMX

?Qv?G=KMGHIIJKLML=XLKR]@=?<X

群落q以其为原点测得与 OS]和 NS]的排序距为 Ua\T和 Sa_\q表明这三个群落的理论距离更小q基本属

于混交林类型q或者说边缘群落原非常接近马尾松林群落q经过 R]?的演变q已经发展成为混交林群落t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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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交林群落本身经过 !"#的演变$虽然有所发展$但变化不大$群落性质没有改变%集中在图的左上角的三

个 样 地 与 集 中 在 图 的 右 下 角 的 三 个 样 地 相 隔 甚 远$&’!与 (’!)(*"和 +’!的 排 序 距 为 ’,-./)0/-0!和

".-/"$这说明这二组群落的性质非常不同%边缘群落的动态$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边缘效应的结果%

1-2 边缘效应强度

应用彭少麟组建的公式3!04测定群落综合的边缘效应强度$
及其各分量的边缘效应强度$结果表明各值均大于 !$均为正效

应%
群落的综合边缘效应强度为 !-""*%但各分量的边缘效应

强度不同%种丰富度分量的边缘效应强度为 5-66$个体多度为

5-50$生物量增量7生产力8为 !-/."$叶面积指数为 !-,."$群落

物种多样性为 !-,",$群落均匀度为 !-,6’%可以看出各分量中

以 种的丰富度和个体数的效应为最大$生物量7生产力8效应次

之$群落的组成结构效应强度相对较小%

2 讨论

2-9 边缘效应与森林片断化恢复速率

生 态学家对森林边缘的理解基本是一致的$认为:边缘;既

是一种状态$也是经历片断化的森林:岛屿;向外边扩张的前沿$
或者说是森林具有扩张效应的地方%森林边缘效应在消除森林

片断化上的作用也已被绝大多数学者广泛肯定并成为一般的概

念354%然而边缘效应对消除森林片断化的过程和功能机理并未

得到很好地揭示$这是因为这一过程较漫长$而现在的研究实例

图 . 两个群落与其相邻 的 边 缘 群 落 !"#
动态极点排序图

<=>?. (@A@B@BC=D#E=@D@FCGD#H=IJ@FKL

I@E@DK#DC=EJ#CM#IKDEI@HHND=E=KJ=D!"

GK#BJ

!O(’!$5O(*"$,O+’!$.O+*"$0O

&’!$"O&*"

没多少是探索边缘动态时间效应的%边缘是动态的$但是$边缘效应所持续的时间$即所:标志;的边缘植被

上的边缘效应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然而$对边缘效应变化的过程)方向以及机理的完整了解$需要长期的定

点观察$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缺乏的%
本研究经过 !"#的定位研究表明$原马尾松林和混交林的交错区群落$经过 !"#演变$已发展为混交林

群落$这一点已经由种的丰富度)种多样性结构)群落的组织结构)生物量与生产力的分析$以及群落间的

聚类分析和排序分析所证实%而经过 !**"的调查$马尾松林和混交林的边缘区群落已向马尾松林群落移

动 !66多米%考虑到原标定的边缘群落的种类构成的原因$可以说这两种群落的边缘区的持续时间约为

56#左右%虽然不同类型的边缘产生的边缘效应压力的持续时间不同$但在南亚热带优越的气候条件下$由

于边缘效应的作用$自然植被的边缘扩张 !66H约需要 56#时间%

2-P 边缘效应与森林群落的演替

边缘效应与森林群落的演替均为森林生态系统的动态过程3!"Q!’4%群落的边缘演替过程$由于边缘效

应而显得复杂$具有特殊性3!*$564%
马尾松林和混交林的边缘区群落的边缘效应$是马尾松林群落和混交林群落相互作用的表达$其结果

是边缘区逐渐向马尾松林移动$原边缘区逐渐消失R反过来也说明混交林群落的不断扩张%这种边缘效应

的方向与鼎湖山乃至整个地带的植被演替方向是一致的%
在中国南亚热带植被的主要演替途径是经过先锋的针叶林S针阔叶混交林S季风常绿阔叶林的发展

过程35!$554%这种动态是受本地带的生态综合作用过程所决定的%马尾松或其它松属在荒地具有高的生活力

并生长很快$但成林后结构简单$盖幕作用小$透光率大$高温低湿$日夜温较差大%但其生长为阳生性树

种$诸如椎粟)荷木等提供较好的环境$这些阳生性树种入侵马尾松针叶林并生长良好$林内盖幕作用和阴

蔽条件增加%结果$马尾松种群不能自然更新而消亡$但中生性树种$诸如厚壳桂和黄果厚壳桂等却有了合

适的生境而发展起来$群落更为复杂$阳生性树种也渐渐消亡$群落趋于以中生性树种为优势的接近气候

顶极的顶极群落%这就是这个区域中的群落演替机理35!$554%基于此可以知道$混交林群落也是演替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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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落!最终也将发展成为地带性的季风常绿阔叶林群落"这可以从该群落经 #$%的发展!中生性的种类

如黄果厚壳桂&九节等的发展得到证明’表 #("由图 )可以看出!#$%前的边缘群落和马尾松林群落性质非

常接近!图中的箭头指示它们都是朝着混交林的方向发展!但边缘群落的演变要快得多!可以说边缘效应

大 大地加速了群落演替的进程"图 )也说明!#$%间混交林*+#演变为*,$!其理论距离为 -./+!指示了混

交林自身的群落演替也是相对较慢的0而 #$%间马尾松林 1+#演变为 1,$!其理论距离为 2-.,$!变化比混

交林大0而 #$%间边缘群落 3+#演变为 3,$!其理论距离高达 /4.-,!演替的速度极大"从历史上考证5$!/6!
无论马尾松林群落还是混交林群落均为次生!原生植被为季风常绿阔叶林!由于人类活动的过度干扰!原

生群落被破坏而形成现在的群落斑块"边缘效应的结果将加速群落的恢复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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