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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山地森林珍稀植物群落的结构与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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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亚热带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中珍稀植物群落的性质和特征3调查了长江三峡大老岭地区 D类珍稀树种

占优势的森林群落3分析它们植物区系与物种多样性F群落结构F种间关系及其空间格局F珍稀树种的种群结构C结果表

明@G这些珍稀植物群落的区系构成中3东亚F东亚A北美和中国特有成份的比例更高<H群落内物种非常丰富3乔木层和

草本层多样性尤高<I各珍稀植物群落的生活型谱相似3却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退化次生的混交林不同<J种间关系

分析反映了 >个相对集中的种组3K&&%排序表明它们分布格局的主要分异因子是海拔F坡位和坡度CL除穗花杉外3其

它 #种在群落中占据优势的珍稀树种均为阳性种C这些珍稀植物群落及荟萃其中的古老特有植物代表了我国亚热带山

地森林植被特有的一类生物多样性组分3它们的存在反映了一种区域特有的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C
关键词@珍稀植物群落<种间关系<空间格局<演替动态<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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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亚热带地区的植物区系以丰富多样!古老独特著称"#$%&$作为 ’个种子植物特有分布中心之一的

川东鄂西地区$其区系构成反映了整个亚热带植物区系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明显的温带性质和历史成分

的色彩$是大量古老残遗成分的现代分布中心"’$(&)这与青藏高原隆起$强盛的东亚季风形成$和第四纪冰

期秦巴山脉至西南山地对古老物种的庇护有着直接的关系)古老残遗植物的富集不仅反映在植物区系中$
而且成为亚热带山地植被的特色之一)*中国植被+在归纳亚热带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植被区系特征

时$即强调其,含有丰富的古老珍稀植物成分-".&)其后$关于亚热带植被的区域性研究和群落学工作也反

映了多种珍稀植物群落的基本特征$虽然优势种不同$但群落物种丰富!结构复杂!珍稀植物荟萃的特点都

很突出"/0##&)目前$关于此类群落的研究仅限于个别分析$对其相互关系和整体性质尚不清楚)但从野外调

查和文献介绍来看$这些珍稀物种的分布区重叠性很强$在局部地段也往往相对集中$群落中彼此混杂$只

因对小生境的适应差异而形成优势分异)可否认为$这类群落的形成对亚热带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的

生物多样性的形成与维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希望对澄清上述问题有所帮助$为研究方便$文中暂统一称

之为,珍稀植物群落-)

1 研究区域环境与植被概况

本文研究区域选在长江三峡东段之湖北宜昌大老岭地区$地理范围约 ##23.%40###32#45$’#32#40’#3

2647)大老岭系大巴山脉东端之荆山余脉8在中上元古界酸性结晶岩为主的地质基础上发育了陡峭的中山

峡谷地貌8整体以海拔 %22.9(:的主峰天柱山为中心$呈斗笠状向四周降低)
本地区具有中亚热带北缘的湿润季风气候;<低海拔峡谷区夏热冬暖$具深厚的逆温层)海拔 =.:的

太平溪气象站多年均温 #/9=>$=月份均温 %=9’>$#月份均温 .9.>$多年平均最低温?%92>)@年均降

水 #2220#.22::$以春!夏季为主8峡谷低地为雨影区$降水量随海拔而上升$在 #2220%222:之 间 存 在

最大降水高度)A在地形影响下形成明显的垂直气候梯度)由河谷典型的亚热带气候$到山顶附近变为类

似 山地暖温带的气候)海拔每上升 #22:$气温降低 29(029/>$B#2>积温减少 #.20#/2>$降水增加 #2

0#.::)中山地带凉湿!风大!多云雾)
本地区地带性土壤为红壤$分布到海拔 6220#%22:左右变为山地黄壤8海拔 C/2:0#/22:地段为山

地黄棕壤8海拔 #/220%22.:为山地棕壤)海拔 #2220#%22:以下分布有水稻土)区内基岩主要是花岗

岩$故土壤层较深厚$但质地较粗$易于流失)
目前$川东鄂西地区强烈的人为活动普遍达到海拔 #.22:$而大老岭海拔 #222:以上即属大老岭国家

森林公园管辖$故保存了三峡地区不多见的大面积天然次生林)海拔 622:以下为常绿阔叶林带$但目前仅

有少量常绿阔叶林群落片段残存于海拔 6220#’22:的偏僻沟谷8普遍为次生的针阔叶混交林$优势种主

要 有栓皮栎DEFGHIFJKLHMLNMOMJP!抱栎DEFGHIFJJGHHLQLP!短柄抱栎DEFGHIFJJGHHLQLRSTUNHGKMVGQMWOLQLP!茅

栗 DXLJQLYGLJGZFMYMMP和 化 香D[OLQ\ILH\LJQHWNMOLIGLP!马 尾 松D[MYFJ]LJJWYMLYLP!杉 木DXFYYMYẐL]ML

OLYIGWOLQLP等)海拔 6220#=22:为山地 常 绿 落 叶 针 阔 混 交 林 带)海 拔 #=220%222:主 要 是 米 心 水 青 冈

D_LZFJGYZOGHMLYLP林!亮叶水青冈D_LZFJOFIM‘LP林!锐齿槲栎林DEFGHIFJLOMGYLRSTUaIFQGJGHHLQLP!茅栗

DXLJQLYGLJGZFMYMMP林等落叶林类和小片山地常绿硬叶林!铁杉DbJFZLÎMYGYJMJP林等)大老岭地区的植被

与生态环境对川东鄂西地区很有代表性)

c 珍稀植物群落类型概述

见 于 大 老 岭 地 区 的 珍 稀 植 物 包 括 国 家 一!二!三 级 保 护 植 物 #!#2!#’种$省D或 四P级 保 护 植 物 ’’
种"#%&)其中有 /种三级保护植物能够形成小片群落;即穗花杉Da]GYQWQLdFJLHZWQLGYMLP林!华榛DXWH\OFJ

ÎMYGYJMJP林!白 辛 树 D[QGHWJQ\HLdVJMOWV̂\OOFJP林!金 钱 槭 DeMVQGHWYMLJMYGYJMJP林!银 鹊 树 DbLVMJIML

JMYGYJMJP林!领春木DfFVQGOGLVOGMWJVGH]F]P林)此外尚有省级保护植物铁杉DbJFZLÎMYGYJMJP!铁坚油杉

DgGQGOGGHML‘LLKM‘MLYLP!青钱柳DX\IOWILH\LVLOMFHFJP!亮叶桦DhGQFOLOF]MYMiGHLP!米心水青冈D_LZFJGYj

ZOGHMLYLP!亮叶水青冈D_LZFJOFIM‘LP!青皮木DkÎWGViMLlLJ]MYW‘WHLP!武当木兰DmLZYWOMLJVHGYZGHMP!金

缕 梅DnL]L]GOMJ]WOOMJP!檫 木DkLJJLiHLJQoF]FP!水 丝 梨Dk\IWVJMJJMYGYJMJP和 长 蕊 杜 鹃Dp̂ W‘W‘GY‘H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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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此地形成大片群落或作为群落亚优势种存在*

+,- 穗 花 杉.湖 北 枫 杨/0"’123#14#5(6’5’&!%!)7大 苞 景 天/8’9($#$6:%;1#3"’#"($).西 南 楼 梯 草/<7

:#"2!"’$#!"1#354#&($)群落

穗花杉林见于大老岭北坡的高岚河瓦缸沟一带的石灰岩区=分布在海拔 >??@AA??B之间陡狭的北向

沟谷底部两侧=生境荫凉=空气潮湿*穗花杉平均高 ACB左右=盖度达 D?E=主要伴生种有湖北枫杨和绢毛

稠 李/0#9(!F%:!2&%%)=第二亚层以香楠树/G’2:%"!’#32&H’1"%H2:%#)I宜昌润楠/J#35%:(!%35#&K’&!%!)I长叶

乌药/L%&9’1#5’$!:’4#:#)等常绿种占优势*灌木层不发达M草本层盖度达 N?E@>?E=大苞景天I西南楼梯

草占优势=群落中的珍稀植物有巴山榧树I天师栗I香果树I扩展女贞*第二批拟定保护的中国特有珍稀植

物叉叶兰/O%’&#&"5’3#’1(:’#)和马蹄香/8#1($#5’&14%)成片分布*

+,+ 华榛.中华槭/P3’1!%&’&!’)7宽叶金栗兰/Q5:21#&"5(!5’&14%)群落

在天柱山北坡的药王溪海拔 AA??B左右的沟谷侧坡=华榛集中成小片群落=平均高 RCB左右=盖度约

N?E=主要伴生种有中华槭I鄂鹅耳枥/Q#16%&(!5(6’#&#)I湖北枫杨等=林下空旷=草被盖度达 S?E以上=
优 势种为宽叶金栗兰I钝叶楼梯 草/<:#"2!"’$#2;"(!($)I求 米 草/T6:%!$’&(!(&9(:#"%H2:%(!)I日 本 金 星 蕨

/0#1#"5’:46"’1%!&%662&%3#)和直刺变豆菜/8#&%3(:#21"5#3#&"5#)等*伴生的珍稀植物有银鹊树I水丝梨I武

当木兰等*

+,U 白 辛 树.野 漆 树/V2W%329’&912&!(33’9#&’($)7棣 棠/X’11%#Y#62&%3#)7大 叶 金 腰/Q514!2!6:’&%($

$#312654::($).水金凤/Z$6#"%’&!&2:%7"#&K’1’)群落

群落处于大老岭西坡鲁家河海拔 A[C?B左右较平缓的沟谷*白辛树高 AS@R?B=盖度约 D?E=并有野

漆树I红麸场/\5(!6(&Y#;’&!%!]̂_‘!%&%3#)I猫儿矢/O’3#%!&’#H#1K’!%%)等伴生M灌木层盖度aR?E=主要是

棣棠M草 本 层 大 叶 金 腰I水 金 凤 和 多 种 冷 水 花/0%:’#bcc‘)I楼 梯 草/<:#"2!"’$#bcc‘)和 黑 鳞 耳 蕨

/02:4!"%35($$#d%&2%)等为主*其它珍稀植物有紫茎/8"F#1"%#!%&’&!%!)I亮叶桦等*

+,e 领 春 木.狭 叶 灯 台 树/Q21&(!32&"12f’1!#]̂_‘#&K(!"%H2:%)7木 姜 子/L%"!’#6(&K’&!).棣 棠7鄂 报 春

/01%$(:#2;32&%3#).大叶金腰群落

大老岭西南坡青檀湾海拔 AD??@ADC?B沟谷两侧有小片领春木幼林分布*群落高 S@A?B=领春木盖

度 约 CCE=伴 以 狭 叶 灯 台 树I雷 公 鹅 耳 枥/Q#16%&(!H#1K’!%%)I盐 肤 木/\5(!35%&’&!%!)和 多 种 槭 树/P3’1

bcc‘)*灌木层盖度g[?E=优势种为棣棠I木姜子I桦叶荚迷/h%;(1&($;’"(:%H2:%#)=草本层常见鄂报春I大

叶金腰I革叶耳蕨/02:4!"%35($&’2:2;#"($)I对马耳蕨/02:4!"%35($"!(!7!%&’&!’)等及多种冷水花*并有金

钱槭I白辛树I光叶珙桐/O#f%9%#%&f2:(31#"#]̂_‘f%:$21%&%#&#)I连香树/Q’13%9%654::($Y#62&%3($)共处*

+,i 银鹊树.金钱槭7大叶金腰.疏毛金线草/P&"’&212&&’2H%:%H21$’)群落

银 鹊 树 多 见 于 海 拔 AC??B以 下 沟 谷 两 侧M在 大 老 岭 西 坡 锦 杖 口 AjC?B上 下 的 溪 谷 两 侧 形 成 小 片 群

落=平均高 ACB左右=盖度达 D?E=亚优势种为金钱槭=并有湖北枫杨I长柄槭/P3’1:2&K%6’!)和绢毛稠李

伴生*林下空旷=灌木层不发达=而草本层盖度gN?E=大叶金腰I疏毛金线草占优势*

+,k 金钱槭.珙桐7排草/L4!%$#35%#bc‘).大叶金腰群落

该群落见于大老岭西北坡的猪槽沟海拔 A[C?B上下*群落处在沟边湿地上=其中金钱槭占有 jCE的

盖度=并 有 珙 桐I拐 枣/l2f’&%#9(:3%!)等 珍 稀 植 物 伴 生*灌 木 层 不 发 育*草 本 层 多 见 排 草I细 穗 苎 麻

/m2’5$’1%#K1#3%:%!)和大叶金腰=以及多种冷水花*

U 研究方法

/A)区系地理成分 采用吴征镒提出的区系地理分布区类型加以统计nA[o*

/R)物种多样 性 采 用 j??BR样 方 中 的 物 种 数/86&)和 分 别 以 种 的 多 度 和 盖 度 值 计 算 的 pq̂rrsr7

tuvrv_指数 O&和 O3*其中草本层物种的多度以 w_xyv多度级计=即z326[{D=326R{C=326A{j=!6{[=!2:
{R=(&{A*

/[)生活型 采用文献nAjo所提供的生活型谱划分*

/j)种间关联度分析 利用大老岭植被调查全部样方资料=以珍稀植物种对 R|R列联表为基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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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物种的关联系数!选择既反映正"负相关性#又受 $%两个种均缺的样方数&影响较小的点估计指标 ’(

’)%*$+,-&.%%*/,&%*/-&%,/$&%-/$&&0.1

进行 21显著性检验#21)%*/,/-/$&%*$+,-&1%%*/,&%-/$&&!其中#*为两个种都有的样方3,为

有 4种而无 5种的样方3-为有 5种而无 4种的样方3$为无 4"5种的样方!

%6&珍稀植物及主要群落的趋势典范对应分析%7884& 利用样方的物种数据矩阵和环境因子矩阵做

排序分析!方法见文献906:#所用84;<8<软件由中国科学院植物所植被数量生态开放研究实验室提供!

%=&珍 稀 植 物 群 落 优 势 种 的 种 群 径 级 结 构 >级#?@ABCCD3E级#?FABCCD#$,?G1B6HD3I级#

1J6HD@$,?GKB6HD3L级#KJ6HD@$,?G11B6HD3M级#$,?N11B6HD!

O 群落区系特征与多样性

OJP 区系比较

对上述 =个代表性的珍稀植物群落的 0C个样方%总面积 61AAD1&作区系统计#得到 001科 1K0属 Q=C
种维管束植物#分别占大老岭地区维管束植物 06R科 6CA属 0CQ=种总数的 KAJQQS"60J0CS和 CQJQS#可

见这类群落中物种之丰富和在整个区系中的地位!其中只含一种植物的有 0T0属#含 1种的 QK属#含 CU6
种的 CQ属!占优势的科为蔷薇科%0T属 C0种&"菊科%01.0T&"百合科%01.0K&"禾本科%T.R&"樟科%K.06&"
蝶 形花科%K.T&"山毛榉科%=.0Q&"鳞毛蕨科%=.0C&"虎耳草科%=.R&"五加科%6.=&#珍稀植物群落的物种构

成与大老岭植物区系总体的比较见表 0!表 0中分布区类型序号对应的类型分别是(0#世界分布31#泛热带

分布3Q#旧世界热带分布3K#热带亚洲分布3T#北温带分布3TVQ#欧亚V北美间断分布!
表 P 大老岭珍稀植物群落与整个区系前 PW个优势属比较

XYZ[\P ] _̂‘abYcaZ\ad\\‘ae\fgbcaPWh\‘ic_fae\f[_bY_f
jY[Y_[g‘hY‘kae\bYb\l[Y‘â_mmi‘gag\c

排序

nopq

珍稀群落

区系

8rDDB
struo

种数

vwxHyxz
p{D|

分布区

类型

7yz}uB
}~wx

大老岭

区系

nx!yrp
struo

分布区

类型

7yz}uB
}~wx

0 "-#$ 0C T % 0
1 &’()** R 1 &#$+’ TVQ
C ,*$#* T 0 -+,+. 0
Q /$0123#$(. = 4(1)* 0
6 5(6$#$* = K 7+#$-+. T
= 516(-#$* = T ,#$*.+. T
K %*$+. = TVQ "-#$ T
T &#$+’ = TVQ 4(,+$6+’ T
R 4(1)* = 0 8)#* 1
0A 9)*31.3#’* 6 Q ,1316#*.3#$ T

珍稀植物群落的构成物种是与整个区系的

一 部 分#故 表 0反 映 两 者 很 相 似3但#:珍 稀 植

物 群 落 中 世 界 性 分 布 属 的 地 位 低 得 多3;珍 稀

植 物 群 落 中 区 域 性 强 的 东 亚"东 亚V北 美"中 国

特 有 分 布 属 的 比 例%C6JKTS&高 于 区 系 整 体

%CCJ0RS&#而大老岭 所 处 的 川 东 鄂 西 地 区 作 为

华 中 植 物 区 系 的 核 心 区 域#本 来 就 以 这 C类 成

分的高比例为特点90=:3<除东亚V北美间断分布

和 北 温 带 分 布 的 属 以 外#其 它 温 带 性 属 的 比 重

较全区低#而亚热带分布属的比重有所增加!因

此#珍 稀 植 物 群 落 的 构 成 物 种 反 映 了 大 老 岭 植

物区系中更具地区性的部分!另外#珍稀植物群

落中蕨类植物的突出比例指示了群落生境的湿

润特征!

OJ= 生物多样性

据样方资料统计上述 =种珍稀植物群落乔"灌"草各层的物种数和 v>opprpV?yxpxu多样性指数#并与

大老岭植被调查的全部群落样方中多样性指数的均值比较!从表 1可见#珍稀植物群落的物种明显更丰

富!在调查中发现 QAAD1样方中往往汇集了 0AA种左右的植物!尤其表现在乔木层和草本层3又因为这些

群落林下往往荫蔽#故灌木层相对简单一些!有趣的是#这些珍稀物种也主要是乔木种和草本种类!大老岭

地区的穗花杉群落分布在石灰岩山的干谷底部#群落物种构成稍简单#多少有些例外!

@ 群落外貌与生活型

珍稀植物群落的外貌总体上属于常绿落中阔叶混交林#其中多少混杂一些我国亚热带植被和区系中

特有的古老残遗性针叶树种#如穗花杉"铁坚杉"巴山榧等!常绿与落叶树种的比例大约为 0AC!群落结构

比较复杂!落叶大高位芽植物和常绿针叶树一般处在乔木第一亚层#种类不多的常绿中高位芽种与丰富的

落叶阔叶种在第二亚层接近数量上的均衡#而常绿小乔木和大灌木种类丰富#往往在下层占据优势#适应

干燥和明亮环境的落叶灌木种类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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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个珍稀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 #(’)*’+,’)-,.’/),01230(’),4/$/’*&$50+26675,0,’)

群落名称

89::;<=:>

乔木层 ?@>>A=B>@ 灌木层 CD@EFA=B>@ 草本层 G>@FA=B>@

HI HJ KLJ HI HJ KLJ HI HJ KLJ
穗花杉群落 MNOJPQPIRSTIUVQPIOJWIX9::; YZ[\]YẐ[_ [\ ‘ ‘ a YZâbYZa]_ [a
华榛群落 cQUdeSTfgWJOJTWTX9::; YZ]\aYZ_\Y [b YZY]] YZ‘a [_ YZaY[YZ\‘a ]_
银鹊树群落 hILWTfWITWJOJTWTX9::; YZ\̂a YZYb [] aẐ âaẐî [_ [Z‘Y][Z‘‘] \b
白辛树群落 jPOUQTPdUIRLTWeQLgdeeSTX9::; YẐb̂ [ZY\Y [i aZ\[]aZYai Y] YZ_b[[ZY__ \a
金钱槭群落 HWLPOUQJWITWJOJTWTX9::; YẐ[Y[Zaa] ]] aẐYiaẐaY [_ YZb][YZi_\ b̂
领春木群落 kSLPOeOILeOWQTLOUNSNX9::; [ZYb\ [Z[a ]] aZb_iYZ‘i[ [_ YZâ\YZiba ]Y
群落平均 89::E<lmB=n>@=o> YẐ‘̂ YZ_] [i;b aZ]_\aZ]\i [‘;Y YZ]__ YZi b‘;i
区域平均 p>ol9<=A=n>@=o> YZ‘_ YZ] [\Z[ YZ] YZ\\ [̂Z\ YZab YZ\i []Z\

表 q 大老岭珍稀植物群落与几种植被类型的生活型谱

#$%&’q #(’&,3’r32/6)*’+0/76)230(’/$/’*&$50+26675,0,’)$0s$&$2&,5t$5-20(’/.’t’0$0,2501*’)

植物群落类型 uA=<mX9::E<lmBmBv>w
高位芽xyz
uD=<>

地上芽xyz
8D=:=>;

地面芽xyz
G>:lX@B

地下芽xyz
8@Bvm9;

a年生xyz
?D>@9;

珍稀植物群落{ b]Z\x|}~!Y];_}̂b;az" ‘Z_ abZ[ YbZb [Ẑ
亚热带次生混交林#\$% ]̂Z] a[Zb ]Za \Zi aZ]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i]Za ‘ aYZb YZi ‘Z\
暖温带落叶阔叶林#\$’ bY b [i [Ẑ aZ[
卧龙珙桐群落#̂$( ]i ‘ Y‘ YY a‘
湖北宣恩珙桐林#[$) ]\Z\̂ ‘ Y[ZY[ YaZYa _Z‘_

{p=@>vA=<mX9::E<lml>w*%C>X9<+=@Bm@9vlX=A:l,>+-9@>wm*&?@9vlX=A>n>@o@>><F@9=+.A>=n>+-9@>wm*’/=@:
m>:v9@=m>+>Xl+E9EwF@9=+.A>=n>+-9@>wm*(H;WJ0QeSfUIPIX9::E<lmB=m/9A9<o*)H;WJ0QeSfUIPIX9::E<lmB=m1E=<><

"|}常绿种 |n>@o@>><wv>Xl>w*~}落叶种 ~>Xl+E9Ewwv>Xl>w

比较珍稀植物群落与几种植被类型的生活型谱x见表 [z2表明珍稀植物群落的高位芽比例接近落叶阔

叶林3而地面芽的比例更接近常绿阔叶林2同为常绿4落叶阔叶混交林3它的生活型谱与亚热带受干扰后次

生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差别很大3却与四川卧龙和鄂西南七姊妹山的珙桐群落结构十分类似2即都有丰

富而比较均衡的地面芽和地下芽植物3极少地上芽3这与灌木层简单而草本层发育的情况一致3显然与群

落处于温暖4湿润的生境3乔木层结构复杂而下层较荫蔽有关*a年生植物的比例也较高2另外珍稀植物群

落的高位芽比例偏低3并不同于落叶阔叶林乔木层物种简单3而主要是因为草本层物种更丰富2包括珙桐

林在内的珍稀植物群落生活型谱与各地带性植被类型的差异3显然是较特殊的局地环境影响的结果2

" 种间关系及其空间格局

"Z5 种间联结分析

利用植被样方调查资料3计算样方中出现的珍稀植物的种间关联系数3并做 6Y显著性检验3将关联显

著的系数转换成关联等级3得到如下的种间关联矩阵图 a2
从 种间联接度来看3这些珍稀植物大致可分为 [组2第 a组为香果树4银鹊树4华榛4水丝梨4长 蕊 杜

鹃*第 Y组包括珙桐4白辛树4领春木4金钱槭4檫木4刺楸4青钱柳4亮叶桦*第 [组有紫茎4金 缕 梅4武 当 木

兰4米心水青冈4亮叶水青冈2另外穗花杉4巴山榧树4天师栗4叉叶兰4马蹄香4扩展女贞在大老岭地区只见

于穗花杉群落中3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其它物种的关联度因取样的局限而有夸张的成分2香果树4亮叶桦4
铁坚杉与米心水青冈4亮叶水青冈和武当木兰之间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2

"Z! 珍稀植物及其群落的 ~887排序

基于样方群落物种重要值数据和环境因子数据的 ~887排序技术3在物种和样方排序值的加权平均

运算的每一次叠代循环后3加入了排序轴与环境因子间的回归分析3从而能够得到物种4样方群落和环境

因子排序值2在排序图上可同时反映各物种4样方在排序轴和各环境因子梯度上的相对位置及其关系#ab$2
图 Y中表达了大老岭地区植被样方中出现的主要珍稀树种和几个珍稀植物群落的分布格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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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珍稀植物种间相关矩阵图

"#$%! &’()#*$+*,-./-++(0*1#-23(14((21’((2)*2$(+()*2)+*+(56(/#(5

7!8香果树97:8银鹊树97;8华榛97<8猫儿矢97=8水丝梨97>8武当木兰97?8天师栗97@8巴山榧树97A8马蹄香97!B8叉

叶兰97!!8扩展女贞97!:8珙桐97!;8白 辛 树97!<8领 春 木97!=8金 钱 槭97!>8刺 楸97!?8亮 叶 桦97!@8铁 坚 杉97!A8铁

杉97:B8青钱柳97:!8紫茎97::8米心 水 青 冈97:;8亮 叶 水 青 冈97:<8穗 花 杉97:=8血 皮 槭97:>8长 蕊 杜 鹃97:?8檫 木9

7:@8青皮木97:A8金缕梅

总体上看C珍稀植物及其群落在海拔DEFEGHI坡位DFJKLH和坡度D7FJMH等地形因子梯度上有明显

的分化N穗花杉林I华榛林I水丝梨林I银鹊树林处在低海拔沟谷地段9白辛树林I领春木林I青钱柳林和金

钱槭林海拔较高N前面据种间关系划分的第 !I:组物种刚好就在这两组群落附近C表明上述珍稀植物群落

就是这些珍稀植物的集中分布环境N此外C米心水青冈分布的海拔最高9铁杉I亮叶水青冈I檫木则处在较

高而陡的地段N铁坚杉分布在低海拔高爽陡峭的生境9香果树处在低海拔的谷底生境9亮叶桦的生境位置

并不特殊C但它是中低海拔的阳性先锋树种C故它与两种水青冈的负相关实际主要反映在演替系列上的彼

此替代N

O 种群结构与动态

对 >种主要珍稀植物群落中的优势种作径级结构分析C见图 ;PN
穗花杉为常绿针叶小乔木C群落中Q级幼苗数量较多CR级幼树和S级立木数量很少C反映了强烈的

自疏过程C种群结构较稳定N穗花杉见于我国亚热带各地中山地带C作为针叶树C其喜荫且耐旱的习性较罕

见C在群落中一般数量少C为偶见种T<UN故在大老岭地区所发现的成片穗花杉林十分珍贵N
与穗花杉不同C领春木I华榛I银鹊树和白辛树均属阳性树种C喜湿润而阳光充足的沟谷生境T;UN这与

大老岭地区所见实况完全一致N图 ;中领春木林I金钱槭林尚属幼林C种群中已缺乏QIR级更新苗木N白

辛 树林I银鹊树林都是成龄林C但种群都呈V倒钟形WC更新不良N上述各种在种间关系和分布上也比较接

近N
因此这些落叶阔叶的珍稀植物群落基本上属于先锋性群落C在时间上有V昙花一现W的特点C在空间上

则会追逐那些温暖I湿润而阳光充足的生境而新生N沟谷生境因为经常产生较大的林窗而正好具备上述条

件XN这一分析结果与前面生活型谱中 !年生植物比例较高的现象得到互相印证N

Y 结语与讨论

=B@=期 沈泽昊等8亚热带山地森林珍稀植物群落的结构与动态

P X沈泽昊8亚热带山地景观尺度植被Z环境关系的空间格局研究N博士论文C!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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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对大老岭地区珍稀植物群落的分析表明!

"珍稀植物群落的区系反映了大老岭地区区系中更具地区性的部分#其中东亚$东亚%北美$中国特有

等地区性的成分较全区的比例更重#亚热带分布成分的含量也更多&

’群落物种多样性非常丰富#尤其是乔木层和草本层#明显高出区域内各类群落的平均水平&

(具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外貌#群落乔木层结构复杂#灌木层相对简单而草本层发育&高位芽比例偏

低#地上芽缺乏#具有发育且均衡的地上和地面芽部分&生活型谱不同于典型常绿阔叶林#亦异于亚热带次

生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而与珙桐群落的结构十分相似&

)种间关系分析明显反映了 *组珍稀植物集群的分异&

图 + 大老岭地区主要珍稀植物和珍稀植物群落的 ,--.排序

/012+ 345,--.67809:;0696<=:097:75>?5@05>:987:75?A:9;@6==B90;05>:;,:A:6A091751069

.5>@!天师栗 ,0?;!金钱槭 C:19!武当木兰 -D!穗花杉林 .EFG!坡面

.=59!穗花杉 G==5!香果树 F;57!白辛树 -+!华榛林 ,HIG!坡面

J5;B!亮叶桦 GB?;!领春木 E:>>!檫木 -*!水丝梨林 GKGL!海拔

-5?4!三尖杉 /:1B5!米心水青冈 E;5M!紫茎 -N!白辛树林 KO-.!坡位

-67P!华榛 /:1BA!亮叶水青冈 EP@6!水丝梨 -Q!金钱槭林 ER.F!坡形

-P@A!青钱柳 S:A6!刺楸 3:?0!银鹊树 -T!领春木林 EKOF!坡度

,:U0!珙桐 S5;5!铁坚杉 3677!巴山榧树 -V!银鹊树林

3>B1!铁杉 -W!青钱柳林

图 * 几个珍稀植物群落中优势种的径级结构

/012* 34580:=5;57%@A:>>>;7B@;B756<;4586=0959;>?5@05>09;457:75?A:9;

@6==B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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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结果反映了这些珍稀植物及其群落的空间格局%与种间关系分析结构吻合%表明海拔&
群落小生境的坡位和坡度是这些珍稀植物分异的主要因子’

(除穗花杉种群的优势地位比较稳定外%几种落叶阔叶的珍稀树种更新不良%种群衰退%属阳性树种’
其在群落的优势地位在时间上不会持续下去%但在空间上将会易地重生’

综上所述%分布于大老岭地区的多种珍稀植物群落在区系构成&群落外貌&结构&物种多样性和种群更

新等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共性)但空间格局&种间联系方面也存在明显分异’这些珍稀植物群落高效地利用

其有限的生态空间存储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尤其是从第四纪冰期中残留下来古老&特有成分%集中

分布于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带的沟谷生境’无论从物种还是生态系统水平来看%这无疑是我国亚热

带山地森林植被中一个很特殊的生物多样性组分’
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机制无疑是多方面&多尺度的’大老岭的气候垂直梯度和复杂的地形结构对于保存

这些习性各异的珍稀植物非常重要’这些性质古老的珍稀植物在温暖湿润的第三纪曾一度广布于北半球

温带%第四纪冰期间冰期循环造成其目前的残遗分布*+,-’它们在空间上表现为破碎化的异质种群%特别依

赖于亚热带中山温暖至温凉而湿润的沟谷生境’从生活型结构&优势种群性质以及分布的地形格局来看%
在这些群落中发生的物种替代和局部灭绝速率是相对较高的*+.-’可以认为%与这类古老珍稀成分的保存相

关联的生境条件和生态过程%显然是这一区域和相应植被类型的一种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与之相

应%在包含这些珍稀植物的异质种群的规模上建立这类特殊生境及其中植物群落的保护区%乃是本地区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关键措施’另外%在适宜生境内进行有计划的人为干扰%如间伐或小片皆伐%为这些不

耐竞争的阳性物种创造有利环境也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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