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年 "月

生 态 学 报

$%&$’%()(*+%$,+-+%$
./01!"2-/1"
34512!##"

黑龙江省不同地点蒙古栎林生态特点研究

于顺利2马克平2陈灵芝2桑卫国
6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2北京 "###789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重点资助项目6;<7=">,+>!"9
收稿日期:"77?>#@>#8A修订日期:"777>#B>!#
作者简介:于顺利6"7B=C92男2山东临朐人2博士D主要从事植物群落生态学和蕨类植物分类学研究D

摘要:通过对黑龙江省 B个地点的天然蒙古栎林的结构和更新特点的分析2蒙古栎林可划分为不同特点的蒙古栎群落2
即纯蒙古栎群落E蒙古栎桦树群落E蒙古栎槭树群落E蒙古栎红松群落和蒙古栎红松混交林群落2其演替趋势如下:红蒙

古栎群落E蒙古栎桦树群落至蒙古栎槭树群落E蒙古栎红松群落2再至蒙古栎红松混交林群落D蒙古栎群落类型的多样性

主要反应群落不同的演替阶段2造成蒙古栎群落多样性的原因是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作用的结果D随着群落的演替2蒙

古栎的优势地位逐渐被削弱2乔木种类丰富度增多2草本种类丰富度增多A蒙栎的相对密度下降2林内环境由干燥逐渐变

中性至较湿润A蒙古栎幼苗和幼树在总幼苗和幼树中所占的比例下降2耐荫物种 如 色 木 槭 等 的 幼 苗 和 幼 树 所 占 比 例 上

升A在演替过程中2蒙古栎分布格局 聚集分布的聚集程度逐渐降低2并向随机分布的方向发展D
关键词:黑龙江省A蒙古栎林A更新A演替2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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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栎是栎属在我国分布最北的一个种2随着人类干扰的加剧2蒙古栎林在中国的东北占了很大的优

势C"C@D2黑龙江省蒙古栎林分布以山地为主2并沿河流及交通线分布2明显表现出与人为因素有关2此种现

象是阔叶红松林受破坏后的产物2但从黑河至鸥浦以及绥芬>兴凯平原的蒙古栎林与阔叶红松林并无亲缘

关系C"2=DD由于人类干扰程度的不同2干扰后恢复的时间不同2而形成了不同更新特点的蒙古栎林D蒙古栎

林通常分为乔木E灌木和草本 8层结构D其中灌木层的优势种常随立地条件的不同而异2因此可根据这些

反 映 不 同 立 地 条 件 的 优 势 灌 木 进 一 步 区 分 蒙 古 栎 林 型 如 杜 鹃 蒙 古 栎 林E胡 枝 子 蒙 古 栎 林 和 榛 子 蒙 古 栎

林C!28DD但也可以根据更新特点划分为不同的群落2本文是一个偿试D
物 种 多 样 性 的 大 小2受 很 多 因 子 影 响2如 经 度E纬 度E海 拔E湿 度 和 群 落 的 演 替 阶 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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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同的群落在不同的演替阶段可能有自己的特点’

( 研究方法

在黑龙江省的 )个地点设置样地&这 )个地点为大兴安岭地区的加格达奇林业局实验站和呼玛县的

三卡林场&伊春 市 的 丰 林 自 然 保 护 区 和 带 岭 镇 周 围&牡 丹 江 市 的 迎 春 林 业 局 东 风 林 场 及 宁 安 县 江 山 娇 林

场&黑河市周围*见表 $+’
表 ( ,个地点的环境因子

-./01( 23456738139.0:.;976<7:<1413=079<53>15073?@5.3?A67453;1

地点 BCDEF 经度 GHIJCDKLE 纬度 GMDCDKLE海拔 NODCDKLE*P+ 人为活动 QKPMIMRDCSCDT

加格达奇 UCMJELMVC WXYZX[ $Z\YW][ Ŵ_ 较轻 ‘EMa
呼玛县的三卡林场 QKPM W$Y$"[ $Z"Y\$[ Z]X 显著 BDbHIJ
丰林自然保护区 cEIJOCI _̂YXW[ $Z]Y$$[ _W) 轻微 dEbTeEMa
带岭镇 fMCOCIJ _"YW][ $Z]YXX[ _W$ 较轻 dEbTeEMa
迎春东风林场 gCIJRhKI _"YXW[ $\ZYẐ[ W\X 较轻 dEbTeEMa
江山娇林场 UCMIJFhMIiCMH _\YW$[ $ẐYXX[ $]W 轻微 dEbTeEMa
黑河市 QEChE WX[$̂Y $Z)[$]Y $ZW 显著 BDbHIJ

在这 )个地点&选择不同坡向j不同海拔和不同特点的蒙古栎群落设置样地&分别为 $XPk$XP&$XP
kZXP&\XPk$XP&ZXPkZXP&共布设样地 "X个’记录样地内各物种种名j高度j盖度j冠幅j生活型和物候

期等以及样地的海拔j经度j纬度和坡度等’每种群落设样地若干&取样的总面积都大于 _XXPZ’按胸径大

小把乔木分级&胸径在 WRP和 WRP以上的乔木统计为 $级&胸径在 ZRP至 WRP的树木统计为 Z级*幼树+&
在 ZRP以下者统计为 \级*幼苗+!$Z%’

l 调查结果

lm( 不同类型蒙古栎群落的结构

lm(m( 纯蒙古栎群落 本群落调查地点在黑龙江

省 的 黑 河 地 区&共 调 查 $XPk$XP的 "个 样 地&计

算平均值&其结果见表 Z’从表 Z可以看出&本林型

是 纯 栎 林&蒙 古 栎 成 年 树 占 总 成 年 树 的 $XXn&栎

树生长良好’本林型是在极端不良环境下j植被经

过多次破坏形成的蒙古栎矮林’大果榆是小乔木&
但由于其高度与一些蒙古栎幼树接近&所以统计在

更新层&本种极耐干旱&故在纯栎林中出现’本林型

蒙古栎幼苗和幼树占总幼苗和幼树的 $XXn&没 有

迹象表明蒙古栎将被取代’由于蒙古栎被砍伐后萌

生 能 力 强&所 以 本 栎 林 的 蒙 古 栎 呈 聚 集 分 布 格

局!$\%’

lm(ml 蒙古栎桦树林群落 表 \是分布于黑河地

区 的 群 落 类 型&共 调 查 _个 $XPk$XP的 样 地&计

算平均值&其结果见表 \’
本群落称为蒙古栎o桦树群落’黑河地区蒙古

栎 林 非 常 普 遍&由 于 人 类 活 动 和 森 林 火 灾 等 的 干

扰!$_#$"%&立地条件变得非常干旱瘠薄&次生林各主

要成林树种中&唯有最耐旱的两种树种蒙古栎和黑

表 l 黑河地区蒙古栎林的群落结构*$XXPZ+
-./01l p78q359r<96q;9q617:stuvwtxyz{|z}~w!:761<9
53>15"1

乔木物种

#bEEF$ERCEF

%&’
(ZRP
株数

)KP*Eb

WRP+%&’
+ZRP
株数

)KP*Eb

%&’,
WRP
株数

)KP*Eb

总数

#HDMO
IKP*Eb

蒙古栎- $_mX m̂X Z\mX _WmX
大果榆. Xm) Xm\ X $mX
总数/ $_m) m̂\ Z\mX _"mX
- 012341567897:;4<=. >:6156<4374<3?<=/ #HDMO
IKP*Eb

表 @ 黑河地区蒙古栎林的群落结构*$XXPZ+
-./01@ p78q359r<96q;9q617:stuvwtxyz{|z}~w!:761<9
53>15"1

乔木物种

#bEEF$ERCEF

%&’
(ZRP
株数

)KP*Eb

WRP+%&’
+ZRP
株数

)KP*Eb

%&’,
WRP
株数

)KP*Eb

总数

#HDMO
IKP*Eb

蒙古栎- ZWmX $Zm\ Z)mX "_m\
大果榆. X $m\ X $m\
黑桦/ X Xm) \m\ _mX
总数A ZWmX $_m\ \Xm\ "]m"

- 012341567897:;4<=. >:6156<4374<3?<=/ B2C1:<
%<’13;4<=A #HDMOIKP*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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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最能适应!两者的同时出现!常象征着干旱!对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本林型蒙古栎占绝对优

势!从 更 新 资 料 来 看!本 蒙 古 栎 林 发 育 良 好!幼 苗 和 幼 树 较 多!幼 苗 占 总 幼 苗 的 #$$%!幼 树 占 总 幼 树 的

&’()%"如果人类不继续破坏和干扰!本栎林将继续处于旺盛生长时期!没有衰退的迹象"
表 *是分布于加格达奇林业局实验站的 +个蒙古栎群落样地资料,平均值-"

表 . 加格达奇地区蒙古栎林的群落结构,/$$0/-
12345. 67889:;<=><?9@<9?57ABCDEFCGHIJKILMFNA7?5><
;:O;2P5Q2R;

乔木物种

STUUVWUXYUV

Z[\
]/X0
株数

_̂0‘UT

aX0bZ[\
b/X0
株数

_̂0‘UT

Z[\c
aX0
株数

_̂0‘UT

总数

Sdefg
h_0‘UT

蒙古栎i /)($ #*(+ #*($ aa(+

大果榆j $ $ $(+ $(+

黑桦k $ + +(+ ’(+

总数l /)($ #)(+ #)(’ ’#(m

i nopqrostuvwuxyrz{j |xtostzrqurzq}z{k ~p!oxz
Zz\oqyrz{l Sdefgh_0‘UT

表 " 东风林场蒙古栎林的群落结构,/$$0/-
12345" 67889:;<=><?9@<9?57ABCDEFCGHIJKILMFNA7?5><
;:#7:PA5:P

乔木物种

STUUVWUXYUV

Z[\
]/X0
株数

_̂0‘UT

aX0bZ[\
b/X0
株数

_̂0‘UT

Z[\c
aX0
株数

_̂0‘UT

总数

Sdefg
h_0‘UT

蒙古栎i //(a )($ ++(a ’+($

大果榆j #($ $ #(a /(a

枫桦k $ $ #(a +(a

色木槭l #(a $ $(a *($

紫椴$ $ $ $(a $(a

总数% /a($ )($ +)(a ’&(a

i nopqrostuvwuxyrz{j |xtostzrqurzq}z{k &rpqrus!z’
!z{l &rpqtuvu{$ (yxyzztoqpvsys{% Sdefgh_0‘UT

表 ) 宁安县蒙古栎林的群落结构,/$$0/-
12345) 67889:;<=><?9@<9?57ABCDEFCGHIJKILMFNA7?5><
;:*;:P+2:

乔木物种

STUUVWUXYUV

Z[\
]/X0
株数

_̂0‘UT

aX0bZ[\
b/X0
株数

_̂0‘UT

Z[\c
aX0
株数

_̂0‘UT

总数

Sdefg
h_0‘UT

蒙古栎i $(a $ )(a &($

黑桦j $ $ $(a $(a

三花槭k $(a $ $ $(a

白榆l $ #($ $(a #(a

水曲柳$ m($ $ $ m($

色木槭% +(a $ $ +(a

总数, #+(a #($ &(a /+($

i nopqrostuvwuxyrz{j ~p!oxzZz\oqyrz{k &rpq!qy-xu’
qot{l |xtos}otyxz{$ .qz/yvostzvZs\oqyrz{% &rpq
tuvu{, Sdefgh_0‘UT

本 样 地 代 表 的 群 落 也 被 称 之 为 蒙 古 栎’桦 树 群

落!本 群 落 蒙 古 栎 占 总 成 年 树 的 )&(m%!白 桦 和 黑

桦占 /#(#%!蒙古栎幼苗占总幼苗的 #$$%!幼树占

总幼树的 &+%"本林型蒙古栎生长良好!也没有衰

退迹象!其幼苗和幼树也占绝大多数!更新良好"蒙

古栎分布格局呈聚集分布"

0(1(2 蒙古栎’槭树群落 表 a是分布于迎春林业

局东风林场的蒙古栎群落类型!取 *个 #$03/$0
的样地资料,平均值-"

本样地代表的群落的立地条件比上面两种类型

较为湿润!土 壤 也 较 肥 沃!由 于 色 木 槭 的 出 现!称 之

为蒙古栎’槭树群落"Z[\caX0的蒙古栎占总数的

*m(*%!其它树种占了 #$()%"本群落 初 步 成 为 以

蒙古栎为优势种的阔叶混交林"蒙古栎幼苗占总幼

苗的 m+(’%!幼树占总幼树的 #$$%!与前面的群落

相比蒙古栎幼苗有 所 下 降!一 些 中 生 性 物 种 如 色 木

槭4紫椴等开始出现"本林型的年龄约为 ’$f!成为

以蒙古栎为优势种的阔叶混交林"
表 ’是分布于黑龙江省宁安县江山娇林场的蒙

古栎群落!取 /个 /$03#$0的样地资料!计算其

平均值"
本 样 地 代 表 的 林 型 的 立 地 条 件 比 上 面 更 为 湿

润!水曲柳4色木槭和三花槭等幼苗出现"蒙古栎占

总成年树的 &&(/%!本林型为以蒙古栎为优势阔叶

混交林"蒙古栎的幼苗占总幼苗 +()%!幼树已不存

在!蒙古栎 成 为 衰 退 的 树 种!而 水 曲 柳4色 木 槭 和 三

花槭的幼苗占了绝大多数"蒙古栎聚集分布已不明

显"

0(1(. 蒙古栎’红松群落 在样地中出现红松幼苗

和幼树的群落 都 归 为 本 类 型!表 )是 宁 安 县 的 +个

/$03#$0样地的结果,平均值-"
本样地代表的群落属于蒙古栎’红松林群落!蒙

古栎占株数的 a#()%"样 地 立 地 条 件 较 好!土 壤 较

肥沃!保水能力较好!臭冷杉4色木槭4三花槭和核桃

楸等开始出现"特别是红松幼苗的出现!使该群落向

以蒙古栎4红松等种 类 组 成 的 针 阔 混 交 林 方 向 演 替

成为可能"
表 &是分布于伊春带岭的 *个样地蒙古栎更新

资料,平均值-"

+*#期 于顺利等5黑龙江省不同地点蒙古栎林生态特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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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宁安县蒙古栎林的群落结构"#$$%#&

’()*+! ,-../0123425/62/5+-789:;<9=>?@A?BC<D7-5+42

10E10F(0

乔木物种

GHIIJKILMIJ

NOP
Q#L%
株数

RS%TIH

UL%VNOP
V#L%
株数

RS%TIH

NOPW
UL%
株数

RS%TIH

总数

GXYZ[
\S%TIH

蒙古栎] $ $ _̂U _̂U

黑桦‘ $_U $_U $ a_$

三花槭b $_U $ $ $_U

臭冷杉c #_$ $ $ #_$

核桃楸d $_U $ $ $_U

色木槭e #_U $_U $ f_$

红松g a_$ $ $ a_$

总数h _̂$ a_$ _̂U ai_U

] jklmnkopqrsqtunvw‘ xlyktvNvPkmunvwb znlmymu{tq|
mkpwc zOulorl}Pmqtl}uowd ~kstvropvrNoPkmunvwe znlm
pqrqwg !urko"qmvulrouowh GXYZ[\S%TIH

表 # 伊春蒙古栎林的群落结构

’()*+# ,-../0123425/62/5+-789:;<9=>?@A?BC<D7-5+42
10$16%/0

乔木物种

GHIIJKILMIJ

NOP
Q#L%
株数

RS%TIH

UL%VNOP
V#L%
株数

RS%TIH

NOPW
UL%
株数

RS%TIH

总数

GXYZ[
\S%TIH

蒙古栎] $_U a_$ i_$ U_U
黑桦‘ $ $ a_U a_U
紫椴b $ $ a_U a_U
白桦c $&$ $&f $&U
水曲柳d $ $ $_U $_U
色木槭e aU_U f_$ $_U a_U
怀槐g $ $ #_U #_U
黄檗萝h $_U $_U $_U $_U
红松’ $_U $ $ $_U
总数() â_$ i_U aa_U ff_$

] jklmnkopqrsqtunvw‘ xlyktvNvPkmunvwb *utuvvpkmlr|

ouowc xlyktv}tvy+}P+ttvwd ,mv-urkopvrNoPkmunvwe

znlmpqrqwg .vvn"uvvpkmlrouowh !PlttqNlrNmqrv|

pkmlrouow’ !urko"qmvulrouow() GXYZ[\S%TIH

这 两 个 样 地 代 表 的 林 型 也 属 于 蒙 古 栎|红 松 林 群 落/NOPWUL%的 蒙 古 栎 占 总 数 的 fi_01/幼 苗 占

#_21/幼树占 ##_#1/是蒙古栎和怀槐等占优势的阔叶混交林/色木槭的幼苗最多/蒙古栎幼苗较少/蒙古

栎呈现衰退3因为本群落乔木郁闭度较大/土壤肥沃/小环境湿润/所以林下灌木和草本的物种较丰富3蒙

古栎聚集分布格局已不明显3

4_5_6 蒙古栎|红松针阔混交林 把林分中具有胸径大于 UL%红松的群落称为蒙古栎|红松针阔混交林3
表 2是分布于伊春市丰林自然保护区的蒙古栎群落/计算 f个样地的平均值3

本样地代表的群落为蒙古栎|红松针阔混交林群落/NOPWUL%的蒙古栎占总数的 7̂_71/其余乔木占

f#_i1/是蒙古栎占优势树种的针阔混交林3红松幼苗和幼树占了总数的 Û_̂1/而蒙古栎的幼苗和幼树

仅占 a7_̂1/所以蒙古栎会逐渐衰退/而红松会 逐 渐 上 升/随 着 时 间 的 推 进/红 松 将 取 代 蒙 古 栎 成 为 优 势

种/本林型将演替为以红松为主的针阔混交林3本林型蒙古栎聚集分布已不明显/呈随机分布3
表 a$是分布于伊春市丰林自然保护区的另一种蒙古栎群落/计算 f个样地的平均值3

表 8 伊春蒙古栎林的群落结构"#$$%#&
’()*+8 ,-../0123425/62/5+-789:;<9=>?@A?BC<D7-5+42
10$16%/0

乔木物种

GHIIJKILMIJ

NOP
Q#L%
株数

RS%TIH

UL%VNOP
V#L%
株数

RS%TIH

NOPW
UL%
株数

RS%TIH

总数

GXYZ[
\S%TIH

蒙古栎] f_U 7_U a#_U ##_f
红松‘ 7 ##_U a_U f$_$
鱼鳞云杉b $ #_$ $ #_$
色木槭c #_$ 7_U $_U 2_$
紫椴d $ $_U $ $_U
黑桦e $_U $ #_$ #_U
白桦g a_$ $ #_$ f_$
兴安落叶松h $ $_U $ $_U
总数’ af_$ f0_U a0_U $̂_$

] jklmnkopqrsqtunvw‘ !urko"qmvulrouowb !unlv9l:qlr|
ouowc znlmpqrqwd *utuvvpkmlrouowe xlyktvNvPkmunvw
g xlyktv}tvy+}P+ttvwh ;vmu-splturuw’ GXYZ[\S%TIH

表 5< 伊春蒙古栎林的群落结构"#$$%#&
’()*+5< ,-../0123425/62/5+-789:;<9=>?@A?BC<D7-5=
+4210$16%/0

乔木物种

GHIIJKILMIJ

NOP
Q#L%
株数

RS%TIH

UL%VNOP
V#L%
株数

RS%TIH

NOPW
UL%
株数

RS%TIH

总数

GXYZ[
\S%TIH

蒙古栎] 0_f $_̂ i_$ af_$
红松‘ â_̂ 2_̂ i_$ fa_i
鱼鳞云杉b #_̂ f_$ a_̂ _̂i
色木槭c i$_$ i_f #_f i7_7
青楷槭d f0_$ a_$ $ f2_$
紫椴e a_f $_f a_f #_2
冷杉g a_̂ $_f $ #_$
白桦h a_f $ #_f f_7
总数’ aaa_$ a2_f aU_2 ai7_#
] jklmnkopqrsqtunvw‘ !urko"qmvulrouowb !unlv9l:qlr|
ouowc znlmpqrqwd znlmylsplryqokpwe *utuvvpkmlrouow
g zOulorl}Pmqtl}uowh xlyktv}tvy+}P+ttvw’ GXYZ[\S%|
T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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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样地代表的群落也为蒙古栎!红松针阔混交林群落"其顺向演替时间比上面的群落更长#$%&’()*
的红松占总数的 +(,+-"其余占 ./,0-1蒙古栎幼苗占总幼苗的 2,(-"幼树占总幼树的 .,(-"蒙古栎为

衰退树种"红松为增进树种#

3,3 不同类型蒙古栎群落的结构分析

3,3,4 蒙古栎群落演替趋势 蒙古栎群落结构的不同是由于蒙古栎群落处于向地带性植被演替的不同

阶段"其演替趋势如下

5

5

5

67

8

7

9

砍伐
红松林

蒙古栎红松
针阔混交林

蒙古栎红松林

:小兴安岭;

蒙古栎落叶松林

:大兴安岭;蒙古栎
槭树林

蒙 古 栎 纯 林<
蒙古栎桦木林

3,3,3 蒙古栎相对密度变化趋势 从蒙古栎纯林<蒙古栎桦树林到蒙古栎槭树林<蒙古栎红松林<蒙古栎

红松针阔混交林"蒙古栎相对密度分别为9/2,=-</>,=-<0?,?-<?.,+-<+>,(-"具有下降的趋势"如图

@#其幼苗和幼树所占总幼苗和幼树的比例分别为9/(,2-</.,@-<./,@-<?0(-和 @?,+-"具有下降的趋

势"如图 +#

图 @ 蒙古栎在不同群落中的相对密度

ABC,@ DEFGHBIEJEKLBHMNOPQRSTQUVWXYWZ[T\

BKJBOOE]EKH)N** K̂BHMHM_EL

3,‘ 物种多样性

3,‘,4 从上面可以看出"各林型 代 表 不 同 的 演 替 阶 段"随 着 演

替 的 深 入"乔 木 的 物 种 多 样 性 逐 渐 增 加"从 两 种 一 直 增 加 到 =
种#

3,‘,3 从 0>个样地中选取代表不同类型:即不同演替阶段;的

样地"这些样地海拔相近"坡度和坡向类似#统计出林下灌木和

草本的物种数目"见表 @@#
从表 @@中可以看出"通过带岭的两种林型的物种丰富度比

较"同一个地点"其它环境条件类似的情况 下"蒙 古 栎 红 松 林 的

物种多样性高于蒙古栎纯林1类似地"伊春 的 两 个 林 型 显 示"蒙

古栎红松混交林的物种多样性高于蒙古栎红松林#
表 44 带岭和伊春两个地点群落的物种数目

abcde44 fgehiejklmcenikoihplkbkqrbidiks

地点

tBHEL

林型

uM_ELNO
ON]ELH

海拔:*;
vFHBĤJE

乔木种数

ŵ *xE]
NOH]EEL

灌木种数

ŵ *xE]
NOLy]̂x

草本种数

ŵ *xE]
NOyE]x

总数

uNHGF
K̂*xE]

带岭z 蒙古栎纯林{ .(2 @ + @@ @?
带岭 蒙古栎红松林| .(2 / . @/ ?+
伊春 蒙古栎红松林 .+@ = ( @= ?@
伊春} 蒙古栎红混交松林~ .(> = / +0 .?

z !GBFBKC1} "B)ŷK1{ #̂]ENG$!ON]ELH1| %G$!_BKEON]ELH1~ %G$!_BKE*B&EJON]ELH

‘ 讨论

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剧"蒙古栎林在黑龙江省分布很广’@(#因为蒙古栎抗逆性强"具强烈的萌蘖力和抗

火性"故在较干旱等不良生境下"亦能生存"还形成蒙古栎矮林’@).(#如果森林不是反复砍伐或环境条件较

好"蒙古栎可与其它树种混交成林"由于与其混交的树种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特点的蒙古栎林#蒙古栎可

与黑桦<白桦等混交成林"随着群落的演替"立地条件的改善"更新层中出现的频度较高的树种有色木槭<
紫椴和水曲柳等#

在小兴安岭等地"地带性植被是以红松为优势种的针阔叶混交林"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灾害造成的蒙

古栎林"只要不再继续被破坏"栎树下恢复红松是完全有可能的’@()@2("伊春市丰林自然保护区蒙古栎林下

(.@期 于顺利等9黑龙江省不同地点蒙古栎林生态特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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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蒙古栎幼 苗 和 幼 树 在 不 同 群 落 中 的 相

对密度

"#$%! &’’()#*$+*(,+-)#*$(’*,#./0123456

7389:;<:=>7?#*(#11’@’*.A0BBC*#./

DCE纯蒙古栎群落FC@’0+GA0BBC*#./HDIE蒙

古栎桦树群落 J+G6K#@AIA0BBC*#./HD,E蒙古

栎 槭 树 林 J+G6B+-)’A0BBC*#./HDDE以 蒙 古

栎 为 主 的 红 松 林 J+G6-#*’A0BBC*#./HDLE蒙

古栎红松混交林 J+G6-#*’B#M’(A0BBC*#./

红松幼苗和幼树发育良好N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O
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地带性植被是以兴安落叶松为主的针叶

林N当它被破坏以后N可演替为蒙古栎群落N如停止破坏N可顺向

演替N蒙 古 栎6落 叶 松 群 落 中 兴 安 落 叶 松 的 幼 树 和 幼 苗 较 多N它

们比蒙古栎幼苗和幼树耐荫N栎林恢复成原生植被是可能的O但

也有人认为大兴安岭地区的蒙古栎群落为地带性植被PQRSO
物种多样性受诸 多 因 素 的 影 响N如 经 度T纬 度T海 拔T湿 度T

土壤养分T演替阶段以及人为因素等N物种多样性随环境因子及

群 落 演 替 阶 段 的 变 化 特 征 具 有 不 同 的 模 式PUNQQSN随 着 栎 林 的 演

替N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增加N因为纯栎林的 立 地 条 件 比 较 严 酷N
土壤贫瘠N非常干旱N随着栎树的生长N立地条件逐渐变的湿润N
土 壤 变 得 肥 沃N有 利 于 很 多 植 物 生 存 如 喜 湿 植 物 出 现PQVSN耐 旱

植物和喜湿植物的同时存在造成了群落多样性增加O当然在演

替过程 中N群 落 的 多 样 性 并 不 是 一 直 增 加PQQNQWN!XSN据 观 察N物 种

多样性应在蒙古栎和红松占优势的混交林最高N顶 极 群 落 的 多

样性有所下降O
随着群落的演替N蒙古栎的分布格局 由 聚 集 分 布 到 随 机 分

布O由于蒙古栎萌生能力强N当栎树被砍伐或火烧后N从树根基部萌生出很多幼苗N呈聚集分布PQYSN但随着

栎树的增长N树木之间的竞争N结果有的长成大树N有的死亡N聚集程度逐渐降低N最后成为随机分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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