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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常用的 -DEFF0F@GH4F4I指数3-HJ5K0F指数以及新近提出的两个非参数指数7&DE0多样性指数和二阶刀切法多

样 性指数<3计测了海南岛霸王岭垂直带上不同植被类型7包括热带低山雨林L热 带 山 地 雨 林L热 带 云 雾 林L热 带 山 地 矮

林<的物种多样性C在此基础上3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技术3模拟绘制了整个梯度的多样性变化谱C总体而言3样

带下部的物种多样性高于上部3或者说热带低山雨林与热带山地雨林的物种多样性高于热带云雾林与热带山地矮林3而

南部稍高于北部C这种基于插值方法的空间分析技术为探索植被结构分析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C
关键词=物种多样性;热带森林;海南岛;地理信息系统;插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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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现代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之一R"SC在景观生态学或群落生态学3现有物种多样性时空变化

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各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测度上3这种计测的结果反映在空间尺度上一般是以离散的

形式来表示3而如何反映物种多样性在空间的连续变化3迄今仍乏有效的方法与技术C
热带森林是地球上具最高生物多样性的地区C特别在湿润雨林3丰富的物种多样性特征之一是一定面

积样地中相当多的物种仅有 "L!个个体3而植被调查过程中通常限于人力物力3样地调查面积L数目都有

限3因此如何选择代表性样地较为困难3从而也导致群落分类相当困难R!S3以致于 kH@DEIAK认为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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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木 )’*’+,$"&$#-./01#2"$#.*等3灌木层优势种为冬青 4$’5!.1!.1’%(九节 6/,+7"01#%1.81%等9
样地 : 属热带山地雨林3海拔 ;<=>?3样地植物有 ;>@种3乔木上层优势种为陆均松A%+1,B#.*!#’1C

1’#(黄 叶 树 D%&07"!7,$$.*7%#&%&’&/’(厚 壳 桂 E1,!0"+%1,%+7#&’&/#/等3常 见 树 种 有 五 列 木 6’&0%!7,$%5

’.1,"#B’/(黄背青冈 F.’1+./7.#等3下层优势种为丛花灰木 G,*!$"+"/!"#$%&’#(碎叶蒲桃 G,H,-#.*8.5#C

2"$#.*(谷木 )’*’+,$"&$#-./01#2"$#.*(异株木犀榄 I$’%B#J"+%等3灌木层优势种为九节 6/,+7"01#%1.81%(
罗伞 K1B#/#%L.#&L.’-"&%等9

样地 M 属热带山地雨林3海拔 ;N@>?3样地植物有 OP种3乔木上层优势种为陆均松 A%+1,B#.*!#’1C

1’#3常见树种为黄叶树 D%&07"!7,$$.*7%#&%&’&/’(五列木 6’&0%!7,$%5’.1,"#B’/等3乔木下层优势种为谷

木 )’*’+,$"&$#-./01#2"$#.*(红鳞蒲桃 G,H,-#.*7%&+’#3常见树种为薄叶灰木 G,*!$"+"/%&"*%$%(厚皮香

八 角 4$$#+#.* 0’1&/01"’*#"#B’/(线 枝 蒲 桃 G,H,-#.* %1%#"+$%B.*等3灌 木 层 优 势 种 为 三 角 瓣 花 61#/C

*%0"*’1#/0’01%&B%(冬青 4$’5!.1!.1’%(九节 6/,+7"01#%1.81%等9
样 地 P 属 热 带 云 雾 林3海 拔 ;NM>?3样 地 植 物 有 ;>@种3乔 木 上 层 优 势 种 为 钝 叶 水 丝 梨 G,+"!/#/

0.0+7’1#(线枝蒲桃 G,H,-#.*%1%#"+$%B.*等3下层优势种为托盘青冈 F.’1+./!%0’$$#2"1*#/3灌木层优势种

为罗伞 K1B#/#%L.#&L.’-"&%(狗骨柴 Q1#+%$,/#%J#1#B#2$"1%(省藤 K$%*./RST等9
样地 = 属热带山地矮林3海拔 ;@N>?3样地植物有 N:种3由于地处保护区主峰第一斧头岭顶3树木主

要由于风力影响而极为矮化3群落高度一般只有 :UM?3物种较为稀少3乔木层 常 见 种 包 括 硬 壳 稠 V#07"C

+%1!./7%&+’#(梨果稠 V#07"+%1!./7"W##(红稠 V#07"+%1!./2’&#’/01%0./(乌脚木 G,*!$"+"/+7.&##(毛叶杜英

X$%’"+%1!./$#*#0%&’./(碎 叶 蒲 桃 G,H,-#.*8.5#2"$#.*(香 港 大 头 茶 Y"1B"&#%%5#$$%1#/等3灌 木 层 常 见 树

种包括乌饭树 Z%++#&#.*+%1$’/##3狗骨柴 Q1#+%$,/#%J#1#B#2$"1%(美丽新木姜 [’"$#0/’%!.$+7’$$%等9
取样调查的过程是用样绳将每一样地划分为若干个 ;>\;>?<的样方3逐一将样地范围内胸径在 ;]?

以上的植株记录3包括植物名称(高度(枝下高(胸围(冠幅等指标以及植株的生长状况9对于永久样地3则

同时在植株挂上或钉上已印上序码的塑料牌3并在记录纸的样方位置图 精̂确到 >T;?_上标示该株植物的

坐标位置 5̂3,_9

‘ 分析方法

‘Ta 物种多样性的测度

物种多样性的传统测度有多种方法b=UOc3采用常用的 defgghgCijkgkl指 数(dj?SRhg多 样 性3同 时 考

虑到热带雨林里一定面积样地中相当多的物种仅有 ;(<个个体3因此也采用了两个近些年才提出的非参

数指数3即 mefh多样性指数和二阶刀切法多样性指数n

f̂_defgghgCijkgkl多样性指数b;>c AGo pqr
/

#p;
!#sg!#

式中3!#为第 #个种的个体数占所有物种个体总数的比例3G为群落中物种总数9

t̂_dj?SRhg多样性指数b;;c AG6p [ [̂q ;_r
/

#p;
&#̂&#q ;_

式中3&#为第 #个种的个体数3[为所有物种个体总数3G为群落中物种总数9

]̂_mefh多样性指数b;<c Ep Gu G<;
<Gv w<

其中3G;是仅有 ;个个体的物种数3而 G<是仅有 <个个体的物种数3G是所有物种数9

x̂_刀切法 ŷf]zzgj{k_多样性指数b;NU;@c |p Gu G<̂ <[q N_
[ q G<̂ [q <_

<

} ~[ [̂q ;_
G;(G<(G的含义与 mefh多样性指数相同3而 [是个体总数目9

计算过程以 muu语言编程9

‘T‘ 多样性的空间分析

地理信息系统 !̂kh"lfSej]#g{hl?f$jhgd%R$k?3简称 !#d_的空间分析通常采用逆距离加权法 #̂g&klRk

xjR$fg]k’kj"e$kx_及样条 d̂Ssjgk_两种插值方法9研究采用逆距离加权法3它的基本思想是3每个确定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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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体群落的取样!借助诸如 "#$%%&%’()*%*+指数的形式得出该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值,一方面!这种方法

所得出的结果是离散型的!即每一群落由一确定值所反映!难以反映群落内的结构异质性!另一方面!由于

代表样地的局限性!不同群落间的物种多样性在空间上的变化也难以用这种测度得到很好的反映,本文提

出的借助 -."空间分析技术来模拟绘制连续植被的物种多样性变化!既是传统分析方法的进一步改进!也

为将这一方法应用于相类似的群落结构分析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空间分析技术在生态学的应用!目前主要是应用于环境因子的分析!如对某一区域范围内若干个

气候观测站的气候观测!通过空间分析得出整个区域气候的空间变化!而应用于植被结构分析的还罕有报

道,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在具有严格数学理论的插值方法的基础上来应用 -."的空间分析技术!它既可

以形象地揭示物种多样性在空间的连续变化!基于传统的物种多样性测度而又进一步通过分析以不同于

传统测度方法的结果来表示!是一种适于区域范围内植被类型物种多样性比较的分析方法,如果进一步结

合到植被生态环境条件的空间分析!相信将有助于揭示热带森林群落中物种多样性的维持机理,
对 于 不 同 物 种 多 样 性 测 度 公 式 的 评 价 问 题 目 前 还 没 有 一 个 客 观 的 标 准!应 用 到 两 类 的 测 度 公 式!

"#$%%&%’()*%*+指数和 ")/01&%指数主要考虑的是所有物种的个体多度比例!其中 ")/01&%指数特别强

调了常见种的作用,从计测结果来分析!如果从物种的多样性反映群落的结构复杂性这一点来考虑!"#$%’

%&%’()*%*+指数应是较为适宜的指标,群落层次结构最为复杂2在本地区并不具最高物种丰富度的热地低

山雨林具最高的物种多样性!而群落结构最为简单的热带山地矮林具最低的物种多样性,而 3#$&指数与

刀切法指数的 计 测 显 然 与 传 统 的 方 法 不 同!在 考 虑 物 种 丰 富 度 的 基 础 上!主 要 考 虑 具 单 个 个 体 物 种 的 作

用!这种方法主要是突出罕见或偶见种在维持群落物种多样性的作用,而刀切法指数在考虑具 425个个体

物种数的同时!更进一步考虑将所有物种的总个体数作为权数来计测!从分析结果来看!采用刀切法指数

优于应用 3#$&指数,
就霸王岭的植被而言!垂直带物种多样性的分析结果表明物种多样性基本上是呈随海拔梯度增加而

降低的特点!而作为该地区主体植被的热带山地雨林的物种丰富度最高,而对于该地区南北走向的山脉来

说!南部的物种多样性与丰富度较高于北部,从绘制整个梯度的多样性变化谱来言!在条件充许的情况下!
适当增加样本的数量并在空间有较好的配置将有助于增加空间分析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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