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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开发利用程度较高的浙江德清排溪冲小流域为研究范例2采用网格化样框取样的调查方法和 *+,技术2研究了

南方丘陵区小流域生态系统的杂草生物多样性的分布格局C结果表明小流域内杂草多样性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布特征C稻

田杂草多样性最低2坡地次之2稻田与坡地的交错带杂草物种最丰富C坡地中开发利用程度高的茶园和竹园杂草多样性

较高2新开发的果园和旱作地杂草物种较少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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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草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2也是农业生态系统的重要植物资源组成C过去人们一直努力将杂草

从农业生态系统中清除出去或将其控制在一定水平2对杂草的研究往往也更多地注重其危害性和防治途

径C近年来保护农业生态系统中杂草等植物的多样性以及发挥其在维持生态平衡中的作用逐渐为人们所

重视F7B@GC为了了解农业生态系统中杂草种类H分布特点及其与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关系2为杂草的管理和

保护利用提供依据2本研究特选择开发利用程度较高的小流域生态系统为单元进行研究C

I 研究小流域基本概况

研究于 788;年春季到 7888年春季在浙江省德清县排溪冲小流域进行C
排溪冲小流域位于浙江西北部丘陵地区2属北亚热带气候类型2年平均降雨量 7";!J"BB2较集中地发

生在 ?B;月份6占全年总降雨量的 =7J!K9C流域总面积 !#J@gB!2其中水田 ?J#gB!2坡地 7!J#gB!2水域

!J@gB!2流域内高差为 "7J!B2坡地的坡度变化从 !"J"K到 "J""K2土壤类型主要为红壤和红黄壤C水田

以 单季晚稻为主2冬季主要种植油菜2坡地的利用方式主要有竹园6笋用9H茶园H果园H人工杉木林和零星

种植的旱地作物6如蔬菜H大豆等9C小流域地形图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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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排溪冲小流域三维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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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杂草物种丰富度在小流域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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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溪 冲 小 流 域 在 开 发 过 程 中A土 地 利 用 方 式 也 趋

于多样化A既有采用传统耕作方法的水田A开发利用时

间 较 长 的 坡 地 茶 园B竹 园A也 有 新 近 开 发 的 果 园 和 旱

作C对于人多地少的南方红壤丘陵地区A排溪冲小流域

的 这 种 综 合 开 发 模 式A是 目 前 普 遍 采 用 的 小 流 域 开 发

方 式A不 仅 提 高 了 资 源 的 利 用 率A也 促 进 了 当 地 农 业B
经济的发展C

D 研究方法

D%E 杂草物种多样性调查方法

采 用网格化F!G)H!G)I方法取样点A每一样点用

!)H!)F稻 田B交 错 区B竹 园B茶 园B果 园 和 旱 作 地I或

!)H>)F林地I或 GJK)H>)F沟渠I的样框取样地作为调查观测点A在无人为干扰的情况下A周年调查测定

样地植物种类B株数及盖度C计算每一物种的频度和以丰富度反映的物种多样性C频度用某物种出现的样

本数与样本总数的比值表示C

D%D 地理信息系统FLM?I
应用LM?软件F;#,=?,.1>JK版I建立小流域三维地形图B土地利用图和杂草多样性的分布图A并叠加生

成杂草物种多样性在小流域的空间分布图C

N 结果与分析

N%E 小流域的杂草种类

在 !周年内调查样框中出现的杂草总计 !&!种A分属 !GG属B&O科C其中禾本科杂草最多A有 P!种Q其

次为莎草科B菊科和蓼科A分别有 !P种B!!种和 O种C这 P科的杂草种数占小流域杂草总种数的一半以上C
仅含 !个物种的有双星藻科B卷柏科B蕨科B海金沙科B萍科B荨麻科B毛茛科B防己科B酢浆草科B 牛儿 苗

科B藤 黄 科B柳 叶 菜 科B爵 床 科B桔 梗 科B泽 泻 科B灯 心 草 科B石 蒜 科 和 菝 葜 科A其 余 的 苋 科B石 竹 科B十 字 花

科B蔷薇科B豆科B大戟科B堇菜科B千屈菜科B伞形科B报春花科B唇形科B玄参科B茜草科B鸭跖草科 和 雨 久

花科多含 >到 K个物种C
在 几 种 主 要 的 的 生 境 中A以 交 错 区 的 杂 草 种 类 最

多A有 >K科BRP属BS&种A科B属B种 数 都 超 过 总 量 的

RGTQ其次是坡地茶园和竹园A各有 !R科 >S种Q稻田B
果 园B旱 作 地 和 人 工 林 地 的 杂 草 皆 有 !G科A种 数 依 次

为 !OB!SB!S和 >!C
小流域中分布最广泛的杂草归属于禾本科B菊科B

鸭跖草科和蓼科A几乎出现在所有土地利用方式中C此

外A稻 田 主 要 杂 草 种 类 还 有 莎 草 科B雨 久 花 科B千 屈 菜

科 和 玄 参 科 等A坡 地 中 常 见 的 还 有 大 戟 科B蔷 薇 科B堇

菜科B蕨科B报春花科和藤黄科等C

N%D 小流域杂草物种丰富度的空间分布

杂草物种丰富度的空间分布图见图 >C图 >是根据

样框调查结果A将杂草物种的丰富度按从低到高分为 &
级F低A物 种 数 少 于 RU)>Q中A物 种 数 OV!GU)>Q高A物

种数大于 !!U)>IA然后根据等级由 LM?绘制而成C
由 图 >可 见A小 流 域 内 杂 草 物 种 的 分 布 呈 现 出 明

显 的 空 间 特 征C稻 田 杂 草 的 种 类 最 少A多 样 性 程 度 最

低A物种数仅占全流域物种数的 !&%GTQ由稻田向坡地

!PP&期 陈 杰等W南方丘陵区小流域生态系统杂草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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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的边缘地带!交错区"物种多样性程度最高#物种数占总物种的 $%&’()从平均水平看#坡地物种多样

性程度高于稻田而低于边缘地带)坡地由于农业利用方式不同#杂草多样性程度亦不同#*种利用方式中#
开发利用时间长的茶园物种最丰富#其次为林地#新开垦的果园和旱作地最低)

表 + 出现频率较高的杂草种类及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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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小流域的主要杂草物种分布

主要杂草是指出现频度较高的杂草#其物种组成与分布特点对杂草的综合管理起关键作用)小流域中

大多数杂草物种出现的频率低于 lucu(#高于 lucu(的有 %.种#占总种数的 .’c’(#其中出现频率大于

.ucu(只有 m种#仅占流域杂草种类的 $cm()表 l列出了出现频率高于 lucu(的杂草物种及其分布区域)
在各种土地利用方式中#分布在交错区的高频度杂草种类最多#有 .’种)坡地中最常见的物种是小飞蓬d
马唐d鸭跖草d狼萁d珍珠菜和酢浆草等#而荩草d丁香蓼d日照飘拂等则是稻田中的主要杂草)

B 讨论

杂草是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组成的主要成分之一#许多研究发现#农业生态系统杂草多样性的保持对

于保护害虫天敌d防止土壤侵蚀d促进养分循环有重要的作用C$DluE)
本研究表明#已开发利用的小流域生态系统内#杂草多样性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布特征#由稻田向坡

.’’ 生 态 学 报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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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过渡的交错区!杂草多样性程度高!物种丰富"坡地农业利用方式和利用程度亦明显影响杂草多样性的

程度!新开发利用的坡地#果园$旱作地%杂草多样性明显低于开发利用时间较长的坡地#茶园$竹园%&不同

科属的杂草在不同生境的分布也存在较大差异!即使如禾本科$菊科和鸭跖草科等科杂草虽然广泛生存于

多种生境!但其中的个别属种也仅存于某一种生境&杂草物种多样性的这种分布格局!是杂草物种的生物

学特性$生物生境和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田由于受人的强烈控制!杂草生长受到抑制!杂草物种多

为 ’年生草本!许多物种有多种繁殖方式!如游草$空心莲子草$节节菜$牛繁缕等既能进行种子繁殖!也可

以 根茎#或地下茎$匍匐茎%营养繁殖"新开发的果园则是生境受到破坏导致物种多样性降低!其中的杂草

物种 一 般 较 耐 贫 瘠!如 蕨$海 金 沙 等"开 发 时 间 较 长 的 坡 地 受 到 扰 动 的 剧 烈 程 度 较 小!多 年 生 杂 草 比 例 增

加!如珍珠菜$酢浆草$堇菜等"交错区或过渡带受人为活动的影响最轻!环境相对稳定!因而适合多种类型

生物生存&人类活动对杂草物种及其分布的影响将随着小流域开发的深入而加强&
在小流域开发利用过程中!如果能够合理保护好农田与坡地交错区杂草的多样性!可为农田和坡地作

物的害虫天敌提供栖息地!同时可防止坡地土壤侵蚀和冲刷物进入农田!有些物种#如马唐%还是优良的牧

草&已有研究表明!坡地幼龄果园保持杂草多样性!可明显减少土壤流失()!’*+&但是!农业生态系统中#尤其

是农田%的杂草作为影响作物产量的主要因素!其防治在农业生产中仍然不可忽视&本研究的稻田中出现

频率较高的杂草有丁香蓼$荩草$稗等!这些杂草会与水稻发生竞争!影响水稻生产!应除去"而幼龄果园中

出现频率较高的杂草!如马唐等!则应保留&
小流域生态系统是南方丘陵地区地貌的基本单元!也是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单元!因此!在农业

生产和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应尽可能保护交错区杂草的多样性以及有选择地防除坡地及农田的杂草!以

发挥其生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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