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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山区天然森林群落多样性及演替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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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南山区 9个主要天然森林群落8铁榄群落r鼠刺s降真香群落r鸭脚木群落r假苹婆群落r水翁s假

苹 婆群落=的组成结构及物种多样性进行分析3并与相邻的香港地区地带性森林群落8黄桐群落=作比较C
结果表明3依照亚热带及南亚热带森林群落演替规律3南山区天然林处于不同的演替发育阶段>铁榄群落

处于演替第 "阶段;鼠刺s降真香群落处于第 <阶段;其它 "个群落处于第 9阶段3均未达到稳定的顶极群

落阶段C随着铁榄群落r鼠刺s降真香群落r鸭脚木群落r假苹婆群落r水翁s假苹婆群落这个演替序列3物

种丰富度的变化规律是>先逐渐上升3到达一个峰值3再缓慢下降C-QEHH0HAqFTHTR指数和 aFT105M均匀度

指数的变化规律与物种丰富度相同3-FDKM0H指数变化曲线与这些指数相反3但这些指数反映的结果是一

致的C综合多个指数分析3鸭脚木群落物种多样性最大3即当群落中阳生性树种与中生性树种优势度相差

不大时3群落具有最大的物种多样性C多样性比较结果显示3南山森林群落物种多样性大大低于香港黄桐

群落39个群落的 -QEHH0HAqFTHTR指数在 !t$<B!2?9"之间3明显低于黄桐群落3其 -QEHH0HAqFTHTR指数

为 <2#<;-FDKM0H指 数 $26B$2!:@3黄 桐 群 落 为 $2$9;aFT105M均 匀 度 指 数 :<2!uB#<u3黄 桐 群 落 为

#?uC南山森林群落物种多样性水平低下的状况与长期的人类干扰有关3必须尽快采取v封山育林w等相应

措施来促进群落的保护和恢复C
关键词>天然森林群落;物种多样性;群落组成结构;群落演替;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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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系统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维持提供了绝大部分场所{d|}但目前天然森林的锐减使得生态

系统退化~土地侵蚀及土壤肥力下降~生物多样性降低}以深圳市南山区为例+由于天然森林的消失+桫椤

f?JMBXEFJ=MXFCKJBM=g~土沉香f?!KFJ=AF=MFC<CMFMg~仙湖苏铁fLD@=MI=FADJ="<=g等一些珍稀物种濒临灭绝}
森林减少还带来其它一些不明显的影响+如对城市环境的影响以及生物多样性降低带来的经济影响等等}
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办法是保护和恢复这些森林群落+而对植被现状的了解则是保护的基础{Z|}

许多植物是一定环境条件或环境条件变化的指示物{‘|}随着群落环境条件变化+森林群落优势种不断

变化+因而形成森林演替}南亚热带森林群落的一般变化规律是u随着进展演替+群落的组成和结构趋向于

更加复杂和稳定{\|}但稳定的未必是多样性高的群落+在演替过程中+哪个阶段拥有最高的物种多样性#至

今没有统一的认识}
现存的南山区天然森林群落为次生林群落}d̂^̂ 年 dd月至 Z[[Z年 dZ月期间+采用样方法调查了南

山区所辖的羊台山~塘朗山~大南山的森林群落+拟通过对这些群落的物种组成及群落结构进行分析+并与

相邻的香港地区地带性森林群落相比较+来探讨南山区森林群落的演替阶段及多样性水平状况+从而为南

山区森林群落的保护和恢复提供科学依据}

$ 自然概况

深 圳 市 位 于 南 海 之 滨fSZZ%Z‘&Zd’]ZZ%_d&\̂’+(dd‘%\_&‘‘’]dd\%‘c&Z[’g+属 南 亚 热 带 海 洋 性 季 风 气

候}年平均气温为 ZZ9\)+c月份最热+平均气温为 Ze9‘)+d月最冷+月平均气温 d\9d)}平均降雨量为

dêe9Z66+年平均相对湿度 cebf深圳气象局提供g}南山区位于深圳市西部+全区面积 d_[9ĉ l6Z}地貌

以 丘 陵~低 山~滨 海 平 原 为 主+最 高 峰 位 于 羊 台 山+海 拔 _ec6v主 要 土 壤 类 型 有 赤 红 壤~红 壤~山 地 黄 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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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生性地带性植被为热带季雨林和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香港仔郊野公园的黄桐群落是受到良好的管理和保护的森林群落&被认为是香港岛地带性植被$该群

落 以 黄 桐 ’()*+,-./010 234).),.5为 优 势 种&水 石 梓 ’67/2+,-./07871/4)1059假 苹 婆 ’6:./21847

87)2.+87:759白 桂 木’;/:+27/-1,3<-7/=</7.75为 次 优 种>?@AABC样 地 中 有 乔 木 种 %D种>群 落 高 度 CAE

C"B&枝下高通常在 FB以上>灌木层以罗伞树’;/*4,47G14)G1.=+)759九 节’H,<23+:/477,47:4275占 绝 对 优

势>草本层较稀疏&主要由某些蕨类植物及乔灌木的幼苗组成!I#$

J 材料与方法

JKL 调查方法

在对植被作全面勘查的基础上&结合群落保存状况&在群落的中心地段沿海拔由低向高设置样方&样

方面积 ?ABM?AB&调查样方总面积为 %%AABC&记录并测量样方中胸径’*N35OCPB的所有树种的种名9胸

径9高度$调查并记录灌木层和草本层种类9株数及盖度$

JKJ 数据分析

JQJQL 划分群落 类 型 计 算 乔9灌9草 各 层 次 物 种 的 重 要 值!I#>以 乔 木 种 重 要 值 为 指 标&采 用 RSRR软 件

’RSRR?AQA5聚类&划分出群落类型$

JQJQJ 物种多样性分析 采用 D种物种多样性指数TT丰富度指数!F#9RUVWWXWYZ[\W\]指数!F#9R[B _̂XW
指数!‘#和以 RUVWWXWYZ[\W\]指数为基础的 S[\aXb_均匀度指数!?A#$

表 L c个森林群落及香港黄桐群落乔木层物种多样性

defghL ijhklhmnlohpmlqrlsnlkhmoegthlsqphhgerhplsc

uvphmqkvwwtslqlhmlsxesmyeszlmqplkqesn{|}~!"#$%&%

kvwwtslqrls’vs()vs(
群落类型

*XBBbW[+,WVB\
6;
’BC5

6 - 6. 6-
H(
’/5

水翁0假苹婆群落1 ?"AA DC %@‘CQDD‘AQ?D"%"Q"
假苹婆群落2 ??AA %A DF%CQ%FIAQ?%C%"Q%
鸭脚木群落3 ?AAA "D ""FCQ‘"@AQ??%IDQA
鼠刺0降真香群落4 ?FAA "? "?DCQF‘IAQ?AAI@QI
铁榄群落5 ?CAA CD CD?CQADAAQC%F%DQC
黄桐群落6 ?@AA %D ‘DI DQID AQA"AI‘QA

6;7取 样 面 积 RVB â[W8V]\V>67丰 富 度 指 数 ][PUW\__

[W9\:>-7个 体 数 [W9[;[9bVa_>6.7RUVWWXWYZ[\W\]指 数

RUVWWXWYZ[\W\][W9\:>6-7R[B _̂XW指数R[B _̂XW[W9\:>

H(7S[\aXb_均 匀 度 指 数 S[\aXb_\;\WW\__[W9\:>1

<8.4,:+278<= 0 6:./21847 *XBBbW[+,> 2 6:./21847

*XBBbW[+,> 3 623.>>8./7 *XBBbW[+,> 4 ?:.7 0

;2/+)<2347*XBBbW[+,>564)+,4*./+=<8+)*XBBbW[+,>

6()*+,-./010*XBBbW[+,

@ 结果与分析

根 据 聚 类 结 果&南 山 区 森 林 群 落 可 分 为 "个 主 要 的 森 林 群 落 类 型TT水 翁0假 苹 婆 群 落9假 苹 婆 群

落9鸭脚木群落9鼠刺0降真香群落9铁榄群落$

@KL 群落物种多样性

胸径’*N35OCPB的乔木层是南亚热带森林群落的主要成分&其组成和结构反映出了南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的结构和功能特点$本文着重比较 "个森林群落以及黄桐群落的乔木层物种多样性水平’表 ?5$
丰富度指数是指一定样方面积内的物种数&其大小与群落的取样面积有关$"个森林群落中&铁榄群落

丰富度指数最低&?CAABC样地中有乔木种 CD种>其次为水翁0假苹婆群落&?"AABC的样地中有乔木种 DC
种>假苹婆群落丰富度指数最大&??AABC的样地中有乔木种 %A种$但 "个群落的物种丰富度指数均低于

黄桐群落’%D种5$
丰富度指数虽然计算简便&但最大的不足是其大

小依赖于取样面积的大小!??#$"个群落及黄桐群落的

取样面积各不相同&这给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准确衡量

带来困难$本研究以 RUVWWXWYZ[\W\]指数为主要衡

量指标&它被认为是衡量南亚热带森林群落物种多样

性 水 平 较 好 的 一 个 指 数!?C#>以 丰 富 度 指 数9R[B _̂XW
指数以及 S[\aXb_均匀度指数作为补充$

"个群落的RUVWWXWYZ[\W\]指数大小依次为7铁

榄 群 落A水 翁0假 苹 婆 群 落A假 苹 婆 群 落A鼠 刺0
降 真 香 群 落A鸭 脚 木 群 落&其 中 鸭 脚 木 群 落 的

RUVWWXWYZ[\W\]指 数 为 CQ‘"@&铁 榄 群 落 为 CQAD&都

远 低 于 香 港 的 黄 桐 群 落&其 RUVWWXWYZ[\W\]指 数 为

DQID$而且&"个群落的RUVWWXWYZ[\W\]指数’CQADE

CQ‘"@5也 明 显 低 于 其 它 南 亚 热 带 地 带 性 森 林 群 落 物

种多样性水平&研究表明广东亚热带自然条件下形成

的 常 绿 阔 叶 林 的 物 种 多 样 性 指 数’RUVWWXWYZ[\W\]
指数5在 DE"左右!D#$

I?D?I期 汪殿蓓等7深圳南山区天然森林群落多样性及演替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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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度指数表示物种分布的均匀程度(其变化规律与 )*+,,%,-."#,#/指数一致01个群落中

鼠刺2降真香群落和鸭脚木群落均匀度指数高于其它 3个群落(说明这 4个群落物种分布较为均匀0但都

低于香港黄桐群落的均匀度指数5表 6(图 670)"89’%,指数表示群落的生态优势度()"89’%,指数越大(表

明 群落的优势种越明显01个群落的 )"89’%,指数变化曲线与 )*+,,%,-."#,#/指数等相反0结果显示(铁

榄群落优势种较明显(鼠刺2降真香群落和鸭脚木群落优势种不明显0

图 6 南山区 1个森林群落与黄桐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比较

:";<6 =%89+/"’%,%>’9#?"#’@"A#/’"BC",@"?#’D#BE##,1>%/#’B?%88&,"B"#’",F+,’*+,G"’B/"?B

+,@H,@%’9#/8&8?%88&,"BC",I%,;J%,;

=6K铁 榄 群 落 LMNOPMQRSOTUVON?%88&,"BCW=4K鼠 刺2降 真 香 群 落 XYRZ2[\SONU\]MZ?%88&,"BCW=3K鸭 脚 木 群 落

L\]R̂̂ VRSZ?%88&,"BCW=_K假 苹 婆 群 落 LYRS\‘VMZ?%88&,"BCW=1K水 翁2假 苹 婆 群 落 aVRMPYO\ZVUT2LYRS\‘VMZ

?%88&,"BCW=bK黄桐群落 cNQOPdRSe‘e?%88&,"BC

fgh 群落物种组成分析

优势种及主要乔木种组成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群落的结构特征0表 4中列出了 1个群落及香港

黄桐群落的 6i个主要乔木种5含优势种7(并分析其中生性或阳生性特性j63k0

1个群落的主要组成成分如下K
水 翁2假 苹 婆 群 落 乔 木 层 以 水 翁541<14l(重 要 值 百 分 率(下 同7和 假 苹 婆54i<6bl7为 优 势 种0

61ii84的样方乔木种为 _4种(平均每 6ii84的样方中有乔木 _3株W灌木层含乔木幼树共有物种 3m种(
以罗伞树561<mnl7o九节56_<6l7为优势种(其次为乔木种如假苹婆o水同木o银柴等的幼树W草本层共有

物种 34种(以刚莠竹5pM\SOPYRqM‘e\MVMZY‘e753i<b_l7为优势种0该群落 6i主要种中(有银柴和山乌桕两

个阳生性树种(重要值排列序号为 3or(重要值百分率和为 6i<n3lW中生性树种 n种(重要值百分率和 为

bm<b_l5表 470该群落与黄桐群落有 3个相同的主要种ss假苹婆o银柴和罗伞树(是相同种最多的群落(
但黄桐群落除银柴外(其它均为中生性树种(且银柴在黄桐群落乔木种重要值排列序号为 r(由此可知(水

翁2假苹婆群落结构组成中阳生性成分较黄桐群落大0
假苹婆群落乔木层以假苹婆54r<m6l7为优势种0该群落 66ii84样地中有乔木种 bi种(平均每 6ii

84 样 方 中 有 乔 木 __株0灌 木 层 含 乔 木 幼 树 共 有 br种(以 仙 湖 苏 铁564<64l7为 优 势 种(其 次 是 罗 伞

5mg13l7o鼠 刺5b<b1l7以 及 假 苹 婆 幼 树5b<_4l7等W草 本 层 有 物 种 3i种(以 露 兜 草5tZNQZN‘P

Z‘PYSOPMNRNPMP756i<rml7o草 豆 蔻5[VdMNMZuZYP‘eZQZM75m<1ml7o山 菅 兰5vMZNRVVZRNPM̂OVMZ75n<r6l7o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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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黍!"#$%#&$’()*+$%’+*),!-./01,为主23/个主要种中有 4种阳生性树种5重要值排列序号为 654575

-5重要值百分率和为 00.7-15中生性树种重要值百分率和为 40.8812与黄桐群落有 0个相同的主要乔木

种99假苹婆和银柴2
表 : 南山区 ;个森林群落及香港黄桐群落的主要乔木种及其重要值

<=>?@: ABC=DEFG@@HI@JD@H=EKFL@DGDCIMGF=EJ@N=?O@HMP;PMG@HFJMCCOEDFD@HDEQ=EHL=ERDHFGDJF=EKSTUVWXYZ[\[

JMCCOEDF]DE M̂E_‘ME_

物种 abcdecf g3 g0 g6 g4 g7 gh ig
铁榄 jk+%(kl&$%mno%+pkqrsk’+*) 364.8h t
马尾松 uk+*()’((%+k’+’ 48.0v t
小果柿 wk%(xn$%(y’##k+k%kl&( 34.84 t
野漆树 z%mk#%l&+l$%+(*##&l’+&*) 36.-8 t
华柃 {*$n’#rk+&+(k( 30.37 t
鼠刺 |s&’#rk+&+(k( 48.v8 38.3h t
降真香 "#$%+n#rk’x&l*+#*o’s’ 68.h7 36.88 07./0 t
水团花 "lk+’xko*ok}&$’ 07.8h 34.47 8.3 37.43 ~
假苹婆 js&$#*ok’o’+#&%o’s’ 38.4- -6.v0 h/.4- 3h.-6 ~
山乌桕 j’xk*)lk(#%o%$ 3-.v- -.7v h.8v t
银柴 "x%$%(’#rk+&+(k( 3v.-7 03.h8 37.74 07.48 33.30 t
鸭脚木 j#r&}}o&$’r&xs’xrnoo’ 34.-4 -/.84 v.83 ~
豺皮樟 !ks(&’$%s*+lk}%ok’ 3h.64 t
土沉香 ""*ko’$k’(k+&+(k( 33.84 ~
九节 u(n#r%s$k’’(k’sk#’ 3/.03 ~
杨桐 "lk+’+l$’)koo&sskk -.v- 8.40 t
水石梓 j’$#%(x&$)’o’*$k+*) 33.h4 3-./8 ~
罗伞树 "$lk(k’"*k+"*&q%+’ 3/.hh 34.-7 8.vh ~

#’+sr%mno*)’yk#&++’& 30.h4 -.v8 8.68 -./6 t
小叶榕 $k#*()k#$%#’$x’ v.3 ~
浙江楠 ~’#rko*(#r&%’+q&+(k( h.vv ~
黄牛木 &$’s%mno%+okq*(s$k+*) -.37 t
狗骨柴 wkxo%(x%$’l*’k’ h./4 v.hh ~
亮叶柃 {*$n’+kskl’ 8.78 t
黄栀子 (’$l&+k’%’()k+%kl&( v./6 t
桃金娘 )r%l%)n$s*(s%)&+s%(’ h.03 t
水翁 &o&k(s%#’onm%x&$#*o’s*( vh.7h ~
水同木 $k#*(}k(s*o%(’ 37.h8 ~
印度鸡血藤 ~koo&ssk’x*o#r$’ 33.8v ~
笔管榕 $k#*(yk$&+( h./4 ~
黄桐 {+l%(x&$)*)#rk+&+(& h/./6 ~
白桂木 "$s%#’$x*(rnx’$qn$’&’ 3h./3 ~
黄樟 &k++’)%)*)x%$$&#s*) 37.3- ~
白车 jn*nqk*)o&yk+&k 34./8 ~
建楠 ~’#rko*(%$&%xrko’ 3/.0 ~
谷木 ~&)&#no%+okq*(s$k}%ok*) -.v6 +
阳生性树种重要值百分率和

,-./0-1|2bc3dc4.-15c0e-b56.cf1 -7.vv 4v.hv 0h.4v 00.7- 3/.-0 6.v3
中生性树种重要值百分率和

,-./0-1|2bc3dc4.-17cf-b56.cf1 0./3 00.h4 68.3- 40.88 h8.h4 7h.63
3/个种中中生性树种重要值比率1
|28c3dc4.-17cf-b56.cfe43/fbcdecf 0.08 60.0/ 78.h- h7.7h -h.77 86.-6

g39铁 榄 jk+%(kl&$%mno%+d-77:4e.6;g09鼠 刺<降 真 香 |s&’<"#$%+n#rk’d-77:4e.6;g69鸭 脚 木 j#r&}}o&$’

d-77:4e.6;g49假 苹 婆 js&$#*ok’d-77:4e.6;g79水 翁<假 苹 婆 &o&k(s%#’onm<js&$#*ok’d-77:4e.6;gh9黄 桐 群 落

{+l%(x&$)*)d-77:4e.6;ig9生态习性 id-0-=ed/0d5/3/d.c3;+9中生性树种 7cf-b56.cf;>9阳生性树种 7cf-b56.cf

鸭脚木群落乔木层以鸭脚木!0h.8-1,为优势种23///70样地中共有乔木种 74种5平均每 3//70样

8343v期 汪殿蓓等9深圳南山区天然森林群落多样性及演替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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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有乔木 !"株#灌木层含乔木幼树共有 $%种&以为九节’(")(*+,为优势种-草本层有物种 **种&以耐

干 旱 瘠 薄 的 阳 生 性 先 锋 种 芒 萁’./012345671/89/0:464;2,’<*)$*+,为 主 要 组 成 成 分&其 次 为 团 叶 陵 齿 蕨

’=/39827241>/0?@262,’A)(<+,#<B个主要乔木种中有 "个为阳生性树种&重要值排列序号为 (&*&!&%&A&

<B&重要值百分率和为 (")C$+&中生性树种重要值百分率和为 *A)<%+#与黄桐群落有 <个相同的主要种

D银柴#
鼠 刺E降 真 香 群 落 乔 木 层 以 鼠 刺’<")"+,和 降 真 香’<*)((+,为 优 势 种&水 团 花’%)"!+,F假 苹 婆

’"GCA+,和山乌桕’")("+,次之#<%BBH(样地中有乔木种 !<种&平均每 <BBH(样方中有乔木 (A株#灌

木 层共有物种 %*种&以仙湖苏铁’%)%C+,F鼠刺’%)(+,F假苹婆幼树’$)C(+,为主要成分-草本层有物种

"*种&以珍珠茅’I0@71/8@7J/8,’<C)(!+,为优势种&其次为芒萁’<B)"A+,#<B个主要乔木种中有 "个阳生

性树种&重要值排列序号分别为 <&(&!&"&%&A&重要值百分率和为 C$)"$+-中生性树种重要值百分率和为

(()"C+#与黄桐群落有 (个相同的主要乔木种DD假苹婆F银柴#
铁榄群落乔木层以铁榄’C!+,占较大优势&其次是马尾松’<")C(+,#<(BBH(样地中有树种 (<种&平

均 每 <BBH(样方中有 (B株#灌木层 *(种&以岗松’<")CC+,F桃金娘’<!)B%+,和越南叶下珠’<()(*+,占

优 势-草本层有 (<个物种&以芒萁’(C)A!+,为优势种&其次为山菅兰’<()$%+,和纤毛鸭嘴草’<<)C<+,#

<B个主要乔木种除重要值排列第 <B的狗骨柴外&其余全部为阳生性树种&阳生性树种重要值百分率和为

%!)$$+&中生性树种重要值百分率和仅为 ()B<+#与黄桐群落没有相同的主要乔木种#

K 分析与讨论

K)L 群落演替现状判断

森林群落的演替是以群落结构的变化为表现特征的&并首先表现为种类结构的变化M<CN&因而可根据群

落种类结构变化来对群落演替现状进行判断#亚热带M<!N和南亚热带M<"N常绿阔叶林演替过程根据优势种的

差异可划分为 "个阶段O’<,针叶林阶段-’(,以针叶树为主的针阔混交林阶段-’*,以阳生性阔叶树为主的

针阔混交林阶段-’C,以阳生性树种为主的常绿阔叶林-’!,以中生性树种为主的偏中生常绿阔叶林-’",以

中生性树种为主的中生常绿阔叶林’即顶极阶段,#这也是亚热带和南亚热带森林群落演替的主要模式#
根据上述演替模式&结合南山群落的组成成分&可以判断铁榄群落处于第 *阶段&即阳生性阔叶树铁

榄为优势种F马尾松为次优种的针阔混交林-鼠刺E降真香群落处于第 C阶段&以阳生性树种’鼠刺F降真

香,为优势种的常绿阔叶林-鸭脚木群落F假苹婆群落和水翁E假苹婆群落 *个群落则处于演替的第 !阶

段#这后 *个群落均以中生性树种为优势种-<B个主要种中&中生性树种的重要值百分率和均大于主要阳

生性树种重要值百分率和&说明 *个群落属于以中生性树种为主的常绿阔叶林#但是分析群落的组成成分

可知&它们都未达到地带性顶极群落阶段#香港作为华南丘陵向南海延伸的终端&在地质地貌上都与毗邻

的大陆很相似M$N&本文将黄桐群落看作是深圳地区的一种地带性森林群落类型#比较结果表明&*个群落中

阳 生性树种所占比例均较黄桐群落大’表 (,-并且在假苹婆群落和鸭脚木群落中&次优势种均为阳生性树

种&这表明各群落中阳生性树种还占有一定的优势&群落属于偏中生常绿阔叶林#

KGP 物种多样性随演替变化规律

根据群落演替阶段及 <B个种中生性成分比例大小&可以判断铁榄群落Q鼠刺E降真香群落Q鸭脚木

群落Q假苹婆群落Q水翁E假苹婆群落序列构成了进展演替序列#
随着这个演替序列&丰富度指数先逐渐增大-到假苹婆群落阶段&物种丰富度指数达到最大-然后逐渐

降低&即呈现出R上升S峰值S下降T的变化趋势#UVWXXYXSZ[\X\]指数和 [̂\_Y‘a均匀度指数表现出的变化

规律与丰富度指数相似#比如&从铁榄群落&经过鼠刺E降真香群落&到鸭脚木群落&UVWXXYXSZ[\X\]指数

不断上升-从鸭脚 木 群 落F假 苹 婆 群 落 到 水 翁E假 苹 婆 群 落&UVWXXYXSZ[\X\]指 数 逐 渐 降 低&鸭 脚 木 群 落

UVWXXYXSZ[\X\]指数最大#同样 !个群落中鸭脚木群落的均匀度指数最大#随着进展演替序列&U[HbaYX
指数变化规律与其它指数的相反&但反映的结果及生态学意义是相吻合的#

综合各个指数可知&南山区 !个森林群落中鸭脚木群落具有最大的物种多样性#考察该群落的物种组

成&与其它群落相比&该群落阳生性树种与中生性树种重要值百分率和的差值最小&说明当群落阳生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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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与中生性树种优势度相差不大时!群落具有最大的物种多样性"这可能是由于该阶段群落优势种不明

显!结构不稳定!许多物种能够侵入生长而导致物种多样性增大"而当群落逐渐发展!某个种逐渐处于优势

种地位!致使不适应的物种消失!从而使得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下降"如水翁#假苹婆群落!其中生性树种比

例较鸭脚木群落大!但生态优势度也大!因而其物种多样性反而比鸭脚木群落低"
随着铁榄群落$鼠刺#降真香群落$鸭脚木群落$假苹婆群落$水翁#假苹婆群落演替序列!群落多样性

呈现出%逐渐上升!到达一个峰值!然后缓慢下降&的变化规律!如果该序列向着黄桐群落发展!那么随着演

替的正常进行!群落物种多样性会再次上升"但群落的演替过程受多个因素影响!该演替序列是否向地带

性顶极群落发展!还需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 物种多样性与森林保护的关系

和香港黄桐群落相比!南山 *个森林群落物种多样性都明显偏低"这一方面与群落演替阶段有关+另

一方面!这种多样性水平低下的状况可能与南山区森林群落长期未受到良好的保护有很大关系"作为%风

水林&!黄桐群落在香港长期受到良好的管理和保护+而南山森林群落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类政治活动和

经济活动的影响!如砍伐森林大炼钢铁,开荒种果等等!使群落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关于干扰与群落物种多

样性关系的研究报道表明!中等程度干扰可增加群落物种多样性-./!.01!但是人为干扰主要起负作用!干扰

程度愈大!群落物种多样性愈低2"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资料!对于南山森林群落受干扰程度的衡量目前只是

定性的!从植被调查的情况来看!南山森林群落受到严重的人为干扰!森林被大面积砍伐!致使生境恶化!
水土流失严重"因此!必须及时采取封山育林,严禁开荒种果等保护措施尽快促进森林群落的恢复"

3454647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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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yz年{水资源保护|征订启事

{水资源保护|是由环境水利研究会与河海大学共同主办的C以技术性为主C兼顾学术性

和管理性的技术性期刊}本刊 "DEJ年创刊C是全国惟一的水资源保护方面的专业性期刊}国

内外公开发行}其主要任务是探讨我国水资源保护的技术政策~科学技术~宏观管理及实践

中的重大问题!及时反映国内外在水资源保护领域中的新颖实用技术和科技信息!推广全国

各地在水资源保护工作中的成果和经验!报道有关国内外学术会议~技术交流等消息动态}
主要刊登内容=与水资源保护有关的科技政策~综合述评~研究探讨~工程技术及措施~

成果推广及经验交流C专题讲座~国外动态~书刊评介~科技简讯C水资源管理~评价~监测~优
化配置C节水技术C水环境污染控制以及水环境监测仪器等}

主要读者对象=全国从事水资源保护工作的水利~环保及相关领域的工作者C有关工程

技术~科研人员~管理干部以及大专院校的师生}
{水资源保护|邮发代号=FE"FDEC双月刊CG元#期C全年 mG元C每逢单月 mI日出版}欲

订购者C请径向当地邮局订购}若无法从邮局订阅C亦可与编辑部联系索取征订单}
编辑部地址=F"IIDE 南京市西康路 "号 河海大学 联系电话=bIFJcmnEGG#F
电子信箱=[L$LLR*9SR*?& 传真=bIFJcmnEn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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