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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原锥栗一厚壳桂一荷木群落演替

周小勇
            (1

‘，黄忠良“，欧阳学军‘，李 炯‘，官丽莉2，徐国良‘，张 池‘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树木园，肇庆 526070;2.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广州 510650)

摘要:在对2000m“永久样地进行5次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了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锥栗一厚壳桂一荷木群落在20a演替过程中

的物种组成结构和物种多样性的动态变化，对影响该群落演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演替趋势作了探讨。结果表明:(1)

群落个体数呈现类似“W"型动态变化。(2)在20a的演替中，黄果厚壳桂在群落乔木层消失，厚壳桂种群数量下降了98. 21 ，都

丧失了原来的优势地位，樟科植物的个体数减少了95. 35%o;锥栗和荷木个体数都随着演替的进展在减少，正逐步走向衰亡;因

此2002年的群落应更名为锥栗一云南银柴一荷木群落。(3)群落中的阳生性树种的重要值在18.87̂ 27.73之间波动，在2002年

达到最大。(4)群落物种组成结构差异随演替时间的增加在逐渐增大，但总体变幅较小。(5)群落的物种丰富度有小的起伏;SW

指数在3.3904-3.5724范围内呈现类似于群落个体数的变化格局，在2002年到达最大;均匀度在0. 6175-0. 6540范围内表

现与SW指数相似的动态变化;生态优势度介于0.1837-0-2477之间，但变化趋势与SW指数、均匀度相反。总体上看，群落物

种组成结构、物种多样性都波动不大，群落仍维持相对稳定。(6)影响群落演替并使之产生波动的主要因素是干扰，包括虫害、灾

害性天气等自然干扰和以旅游活动为主的人为干扰。(7)群落将继续朝顶级群落的方向演替，但以黄果厚壳桂和厚壳桂群落为

鼎湖山顶级群落代表的观点有待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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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ion of the original Castanopsis chinensis一Cryptocarya chinensis一Schima

superba community of monsoom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in Dinghushan

Nature Reserve

ZHOU Xiao-Yong'，HUANG Zhong-Liang'，OUYANG Xue-Jun'，LI Jiong'，GUAN Li-Liz，XU Guo-

Liang'，ZHANG Chi' (1. Dinghushan Arboretum, 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Zhaoqing 526070, China;
2. South China Botanical Garde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650, China). Acta Ecologica Sinica,2005,25(1):37̂  44.

Abstract:The monsoon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MEBF) in Dinghushan Nature Reserve (DNR)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

zonal vegetation in lower subtropical China，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400 years. Its community structure，species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dynamics have been studied since 1956, so a lot of data have been well accumulated，which benefits the study

on community succession.

    Based on the data from five-time survey in a 2000m' permanent plot of the original Castanopsis chinensis一Cryptocarya

chinensis一Schima superba community of MEBF in DNR，the community dynamics of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species diversity

in a twenty-year successional process，its future successional tendency and the main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 community

succession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were showed as follows:(1)Changes of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of

community demonstrated a "W" shape tendency. (2)Due to insect irruption, the population size of Cryptocarya eoncinna and

Cryptocarya chinensis decreased by 100%，98.21%，respectively，which led to lose their dominant status,and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of the Lauraceae decreased by 95.35 ;Similarly, the population size of Castanopsis chinensis and Schima supe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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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eased with successional processes;Therefore，original community should be renamed as Castanopsis chinensis一Aporosa

yunnanensis一Schima superba in 2002. (3) The important value of all Heliophytes in the community fluctuated from 18.87 to

27.73，maximized in 2002.(4)Differences in species composition among commuities increased with the community

successional time，but their changes were no obvious within 20 years.  (5) Species richness appeared a little fluctuation, and

the values of SW index, evenness index and Simpson index of community fluctuated within the ranges of 3. 3904一3. 5724，

0. 6175一0. 6540 and 0. 1837̂-0. 2477，respectively. The maximum value of SW index occurred in 2002. The changes of SW

and evenness indices wer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 the community,but the change of Simpson index was

contrary to that of evenness index. Although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species diversity fluctuated slightly, the community still

maintained relatively stable. (6) The main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community succession and led to community fluctuation

might include both natural disturbances (insect irruption，catastrophic weather) and human disturbances (tourism and research

activities).(7)The community will approach to a climax in the future，but the opinion that the climax community of

Dinghushan characterized by the dominant species of Cryptocarya concinna一Cryptocarya chinensis needs to be further testified.

Key words:community dynamic;succession; species diversity; fluctuation;Dinghushan

文章编号:1000-0933(2005)01-0037-08 中图分类号:Q144,Q448,S718. 5 文献标识码:A

    植被动态是生态学的中心问题之一，而群落演替是植被动态学的核心内容，一直是生态学家们关注的焦点〔1--31，对植被动

态规律尤其是群落演替规律的深人理解是进行生态系统合理管理和永续利用的前提[[31。研究群落动态的方法主要有3种[31

(1)建立永久固定样地进行定位研究;(2)通过空间代替时间进行比较研究;(3)通过数学模型进行动态模拟研究。其中第1种方

法最为可靠，它能精准地对群落的动态进行分析，但它必须建立在永久样地的长期定位监测的基础上。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人文因素，使其较好的保存着南亚热带典型的地带性植被一季风常

绿阔叶林，是当今北回归线附近最具特色且最具研究价值的地区之一川。许多学者对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群落的结构特

征Cs -71、功能[[8.91、物种多样性[po,n〕和演替动态[72-14〕等方面进行了较深人的研究，其中对该群落尤其是优势种群的演替动态报

道较多，但均未进行长期的定位研究，影响了研究的精度。森林群落的演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进行长期的定位监测才能更

好的了解其演替过程和规律，其中对地带性植被演替后期的定位监测尤显重要。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已经对季风常绿阔叶林进行

了20多年的定位监测，对其中部分年份间的群落结构、C贮量和生物量的动态研究结果先后发表[[75--191，但对其群落物种组成

结构和物种多样性动态的多年的定位研究还未见正式报道。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季风常绿阔叶林永久样地从1982

年到2002年的5次调查数据，并结合1955年的样方调查结果，以精准的资料信息分析了季风常绿阔叶林锥栗一厚壳桂一荷木群

落在20a中的群落物种组成结构和物种多样性的变化情况.试图更进一步了解季风常绿阔叶林演替后期的群落物种组成结构

和物种多样性变化的特征和规律，同时对该群落的未来演替方向进行探讨，并与以前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依此为鼎湖山自然

保护区乃至我国南亚热带森林植被的管理及其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广东省中部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地处东经112030'390̂ 112033'41"，北纬23009'21“一   23011'30"。此区属南亚热

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20.9‘C，年均降雨量1956mm，年相对湿度为81. 5 ，全年干湿季明显[4]，偶有灾害性天气发生，如

雷暴、冻害、台风或强热带风暴。土壤为发育于砂岩母质上的赤红壤，厚度一般为60 - 90cm，表层有机质含量2.9400̂'

4. 27%["]。

    本文研究的群落是季风常绿阔叶林的典型群落，乔木可分为3层。群落内的第 1层冠层不连续，超级大树为锥栗

(Castanopsis chinensis)，其次为荷木(Schima superba);第2层树种主要有厚壳桂(Cryptocarya chinensis )、黄果厚壳桂(C.

concinna)等;第3层主要由云南银柴(Aporosa yunnanensis)组成，1982年将其定为锥栗一荷木一厚壳桂群落「is]，后有的学者[1s]称

其为黄果厚壳桂一锥栗一厚壳桂一荷木群落。

2 研究方法

2.1 样地调查

    1982年在季风常绿阔叶林中的典型地段设置了面积为2000m'的永久样地，用相邻格子法对样地进行每木调查，并对高于

1. 5m的立木进行定位记录。1992年，参照《热带森林地区生物多样性长期监测— 永久样地的建立与调查方法户o]，在1982年

的样地的基础上扩建成面积为lhm“的永久样地，对样地内所有胸高直径妻lcm的植株编号、挂牌作永久标记后进行调查，内

容包括:种名、胸高直径(DBH)、树高(h)、枝下高、冠幅、树木定位坐标等。随后，1994年和1999年的11月份对该永久样地进行

了2次复查，2002年3月份又对1982年的2000m“样地进行第5次调查。由于1982年与后4次调查的方法有所不同，为了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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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使定位研究的标准完全一致，本研究只取2000 m“样地的乔木层中胸高直径(DBH) > 2cm的植株(藤本植物除外)进行

定位研究，并结合1955年的调查结果[s[作相应的比较研究。

2.2 数据分析

    根据5次的调查数据，分析群落个体数及其组成成分的种群数量、相对多度和重要值等特征，其中重要值采用N=(相对

密度+相对显著度+相对频度)X 100/3来计算。采用丰富度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以下简称SW指数)["3,Simpson指

数[22〕和PW均匀度指数[[23」来测定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分别采用群落相似性系数S[247 和Whittaker(p,)指数[f_251测度群落物种组

成结构的相似性和群落物种更替程度或物种组成的差异。

3 结果与分析

3.1 群落个体数特征动态

3.1.1 群落个体数的变化 由图1可知，群落在1982年的个体数为442株，其后在1992年、1994年、1999年和2002年个体

数分别为418,433,410和432株，较1982年分别减少了5.4300,2.040o,7.24%和2. 26%，呈现类似波浪式的“W”型的动态变

化过程。相比而言，群落在1999年个体数最小。总体而言，群落在20a的演替过程中，各年份间的个体数的变异系数仅为

2.99 Yo，个体数变幅不大。

3.1.2 群落5个主要优势种群数量变化 虽然群落个体数变化较小，但是一些主要优势种的个体数量有较大变化。从图2可

知，黄果厚壳桂种群数量一直在减少，到2002年已经全部死亡;厚壳桂种群由1982年的56株变成1992年的1株，减少了

98.210 0;在20a中，阳生性建群种锥栗和荷木的种群数量分别减少了50%和37. 5000;个体数最多的云南银柴的种群数量虽有

起伏，但2002年较1982年还是增加了20株，增长了11. 76%o。造成黄果厚壳桂和厚壳桂种群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虫害严重

危害的结果;锥栗则因遭雷击致死，种群数量下降;荷木可能是因在演替中衰退死亡而导致种群数量减少。云南银柴在群落中大

多处于乔木层的第3亚层，因为较高层次的黄果厚壳桂和厚壳桂的大量死亡，为云南银柴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有利

于其种群的增长，尔后大径级(DBH=126. 4cm)的锥栗的枯倒，造成了部分云南银柴的死亡，种群数量又有所下降。

一今一‘云南银柴助orosa yunnanensis
--W-黄果厚壳桂Cryptoearya concinna
-理卜-厚壳桂Cryptoearya chinensis
-X-荷木Schima superba
-喇卜-锥栗Castanopsis chinen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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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1992    1994

                  年份Year

1999     2002
1982    1992     1994     1999    2002

                  年份 Year

图1 群落个体数的变化
    图 2

Changes

群落5个主要优势种群的数量变化

Fig. 1  Change of number of in individuals in the community Fig. 2 of number of individuals of five main dominant

                                                                        species in the community

3.1.3 群落重要科的个体数变化 从图3可以看出:大戟科、桃金娘科和茜草科的个体数随着演替的进行都在上升，而樟科和

茶科的个体数在下降。在20a中，茜草科的个体数由6株变为43株，增加了6倍多，它已成为群落中的第二大科;大戟科的个体

数虽然只增加了54株，增长率为31-21%，但它在2002年已占群落总个体数的52. 55%，继续占据着第一大科的地位;而樟科

的个体数量由1982年的129株变成2002年的6株，净减123株，减少了95-35%o，几近灭绝，在科中的地位迅速下滑，已丧失在

原先第二大科的地位。

3.2 群落物种组成及种群地位动态

3.2.1 群落物种消长 表1是群落中所有物种的消长和重要值变化情况。群落在1982年有41个物种，其后各年的物种数依

次变为45,45,46和45种，种数变化不大，但种类组成发生较大的变化。1982年到1992年10a间，消失7个种，出现11个新种;

1992年与1994年相比，变化很小，只有1个种更替;尔后经过5a的演替，群落消失2种，同时增加3个新种;1999年到2002年

的3a里，有10个种消失，新进人9个种，其中有5个种是以前从未在该群落中出现过。由此可见，群落在前10a和后3a的物种

更替速率较大。前10a的物种的变化可能与1985年开始爆发的虫害有关，后3a的物种变化主要与大径级的锥栗枯倒压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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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科Lauraceae

挑金娘科Myrt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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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和形成林窗，促进新的物种进人乔木层相关。

3.2.2 群落主要种群地位变化 在物种更替的同时，各种群在

群落中的地位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表1)。在1982年，重要值排在

群落前4位的种群分别是云南银柴(18.01，重要值，下同)、黄果

厚壳桂(12.19)、厚壳桂(11. 59)和锥栗(9.02)，荷木(4. 73)处于

第 6位;到 1992年排位顺序变为云南银柴(27-04)、锥栗

(10.20)、黄果厚壳桂(9.65)和荷木(4.63)，黄果厚壳桂和厚壳

桂地位都在下降，其中后者已从原先的第3位迅速下降到21

位，锥栗和荷木的地位在上升;1994年和1992年顺序差不多，只

是九节((5.02)取代了荷木(4. 67)的位置，荷木下降到第5位;5a

后，重要值的顺序又变成云南银柴(26. 70)、黄果厚壳桂(8.08),

九节((5. 94)和观光木((5. 14)，锥栗和荷木退出前4名的位置，由

于1株大锥栗的死亡，使黄果厚壳桂的地位上升1位;在2002

年，顺序又变为云南银柴(19. 36)、荷木(6.81)、观光木(5.80)和Fig. 3

1982    1992    1994    1999    2002

                  年份 、ear

        图 3

Changes of

群落5个重要科的个体数变化

number of individuals of five important family in

肖蒲桃(5. 11)，荷木位置上升，锥栗处于第5位，黄果厚壳桂在 the community

群落乔木层中消失。群落中重要值最大的云南银柴虽然有波动，但在群落中的优势地位始终不变;樟科中的厚壳桂和黄果厚壳

桂因为虫害在群落中的地位下降，先后丧失了优势种的地位，黄果厚壳桂甚至从乔木层消失。阳生性树种锥栗和荷木的地位在

总体上表现波动。因此，经过20a的演替，云南银柴和肖蒲桃已取代黄果厚壳桂和厚壳桂的在群落中的优势地位，再结合锥栗和

荷木还是群落的建群种的情况，原先的群落应更名为锥栗一云南银柴一荷木群落。

3.2.3 群落阳生性树种和中生性树种的地位变化 群落各物种的重要值顺序在改变的同时，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物种的地位

也在发生变化(表1)。在 1982年，41个物种中有7个阳生性树种，其总重要值为21. 66，其余的中生性树种的总重要值为

78.34;在1992年、1994年和1999年，都各有7个阳生性树种存在，它们的总重要值分别为22.91,22.31和18.87，而中生性树

种的总重要值依次为77.09,77.39和81. 13;在2002年，45个物种中有10个种是阳生性树种，其总重要值为27. 73，中生性树

种的总重要值为72.270 2002年比前4次调查多3个阳生性树种，阳生性树种总重要值也较前4个年份分别高出6-07,4-81,

5. 42和8.85，这可能与群落中林窗的出现有很大关系。从表中的数据可知，从1982年到1992年的10a间，群落阳生性树种的

地位略有加强，中生性树种的地位有所削弱;而在1992至1999年的7a间，群落中的阳生性树种的地位逐步削弱，中生性树种

的地位却在慢慢增强;从1999年到2002年3a时间里，群落出现较大的变化，阳生性树种的地位不但不下降，反而有较大的上

升，中生性树种的地位则在下降。总的看来，群落中的中生性树种的地位虽有起伏，但还是比较稳固，并一直在起主导作用。

3.2.4 群落的物种组成结构相似性和相异性动态 采用相似性系数S来测度群落在演替过程中各年份间的群落物种组成结

构相似性程度(表2中的右上角矩阵)。不管从哪个年份开始，随着演替时间的增加，相似性系数都在逐渐减少，即演替时间越

长，群落彼此间的相似性就越小，物种组成结构变幅就越大。其中1992年的群落与1994年的群落的相似性系数最大，达到

0. 9557，说明群落在2a里物种组成结构基本上没有变化。而1982年的群落与2002年的群落的相似性系数最小，但也有

0. 6685。总体而言，群落经过20a演变，群落物种组成结构有变化，但变异幅度不大。

    采用Rw指数来测度群落在演替过程中群落物种更替程度或物种组成的差异(表2中的左下角矩阵)。无论从哪个年份开

始，随着演替时间的推移，凡指数都在逐渐增大，即群落之间的演替时间相隔越长，物种更替程度或物种组成的差异就越大。R.

指数的最小值仅为0.0222，意味着1992年的群落和1994年的群落物种组成差异几乎不存在;最大值达到0.2791，表明1982

年的群落和2002年的群落物种有一定程度的更替。总体而言，凡指数都较小，说明在20a的演替中群落物种组成结构没有很

大变化。这与用相似性系数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3.3 群落物种多样性动态

    图4显示的是群落物种丰富度、物种多样性、生态优势度和群落均匀度的变化情况。物种丰富度是物种多样性测度中较为

简单且生物学意义明显的指数，在相同面积的样地中使用该指数，则能提供很有用的信息E251。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在1982年稍

低些，但也有41种，除1999年为46种外，其余的各年份都保持在45种，这表明群落物种丰富度变化较小，总体上趋于动态

稳定。

    群落的SW指数在演替的前10a在下降，在接下来的2a中在上升，随后的5a里又在下降，最后的3a中又在上升，即呈现

“下降一上升一下降一上升”波浪式的变化过程，其值在3.3904-3-5724之间变动，最小值出现在1992年，最大值出现在2002年。

总体而言，群落的SW指数呈上升趋势。群落的均匀度指数和SW指数的变化规律非常相似，其值在。.6175̂-0.654。之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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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最小值也出现在1992年，但最大值出现在1982年，2002年的值仅在其次。群落的生态优势度Simpson指数的变化规律刚

好与群落均匀度指数的变化规律相反，即呈现“上升一下降一上升一下降”的变化规律，在1992年的值(0. 2477)为最大，而在1982

年的值(0. 1837)为最小，从图中不难看出，各物种多样性指数几乎都呈现类似于群落个体数的波浪式的变化过程，但因它们的

变异系数分别为4.39%,1.940o,2.53%和11.2000，在较小的范围内变化，这说明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在波动中还是保持相对

稳定，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该群落的演替是一个曲折和缓慢的过程。

裹1 群落在演替过程中所有物种盆要值变化

Table 1  Changes of important value of all specjes in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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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影响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原锥栗一厚壳桂一荷木群落演替的因素

万方数据



42 生 态 学 报 25卷

季风常绿阔叶林是拥有400多年的历史的保护较好的鼎湖山

地带性植被。从1982年建立永久样地以来，该群落演替出现

了一定的波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各种干扰，在此分为自

然干扰和人为干扰来进行分析。

4.1.1 虫害爆发 虫害爆发属于一种自然干扰。据记载，鼎

湖山的季风常绿阔叶林在20个世纪80年代以前，没有爆发过

大的虫害，但从 1985年开始，樟翠尺蛾 (Thalassodes

quadraria )连续4年的爆发[261，严重的危害了樟科植物的生

存，特别是对黄果厚壳桂和厚壳桂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从图2

可知，两者的个体数由1982年的107株变成2002年的1株，

表2 群落演替过程中相似性系数S和氏指数矩阵‘

Table 2  Matrix of similarity coefficient S and几Whittaker index

年份Year 1982       1992       1994       1999     2002

1982

1992

1994

1999

2002

0. 7466

0. 2093

0. 2093

0. 2644

0. 2791

0. 7394

0. 9557

0.0222

0.0549

0.2222

0. 7108

0. 9201

0. 9398

0. 0549

0. 2222

0. 6685

0.8032

0.8211

0. 8370

0. 1868

    二右上角为相似性系数S矩阵，左下角为月二指数矩阵Matrix of

similarity coefficient S is at top right corner, but that of Whittaker

index is under left corner

减少了99-07%，可见虫害对群落中物种组成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群落的演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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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群落物种多样性动态

                                      Fig. 4  Changes of species diversity in the community

4.1.2 灾害性天气 南亚热湿润季风型气候在给鼎湖山带来丰沛雨水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天气(如雷暴和台风)。在

1997年7月的一次雷暴中，永久样地中1株胸径最大的锥栗遭雷击死亡，导致锥栗的重要值迅速下降，也造成群落中阳生性树

种地位突然下降，但锥栗的死亡导致了林窗的产生，这也促进群落其它阳生性树种的发展。但随着林窗的恢复，一部分阳生性树

种被淘汰，中生性树种又开始发展。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林窗更新动态过程。与此同时，台风也加速了老弱病残树种的死亡(如

遭受虫害的樟科植物的风倒)，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群落演替过程。

4.1.3 旅游活动 对鼎湖山最大的人为干扰是旅游活动。鼎湖山是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毗邻季风常绿阔叶林的庆云寺是

岭南四大名刹之一，是游客的游览重点，每年超过70万游客和大约12. 5万辆次汽车进人保护区①，其中大部分的游客和车辆

都途经庆云寺，而样地毗邻庆云寺，由此产生的噪音、汽车尾气及寺庙烧香所产生的烟雾，必定会影响到近在咫尺的季风常绿阔

叶林发展，导致森林内鸟类等天敌数量急剧减少[[27]，打破了该群落的生态平衡，引起樟翠尺蛾的爆发[E261，进而造成对樟科植物

的危害甚至毁灭，改变了群落结构，影响了群落演替进程。

    除以上的影响因素外，在永久样地中频繁的科研活动对群落的演替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4.2 林窗在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原锥栗一厚壳桂一荷木群落演替中的作用

    1997年7月的雷暴使样地内和样地边上各有 1株大径级的锥栗死亡，随后在 1998年初倒伏，在2000年形成冠空隙

(canopy gap)为270. 65m“的林窗②，由于锥栗的倒伏和林内的光照等环境条件的剧烈改变，导致林窗内的云南银柴等中生性物

种种群数量减少以及子凌蒲桃、笔管榕和猪肚木等中生性树种相继死亡。同时喜光的阳生性树种，如黄毛榕和白揪等进入乔木

层，使群落中新增了3个阳生性树种，再加上群落的均匀度增加和生态优势度减少，最终使群落的物种多样性SW指数达到

20a演替中的最大值，这进一步印证了林窗的形成促进群落的物种多样性[[28,29]的结论。因此，林窗的形成改变了群落的物种组

成、结构及物种多样性，林窗的出现增加了群落的内部环境的异质性，它是群落演替更新的重要动力，对群落的演替会产生重要

影响。

4.3 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原锥栗一厚壳桂一荷木群落演替趋势的探讨

① Kong G H, Zhang D Q, Yu Q F, et al. The impa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forest and environment in Dinghushan Biosphere Reserve and

    our countermeasure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in Chinese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regional. resources

② 梁晓东.鼎湖山林窗生境变化与物种生理生态响应的研究.中国科学院硕士论文，2001. Liang Xiao-Dong. Study on gap habit changes and

    species ecophysiological responses in Dinghushan, China. Master'dissertatio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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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前人研究的结果[E151鼎湖山森林群落的演替过程分为以下6个阶段:(1)针叶林阶段;(2)以针叶树种为主的针阔混交

林阶段;(3)以阳性阔叶树为主的针阔混交林阶段;(4)以阳生植物为主的常绿阔叶林阶段;(5)以中生植物为主的常绿阔叶林阶

段;(6)中生群落(顶级群落)阶段。其中第5阶段是以黄果厚壳桂一锥栗一厚壳桂一荷木群落为典型代表，第6阶段是以黄果厚壳

桂一厚壳桂群落为典型代表。根据上面的演替阶段的划分，本文研究的季风常绿阔叶林处于第5阶段。依据1955年的调查结果，

在相同面积的样条中，无论是幼苗还是立木的个体数，黄果厚壳桂排在第1位，厚壳桂和锥栗次之，荷木相比之下最少，其立木

(DBH>}2. 5)的株数分别为144,94,40和22，云南银柴为20株Csl，这说明黄果厚壳桂和厚壳桂在当时的季风林中个体数最大

的两个优势种;在1982年的永久样地中的黄果厚壳桂、厚壳桂、锥栗、荷木和云南银柴的株数分别为51,56,2,8和170。两个年

份的数据虽然不能作精确的比较，但仍可大体上看出群落的演替趋势，在这28a时间里，阳生性树种锥栗、荷木和中生性树种黄

果厚壳桂、厚壳桂的个体数都在减少，只有云南银柴的个体数在增加。到2002年，黄果厚壳桂在乔木层中消失，厚壳桂只剩1

株，锥栗和荷木较20a前分别减少了50%和37. 500o，而云南银柴的个体数有所上升，这表明在最近20a的演替中，黄果厚壳桂

和厚壳桂在群落中的优势地位不在，锥栗和荷木虽然因为樟科植物的大量死亡而地位继续排在群落的前列，但它们的个体数在

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再者，本群落在2002年的灌木层调查中，125rn'的面积内锥栗和荷木已没有幼苗，黄果厚壳桂和厚壳桂

各有2株幼苗，由此可知锥栗和荷木在群落中不能实现自我更新，不可避免的走向衰退，而黄果厚壳桂和厚壳桂的前景也不容

乐观。因此无论是28a粗放的对比研究还是最近20a精确的定位研究，都表明群落阳生性的优势树种锥栗和荷木在逐渐走向衰

亡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完全证实了“自然林再发展下去，锥栗和荷木将日渐走向下坡”的观点[F51。至于因林窗形成过程中使阳生

性树种丰富度和重要值增加的情况只是演替中的一个小插曲，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最终还是朝中生性群落的方向演替，但在

这个演替的过程中会因为各种干扰因子的出现(如虫害，雷暴)而使群落的演替产生波动，甚至出现逆行演替的情况。同时，由于

黄果厚壳桂和厚壳桂种群在短短的20a中迅速走向没落，甚至灭绝，它们能否恢复到20a前或48a前的优势地位以及能否演替

到以它们为优势种的中生群落阶段，这还很难预测。因此，以黄果厚壳桂和厚壳桂群落为鼎湖山演替顶级群落代表的观点有待

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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