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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车文对地址 中亚热带的安徽蓐县攻生i簋丛和灌草丛l；【及常绿阈叶翱林 共9十样地的生物量进行丁研 

究。结果袁明 黟县常绿随叶袖林、攻生灌丛和灌草丛的地上部分为6I．74，16．8 3和5．zst／I~。所稠 查 

的 6十群落凳型的地上都丹生钎量和生产力可 回归戚线性方程Y=3．88+0．1{X．净生产力随生唧量的增 

加 而提高 。 

姜■词t亚热带·敬生灌丛，灌草丛·生翱置- 

一

、 引 言 

亚热带次生灌丛和灌草丛是原来的森林遭到破坏后形成的次生植被类型，它们广泛分布 

于北纬 22—34。之间的广大亚热带地区，其分布界线大致和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常绿阔 

叶林及常绿季雨林的分布界线相吻合，面积约占我国亚热带地 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它 

们对亚热带地区的有机物生产和环境条件起着重要作用。对亚热带次生滢丛和灌草丛的生物 

学，群落学特点及其更新的特点的研究都有过报道“ ，但对它们生物量和生产力的 研 究 

还很少，本文是列皖南黟县次生灌丛和灌草丛生物量的初步研究。 

二、研究地群落特性 

● 

● 

馨 

对黟县次生植被调查的结果表明，黟县次生灌丛和灌草丛可分为 6个类型“ ，其 中 分 

布较广、种类组成和结构较复杂的有以下4个类型： I．山莓+稀莶群落，是在弃耕地 或经 

过全垦火娆后的裸地上形成的，不分层，以草本为主，群落高度不到lm，盖度约60 ，优势 ’ 

种为一年蓬(Eri~eron annuuz)、糠稷(Panicum bisuleatum)、疏花野青茅(Deyeuxia sy— 

~atica)和稀莶(Siegesbeoria orientalis)等。Ⅱ、牡荆 +自栎群落，本群落也是在弃耕地 

上发展而成，外貌肯绿色、冬季全部落叶，群落盖度7O一80 ，灌木层高l。5—2。0m，盖度 

约6O％，优势种有牡荆(Vitex ne#undo 。eannabiforlia)白栎(Quereus fabri)、盐 肤 木 

(Rhus chinensis)、黄檀(Dalber#ia hgpeana)、苔草(Carex spp。)和淡竹叶(Lophathe· 

r“m yracile)等。Ⅲ、白栎+化香+槛木群落，本群落类型是连年伐薪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群 

落，外貌不整齐，绿色，群落总盖度为90 左右，灌木层高2—2．5m，盖度约80 ，草木层 

通常不显著，高0．5m左右，盖度lO一20 ，·种类组成以白栎、化香(Platyearya strobila— 

oea)、绿叶胡枝子(Lespede~a buergeri)、槛木(Loropetalum ohinense)、白马骨(Seris- 

s口sPrissoides)、和山胡椒(上indera fllauea)等占优势。Ⅳ、挫木+连蕊茶 +狩脊群藩，本 

本 文于 1989年 1月1 7U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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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没有受到连续的强度砍伐，分布在离村庄较远的地段。外貌不整齐，呈深绿色，灌木层 

盖度达90—95 ，高度为2～ 3米，草本层高0．5～!．Om，盖度约!O ，主要种类有槛术 ． 

连蕊茶(CamettiⅡfraferna)、黄檀、盐肤术以及常绿乔木的约 树 青 冈 (C，cf0 Ⅱn0 

gf c口)，石栎(Lithocarpus 9f06Br)和苦槠(Castanopsis scIerophytta)等 

三、研 究 方 法 

作者于1985年对皖南黟县的 ：生灌丛和灌草丛生物量进行了测定。铡定的地区位于黟县 

南部的低山丘陵地区，地处新安江上游。约当北纬30。，东经118。，海拔200--600m之间，土 

壤以三迭纪砂岩、页岩为母质发育的酸性黄红壤为主，气候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 

气温15．8"C， 1月平均气温3．7℃．极端最低气温一1 2．2℃， 7月平均气温 27．I"C，极端 最 

高气温40．0℃，年平均降雨量1686tuna，相对湿度在74—82％ 之间，现状植被主要是逆 向演 

替形成的次生灌丛和灌草丛以及人工林，其中次生灌丛和灌草丛 占土地总面积的55 左右。 

生物量的、坝l定是在黟县次生灌丛和灌草丛群落类型划分的基础上进行的，共测定了9个 

样地， 8个是前述的在黟县分布较广的4个次生灌丛和灌草丛群落类型中选择的典型样地， 

另 1个是常绿闹叶幼林(青 冈林)样地。我们采用了直接收获法对它们地上部分生 物 量 进 行 

铡定 。 

测定的次生灌草丛样地面积为 3×3 ITt，次生灌丛和常绿阔叶幼林样地面积为 4×4 12"1。 

对群落中个体多，盖度大的优势种类分种进行测定，对其余种类一起测定， 以每50厘米高为 

一 层，每层分别收割和测定 备优势种和其余种类的叶和茎的鲜重。 

在样地内再设置 2 ×2的小样方，收集小样方内的全部枯枝落叶，测定鲜重。 

对样地内各优势种分别采取叶和茎的样品，对其余种则分别采取混和的茎和叶样品，还 

采取各样地枯枝落叶的样品，在80~C烘l至值重，测定各样品的含水率，求出各样地地上部分 

生物量干重。然后推算出每公顷地上部分的生物量。 

裹 1 调查样地地上却分生物量 

Table 1 The blomass of aboyeground of．the 

群 落 群落 样 竹 生物 柱、 茎生 枯枝 落叶 台 计 
类 型 名称 地 量 唧量 量 (t／h-) 

号 (t／ha) (t／ha) (t／ha) 

抚 生 1． 8 1．84 4．12 
瞳草丛 I 

1．52 2．45 6．4 

—  — —  

I 。 3"l O
． 89 6．9 3 0．57 10．39 

救 玎 1 8 3 2 10 13．81 
生 1

．
25 

灌 
丛 1

．
7 8．T1 

Ⅳ 4．09 13．8 3 2． 2 19．89 

4．10 24．31 

常绿 龋 V 13
． 53 44．17 4．04 61． 4 叶曲 # 

群落名蒋 I，山莓 +碲兰群落J I；牡}}I+由栎群藩|II： 白 

栎+化香+丰岜木群蒋|Ⅳ：桩 木+琏芯茶 狗脊 

群落；V：青闭群落。 

四、结果与分析 

表 1列出了各样地生物量的测定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生物量变化总趋势是从山莓 

+稀莶群落>牡荆 +自栎群落>自栎 +化香 

+槛术 群 落>槛术 +连 蕊 荣 +狗脊群落> 

青冈幼林，生物量变化的趋势是和群落受干 

扰的程度机关联的，即受砍伐等人为干扰程 

度越大的群落类型， I生物量积累就越低。如 

30弓样地的槛术 +连蕊茶 +狗脊群落经常受 

到砍伐，其生物量小于32号样地生物量，但 

平均来说，槛木 +连蕊荣+狗脊群落的生物 

量(30，34，35号样地的生物量平均为21．83 

吨／公顷)大于白栎 +化香+枢术群落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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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32，33号样地生物量平均为12．!O吨／公顷)。 

各群落类型的生物量分布情况及特点分违如下 

1． 常绿阔叶幼林 常绿阍叶幼林的地上部分生物量为61．74吨／公顷，其中叶的生物量 

为13．53吨／公顷，占21．9％，茎的生物量为44．17吨／公顷，占71．5 ，枯枝落叶量为4．O4吨／公 

顷，占6．5 。常绿阔叶幼林的叶子主要分布在群落的中上部，在 2．5--3．0米处 有 叶 的最 

大分布，是灌术层叶子集中分布和乔木层下部的叶子叠加造成的，在 4．5— 5米处有叶分 布 

的另～高峰，是由于乔术层叶子集 中分布形成的。茎的生物赶都大多臆高度上升而减少的， 

只有常绿阔叶幼林离地面 3．5m处有一茎生物量增加，是由于乔木层树种在此高度有较多的 

分枝而造成的。 

2． 次生灌丛 次生灌丛的地上部分生物量平均为14．77吨／公顷，其中叶的生物量平均 

为19．2吨／公顷，占地上部分生物量的12．2 ，排列次序是：槛木 +连蕊荼 +狗脊 群 落>白 

乐+化香+椎木群落>牡荆+自栎群落’茎的生物量平均为10．36吨 公顷，占69．8％，排列 

次序也是：槛术 +连蕊荼 +狗脊群落>白栎 +化 香+槛木群落>牡荆+白栎群落。枯枝落叶 

量平均为2．64吨／公顷， 占19．3 ，排列次序是：稚术 +连蕊茶 +狗脊群落>牡荆 +白 栎 群 

落>自栎 +化香+槛术群落。 

3． 次生灌草丛 次生灌草丛地上部分生物量平均为 2．58吨／公顷，其中叶的生物量平 

均为1．65吨／公顷， 占3 1．3％，茎 的 生 物 量平均为2． 5吨／公顷， 占4O．7 ，枯枝落叶量平 

均为1．49吨／公顷， 占28．2。次生灌草丛的叶主要集中在离地面 0一O．5米处，牡荆 +白栎群 

落在近地面处也有叶的集中分布，主要是此群落中包含较多的草本植物 的 叶，白 栎 +化 香 

+椎木群落和稚木 +连蕊茶+狗脊群落的叶的集中分布主要在群落中部。 

裹 2 不同群藩类型地上部分生物量比较’ 从黟县次生植被和其他地区植被的地上 

Table 2 Comparison oi aboveground b[omass ol 部分生物量比较来看(见表2)，黟县次生灌丛 

： ：：!==竺：竺：：： ；： 和灌草丛的生物量积累是比较低的，次生灌 -_____-______-·_·__-_____--·-__I·_--_-。 ’ ‘ 0= 、 日 ⋯  
l l耻 工 仲  

群落娄型 l 地点 I地理位置 1嚣，h) 草丛的地上部分平均生物量只为英国温带蕨 
i——f 丁— 菜草地生物量 的蚰 ，黟县次生灌丛地上 

亚热带敬生蔼丛 f安散眵县 3。‘N_lI8’E f 14．10 部分平均生物量远远低于迎热带地带性常绿 
常绿陶叶幼椿 l安敬黪县 l H，l E【 ．70 阔叶林的生物量(日本rSLnamata和大隅常 

： ： I： I。2"．N,1，3 2．"：I 绿阔叶林地上部分平均生物量为326．8631 N 1 40 吨／ 常绿陶叶椿 1日本大隅 I ‘，l 3‘E I 323． 刈 喇 l lI_1岫J_ l 坷_工 ／ ‘ 。 
亚热带人工措丰林l瑚南台附 ；约27‘N’1l0‘E l 3li B 公顷)̈ ，前者只是后者的4．31 ，比相 
亚热带采拣马尾梧椿l瑚南会同 j约 ’N，̈。 l 州 似纬度的亚热带人工杉木林，天然马尾梧 

苎 兰 。 蠹 ： ， ：w j 7． 9N ：林t s 和美国圣卡塔利那的矮针叶树一栎类灌120 W 18 矮针竹林一括灌丛 美国圣卡塔耐邡 约32’， ‘ f 
．

74 ’ 7 。土  H  州  J 

人工栓皮栎林 lj匕京西郊 ’约4D‘N’I16‘E l 45．17 丛的生物量 都低。但次生灌丛经过封山 

—_= 函 矗 i 磊磊i ——一  以后生物量的积累是迅速的，封山8年以后 

的常绿阔叶林幼林的生物量比次生灌丛的平均生物置增加了4倍多，并超过了具有26年林龄 

的温带人工栓皮栎林 。黟县次生灌丛和灌草丛较低的生物量反映了它们受人为砍伐破坏 

的强度较大。但保护以后，亚热带的水热条件是很有利于植物生长的，生物量的 积 累 比 较 

迅速 。 

从黟县各次生枉I被类型的地上部分生物釜阳生产力 ‘。关系(见圈 1)来看，生物量较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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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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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落类型，生产力也较高，两者呈相关，相关系数 r=0．9657，两者的关系可回归成 线 性 

方程， =3．88+0．1 4x(p<0．01)，回归关系极显著(见图2)。 

所以，利用较高演替阶段的植被，(例如次生阔叶幼林)，其生物量和生产力都较高，都 

会有更多的收益。 
物 戢 

(t／ha) 

】。∞  

。 

0  

s 30 

4 ∞  

2 10 

群 落 

匿 I 地 上部 分生 物 量和生 产力 比较 

F ．1 Comparison of sbovegrcund biomzss a=d 

productiv[ty 

群落名称 Il山莓、稀茎群落I I一牡荆，白括群 落} 

I·白括，化香，槛 术群落I Ⅳ一檀木、连蕊 

茶、骑脊群落，Vt青冈群落。 

百 

生物量 (t／ha) 

圈 i 5十 群 落类型地上 都 丹生 物 量和生产力 的回归 分 析 

Fig．2 Correlatlott between abovegrotmd biomgss 

=nd productivity of 5 community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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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STUDY ON THE B10MASS OF SEC0NDARY SHRUB 

THfCKET AND SHRUB-GRASSLAND IN YI COUNTY 

0F ANHUI PROVINCE 

Jin Xiaohua 

(Cotb e of EnvlronrnentaI Engineering，Tongji Uniwrs衄．跏 朔 ) 

Song Yongchang 

(Department ol Environmen~ Science，East China Naeraal Univers妇，,Shanghai) 

Zuo Wenjiang 

(0，，妇 A cultural Zoning，YI County) 

A research on plon t biomass of subtropical secondary shrub thicket and 

shrub-grassland in Yi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 has been carried out． By 

using direc t harvest method the aboveground biom ass of shrub thicket in 

six sample plots，two shrub—grassland and one evergz~een broadleaf young 

forest was meas u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bovegroun d biomass of ever gr~ n broadleaf 

yotmg forest，secondary shrub thicket and shrub—grasslan d were res pective一 

1y 61．74，16．83 and 5．28 t／ha．By comparing with other commumty t~cpes， 

the secondar y shrub thicket and shrub-grasslan d have lower biomass，an d 

are less efficient to use the abun dant natural resources of heat and water 

’m subtropical zone． 

The following regression equation was derived from the correlation of 

aboveground biomass(X)and net production(Y)}Y =3．88+0．14X，and net 

production in crased with biomass． 

Key wOrd s：subtropical zone， secondary shrub thicket， bio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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