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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本文采用}占局分析、相关分析的方法 结台佯地立未定位国研究了不同年峙结构类型的 安落 

叶悟种群的空间}占局．站染表明-该种群具有明星的聚集分布特点．在格局分析田上，中年世代有 2-3十 

均方嶂 -峰值多位干区组大小为8m 干口39m 址 成年世代仅具一十均方嶂，．．值多位于区组大小为 16mt 

和 32m 处 I老年世代均方嶂不明显或fz在区组太小为1 28m 处有一十均方峰．不同世代在空间上也呈现 

明显的镶嵌特点．这种聚塑、镶嵌持点在很太程度上取决千千扰捩况． 

关键调 鸯落叶捂．空间}占局．种群 ．立未定位酉． 

林木空阉格局，是林木种群结构的特征之一 它与群落的形成、干扰过程以及环境的异质 

性均有密切关系。 

在方法上，林术空间格局的研究有距离法和样方法 距离法尽管有迅速简单的特点，但是 

它只能检查个体分布的非随机性．而不能确定格局的尺度(Scale of pattern)。相 比之下，样方 

法更加常用。不过．因为样方法的计算结果常困样方大小而变化，所以 Greig—Smith提出格局 

分析的方法。以棋盘状样方(或佯条)的材料．采取相邻样方逐步合并的方法，来求均方随 区组 

大小的变化，并以均方 区组大小图解袭示这种变化。凡均方出现明显峰值的，即说明该区组大 

小聚集分布明显。反之 ，则说明聚集性较差。这一方法不仅可检查同一类林木的分布规律 ，而 

且还可研 究两类林木的分布关系。关于格局分析的方法和计算步骤在 Greig—Smith“ ，Ker- 

shaW 和 Goldsmith0 等人的著作中都有详细的说明。 

近几年，我国若干地区研究了林木的空间格局“ 。大兴安岭以我国寒温带兴安落叶松占 

优势。近年来 ，研究了 安落叶拾林的年龄结构特点，并以此将它划为一代林和多代林及若干 

亚型。～。本文在年龄结构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落叶轮空间格局的特点。主要包括两方面：①落 

叶松一代林随年龄增长格局变化的特点 ；@落叶松多代林的格局特点。 

1 研究地区的自挞环境和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是在内蒙古大 安岭林管局满归林业局进行的。该局地处大兴安岭北部，东经 

121。O1 一 122 49 ，北纬 5l。1 3 一52。l9 ，海拔多在 600--1000m之间．该地气候寒冷，少雨。年 

均温仅为一6℃，绝对最高气温为 31℃，最低气温为一48．3X2。年平均降水量为455mm，且多集 

中在 7、8月份。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73 生长季短，无霜期仅 80—1ood。地带性土壤为漂灰 

土。地带性植被主要是兴安落叶拾林。火是大 安岭地区的重要干扰因素，它与寒冷的气候和 

特殊的土壤共同决定了群落的结构和格局． 

本研究采取样地方法研究林水格局。在样地中，对每一株 3m以上的树术以其树干基部为 

点在方格纸上定位，井对每一株树水从基部伐倒 ，测定其年龄。室内，根据立术定位图，采用 

Greig~Smi rtt的格局分析法来研究林术格局。此外，还采用了对林术聚集分布的直观分析法 

·国家自揣科学基盘资助项 目。 

奉文于 1998年 3月 2 日收到．瞎心精于 1993年 7月 10日愎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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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林木平均株距为标准，凡一株树与另外一抹树或多株树株距小于该样地平均株距者，即将它 

们划为一十群匝。这样划分的群团，由图上量测它们的大小(以长径和短径表示)，所含株数等。 

以期和格局分析结果相比较验证。对于多代林中不同世代林木的相关，采用相关系数法。首先 

计算两种类型的林木在不同区组大小下的均方( 和 V )，然后再计算二者的混合均方 

( )。根据V + 一V + -F2C 计算出两种林木的协方差(CA )。相关系数可按下式求得： 
r  

r=— 兰==。最后．根据区组大小和相关系数值画图，在图上分析，在哪种格局尺度下两类林 
,／v̂ · 

木表现的正相关或反相关最明显 。 。 

研究样地的一般特征列于表 1。 

表 1 样地的一般特征 
’rable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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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lrr惯 一十卜ration 落叶橙杜鹃# 

L88-- 17 32×3z ‘中代 mid—generation 50—100 51 A睇。一 Lariz gmeiim- 

‘成代 mat⋯ generation) 101—140 65 9 Rhododendron幽 ûr；∞ 

合计(tola1) 116 

三代林 

Three generation 落叶捂杜番林 

L88—1Z 32×32 t中代 mill—g⋯ ra'ion) 65—85 8 As*o．Lari~g~eiini—I— 删̂ 

(戚代 ma'1·rc generation) I12一l髂 3 6．5 聊 仲 Ⅶ j缸m 

(老代 old gener；L cion3 21 4—262 13 

2 研究结果 

2 l 一代林林木的空问格局 

图 1为强度火烧后形成的一代林的林木格局分析结果。由图 l可以看出，林分年龄越大， 

总的均方值水平越低。这显然是随年龄增加，单位面积株数变少的结果。从均方的变化趋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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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年世代(50--100a)的均方变幅大 ，峰不仅 
一

个。例如就 L88—22来说，区组大小由 1到 

2 4时，均方值是逐渐降低的，这反映了聚集程 

度的降低。区组大小为 8时，出现一个均方的峰 

值，到 16时又复降低，到 32时又复增高．出现 

第二个峰值．可见，这块洋地聚集性最高的是 8 

(相当于2×4m )和 32(相当于 4×8m。)。L88— 

16样地面积较大，为 16×16m ．在 8，32和 128 

(相当于 8×16m。)，3处出现均方的峰值 。它在 

区组大小为 8，32和 128处表现的聚集性最强。 

成年世代的林分均方随区组大小的变化明显不 

同于中年世代，仅有一个峰值。L88—27的峰值 

出现在 32(相当于 4×8m )处 ，并且均方值很 

围1一代林均方-区组太小图解 高，达 2—236。L88--28B的均方值最高峰出现 

Fig,1 Relation⋯hip ol n variance|0 hlot'k 一 ol在 1 6(4×4m )处，峰值较低。老年世代的一代 
⋯ ”⋯ “ 

⋯ 一 ． 
林均方的峰值不明显．或者出现在区组大小为A 

． 中年世代 Mid—i~neTation． B．成年世代 hIUI'~- “ ⋯ ⋯ ～ ⋯ ⋯ ⋯ 一 ⋯ 一 ⋯  

ge一  ．C老年世代L)ld 川 ． 最大值时·倒如 L88一l3的均方最高峰出现在 

区组大小为 5l2(16×32m0)处 ，在 64(8×8m0) 

处亦有不太明显的峰。L88一l4，各种区组大小时，均方均很低．变化小，可 说看不到明显的 

峰 由此可见由中年经成年到老年 ，均方的峰值数逐渐减少，峰值所对应的区组大小也有越来 

越大的趋势 这说明，林术分布的聚集性越来越低，林术群团则越来越大．越来越整齐。中年， 

聚集性最强的是在区组大小为 8一l6处 ．成年为 16—32处．老年为 128处或不明显。 

对于一代林 +除进行均方一区组大小的格局 

分析外，亦可对样地林术定位图进行直观的群 

团分析。关于划分群团的方法 ．已在前面叙明。 

图 2是对 L88—22样地的划分。应当指出．格 

局分析中采用的是 8×8m 的样地 ．其目的是 

为满足 的要求。在直观分析中，采用的是 lO 

×lOm 的范围。二者大部分地面是一致的。将 

L88—22划分了 11个群团。对于上述其它样地 

亦进行了类似的群团划分 兹将各块样地林术 

群团分布的直观特征列于表 2 

2．2 多代林林术的空间格局 

田 2 样地 L88一l2的林木群圄分布 

Fig．2 Dislribution 0f 11"eel in plot L88— 22 

对多代林 ，分别世代(5O—lOOa为中年世代 ，lOl—l 50a为成年世代 ，150a以上为老年世 

代；50a以下的幼树未做分析)，先求各世代本身的均方随区组大小的变化，然后再按照前述的 

方法，求不同世代的根关 属于这一类型的样地有 L88一l7和 L88一l2 虽然均为 3代林 ，但 

前者老年世代仅有一株，故分析中年世代和成年世代的相关。L88一l2中，成年世代仅有 3株． 

故只分析中年世代和老年世代的相关。两块样地的计算结果以均方-区组大小图解和相关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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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区组大小图解(图 3，4)表示。 

表 2 一代林各样地林木群团分布特征 
T●M‘ l ⅡI村rllmtkm ~Am cta't~llct or tree c0l啦IicI among 

different ocie ge~eratioa sland 

翟No． umbe，L on~ diamet er>(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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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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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L88．17多代#均肯湘 关摹教一区组大小啊■ 

Fig．3 Relatlonahip of r№ n variance and OOF'／~&- 

~oopplcient to bI础  of multi‘ n． ● 

eratlon in dot L88-17 

由图 3可以看出，L88一l7样地中年世 

代林木均方的峰值在 l6(4×4m。)处和 256 ’ 

(16×16m*)处左右，成年世代林木的均方峰 

值仅一个 ，在 16(4×4m )处。二者的相关关 

系最突出的是在 区组大小为 128处 ，即 8× 。 

16mz处。这即是说，当以 8X 16m 大小的样 

方来分析L88—17时，中年世代和成年世代的 

关系最突出，呈相互排斥的关系。L88—12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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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4 L88一l2多代林均方 相关乐艘-区粗大小田解 

1．中年世代 z．成年世代 

Fig．4 Relationship of mcan varian~ and eorreh~ion 

coofficicnt to block l⋯ f muhi genen~l n in 

plot L88—12 

I．M id—generation： 2．M』l ure-gengn~r；on 

3 讨论 

林木的空间格局是种群和群落的重要结掏 

特征，它受干扰状况、立地条件和树种适应对策 

的影响。 

研究表明，兴安落叶松的空问格局l；瘟种群 

情况类似。均方随区组大小的变化，中年和老年 

世代的峰值，基本上均在 l6(4×4m。)和 64(8 

×8m )处。但中年世代在区组大小为 2时，还 

有一个不太突出的小峰。两世代在区组大小为 

32以前．相关系数 为 0，而在 64处 ，则达到一 

0．7以下。这说明，在这种区组大小时，二者互 

相排斥的关系最明确。关于 L88—12 3个世代的 

关系，立术定位图更能表示的一清二楚。由图 5 

可见，这 3个世代的群团互不交插，但又互相连 

接。在图中，人为地划了两条线，以便用它们把 

这 3个世代的林术分开。应该说明，图 5包括 

4O×50m 的范围，用来格局分析的 32×32m 

的范围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的年龄结构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图5 L88-l2不同世代落叶梧的分布 
— 代林是强度大、频度小的树冠火后形成 1．中年世代 z．成年世代 3．老年世代 

的，年龄比较一致(一般年龄范围在50a左右， g‘ ? ： ． =n ” “ 
具有一个年龄波)。虽然发生条件比较整齐·更 1．Mid-gene tionlz．M| 一  

新 比较一致，但是，这样形成的林分仍然具有强 3．Old—Igen~ration 

烈的聚集分布特点，并且它的这一特点随林分发育而有所变化。中年世代的林分均方峰有 2— 

3个，多位于区组大小为 8和 32处；成年世代均方峰仅具一个，峰位于 l6或 32处 }老年世代 

的林分均方峰不明显或者位于 l 28处。可见，随年龄增大，林木的均方峰数有减少、峰的位置有 

右移的趋势。直观在定位图上划分林术群团表明，中年世代群团数多于成年和老年世代的林 

分 ，并且太小变化大。直观分析的结果与均方一区组大小图解趋势一致。林木空间格局的聚集性 

随年龄的变化显然是 自疏过程的结果。一般说来 ，它导致群团内部间距小的比群团边缘间距宽 

的个体更易死亡，这样就造成丁随着年龄的变化 ，林木群团大小发生相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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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次强度较弱的地面火干扰下产生的多代林 ，不同世代的林木并不是均匀混生的。在一 

定区组下，表现出强烈的负相关．这表明，不同世代的斑块(小到 4×4m ，大到 8×8m 或 8× 

16mt)可能起源于不同的零事件或干扰事件 。这种情况说明，中度或弱度的森林火灾是很不 

均匀的．有的地方强度大 ．从而烧死了原有林术而为新的一代的发生创造了条件。有的地方强 

度小 ，则可能将原有转木保留下来。在多代林中，不同世代林木的格局尺度的变化，与一代林不 

同世代的变化，有类似之处，即中年世代的聚集性强于成年和老年世代。在风倒的情况下 ，斑块 

更小，格局尺度因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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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IN SPATIAL PATTERNS OF TREES 

IN VIRGIN LARIX GMELINI FOREST 

Xu Huseheng Fan Zhaofei W ang Sheng 

t Hg F nr，Unix~rsity．Belji~g·100088) 

The paper deals with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Lar／x gmelini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age 

structures．The resuhs show that Ld g．urlini presents apparent aggregated colonies which 

can he reflected in a diagram of relation．~hip of mean variance一一block size and orientation 

maps of trees．Different generations distrih Llte in mosaic state which，tO great extent'results ● 

from disturbance regime． 

Key words：Larlx gmelini·spatial patterns，population’tree orientst。0“ 。p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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