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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冈是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 主要优势种之一 ，关于青冈的群落类型在植被分类中已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在青冈林生物量方面也开展了一些工作，但对青冈种群的了解尚不多。草本植物的无性 系生长 早已引起 

了人们广泛注意 ，对其年龄结构及格局进行了不少研究 ．但对萌生力很强 的乔木的有关工作开展较少 ： 

本文以青 冈为材料 ，研究萌生能力强的优势种的种群结构和分布格局 ．以探讨其适应对策 

1 研究地点殛方法 

黄山(N3O o8‘，E118。09 )位 于安徽南部 ．属东南季风气候。调查地 位于黄 山西坡，母质为花岗岩 ． 

土壤为山地黄壤 。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由于位于中亚热带北缘 ．常绿 阔叶林 已不够典型 ，种娄组成 

不够复杂，主要优势种有青 冈、甜槠 、紫楠等。 

在野外踏察基础上选择^为干扰小的青网群落进行调查：拌方面积为 400 m。．用拌绳划成 J5个 5 m 

×5 Ell的小样方 ，进行每木调查 。Eh于青冈萌生能力强 ，进行调查时．以无性系分株为统计单位。大小等 

级采用 Gini系数为指标 ，公式为： 

∑∑Ix ～_l 
Gini系数 = 。。 ～  其中 ：z ，z 分别为个体 i J的大小 

青 冈种群的分布格局采用方差／均值 比率法。r检验确定显著度 ：。同时还采用了其它指标．方法见文 

献 2。 

2 结果与讨论 

2．1 青冈种群的大小结构 

青冈的大小级按 2种方法划分 ：基经<2．5 cm的幼树、蛐苗按高度分为 3级 ．I级高度≤33 cm，I级 

高度为 33～100 cm，I级高度>100 crfl；基径>2．5 cm 的植株 ，基径每增加 IO crfl为 1个等级 。根据上述 

标准．得到 5个青冈种群 的大小结构 (图 1)，可 将青冈种群划为 2种类型：I增长型．样地 内幼苗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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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小树根多，大树稀少(样方 2、j)．大小结构呈金字塔形 I稳定型 ，小树及以下各级数量多 ，中、大树 

也不步 ．如样方 l、3和 4 

萌 生植株在 5个种群中都 占较大的比例(图 1)，尤其是 Ⅲ、Ⅳ、u级 ，与所处环境及青 冈生长特性有 

关 ，处在淘各，受洪水影响大的样方中，实生苗更少 鄯阁度大 、光线弱以及动物啃食种 子也是实生植株 

少的围素。 

2．2 青阿种群的大小等级 

青阿种群幼株和林术的大小等级分别见表 1、2：劫株高度的不整齐性以佯方 5为最大 ，样方 I最 小， 

平均 Gin[系数为 0．567。林术的大小等级与幼株存在一些差异 ，表明在种群发育过程中．大小等级会发 生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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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冈种群的大小结村 

Fig 1 The size st九】ctu㈣ f C) 口 gla~a populations in 5 plots 

表 1 青冈种群中基径<2．5 cm植株的高度等级 

Table l Hei~bl bleraehy of C．咖 ㈣ population~smaller tban 2．5 in ba辅l diameter 

垂穗披硷草十体大小的不整齐性也随时间变化而变化Ⅲ，Bonan[ 认为大小等级与个体密度有关 =种 

群大小等级的产生和波动，是种群发育过程中生物学特性，种 内种间竞争以及环境 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 ， 

青冈种子问也存在大小等级的差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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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青冈种群中基径>2．5 cm植物的基径等级 

Table 2 Basal diameter hiera~ of C． populations larger than 2．5 em in bi diameter 

2 3 青冈种群的分布格局及动态 

对青 同种群分布格局的测定表明 5个样方都是集聚分布．与其他几种乔木的分布格局 致 ～ 。采用 

空间差异代替时间变化研究青冈种群分布格局动态，结果见表 3。随着太小等级的变化，分布格局发生规 

律性变化。 I、Ⅱ级为集群分布，v级为随机分布，Ⅲ、Ⅳ级由集群分布向随机分布过渡。在其他树种中也 

有类似现象 ]。这种规律性变化主要与发育阶段中起主要作用的园子有关，早期阶段．种 子萌发率高， 

加上萌生能力强 ，形成集群分布；随着植株的增大 ，种内、种问竞争加剧，种群因 自疏和他疏作用导致密 

度下降，分布格局的集群分布程度下降，并 向随机分布过度 ，到太树阶段 ，则完全为随机分布 

表 3 青冈种群分布格局动态 

Table 3 Dynamics 0f spatial patterns of C glauca po 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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