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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 晰 ， 
摘要 据对福建全海岸带选取 8十地区含 36处样地 480 m 面稆的灌丛群落调查数据 ，以地区间灌木种 

多频度相似性指数怍地区聚类和排序分 析，得到闽东南部和阉东北部两十地盛组台一且它们依温度变化 

成有规律的分布格局，划分结果同福建省气候区划 福建省植被匠划均基本吻合 另据 上地区灌业群落 

的灌木地理成分及其种优势度分析，也都取得和地区聚粪 排序相对应的结果，这均表明福建海岸带灌丛 

群落的分布在植被区划上具热量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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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0F SHRUBBERY DIsTRIBUT10N IN THE 

C0ASTAL Z0NE F0R THE VEGETAT10N REG10NALIZAT10N 

0N HEAT STATUS IN FUJIAN PR0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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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o~ t of Geography，F~j；an Teach~ Hni~ s时 ．Fuzh~ ·Ch~ta，35007 

Qiu Xizhao Zhang Raming 

(Dcpartm~u of BiN~gy Xiame~Unit s" ·Xea~ a一 ·361005)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ile distribution ehracteristics of shrub community from the 

coastal zone in Fujian Province．According to the agglomeratire analysis between the similarity 

indexes of shrub speems in 8 surveyed areas consisting of 36 plots，480 m：from the coa stal 

zone in Fujian。these shrub communities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distribution groups，i．e． 

southeast Fujian group and northeast Fujian group．In addition，these dMding resuks are siIni— 

lar to the division of floristic geographycal elements of the shrub eommunities，and the division 

of climate and vegetation in Fujian Province． 

Key words： coastal znne，shrubbery，vegetation regionalization，Fuiian Province 

福建海岸地带历史上开发较早，其地带性植被南亚热带雨林 目前仅存几处风水林性残 

迹 ，现状植被多见较低矮稀疏的荒山灌丛，其中有的群落以草本植物较占优势而应总称灌 

收稿日期 ：1994 06 2 ，修改稿收到 日斯 1996。2 O6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期 林承超等 ：论福建海岸带的灌丛分布在植 被 区划上的热量指示意义 

草丛。笔者对其调查发现，群落中 的灌木种类舟 布有 自北向南则热带性种类渐增而温性种 

类渐减的趋势 ，显示一定的地域性差异。笔者曾报道0 +将福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壳斗 

科树种或该地带典型森林类型甜槠 (Castanopslis eyrei)林树种，采用树种重要值相似性指数 

作其分布县、市的聚类分析，划分的县、市组合 同福建植被区划0 r基本吻合．揭示了树种分 

布的纬度热量特征和用聚类方法作植被区蝌的可行性 本文是用该方法对福建海岸带灌丛 

群落分布特点的探讨。 

1 海岸带的自然概况 

福建海岸带(图 1)位于北纬23。3O ～27。11 ，从海岸线向陆伸展 10 km，属亚热带季风 

气候区。 福建气候区划“划分．海岸带 自闽江口以南为闽东南沿海气候省．以北为闽东 

北沿海气候省。前者年均温大多在 19 ～22℃，≥Io：c年积温 6300~7700'C．无霜期 310～ 

360 d；年降水量 1000~1700 film。后 者分别相应为 17～2O℃，5000~61O0℃，26o～310 d， 

1400~1800 mm。全海岸带地形大多是海拔 500 m以下丘陵地+曲折而多港湾 、岛屿。土壤 

以花岗岩发育的赤红壤和红壤为主 ，海边有风沙土、盐渍土。 

2 灌丛群落分布特点的探讨 

2．1 灌木种类分布的地 区聚类和排序分析 

从福建全海岸带较均匀地选取笔者调查的福 

安至东山 8个地区的海拔 450 m 以下荒山共含 36 

处样地、480 m：面积的灌丛群落数据，将其中灌木 

种 (fi-少量苗木)以地 区为单位组成统计样方表+ 

求算各个种的多频度 (相对多度加相对频度之和， 

每地区总值为 200)(表 1)+再按Bray—Curtis公式： 

C--2W／(a+b)[sl求算地区间种类多频度相似性指 

数 c，用“组平均法 作地 区聚类分析。结果(图 

2)显示+如以C==o、24作阐值下限则可划分为两 

个地区组合，即闽东南部(含 Q ，Q ．Q ，Q ，Q )组 

合和闽东北部(含 Q ，Q：，Q。)组合。将此对照图 l 

可见，这两组合的分市区恰以闽江 口为界 ，而可 

分别对应干福建气候区划中的闽东南沿海气候省 

和闽东北沿海气候省位置 ，同时也同福建植被区 

划中的两个植被地带在沿海的范围基本吻合。 

为进一步探讨海岸带灌丛同其分 布地区气候 

图l 福建省海岸带简图 的关系．又将 以上相异性指数(D--1--C)接 Bray— 

hB cnm ⋯ zonem Curtis公式 ： 或 y一 ( + D +联 )／2L． — 
A：南亚热带植被地带

— —  ] 

South subu~pical vegetation me √ 求算各地区的 oz"、 值，进而作地区的 

。：中亚热静瞳被地带 两维极 点排序(图 3)显示，随 z值的增加则 由地 

蛐 ∞ ca eg 。0n z。ne 处海岸南部的 Q 
、 Q 、Q 逐渐过渡到海岸中部的 

Q 、Q ．再至海岸北部的 Q。、Q，、Q ，同时相应计 

算这三段海岸的地区年均温平均值为 20、8℃一19．9 C一18．9℃即温度递减 显然 、Y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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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别同纬度、温度相对应。经计算， 和 Y呈极显著负相关 从而表明福建海岸带灌丛群 

落的分布具较明显指示地区热量的特点。 

表 1 福建海岸带灌丛群落灌木种的多频度 

Tablel R．A．andR．F of shrub sp~les of~hrubberlesfrom the c咖n丑l zonein]Uujiala 

1)地区代号 Area markt Q1福安溲尾 Fuanx Lwei Q2霞浦下浒 x uxiahu Q3罗源起步 Luoyuanqibu Q 平潭君 山 

Pingtanjunshan Q5莆田忠门 Puttanzho~grnen Q6泉州末海 Quanzhoudorlgh Q7厦门海艳 Xiamenhaicang Q8表山西 

埔 Dongsbaaxipu 2)其 他几种 Other ma腿 species：毛冬青、金樱子 3、摧木、盘肤木 4)摧丰 、山鸡椴 、连蕊茶、鼠矢 

5)滨柃、鼠矢、郁李、两面针、九里香、菝葜 异叶紫弹、算盘子、海桐、两面针 丁哥王、铁包金 8)柞木 马缨丹、算盘于、 

袖茶、九节木、聘旦子、蛇婆子 9)马缨丹、虎皮楠、柞术、海桐、华山矾、潺槁讨、鹏旦子、鸡骨香 种的拉丁学名附于文后 

Latin m me 0f speci~ behind the paper 

圈 2 调查地区的聚粪分析 

Fig 2 Agg Lomerative cLassflcation of surveying area 

0 

图 3 调查地区的极点排序 

Fig 3 Polar orditmt EorJ口 fvey g㈣  

2．2 灌木地理成分及其种优势度分析 

为旁证以上分析结果，再按圉3中的地区分布，分别统计海岸南部(含Q Q Q Q。和海 

岸北部(含Q Q QaQt)两组灌丛的灌木地理成分 及其种优势度 作对比。结果表明，海岸 

南部灌木的热带性成分(泛热带加各类热带分布成分)占总数的 79．4 ，温带分布成分仅占 

11．8 。海岸北部灌木则分别相应为 60．1 和 20．0 ，这又体现其地理成分和地区温度、 

喜 { 。藏避 口哲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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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的相应性 其次，从灌木种优势度(将海岸南、北部各 4个地区灌木组成统计样方表求 

算的种多频度)显示．海岸南部共 44个种中数值较大的前 10个主要种(依次是 山芝麻、黄 

栀子、黑面神、桃金娘、馒头果、车桑子、了哥王、石斑术、牡荆和马缨丹)的合计值占总值 的 

67 ．而它们全属福建南亚热带低海拔山地灌草丛中占优势或银常见的灌木种。海岸北部 

共 36个种中前 10个主要种(黄瑞术、乌饭、华山矾、杜鹃、胡枝子、槛术、油茶、野牡丹、菝葜 

和芫花)的合计值占总值的 jo ，而它们则大多是福建中亚热带 (尤其是南部亚地带 )山地 

灌草丛中占优势或很常见的灌木种0 。这再表明海岸南、北 部灌丛的灌木种成分及其长势 

同福建植被区划的较大相似性 。因而以上分析都取得和地区聚类、排序相对应的结果。 

3 结语 

作为次生植被的灌丛在我国沿海 山地现状植被中一般占较大面积。本文揭示了福建海 

岸带灌丛群落的分布也类似于福建地带性森林具较 明显指示地区热量的特点，从而本文研 

究结果及其方法可供福建和华南沿海地带的植被和环境区划、农林业规划和自然资源保护 

等工作为参考依据 

附—— 文中植物拉丁学名名录； 

乌短 Vaccb~um bracteatum 米饭 花 V．spreng~ 华 山矾 S)~plocos chinensi~ 山矾 S．eaudata 鼠矢 S．steltari~ 黄瑞术 

Adb~ndra rnille~'i 胡枝子 LeJpede=al，口，m一 辟黄檀 Dalberzgla hancei 菝葜 Smilax cfu'na 黄扼子 Gardenia 甜 } 

,~ides 乌药丘 m strychnifolia 石斑丰 砖 indlca 毛冬青 llez p加 c删 梅叶冬青 1．~pretla 金樱子 Rn 

lae~gata 杜鹃Rlwdodend~ 幽 山莓Rubus corchorifoli~s 荚菇 diLatu~n 芫花 Daphne g u 转丰 一 

m妇 淀柃 E．emargbaata 紫盒牛 Ardiria~6oldii 朱砂根 ^ c 摧木 Loropetalum chi~ease 盐肤术 t~3t~s 

chine~sis 花椒 Za~thoxylmn 6 g曲n∽t 两面针 z．n#~um 野牡丹 Melaz~oraa cand~um 油茶 Carnelt~oleif~a 连蕊 

茶C 加 水团花 Ad嘲 1~ ul,fera 执盒娘 删 咖) I一 Ⅱ 车桑子 D 鲫∞ r．,is~osa 山乌璩 Syzygium g什 

算盘子 Gl~-tKdion户曲 “ 馒头果 G 帕 胡颓子 础g ogdham~ 了哥王 Wika~ mia india 山芝麻He 

li~~eres如g甜 黑面神 Breyaia细 一  嘉竭树 C~earla glom~ata 牡荆 Vite~negundo v 阳 ， 抽 铁包金 

既rc 卅饵line~a 马缨丹 口棚 m呲 m 雀梅哮Sag~etia I — m 柞术 Xs~osma且p硎 “ 蛇婆子 WalShe~a 

icana 鸦旦子 Brucea坤 口 鸡骨香 J~ anum一  山呜敏 Litsea cubeba 潺槽树 缸惭 九节丰 Psychotrla 

rubra 九里香 砬 出  异叶紫弹 眦F var． 州 ) 郁李 m n蚶 哪出口 海桐P蛳  m to- 

bira 虎皮楠 m niphyl~um glauc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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