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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七子花(Hept~odium miconioCdes)为优良的观花树种 此种珍贵、罕见，已临近撷危境地。本文以分布 

在浙江天台山的七子花林为对象，分析丁群落的特征和性质 

七子花群落垂直结构较复杂，可分为乔木层、{董木层、草本层，亦有数量较多的层问植物。群落的优势种 

显著，乔木屠的物种多样性指数较高，各样地间的植物种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七子花种群年龄处于衰退型阶段，天然更新不佳。种群的分布格局呈集群分布。 

美t调一 ! 兰 ’兰三兰’芝 !! ’ ! ’竺 

A STUDY oN Heptacodium Miconioides C0MMUNITY IN 

THE TIANTAI M0UNTAINS 0F ZHEJIANG PR0VINCE 

Jin Zexin 

(Taiz&ou Teachers’Col／,ege,Liahal，Z“Jm g，317000，Chi~ ) 

Abstract H eptacodium miconioides，fine trees for flowers tending，are precious and rare 

ones，and are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and quality of the Heptacodium miconioides forest distributed in the Tiantai M ountains of 

Zhejiang Province． 

The vertical structure of Heptacodium miconioides is rather complicated．It can be di— 

vided into arborous layer，shrub layer，herbaceous layer and interstratum plants which are 

numerous in quantity．The community has an outstanding dominant species and the ar— 

borous layer possesses a comparatively high diversity index．The similarity is rather strik— 

ing among different quadrats species． 

The H eptacodium miconioides community is at a declining stage，an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community shows a clump． 

Key words： Tiantai M ountains，H eptacodium miconioides，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population structure，distribution pattern． 

七子花为落叶小乔木，属忍冬科的单型属植物．为我国特有种，是国家首批重点保护的2级植物。1992 

年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优先保护物种名录。分布于朝北兴山县，浙江天台山、四明山、义乌北 

山、昌化汤家湾及安徽泾县和宜城等地“]。它们多生于悬崖峭壁、淘谷、山坡灌丛和林下，现资源楹少。在浙 

收穑 日期：1 995—11—22，修改稿收到日期；1996—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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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天台山主峰华顶山北侧的狮子岩坑处．沿山沟两侧呈带状分布的有一片以七子花为优势的群落，实为 

罕见。本文对该群落的特征进行了研究，这对于七子花的保护对策和发展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1 自然概况 

天台山位于浙江省天台县境内，主峰华顶山(29。15 N、121。06 E)海拔1098m。这里属亚热带季风性湿 

润气候t气候温暖，雨水充沛，年降水量为1700mm，平均相对湿度这85 以上，年平均气温为l3℃，无霜期 

约230d。山地土壤系水成岩及火成的花岗岩母质上发育的山地黄壤土，土层3O～lOOcm之间，尚属湿润肥 

沃 由于水热条件好．植物生长茂盛，区系成分复杂 】。七子花群落的分布地海拔高度在500～900m，沿沟谷 

及两侧呈带状分布t七子花在群落中多居乔木层第2亚层，也有出现在第l亚层中的个体。 

2 研究方法 

2 1 样地的设置 

在七子花林中设置9个面积为400m 的乔木样方，合计面积为3600m ，作常规群落学调查。并各设8个 

4m。的灌木、草本小样方，登记种类、株数、高度，盖度等指标，各样地的环境因子资料见表 l。把胸径(DBH) 

≥7·5cm的林木作为乔木层。以每增~ff2m为一高度级统计各高度级内的株数 (上限排外法)，以确定高度 

结构{以立木缎结掏代替年龄分析，I级幼苗 h<0．33m『I级幼树 >0 33m，DBH<2 5cml I缎小树 

DBH 2．5～7．5cm；Ⅳ级中树 DBH 7．5～22．5cm；V级大树 DBH>22．5cm 

2．2 数据处理 

2．2 1 群落物种多样性采用4种指数测度，即Simpson指数D—N(Ⅳ一1)／2 n (嘶一1) ‘Shann。n— 

Wiene 指数Hr一一∑ lnAⅢ；群落均匀度R一一∑Pi LnPi／InS E ；种间相遇机率P E一( )(1一 

∑ ) 。 

2．2．2 群落样地间种类相似性采用相似性百分率 PS=1—0．5 la--bI一 rain(a，b)_5]。 

2-2·3 种群分布格局采用以下6个指标进行分析，即方差／均值的 t检验法 ；负二项参数 ，扩散型指数 

(Morislta格局指数) ；Cassiv指标[ ~2h~-指标 口；平均拥挤指数与聚块性指数【 。 

裹1 9块样地上七子花种群殛环境园子资料 

Table 1 The data of Heptacodium micon~ des population and its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nine plots 

样 地 画 积 Plots Rrea|400m 

3 结果 

3．1 群落结构特征 

在七子花群落中．七子花的优势突出，其重要值百分率为39 25％，是该群落的第1优势种；次优种为苦 

枥木，其重要值百分率为lO 40~／~；第3是红脉钧樟，重要值百分率为7．55 f第4为拟赤扬，重要值百分率为 

5 68 ；其它种类的重要值百分率均低于5 (表2) 由此可知，七子花在群落中占绝对优势，呈单优势群 

落，因此命名其为七子花群落。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金则新：浙江天台山七子花群落研究 129 

表2 七子花群落乔木层种娄■要值 

Table 2 The impe t2ance values of the arborous layer species in the community of Heptacodium  miconio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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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子花群落成层现象明显，可以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地被层不发达。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 

层间植物。七子花群落的乔木层可分为2十亚层。第1亚层高10～18m．胸径9~4Zcm．林内十别七子花的胸 

径可达31cm，高12m以上，这一亚层的覆盖度在l5 ～20 之间．主要树种有拟赤杨、自木乌桕、樱桃、青榨 

槭、青钱柳等．主要是落叶闻叶中高位芽植物在乔木层第1亚层中构成建群层片或优势层片 第2亚层高5～ 

lore，胸径7～32cm，覆盖度75 ～B0 ，主要树种有七子花、苦衍木、红脉钓樟、江浙钓樟、牛鼻栓、橄榄槭、 

豹皮樟、毛八角枫等，还有出现在第1亚层的那些种类 落叶小高位芽和常绿小高位芽植物出现在第2亚层， 

特别是落叶小高位芽植物占优势地位。 

灌木层高0．5～3m．盖度在2O ～25 之间，包括乔木妁树幼苗共57种，可以分为2个亚层．第l亚层高 

1．5m以上．由荚莲(Viburnum dilatatum)、尖连蕊荼(Camellia cuspidata)、日本紫珠(Callicarpajaponica)、 

野鸦椿(Euscaphis japonica)、蜡子树(L ustrum nrotliculum)、崖花海桐(Pittosporum illicioidas)、蔓胡颓子 

(Elaaagnus glabra)等种类组成，此外．还有一些乔木幼树：第2亚层高1．5m以下，种类较多．主要由太青 

(Cteradandrum cyrtopbttum)、山莓(Rubus corchorifolius)、伞形绣球(Hydrangea umbellata)、胡枝于(Les- 

pedeza bicolor)、棣棠花(Kerria japonica)等种类组成。它们大都是落叶矮高位芽植物组成的层片．此外，还 

有一些中、小高位芽植物的苗木 

草本层分布不均，常集中生长在群落的透光部位，种类较丰富．达84种，高度一般在lO~80em之同，无 

明显层次分化．盖度为20 ～4O ，主要有太叶柴胡 (Bupleuram longiradiatum)、淡竹 叶(Lophatherum 

gracite)、求米草(Oplismenus undutalifotius)、三脉紫蔸(Aster agaratoidas)、紫花前胡(Angelica decursiva)、 

楼梯草(Elatostema involucratum)、变豆菜(Sanicuta chinensis)等种类，它们均可在局部成为优势种 草本层 

主要由种子地面芽植物构成 ．其次是种子地下芽植物和蕨类地面芽植物．地上芽植物较少。 

由于七子花群落分布在淘谷，林内多岩石露头，受流水冲击，凋落物少，土层薄．故地被层不发达 ，一般 

呈斑块状分布于林内荫湿处和大树基部．主要由一些藓类植物所组成 ．高度低于5em。 

层间植物种类较丰富，其中藤本植物有28种，常见的有紫藤(Wisteria sinensis)、鄂西清风藤(Sabia co?n- 

panulata subsp．ritchiaae) 木通 (Akebia quinata)、中华猕猴桃(Aclinidia chinensis)等，它们多属于落叶藤 

本高位芽植物．常绿藤本高位芽植物也有一定比例．如鹰爪枫(Holboetlia coriacea)、女萎(Clematis apiifoli— 

a)、鸡矢藤(Paederia scandens)等。此外，在较茂密和荫湿的林子中，树干和枝条上亦附生有步量的蕨类植 

物．如圆盖阴石蕨(Humata tyermanni)、瓦韦(Lepisorus thunbergianus)和一些藓类植物。 

3．2 乔木层物种多样性分析 

生物群落是在一定地理区域内．生活在同一环境下的不同种群的集合体，其内部存在着极为复杂的相 

互关系。生物多样性是群落组织化水平的度量。其中群落在组成和结掏上表现出的多样性是认识群落的组 

织水平．甚至功能状态的基础 ，也是生物多样性研究中至关重要的方面=七子花群落乔木层种类较丰富，共 

有植物44种(表2)．物种多样性测定结果见表3：从表3中可以看出．Simpson指数平均为4．4514，其值较高， 

并且 Simpson指数反映出各样地物种多样性的差异。如 Q 、Qz的测值相对较高，而Q 、Q 、Q。、Q。的测值则 

较低 虽然各样地的海拔位置和坡向有所不同一但由于各样地均处于同一群落类型之中．而且海拔差异并 

不是悬殊 ：故除 Simpson指数外，其它指数测值变幅较小 ，随海拔升高而物种 多样性降低的趋势在同一群 

群落内并不显著。 

3．3 群落样地闻种类的相似性 

物种的相似性指的是群落间或取样闻植物种类组成的相似程度或相异程度，它是群落分析的一个重 

要基础 也可适用于同类群落不同样地同擅物种类的比较，以便对群落的种类组成、空间分布及种问生态 

关系作充分了解。本文采用相似性百分率对g个样地进行分析(表4)，从表4中可 看出．Q 和 Q 、Q Q̈ Q 

等样地间有较高的种类相似性．Q 、Q 、Q 和 Q 等样地间的相似性也较高．而 Q 、Q一、Q 、Q 等样地之间亦 

有较高的相似性。这说明一随着海拔的升高，植物的种类组成有所变化。但由于海拔差异不很大．就全部样 

地的种类组成和它们一致性的优势种而言，仍届同一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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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3 七子花群落各样地的乔未层物种多样性指标比较 

Table 3 Comparisions of the diversity indexes of arborous layer of different quadrats 

in the community of Heptacodium miconioides 

衰4 七子花群落各样地间物种相似性指数 

Table 4 The  index of species similarity between surveyed quadrats in the com muuity 

of Heptacodium miconioldes 

样地号 

TNo． quadrat． 
4 

3．4 种群结构和分布格局 

3．4．1 种群结构 种群是构成群落的基本单位，其结构不仅对群落结构具有直接影响，并能客观地体现 

出群落的发展趋势。 立术胸径缎代替年龄级对七子花种群的年龄结构进行分析 (图1) ]，七子花种群在 

样方内缺乏 1级幼苗，I级幼树很少，l级小树较多，共94株(指3600m 面积内的个体数，下同)。w级中树 

最多，共259株，占总数的70．96 级大树较少，共1]株，占数总的3．OJ 。由于该群落缺乏幼苗 ．天然更 

新困难 ，故种群年龄属衰退型阶段 。 

七子花种群的株数随高度级的分布如图2所示 ]。七子花最高不超过J4m．高6～8m的植株最多，共JOT 

株，占总数的29．32 。处于第1亚层的有99株，占27．12 ，其余多分布在第2亚层，少量分布在灌术层中 

3．3．2 种群分布格局 种群分布格局分析是对于物种生物学特性，种问关系和生境条件等固素综合作用 

下的种群个体水平空间配置和分布状态作出定量描述 七子花种群分布格局测定结果见表5，方差／均值 比 

值为1．5224，大于1， 值为4．41 61，经显著性检验为极显著，故为集群分布F̂一4．8518，为集群分布 ，但有随 

机分布之趋势；其它指数 =1．2052，大于l；Cass~指标一0．2061，大于0，，=0．5224，大于0{ ／m一 

1．20]9，大于1。故七子花种群在样地 中的分布格局是集群性的，但集群程度不很高。 

上述测定结果和野外分布相一致 ．由于七子花种群分布在裸岩或岩石露头扳多的山坡沟答中，使得生 

境差异很大．造成种群呈集群分布。并且群落内的石窝等微环境的发育，造成种子的集群分布．再加上种子 

多散落在母树周国，故七子花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为集群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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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七于花种群径级结构 

Fig．1 The diameter class structure of Heptacodium 

mi~omoides population 

圈2 七子花种群的高度结构 

Fig 2 The height structu~ ol Heptacodi~ m 

nic4des population 

表5 七子花种群分布格局测定结果 

Table 5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r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Heptacodium miconioides population 

4 结语 

七子花在群落中，七子花的优势突出，是群落的第1优势种；群落垂直结构较复杂，地上成层 明显；群落 

中乔木层的物种多样性指数较高 ；各样地问的植物种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七子花种群在样地中缺步幼 

苗，天然更新困难．种群的年龄结构属衰退型；种群的分布格局为集群分布 

七子花是我国特有的单种属植物，它在研究忍冬科系统发育方面有科学价值，又是优良的观赏树木， 

此种现资源很少，分布面积少且星敖 天台山这--／b块七子花群落，实属世上所罕见，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 

施，保护这一珍稀物种 并进行人工促进七子花天然更新和育苗繁殖试验，继而对七子花的生物学特性和 

生态学特征作进一步调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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