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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灵山地区主要树生地衣调查初报 

7 6一了 陈健斌 刘晓娟u黄永青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真菌地衣系统学开放宴验室 北京 100080) 

摘要 首次对北京森林生态定位站所在地末灵山小龙门林场主要森林树种上的地表进行丁请查研究 辽东 

栎 桩桃橄 山扬 黄花柳 白腊和春榆 等树种上 的地衣 覆盖度较大 ，其覆盖度 多为3o ～ 6o ，最高可达 

80 山杏、槭树、黑拌 (棘皮拌)上地表覆盖度撮之；白桦树上地衣甚少；而 人工油橙、华北落叶松树上未见到 

大型地 衣生长 树生地表优势种是 Phaeophyscio hirt~sa(白刺毛黑蜈蚣衣)和 Xanthoria sp (石黄衣)．这两 

个种经常生长在一起，几 乎出现在已调查的有大 型地衣 生长的所有树种上，并在树生地衣群落 中占明显优 

势 韧步讨论丁影响督寸生地衣的出现及其覆盖度的因素t提供了某些森林树种上地衣群落景观照 片 

关键调 树生地衣 大型地衣，北京 

A PRELIM INARY REP0RT 0N C0RTIC0L0US LICHENS IN 

D0NGLING M 0UNTAIN ，BEIJING，CttINA 

CHEN Jian--Bin 1．IU Xiao—-Juan HUANG Yong—rQing 

I s stematic Mw ology and Lichomlog),Laboratory、Academia Sinica⋯B iing 100080、China、 

Abstract Corticolous macrolichens on major forest trees in long term plots in Dangling 

Mountain，Beijing，were surveyed for the first time．Thirteen species of eorticolous lichens 

occur in the survey area．Phaeop scia hirtuosa and Xanthoria sp．are predominant species 

in corticolous lichens．and frequently occur on Quercus liaotungensis，Jugla~s mandshutica， 

Populus(P．simonii eet．)，Salix(5．caprea，S．viminalis，S．waHichiana)，Fraxinus(F． 

nensis，F．r nchophylla)，Ulmus
． 
ponica，Betula danurica，Betula platyphyHa，Acer sp，， 

Prunues armeniaca，Corylus mandshurica，and Syringa pekinensis．M acroliehen coverage 

(30 ～ 7 )on Quercus liaotungensis，Juglans mandshurica，Populus，Salix，and Fraxinus 

is more than that on the other trees，NO macrolichen occurs on Pinus tabulaeformis and 

Larix principis—rupprechtii surveyed．Slope direction．crown density．tree species，and tree 

age were considered as m ain factors for occurrence，growth and coverage of corticolous 

lichens． 

Key words corticolous lichens．macrolichens，Beijing． 

中 国科学院北京森林生态 系统 定位站 (简称北京森林站)位于北京东灵山山脚的小龙门林场．海拔 

* 国家自然科学基盘重大资助项 目(30893360)和中国科学院生物l歪系分类特别支持项 目 

绝大多数高等植物 标丰l骚野 外考察时的植物标 丰分别由中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周根生先生和高贤明先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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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50m。调查地段 内的海拔高度范 围为il00～I 350m。该地区的被子植物大 多数为落叶阔叶树木 t主要有栎 

属、杨属、棱桃属、槭属 、桦属 、揄属等，反映了北温带植物区系的特点 。 

北京地区地衣区系资料十分 有限 ，朱彦承 、赵继鼎等 、魏江春 曾记载过北京地区(主要是百花山、 

西山)梅衣、螟蚣衣和石黄衣约20种 作者对东灵山小龙门地区高等植物与大型真菌研究的5块样地 内及有 

关林型中开展主要森林树 种上的地农调查 ，并将地 衣区系与 群落生 态调查研究相结合t这在国 内尚属首 

次 ，本文是有关调查研究的初步报告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地调查 在辽东栎成熟林、辽东栎幼林、油松人 亡林、落叶橙人工林、阔叶混交林、黑桦林和自桦林 

等拌地内，对其建群种或优势树种上地衣进行调查，井对从树干下部约60～200cm处生长的地衣覆盖度给 

予估计，从而求知优势地衣种 

1．2 随机采样 由干样地 内的树种有限，即使是阔叶混交林样地也不能完全包括该地区常见或主要阔叶 

树种 ，而且 由于郁闭度 、树龄等 多方面原因，有时使地衣得不到 良好生长发育。困而在公路边 ，在林 问小道 

和样地外的山坡上 或山顶上对 见到有地衣生长的树种随机采集和必要记录t然后鉴定地衣及树种，以求较 

全面了解该地区常见地衣种及其在不同树种上的覆盖度。 

1．3 地衣标本按常规形 态学与化学方法进行鉴定。 

2 调查结果 

2．1 辽东栎(样地 I)树生地衣 

该样地为成熟的辽东栎林。是调查地区最具特色的森林群落，样地内辽东栎的树干直径均在20cm以 

上 ，其它阔叶树种极少。样地 面积为50×50m ，设置1 O0个正方形小佯方 (5×5m )，调查20十小样方 内的辽 

东栎 ，共 19棵 ，一个小样方内基本上有 一棵辽东栎 。现将第3列1o个小样方 中10棵辽东栎树上的地衣谓查结 

果列入表1，另l0个小样方中9棵栎树上的地裹数据与表1数据 十分相似 。 

表1 辽东栎树生地衣 

Tmh|e 1 Lichens 0Ⅱ如 Ⅲ H llaotungensis 

*地衣的 中文名稗从 上至下依次为 ：白刺毛黑蜈虹衣、石黄裹 、粉斑梅袁、茸揭梅衣．中国树花、猫耳衣 斑面蜗 蚣在 ． 

变色犬孢螟蚣裹、同色黄烛衣、壳状地衣， 

从表1可以看出：辽东栎树上的优势地衣种是 白刺毛螟蚣衣(Phaeophyscia hirtuosa)和石黄衣 (Xantho— 

ria sp．)，以这两个优势种构成的树生地衣群落覆 盖栎树表面的43％～75 ：这两个优势 种几乎总是 生长 

在一起，在辽东栎树生地 衣中占有 明显优势 ，覆盖度为38 ～7O 。前一个 种为淡灰绿色，是一个东亚特有 

种，较广泛地生长在闶叶树上 “ ．后一个种为枯黄色 ，由于有较大覆盖度，使群落色彩夺 目(见圈皈) 这个 

种的子囊盘基部存在灰白色假根 ，这是石黄衣属地表中尚未见过的一需待研究。 

2．2 辽东栎幼林(样地 Ⅱ)树生地衣 ． 

该样地 内的辽 东栎处于幼年阶段 ，绝大多数树干直径仅5～1 2cm。经调查 ，该样地 中的辽 东栎树上未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78 生 态 学 报 l9卷 

大型地衣生长，某些树干上零散分布有一种相似于成熟辽东栎树上的黑色壳状地衣 壳状地 衣在本地区树 

生地衣群落中不起重要作用 。 

2．3 落叶松(样地 I)树生地衣 

调查结果表明 ，该样地中无论是幼年的还是成熟的华北落叶松树上均未见到大型地衣生长 

2．4 人工油松(样地 Ⅳ)树生地衣 

共调查样地内第5列、6列、l0列9个小样方(5×5m )中的27棵油松树 ，只有1l棵油松树上 出现步量大型 

地衣，其覆盖度均在1o 以下 。所 出现的地衣有 ：Phaeophyscia hirtuosa，Xanthoria sp．，Punctdia horreri和 

Ramatina sinensis等。 ． 

2．5 黑桦和白桦上的树生地衣 

没有专 门设置小样方调查 ，而是分别在高等植物进行 生态研究的两 片黑桦林 和 白桦一山扬林(海 拔 

12∞～1350m)样地 中调查黑桦和 白桦 的树生地衣状况 。调查结果表 明，白桦树上没出现大型地衣(但在东 

灵 山海 拔 1800ra附近 白桦 林 中 的某 些 白桦 树 上 有 步量大 型地 衣 生长。如 Phaeop scia hir?uosa，Ph． 

deligrn缸，Physcid nipolin等。相 比之下，黑桦上树生地 衣出现率高于 白桦树生地 衣出现率 。在调查 的20棵 

黑桦中有8棵 出现大型地衣(见表2)。 

衰2 黑桦树生地衣 

Table 2 I jchellS dn Betula ‘fdhurina 

地袁 【j h ns 1棵 2棵 

Ph 嘶 h m  hin蛐 m 1o 4 

Xan：hor~'a sp． 1 

Phys<on d ，—如 

Pha~physda toanth 

M elanetia gtabra 

^ ~-tetia borneri 

Leptogium 印 

Ramatln口sinensis 0．2 

C 5 ti~hens 1 

Lichen total 0 12．2 4 

3棵 

15 

5 

2 

2 

盖度 Cover( ) 

4棵 5棵 

3 2 

20 

7棵 

12 

3 

1 

3 

28 

10 

4 

0．5 

2 

39．5 

18 

20 

19 

25 

7 

17 

从表2可 以看出，地衣在黑华树 上的盖度特别是大型地衣盖度 为2 ～{0 变幅之 内，多数在20 以 

下，比辽 东栎树 上的大型地衣 盖度(43 ～76 )小得多 除 Phaeophyscia hirtuosa(白刺毛黑螟蚣 衣)和 

删thoria sp．(石黄衣)外，其余各种 只偶 尔出现 。 

2．6 其它某些阔叶树上的大型地衣 

在阔叶混交林(样地 -q)中主要树种有辽东栎 、核桃楸、碱树、桦树 、白腊树等。由于郁 闭度大 ，有些树种 

个体处于幼年阶段 ，相对而言没有较开 阔地段中的成熟树木个体上 的地衣多。为此在公路边 、林间小遭旁 

和非样地 山坡、山顶对有关树种上的地衣进行随机采集 ，对地衣及植物标本鉴定 ，以弥补样地数据 不足。根 

据前面样地 I～ -q及随机采集调查所得到的该地 区主要阔叶树上 的大型地衣结果与数据汇总于表3。 

3 结论与讨论 

3．1 在北京森林站周围海拔JJO0~1350m地区已调查的树种中，以成熟的辽东栎 、核桃楸 、柳树、杨树 、白 

腊树 、春榆上的大型地衣爱盖度较大 ．多数为10 ～7O ，其次是槭树、山杏、黑桦等树上的大型地衣。白桦 

树上的大型地衣较步，而人工油松、落叶松上几乎未见到大型地衣的生长或种类步且覆盖度不超过10％。 

3．2 本地 区的树生地衣以 phaeophyscia hirtuosa和 Xanth~ria parietina占明显优势。U-者经常 生长在一 

起，几乎出现在有大型地衣生长伪 所有树种上 尤其是在辽 东栎 、核桃楸 、柳树、杨树 、白腊树 、春榆等树种 

上这两种地衣 的盖度 一般为3o％～6O (不是同种树 的每一个体上都如此)，其余地衣种的盖度之和 不超 

过1O ～2O 。此外 ，Mel删dl口gtabra，Punctelia borreri，Ramalina sinensis和 Zeptogium sp．也常出现在上 

述树种上 在树生地衣群落 中不起重要作用的一种尚未鉴定的黑色壳状地衣在上述树种上也常 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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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北京森林站(海拔l】00--1350m)主要闰叶树种上大型地农0 

TaMe 3 Macc~]ichens ou s0矾 0f h嗍 d—leaved trees tn study a 

树名Tree⋯ e。 j工东栎 核桃楸 杨树 柳树 白腊树 春榆 黑桦 白桦 槭树 山杏 毛棒 北京丁香 

地表盖度(％)0 O～75 3O～BO 2O～7O 30~79 20~99 1O～5O 5～35 2～lO束记录未记录束记录 束记录 

* Tree舳 m e(from leftto right)：Qe~custiaotungtns~，J d日 mandshu~ca’Populus(尸-simo~ii ect．)， tix( - 

capr~ ，S．~iminaiis S Ⅳ M )，FraMnus(F．thin．sis， rh3mchoph~ta)，Utmus j~ponlca，Betuda dahma'ca，矗咖  

platyph3dla，A sp P 口nm  “ 口，Corytus mandshur~ca，and Syri~ga 删 j 

①和②仅指 巳见剜有大型地 表生长的树种}同一树种的某些个体有时并不长有地 在(见讨论)}@ 橱树中包括有 山 

捅、小叶捅，有的尚未鉴定，④柳树中包括有皂梆 、蒿掷、黄 花柳}卅 表示某种地表在某树种不同个体 上经常出现而 且覆 

盖面大 ；++：数量比H+小；+；仅表示存在并不经常出觋或教量较步。 

3．3 树生地衣的出现及其在树上的盖度与森林郁闭度、树种、树龄及生境坡向等因素有关。在郁闭度较大 

的样地 v中的阔叶树如槭树、栎树上的大型地衣 明显少于较开阔地上的同种树上 的地衣覆盖度 对同一种 

树而言 ，比如辽东栎 ，树干直径 小于15cm 的样地 1中的所有栎树未见大型地衣生长，而邻近的样 地 l中的 

辽 东栎几 乎每棵树径大于20cm，其大型地衣盖度达30 ～7o 。在同一样地 (样地 V)中 的辽东栎树径小 

于15cm者未见大型地衣生长，树干直径大于20cm栎树上的大型地衣之盖度为40 左右。对同一棵树而 

言 ，地衣常常集中生长在某一侧面 ，相反方 向侧面上则地衣甚步甚至缺乏。这 ～情况出现在有大型地衣生 

长的所有树种中 至于朝哪一方向侧 面有利于地表生长，尚难定论 。所有影响地衣生长和出现的因素蔷进 

一

步研究 

3．4 目前的调查结果能基本反映该地区主要森林树种上的地衣状况，但谓查地段仍然有限。步数地衣尚 

未鉴定完毕。地衣生长极为缓幔 ，若能利用定位站的优势 ，进行定点长期观察贝!I十分有意义 地衣特别是大 

型地衣对空气污染如SO 十分敏感，是评定大气质量的指示生物之一。因而利甩定位站的条件，开展此项工 

作积累基础资料，无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是对环境监测都具有重要意义。地衣虽然在森林植被中不起主 

导作用，然而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生物类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有研究价值_5 。特别结合高等植物进行 

生态调查 ，无疑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学的研究，丰富研究内容 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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