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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银杉(Cathaya~gyrophyHa)在林窗内和非林窗群落内均占有最大的重要值t说明银杉是典型的# 窗更新方式 银 

杉个体在林窗由呈寨群分布，林 窗边缘往往集中了较多的银杉植株。林窗内银杉直径分布中．出现胸径>Scm 及胸径< 

3cm的高峰和 3~7cm的低各 。耐最近 10a银杉幼树每年高生长量的研究发现-林窗内和荫蔽林冠下的结果差异显著 ，林 

窗 由的幼树高生长快 于荫蔽林冠下。 

美蕾诃；银杉 ，韩窗 更新 

Gap—regeneration of Cathaya argyrophylla forests 

XIE Zong—Qiang (Instit of Botany，Chin Academy ， n⋯ Belting 100093，China) 

Abstract：The importance value of Cathaya argyrophylla Lists first in both gaps and no-gaps-indicating 

that this plant is the typical species．The individuals of C．argyrophylla are conta— 

giously distributed and many of them gather near the edges of gaps．The DBH distribution reaches to a 

high point when DBH > 8cm or DBH < 3em and it reaches to a Iow point when 3< DBH < 7em．The annu— 

at height growth in latest 10 years was significantly dif~rent in Raps and under closed canopies．Young 

trees grow faster in gaps than that under canopies． 

Key words：Cathaya argyrophylla+canopy gaps I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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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窗是指森林群落中一株以上林冠层(主林层)十体死亡后而形成的将 由新十体 占据与更新的空 

间 ：。林窗的形状近似于椭圆形0 ：．其面积的计算采用椭圆的计算公式，一般在4～lO00m。，小于4m。者与 

林分中枝叶间隙难以区别 ．大于 1000m。者作林间空地处理。随着树倒的发生和林窗的形成．林窗内的环境 

发生了很大变化．微地形因树倒坑 树倒丘的存在而有别于一般的林地地表I光照强度比林内增加，光质也 

产生变化}土壤和空气温度较林下高．湿度较林内低，温、湿度变化幅度较林内大I土壤养分和资源的有效 

性也与林内不同。随着这些环境条件的改变．林窗内的生物种类组成、群落结构与功艟也与林内显著不 

同 Ⅲ。 

银杉(Cathaya argyrophylla)为阳性树种，多与I习叶树种混交．在林下其更新状况欠佳，所以有些种群 

被认为处于被周叶树种更替的地步 ]。但调查发现 ，在林窗常形成银杉幼苗幼树的群聚现象。本文即针对 

这种现象讨论银杉林林窗更新的特点 。 

1 研究地区的自然概况噩研究方法 

研究地区位于湖南省八面山林区，其 自然概况详见文献口 

对八面山银杉群落采用样方法进行非林窗群落和林窗调查 ，内容包括种类、数量、高度、地径 ．计算各 

物种的相对密度、相对显著度、重要值及重要值序，分析树种组成差异}在林窗内接东西 、南北向分别布设 

测尺建立坐标系，除了调查上述指标外．对木本植物定位，对银杉幼苗幼树通过查数轮枝法定年龄，应用数 

基盒项 目；国家 自然韩学基盘资助项 目(N．39893360和 No．3939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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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统计方法分析林窗内银杉幼苗幼树的分布格局 、直径分布 树高生长节律 。 

2 结果和讨论 

2．1 林窗与非林窗群落 内树种组成的差异 

林窗形成后 ．环境条件随之发生了变化．使得林窗 内的理化环境和生物环境都与周围的群落不同。树 

种对各种环境的占据能力和利用特性各异．表现在对林窗和非林窗群落这样异质性生境的利用上有其特 

点 。林窗经过一定阶段最终会转化为林冠 ，因此 ，通过 比较林窗内的树种组成特征和非林窗乔木层树种的 

组成特征(表 1，表 2)可以揭示各主要树种对遣样的异质性生境的利用特点 

寰 1 八面山鲁杉群藩#亩内树种组成特征 

Table 1 Sixties composition In gaps in c 町̂q ar~rophflla communities，Bamiaashan，H|1．nan 

(1)在林窗和非林窗乔术层内共同出现了 9个树种。在林窗内其重要值大小次序为：银杉>猴头杜鹃 

>鹿角杜鹃>小果南烛>甜槠>亮叶杜英 福建柏>吴茱萸五加>银本荷。在乔本层内其重要值太小次 

序为：银杉>甜槠>猴 头杜鹃>鹿角杜鹃>银本荷>／b果南烛>吴茱萸五加>亮叶杜英>福建柏。无论在 

林窗还是乔木层 内．银杉的重要值都位居第一．而其余 8种均有变动=也就是说银杉是最大程度地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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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窗的环境资源的树种 ，并使 自己迅速成长，直至达到林冠层。在从林窗到林冠转变的过程中．银杉始终处 

在优势地位 =银杉在林冠(乔木层)中处主导地位 ，正说明银杉是群落建群种 ；银杉在林窗 内占优势．说明它 

是典型的林窗更新方式 。银杉在幼小阶段和成年阶段对空间生态位的选种利用能力 。与其生长早期需要一 

定荫蔽、后期喜光并具有高l丈的树体 一的特点是相吻和的。(2)银木荷和甜储在林窗内的重要值次序较靠 

后 ，但在乔木层内向前跃进幅度很大 ．重要值进入前 5位。银木荷和甜储是亚热带山地常绿闫叶林上限的 

主要群系中的重要优势种类 ，被枧为顶极群落的主要建群种 。它们在银杉群落中重要值次序的选种变化 ， 

预示着它们的地位在群落演替过程中逐渐得到巩 固．对生态位的占据能力不断加强 。选种趋势对银杉这种 

灏危物种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在对银杉保护区的经营管理 中。应该针对这种情况对这类阔叶树种进行人工 

疏伐 。以促进银杉种群的壮大 (3)亮叶杜英 、福建柏的重要值序在乔木层中比在林窗退后 4～5位 ，说明选 

两种植物随着林窗向林冠的逐渐转变，环境对它们越 来越不利，在与适于非林窗生境的树种的竞争 中，这 

两种植物处于劣势，而作为伴生树种出现于乔木层下层。 

表 2 八面山韫杉群藩非#窗乔木展的树种组成 

Table 2 Species composition in no-gaps in CaLhaya ar~ rop 妇 communities，Bamianshan，Hn’Ⅱtn 

2 2 银杉在林窗的分布格局 

在林窗内的所有树种 中。银杉的重要值位居第一 ．银杉是以林窗更新方式补充后代 的。为了阐明银杉 

对林窗内的生境异质性 的反应。利用格局分析方法 蜘．在林窗内布设 4m×5m 的连续小样方 。调查每十小 

样方内银杉株数 ，按格局分析要求统计具有不同银杉株数的小样方十数，用离散分布的理论拟合进行格局 

分析和检验(表 3)。结果表明。银杉在林窗内的分布的拟合结果服从负=项分布。即十体呈集群分布。银杉 

个体在林窗的中间地带较少 ．多集中在林缘附近。银杉在幼苗幼树阶段需要一定的荫蔽E l。l，林缘附近更能 

满足这种要求 ，这是造成这种格局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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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银杉在林窗内的直径分布 

研究林窗内银杉的直径分布 ．有助于了解银 

杉种群在其幼龄阶段的林术大小配置 ．并可预测 

未来的林术直径分布。通过林窗的调查 ，获得 了 

银杉在各径级的株数，将其做直径分布的直方 图 

(图 1) 可以看 出，在林窗内银杉 的分布高峰在 

径级 8cm 以上和 3cm 以下，在 4~7cm径级内的 

株数很少 由于年轻的林窗在提供较好光照条件 

时，还能部分遮荫，而银杉 在幼苗期时需要一定 

荫蔽，因此年轻的林窗成为银杉幼苗生长的最适 

环境 ，导致大量的银杉幼苗发生 ，在直径分布 中 

形成<3cm 的高峰 }随着林窗年龄的增 加．银杉 

及其它喜光讨种彼此 间为争夺光照条件的竞争 

逐渐加剧，部分十体在这种竞争 中获胜，占据了 

林窗的上层，有些别处在下层等待机会。就银杉 

而言，由于其随年 龄的增加．对光照的要求 逐 

衰 3 林窗内银杉分布格局检驻 

Table 3 st̂II c t for di~ribuflon pattera 

Cathaya argyrophyilain ps 

的取值 实 理论Th
e

频数

oreti cal 

treq v " eq11ency 

0 17．000 15．258 0 l99 

1 7．000 11．551 1．793 

2 11．000 7 89 i 323 

3 6．000 5．038 0 183 

4 3．000 3 l89 0．011 

5 0．000 1．992 1 993 

6 1．000 l 234 0 044 

7 1．000 0 759 0．076 

8 1．000 0 465 0．615 

9 1．000 0 720 0 108 

X — 6．346 X (0．05)一 14 067 

检验结果：符合负二项分布 

Result：fit negative hinomal distdbution 

泔强，此时过 于荫蔽常导致 植株死亡_9]，所以等待 

的代价便是大量个体的逐渐消亡 ，这样就造成林窗 

内银杉 直径分布中>8era 的高峰和 3～7cm 的低 

谷 银杉在林窗中直径分布的这种特征也是造成某 

些银杉群落内银杉年龄结构断代现象的主要原因。 

2．4 林窗与荫蔽林冠下银杉幼树的高生长节律 

林窗对银杉幼 讨高 生长的影响可以通过幼树 

每年 的高生长量来反映。为方便起见．以讨高 1．5～ 

4m 劫讨为研究对象 ，在林窗和 荫蔽林冠 下各选 2O 

株银杉 ．通过查数芽痕法 。．从主梢顶部 向下．调查 

其在 1985～1 994年的讨高年生长量，求得两种 生
～  

境 下各年的平均生长量(图 2)。进一步的方差分析 

表明，各年生长量在两种生境同差异极显著 (表 4)， 

口 口 口 口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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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银杉早期生长阶段需一定荫蔽 ．成年阶段需充 

足的光照、并具高大树体的生物生态学特性决定 了 

银杉不但在林窗内占有最大的重要值，显示出典型 

的林窗更 新方式 ．而 且在非林窗地带 ，它也处 在优 

势地位 。但即使在林窗 内．银杉对生境异质性的反 

应也 比较 明显．银杉个体多呈集群分布出现在林窗 

边缘 。在从林窗到林冠的转化过程中，银杉虽然处 

在优势地位 ，但地带性植被的建群种 ，如银术荷、甜 

槠，在银杉群落中的重要值位次向前跃进幅度较大 ． 

衰 4 #■和荫畦#冠下(郁闭度>o．9)瓤杉备年毫生长 

■的方差分析 

Table 4 VIIrl~ ce enelyds for annual hight growth of 

cm ar~ rophylla in gaps and under canopies 

变差来源 自由度 离差平方和 均方 均方比
P 

So DF ss Ms F 

在群落中逐渐 占据优势，对银杉这种预危物种的生存构成威胁。固此在对银杉群落的经营管理 中，可以考 

虑对这类常绿树种进行适 当疏伐 ，人为地促进银杉种群的壮大。 

林窗 内银杉植株直径的大小分化 比较 明星．年轻的林窗成为银杉幼苗生长的最适环境，导致大量的银 

杉幼苗发生，在直径分布图中形成<3cm的高峰}随着林窗年龄的增加，林窗内银杉及其它树种彼此间的 

竞争加剧，银杉死亡增加，但部分银杉个体占据林窗上层．所以在直径分布中出现 3～7cm的低谷 林窗对 

银杉幼树高 生长的影响也很 显著，林窗内幼树的高生长显著高于荫蔽林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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