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５ 卷第 ２２ 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３５，Ｎｏ．２２
Ｎｏｖ．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１４６０１２０）；国家科技支撑计划（２０１２ＢＡＣ１８Ｂ０４⁃３⁃１）；海南大学中西部提升计划项目（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１６；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５⁃０４⁃２０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ｆｅｎｇｘｂ＠ 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４０４１６０７４２

万春红，陶楚，杨小波，龙文兴，冯丹丹，周文嵩，杨琦．森林群落物种组成对凋落物组成的影响．生态学报，２０１５，３５（２２）：　 ⁃ 　 ．
Ｘｉａｏ Ｂ， Ｌｏｎｇ Ｗ Ｘ， Ｆｅｎｇ Ｄ Ｄ， Ｚｈｏｕ Ｗ Ｓ， Ｙａｎｇ Ｑ．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５，３５（２２）：　 ⁃ 　 ．

森林群落物种组成对凋落物组成的影响

万春红１，２，陶　 楚１，２，杨小波１，２，∗，龙文兴１，２，冯丹丹１，２，周文嵩１，２，杨　 琦１，２

１ 海南大学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２ 海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摘要：在海南铜鼓岭山麓灌木林和季雨矮林固定大样地的基础上，通过收集凋落物，比较两林型的凋落物数量及其器官组成、凋
落叶物种组成，探讨森林群落物种组成与凋落物组成的关系。 结果表明：（１）两林型的凋落物总量及其器官组成不同，山麓灌

木林（６．２２７ ｔ ／ ｈｍ２）比季雨矮林的年凋落量大（５．６３６ ｔ ／ ｈｍ２）；凋落叶是凋落物的主要组成部分，能反映凋落物的凋落情况。 （２）
山麓灌木林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为贡甲、林仔竹、橄树等 １５ 个物种，凋落叶总量占 ７７．７２ ％；季雨矮林的凋落物优势种和主

要物种为方枝蒲桃、肖蒲桃、贡甲等 １７ 个物种，凋落叶总量占 ７１．８４ ％；山麓灌木林中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的叶凋落量与其

组成物种的株数、总断面积、树冠面积极显著正相关，而季雨矮林的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的叶凋落量与其组成物种的株数

极显著正相关。 山麓灌木林中两者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系数为 ２０ ％，季雨矮林为 ２５．９３ ％，两林型的群落物种组成与凋落叶物种

组成不一致，热带森林群落优势种不一定是凋落物优势种。
关键词：凋落物器官组成；凋落叶物种组成；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群落物种组成；群落优势种和主要伴生种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ａｎ Ｃｈｕｎｈｏｎｇ１，２， Ｔａｏ Ｃｈｕ１，２， 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ｂｏ１，２，∗， Ｌｏｎｇ Ｗｅｎｘｉｎｇ１，２， Ｆｅｎｇ Ｄａｎｄａｎ１，２， Ｚｈｏｕ Ｗｅｎｓｏｎｇ１，２， Ｙａｎｇｑｉ１，２

１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ｒｏｐ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ａ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ｉｎｒ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ｉｋｏｕ

５７０２２８，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Ｈａ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ｉｋｏｕ ５７０２２８，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ｘ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ｄａｔａ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ｓｈｒｕｂ ａｎｄ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ｅｌｆ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ｏｎｇｇｕｌｉｎｇ ｏ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ｗ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ｗｏ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ｐｌｏ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ｔ ｕｐ ｌｉｔｔｅｒ ｔｒａｐ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ｌｉｔｔ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ｔｓ ｏｒｇａ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Ｓｏ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ｌｉ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ｒｇａ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ｌｉｔｔ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ｈｒｕｂ ｆｏｒｅｓｔ（６．２２７ ｔ ／ ｈｍ２） ｗａｓ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ｅｌｆ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５．６３６ ｔ ／ ｈｍ２）．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ｔｅｒ 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ｓｈｒｕｂ ａｎｄ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ｅｌｆ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ｔ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２）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ｒｕｂ ｆｏｒｅｓｔ， １５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ｃｒｏｎｙｃｈｉａ ｏｌｉｇｏｐｈｌｅｂｉａ， Ｏｌｉｇｏｓｔａｃｈｙｕｍ ｎｕｓｐｉｃｕｌｕｍ， ａｎｄ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７７．７２ ％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ｉｔ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ｅｌｆ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１７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ｔｅｐｈｒｏｄｅｓ， Ｓ．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ｉｓｓｉｍａ， ａｎｄ Ａ．ｏｌｉｇｏｐｈｌｅｂｉａ； ｔｈｅｓ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７１．８４ ％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ｉｔｔｅｒ． Ｔｈｕｓ， ｗ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ｉｎ
ｂｏｔｈ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ｒｕｂ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ｂｏｔ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ｔｏｔａｌ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ｗｎ ａｒｅａ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ｅｌｆ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ｒｕｂ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ｈｅ Ｊａｃｃａｒ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ａｓ ２０ ％，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ｅｌｆ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ｗａｓ ２５．９３ ％．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ｈｉｇｈ，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ｉ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ｔｔｅｒ ｏｒｇａ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森林凋落物是指森林生态系统内，生物组分产生并归还到林地表面，作为分解者的物质和能量的来源，借
以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总称［１］。 它作为森林生态系统中独特的结构层次，在维持土壤肥力、促进森林生

态系统正常的物质循环和养分循环方面起着重要作用［２］，凋落物的生产和分解是森林碳循环的一个重要过

程。 国内外对于凋落物的数量及其组成有大量研究［３⁃８］，但对凋落物组成的分类较为粗放，并不能准确反映

森林凋落物的组分特征［９］。 目前，也有部分涉及到不同物种凋落物数量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了森林群落优

势种凋落物的基本情况［９，１０⁃１６］，但从凋落叶物种组成角度开展的研究较少，其中，王樟华［１７］ 对不同地区的常

绿阔叶林中 １９ 个主要树种的落叶规律进行了研究。
目前，无论是在森林群落组成复杂的热带地区还是亚热带区域［１７］，基本上都还没有开展凋落叶物种组成

方面的研究。 海南岛由于其特殊的地形、气候、土壤等条件，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热带森林植被类型［１８］，热带森

林具有地球上最丰富的植物多样性［１９］，其群落结构和物种组成复杂，优势种并不十分明显，凋落叶更难辩认，
因此很难在一个森林群落内开展全面的凋落叶物种组成分析及森林物种对凋落叶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在海

南铜鼓岭固定大样地每木调查及定位的基础上，在山麓灌木林和季雨矮林分别鉴定出 ６０ 个和 ７８ 个物种的凋

落叶，以有效研究凋落叶的组成特点及森林物种对凋落叶的影响。

１　 研究区概况

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海南省文昌市，西连内陆，东濒南海，其陆域位置为 １９°３６′５４″—１９°４１′２１″
Ｎ，１１０°５８′３０″—１１１°０３′００″ Ｅ。 铜鼓岭为海南岛东北 部最高峰，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无霜冻、四季常青。
全年日照时数 ２ １３７ ｈ，年平均气温在 ２３—２４ ℃之间，年均降水量为 １ ７２１．６ ｍｍ，年均蒸发量为 １ ８７２．７ ｍｍ；
云雾多，风速大，年平均风速 ２．８ ｍ ／ ｓ。 其主要土壤类型为砖红壤，土层浅薄，土壤发育程度较低。 山麓灌木林

和热带常绿季雨矮林为铜鼓岭主要的植被类型，其中热带常绿季雨矮林为顶级植被群落。
本次研究对象为 ２．５６ ｈｍ２山麓灌木林固定样地和 ２．５６ ｈｍ２季雨矮林固定样地。 其中，山麓灌木林样地位

于铜鼓岭大澳港侧面山坡，海拔高度在 ３９—１０８ ｍ 之间，该样地灌木物种占 ７０ ％以上，是原生的常绿季雨林

遭到破坏后所出现的次生灌丛，现有向常绿季雨矮林演替的趋势［２０⁃２１］。 其优势种为贡甲（Ｍａｃｌｕ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ｌｉｇｏｐｈｌｅｂｉｕｍ）、海南大风子 （Ｈｙｄｎ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柄果木 （Ｍｉｓｃｈｏｃａｒ ｐｕｓｓｕｎｄａｉｃｕｓ）、猪肚木 （Ｃａｎｔｈｉｕｍ
ｈｏｒｒｉｄｕｍ） 等；样地中落叶树种占到 １５ ％，如猪肚木 （Ｃ． ｈｏｒｒｉｄｕｍ）、无患子 （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ｓａｐｏｎａｒｉａ）、黄牛木

（Ｃｒａｔｏｘｙｌｕｍ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美叶菜豆树（Ｒａｄｅｒｍａｃｈｅｒａ ｆｒｏｎｄｏｓａ）等［２１］。
季雨矮林固定样地位于主峰山顶的军事区雷达站下方，海拔范围为 ２５０—３１４ ｍ，样地内物种丰富，群落

结构复杂，以低矮的乔木物种为主，优势种主要有假苹婆（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方枝蒲桃（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ｔｅｐｈｒｏｄｅｓ）、
鸭脚木（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ｈｅｐｔａｐｈｙｌｌａ）、云南木犀榄（Ｏｌｅａ ｔｓｏｏｎｇｉｉ）等；样地中主要为常绿树种，落叶树种较少，主要有

猪肚木（Ｃ．ｈｏｒｒｉｄｕｍ）、鸭脚木（Ｓ． ｏｃｔｏｐｈｙｌｌａ）、毛茶（Ａｎｔｉｒｈ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无患子（Ｓ．ｓａｐｏｎａｒｉ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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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样地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ｓ

　 　 　 　 　 　 　 　 　 　 林分因子 Ｓｔ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林型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

平均树高 ／ ｍ
Ｍｅａｎ ｈｅｉｇｈｔ

平均胸径 ／ ｃｍ
Ｍｅａｎ ＤＢＨ

林分密度 ／ （株 ／ ｍ２）
Ｓｔ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郁闭度
Ｃｒｏｗ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山麓灌木林 Ｔｈｅ ｓｈｒｕｂ ３．３ ４．３３ ０．７２ ０．９２

季雨矮林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ｅｌｆ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４．５ ５．９５ ０．５５ ０．９５

　

图 １　 铜鼓岭样地凋落物收集器布设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ｔｒａｐｓ ｉｎ Ｔｏｎｇｇｕｌｉｎｇ
注：每个◆代表一个凋落物收集器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样地建设及凋落物收集器设置

２０１１ 年，依据 ＢＣＩ 大样地建设的技术规范［２２］ 和中

国科学院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规范和方法（１９９８）建成

１６０ ｍ×１６０ ｍ 山麓灌木林固定样地和 １６０ ｍ×１６０ ｍ 热

带常绿季雨矮林固定样地，将两样地细分为 ６４ 个 ２０ ｍ
×２０ ｍ 小样方。 并于 ２０１１ 年在固定样地中对样方内胸

径≥１．５ ｃｍ 的植物进行调查，记录其名称、胸径、树高、
坐标等信息并建立数据库。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在两样地中分别均匀放置（图 １）２５
个大小为 １ ｍ×１ ｍ，孔径为 ０．０３ ｍｍ 的凋落物收集器，
其四个角用高度为 ０．７５ ｍ 的 ＰＶＣ 管支撑固定，网底距

地面约 ０．５ ｍ（图 ２）。
２．２　 凋落物收集及处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进行凋落物收集，每

图 ２　 凋落物收集器

Ｆｉｇ． ２　 Ｌｉｔｔｅｒ ｔｒａｐｓ

７０ ｄ 收集 １ 次。 收集过程中，按枝、叶、繁殖器官，其他

杂物（主要为无法分辨的植物碎屑，动物代谢产物及残

骸等）分别收集于封口袋内，于 ８０ ℃的烘箱内烘干至

恒重，称重；然后将凋落叶按物种类型进行分类并称重。
２．３　 数据统计分析

２．３．１　 凋落叶的组成物种对凋落叶组成的影响

统计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的叶凋落量，其组成

物种在大样地内的株数、总断面积、树冠面积，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作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２．３．２　 群落物种重要值计算及优势种确定

物种进行鉴定和分类依据《海南植物名录》 ［２３］，重
要值计算参照《植物群落学》 ［２４］ 及《植物群落学实验手

册》 ［２５］，再以重要值的降序排列来确定物种的优势程

度，根据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的个数确定群落优势种和主要伴生种的个数。 重要值计算方法为：
相对密度（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ＲＤ ％）＝ 某种群的密度（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 ／所有种群的密度之和×１００；
相对频度（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Ｆ ％）＝ 某种群频度（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Ｆ） ／所有种群的频度之和×１００（按 ５ ｍ×５

ｍ 计算）；
相对显著度（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ＲＰ ％） ＝ 某种群显著度（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Ｐ） ／所有种群的显著度之和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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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值（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Ｖ ％）＝ （ＲＤ ％＋ＲＦ ％＋ＲＰ ％） ／ ３。
２．３．３　 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与群落优势种和主要伴生种的相似性计算

参照群落相似性的计算方法分析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与群落优势种和主要伴生种的相似性程度。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系数是最简单且应用最广的指数之一，它在群落调查中只考虑了某个物种的存在（记为 １）或不

存在（记为 ０），而忽略其个体数目。 其计算公式为［２６］：

ＩＳ ｊ ＝
ｃ

ａ ＋ ｂ － ｃ
× １００，其中，ＩＳ ｊ 为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系数；ａ 为样方内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种数；ｂ 为样

方内群落优势种和主要伴生种种数，ｃ 为样方内两者的共有种数。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不同林型凋落物数量及其器官组成

一年的定位研究发现，山麓灌木林凋落物的总量为 ６．２２７ ｔ ／ ｈｍ２，季雨矮林略小，为 ５．６３６ ｔ ／ ｈｍ２。 在两林

型中，凋落叶均是凋落物主要组成部分，占凋落物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６０．９３ ％和 ６８．１６ ％。 山麓灌木林枝凋落

量较大，但其比例仅为 １８．３１ ％，而季雨矮林为 １９．３１ ％；繁殖器官所占比例分别为 １７．１８ ％和 ７．８４ ％。 由此可

见，不同林型的凋落物总量及其器官组成不同；但同一林型凋落物的不同器官组成中，凋落叶均是凋落物的主

要贡献者，说明凋落叶在物质循环中的作用比其他器官更大，可通过凋落叶大致反映凋落物的凋落情况。

表 ２　 不同林型凋落物数量及其器官组成（ ｔ ／ ｈ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ｉｔｔ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ｓ

林型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

凋落叶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凋落枝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ｔｔｅｒ

凋落的繁殖器官
Ｆｒｕｉｔ ｌｉｔｔｅｒ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凋落量 ／
（ ｔ ／ ｈｍ２）
Ｌｉｔｔ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百分比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凋落量 ／
（ ｔ ／ ｈｍ２）
Ｌｉｔｔ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百分比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凋落量 ／
（ ｔ ／ ｈｍ２）
Ｌｉｔｔ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百分比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凋落量 ／
（ ｔ ／ ｈｍ２）
Ｌｉｔｔ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百分比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总量

／ （ ｔ ／ ｈｍ２）
Ｔｏｔａｌ ｌｉｔｔｅｒ

山麓灌木林
Ｔｈｅ ｓｈｒｕｂ ３．７９４ ６０．９３ １．１４０ １８．３１ １．０７０ １７．１８ ０．２２３ ３．５８ ６．２２７

季雨矮林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ｅｌｆ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３．８４１ ６８．１６ １．０８９ １９．３１ ０．４４２ ７．８４ ０．２６４ ４．６８ ５．６３６

　

３．２　 凋落叶的物种组成

在山麓灌木林样地的 ２５ 个凋落物收集器中共收集到 ６０ 个物种的凋落叶，占样地内胸径≥１．５ｃｍ 物种的

４６．５ ％；季雨矮林样地中收集到 ７８ 个物种的凋落叶，占 ４３．８ ％。 现将每个物种的叶凋落量占凋落叶总量的比

例从大到小排序，取叶凋落量比例较大的物种统计其叶凋落量及其占凋落叶的百分比。
山麓灌木林取叶凋落量比例较大的前 １５ 个物种（表 ３），其中贡甲的叶凋落量最大（１２６６．８８ ｋｇ ／ ｈｍ２），占凋

落叶总量的 ３６．１５ ％；林仔竹和橄树次之，分别占 ９．８５ ％和 ９．５６ ％；其它物种的比例都在 ３．５ ％以下。 所以，称贡

甲、林仔竹、橄树三个优势度较高的物种为山麓灌木林的凋落物优势种，其它为凋落物主要物种。 这 １５ 个物种

的叶凋落量共 ２７２３．４４ ｋｇ ／ ｈｍ２，占凋落叶总量的 ７７．７２ ％，可见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对凋落叶的贡献很大。
季雨矮林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取前 １７ 个物种（表 ４），其中，方枝蒲桃的叶凋落量最大（７１４．１２ ｋｇ ／

ｈｍ２），占凋落叶总量的 １９．０１ ％；肖蒲桃和贡甲次之，分别占 ８．０２ ％和 ７．１０ ％。 这 １７ 个物种的叶凋落量共 ２
６９８．８０ ｋｇ ／ ｈｍ２，占凋落叶总量的 ７１．８４ ％，可见森林凋落叶总量主要由这 １７ 个物种影响。

比较发现，不同林型不同物种的凋落物凋落量存在差异，山麓灌木林 ３ 种凋落物优势种占凋落叶总量占

５５．５６ ％，而季雨矮林占 ３４．１３ ％。 可见山麓灌木林凋落物优势种比季雨矮林凋落物优势种的叶凋落量更大，
优势度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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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山麓灌木林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ｒｕｂ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叶凋落量 ／ （ｋｇ ／ ｈｍ２）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

占凋落叶总量的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１ 贡甲 Ｍａｃｌｕ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ｌｉｇｏｐｈｌｅｂｉｕｍ １２６６．８８ ３６．１５
２ 林仔竹 Ｏｌｉｇｏｓｔａｃｈｙｕｍ ｎｕｓｐｉｃｕｌｕｍ ３４５．００ ９．８５
３ 橄树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３３５．１２ ９．５６
４ 猪肚木 Ｃａｎｔｈｉｕｍ ｈｏｒｒｉｄｕｍ １１８．１２ ３．３７
５ 紫玉盘 Ｕｖａｒｉ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１１７．６４ ３．３６
６ 白树 Ｓｕｒｅｇｎｄａ ｇｌｏｍｅｒｎｌａｔ ９２．７２ ２．６５
７ 无患子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ｓａｐｏｎａｒｉａ ７３．０４ ２．０８
８ 阴香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ｕｒｍａｎｎｉ ５７．９２ １．６５
９ 柄果木 Ｍｉｓｃ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ｕｎｄａｉｃｕｓ ５４．６４ １．５６
１０ 滨木患 Ａｒｙｔｅｒ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４９．８４ １．４２
１１ 琼刺榄 Ｘａｎｔｏｌｉｓ ｌｏｎｇｉｓｐｉｎｏｓａ ４５．９６ １．３１
１２ 破布叶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４３．６８ １．２５
１３ 伞序臭黄荆 Ｐｒｅｍｎａ ｓｅｒｒ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４３．２８ １．２４
１４ 瓜馥木 Ｆｉｓｓｉｓｔｉｇｍａ ｏｌｄｈａｍｉｉ ４１．９６ １．２０
１５ 潺槁木姜 Ｌｉｔｓｅ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３７．６４ １．０７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７２３．４４ ７７．７２
　 ∗占凋落叶总量的比例＜ １．０７ ％ 的还有 ４５ 个种，在此不予列出

表 ４　 季雨矮林凋落物优势种及主要物种∗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ｅｌｆ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叶凋落量 ／ （ｋｇ ／ ｈｍ２）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

占凋落叶总量的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１ 方枝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ｔｅｐｈｒｏｄｅｓ ７１４．１２ １９．０１
２ 肖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３０１．２０ ８．０２
３ 贡甲 Ｍａｃｌｕ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ｌｉｇｏｐｈｌｅｂｉｕｍ ２６６．８０ ７．１０
４ 大花五桠果 Ｄｉｌｌｅｎｉａ ｔｕｒｂｉｎａｔａ １８８．００ ５．００
５ 猪肚木 Ｃａｎｔｈｉｕｍ ｈｏｒｒｉｄｕｍ １８６．２０ ４．９６
６ 黄果厚壳桂 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ｃｏｎｃｉｎｎａ １３５．０８ ３．６０
７ 阴香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ｕｒｍａｎｎｉ １３０．０４ ３．４６
８ 琼刺榄 Ｘａｎｔｏｌｉｓ ｌｏｎｇｉｓｐｉｎｏｓａ １０９．０４ ２．９０
９ 橄树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５．４４ ２．８１
１０ 赤楠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 ９４．２４ ２．５１
１１ 丛花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ｐｏｉｌａｎｅｉ ９３．７６ ２．５０
１２ 山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ｅｐｕｓ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８０．５２ ２．１４
１３ 烟斗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ｏｒｎｅｕｓ ７６．２０ ２．０３
１４ 鸭脚木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ｈｅｐｔａｐｈｙｌｌａ ５９．８４ １．５９
１５ 白茶 Ｋｏｉｌｏｄｅｐａ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ｅ ５６．３６ １．５０
１６ 禾串树 Ｂｒｉｄｅｌｉａ ｂａｌａｎｓａｅ ５１．４４ １．３７
１７ 滨木患 Ａｒｙｔｅｒ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５０．５２ １．３４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６９８．８０ ７１．８４
　 ∗占凋落叶总量的比例＜ １．３４ ％ 的还有 ５１ 个种，在此不予列出

３．３　 凋落叶的组成物种对凋落叶组成的影响

凋落叶的组成物种不同，其凋落量必定存在差异。 山麓灌木林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共 １５ 种，现将其

中 １２ 种进行分析（林仔竹在调查中未统计株数而排除，紫玉盘和瓜馥木为藤本，无法统计其树冠面积）。 将

这 １２ 种物种的叶凋落量与其组成物种的林分特征指标（表 ５）作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山麓灌木林凋落物优

势种和主要物种的叶凋落量与其组成物种的株数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ｎ ＝ １２）；与总断面积极显著正相关

５　 ２２ 期 　 　 　 万春红　 等：森林群落物种组成对凋落物组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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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１，ｎ ＝ １２）；与树冠面积极显著正相关（Ｐ ＜ ０． ０１，ｎ ＝ １２）。 进一步进行多元逐步回归，结果显示：
ｚ＝ １７．５６８＋２９８．８１４ｘ－０．２６４ｙ，Ｒ２，其中，ｚ 为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的叶凋落量（ｋｇ ／ ｈｍ２），ｘ 为凋落物优势种

和主要物种的总断面积（ｍ２），ｙ 为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的树冠面积（ｍ２）。

表 ５　 山麓灌木林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的林分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ｒｕｂ

编 号
Ｎｕｍｂｅｒ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叶凋落量 ／ （ｋｇ ／ ｈｍ２）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

株数 ／ （株）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ｌａｎｔ

总断面积 ／ ｍ２

Ｔｏｔａｌ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树冠面积 ／ ｍ２

Ｔｒｅｅ ｃｒｏｗｎ ａｒｅａ

１ 贡甲 Ｍａｃｌｕ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ｌｉｇｏｐｈｌｅｂｉｕｍ １２６６．８８ ３８５９ １４．５６ １１７６１．３９

２ 橄树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３３５．１２ ９１１ ２．７４ ２１７３．６８

３ 猪肚木 Ｃａｎｔｈｉｕｍ ｈｏｒｒｉｄｕｍ １１８．１２ １０９９ ０．８６ １０１１．３４８

４ 白树 Ｓｕｒｅｇｎｄａ ｇｌｏｍｅｒｎｌａｔ ９２．７２ ２４４ ０．３７ ２４３．９８

５ 无患子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ｓａｐｏｎａｒｉａ ７３．０４ ３７４ １．７３ １５６２．８４

６ 阴香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ｕｒｍａｎｎｉ ５７．９２ ６８ ０．１６ １６０．７９

７ 柄果木 Ｍｉｓｃ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ｕｎｄａｉｃｕｓ ５４．６４ ２３５８ ３．２３ ３３５６．７１２

８ 滨木患 Ａｒｙｔｅｒ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４９．８４ ６６６ ０．８６ ８９０．０４

９ 琼刺榄 Ｘａｎｔｏｌｉｓ ｌｏｎｇｉｓｐｉｎｏｓａ ４５．９６ ８２０ １．４７ １２６１．５２

１０ 破布叶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４３．６８ ２７８ ０．３１ ３５１．５３

１１ 伞序臭黄荆 Ｐｒｅｍｎａ ｓｅｒｒ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４３．２８ １４９ ０．８４ ５５６．６６０１

１２ 瓜馥木 Ｆｉｓｓｉｓｔｉｇｍａ ｏｌｄｈａｍｉｉ ３７．６４ ３８４ ０．９１ ７７０．９６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９５１．９６ １１２１０ ２８．０４ ２４１０１．４５

　

季雨矮林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共有 １７ 种，其叶凋落量与其组成物种林分特征指标（表 ６）的相关性

结果显示：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的叶凋落量与其组成物种的株数极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ｎ ＝ １７）。 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ｙ＝ ７２．２１４＋０．１８９ｘ，Ｒ２ ＝ ０．３６８，其中，ｙ 为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的叶凋落量（ｋｇ ／ ｈｍ２），ｘ 为

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的株数（株）。 充分说明凋落叶的组成物种对叶凋落量有显著影响。

表 ６　 季雨矮林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的林分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ｌｉｔｔ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ｅｌｆ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叶凋落量 ／ （ｋｇ ／ ｈｍ２）
Ｌｅａｆ ｌｉｔｔ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

株数 ／ 株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ｌａｎｔ

总断面积 ／ ｍ２

Ｔｏｔａｌ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树冠面积 ／ ｍ２

Ｔｒｅｅ ｃｒｏｗｎ ａｒｅａ

１ 方枝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ｔｅｐｈｒｏｄｅｓ ７１４．１２ １９５３ ２．８１ ３１３５．１８

２ 肖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３０１．２ ２８４ ２．２８ １４３３．１８

３ 贡甲 Ｍａｃｌｕ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ｌｉｇｏｐｈｌｅｂｉｕｍ ２６６．８ ５１２ ６．０７ ３９５４．１４

４ 大花五桠果 Ｄｉｌｌｅｎｉａ ｔｕｒｂｉｎａｔａ １８８ ２４４ １．２３ １０４１．５８

５ 猪肚木 Ｃａｎｔｈｉｕｍ ｈｏｒｒｉｄｕｍ １８６．２ ３１ ０．０１ ２３．８８

６ 黄果厚壳桂 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ｃｏｎｃｉｎｎａ １３５．０８ １４３ ０．８０ ５７８．３７

７ 阴香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ｕｒｍａｎｎｉ １３０．０４ １３８ ０．６６ ５４７．２０

８ 琼刺榄 Ｘａｎｔｏｌｉｓ ｌｏｎｇｉｓｐｉｎｏｓａ １０９．０４ １０２８ ２．０５ ２６６７．９３

９ 橄树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５．４４ １７３ １．３９ ９２１．８１

１０ 赤楠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 ９４．２４ ３９１ ２．９４ ２２７５．３０

１１ 丛花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ｐｏｉｌａｎｅｉ ９３．７６ １１１ １．３０ ７７２．１９

１２ 山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ｅｐｕｓ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８０．５２ ５３ １．２９ ６８１．５０

１３ 烟斗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ｏｒｎｅｕｓ ７６．２ １９５ ０．９９ ７５８．４７

１４ 鸭脚木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ｈｅｐｔａｐｈｙｌｌａ ５９．８４ ５３５ １４．２４ ５４１３．９２

１５ 白茶 Ｋｏｉｌｏｄｅｐａ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ｅ ５６．３６ １２５３ １．１４ １８９４．６３

１６ 禾串树 Ｂｒｉｄｅｌｉａ ｂａｌａｎｓａｅ ５１．４４ ９５ ０．８２ ５３１．１４

１７ 滨木患 Ａｒｙｔｅｒ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５０．５２ ６５０ １．４１ １６５０．０７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６９８．８０ ７７８９ ４１．４３ ２８２８０．４９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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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群落物种组成对凋落叶物种组成的影响

山麓灌木林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共 １５ 种，现取重要值排名（由大到小）前 １５ 的物种为群落优势种

和主要伴生种（表 ７）。 比较表 ３ 和表 ７，发现凋落叶优势度排序与群落优势度排序中，有贡甲、猪肚木、紫玉

盘、柄果木、琼刺榄 ５ 种共有种，其中仅贡甲和猪肚木在凋落叶物种组成和群落物种组成中的排名一致；计算

发现，山麓灌林木凋落叶优势度排序与群落优势度排序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系数为 ２０ ％，两者的相似性不高。
显然，山麓灌木林的群落物种组成对凋落叶物种组成的影响不大。

表 ７　 山麓灌木林优势种和主要伴生种的主要特征值∗

Ｔａｂｌｅ ７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ｒｕｂ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个体数 ／ 株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相对密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相对频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相对显著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１ 贡甲 Ｍａｃｌｕ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ｌｉｇｏｐｈｌｅｂｉｕｍ ３８６５ １４．３０ ６２．４０ ２５．５９ ３４．１０

２ 海南大风子 Ｈｙｄｎ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４０７５ １５．０８ ６３．２８ １１．９０ ３０．０９

３ 柄果木 Ｍｉｓｃ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ｕｎｄａｉｃｕｓ ２３８６ ８．８３ ６０．３５ ５．７１ ２４．９６

４ 猪肚木 Ｃａｎｔｈｉｕｍ ｈｏｒｒｉｄｕｍ １１０４ ４．０８ ３６．０４ １．５２ １３．８８

５ 粗脉紫金牛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ｎｅｒｖｏｓａ １４０８ ５．２１ ３１．５４ １．７６ １２．８４

６ 琼刺榄 Ｘａｎｔｏｌｉｓ ｌｏｎｇｉｓｐｉｎｏｓａ ８１９ ３．０３ ２５．４９ ２．５８ １０．３７

７ 紫玉盘 Ｕｖａｒｉ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６４９ ２．４０ ２１．００ ０．４６ ７．９５

８ 膜叶嘉赐树 Ｃａｓｅａｒｉａ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ａ ３１２ １．１５ １９．３４ ０．７１ ７．０７

９ 广州山柑 Ｃａｐｐａｒｉｓ ｃａｎｔｏｎｉｅｎｓｉｓ ２７５ １．０２ １２．９９ ０．２６ ４．７６

１０ 光滑黄皮 Ｃｌａｕｓｅｎａ ｌｅｎｉｓ １３５ ０．５０ １１．４３ ０．２１ ４．０５

１１ 伞花冬青 Ｉｌｅｘ ｇｏｄａｊａｍ １７４ ０．６４ ８．８９ １．７６ ３．７６

１２ 羽叶金合欢 Ａｃａｃｉａ ｐｅｎｎａｔａ １３０ ０．４８ ８．３０ ０．３０ ３．０３

１３ 疏刺花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ｎｉｔｉｄｕｍ １２９ ０．４８ ８．１１ ０．０９ ２．８９

１４ 假赤楠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ｏｉｄｅｕｍ １５８ ０．５８ ６．８４ １．２４ ２．８９

１５ 假桂乌口树 Ｔａｒｅｎｎａ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１４０ ０．５２ ７．９１ ０．２２ ２．８８

　 ∗重要值＜２．８８ 还有 １１４ 种，在此没有列出。

季雨矮林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有 １７ 种（表 ４），那么群落优势种和主要伴生种也取 １７ 种进行研究。 将表

４ 与表 ８ 中物种进行比较，发现季雨矮林凋落叶优势度排序与群落优势度排序中，有方枝蒲桃、贡甲、琼刺榄、
赤楠蒲桃、鸭脚木、白茶、滨木患 ７ 个共有种；经计算，季雨矮林凋落叶优势度排序与群落优势度排序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系数为 ２５．９３ ％，两者的相似性不高。 说明在季雨矮林中，群落物种组成对凋落叶物种组成有

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大。

表 ８　 季雨矮林群落优势种和主要伴生种的主要特征值∗

Ｔａｂｌｅ ８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ｅｌｆ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树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个体数 ／ 株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相对密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相对频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相对显著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１ 鸭脚木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ｈｅｐｔａｐｈｙｌｌａ ５５７ ２．８３ ２．９２ １７．４５ ７．７４

２ 方枝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ｔｅｐｈｒｏｄｅｓ ２１０５ １０．７１ ４．６２ ３．４９ ６．２７

３ 异株木樨榄 Ｏｌｅａ ｔｓｏｏｎｇｉｉ １３５０ ６．８７ ３．６８ ７．４３ ５．９９

４ 贡甲 Ｍａｃｌｕ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ｌｉｇｏｐｈｌｅｂｉｕｍ ５３８ ２．７４ ２．５５ ７．３９ ４．２３

５ 琼刺榄 Ｘａｎｔｏｌｉｓ ｌｏｎｇｉｓｐｉｎｏｓａ １０７４ ５．４６ ４．５７ ２．４４ ４．１６

６ 白茶 Ｋｏｉｌｏｄｅｐａ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ｅ １２５５ ６．３９ ４．４０ １．３２ ４．０４

７ 滨木患 Ａｒｙｔｅｒ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６６０ ３．３６ ４．１９ １．６８ ３．０７

８ 假赤楠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ｏｉｄｅｕｍ ３８１ １．９４ ２．０４ ５．１５ ３．０４

７　 ２２ 期 　 　 　 万春红　 等：森林群落物种组成对凋落物组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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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树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个体数 ／ 株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相对密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相对频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相对显著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９ 海南大风子 Ｈｙｄｎ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８２１ ４．１８ ３．３０ １．２５ ２．９１

１０ 赤楠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 ４０４ ２．０６ ２．３４ ３．４２ ２．６１

１１ 子凌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 ４１１ ２．０９ ２．４６ ３．２４ ２．６０

１２ 粗毛野桐 Ｈａｎｃｅａ ｈｏｏｋｅｒｉａｎａ ７９３ ４．０３ ２．２７ １．１３ ２．４８

１３ 轮叶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ｉｌａｔａ ５６０ ２．８５ ２．９０ ０．５６ ２．１０

１４ 假苹婆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２８１ １．４３ １．８７ ２．７３ ２．０１

１５ 九节 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４４６ ２．２７ ２．９５ ０．５９ １．９４

１６ 黄椿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 ３４０ １．７３ ２．２７ １．７２ １．９１

１７ 拱网核果木 Ｄｒｙｐｅｔｅｓ ａｒｃｕａｔｉｎｅｒｖｉａ ３８１ １．９４ ２．３１ １．０８ １．７８

　 ∗重要值＜１．７８ 还有 １４４ 种，在此没有列出

４　 讨论

４．１　 不同林型凋落物数量及其器官组成

本研究发现，热带沿海地区不同林型的凋落物总量及其器官组成不同。 山麓灌木林是原生的季雨矮林遭

到破坏后出现的次生灌丛，现有向季雨矮林演替的趋势［２０⁃２１］，而山麓灌木林的凋落物总量比季雨矮林大，说
明在铜鼓岭自然保护区内，凋落物总量随着演替进程呈现出降低的趋势，这与王敏英［２７］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铜鼓岭同一林型凋落物的不同器官组成中，凋落叶均是凋落物的主要组成部分，说明凋落叶在森

林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中起到重要作用，能大致反映凋落物的凋落情况。
４．２　 凋落叶的物种组成

树种组成是影响凋落物凋落量的一个重要因素［２８］，目前已有较多关于森林群落优势种凋落物方面的研

究［９，１１⁃１３，１５⁃１６］，但鲜有凋落叶的物种组成方面的研究。 其中，滇西北高原纳帕海湿地［１５］、磨盘山天然次生

林［１６］等研究中指出，不同树种的凋落量有较大差异。 王樟华［１７］在天童山常绿阔叶林研究中将树种的叶凋落

量占凋落叶总量 １ ％以上的树种称为优势树种，其 １９ 个凋落物优势种占凋落叶总量的 ７２．８１ ％，其中南酸枣

在凋落叶中比例最高，占 １８．２４ ％；而本研究根据铜鼓岭两林型的具体情况，将叶凋落量占凋落叶总量的比例

从大到小排序，取优势度明显比其它物种大的物种作为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结果发现，铜鼓岭山麓灌木

林 １５ 个物种占凋落叶总量的 ７７．７２ ％，其中贡甲占 ３６．１５ ％；季雨矮林 １７ 个物种占凋落叶总量的 ７１．８４ ％，方
枝蒲桃占 １９．０１ ％；三者比较发现，铜鼓岭山麓灌木林的凋落叶在物种组成上更为集中分布，凋落物优势种的

优势度更加明显，而其它两种林型较为相似。
４．３　 凋落叶的组成物种对凋落叶组成的影响

凋落叶组成物种对叶凋落量有一定影响，原作强［９］ 和范春楠［１６］ 研究发现，胸高断面积越大，叶凋落量越

大，本研究也得出类似结果：在山麓灌木林中，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叶凋落量与总断面积极显著正相关。
此外，其叶凋落量与组成物种的株数和树冠面积也为极显著正相关；而季雨矮林凋落物优势种和主要物种的

叶凋落量仅与其组成物种的株数极显著正相关。
４．４　 群落物种组成对凋落叶物种组成的影响

长白山阔叶红松林收集到的 ３５ 个树种的凋落叶基本包括了该样地主林层和次林层的优势树种［９］，鼎湖

山演替系列中代表性森林的建群植物或优势种占凋落叶的最大比例［１０］。 而本研究发现，在山麓灌木林中，凋
落叶优势度排序与森林群落优势度排序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系数 ２０ ％，而季雨矮林有 ２５．９３ ％，表明在铜鼓岭森

林中，凋落叶优势度排序与森林群落优势度排序不一致，即森林群落优势种并不是凋落叶的优势种，此时群落

优势种的凋落叶不能代表该林型叶凋落的真实情况。 因此，如果我们只通过研究森林优势种的凋落叶来推测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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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森林群落物质循环的影响可能会出现误差。 在热带多优的森林群落中，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不同林型的群落结构不同，物种组成丰富多变，凋落叶也较难鉴定，全面开展凋落叶的物种组成的研究工

作一直较难进行，但大样地的建设、每木调查和定位使较全面鉴定森林凋落叶的组成成分成为可能，此将促进

森林物质循环和养分循环等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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