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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盆地人类聚居地植物多样性分异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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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影响日趋严重，因此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显得非常重要。 以晋中盆地为研究

对象，用随机抽样法选取 ８６ 个村庄驻地、４８ 个乡镇驻地及 ９ 个县市驻地，然后在各个驻地建成区内分别设置调查样方，运用

Ｇｌｅａｓｏｎ 丰富度指数、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Ｂｅｔａ 多样性指数、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和 ｔ－检验对建成区内野生植物、栽培植物及总植物物种进

行分析，同时探索总结植物多样性分异规律。 结果表明：沿村庄⁃乡镇⁃县市梯度，野生植物平均丰富度降低，栽培植物平均丰富

度增加，总植物物种平均丰富度先降低后增加；野生植物、栽培植物和总植物物种的 β 多样性指数均降低；植物相似度方面，村
庄与乡镇的相似性最高，乡镇与县市次之，村庄与县市的相似性最低。 同时，调查过程中发现，沿“村庄⁃乡镇⁃县市”梯度，城市

化水平的差异与人为干扰强度的不同是引起盆地内植物多样性变化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植物多样性；区域城市化；同质化；晋中盆地；Ｇｌｅａｓｏｎ 指数；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Ｂｅｔａ 指数；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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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ｉｎｚｈｏｎｇ Ｂａｓｉｎ；Ｇｌｅａ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Ｂｅｔａ ｉｎｄｅｘ，
Ｊａｃｃａｒ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化的发展对生态环境已经造成了一系列较大影响［１⁃３］。 国外一些学者较早开始探索

城市化对植被、土壤、水和大气的影响［４⁃５］，我国学者也很早注意到城市化对生物的影响［６］。 国内外学者沿城

市化梯度对生物及环境等开展了较多研究［７⁃１１］。 目前，城市化梯度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１２］，一种是沿“城
区⁃郊区⁃农区”梯度，如国外学者以“城区⁃郊区⁃农区”的生态样带为基础进行研究［１３⁃１７］，我国学者马克明，傅
伯杰对遵化市的植物多样性进行了研究［１８］。 彭羽则对廊坊市的本土植物多样性进行了分析［１９］。 一种方法

是根据城市中土地利用类型的不同进行城市化梯度的研究［２０⁃２２ ］。 如 Ｐｏｒｔｅｒ 研究了沿保护区⁃休闲区⁃高尔夫

球场⁃住宅区⁃公寓⁃商业区植被和树冠碎片的变化［１２］。 区域城市化对不同人类聚居区的植物多样性产生了显

著影响，德国学者 Ｒｕｄｉｇｅｒ Ｗｉｔｔｉｇ 对欧洲中西部的 ６ 个城市建成区和美国的一个城市建成区的植物同时进行

调查研究，揭示了一定地域尺度上植物多样性的同质化状况［２３］。 然而目前国内尚未有学者在区域尺度上沿

“村庄⁃乡镇⁃县市”梯度，对其建成区内的野生植物与栽培植物物种多样性进行研究与分析。
晋中盆地属于山西省发展较快的区域，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以晋

中盆地作为研究区，沿村庄⁃乡镇⁃县市梯度，调查了各驻地建成区内的野生植物、栽培植物的种类，通过植物

多样性研究，阐明晋中盆地区域城市化发展过程植物多样性规律，同时探索城市化过程中造成各村庄、乡镇和

县市建成区内植物多样性分异的原因。 为盆地内植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根据。

１　 研究区概况

晋中盆地位于黄土高原东部山西省境内的汾河谷地，介于我国东南部湿润区与西北部干旱半干旱区之间

的过度地带，属于半湿润地区，为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 地理坐标为 １１１°４５′—１１２°５０′ Ｅ，３６°４８′—３８°１８′
Ｎ。 盆地四面被丘陵、群山环抱，中央平原区海拔高程在 ７６０—８４０ ｍ 之间，年均降雨量为 ４５０—５５０ ｍｍ，年均

气温在 ８—１２℃之间，年平均湿度为 ５５—６０％，晋中盆地是人类活动比较悠久的地区之一，因其发达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使当地的城市化进程不但起步早而且发展速度比较快。 到 １９５０ 年时，晋中盆地的城市化水平已

经达到 ２１．２６％，远高于全国 １０．６０％的平均水平。 经过半个世纪的历程，在改革开放及其他政策的的推动下，
盆地内城镇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到 ２００３ 年时，盆地内城镇人口比重达到了 ６０．３３％。 然而快速的城市化对区

域气候、地下水、地表水及盆地内的植物多样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引起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样方设置

　 　 依据植物多样性研究中的样地布设原理和统计学分析的需要，在盆地内 ３７８５ 个自然村中，对每个村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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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编号，运用随机抽样法，选出 ８６ 个村庄驻地，组成样本Ⅰ，在样本内的每个村庄驻地建成区内，随机抽取 １６
个 １００ ｍ×２０ ｍ 的样方进行调查，每个村庄的调查面积为 ３２０００ ｍ２。 用同样方法在 １３３ 个乡镇中，随机抽出

４８ 个乡镇驻地，组成样本Ⅱ，每个乡镇驻地建成区内随机调查 ２１ 个 １００ ｍ×２０ ｍ 样方，每个乡镇的调查面积

为 ４２０００ ｍ２。 同理，在太原市、介休市、孝义市、汾阳市、榆次市、平遥县、太谷县、祁县、文水县、交城县、清徐

县、阳曲县共 １２ 个县市中，随机抽出 ９ 个县市驻地，组成样本Ⅲ，每个县市驻地建成区内随机调查 ２６ 个 １００ ｍ
×２０ ｍ 的样方，每个县市的调查面积为 ５２０００ ｍ２。 各驻地分布位置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采样点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２．２　 样方调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１０ 月初对各驻地建成区样方内的植物物种进行了现场调查，由于建成区内受到人为干扰

较强，已无法进行群落单元研究，故本次仅调查每个样方内物种的有无。 在每个设置的 １００ ｍ×２０ ｍ 样方内，
对每一种植物（包括乔木、灌木、草本）的名称及是否为野生植物或人工栽培植物等进行了记录。 本文中记录

的植物均指能够在户外越冬，野生植物指能自然生长繁衍不依赖人为栽植；栽培植物是指人为有意识在户外

栽种，由栽培植物逸生的植物亦归类为栽培植物。
同时，对每个村庄建成区、乡镇建成区及县市建成区内的人口密度、建筑物压占土地率、地面硬化率进行

调查。
２．３　 数据处理

对每个村庄驻地建成区内调查的 １６ 个样方内的植物进行综合统计，获得该村庄驻地建成区内记录到的

所有野生植物、栽培植物的名称及物种数，同理，得到每个乡镇驻地建成区、县市驻地建成区内记录到的所有

野生植物、栽培植物的名称及物种数。 然后使用 Ｅｘｃｅｌ、Ｏｒｉｇｉｎ８、ＳＰＳＳ１３．０ 软件进行制图分析。
（１） Ｇｌｅａ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由于在村庄建成区、乡镇建成区及县市建成区内的人类活动强烈，自然植被已经被摧毁，只能见到不连续

的零星分布的植物，在此情况下，已经无法考虑各个物种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 因此，本研究选用不涉及各个

物种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的 Ｇｌｅａ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丰富度指数，计算公式为：

３　 １６ 期 　 　 　 王应刚　 等：晋中盆地人类聚居地植物多样性分异规律研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Ｄ ＝ Ｓ ／ ＩｎＡ
式中： Ｓ 为物种数， Ａ 为调查面积， Ｄ 为 Ｇｌｅａｓｏｎ 物种丰富度指数。 用此公式分别计算被调查每个村庄驻地建

成区、乡镇驻地建成区、县市驻地建成区的物种丰富度。
（２）Ｂｅｔａ 多样性指数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Ｂｅｔａ 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活动对能够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２４］。 本文将

不同等级驻地建成区分别看作不同类型的取样生境，来研究因人类干扰所导致的生境中物种组成变化［２５］。
β ＝ γ ／ α１

式中，γ 为某取样生境中的总物种数，α 为某生境类型（村庄生境、乡镇生境及县市生境）所有取样点物种的平

均数（本研究采用平均丰富度指数 Ｄ 代替 α 开展计算）
（３）相似性指数

Ｊａｃｃａｒｄ［２６］相似性指数能够分析在不同城市化梯度即不同样本生境间出现相同物种的状况。
Ｊ ＝ ｃ ／ （ａ ＋ ｂ － ｃ）

式中，ｃ 为两样本间共有物种，ａ 和 ｂ 分别为两个样本的物种数。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物种丰富度

运用 Ｇｌｅａ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对 ８６ 个村庄驻地建成区、４８ 个乡镇驻地建成区、９ 个县市驻地建成区的野生植物、栽
培植物及总物种丰富度进行分析。 结果如图 ２、３、４ 所示：

图 ２　 村庄驻地物种丰富度

Ｆｉｇ．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ｓｅａｔｓ

在调查取样的村庄驻地建成区中，野生植物丰富度的大小对于总植物物种丰富度起主导性作用，人工栽

培植物的丰富度大多处于较低水平，且两者丰富度相差较大。 在乡镇驻地建成区中，野生植物丰富度高于栽

培植物丰富度，野生植物丰富度绝大多数低于 ３０ 而栽培植物丰富度大多介于 １０—２０ 之间，两者共同促进了

总植物物种丰富度的增加。 在取样的 ９ 个县市驻地建成区中，野生植物丰富度稍低于栽培植物丰富度，在个

别县市野生植物丰富度大于栽培植物丰富度，同时城市 ９ 的栽培植物丰富度明显较高是由于其采样点为山西

省会城市太原市。
对三个样本内的野生植物、栽培植物及总植物物种的平均丰富度分析。 如图 ５ 所示，沿“村庄－乡镇－县

市”梯度，野生植物丰富度减少，栽培植物丰富度增加，总植物物种丰富度先降低后增加。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 对 ３ 个样本间的野生植物丰富度、栽培植物丰富度和总物种丰富度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

结果如表 １ 所示：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在各个样本间均有显著性差异。 而从总植物物种丰富度来看，村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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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乡镇驻地物种丰富度

Ｆｉｇ．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ｏｗｎｓ ｓｅａｔｓ

图 ４　 县市驻地物种丰富度

Ｆｉｇ．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ｓｅａｔｓ

图 ５　 各样本平均丰富度指数

Ｆｉｇ．５　 Ｍｅ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乡镇、乡镇与县市有显著差异，而村庄与县市则无明显

差异。
３．２　 Ｂｅｔａ 多样性指数分析

β 多样性指数反映了人类活动对植物物种多样性

的影响，图 ６ 表明：沿村庄－乡镇－县市梯度，植物的 β
多样性均降低，野生植物多样性指数分别为 ５．１８、５．０５、
３．５１，栽培植物的多样性指数为 ４．５６、３．９９、２．９６。 总植

物物种多样性指数为 ５．０１、４．６５、３．２２。 说明，随着城市

化强度的增强，各植物物种的多样性降低，物种的同质

性增加［２７］。
３．３　 相似性指数分析

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数反映了不同样本生境间物种组成之间

的相似程度，指数越小，说明物种组成差异越大［２８］。
从图 ８ 可知，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就栽培植物而

言，县市⁃村庄（０．５３）、县市⁃乡镇（０．６１）均低于村庄⁃乡
镇（０．７８）。 同样，野生植物，县市⁃村庄（０．４１）、县市⁃乡
镇（０．５２）均低于村庄⁃乡镇（０．６４），说明无论是野生植

物还是栽培植物，县市与乡镇、村庄差异较为明显，而村庄与乡镇则有较高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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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三类样本间植物丰富度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植物类别
Ｐｌａｎｔ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野生植物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栽培植物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总植物 Ｔｏｔ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Ｐ ｔ ｄｆ Ｐ ｔ ｄｆ Ｐ ｔ ｄｆ

Ⅰ—Ⅱ ０．０００ ８．４７５∗ １３２ ０．００２ ３．１３７∗ １３２ ０．０００∗ ４．８６０ １３２

Ⅰ—Ⅲ ０．０００ ９．５０５∗ ９３ ０．０００ ８．３４３∗ ９３ ０．８４３ ０．２２２ ９３

Ⅱ—Ⅲ ０．００５ ２．９３８∗ ５５ ０．０００ ３．７７３∗ ５５ ０．０１３∗ １．８９０ ５５

　 　 ∗Ｐ＜０．０５

图 ６　 各样本 β多样性指数

Ｆｉｇ．６　 β⁃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图 ７　 各样本城市化水平

Ｆｉｇ．７　 Ｕｒｂａｎ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图 ８　 各样本间相似性指数

Ｆｉｇ．８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３．４　 物种组成分析

３．４．１　 不同样本间共有物种分析

对村庄、乡镇和县市的野生共有物种进行分析，发
现 ３ 个样本间共有物种较多集中于菊科、禾本科和藜科

３ 类，而栽培植物则集中于蔷薇科、杨柳科等，具体植物

见表 ２。 从表中可以看出，野生植物大多为一年生草

本，耐践踏，且广布于世界温带地区。 栽培植物大多在

各地广为栽培，兼绿化观赏及较高经济适用性。

表 ２　 各样本间共有物种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ｓ

野生植物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栽培植物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马唐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ｌｉｓ 月季花 Ｒｏｓ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桃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

黄鹌菜 Ｙｏｕｎｇ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蒲公英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菊花 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藜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青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ｃａｔｈａｙａｎａ

葎草 Ｈｕｍｕｌｕｓ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垂柳 Ｓａｌｉｘ 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牛皮消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旱柳 Ｓａｌｉｘ 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

马齿苋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枣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ｊｕｊｕｂａ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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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　 各样本间独有物种分析

对比分析 ３ 个样本特有物种发现，村庄独有的野生植物较多，栽培植物仅有向日葵（Ｈｅｌｉａｎｔｈｕｓ ａｎｎｕｕｓ）和
番茄（Ｌｙｃｏｐｅｒｓｉｃｏｎ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两种。 县市独有的栽培植物较多，独有的小香蒲（Ｔｙｐｈａ ｍｉｎｉｍａ）、宽叶香蒲

（Ｔｙｐｈ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灯心草（Ｊｕｎｃｕｓ ｅｆｆｕｓｕｓ）等几种野生植物也仅均出现一次。 乡镇则没有独有的野生植物和栽

培植物。 现将村庄和县市的主要独有物种列表如下：

表 ３　 各样本独有物种

Ｔａｂｌｅ ３　 Ｕｎｉｑｕ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村庄独有植物 Ｕｎｉｑｕ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县市独有植物 Ｕｎｉｑｕ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酸枣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ｊｕｊｕｂａ ｓｐｉｎｏｓａ 黄杨 Ｂｕｘｕｓ ｓｉｎｉｃａ

飞廉 Ｃａｒｄｕｕｓ ｎｕｔａｎｓ 黑麦 Ｓｅｃａｌｅ ｃｅｒｅａｌｅ

鼠掌老鹳草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野牛草 Ｂｕｃｈｌｏｅ ｄａｃｔｙｌｏｉｄｅｓ

荆条 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ｕｃｉｄｕｍ

牵牛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 ｎｉｌ 榆叶梅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ｔｒｉｌｏｂａ

牛蒡 Ａｒｃｔｉｕｍ ｌａｐｐａ 奥氏蓼 Ｆａｌｌｏｐｉａ ａｕｂｅｒｔｉｉ

木地肤 Ｋｏｃｈｉ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二球悬铃木 Ｐｌａｔａｎｕｓ ａｃｅｒｉｆｏｌｉａ

盐地碱蓬 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 雪松 Ｃｅｄｒｕｓ ｄｅｏｄａｒａ

４　 讨论

样地调查发现，城市化水平的差异与人为干扰强度的不同造成了植物多样性分异。 沿村庄－乡镇－县市

梯度，城市化程度增加，主要表现在人口密度加大、建筑物压占土地率及地面硬化率升高。 如图 ７，调查显示，
盆地内村庄人口密度较小，为 ４０８９ 人 ／ ｋｍ２，乡镇与县市的人口密度分别为 ５５２５ 人 ／ ｋｍ２与 ９８７５ 人 ／ ｋｍ２。 地

面硬化率由村庄、乡镇与县市依次为 ６２％、７３％及 ９２％左右。 建筑物压占土地率亦同城市化水平高低一致，村
庄最低为 ３４％，乡镇稍高为 ４２％，县市最高为 ４７％。

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与低强度的人为破坏使得村庄内野生植物的丰富度最高，而县市内人口密度大，污染

物排放及除草践踏等人为干扰活动较强，使得县市建成区内的野生植物丰富度最低，乡镇的城市化发展程度

介于村庄与县市之间，野生植物丰富度居中。 而各样地中栽培植物的丰富度则主要受到人为力量的主导。 由

于县市发展迅速，经济实力较强，对城市内绿化及公园建设投入大量资金，引入了较多的可供观赏绿化的外来

物种，因而其栽培植物物种丰富度最高。 乡镇发展次之，栽培植物丰富度较高。 村庄的经济发展相对较弱，村
庄建成区内用于绿化美化的栽培植物种类较少，大多是农户自己栽植的较常见的的果木，所以栽培植物丰富

度最低。 而总植物物种丰富度则呈现出乡村、县市较高，乡镇较低的情况，这是由于乡镇建成区要承受比村庄

更大的城市化建设，野生植物的生长受到一定程度干扰，同时因其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县市，人工栽培植物种类

较低，故而总植物物种丰富度低于村庄与县市。 显然，本文研究因城市化梯度设置的特殊性与 Ｃｏｎｎｅｌｌ 提出的

“中度干扰理论” ［２９］是不相关且不矛盾的。
植物的 β 多样性指数沿村庄⁃乡镇⁃县市梯度降低，因为沿此梯度，人口密度增加，地面硬化率升高，建筑

物压占土地率增大，一些野生植物因生境受到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而消失，生存下来的物种大都是生命力强

且耐践踏的禾本科、藜科类等我国广泛分布的习见植物［１９］，出现了较大的同质化现象。 而县市的栽培植物 β
多样性最低则是由于在各县市发展相当的情况下，因村庄乡镇及县市建设均是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其建筑

结构与城市热岛效应等气候条件相似［３０］，绿化引种植物亦较类同造成的，而县市在这方面表现的更为强烈。
说明城市化造成了各植物物种的均一化，这已被众多学者研究证明［３１⁃３２］。 此外，因村庄与乡镇的发展差距较

小，村庄与县市的发展程度差距大，使得村庄与乡镇植物相似性最高，乡镇与县市次之，村庄与县市的相似性

最低。

７　 １６ 期 　 　 　 王应刚　 等：晋中盆地人类聚居地植物多样性分异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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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德国学者 Ｒｕｄｉｇｅｒ Ｗｉｔｔｉｇ 指出，在分析城市化导致物种同质化的过程中，“纯粹”的城市化栖息地会比城市

与非城市混合的栖息地显示更高的同质化程度［２３］。 本文在晋中盆地区域尺度上，选择了分别受城市化影响

较强、居中及较弱的县市建成区、乡镇建成区和村庄建成区，故而能够更加准确地分析城市化对区域内植物多

样性的影响。 同时，通过选择调查野生植物与栽培植物两类受人为干扰较强的植物类别，亦能较好指示城市

化过程中区域内植物多样性现状。 在晋中盆地，村庄建成区内野生植物受人为干扰较轻，栽培植物引入很少，
导致其总物种丰富度没有明显降低；乡镇驻地建成区野生植物物种丰富度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受到较大影

响，而又没有较多地引种栽培植物，导致其总物种丰富度明显降低，这是在未来乡镇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

个问题；县市建成区发展较为迅速，对野生植物生长和分布影响显著，但在县市建成区大量引入栽培植物进行

绿化，加之在人为干预下使建成区内土地环境的异质性明显降低和绿化植物物种类同性较高，一方面导致其

总物种丰富度明显增加，另一方面也导致各县市建成区内物种的同质化。 总之，在村庄、乡镇和县市建成区今

后的发展过程中，尽量保留一些野生植物群落及其生境，合理选用和引入适合当地气候环境特点的多种类型

的栽培植物进行绿化，既提高植物物种多样性又避免物种同质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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