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
p:/

/w
ww.ec

olo
gic

a.c
n

第 ３７ 卷第 ２４ 期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３７，Ｎｏ．２４
Ｄｅｃ．，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面上基金项目（３１１７０５１１）；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项目（２０１６ＫＴＳＣＸ１８４）；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３１５００５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０２；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１５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８５９７３０２４９＠ 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６１１０２２２３６

韩维栋，黄剑坚．基于植物区系的雷州半岛天然林群落树种特征研究．生态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２４）：８５３７⁃８５４８．
Ｈａｎ Ｗ Ｄ，Ｈｕａｎｇ Ｊ Ｊ．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Ｌｅｉｚｈｏｕ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ｌｏｒａ．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７
（２４）：８５３７⁃８５４８．

基于植物区系的雷州半岛天然林群落树种特征研究

韩维栋１，∗，黄剑坚２

１ 广东海洋大学农学院， 湛江　 ５２４０８８

２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湛江　 ５２４０９４

摘要：传统涉及植物区系和重要值的研究思路通常先分析该地区的植物区系组成，然后再分析该区域某个区系中某个优势种的

重要值。 该种思路存在未能完全同时反映不同区系不同植物物种参与群落构建和其在群落中的地位等缺陷。 为了解决上述问

题，构建物种群落指数，以雷州半岛天然季雨林的木本植物为对象开展研究。 基于雷州半岛 ８ 个区域的 ８０ 个 ２０ ｍ×２０ ｍ 固定

样地的实测数据，通过植物区系＋重要值的方式构建物种群落指数开展研究。 （１）湛江云脚村群落、湛江湖光岩、雷州鹰峰岭、
雷州足荣村、徐闻双洋村、廉江高桥和廉江谢鞋山皆以热带区系分布为主导，数值皆大于 ０．８ 以上。 廉江根竹嶂地理位置特殊，
以 ９ 区系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为主，数值接近 ０．５。 （２）第 ２ 区系树种在雷州半岛群落树种组成和构建中处于优势地位，最高

值为 ０．４２６１，朴树和鹅掌柴为优势种；第 ３ 区系树种和第 ６ 区系树种处于劣势地位；第 ４ 区系树种处于优势地位，最高值为

０．３３３９，橄榄为优势种；第 ５ 区系树种处于优势地位，最高为 ０．３７８７，阴香和樟树为优势种；第 ７ 区系树种在雷州半岛地区群落内

分布较为均衡，普遍适应各个样地。 本研究表明，雷州半岛地区带有明显的热带性区系特征；物种群落指数能够较好的体现雷

州半岛样地各个区系树种在植物群落组成的特征。
关键词：物种群落指数；重要值；雷州半岛；植物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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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０．５．（２）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ｆｌｏｒａ ２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ｇｕ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ｉｎ Ｚｈａｎｊｉａｎｇ ｗ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０．４２６１）， ｗｉｔｈ Ｌｅｕｃａｅｎａ ｌｅｕ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ａｎｄ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ａ ３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 ６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ｔ ａ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ｆｌｏｒａ ４ ｗａｓ ａｔ ａ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０．３３３９ ａｎｄ ｏｌｉｖｅ ａ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ｌｏｒａ ５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ｉｎ ａ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０． ３７８７ ａｎｄ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ｕｒｍａｎｎｉｉ ａｎｄ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ａ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ｒａ ７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ｉｚｈｏｕ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ｌｏｔｓ． 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ｉｚｈｏｕ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ｓｈｏｗｅ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ｌｏｒ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ｃａ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Ｌｅｉｚｈｏｕ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ｆｌｏｒａ

植物区系特征研究及群落优势种重要值评价研究，是传统群落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传统涉及植物区

系和重要值的一起研究的文献，习惯于把植物区系和重要值分割开来进行研究［１⁃６］。 因此，绝大部分的文献

一般从该区系具有多少物种、属、科等组成开展分析［７⁃１２］，而忽略了该区系植物物种或属科所在群落中的地位

（即重要值）。 未能充分反映出该区域群落的某个区系植物物种数量占优势，而实际上可能由于该区系植物

物种的重要值偏低导致区系植物物种整体上在群落内处于次要地位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拟提出 ＳＣＩ 指数

（ＳＣＩ ＝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即物种群落指数。 该指数不仅可以真实客观了解和反映一个地区植物区系

的种类组成、分布区类型以及发生、发展等重要特征，并同时了解和反映该区系属、或科或树种在群落中的地

位。 因此，相比之前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则更有优势，对于反映植物区系的物种参与群落构建，可为树种

的选择以及进一步分析该区系树种在群落中的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热带北缘地区具有或曾经拥有发育良好的地带性植被热带季雨林，是雷州半岛地区植被区系构成的

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长期人为开垦活动，广东西南部雷州半岛地区原生顶极植物群落即过渡性热带季雨林已

经消失殆尽，小片次生季雨林也十分珍稀罕见［１３］。 本文以雷州半岛尚存的次生季雨林木本植物群落为研究

对象，开展物种群落指数研究，可更好认识其木本植物群落的组成、现状和发展趋势，开发利用好其天然林木

资源，对雷州半岛生态保护与恢复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为投入近 ３００ 亿的雷州半岛热带季雨林的生态恢复

工程提供基础参考。

１　 研究地概况

雷州半岛（１０９°３０′—１１０°５５′Ｅ， ２０°１２′—２１°３５′Ｎ）位于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地势比较平坦，由北向南呈北

高⁃中低⁃南高的龟背地形，面积 １２４７０ ｋｍ２，为我国第三大半岛。 雷州半岛陆地为玄武岩、花岗岩或砂页岩酸

性砖红土壤或赤红壤、水稻土，沿海为滨海盐土、砂土和红树林酸性硫酸土等；北热带海洋性特色明显，季风明

显；从 ４ 月上旬至 １１ 月上旬为夏季，１１ 月中旬至 ４ 月上旬为秋季和春季；热量资源丰富，历年年均气温 ２２．８—
２３．５℃，低压、热带风暴、台风登陆影响频繁。

２　 研究方法与调查样地

２．１　 调查方法与样地

本文选择仅存的雷州半岛天然植被最大的 ８ 个区域开展调查。 鹰峰岭位于雷州市英利镇东北侧，２０°３４′
５２．７６″Ｎ，１１０°１０′３５．３５″Ｅ，海拨 ２４７ ｍ，是雷州半岛第二高峰，植被类型（下同）为次生季雨林；谢鞋山位于廉江

市廉城镇东南 ５ ｋｍ 的谢鞋村，２１°３５′５８．５５″Ｎ，１１０°２０′３３．８２″Ｅ，海拨 ４２ ｍ；湖光岩位于湛江市西南部， ２１°０８′
２４．２６″Ｎ，１１０°１７′１１．１８″Ｅ，海拨 １６ ｍ；云脚村位于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 ２１°０７′２５．５１″Ｎ，１１０°１４′２３．５９″Ｅ，海拨

６ ｍ，森林面积 ７３ ｈｍ２；高桥天然林位于湛江市廉江市西部， ２１°３６′２６．７９″Ｎ，１０９°４８′２３．９２″Ｅ，海拨 ４ ｍ；根竹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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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廉江市和寮镇西北部，２１°５１′５０．３５″Ｎ，１１０°０７′５２．９５″Ｅ，海拔 ２１０ ｍ；足荣村位于雷州市半岛西南部， ２０°
３７′１０．２８″Ｎ，１０９°５６′２０．２７″Ｅ，海拨 ８２ ｍ，有保护较好的 ２０ 多 ｈｍ２风水林，是该雷州少有的小片原始森林；双洋

村位于雷州半岛徐闻县的下桥镇，２０°３１′４．７１″Ｎ，１１０°０８′４．８８″Ｅ，海拨 １２１ ｍ，有保护较好的 １３ 多 ｈｍ２风水林，
是徐闻少有的小片原始森林。

在每个区域设置 １０ 个 ２０ ｍ×２０ ｍ 标准样地。 对样地中胸径大于 ５ ｃｍ 的树木进行每木检测，记录树种的

种类、数量、胸径、树高、冠幅等。
２．２　 样地重要值和物种多样性指数的计算方法

乔木与灌木植物重要值合并计算，重要值求取按照每个样地标准地分别统计后的平均。 重要值、相对密

度、相对盖度、相对频度等指标计算参考文献［１３］，按各树种重要值判断该树种在群落中的位置。
２．３　 物种群落指数的建立

物种群落指数，用以描述区系成分参与构建森林群落的特征值，以植物群落的乔木和灌木树种为调查群

落对象，统计树种数、重要值、区系分布。 按照文献依据吴征镒《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属的地理分

布区类型及其种类组成［１４］，属种的分布区类型及其变型为 １５ 个分布区类型。 其它区系暂不列入该指数的统

计范围。 物种群落指数实际为某个植物群落每个区系的科或属的所有物种的重要值组成所有，各个部分之间

通过解析分段函数整合在一起。 物种群落指数定义域是各个区系的种属的并集，值域也是 １５ 个区系成分树

种参与构建森林群落或依赖森林群落作为栖息地的特征值（即重要值）。 因此，可得物种群落指数的数学公

式为：

ｆ（ｘ） ＝

∑
ａ

１
ｘ１ａ

∑
ａ

１
ｘ２ｂ

︙

∑
ａ

１
ｘ１５ｏ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其中， ｆ（ｘ） 值域，总和为 １。 其中， ｘ１ａ 为 １ 区世界分布的某个树种的重要值； ｘ２ｂ 为 ２ 区泛热带分布的某个树

种的重要值；以此类推， Ｘ１５ｏ 为 １５ 区中国、海南特有分布的某个树种的重要值。 雷州半岛区域的所有天然林

树种的重要值按照大小开展排序。 数据主要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和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开展数据处理。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雷州半岛 ８ 个区域样地物种群落指数分析

雷州半岛 ８ 个不同区域样地物种群落指数组成各不同，具有一定特征（表 １）。 湛江云脚村物种群落指数

以 ２ 区系泛热带分布、４ 区系古热带分布、５ 区系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的树种重要值为主导。 湛江湖光

岩和雷州鹰峰岭以 ２ 区系树种重要值占绝对主导。 雷州足荣村、徐闻双洋村、廉江高桥和廉江谢鞋山物种群

落指数皆以 ２ 区系、４ 区系、５ 区系和 ７ 区热带亚洲分布的树种重要值为主导，但四个样地各有所偏重，雷州足

荣村偏重于 ５ 区系，徐闻双洋村和廉江高桥偏重于 ４ 区系，廉江谢鞋山偏重于 ７ 区系和 ４ 区系。 廉江根竹嶂

由于地理位置较为特殊，为山脉的主峰，受冷空气影响，以 ９ 区系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为主，为典型的过渡

区系特征，同时带有热带性区系特征。
３．２　 雷州半岛同一区系不同样地对比分析

３．２．１　 第 ２ 区系的不同样地对比

第 ２ 区系的不同样地物种群落指数排序可得：湛江湖光岩＞雷州鹰峰岭＞廉江谢鞋山＞徐闻双洋村＞湛江

云脚村＞雷州足荣村＞廉江高桥＞廉江根竹嶂（表 ２）。 湛江湖光岩和雷州鹰峰岭遭受过生态破坏由于历史原

因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遭到大量砍伐，造成大量的天然树种消失［１５］。 两地目前以两区系的物种为主导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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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阶段。 其中，鹅掌柴、朴树、紫金牛、假苹婆、山杜英、樟叶朴、布渣叶是该区最重要的乡土树种。

表 １　 不同样地物种群落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ｏｔｓ

区系 Ｆｌｏｒａ 湛江云脚村 湛江湖光岩 雷州鹰峰岭 雷州足荣村 徐闻双洋村 廉江高桥 廉江谢鞋山 廉江根竹嶂

２ ０．１９４１ ０．４２６１ ０．４１９７ ０．１７８１ ０．２１６０ ０．１７２３ ０．２１７９ ０．０７１２

３ ０．０２９６ ０．１３０６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２２７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７６２ ０．０３２２ ０

４ ０．２６７１ ０．１３３９ ０．２２２７ ０．１７００ ０．３１４７ ０．３３３８ ０．２９７２ ０．１２７５

５ ０．２６６２ ０．０３７５ ０．１１３５ ０．３７８７ ０．１３１１ ０．１１２７ ０．０７５２ ０．１５５０

６ ０．０７６７ ０．０９６２ ０．０５０８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７４２ ０．０７８３ ０．０３２７ ０

７ ０．１４１３ ０．１３１８ ０．１８１９ ０．２０３２ ０．２４３４ ０．２２５３ ０．３０６６ ０．１６７６

８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４３９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３８２ ０

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０３ ０ ０．４７８７

１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１１ ０ ０

３．２．２　 第 ３ 区系的不同样地对比

第 ３ 区系不同样地物种群落指数排序可得：湛江湖光岩＞廉江高桥＞廉江谢鞋山＞湛江云脚村＞雷州足荣

村＞徐闻双洋村＞雷州鹰峰岭（表 ３）。 廉江根竹嶂样地不存在该区系树种。 从指数分析可见该区系物种数量

少，在雷州半岛群落中处于劣势地位。 其中，潺槁树是最为常见的树种。
３．２．３　 第 ４ 区系的不同样地对比

８ 个样地对比可得：廉江高桥＞徐闻双洋村＞廉江谢鞋山＞湛江云脚村＞雷州鹰峰岭＞雷州足荣村＞湛江湖

光岩＞廉江根竹嶂（表 ４）。 ４ 区系的树种在雷州半岛群落中普遍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最高值达 ０．３３３９。 可

见，４ 区系树种在雷州半岛样地群落群落中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中，竹节树、粗糠柴、野生橄榄、楹树等为

群落优势种；乌墨、倒吊笔、见血封喉、苦楝等乔木树种，以及土坛树、暗罗等灌木或小乔木在群落中处于次要

地位。
３．２．４　 第 ５ 区系的不同样地对比

第 ５ 区系 ８ 个样地对比可得：雷州足荣村＞湛江云脚村＞廉江根竹嶂＞徐闻双洋村＞雷州鹰峰岭＞廉江高桥

＞廉江谢鞋山＞湛江湖光岩（表 ５）。 第 ５ 区系树种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演替时期存在差异，雷州足荣村和湛江

云脚村等保存较好的样地群落占据主导地位，而在雷州鹰峰岭、廉江谢鞋山、湛江湖光岩等生态恢复区处于劣

势。 其中，阴香、樟树、海红豆等为优势乔木树种。
３．２．５　 第 ６ 区系的不同样地对比

第 ６ 区系不同样对比可得：湛江湖光岩＞廉江高桥＞湛江云脚村＞徐闻双洋村＞雷州鹰峰岭＞雷州足荣村＞
廉江谢鞋山（表 ６）。 该区系与第 ３ 区系的分布特点类似，树种数量少，在雷州半岛群落处于劣势地位最高值

仅为 ０．０９６２。 基本上作为群落构建的次要组成。
３．２．６　 第 ７ 区系的不同样地对比

第 ７ 区系不同样对比可得：廉江谢鞋山＞徐闻双洋村＞廉江高桥＞雷州足荣村＞雷州鹰峰岭＞廉江根竹嶂＞
湛江云脚村＞湛江湖光岩（表 ７）。 该区系树种在雷州半岛地区群落内分布较为均衡。 其中，野生野生荔枝、银
柴、鹊肾树、桂木、山楝、幌伞枫等为优势种，在群落更新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
３．２．７　 其他区系的不同样地对比

８ 区北温带分布、９ 区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１２ 区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及其变型等 ３ 个区系在雷

州半岛地区的物种多样性低，为零星分布，在雷州半岛群落中普遍处于劣势地位，廉江根竹嶂除外（表 ８）。 主

要因为廉江根竹嶂是云开大山支脉，受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影响，为典型的热带亚热带原始森林植被，以 ８ 区

北温带分布的米槠树种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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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ｔｉ
ｓ

ｔｉｍ
ｏｒ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３

８７
毛

果
算

盘
子

Ｇｌ
ｏｃ
ｈｉ
ｄｉ
ｏｎ

ｅｒ
ｉｏ
ｃａ
ｒｐ
ｕｍ

０．
０３

４６
纤

枝
槌

果
藤

Ｃａ
ｐｐ
ａｒ
ｉｓ

ｖｉｍ
ｉｎ
ｅａ

０．
０４

５８
九

节
Ｐｓ
ｙｃ
ｈｏ
ｔｒｉ
ａ

ａｓ
ｉａ
ｔｉｃ
ａ

０．
０３

０３
毛

果
巴

豆
Ｃｒ
ｏｔ
ｏｎ

ｌａ
ｃｈ
ｎｏ
ｃａ
ｒｐ
ｕｓ

０．
０３

２５

簕
欓

花
椒

Ｚａ
ｎｔ
ｈｏ
ｘｙ
ｌｕ
ｍ

ａｖ
ｉｃｅ

ｎｎ
ａｅ

０．
０３

０７
朴

树
Ｃｅ
ｌｔｉ
ｓｓ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５

３４
假

苹
婆

Ｓｔ
ｅｒ
ｃｕ
ｌｉａ

ｌａ
ｎｃ
ｅｏ
ｌａ
ｔａ

０．
０３

８２
假

苹
婆

Ｓｔ
ｅｒ
ｃｕ
ｌｉａ

ｌａ
ｎｃ
ｅｏ
ｌａ
ｔａ

０．
０３

３９
樟

叶
朴

Ｃｅ
ｌｔｉ
ｓ

ｔｉｍ
ｏｒ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３

１４
山

杜
英

Ｅｌ
ａｅ
ｏｃ
ａｒ
ｐｕ
ｓ

ｓｙ
ｌｖｅ

ｓｔｒ
ｉｓ

０．
０２

６５
栓

叶
安

息
香

Ｓｔ
ｙｒ
ａｘ

ｓｕ
ｂｅ
ｒｉｆ
ｏｌ
ｉｕ
ｓ

０．
０２

４１

布
渣

叶
Ｍ
ｉｃｒ
ｏｃ
ｏｓ

ｐａ
ｎｉ
ｃｕ
ｌａ
ｔ ａ

０．
０２

８５
假

苹
婆

Ｓｔ
ｅｒ
ｃｕ
ｌｉａ

ｌａ
ｎｃ
ｅｏ
ｌａ
ｔａ

０．
０３

０２
小

叶
榕

Ｆｉ
ｃｕ
ｓ

ｃｏ
ｎｃ
ｉｎ
ｎａ

０．
０３

５６
对

叶
榕

Ｆｉ
ｃｕ
ｓｈ

ｉｓｐ
ｉｄ
ａ

０．
０２

６６
布

渣
叶

Ｍ
ｉｃｒ
ｏｃ
ｏｓ

ｐａ
ｎｉ
ｃｕ
ｌａ
ｔａ

０．
０２

９２
笔

管
榕

Ｆｉ
ｃｕ
ｓ

ｓｕ
ｂｐ
ｉｓｏ

ｃａ
ｒｐ
ａ

０．
０１

８９
假

苹
婆

Ｓｔ
ｅｒ
ｃｕ
ｌｉａ

ｌａ
ｎｃ
ｅｏ
ｌａ
ｔａ

０．
０２

３３

乌
桕

Ｔｒ
ｉａ
ｄｉ
ｃａ

ｓｅ
ｂｉ
ｆｅｒ
ａ

０．
０２

７４
羊

蹄
甲

Ｂａ
ｕｈ

ｉｎ
ｉａ

ｐｕ
ｒｐ
ｕｒ
ｅａ

０．
０２

７４
朴

树
Ｃｅ
ｌｔｉ
ｓｓ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３

４８
布

渣
叶

Ｍ
ｉｃｒ
ｏｃ
ｏｓ

ｐａ
ｎｉ
ｃｕ
ｌａ
ｔａ

０．
０２

３３
光

叶
柿

Ｄｉ
ｏｓ
ｐｙ
ｒｏ
ｓ

ｄｉ
ｖｅ
ｒｓｉ
ｌｉｍ

ｂａ
０．
０２

１９
鹅

掌
柴

Ｓｃ
ｈｅ
ｆｆｌ
ｅｒ
ａ

ｈｅ
ｐｔ
ａｐ
ｈｙ
ｌｌａ

０．
０１

８６
山

乌
桕

Ｔｒ
ｉａ
ｄｉ
ｃａ

ｃｏ
ｃｈ
ｉｎ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１

８５

鹅
掌

柴
Ｓｃ
ｈｅ
ｆｆｌ
ｅｒ
ａ

ｏｃ
ｔｏ
ｐｈ
ｙｌ
ｌａ

０．
０２

１３
朴

树
Ｔｅ
ｒｍ

ｉｎ
ａｌ
ｉａ

ｃａ
ｔａ
ｐｐ
ａ

０．
０２

７２
银

合
欢

Ｌｅ
ｕｃ
ａｅ
ｎａ

ｌｅｕ
ｃｏ
ｃｅ
ｐｈ
ａｌ
ａ

０．
０２

８５
三

脉
马

钱
Ｓｔ
ｒｙ
ｃｈ
ｎｏ
ｓ

ｃａ
ｔｈ
ａｙ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２

１４
艾

胶
算

盘
子

Ｇｌ
ｏｃ
ｈｉ
ｄｉ
ｏｎ

ｌａ
ｎｃ
ｅｏ
ｌａ
ｒｉｕ

ｍ
０．
０１

９２
布

渣
叶

Ｍ
ｉｃｒ
ｏｃ
ｏｓ

ｐａ
ｎｉ
ｃｕ
ｌａ
ｔａ

０．
０１

７５
脚

骨
脆

Ｃａ
ｓｅ
ａｒ
ｉａ

ｖｅ
ｌｕ
ｔｉｎ

ａ
０．
００

９４

裸
花

紫
珠

Ｃａ
ｌｌｉ
ｃａ
ｒｐ
ａ

ｎｕ
ｄｉ
ｆｌｏ
ｒａ

０．
０１

６６
九

节
Ｐｓ
ｙｃ
ｈｏ
ｔｒｉ
ａ

ａｓ
ｉａ
ｔｉｃ
ａ

０．
０２

３９
大

果
榕

Ｆｉ
ｃｕ
ｓ

ａｕ
ｒｉｃ
ｕｌ
ａｔ
ａ

０．
０１

５３
九

节
龙

Ａｒ
ｄｉ
ｓｉａ

ｐｕ
ｓｉｌ
ｌａ

０．
０１

９２
对

叶
榕

Ｆｉ
ｃｕ
ｓｈ

ｉｓｐ
ｉｄ
ａ

０．
０１

４８

对
叶

榕
Ｆｉ
ｃｕ
ｓｈ

ｉｓｐ
ｉｄ
ａ

０．
０２

２０
鹅

掌
柴

Ｓｃ
ｈｅ
ｆｆｌ
ｅｒ
ａ

ｈｅ
ｐｔ
ａｐ
ｈｙ
ｌｌａ

０．
０１

２７
假

苹
婆

Ｓｔ
ｅｒ
ｃｕ
ｌｉａ

ｌａ
ｎｃ
ｅｏ
ｌａ
ｔａ

０．
００

８７

光
荚

含
羞

草
Ｍ
ｉｍ
ｏｓ
ａ

ｂｉ
ｍ
ｕｃ
ｒｏ
ｎａ

ｔａ
０．
０１

２３
丛

花
山

矾
Ｓｙ
ｍ
ｐｌ
ｏｃ
ｏｓ

ｐｏ
ｉｌａ

ｎｅ
ｉ

０．
００

４７

对
叶

榕
Ｆｉ
ｃｕ
ｓｈ

ｉｓｐ
ｉｄ
ａ

０．
０１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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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湛
江

云
脚

村
湛

江
湖

光
岩

雷
州

鹰
峰

岭
雷

州
足

荣
村

徐
闻

双
洋

村
廉

江
根

竹
嶂

廉
江

高
桥

廉
江

谢
鞋

山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黄
槿

Ｈｉ
ｂｉ
ｓｃ
ｕｓ

ｔｉｌ
ｉａ
ｃｅ
ｕｓ

０．
００

７９

破
布

木
Ｃｏ

ｒｄ
ｉａ

ｄｉ
ｃｈ
ｏｔ
ｏｍ

ａ
０．
００

６３

榄
仁

Ｔｅ
ｒｍ

ｉｎ
ａｌ
ｉａ

ｃａ
ｔａ
ｐｐ
ａ

０．
００

５７

华
南

青
皮

木
Ｓｃ
ｈｏ
ｅｐ
ｆｉａ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０

４５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１９

４１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４２

６１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４１

９７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１７

８１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２１

６０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０７

１２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１７

２３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２１

７９

　
　

注
：以

当
地

生
长

为
实

际
，字

体
加

粗
为

乔
木

，不
加

粗
为

灌
木

或
小

乔
木

，斜
体

为
木

质
藤

本
；Ｔ

ｒ＝
重

要
值

。
以

下
类

同

表
３　

第
３
区
系
不
同
样
地
区
系
重
要
值
分
析

Ｔａ
ｂｌ
ｅ
３　

Ｔｈ
ｅ
３
ｆｌｏ

ｒａ
ａｎ

ａｌ
ｙｓ
ｉｓ

ｏｆ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ｃｏ
ｍ
ｍ
ｕｎ

ｉｔｙ
ｉｎ
ｄｅ
ｘ
ｉｎ

ｄｉ
ｆｆｅ

ｒｅ
ｎｔ

ｐｌ
ｏｔ
ｓ

湛
江

云
脚

村
湛

江
湖

光
岩

雷
州

鹰
峰

岭
雷

州
足

荣
村

徐
闻

双
洋

村
廉

江
根

竹
嶂

廉
江

高
桥

廉
江

谢
鞋

山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潺
槁

树
Ｌｉ
ｔｓｅ
ａ

ｇｌ
ｕｔ
ｉｎ
ｏｓ
ａ

０．
０１

７９
海

南
萝

芙
木

Ｒａ
ｕｖ
ｏｌ
ｆｉａ

ｖｅ
ｒｔｉ
ｃｉｌ
ｌａ
ｔａ

０．
０９

００
海

南
萝

芙
木

Ｒａ
ｕｖ
ｏｌ
ｆｉａ

ｖｅ
ｒｔｉ
ｃｉｌ
ｌａ
ｔａ

０．
００

６６
潺

槁
树

Ｌｉ
ｔｓｅ
ａ

ｇｌ
ｕｔ
ｉｎ
ｏｓ
ａ

０．
０２

２７
潺

槁
树

０．
０２

０５
潺

槁
树

Ｌｉ
ｔｓｅ
ａ

ｇｌ
ｕｔ
ｉｎ
ｏｓ
ａ

０．
０２

７５
乌

心
楠

Ｐｈ
ｏｅ
ｂｅ

ｔａ
ｖｏ
ｙａ
ｎａ

０．
０１

７３

假
柿

木
姜

子
Ｌｉ
ｔｓｅ
ａ

ｍ
ｏｎ
ｏｐ
ｅｔａ

ｌａ
０．
０１

２３
潺

槁
树

Ｌｉ
ｔｓｅ
ａ

ｇｌ
ｕｔ
ｉｎ
ｏｓ
ａ

０．
０４

０６
潺

槁
树

Ｌｉ
ｔｓｅ
ａ

ｇｌ
ｕｔ
ｉｎ
ｏｓ
ａ

０．
００

４８
假

柿
木

姜
子

Ｌｉ
ｔｓｅ
ａ

ｍ
ｏｎ
ｏｐ
ｅｔａ

ｌａ
０．
０２

４２
潺

槁
树

Ｌｉ
ｔｓｅ
ａ

ｇｌ
ｕｔ
ｉｎ
ｏｓ
ａ

０．
０１

４９

豺
皮

樟
Ｌｉ
ｔｓｅ
ａ

ｒｏ
ｔｕ
ｎｄ

ｉｆｏ
ｌｉａ

０．
０２

１９

格
药

柃
Ｅｕ

ｒｙ
ａ

ｍ
ｕｒ
ｉｃａ

ｔａ
０．
００

２６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０２

９６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１３

０６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０１

１４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０２

２７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０２

０５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０７

６２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０３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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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第
４
区
系
不
同
样
地
区
系
重
要
值
分
析

Ｔａ
ｂｌ
ｅ
４　

Ｔｈ
ｅ
４
ｆｌｏ

ｒａ
ａｎ

ａｌ
ｙｓ
ｉｓ

ｏｆ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ｃｏ
ｍ
ｍ
ｕｎ

ｉｔｙ
ｉｎ
ｄｅ
ｘ
ｉｎ

ｄｉ
ｆｆｅ

ｒｅ
ｎｔ

ｐｌ
ｏｔ

湛
江

云
脚

村
湛

江
湖

光
岩

雷
州

鹰
峰

岭
雷

州
足

荣
村

徐
闻

双
洋

村
廉

江
根

竹
嶂

廉
江

高
桥

廉
江

谢
鞋

山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乌
墨

Ｓｙ
ｚｙ
ｇｉ
ｕｍ

ｃｕ
ｍ
ｉｎ
ｉ

０．
０４

９７
苦

楝
Ｍ
ｅｌｉ
ａ

ａｚ
ｅｄ
ａｒ
ａｃ
ｈ

０．
０４

５５
竹

节
树

Ｃａ
ｒａ
ｌｌｉ
ａ

ｂｒ
ａｃ
ｈｉ
ａｔ
ａ

０．
１２

９２
乌

墨
Ｓｙ
ｚｙ
ｇｉ
ｕｍ

ｃｕ
ｍ
ｉｎ
ｉ

０．
０５

４２
粗

糠
柴

Ｍ
ａｌ
ｌｏ
ｔｕ
ｓ

ｐｈ
ｉｌｉ
ｐｐ
ｅｎ
ｓｉｓ

０．
１０

９７
橄

榄
Ｃａ

ｎａ
ｒｉｕ

ｍ
ａｌ
ｂｕ
ｍ

０．
０９

４８
楹

树
Ａｌ
ｂｉ
ｚｉａ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６

４８
橄

榄
Ｃａ

ｎａ
ｒｉｕ

ｍ
ａｌ
ｂｕ
ｍ

０．
０９

５６

楹
树

Ａｌ
ｂｉ
ｚｉａ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４

８５
箣

柊
Ｓｃ
ｏｌ
ｏｐ
ｉａ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３

４７
广

东
刺

柊
Ｓｃ
ｏｌ
ｏｐ
ｉａ

ｓａ
ｅｖ
ａ

０．
０２

０３
楹

树
Ａｌ
ｂｉ
ｚｉａ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４

２９
见

血
封

喉
Ａｎ

ｔｉａ
ｒｉｓ

ｔｏ
ｘｉ
ｃａ
ｒｉａ

０．
０７

９９
竹

节
树

Ｃａ
ｒａ
ｌｌｉ
ａ

ｂｒ
ａｃ
ｈｉ
ａｔ
ａ

０．
０３

２７
红

鳞
蒲

桃
Ｓｙ
ｚｙ
ｇｉ
ｕｍ

ｈａ
ｎｃ
ｅｉ

０．
０４

５
粗

毛
野

桐
Ｈａ

ｎｃ
ｅａ

ｈｏ
ｏｋ
ｅｒ
ｉａ
ｎａ

０．
０３

５１

台
琼

海
桐

Ｐｉ
ｔｔｏ
ｓｐ
ｏｒ
ｕｍ

ｐｅ
ｎｔ
ａｎ

ｄｒ
ｕｍ

０．
０３

２１
石

岩
枫

Ｍ
ａｌ
ｌｏ
ｔｕ
ｓ

ｒｅ
ｐａ
ｎｄ

ｕｓ
０．
０２

７７
台

琼
海

桐
Ｐｉ
ｔｔｏ
ｓｐ
ｏｒ
ｕｍ

ｐｅ
ｎｔ
ａｎ

ｄｒ
ｕｍ

０．
０１

８０
土

坛
树

Ａｌ
ａｎ

ｇｉ
ｕｍ

ｓａ
ｌｖｉ
ｉｆｏ
ｌｉｕ

ｍ
０．
０２

７１
倒

吊
笔

Ｗ
ｒｉｇ

ｈｔ
ｉａ

ｐｕ
ｂｅ
ｓｃ
ｅｎ
ｓ

０．
０４

６８
暗

罗
Ｐｏ

ｌｙ
ａｌ
ｔｈ
ｉａ

ｓｕ
ｂｅ
ｒｏ
ｓａ

０．
０４

４
绒

毛
野

桐
Ｍ
ａｌ
ｌｏ
ｔｕ
ｓ

ｏｒ
ｅｏ
ｐｈ
ｉｌｕ

ｓ
０．
０１

８８

土
坛

树
Ａｌ
ａｎ

ｇｉ
ｕｍ

ｓａ
ｌｖｉ
ｉｆｏ
ｌｉｕ

ｍ
０．
０３

１２
粗

糠
柴

Ｍ
ａｌ
ｌｏ
ｔｕ
ｓ

ｐｈ
ｉｌｉ
ｐｐ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２

６０
暗

罗
Ｐｏ

ｌｙ
ａｌ
ｔｈ
ｉａ

ｓｕ
ｂｅ
ｒｏ
ｓａ

０．
０１

４５
粗

糠
柴

Ｍ
ａｌ
ｌｏ
ｔｕ
ｓ

ｐｈ
ｉｌｉ
ｐｐ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２

５４
暗

罗
Ｐｏ

ｌｙ
ａｌ
ｔｈ
ｉａ

ｓｕ
ｂｅ
ｒｏ
ｓａ

０．
０３

６４
橄

榄
Ｃａ

ｎａ
ｒｉｕ

ｍ
ａｌ
ｂｕ
ｍ

０．
０２

９２
乌

榄
Ｃａ

ｎａ
ｒｉｕ

ｍ
ｐｉ
ｍ
ｅｌａ

０．
０１

８６

苦
楝

Ｍ
ｅｌｉ
ａ

ａｚ
ｅｄ
ａｒ
ａｃ
ｈ

０．
０２

８８
土

坛
树

Ａｌ
ａｎ

ｇｉ
ｕｍ

ｓａ
ｌｖｉ
ｉｆｏ
ｌｉｕ

ｍ
０．
０１

２０
倒

吊
笔

Ｗ
ｒｉｇ

ｈｔ
ｉａ

ｐｕ
ｂｅ
ｓｃ
ｅｎ
ｓ

０．
０２

０４
橄

榄
Ｃａ

ｎａ
ｒｉｕ

ｍ
ａｌ
ｂｕ
ｍ

０．
０２

３５
白

车
Ｓｙ
ｚｙ
ｇｉ
ｕｍ

ｌｅｖ
ｉｎ
ｅｉ

０．
０２

４４
假

桂
乌

口
树

Ｔａ
ｒｅ
ｎｎ
ａ

ａｔ
ｔｅｎ

ｕａ
ｔａ

０．
０１

８２

粗
糠

柴
Ｍ
ａｌ
ｌｏ
ｔｕ
ｓ

ｐｈ
ｉｌｉ
ｐｐ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２

５５
露

兜
树

Ｐａ
ｎｄ

ａｎ
ｕｓ

ｔｅｃ
ｔｏ
ｒｉｕ

ｓ
０．
０１

１９
土

坛
树

Ａｌ
ａｎ

ｇｉ
ｕｍ

ｓａ
ｌｖｉ
ｉｆｏ
ｌｉｕ

ｍ
０．
０１

８４
红

枝
蒲

桃
Ｓｙ
ｚｙ
ｇｉ
ｕｍ

ｒｅ
ｈｄ
ｅｒ
ｉａ
ｎｕ
ｍ

０．
０２

３８
红

枝
蒲

桃
Ｓｙ
ｚｙ
ｇｉ
ｕｍ

ｒｅ
ｈｄ
ｅｒ
ｉａ
ｎｕ
ｍ

０．
０１

７８

竹
节

树
Ｃａ

ｒａ
ｌｌｉ
ａ

ｂｒ
ａｃ
ｈｉ
ａｔ
ａ

０．
０１

９３
白

桐
树

Ｃｌ
ａｏ
ｘｙ
ｌｏ
ｎ

ｉｎ
ｄｉ
ｃｕ
ｍ

０．
０１

１９
见

血
封

喉
Ａｎ

ｔｉａ
ｒｉｓ

ｔｏ
ｘｉ
ｃａ
ｒｉａ

０．
０２

１２
茜

树
Ａｉ
ｄｉ
ａ

ｃｏ
ｃｈ
ｉｎ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１

７８

见
血

封
喉

Ａｎ
ｔｉａ

ｒｉｓ
ｔｏ
ｘｉ
ｃａ
ｒｉａ

０．
０１

６４
苦

楝
Ｍ
ｅｌｉ
ａ

ａｚ
ｅｄ
ａｒ
ａｃ
ｈ

０．
００

４９
竹

节
树

Ｃａ
ｒａ
ｌｌｉ
ａ

ｂｒ
ａｃ
ｈｉ
ａｔ
ａ

０．
０１

９７
红

鳞
蒲

桃
Ｓｙ
ｚｙ
ｇｉ
ｕｍ

ｈａ
ｎｃ
ｅｉ

０．
０１

７４

红
枝

蒲
桃

Ｓｙ
ｚｙ
ｇｉ
ｕｍ

ｒｅ
ｈｄ

ｅｒ
ｉａ
ｎｕ

ｍ
０．
０１

５７
海

南
蒲

桃
Ｓｙ
ｚｙ
ｇｉ
ｕｍ

ｈａ
ｉｎ
ａｎ
ｅｎ
ｓｅ

０．
０１

９４
蒲

桃
Ｓｙ
ｚｙ
ｇｉ
ｕｍ

ｊａ
ｍ
ｂｏ
ｓ

０．
０１

２３

苦
楝

Ｍ
ｅｌｉ
ａ

ａｚ
ｅｄ
ａｒ
ａｃ
ｈ

０．
０１

８１
箣

柊
Ｓｃ
ｏｌ
ｏｐ
ｉａ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１

０４

土
坛

树
Ａｌ
ａｎ
ｇｉ
ｕｍ

ｓａ
ｌｖｉ
ｉｆｏ
ｌｉｕ

ｍ
０．
０１

２６
粗

叶
木

蒲
桃

Ｓｙ
ｚｙ
ｇｉ
ｕｍ

ｌａ
ｓｉａ

ｎｔ
ｈｉ
ｆｏｌ
ｉｕ
ｍ

０．
００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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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湛
江

云
脚

村
湛

江
湖

光
岩

雷
州

鹰
峰

岭
雷

州
足

荣
村

徐
闻

双
洋

村
廉

江
根

竹
嶂

廉
江

高
桥

廉
江

谢
鞋

山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倒
吊

笔
Ｗ
ｒｉｇ

ｈｔ
ｉａ

ｐｕ
ｂｅ
ｓｃ
ｅｎ
ｓ

０．
０１

１７
海

南
蒲

桃
Ｓｙ
ｚｙ
ｇｉ
ｕｍ

ｈａ
ｉｎ
ａｎ
ｅｎ
ｓｅ

０．
００

９１

海
南

白
桐

树
Ｃｌ
ａｏ
ｘｙ
ｌｏ
ｎ

ｈａ
ｉｎ
ａｎ
ｅｎ
ｓｅ

０．
００

４４
竹

节
树

Ｃａ
ｒａ
ｌｌｉ
ａ

ｂｒ
ａｃ
ｈｉ
ａｔ
ａ

０．
００

８９

猪
肚

木
Ｃａ

ｎｔ
ｈｉ
ｕｍ

ｈｏ
ｒｒｉ
ｄｕ
ｍ

０．
００

８１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２６

７１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１３

３９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２２

２７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１７

００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３１

４７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１２

７５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３３

３９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２９

７２

表
５　

第
５
区
系
不
同
样
地
区
系
重
要
值
分
析

Ｔａ
ｂｌ
ｅ
５　

Ｔｈ
ｅ
５
ｆｌｏ

ｒａ
ａｎ

ａｌ
ｙｓ
ｉｓ

ｏｆ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ｃｏ
ｍ
ｍ
ｕｎ

ｉｔｙ
ｉｎ
ｄｅ
ｘ
ｉｎ

ｄｉ
ｆｆｅ

ｒｅ
ｎｔ

ｐｌ
ｏｔ

湛
江

云
脚

村
湛

江
湖

光
岩

雷
州

鹰
峰

岭
雷

州
足

荣
村

徐
闻

双
洋

村
廉

江
根

竹
嶂

廉
江

高
桥

廉
江

谢
鞋

山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阴
香

Ｃｉ
ｎｎ

ａｍ
ｏｍ

ｕｍ
ｂｕ
ｒｍ

ａｎ
ｎｉ
ｉ

０．
１４

５６
阴

香
Ｃｉ
ｎｎ

ａｍ
ｏｍ

ｕｍ
ｂｕ
ｒｍ

ａｎ
ｎｉ
ｉ

０．
０３

７５
鱼

尾
葵

Ｃａ
ｒｙ
ｏｔ
ａ

ｍ
ａｘ
ｉｍ
ａ

０．
０８

１５
阴

香
Ｃｉ
ｎｎ

ａｍ
ｏｍ

ｕｍ
ｂｕ
ｒｍ

ａｎ
ｎｉ
ｉ

０．
１３

３９
海

红
豆

Ａｄ
ｅｎ
ａｎ

ｔｈ
ｅｒ
ａ

ｍ
ｉｃｒ
ｏｓ
ｐｅ
ｒｍ

ａ
０．
０８

１３
樟

树
Ｃｉ
ｎｎ

ａｍ
ｏｍ

ｕｍ
ｂｏ
ｄｉ
ｎｉ
ｅｒ
ｉ

０．
０４

２４
樟

树
Ｃｉ
ｎｎ
ａｍ

ｏｍ
ｕｍ

ｂｏ
ｄｉ
ｎｉ
ｅｒ
ｉ

０．
０２

２６
海

红
豆

Ａｄ
ｅｎ
ａｎ
ｔｈ
ｅｒ
ａ

ｍ
ｉｃｒ
ｏｓ
ｐｅ
ｒｍ

ａ
０．
０８

０６

樟
树

Ｃｉ
ｎｎ

ａｍ
ｏｍ

ｕｍ
ｂｏ
ｄｉ
ｎｉ
ｅｒ
ｉ

０．
０９

８６
阴

香
Ｃｉ
ｎｎ

ａｍ
ｏｍ

ｕｍ
ｂｕ
ｒｍ

ａｎ
ｎｉ
ｉ

０．
０２

７１
樟

树
Ｃｉ
ｎｎ

ａｍ
ｏｍ

ｕｍ
ｂｏ
ｄｉ
ｎｉ
ｅｒ
ｉ

０．
１０

３２
滨

木
患

Ａｒ
ｙｔ
ｅｒ
ａ

ｌｉｔ
ｔｏ
ｒａ
ｌｉｓ

０．
０２

５４
山

油
柑

Ａｃ
ｒｏ
ｎｙ
ｃｈ
ｉａ

ｐｅ
ｄｕ

ｎｃ
ｕｌ
ａｔ
ａ

０．
０２

５４
风

吹
楠

Ｈｏ
ｒｓｆ
ｉｅｌ
ｄｉ
ａ

ａｍ
ｙｇ
ｄａ
ｌｉｎ

ａ
０．
０２

２５
樟

树
Ｃｉ
ｎｎ
ａｍ

ｏｍ
ｕｍ

ｂｏ
ｄｉ
ｎｉ
ｅｒ
ｉ

０．
０４

１４

短
穗

鱼
尾

葵
Ｃａ

ｒｙ
ｏｔ
ａ

ｍ
ｉｔｉ
ｓ

０．
０２

２０
广

东
酒

饼
簕

Ａｔ
ａｌ
ａｎ

ｔｉａ
ｋｗ
ａｎ
ｇｔ
ｕｎ
ｇｅ
ｎｓ
ｉｓ

０．
００

４９
海

红
豆

Ａｄ
ｅｎ
ａｎ

ｔｈ
ｅｒ
ａ

ｍ
ｉｃｒ
ｏｓ
ｐｅ
ｒｍ

ａ
０．
０４

７７
短

穗
鱼

尾
葵

Ｃａ
ｒｙ
ｏｔ
ａ

ｍ
ｉｔｉ
ｓ

０．
０２

４４
非

洲
楝

Ｋｈ
ａｙ
ａ

ｓｅ
ｎｅ
ｇａ

ｌ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２

１６
阴

香
Ｃｉ
ｎｎ
ａｍ

ｏｍ
ｕｍ

ｂｕ
ｒｍ

ａｎ
ｎｉ
ｉ

０．
０１

９７
山

油
柑

Ａｃ
ｒｏ
ｎｙ
ｃｈ
ｉａ

ｐｅ
ｄｕ
ｎｃ
ｕｌ
ａｔ
ａ

０．
０３

３

山
油

柑
Ａｃ
ｒｏ
ｎｙ
ｃｈ
ｉａ

ｐｅ
ｄｕ

ｎｃ
ｕｌ
ａｔ
ａ

０．
０１

９９
短

穗
鱼

尾
葵

Ｃａ
ｒｙ
ｏｔ
ａ

ｍ
ｉｔｉ
ｓ

０．
０２

０３
短

穗
鱼

尾
葵

Ｃａ
ｒｙ
ｏｔ
ａ

ｍ
ｉｔｉ
ｓ

０．
０１

０４

短
穗

鱼
尾

葵
Ｃａ

ｒｙ
ｏｔ
ａ

ｍ
ｉｔｉ
ｓ

０．
０７

４０
阴

香
Ｃｉ
ｎｎ

ａｍ
ｏｍ

ｕｍ
ｂｕ
ｒｍ

ａｎ
ｎｉ
ｉ

０．
００

３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２６

６２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０３

７５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１１

３５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３７

８７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１３

１１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１１

２７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０７

５２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１５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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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第
６
区
系
不
同
样
地
区
系
重
要
值
分
析

Ｔａ
ｂｌ
ｅ
６　

Ｔｈ
ｅ
６
ｆｌｏ

ｒａ
ａｎ

ａｌ
ｙｓ
ｉｓ

ｏｆ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ｃｏ
ｍ
ｍ
ｕｎ

ｉｔｙ
ｉｎ
ｄｅ
ｘ
ｉｎ

ｄｉ
ｆｆｅ

ｒｅ
ｎｔ

ｐｌ
ｏｔ

湛
江

云
脚

村
湛

江
湖

光
岩

雷
州

鹰
峰

岭
雷

州
足

荣
村

徐
闻

双
洋

村
廉

江
根

竹
嶂

廉
江

高
桥

廉
江

谢
鞋

山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岭
南

山
竹

子
Ｇａ

ｒｃ
ｉｎ
ｉａ

ｏｂ
ｌｏ
ｎｇ

ｉｆｏ
ｌｉａ

０．
０３

６９
厚

皮
树

Ｌａ
ｎｎ

ｅａ
ｃｏ
ｒｏ
ｍ
ａｎ

ｄｅ
ｌｉｃ
ａ

０．
０５

０５
厚

皮
树

Ｌａ
ｎｎ

ｅａ
ｃｏ
ｒｏ
ｍ
ａｎ
ｄｅ
ｌｉｃ
ａ

０．
０３

２９
白

树
Ｓｕ

ｒｅ
ｇａ

ｄａ
ｍ
ｕｌ
ｔｉｆ
ｌｏ
ｒａ

０．
０２

５７
猫

尾
木

Ｍ
ａｒ
ｋｈ
ａｍ

ｉａ
ｓｔｉ
ｐｕ
ｌａ
ｔａ

０．
０５

３１
岭

南
山

竹
子

Ｇａ
ｒｃ
ｉｎ
ｉａ

ｏｂ
ｌｏ
ｎｇ

ｉｆｏ
ｌｉａ

０．
０４

３７
杨

桐
Ａｄ

ｉｎ
ａｎ
ｄｒ
ａ

ｍ
ｉｌｌ
ｅｔｔ
ｉｉ

０．
０１

２８

厚
皮

树
Ｌａ

ｎｎ
ｅａ

ｃｏ
ｒｏ
ｍ
ａｎ

ｄｅ
ｌｉｃ
ａ

０．
０２

３２
土

蜜
树

Ｂｒ
ｉｄ
ｅｌｉ
ａ

ｔｏ
ｍ
ｅｎ
ｔｏ
ｓａ

０．
０４

５７
土

蜜
树

Ｂｒ
ｉｄ
ｅｌｉ
ａ

ｔｏ
ｍ
ｅｎ
ｔｏ
ｓａ

０．
０１

７９

山
竹

子
Ｃｏ
ｒｅｔ
ｈｒ
ｏｄ
ｅｎ
⁃

ｄｒ
ｏｎ

ｆｒｕ
ｔｉｃ
ｏＳ
ｕｎ

０．
０２

１６
厚

皮
树

Ｌａ
ｎｎ

ｅａ
ｃｏ
ｒｏ
ｍ
ａｎ

ｄｅ
ｌｉｃ
ａ

０．
０２

１２
厚

皮
树

Ｌａ
ｎｎ

ｅａ
ｃｏ
ｒｏ
ｍ
ａｎ

ｄｅ
ｌｉｃ
ａ

０．
０１

２９
白

树
Ｓｕ
ｒｅ
ｇａ
ｄａ

ｍ
ｕｌ
ｔｉｆ
ｌｏ
ｒａ

０．
０１

１８

土
蜜

树
Ｂｒ
ｉｄ
ｅｌｉ
ａ

ｔｏ
ｍ
ｅｎ
ｔｏ
ｓａ

０．
０１

６６
白

树
Ｓｕ

ｒｅ
ｇａ

ｄａ
ｍ
ｕｌ
ｔｉｆ
ｌｏ
ｒａ

０．
０１

２
岭

南
山

竹
子

Ｇａ
ｒｃ
ｉｎ
ｉａ

ｏｂ
ｌｏ
ｎｇ
ｉｆｏ
ｌｉａ

０．
００

８１

土
蜜

树
Ｂｒ
ｉｄ
ｅｌｉ
ａ

ｔｏ
ｍ
ｅｎ
ｔｏ
ｓａ

０．
００

９７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０７

６７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０９

６２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０５

０８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０４

７３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０７

４２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０７

８３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０３

２７

表
７　

第
７
区
系
不
同
样
地
区
系
重
要
值
分
析

Ｔａ
ｂｌ
ｅ
７　

Ｔｈ
ｅ
７
ｆｌｏ

ｒａ
ａｎ

ａｌ
ｙｓ
ｉｓ

ｏｆ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ｃｏ
ｍ
ｍ
ｕｎ

ｉｔｙ
ｉｎ
ｄｅ
ｘ
ｉｎ

ｄｉ
ｆｆｅ

ｒｅ
ｎｔ

ｐｌ
ｏｔ

湛
江

云
脚

村
湛

江
湖

光
岩

雷
州

鹰
峰

岭
雷

州
足

荣
村

徐
闻

双
洋

村
廉

江
根

竹
嶂

廉
江

高
桥

廉
江

谢
鞋

山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山
楝

Ａｐ
ｈａ

ｎａ
ｍ
ｉｘ
ｉｓ

ｐｏ
ｌｙ
ｓｔａ

ｃｈ
ｙａ

０．
０５

４４
黄

花
夹

竹
桃

Ｔｈ
ｅｖ
ｅｔｉ
ａ

ｐｅ
ｒｕ
ｖｉａ

ｎａ
０．
０４

６７
鹊

肾
树

Ｓｔ
ｒｅ
ｂｌ
ｕｓ

ａｓ
ｐｅ
ｒ

０．
０５

６８
幌

伞
枫

Ｈｅ
ｔｅｒ
ｏｐ
ａｎ

ａｘ
ｆｒａ

ｇｒ
ａｎ

ｓ
０．
０６

４５
山

楝
Ａｐ
ｈａ

ｎａ
ｍ
ｉｘ
ｉｓ

ｐｏ
ｌｙ
ｓｔａ

ｃｈ
ｙａ

０．
０７

３４
桂

木
Ａｒ
ｔｏ
ｃａ
ｒｐ
ｕｓ

ｎｉ
ｔｉｄ

ｕｓ
０．
０５

６
野

生
荔

枝
Ｌｉ
ｔｃｈ

ｉ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０．
１０

４８
银

柴
Ａｐ
ｏｒ
ｏｓ
ａ

ｄｉ
ｏｉ
ｃａ

０．
０７

２５

鹊
肾

树
Ｓｔ
ｒｅ
ｂｌ
ｕｓ

ａｓ
ｐｅ
ｒ

０．
０３

４６
野

生
龙

眼
Ｄｉ
ｍ
ｏｃ
ａｒ
ｐｕ
ｓ

ｌｏ
ｎｇ

ａｎ
０．
０３

１９
秋

枫
Ｂｉ
ｓｃ
ｈｏ
ｆｉａ

ｊａ
ｖａ
ｎｉ
ｃａ

０．
０４

５３
山

楝
Ａｐ
ｈａ

ｎａ
ｍ
ｉｘ
ｉｓ

ｐｏ
ｌｙ
ｓｔａ

ｃｈ
ｙａ

０．
０４

３６
毛

麻
楝

Ｃｈ
ｕｋ
ｒａ
ｓｉａ

ｔａ
ｂｕ
ｌａ
ｒｉｓ

０．
０６

０２
野

生
龙

眼
Ｄｉ
ｍ
ｏｃ
ａｒ
ｐｕ
ｓ

ｌｏ
ｎｇ

ａｎ
０．
０４

３８
猴

耳
环

Ａｒ
ｃｈ
ｉｄ
ｅｎ
ｄｒ
ｏｎ

ｃｌｙ
ｐｅ
ａｒ
ｉａ

０．
０３

９０
山

僵
Ｌｉ
ｎｄ
ｅｒ
ａ

ｒｅ
ｆｌｅ
ｘａ

０．
０５

０４

野
生

龙
眼

Ｄｉ
ｍ
ｏｃ
ａｒ
ｐｕ
ｓ

ｌｏ
ｎｇ

ａｎ
０．
０１

９２
幌

伞
枫

Ｈｅ
ｔｅｒ
ｏｐ
ａｎ

ａｘ
ｆｒａ

ｇｒ
ａｎ

ｓ
０．
０３

０６
野

生
龙

眼
Ｄｉ
ｍ
ｏｃ
ａｒ
ｐｕ
ｓ

ｌｏ
ｎｇ

ａｎ
０．
０２

４６
毛

黄
肉

楠
Ａｃ
ｔｉｎ

ｏｄ
ａｐ
ｈｎ

ｅ
ｐｉ
ｌｏ
ｓａ

０．
０３

８８
野

生
龙

眼
Ｄｉ
ｍ
ｏｃ
ａｒ
ｐｕ
ｓ

ｌｏ
ｎｇ

ａｎ
０．
０４

５１
鹊

肾
树

Ｓｔ
ｒｅ
ｂｌ
ｕｓ

ａｓ
ｐｅ
ｒ

０．
０３

７
土

沉
香

Ａｑ
ｕｉ
ｌａ
ｒｉａ

ｓｉｎ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３

７８
高

州
油

茶
Ｃａ

ｍ
ｅｌｌ
ｉａ

ｇａ
ｕｃ
ｈｏ
ｗｅ
ｎｓ
ｉｓ

０．
０４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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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湛
江

云
脚

村
湛

江
湖

光
岩

雷
州

鹰
峰

岭
雷

州
足

荣
村

徐
闻

双
洋

村
廉

江
根

竹
嶂

廉
江

高
桥

廉
江

谢
鞋

山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树
种

Ｓｐ
ｅｃ
ｉｅ
ｓ

重
要

值
ＩＶ

毛
黄

肉
楠

Ａｃ
ｔｉｎ

ｏｄ
ａｐ
ｈｎ

ｅ
ｐｉ
ｌｏ
ｓａ

０．
０１

６８
银

柴
Ａｐ
ｏｒ
ｏｓ
ａ

ｄｉ
ｏｉ
ｃａ

０．
０２

２６
幌

伞
枫

Ｈｅ
ｔｅｒ
ｏｐ
ａｎ
ａｘ

ｆｒａ
ｇｒ
ａｎ

ｓ
０．
０１

３２
鹊

肾
树

Ｓｔ
ｒｅ
ｂｌ
ｕｓ

ａｓ
ｐｅ
ｒ

０．
０２

９０
翻

白
叶

树
Ｐｔ
ｅｒ
ｏｓ
ｐｅ
ｒｍ

ｕｍ
ｈｅ
ｔｅｒ
ｏｐ
ｈｙ
ｌｌｕ

ｍ
０．
０４

５０
幌

伞
枫

Ｈｅ
ｔｅｒ
ｏｐ
ａｎ
ａｘ

ｆｒａ
ｇｒ
ａｎ

ｓ
０．
０２

４３
绒

毛
润

楠
Ｍ
ａｃ
ｈｉ
ｌｕ
ｓ

ｖｅ
ｌｕ
ｔｉｎ

ａ
０．
０３

１２

幌
伞

枫
Ｈｅ

ｔｅｒ
ｏｐ
ａｎ

ａｘ
ｆｒａ

ｇｒ
ａｎ

ｓ
０．
０１

６３
银

柴
Ａｐ
ｏｒ
ｏｓ
ａ

ｄｉ
ｏｉ
ｃａ

０．
０１

３１
银

柴
Ａｐ
ｏｒ
ｏｓ
ａ

ｄｉ
ｏｉ
ｃａ

０．
０２

７３
野

生
荔

枝
Ｌｉ
ｔｃｈ

ｉ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１

９７
黄

牛
木

Ｃｒ
ａｔ
ｏｘ
ｙｌ
ｕｍ

ｃｏ
ｃｈ
ｉｎ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ｅ

０．
０１

７１
黄

牛
木

Ｃｒ
ａｔ
ｏｘ
ｙｌ
ｕｍ

ｃｏ
ｃｈ
ｉｎ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ｅ

０．
０２

０６

山
胡

椒
Ｌｉ
ｎｄ

ｅｒ
ａ

ｇｌ
ａｕ

ｃａ
０．
００

９５
野

生
荔

枝
Ｌｉ
ｔｃｈ

ｉ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１

６
木

奶
果

Ｂａ
ｃｃ
ａｕ
ｒｅ
ａ

ｒａ
ｍ
ｉｆｌ
ｏｒ
ａ

０．
０１

５４

大
叶

山
楝

Ａｐ
ｈａ

ｎａ
ｍ
ｉｘ
ｉｓ

ｇｒ
ａｎ

ｄｉ
ｆｏ
ｌｉａ

０．
００

７８
银

柴
Ａｐ
ｏｒ
ｏｓ
ａ

ｄｉ
ｏｉ
ｃａ

０．
０１

５５
肉

实
树

Ｓａ
ｒｃ
ｏｓ
ｐｅ
ｒｍ

ａ
ｌａ
ｕｒ
ｉｎ
ｕｍ

０．
０１

３９

黄
牛

木
Ｃｒ
ａｔ
ｏｘ
ｙｌ
ｕｍ

ｃｏ
ｃｈ
ｉｎ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ｅ

０．
００

６９
毛

黄
肉

楠
Ａｃ
ｔｉｎ

ｏｄ
ａｐ
ｈｎ
ｅ

ｐｉ
ｌｏ
ｓａ

０．
００

６４
翻

白
叶

树
Ｐｔ
ｅｒ
ｏｓ
ｐｅ
ｒｍ

ｕｍ
ｈｅ
ｔｅｒ
ｏｐ
ｈｙ
ｌｌｕ

ｍ
０．
０１

２５

排
钱

树
Ｐｈ

ｙｌ
ｌｏ
ｄｉ
ｕｍ

ｐｕ
ｌｃｈ

ｅｌｌ
ｕｍ

０．
００

４７
山

小
桔

Ｇｌ
ｙｃ
ｏｓ
ｍ
ｉｓ

ｐａ
ｒｖ
ｉｆｌ
ｏｒ
ａ

０．
００

５９
广

东
山

胡
椒

Ｌｉ
ｎｄ
ｅｒ
ａ

ｋｗ
ａｎ
ｇｔ
ｕｎ
ｇｅ
ｎｓ
ｉｓ

０．
０１

２３

海
南

山
龙

眼
Ｈｅ

ｌｉｃ
ｉａ

ｈａ
ｉｎ
ａｎ

ｅｎ
ｓｉｓ

０．
００

３３
银

柴
Ａｐ
ｏｒ
ｏｓ
ａ

ｄｉ
ｏｉ
ｃａ

０．
０１

０７

硬
骨

藤
Ｐｙ

ｃｎ
ａｒ
ｒｈ
ｅｎ
ａ

ｐｏ
ｉｌａ

ｎｅ
ｉ

０．
００

８４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１４

１３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１３

１８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１８

１９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２０

３２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２４

３４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２２

５３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３０

６６
总

和
Ｓｕ

ｍ
０．
１６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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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其它区系不同样地区系重要值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８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ｆｌｏｒ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ｏｔ
８ 区 ８ ｆｌｏｒａ

湛江云脚村 湛江湖光岩 廉江谢鞋山

树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树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树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盐肤木 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０２５０ 楝叶吴茱萸 Ｅｕｏｄｉａ ｍｅｌｉａｅｆｏｌｉａ ０．０２３６ 楝叶吴茱萸 Ｅｕｏｄｉａ ｍｅｌｉａｅｆｏｌｉａ ０．０２７６

野漆树 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ｕｃｃｅｄａｎｅｕｍ ０．０２０３ 胡颓子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ｐｕｎｇｅｎｓ ０．０１０６

总和 Ｓｕｍ ０．０２５０ 总和 Ｓｕｍ ０．０４３９ 总和 Ｓｕｍ ０．０３８２
９ 区 ９ ｆｌｏｒａ １２ 区 １２ ｆｌｏｒａ

廉江根竹嶂 廉江高桥 廉江高桥

树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树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树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总和 Ｓｕｎ 米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 ０．４７８７ 鼠刺 Ｉｔ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００５１ 异株木樨榄 Ｏｌｅａ ｄｉｏｉｃａ ０．００１１

总和 Ｓｕｎ 总和 Ｓｕｍ ０．４７８７ 总和 Ｓｕｍ ０．００５１ 总和 Ｓｕｍ ０．００１１

４　 讨论

４．１　 雷州半岛 ８ 个区域样地物种群落指数的讨论

雷州半岛不同区域样地群落特征各不相同。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雷州半岛地区，除了海拔 ２１０ ｍ 立地条件

较为特殊的廉江根竹嶂，其他样地均以热带性区系成分为主，系具明显热带性质。 该结果与韩维栋等研究结

果一致［１６］，是合理和正确的。 本文所提出来的物种群落指数，有效分析与揭示雷州半岛 ８ 个重要的天然植被

区域样地森林区系树种组成的特征，何种区系树种在群落中占据主导地位。 研究一个样地或者一个区域的物

种群落指数，需要结合当地的立地条件、人为干扰、种间竞争、种内竞争以及区系植物竞争等多种内外界影响

因素加以深入分析，探寻之间的关系，哪种影响因素占主导，如何影响区系树种在群落中的分布等。
４．２　 同一区系不同区域样地对比分析结果讨论

第 ２ 区系树种在雷州半岛的群落构建中存在着生态环境越好，所占地位越低的趋势。 因此，该区系树种

对生态环境恢复有着重要影响，在生态恢复的群落演替前期占据主导地位。 韩维栋等［１５］研究结果表明，台风

是导致湛江湖光岩地区森林群落发生演替的一个重要因素。 该区系占主导地位，可能与台风干扰有关。
第 ３ 区系树种在所有的样地中与其它区系树种竞争时均不占优势，甚至在廉江根竹嶂样地不存在该区系

树种。 那么，究竟是什么影响因素导致该区系树种在雷州半岛地区群落中作为次要的存在，甚至并不存在呢，
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分析。 第 ６ 区系树种和第 ３ 区系分布类似，总体上在群落中不占优势。 那么究竟是

立地条件，还是种群竞争等何种因素导致两个区系的物种在雷州半岛地区占次要位置，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分析。
第 ４ 区系在雷州半岛分布较为侧重，所有样地均出现，在雷州鹰峰岭、徐闻双洋村、廉江高桥等样地以及

不同演替时期可占据重要地位。 由于该区以热带雨林、季雨林和稀树草原为主，终年炎热多雨，季节变化不明

显，植物全年生长，且气候条件在很长的地质时期内无多大变化，导致植物区系种类十分丰富，达 ４５００ 种以

上。 该区系的树种普遍适应雷州半岛地区，并呈现良好的适应性，可能与其土壤适应性强很有直接相关的关

系。 第 ７ 区系和第 ４ 区系分布类似，在雷州半岛地区广泛均衡分布，并在个别样地占据主导地位。
第 ５ 区系树种主要存在雷州半岛群落演替中后期，并在群落中占据主导的地位。 同时，雷州足荣村和徐

闻双洋村，两个样地距离 ５０ ｋｍ 以内，气候条件差异不大，而海拔相差 ４０ ｍ。 可能立地条件是导致两个样地

该区系树种差别较大原因。
８ 区系、９ 区系和 １２ 区系由于不适宜当地的环境条件，在群落中处于低下的地位。 那么，属于 ８ 区北温带

分布的米槠树种重要值高达 ０．４７８７，作为优势种存在，极为罕见，但究竟是何影响因素导致，需深入分析。

５　 结论

雷州半岛地区样地热带季雨林群落的树种组成与构建以热带性区系成分为主，具明显热带性质。 第 ２ 区

７４５８　 ２４ 期 　 　 　 韩维栋　 等：基于植物区系的雷州半岛天然林群落树种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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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重要值存在着生态环境越好，该区系所占群落比例越低的趋势；第 ３ 区系树种与其它区系树种竞争时均不

占优势，属于次要的存在；第 ４ 区系分布较为侧重，在不同演替时期可占据重要地位；第 ５ 区系主要存在雷州

半岛群落演替中后期，并在群落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 ６ 区系树种和第 ３ 区系分布类似。 第 ７ 区系和第 ４ 区系

分布类似。 ８ 区系、９ 区系和 １２ 区系群落树种指数为次要存在。 因此，物种群落指数能够较好的体现雷州半

岛样地各个区系树种在植物群落组成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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