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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不同纬度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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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亚热带气候区植被资源丰富，对其典型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分布随纬度和海拔变化规律的探索是一项非常有意义

的研究工作。 在亚热带区域按照纬度从高到低分别选取猫儿山、南岭和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的四个典型植物群落为研

究对象。 设立四个 １ｈｍ２样地，采用国家标准方法调查和监测。 通过对样地中胸径大于 １ｃｍ 的所有物种进行种⁃个体曲线分析，
对优势种进行径级分布分析，以及对四个群落进行一系列 α 多样性和 β 多样性指数的比较和分析，发现四个植物群落的物种多

样性随海拔和纬度变化趋势明显。 研究结果显示：（１）海拔的差异对于种⁃个体的分布起到关键作用，个体数随海拔变化更加明

显。 纬度从南到北单个体种的出现频率逐渐下降，而单个体种对群落物种多样性的贡献也在低海拔地区更为显著。 （２）海拔

接近的南岭样地和鼎湖山样地 α 多样性差异显著：由于所处演替阶段不同，以及鼎湖山样地受到人为干扰大，物种多样性反而

低于纬度较高的南岭样地。 同一纬度不同海拔的猫儿山两块样地相比较，处于中纬度的红军亭样地 α 多样性高于海拔偏高的

八角田样地。 （３）四个群落之间由于生境的差异，物种组成明显不同。 纬度和海拔对群落 β 多样性都有影响。 群落间纬度相

差越大，物种差异性越大。 相同纬度的样地之间海拔对其 β 多样性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海拔相近的群落，纬度不同也会造成物

种组成差异性显著。
关键词：亚热带森林； α 多样性； β 多样性； 纬度； 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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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相关机制一直是生态学、生物地理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的热点问题［１］。 研究森林

群落物种多样性在纬度梯度上的变化特征是揭示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因子两者相互关系的重要方式［２］。 有研

究通过数据挖掘发现物种丰富度与纬度有明显的负相关性，随纬度升高而降低。 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和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与纬度的关系同物种丰富度类似，均呈现出随纬度升高而降低的趋势；优势度与纬度之

间呈现正相关，即表现为随纬度升高优势度增大的趋势。 也有前人的研究证实：在排除经度干扰之后，植物群

落的物种多样性是随着纬度的升高而降低的，而植物群落物种重要值随着纬度的升高、物种多样性的降低，其
值是增大的，也就表明物种多样性低的植物群落中其优势树种很明显，此优势树种在该群落中也就起着主导

决定性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土壤含水率随纬度的升高会降低，这就表明纬度低的地区森林植被的含水量比

纬度高的地区要高［３］，故间接导致纬度低的群落其植物物种类型更多样化。
我国亚热带地区地域广阔，亚热带地区森林的物种多样性高于北美同纬度地区，而暖温带地区森林群落

的物种多样性低于北美同纬度地区［２，４］。 常绿阔叶林为我国亚热带森林的地带性植被，属于亚热带森林生物

多样性的主体。 但由于纬度分布和海拔等因素的不同，各常绿阔叶林群落的物种组成、优势种的优势度、以及

多样性程度都存在差异。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两广地区的猫儿山，南岭以及鼎湖山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的四个常绿阔叶林群落进行比较研究，探索不同纬度、海拔的群落多样性分布规律。 为亚热带，特别是南亚热

带森林群落的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选取在两广地区的猫儿山，南岭以及鼎湖山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境内，在东经 １１０°３０′，北纬 ２５°５６′，属中亚热带湿润山地季风气候区［５］，研
究样地位于保护区海拔 １８５０—１９５０ｍ 的八角田中山盆地和海拔 １４５０—１５００ｍ 的红军亭附近，文中分别称为

八角田样地和红军亭样地。 八角田样地属于常绿落叶针阔叶混交林，红军亭样地林型为常绿落叶阔叶混

交林。
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东省北部南岭山脉的核心地带。 东经 １１２°４１′—１１３°１５′，北纬 ２４°３９′—

２８°０８′。 南岭山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６］，样地取址于在大顶山保护站桐桥的丘陵低山常绿阔叶林区域内，海
拔 ４７９—５７９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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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东肇庆市东北郊，地处北回归线南侧，植被地带性独一无二，位于东经

１１２°３０′３９″—１１２°３３′４１″，北纬 ２３°０９′２１″—２３°１１′３０″，属南亚热带季风湿润型气候，样地植被类型为南亚热带

常绿季雨林，具有亚热带向热带林过渡的特征，海拔 ６００—７００ｍ［７］。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样地调查

在猫儿山自然保护区八角田、红军亭与南岭自然保护区大顶山保护站和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用相邻格子

法顺序取样分别设置建立 １００ ｍ × １００ ｍ 的方形样地，面积为 １ ｈｍ２，以 ２０ ｍ × ２０ ｍ 为大样方单元，共有 ２５
个大样方，用经纬仪精确测量后设立样方角桩，在每个样方的角桩上标明数字以辨别它在样地上的位置。 每

个样方内再划分成 １６ 个 ５ ｍ × ５ ｍ 的小样方（小格），对小样方同样按顺序进行编号。 之后对样地内的木本

植物（ＤＢＨ≥１ ｃｍ） 进行每木检尺，记录其种名、胸径、树高、枝下高、冠幅、生活型、环境因子，测定坐标并编号

挂永久标牌。
２．２　 种⁃个体曲线统计方法

在上述四个样地中，物种调查原始数据经过核对检验后，按巢氏取样法，首次随机取样 ２００ 株，统计其内

的物种数，而后每次增加 ２００ 株，直至取样 １ｈａ 样地全部植株而统计每次对应的物种数，把四个样地统计的一

系列数据对应到 ＸＹ 坐标图绘制成种⁃个体曲线。
２．３　 径级统计

按 ５ｃｍ 为基本单位进行径级划分和数据统计，即从 ０—５ｃｍ 为第一个径级计算此区间的植株个体数，５—
１０ｃｍ 为第二个径级，之后以此类推，统计后数据见图 ２。
２．４　 重要值计算

ＩＶ ＝ ＲＡ ＋ ＲＤ ＋ ＲＦ
式中 ＩＶ 为乔木树种的重要值，ＲＡ 为相对多度，等于样地中某种乔木的多度占样地内所有乔木株数之和的百

分比，ＲＡ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种群的能流、资源利用及生产力；ＲＤ 为相对显著度，是某乔木的显著度占样地所

有乔木总显著度的百分比，在某种程度上是植物利用及影响环境程度的指标；ＲＦ 为相对频度，是群落中某乔

木出现的频度占群落乔木出现总频度的百分比。
２．５　 多样性指数计算

本文选用 ３ 种 α 多样性指数进行衡量 ４ 个样地的物种多样性，依次为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指数［８］、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

数［９］、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１０］。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指数的计算公式：

Ｈ′ ＝ ∑
Ｓ

ｉ ＝ １
ｐｉ ｌｏｇ２（ｐｉ）

式中，ｐ 为物种 ｉ 的相对多度，Ｓ 为种研究样地中的物种数。
任意两个体其为不同物种的概率为 ｐ 时，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Ｄ ［９］：

Ｄ ＝ ∑ｐ２
ｉ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也常被称为优势度指数，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受优势种的影响。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值增大时候表

示多样性减小，因而又常把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表述为 １－Ｄ 或者 １ ／ Ｄ （本文用 １－Ｄ 来表征样性，值越大表明多样性

越高）。
Ｐｉｅｌｏｕ 的均匀度指数的计算公式［１０］：

Ｊｓｗ ＝ （ － ＳＰ ｉ ｌｏｇＰ ｉ） ／ ｌｏｇＳ
式中，Ｐ 为物种 ｉ 的相对多度，Ｓ 为种研究样地中的物种数。 值越大表明多样性越高。

除计算 α 多样性指数外，本研究还计算了两个 β 多样性指数：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指数，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数，两者的计算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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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数 Ｃ ｊ ＝ ｊ ／ （ａ ＋ ｂ － ｊ）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指数 Ｃｓ ＝ ２ｊ ／ （ａ ＋ ｂ）

式中，ｊ 为两个群落或样地共有种数，ａ 和 ｂ 分别为样地 Ａ 和样地 Ｂ 的物种数［１１］。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指数和 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数表征四个群落两两之间的物种相似程度。 当两个群落所含有的种完全相同

时，其系数为最大值 １；当两个群落所含有的种完全不同时，其系数为 ０；系数自 ０ 到最大值之间，表示两个群

落相似程度。

３　 研究结果分析

３．１　 种⁃个体分布

对样地中的种⁃个体分布进行统计，种⁃个体曲线显示（图 １）：猫儿山的八角田样地的种⁃个体数分布相对

红军亭样地比较平缓，物种数随取样个体数增加而增加的趋势缓慢。 红军亭样地虽与八角田样地同处猫儿山

自然保护区，但由于海拔低于八角田样地，处于中海拔区域，且地形复杂，物种数随着取样面积增大，上升趋势

明显高于八角田样地。 南岭样地和鼎湖山样地海拔差异较小，但南岭样地物种数随取样个体数增大而增长的

趋势最为明显，甚至明显高于同在广东省但纬度比它更低的鼎湖山样地。

图 １　 各样地的种⁃个体分布曲线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ｐｅｉｃｉｅ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ｌｏｔｓ

对各个样地的单个体物种的统计见表 １。 纬度从低到高，样地中的物种数呈现明显的差异，单个体物种

数所占比例呈现下降趋势。 鼎湖山样地总个体数 ３６０８ 个，物种 ９５ 个，其中单个体物种 １８ 个，占到总物种数

的 １８．９％。 南岭样地总个体数最大为 ３３２６ 个，分属 １６５ 个物种，其中单个体物种也最多达到 ２８ 个，占到总物

种数的 １７％。 猫儿山的八角田样地和红军亭样地地处同一纬度，八角田样地的总个体数 ２６５４ 个，物种 ８１ 个，
其中单个体物种 １１ 个，占到总物种数的 １３．６％；红军亭样地总个体数 ２４７１ 个，共有物种 ８９ 个，其中单个体物

种 １２ 个，占到总物种数的 １３．５％。
以上结果验证了海拔的差异对于种⁃个体的分布起到关键作用，个体数随海拔变化更加明显。 而纬度从

南到北的变化，也使得单个体种的出现频率逐渐下降，而单个体种对群落物种多样性的贡献也在低海拔地区

更为显著。 猫儿山两块样地的统计结果说明，虽有海拔差异，但单个体种在样地中所占的比例变化很小，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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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导致的多样性变化主要来源于多个体物种的贡献。

表 １　 各样地单个体种统计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ｌｏｔ
样地
Ｐｌｏｔｓ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个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样地
Ｐｌｏｔｓ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个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八角田样地 灌木 ４ 南岭样地 灌木 ６
乔木 ７ 乔木 ２２

红军亭样地 灌木 ２ 鼎湖山样地 灌木 ３
乔木 １０ 乔木 １５

３．２　 优势种径级分布

各样地的优势种按照重要值（ ＩＶ）大小进行统计，结果显示虽然都是南亚热带森林样地，但各样地的物种

多样性差异大，最直观的表现是优势种不同。 样地中重要值排名前十的优势种各不相同（表 ２），也从一个侧

面证明了南亚热带区域物种多样性高。 猫儿山的八角田样地最大优势种是南方铁杉（Ｔｓｕｇ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ｔ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以大树维持优势，重要值达到 ４０．７，但多度只有 ６２；红军亭样地的最大优势种是水青冈（Ｆａｇｕｓ
ｌｏｎｇｉ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ａ），重要值达到 ５０． ３，多度为 ３４０。 南岭样地的显著优势种为仁昌厚壳桂（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ｃｈｉｎｇｉｉ
Ｃｈｅｎｇ），以多度维持优势，多度为 ６９１，重要值为 ３５． ３。 鼎湖山样地中的第一优势种为云南银柴（Ａｐｏｒｏ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同样以多度维持优势，多度高达 ８９７，重要值 ３６．９。 重要值前十的物种多度占到样地总个体数的

比例为鼎湖山样地（６７．１％）＞八角田样地（６１．６％）＞南岭样地（５６％）＞红军亭样地（５４．１％）。

图 ２　 各样地重要值最大的优势种径级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ＤＢＨ） 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ｓｔ ＩＶ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ｐｌｏｔｓ

对各样地中的绝对优势种进行径级分布统计（图 ２），结果显示：八角田样地中的南方铁杉在样地中没有

胸径小于 １０ｃｍ 的个体，虽然径级分布类似正态分布，但大部分个体集中在 １５—３５ｃｍ 范围，其在样地中的优

势主要是大树在维持，个体更新是急需关注的问题。 红军亭中的水青冈和南岭样地的仁昌厚壳桂径级分布呈

现明显的反“Ｊ”型分布，表明目前种群处于一种良性发展趋势，不存在明显的更新困难。 鼎湖山样地的云南

银柴也呈现类似反“Ｊ”型分布，胸径 １０ｃｍ 以下个体数量占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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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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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势种的多度和径级分布情况从一个侧面能体现出群落的发展和演替状态。 八角田样地的最大优势种

南方铁山由于个体更新困难，随着演替时间的延伸，很有可能被次优势种取代优势地位。 而其他三个群落中

的第一优势种，由于小个体居多，将在相当长的演替过程中保持优势地位。
３．３　 样地间 α 多样性比较

各样地的物种多样性程度通过物种丰富度 Ｓ、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指、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进行表征。
结果显示（表 ３）：尽管南岭纬度高于鼎湖山，但物种数却远多于鼎湖山样地，处于同一纬度的红军亭样地的物

种数略高于八角田样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指数由于是物种数和相对多度综合形成的指数，因此也表现出南岭

样地高于鼎湖山样地；而在红军亭样地地处中纬度也明显高于海拔偏高的八角田样地。 受优势种影响较大的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也被称为优势度指数），同样表现出南岭样地高于鼎湖山样地，红军亭样地高于八角田样地。
而表征物种个体数之间差异的物种均匀度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也显示出：南岭样地高于鼎湖山样地，红军亭样地高于

八角田样地。
由此可见，综合比较几种 α 多样性指数，他们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海拔接近的南岭样地和鼎湖山多样性

差异显著：虽然南岭样地纬度更高，但多样性明显高于纬度更低的鼎湖山样地。 而同一纬度不同海拔的八角

田样地和红军亭样地相比较，处于中纬度的红军亭样地 α 多样性高于海拔偏高的八角田样地。

表 ３　 四个样地的 α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α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ｐｌｏｔｓ

样地
Ｐｌｏｔｓ

丰富度 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Ｓ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ｉｎｄｅｘ

Ｉ ８１ ４．７１ ０．９４ １．０５

ＩＩ ８９ ５．２７ ０．９６ １．１７

ＩＩＩ １６５ ５．３７ ０．９３ １．０５

Ⅳ ９５ ４．４２ ０． ９０ ０．９７

　 　 Ｉ．八角田样地 ＢＪＴ ｐｌｏｔ；ＩＩ．红军亭样地 ＨＪＴ ｐｌｏｔ；ＩＩＩ．南岭样地 ＮＬ ｐｌｏｔ；Ⅳ．鼎湖山样地 ＤＨ ｐｌｏｔ

３．４　 样地间物种差异性比较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指数和 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数用来表征四个群落之间的因环境梯度不同，不同生境群落之间物种组成的

相异性或物种沿环境梯度的更替速率。 统计结果一致表明（表 ４）：四个样地两两之间均存在明显的物种组成

差异性。 同纬度的八角田和红军亭样地的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指数和 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数最大，说明它们之间的物种组成差异

相比其他样地之间是最小的，且差异主要是海拔和生境的不同造成的。 猫儿山的两块样地与鼎湖山样地之间

的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指数和 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数最小，说明它们之间的物种组成差异相较于其他样地间是最大的，这种差异不

仅源于纬度相隔最远，也源自于自于海拔相差 １０００ｍ 以上。 海拔相近的南岭样地和鼎湖山样地之间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指数和 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数介于以上两者之间，它们之间的物种组成差异相主要源于纬度和样地小生境的差异。

表 ４　 四个样地之间的 β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β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ｕｒ ｐｌｏｔｓ

样地号
Ｐｌｏｔｓｓ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指数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ｉｎｄｅｘ

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数
Ｊａｃｃａｒｄ ｉｎｄｅｘ

样地号
Ｐｌｏ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指数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ｉｎｄｅｘ

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数
Ｊａｃｃａｒｄ ｉｎｄｅｘ

Ｉ 和 ＩＩ ０．２６ ０．１５ ＩＩ 和 ＩＩＩ ０．１９ ０．１０

Ｉ 和 ＩＩＩ ０．１２ ０．０６ ＩＩ 和Ⅳ ０．０１ ０．００５

Ｉ 和Ⅳ ０．０１ ０．００５ ＩＩＩ 和Ⅳ ０．１５ ０．０８

β 多样性又称生境间的多样性。 四个群落之间由于生境的差异，物种组成明显不同。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指数和

Ｊａｃｃａｒｄ 指数检测出：纬度和海拔对群落 β 多样性都有影响。 群落间纬度相差越大，物种差异性越大。 相同纬

度的样地之间海拔对其 β 多样性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海拔相近的群落，纬度不同也会造成物种组成差异性

显著。

５５２１　 ４ 期 　 　 　 李林　 等：亚热带不同纬度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分布规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海拔对亚热带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种⁃个体数的分布规律在同一纬度上，海拔不同分布规律不同。 海拔的差异对于种⁃个体的分布起到关键

作用，个体数随海拔变化更加明显。 在中亚热带，海拔对山地植物群落形成起决定性作用［１２］。 有研究报道：
植物叶片习性和温度气候调节的光合氮利用效率变化能够调节猫儿山常绿树种沿海拔形成双峰分布的机

制［１３］。 这些也从另一个层面验证了群落组成和物种多样性随海拔变化的原因。 文中猫儿山同一纬度不同海

拔的八角田样地和红军亭样地相比较，处于中纬度的红军亭样地 α 多样性高于海拔偏高的八角田样地。 相

同纬度的样地之间海拔对其 β 多样性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两个群落由于海拔差异，物种丰富度和物种组成差

异明显。 单个体种在两个样地中所占的比例变化很小，海拔差异导致的多样性变化主要来源于多个体物种的

贡献。 这些差异的来源基于两个群落生境差异性，海拔通过水热状况影响植被类型及其分布［１４］，以及海拔差

异导致的植被带土壤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差异显著［１５］。
４．２　 纬度对亚热带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物种丰富度的纬度梯度分布格局， 即物种丰富度随纬度增加而减少， 是生态学以及生物地理学中最基

本和最为广泛讨论的科学问题之一［１６，１７］。 文中群落在不同纬度的分布也具有随纬度降低，物种数增加趋势

越强的特点。 而纬度从南到北的变化，也使得单个体种的出现频率逐渐下降，而单个体种对群落物种多样性

的贡献也在低海拔地区更为显著。
两个低纬度群落（南岭和鼎湖山）的物种丰富度显著高于猫儿山两个群落。 南岭样地和鼎湖山样地的海

拔接近，物种多样性差异仍然显著。 并且南岭样地纬度更高，但物种多样性反而明显高于纬度更低的鼎湖山

样地。 有悖于物种多样性随纬度变化的规律。 前人的研究也发现位于南岭大顶山的常绿阔叶林群落较鼎湖

山的季风常绿阔叶林具有更高的物种丰富度［１８］。 经过十多年的演替，南岭大顶山常绿阔叶林群落依然保持

较高的物种多样性水平，常绿阔叶林比较年轻，发育过程中结构和物种组成尚不稳定［１９］。 鼎湖山季风常绿阔

叶林林龄较长，在物种组成、结构方面比较均一。 另外，鼎湖山群落样地由于长期承担多项监测任务，人为干

扰较大，因此统计数据结果低于其他几个群落。
β 多样性是指不同群落间物种组成的差异［２０］，Ｊａｃｃａｒｄ 和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指数广泛用来测定群落物种组成在时

间或空间维度上的变化。 同种森林群落类型内部及不同森林群落间的谱系 β 多样性存在显著差异， 反映了

不同森林类型各自具有独特的物种和谱系组成。 本研究发现四个群落之间 β 多样性的差异同样明显。 四个

群落间的物种组成差异，随它们纬度之间的差异变化，纬度对群落 β 多样性也有影响。 群落间纬度相差越大，
物种差异性越大。 海拔相近的群落，纬度不同也会造成物种组成差异性显著。 最近不少基于纬度梯度的研究

都发现历史气候因素是决定 β 多样性分布格局的主要因子［２０⁃２２］，纬度变化往往通过物候条件反映出来，从而

影响一个区域的群落中的物种组成。
４．３　 结论

我国亚热带气候区植被资源丰富，对其典型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分布规律探索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工作。 文中通过一系列比较和分析，发现四个均处于亚热带气候区的植物群落，它们的物种多样性随海拔和

纬度变化趋势明显。 具体表现为：（１）海拔的差异对于种⁃个体的分布起到关键作用，个体数随海拔变化更加

明显。 纬度从南到北单个体种的出现频率逐渐下降，而单个体种对群落物种多样性的贡献也在低海拔地区更

为显著。 （２）海拔接近的南岭样地和鼎湖山样地 α 多样性差异显著：由于所处演替阶段不同，以及鼎湖山样

地受到人为干扰大，物种多样性反而低于纬度较高的南岭样地。 同一纬度不同海拔的猫儿山两块样地相比

较，处于中纬度的红军亭样地 α 多样性高于海拔偏高的八角田样地。 （３）四个群落之间由于生境的差异，物
种组成明显不同。 纬度和海拔对群落 β 多样性都有影响。 群落间纬度相差越大，物种差异性越大。 相同纬度

的样地之间海拔对其 β 多样性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海拔相近的群落，纬度不同也会造成物种组成差异性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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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另外，八角田样地的最大优势种南方铁山个体更新困难，群落中现存都是大径级个体，要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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