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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胜关谷地位于古北界和东洋界交汇处，独特的过渡地带造就了丰富植物资源，植物景观保育性调控有助于维持场地稳

定可持续发展。 基于对无人机技术和 ＧＩＳ 的运用，获取了武胜关谷地的自然资源、地貌、水文、视域等特征，以及生态敏感性（保
育等级）和植物生态位类型分布。 结果显示：（１）研究地整体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升高，且为典型的谷地类型；（２）多样的坡

向变化带来了不同的太阳辐射和沿路可视域变化，主要呈现出研究地中段道路两侧太阳辐射量偏低且被人为干扰可能较大的

特点；（３）高敏感地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地南侧，高土壤肥力地区主要分布在阔叶林区、喜水植物适合分布在道路两侧汇水区、阴
性植物主要适合分布在道路南侧。 依据分析结果，结合生态位、景观异质性、边缘效应等理论，从分区控制、地带防护、植被斑块

改造与植被选择以及可持续管护 ４ 个方面，提出了武胜关谷地植物景观保育性调控的系统性策略。 研究在自然景观资源保护、
植物景观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未来可在小尺度的可操作性上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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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然保护区具有对动植物保护的特殊性，在区内进行保护、培育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１］。 自然

谷地由于地形、土壤、水文、太阳辐射量的多样变化，呈现了多样化的生境类型，为植物资源的保育提供了先天

优势。 早在奥姆斯特德时期，景观规划师已经开始基于对场地条件的了解分析做出适宜的规划，以达到对原

始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的目的［２］。 从黄石国家公园建立的带有国家意志自然保护区开始，各地开展了包

括自然保护区边界划定、生态植物园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一系列植物资源保护培育工作，如签署《生物多

样性公约》、英国邱园对植物资源的收集和保护［３］ 以及中国江洋畈生态公园的建设［４］ 等，都在推动着植物景

观保育的历史进程。 一般来讲，保护培育规划包括查清保育资源、确定保护对象级别和保育范围、制定保育措

施并建立保育体系三点内容［５］。 多位学者在植物景观保育上运用不同方法做了相关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如潜在植被模式分析和植物景观关联分析法［６］，山脊法和等高线法、等距控制法、景点控制法、视阈控制

法和生态适宜度分区法［７］，小班调查与 ＲＳ、ＧＩＳ 技术结合法［８］，就保护区的植物景观敏感度进行了探究，建立

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保护培育专项规划方法。 运用视觉景观分析、场地的三维模拟分析、水土保持分析等多种

适宜性分析方法，对白鹿原［９］、秦皇岛北戴河风景名胜区［１０］、广东大雾岭自然保护区［１１］、朝阳市凤凰山［１２］ 进

行了保护培育规划方面的实践研究。 可以看到，景观敏感度、用地适宜性与其保护的必要性之间具有密切联

系［１３］，目前可以从生态系统及环境质量等方面来进行生态资源的评价［１４］，以建立合适的保育措施和方法。
基于以上研究基础，本文以鸡公山武胜关山谷为例，详细探讨了以叠加分析为主体的谷地植物景观调控的系

统方法，将在谷地植物景观保育调控中具有独特的生态学意义。

１　 研究地概况

１．１　 研究范围与现状

武胜关是中国历史上九大名关之一［１５］，位于河南省南部，信阳与随州的交界地带，紧邻鸡公山自然保护

区。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这里提供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使其成为了植物资源保育的天然场所（图 １）。
研究地位于武胜关谷地内，范围从武胜关保护站起至山谷东南方向的长田畈为止，约 １１２．９ ｈｍ２ 的狭长

山谷地带（图 ２）。 沿路共有 ６ 块裸地作为植物自然保育中的空白地块，具有的较高的可塑性，为本次植物景

观调控重点关注地块。
研究地由一条由西北向东南地势逐渐升高的缓坡道路组成，沿路呈现出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等不

同的植被群落类型（图 ３）。 为了协调 ６ 个主要调控地块与整体研究地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逐步恢复调控地块

裸露带来的景观空缺，建立合理的景观生态运行机制。 本研究以整个山谷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来看待，
对山谷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了系统的植物景观调控策略。
１．２　 自然保育资源

１．２．１　 气候条件

武胜关谷地属于过渡性气候，兼有亚热带和暖温带气候的特点和优势，热量有效性好。 冬季盛行西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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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地位置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图 ２　 研究区域范围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ａｎｇｅ

夏季盛行东南风。
１．２．２　 植物资源

由于武胜关所处的过渡带气候，南亚热带与北暖温带植物均可在此生长，极大的提高了研究地的植物种

类的丰富度［１６］。 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有香果树（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ｓ ｈｅｎｒｙｉ）、青檀（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等。 武胜关

内松类、杉类植物种植较多，包括柳杉（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落羽杉（Ｔａｘｏｄｉｕｍ ｄｉｓｔｉｃｈｕｍ）、马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等，其他主要植物有石蒜（Ｌｙｃｏｒｉｓ ｒａｄｉａｔａ）、阔叶麦冬（Ｌｉｒｉｏｐｅ ｍｕｓｃａｒｉ）。
１．２．３　 动物资源

武胜关常见的哺乳动物有花面狸（Ｐａｇｕｍａ ｌａｒｖａｔａ）；常见的鸟类有灰喜鹊（Ｃｙａｎｏｐｉｃａ ｃｙａｎｕ）、太平鸟

（Ｂｏｍｂｙｃｉｌｌａ ｇａｒｒｕｌｕｓ）、苍鹰（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 ｇｅｎｔｉｌｉｓ）；常见两栖动物有大鲵（Ａｎｄｒｉａ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ｕｓ）；常见蝶类有中华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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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研究地肌理与现状

Ｆｉｇ．３　 Ｓｉｔｅ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凤蝶（Ｌｕｅｈｄｏｒｆ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　 研究地分析方法与结果

２．１　 因子获取来源

植物景观保育性调控采用适宜性分析方法，核心内容为叠加分析，包括单因子分析和多因子叠加分

析［１７］。 研究地因子涵盖地貌特征、太阳辐射量等，因子的获取方法基于表 １。 其中研究地遥感影像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利用大疆无人机获取，基于 Ａｇｉｓｏｆｔ ＰｈｏｔｏＳｃａｎ 和 ＥａｓｙＵＡＶ 智能快拼进行影像处理和合成。 高程、坡度、坡
向、太阳辐射、视域主要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进行分析提取。

表 １　 研究地部分因子获取来源［１７］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ｉｔｅ ｐａｒ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ａｂｌｅ

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 因子获取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高程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ＥａｓｙＵＡＶ 结合无人机影像、ＡｒｃＧＩＳ 分析、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ｐｐｅｒ

坡度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无人机影像结合 ＡｒｃＧＩＳ 分析、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ｓ、Ｇｒ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

坡向 Ｓｌｏｐｅ 无人机影像结合 ＡｒｃＧＩＳ 分析、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ｓ、Ｇｒ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

山体阴影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ｈａｄｏｗ 无人机影像结合 ＡｒｃＧＩＳ 分析

太阳辐射 Ｓｏｌａ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无人机影像结合 ＡｒｃＧＩＳ 分析

植物资源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无人机影像结合实地调研

动物资源 Ａｎｉｍ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结合相关文献资料

水文信息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ｃＧＩＳ 分析、实地调研、国家数字地质资料馆 １：１２００ 万地下水数据

视域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ｒｃＧＩＳ 分析结合 ＬＳＶ 软件分析

土壤数据 Ｓｏｉｌ ｄａｔａ 实地调研、相关论文、中国土壤数据库

气象数据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服务、气象数据综合展示

三维地形因子 ３Ｄ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ｒｃＳｅｎｃｅ、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ｐｐｅｒ

区位肌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ｐｐｅｒ、ＣＡＤ

人文资源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现场调查、当地部门相关资料、鸡公山志、年鉴

２．２　 单因子分析

叠加分析以地貌特征、植被与土壤类型、太阳辐射、水文和视域五个方面的单因子分析为基础。 依据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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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效应，以每 １００ ｍ 设置为一个梯度，共分为五个高程梯度；结合研究地现状将坡度划分为五个等级：０°—
５°、５°—１０°、１０°—１５°、１５°—２５°、２５°—４５°［１０，１３，１８⁃２０］；参考相关文献［１３，１８，２１］，将研究地分为东坡、西坡、南坡、北
坡、东南坡、东北坡、西北坡、西南坡 ８ 个坡位，通过 ＡｒｃＳｅｎｃｅ 呈现研究地整体三维特征（图 ４）。

图 ４　 地貌特征分析

Ｆｉｇ．４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基于无人机影像的目视解译结果，研究地分为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农田和茶场五类，其中将农田

列为一种特殊的植被类型。 此前研究显示，鸡公山针阔混交林中较高的土壤紧实度更有利于抵抗径流对地表

的冲刷，且不同林分森林土壤的有机质平均含量显示出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针叶林、裸露地不断减少的

变化规律［２２］，将此规律作为研究地土壤类型和等级的判断依据。
太阳的辐射分析中，测算了该区域 ８：００ 到 １８：００ 的太阳辐射量（单位：Ｗ ／ ｍ２），橙色区域为辐射量较高的

区域，蓝色区域为辐射量较低的区域。 盆域和水文分析显示，研究地水流方向自东南向西北，最终流向马家

河。 采用沿路视域得到研究区内视觉敏感性变化，红色表示该区域被人为注意到的可能性越大，被人为干扰

的可能性大（图 ５）。
２．３　 多因子叠加分析

２．３．１　 生态敏感性分析

依据单因子分析结果，选取了高程、坡度、坡向、植被类型、视域、水系 ６ 个在生态敏感性上起主导作用的

因子作为评价因子［１７］。 以影响谷地生态敏感性的程度作为等级划分的标准，赋值为 １ 到 ５，分别代表单因子

的高敏感区、中高敏感区、中敏感区、中低敏感区、低敏感区（表 ２）。
根据层次分析法（ＡＨＰ）和专家打分法，得出各因子的权重值（表 ３）。 将 ＡＨＰ 法计算出的各评价因子的

权重值，通过整合度（Ｃ． Ｉ．值）进行验证，其 Ｃ． Ｉ．值为 ０．０８０４，结果在 ０—０．１ 之间，表明对该因子的权重判断

可行。
加权叠加分析获得研究地的生态敏感性差异（图 ６），越接近红色的区域表示生态敏感性越高，对应的保

育等级相对较高，高敏感地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地南侧，生态敏感性等级划分将作为保育分区的依据。
２．３．２　 植物生态位类型分布分析

植物生态位类型分布基于土壤肥力、植物受光热量和植物需水量 ３ 个方面的结果进行分析［１７］，叠加获得

植物生态位类型分布矢量图（图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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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研究地植被与土壤、太阳辐射、水文、视域分析

Ｆｉｇ．５　 Ｓｉｔ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ｓｏｌａｒ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ｖｉｅ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表 ２　 生态敏感性影响因子等级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

因子等级标准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ａｔｉｎｇ

５ ４ ３ ２ １

高程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０—２００ ｍ — ２００—３００ ｍ — ＞３００ ｍ

坡度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０—５° ５—１０° １０—２５° ２５—４５° ＞４５°

坡向 Ｓｌｏｐｅ 南坡、平坡 东南坡、西南坡 东坡、西坡 东北坡、西北坡 北坡

植被类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农田 茶场 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 针叶林

视域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 ０—３０ ３０—９２ ９２—１６７ １６７—２６１ ２６１—４９７

水系 Ｒｉｖｅｒ 主要水系周边
１００ ｍ 范围以外

主要水系周边
５０—１００ ｍ 缓冲区

主要水系周边
３０—５０ ｍ 缓冲区

主要水系周边
２０—３０ ｍ 缓冲区

主要水系及周边
２０ ｍ 内缓冲区

表 ３　 生态敏感性权重分析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ａｂｌｅ

高程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坡度
Ｓｌｏｐｅ

坡向
Ｓｌｏｐ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植被类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视域
Ｓｉｇｈｔ

水系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权重值
Ｗｅｉｇｈｔｓ

高程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１ １ ／ ２ １ １ ／ ３ １ ／ ３ １ ０．０９５８

坡度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２ １ ２ １ ／ ２ １ ／ ２ ２ ０．１８０１

坡向 Ｓｌｏｐｅ １ １ ／ ２ １ １ ／ ３ １ ／ ３ １ ０．１７８８

植被类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３ ２ ３ １ １ ３ ０．２１０５

视域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 ３ ２ ３ １ １ １ ０．２１０５

水系 Ｒｉｖｅｒ １ １ ／ ２ １ １ ／ ３ １ １ ０．１２４２

植物土壤肥力的生态位类型中选取了坡度和植被类型 ２ 个生态因子作为评价因子。 植物阳性、中性、阴
性的生态位类型中选取光照强度和坡向 ２ 个生态因子作为评价因子。 植物的喜水、一般耐旱、极耐旱的生态

位类型中选取了植物受光热量、坡度和汇水区 ３ 个生态因子作为评价因子，其中植物受光热量依据上述植物

受光热量分析结果，汇水区的选取依据盆域分析结果。 结果显示，高土壤肥力地区主要分布在阔叶林区、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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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生态敏感性分析图

Ｆｉｇ．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ｈａｒｔ

植物适合分布在道路两侧汇水区、阴性植物主要适合分

布在道路南侧。

３　 谷地植物景观保育性调控策略

依据研究地的适宜性分析结果，以保育和调控为主

线提出了系统的保育调控策略。 共分为分区控制、地带

防护、植被斑块改造与植物选择和可持续管护规划 ４ 大

部分（图 ８）。
３．１　 分区控制

３．１．１　 保育分区划定

运用等垂距缓冲区控制法、多因子叠加分区法［７］

等方法，以生态敏感性分析图为基础，叠加水系两侧 ２０ ｍ 缓冲区，以此划分研究地不同区域的保育等级。 保

育分区可依据生态敏感性图划分为可建设区、可营造区、重点保护区三个等级的保育区。

图 ７　 植物土壤肥力、受光热量、需水量分析

Ｆｉｇ．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ｌｉｇｈｔ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可建设区对人为活动有一定的耐受性，允许一定的景观建设，例如一些对自然环境影响较少的游憩设施

建设；可营造区内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工程的建设强度，可进行低影响景观营造和观赏植物种植，以植物的保

护和培育为主；重点保护区应维护现状，严格禁止在区内进行任何建设，减少水土流失，增强植物群落的稳定

性；水系周边 ２０ ｍ 的范围内为尽量减少人类的靠近，可配置枸骨（ Ｉｌｅｘ ｃｏｒｎｕｔａ）、酸枣（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ｊｕｊｕｂａ）等植物

从人的生理和心理感受上减少趋近行为。
３．１．２　 潜力观景区划定

依据现场调研对景观进行评价，划定 ６ 个潜力观景区（表 ４）。 基于对研究地环境的了解和分析，确定主

要保护培育对象，即整体的山水林格局、秋季的落叶空间带以及柳杉、落羽杉、马尾松、石蒜等具有武胜关谷地

特征的植物品种，努力维持原生的景观格局。
３．１．３　 优良品种培育区划定

选择不同生境类型的适宜地点作为优良品种培育区，可为后续的研究地改造提供苗木供应。 基于研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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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总体保育策略

Ｆｉｇ．８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图 ９　 潜力观景区

Ｆｉｇ．９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ａｒｅａ

Ⅰ：石板堰，巨石水流景观；Ⅱ：２ 号裸地，竹林景观；Ⅲ：３ 号裸地，曲径通幽；Ⅳ：头道河，水道交汇景观；Ⅴ：茶园景观；Ⅵ：高海拔开放景观

海拔变化的特性，选取了相对海拔较低的农田空地和相对海拔较高的低敏感地区两块研究地作为优良品种种

植基地，该区域同时涵盖了阳坡和阴坡两种坡位类型。 在植物品种的选择上，选择引种与研究地环境相匹配

的植物，以保障植物生长效果，维持景观的感官协调。
３．２　 地带防护

３．２．１　 视觉防护和廊道规划

根据视域分析和生态敏感性分析的叠加结果，识别了高视觉敏感性且高生态敏感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

研究地中段道路的两侧，以及东南段道路的南侧。 在此区域的沿路两侧应种植高大的彩叶树种，一方面人的

观景视线在空间层面被阻挡，减少这些高敏感区域被人观察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视觉美学角度上，可以将

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沿路彩叶树种上，达到保护高敏感区植物的目的。 从研究地的视觉防护方面看，还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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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适当进行微地形改造、增加地形起伏，同时在生态敏感高且景观较好的地点建立观景廊道，满足保护、观
赏、科研监测的多重需求。
３．２．２　 边缘地带保护控制

基于边缘效应原理［２３］，不同的植被景观类型的交错地带是物种相互渗透以及能量流、物质流、信息流传

递的主要场所，物种多样性一般更为丰富，为重要的多样性景观潜力区域。 该区域应尽量减少人类活动，必要

时可设立专门的生态通道。
３．３　 植被斑块改造与植物选择

３．３．１　 植被斑块改造

依据景观异质性相关理论［２３⁃２８］，增加现状植被斑块要素的数量，平衡各斑块要素占比，使单个斑块的形

状更加多样化。 这样增加了要素边界的总长度，提高了区域整体的景观异质性。 同时，可利用人工林带建立

动物的活动廊道，增加不同斑块之间的交流和传递，保障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图 １０）。
规划调控后的植被斑块要素数量由 １６ 个增加到 ３７ 个，斑块要素类型由原来的 ５ 类增加到了 ８ 类，研究

地的斑块要素边界总长度由 ４．２ ｋｍ 增加到 １１．５ ｋｍ。 在斑块要素增加的过程中，尽可能的采用了不规则斑块

要素形状。 将研究地中较大面积的斑块要素进行分解，形成多个小面积的植被斑块，景观异质性增加，研究地

内物种之间的交流会变的频繁，进而增强植物景观稳定性。

图 １０　 植被景观斑块改造规划

Ｆｉｇ．１０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ｌａｑｕ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３．２　 生态位下的植物选择

生态位即物种在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角色，对于某一种生物群落来说，其只能生活在特定环

境条件范围内［２９］。 景观规划过程实际上是研究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生态位、潜在生态位以及非存在生态位的

过程［３０］。 将前期所做的植物土壤肥力、受光热量以及需水量分析结果进行叠加，获得研究地内的 ２７ 种植物

生态位类型（图 １１），依据该植物生态位划分合理分布植物空间，建立更加科学的植物配置策略［１７］。
通过前期调查区域内植物资源并整理统计，选出了多种备选植物 （表 ４）：马尾松、黄山松 （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ｉｗａｎｅｎｓｉｓ）、柳杉、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水杉（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麻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栓皮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枫香树（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槲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ｌｉｅｎａ）、落羽杉这些植物是研究地内原有的乡土植物。 三色堇（Ｖｉｏｌａ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木香花（Ｒｏｓａ ｂａｎｋｓｉａｅ）等则是

基于研究地环境情况分析引入的品种，提高了植物景观整体的丰富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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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生态位下的植物选择

Ｆｉｇ．１１　 Ｐｌａｎ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ｉｃｈｅ

表 ４　 研究地备选植物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ｉｔ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ｓ

植物类型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

植物名称（乡土植物）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植物名称（景观植物）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ｌａｎｔ）

乔木
Ｔｒｅｅ

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黄山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ｉｗａｎｅｎｓｉｓ、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柳杉 Ｃｒｙｐｔｏｍｅ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水杉
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麻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栓皮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枫香树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槲 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ｌｉｅｎａ、 毛 竹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ｅｄｕｌｉｓ、桂竹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香果树
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ｓ ｈｅｎｒｙｉ、 落羽杉 Ｔａｘｏｄｉｕｍ ｄｉｓｔｉｃｈｕｍ、 玉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ｄｅｎｕｄａｔａ、 千 金 榆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ｃｏｒｄａｔａ、 青 檀
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大 果 榉 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ｉｎｉｃａ、 侧 柏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海棠花 Ｍａｌｕｓ 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梅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 ｍｕｍｅ、木犀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珙桐 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
胡 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 ｒｅｇｉａ、 乌 桕 Ｔｒｉａｄｉｃａ ｓｅｂｉｆｅｒａ、 鹅 掌 楸
Ｌｉｒ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栾树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赤杨叶
Ａｌ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白杜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ｍａａｃｋｉｉ、 合欢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银杏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黄金树 Ｃａｔａｌｐ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油桐
Ｖｅｒｎｉｃｉａ ｆｏｒｄｉｉ、 暴马丁香 Ｓｙｒｉｎｇａ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南 方 红 豆 杉
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水 松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ｕｓ ｐｅｎｓｉｌｉｓ、 金 钱 松
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ｒｉｘ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金银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ｍａａｃｋｉｉ

灌木
Ｓｈｒｕｂ

檵木 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白鹃梅 Ｅｘｏｃｈｏｒｄａ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杜
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ｓｉｉ、山莓 Ｒｕｂｕｓ ｃｏｒｃｈ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ｓ、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ｂｉｃｏｌｏｒ、枸骨 Ｉｌｅｘ ｃｏｒｎｕｔａ、南方六道木 Ａｂｅｌｉａ
ｄｉｅｌｓｉｉ、野山楂 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ｃｕｎｅａｔａ、杭子梢 Ｃａｍｐｙｌｏｔｒｏｐｉｓ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水团花 Ａｄｉｎａ ｐｉｌｕｌｉｆｅｒａ、
高粱泡 Ｒｕｂｕｓ ｌａｍｂｅｒｔｉａｎｕｓ

迎春花 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ｕｍ、蜡梅 Ｃｈｉ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ｐｒａｅｃｏｘ、山
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山梅花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ｕｓ ｉｎｃａｎｕｓ、鸡条树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ｏｐｕｌｕｓ、罗布麻 Ａｐｏｃｙｎｕｍ ｖｅｎｅｔｕｍ、红瑞木 Ｃｏｒｎｕｓ
ａｌｂａ、大叶醉鱼草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 ｄａｖｉｄｉｉ、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蝟
实 Ｋｏｌｋｗｉｔｚｉａ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雀儿舌头 Ｌｅｐｔｏｐ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大叶铁线
莲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ｈｅｒａｃｌｅｉｆｏｌｉａ、石榴 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吊灯扶桑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ｓｃｈｉｚｏｐｅｔａｌｕｓ、 黄 栌 Ｃｏｔｉｎｕｓ ｃｏｇｇｙｇｒｉａ、 毛 球 莸
Ｃａ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ｔｒｉｃｈｏｓｐｈａｅ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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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类型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

植物名称（乡土植物）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植物名称（景观植物）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薤白 Ａｌｌｉｕｍ ｍａｃｒｏｓｔｅｍｏｎ、结缕草 Ｚｏｙ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白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三色堇 Ｖｉｏｌａ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金鸡菊 Ｃｏｒｅｏｐｓｉｓ ｂａｓａｌｉｓ、白车轴草
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ｅｐｅｎｓ、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栽培菊苣 Ｃｉｃｈｏｒｉｕｍ
ｅｎｄｉｖｉａ、蕺菜 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地肤 Ｋｏｃｈｉ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千日
红 Ｇｏｍｐｈｒｅｎａ ｇｌｏｂｏｓａ、 紫 茉 莉 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 ｊａｌａｐａ、 羽 扇 豆
Ｌｕｐｉｎｕｓ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ｕｓ、石竹 Ｄｉａｎｔ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飞燕草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
ａｊａｃｉｓ、桔梗 Ｐｌａｔｙｃｏｄｏｎ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ｓ、马兰 Ａｓｔｅｒ ｉｎｄｉｃｕｓ、松果
菊 Ｅｃｈｉｎａｃ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鸭跖草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葡萄风
信子 Ｍｕｓｃａｒｉ ｂｏｔｒｙｏｉｄｅｓ、黄花马蹄莲 Ｚａｎｔｅｄｅｓｃｈｉａ ｅｌｌｉｏｔｔｉａｎａ、
毛叶香茶菜 Ｉｓｏｄｏｎ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风铃草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 ｍｅｄｉｕｍ、长
星花 Ｉｓｏｔｏｍ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一年蓬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阔叶补血草
Ｌｉｍｏｎｉｕｍ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ｕｍ、勿忘草 Ｍｙｏｓｏｔｉｓ ａｌｐｅｓｔｒｉｓ、乌头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ｉ、兰 花、 紫 花 前 胡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ｄｅｃｕｒｓｉｖａ、 屈 曲 花
Ｉｂｅｒｉｓ ａｍａｒａ

藤本
Ｌｉａｎｅ

牵牛 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 ｎｉｌ、绞股蓝 Ｇｙｎｏｓｔｅｍｍａ 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小果蔷薇 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ａ

常春藤 Ｈｅｄｅｒ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马兜铃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ｄｅｂｉｌｉｓ、木香花
Ｒｏｓａ ｂａｎｋｓｉａｅ、南蛇藤 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水生植物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

香蒲 Ｔｙｐｈ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野慈姑 Ｓａｇｉｔｔａｒｉａ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欧菱 Ｔｒａｐａ ｎａｔａｎｓ、
狐尾藻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ｕｍ

千屈菜 Ｌｙｔｈｒｕｍ ｓａｌｉｃａｒｉａ、梭鱼草 Ｐｏｎｔｅｄｅｒ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名贵植物
Ｒａｒｅ ｐｌａｎｔｓ 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 ｂｉｃｏｌｏｒ、绞股蓝 Ｇｙｎｏｓｔｅｍｍａ 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珙桐 Ｄａｖｉｄｉ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ａ、 金 鸡 菊 Ｃｏｒｅｏｐｓｉｓ ｂａｓａｌｉｓ、 水 松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ｕｓ ｐｅｎｓｉｌｉｓ、金钱松 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ｒｉｘ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南方红豆
杉 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银杉 Ｃａｔｈａｙａ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将研究地划分为 ２７ 种植物生态位类型，其中 ２６ 种植物生态位类型分布在 ０°—２５°的坡度区间，１ 种分布

在 ２５°—９０°的坡度区间。 需要说明的是，该坡度区间理论上应涵盖 ２７ 种生态位类型，但是根据实际的叠加分

析显示，研究地不包含极耐瘠薄阴性喜水的植物生态位类型，所以现状中共包含了 ２６ 种生态位类型。 坡度为

２５°—９０°的研究地区域，因其研究地环境较为脆弱，将其归为一种生态位类型。 因此，研究地内共包涵了 ２７
种植物生态位类型。 将备选植物依据其属性归入生态位类型表中，获得了不同区域所需要种植的植物种类

（表 ５）。
３．４　 可持续管护

３．４．１　 构建监管系统，重点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保护珍稀濒危物种是研究区内资源环境保育工作的重要内容，需要对不同物种因地制宜地实施最有效的

保护，构建植物评价保护体系，精准调控。 需要对珍稀濒危物种的具体数量、分布特征进行明确划定，建立珍

稀濒危物种基础资料数据库，构建相应的动植物监测和管理系统。 以便实时掌握濒危物种常年动态变化及其

生活环境变化情况，及时制定对应的保护策略。
３．４．２　 维护自然生态链，保障环境健康

谷地生态系统是一个极易受周边生态系统影响的小尺度生态系统，病虫害预防有赖于上一级生态系统的

健康状态与免疫能力，其本身应立足于生物链的健康程度与完整性。 保护和培育研究地内资源，保存完整的

谷地生物链体系，用自然方法维护研究地内病虫害的防护机制，确保植物景观保育性调控策略能够有效实施，
为谷地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３．４．３　 建立植物标识体系，加大宣传力度

研究地内应建立统一的植物标识系统，便于向大众进行科普宣传，增加研究地的科普教育功能，让人们对

研究地植物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４　 讨论与总结

基于生态位、景观异质性、边缘效应等相关理论体系，通过对土壤、水文、太阳辐射、植被类型、视域等单因

２７３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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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依
据
生
态
位
划
分
的
植
物
配
置
表

Ｔａ
ｂｌ
ｅ
５　

Ｐｌ
ａｎ

ｔｃ
ｏｎ

ｆｉｇ
ｕｒ
ａｔ
ｉｏ
ｎ
ｔａ
ｂｌ
ｅ
ｂａ

ｓｅ
ｄ
ｏｎ

ｎｉ
ｃｈ
ｅ

坡
度

生
态

位
Ｓｌ
ｏｐ

ｅ
ｎｉ
ｃｈ

ｅ
植

物
生

态
位

类
型

Ｐｌ
ａｎ

ｔｎ
ｉｃ
ｈｅ

ｔｙ
ｐｅ

植
物

选
择

Ｐｌ
ａｎ

ｔｓ
ｅｌ
ｅｃ
ｔｉｏ

ｎ

乔
木

Ａｒ
ｂｏ

ｒ
灌

木
Ｓｈ

ｒｕ
ｂ

草
本

Ｈ
ｅｒ
ｂ

藤
本

Ｆｕ
ｊｉｍ

ｏｔ
ｏ

０°
—

２５
°（

适
合

林
地

、
果

树
地

种
植

）
（Ｓ

ｕｉ
ｔａ
ｂｌ
ｅ
ｆｏ
ｒｐ

ｌａ
ｎｔ
ｉｎ
ｇ

ｗｏ
ｏｄ

ｌａ
ｎｄ

ａｎ
ｄ
ｆｒｕ

ｉｔ
ｔｒｅ

ｅｓ
）

喜
肥

阳
性

喜
水

杉
木

Ｃｕ
ｎｎ

ｉｎ
ｇｈ
ａｍ

ｉａ
ｌａ
ｎｃ
ｅｏ
ｌａ
ｔａ
、

水
杉

Ｍ
ｅｔａ

ｓｅ
ｑｕ
ｏｉ
ａ
ｇｌ
ｙｐ
ｔｏ
ｓｔｒ
ｏｂ
ｏｉ
ｄｅ
ｓ、

毛
竹

Ｐｈ
ｙｌ
ｌｏ
ｓｔａ

ｃｈ
ｙｓ

ｅｄ
ｕｌ
ｉｓ、

金
钱

松
Ｐｓ
ｅｕ
ｄｏ
ｌａ
ｒｉｘ

ａｍ
ａｂ
ｉｌｉ
ｓ、

香
果

树
Ｅｍ

ｍ
ｅｎ
ｏｐ
ｔｅｒ
ｙｓ

ｈｅ
ｎｒ
ｙｉ

高
粱

泡
Ｒｕ

ｂｕ
ｓｌ
ａｍ

ｂｅ
ｒｔｉ
ａｎ

ｕｓ
栽

培
菊

苣
Ｃｉ
ｃｈ
ｏｒ
ｉｕ
ｍ

ｅｎ
ｄｉ
ｖｉａ

、
长

星
花

Ｉｓｏ
ｔｏ
ｍ
ａ
ａｘ
ｉｌｌ
ａｒ
ｉｓ、

勿
忘

草
Ｍ
ｙｏ
ｓｏ
ｔｉｓ

ａｌ
ｐｅ
ｓｔｒ
ｉｓ

—

喜
肥

阳
性

一
般

耐
旱

柳
杉

Ｃｒ
ｙｐ
ｔｏ
ｍ
ｅｒ
ｉａ

ｊａ
ｐｏ
ｎｉ
ｃａ

、
海

棠
花

Ｍ
ａｌ
ｕｓ

ｓｐ
ｅｃ
ｔａ
ｂｉ
ｌｉｓ

枸
骨

Ｉｌｅ
ｘ
ｃｏ
ｒｎ
ｕｔ
ａ、

吊
灯

扶
桑

Ｈｉ
ｂｉ
ｓｃ
ｕｓ

ｓｃ
ｈｉ
ｚｏ
ｐｅ
ｔａ
ｌｕ
ｓ、

蜡
梅

Ｃｈ
ｉｍ
ｏｎ
ａｎ

ｔｈ
ｕｓ

ｐｒ
ａｅ
ｃｏ
ｘ

三
色

堇
Ｖｉ
ｏｌ
ａ
ｔｒｉ
ｃｏ
ｌｏ
ｒ、

羽
扇

豆
Ｌｕ
ｐｉ
ｎｕ

ｓｍ
ｉｃｒ
ａｎ
ｔｈ
ｕｓ
、

石
竹

Ｄｉ
ａｎ

ｔｈ
ｕｓ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
飞

燕
草

Ｃｏ
ｎｓ
ｏｌ
ｉｄ
ａ
ａｊ
ａｃ
ｉｓ、

松
果

菊
Ｅｃ
ｈｉ
ｎａ
ｃｅ
ａ
ｐｕ
ｒｐ
ｕｒ
ｅａ

—

喜
肥

阳
性

较
耐

干
旱

鹅
掌

楸
Ｌｉ
ｒｉｏ

ｄｅ
ｎｄ

ｒｏ
ｎ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ｅ
、

黄
金

树
Ｃａ

ｔａ
ｌｐ
ａ
ｓｐ
ｅｃ
ｉｏ
ｓａ
、

油
桐

Ｖｅ
ｒｎ
ｉｃｉ
ａ
ｆｏ
ｒｄ
ｉｉ

大
叶

醉
鱼

草
Ｂｕ

ｄｄ
ｌｅｊ
ａ
ｄａ

ｖｉｄ
ｉｉ、

大
叶

铁
线

莲
Ｃｌ
ｅｍ

ａｔ
ｉｓ
ｈｅ
ｒａ
ｃｌｅ

ｉｆｏ
ｌｉａ

、
蝟

实
Ｋｏ

ｌｋ
ｗｉ
ｔｚｉ
ａ
ａｍ

ａｂ
ｉｌｉ
ｓ

千
日

红
Ｇｏ

ｍ
ｐｈ
ｒｅ
ｎａ

ｇｌ
ｏｂ
ｏｓ
ａ、

葡
萄

风
信

子
Ｍ
ｕｓ
ｃａ
ｒｉ
ｂｏ
ｔｒｙ

ｏｉ
ｄｅ
ｓ

—

喜
肥

中
性

喜
水

－
迎

春
花

Ｊａ
ｓｍ

ｉｎ
ｕｍ

ｎｕ
ｄｉ
ｆｌｏ
ｒｕ
ｍ

鸭
跖

草
Ｃｏ

ｍ
ｍ
ｅｌｉ
ｎａ

ｃｏ
ｍ
ｍ
ｕｎ

ｉｓ
—

喜
肥

中
性

一
般

耐
旱

玉
兰

Ｍ
ａｇ

ｎｏ
ｌｉａ

ｄｅ
ｎｕ
ｄａ

ｔａ
茶

Ｃａ
ｍ
ｅｌｌ
ｉａ

ｓｉｎ
ｅｎ
ｓｉｓ

风
铃

草
Ｃａ

ｍ
ｐａ
ｎｕ

ｌａ
ｍ
ｅｄ
ｉｕ
ｍ
、

乌
头

Ａｃ
ｏｎ
ｉｔｕ

ｍ
ｃａ
ｒｍ

ｉｃｈ
ａｅ
ｌｉｉ

—

喜
肥

中
性

较
耐

干
旱

紫
薇

Ｌａ
ｇｅ
ｒｓｔ
ｒｏ
ｅｍ

ｉａ
ｉｎ
ｄｉ
ｃａ

—
紫

茉
莉

Ｍ
ｉｒａ

ｂｉ
ｌｉｓ

ｊａ
ｌａ
ｐａ

—

喜
肥

阴
性

喜
水

珙
桐

Ｄａ
ｖｉｄ

ｉａ
ｉｎ
ｖｏ
ｌｕ
ｃｒ
ａｔ
ａ

—
兰

花
常

春
藤

Ｈｅ
ｄｅ
ｒａ

ｎｅ
ｐａ
ｌｅｎ

ｓｉｓ

喜
肥

阴
性

一
般

耐
旱

—
山

茶
Ｃａ

ｍ
ｅｌｌ
ｉａ

ｊａ
ｐｏ
ｎｉ
ｃａ

黄
花

马
蹄

莲
Ｚａ

ｎｔ
ｅｄ
ｅｓ
ｃｈ
ｉａ

ｅｌｌ
ｉｏ
ｔｔｉ
ａｎ
ａ

—

喜
肥

阴
性

较
耐

干
旱

—
鸡

条
树

Ｖｉ
ｂｕ
ｒｎ
ｕｍ

ｏｐ
ｕｌ
ｕｓ

—
—

较
耐

瘠
薄

阳
性

喜
水

水
松

Ｇｌ
ｙｐ
ｔｏ
ｓｔｒ
ｏｂ
ｕｓ

ｐｅ
ｎｓ
ｉｌｉ
ｓ、

乌
桕

Ｔｒ
ｉａ
ｄｉ
ｃａ

ｓｅ
ｂｉ
ｆｅｒ
ａ

水
团

花
Ａｄ

ｉｎ
ａ
ｐｉ
ｌｕ
ｌｉｆ
ｅｒ
ａ、

红
瑞

木
Ｃｏ

ｒｎ
ｕｓ

ａｌ
ｂａ

—
小

果
蔷

薇
Ｒｏ

ｓａ
ｃｙ
ｍ
ｏｓ
ａ

较
耐

瘠
薄

阳
性

一
般

耐
旱

桂
竹

Ｐｈ
ｙｌ
ｌｏ
ｓｔａ

ｃｈ
ｙｓ

ｂａ
ｍ
ｂｕ
ｓｏ
ｉｄ
ｅｓ
、

木
犀

Ｏｓ
ｍ
ａｎ

ｔｈ
ｕｓ

ｆｒａ
ｇｒ
ａｎ

ｓ、
银

杏
Ｇｉ
ｎｋ
ｇｏ

ｂｉ
ｌｏ
ｂａ

檵
木

Ｌｏ
ｒｏ
ｐｅ
ｔａ
ｌｕ
ｍ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ｅ
、

白
鹃

梅
Ｅｘ

ｏｃ
ｈｏ
ｒｄ
ａ
ｒａ
ｃｅ
ｍ
ｏｓ
ａ

马
兰

Ｋａ
ｌｉｍ

ｅｒ
ｉｓ
ｉｎ
ｄｉ
ｃａ

、
紫

花
前

胡
Ａｎ

ｇｅ
ｌｉｃ
ａ
ｄｅ
ｃｕ
ｒｓｉ
ｖａ

、
屈

曲
花

Ｉｂ
ｅｒ
ｉｓ
ａｍ

ａｒ
ａ

牵
牛

Ｐｈ
ａｒ
ｂｉ
ｔｉｓ

ｎｉ
ｌ、

木
香

花
Ｒｏ

ｓａ
ｂａ
ｎｋ
ｓｉａ

ｅ

较
耐

瘠
薄

阳
性

较
耐

干
旱

黄
山

松
Ｐｉ
ｎｕ

ｓｔ
ａｉ
ｗａ

ｎｅ
ｎｓ
ｉｓ、

栓
皮

栎
Ｑｕ

ｅｒ
ｃｕ
ｓｖ

ａｒ
ｉａ
ｂｉ
ｌｉｓ

、
枫

香
树

Ｌｉ
ｑｕ
ｉｄ
ａｍ

ｂａ
ｒｆ
ｏｒ
ｍ
ｏｓ
ａｎ

ａ、
梅

Ａｒ
ｍ
ｅｎ
ｉａ
ｃａ

ｍ
ｕｍ

、
胡

桃
Ｊｕ
ｇｌ
ａｎ

ｓｒ
ｅｇ
ｉａ

山
梅

花
Ｐｈ

ｉｌａ
ｄｅ
ｌｐ
ｈｕ

ｓｉ
ｎｃ
ａｎ

ｕｓ
一

年
蓬

Ｅｒ
ｉｇ
ｅｒ
ｏｎ

ａｎ
ｎｕ
ｕｓ

马
兜

铃
Ａｒ

ｉｓｔ
ｏｌ
ｏｃ
ｈｉ
ａ
ｄｅ

ｂｉ
ｌｉｓ

较
耐

瘠
薄

中
性

喜
水

—
罗

布
麻

Ａｐ
ｏｃ
ｙｎ
ｕｍ

ｖｅ
ｎｅ
ｔｕ
ｍ

结
缕

草
Ｚｏ

ｙｓ
ｉａ

ｊａ
ｐｏ
ｎｉ
ｃａ

—

３７３７　 ２０ 期 　 　 　 闫明　 等：谷地植物景观保育性调控策略———以鸡公山武胜关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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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坡
度

生
态

位
Ｓｌ
ｏｐ

ｅ
ｎｉ
ｃｈ

ｅ
植

物
生

态
位

类
型

Ｐｌ
ａｎ

ｔｎ
ｉｃ
ｈｅ

ｔｙ
ｐｅ

植
物

选
择

Ｐｌ
ａｎ

ｔｓ
ｅｌ
ｅｃ
ｔｉｏ

ｎ

乔
木

Ａｒ
ｂｏ

ｒ
灌

木
Ｓｈ

ｒｕ
ｂ

草
本

Ｈ
ｅｒ
ｂ

藤
本

Ｆｕ
ｊｉｍ

ｏｔ
ｏ

较
耐

瘠
薄

中
性

一
般

耐
旱

—
石

榴
Ｐｕ

ｎｉ
ｃａ

ｇｒ
ａｎ

ａｔ
ｕｍ

金
鸡

菊
Ｃｏ

ｒｅ
ｏｐ
ｓｉｓ

ｂａ
ｓａ
ｌｉｓ

、
毛

叶
香

茶
菜

Ｉｓｏ
ｄｏ
ｎ
ｊａ
ｐｏ
ｎｉ
ｃｕ
ｓ、

阔
叶

补
血

草
Ｌｉ
ｍ
ｏｎ
ｉｕ
ｍ

ｌａ
ｔｉｆ
ｏｌ
ｉｕ
ｍ

南
蛇

藤
Ｃｅ
ｌａ
ｓｔｒ
ｕｓ

ｏｒ
ｂｉ
ｃｕ
ｌａ
ｔｕ
ｓ

较
耐

瘠
薄

中
性

较
耐

干
旱

枫
香

树
Ｌｉ
ｑｕ
ｉｄ
ａｍ

ｂａ
ｒｆ
ｏｒ
ｍ
ｏｓ
ａｎ

ａ
雀

儿
舌

头
Ｌｅ
ｐｔ
ｏｐ
ｕｓ

ｃｈ
ｉｎ
ｅｎ
ｓｉｓ

、毛
球

莸
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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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分析以及生态敏感性、植物生态位类型分布的多因子叠加分析，为武胜关谷地植物景观的调控提供了科学

依据和可操作方法。 从研究地资源上看，武胜关谷地植物景观保育的原始条件较为充足，具备有多个潜力观

景区、植物培育区；从地带防护看，武胜关谷地具有多个明显的植被交错地带，植被类型丰富多样，可利用自然

资源进行人工干预，确保高敏感地区植被的稳定；从植被营造上看，武胜关谷地自身具有较为丰富的植物资

源，从景观美学以及生态稳定的角度来考虑调控研究地，特别是 ６ 个裸露空地植物的类型和分布，在植物因地

生长、景观维护等方面有多重意义。
谷地植物景观的保育性调控工作需要多方面同时推进，包括从面状层面的分区控制到线状的边缘地带控

制以及廊道规划，到点状的植被改造选择。 应用景观可持续性研究的思想，规划和设计景观要素以维护和提

高景观的自我再生能力，同时提高景观对外部干扰的抵抗力［３１］。 研究地交通条件较为便利，人类活动与人为

干扰不可避免。 同国内其他自然保护区一样，国内已经鲜有不受干扰的自然保护区。 人类活动与人为干扰所

带来的水土流失、植被退化、土壤裸露等问题正在危及保护区的生态健康。 保护、培育、调适是中国自然保护

区发展的必经之路。 需要介入正向干扰才能抵消人类活动所带来的负向干扰，同时通过正向干扰提高自然本

身应对各种生态风险的能力，实现保护区稳定可持续发展。 研究区域从边界范围上紧邻自然保护区，实际的

自然景观与保护区景观相差较小，是良好的保护培育的正向干扰试验区。 未来的研究中，可从保护对象识别、
调适植物组合模式［３２］、功能和组分的补充与完善、多样性的增加［３３］、干扰下的植物变化规律［３４］、实现生态系

统的稳定并向顶级群落方向演替等方面进行实际的探索，以便进一步明确保育的机理，完善保育性调控的理

论和实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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