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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中北亚热带喀斯特次生林动态监测样地：物种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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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南宁师范大学环境与生命科学学院 ／ 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宁　 ５３０００１

２ 浙江师范大学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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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年来强烈的人为干扰导致我国西南喀斯特原生森林丧失殆尽并呈现植被灌丛化，甚至石漠化现象。 贵州普定县残存的

片段化喀斯特次生林是黔中地区北亚热带森林植被的典型代表，可作为监测该区域植被结构和动态的样本。 在普定县天龙山

建立 ２ ｈｍ２（２００ ｍ×１００ ｍ）森林固定样地，对样地内胸径≥ １ ｃｍ 的所有木本植物进行了每木调查，分析了木本植物的物种组

成、区系特征、径级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 结果表明，样地内有木本植物独立个体 １４，０２５ 株，隶属于 ３４ 科 ５５ 属 ６６ 种。 重要值

最大的前 ３ 个科依次是壳斗科、胡桃科和樟科。 在区系成分上，温带区系成分占总属数的 ５２．７％，而热带区系成分占４０．０％，温
带成分多于热带成分。 稀有种有 ２１ 种，占总种数的 ３１．８２％。 重要值≥ １ 的物种共有 １３ 种，贡献了 ８８．８１％的重要值，重要值排

名前三的物种分别是窄叶石栎（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和云南鼠刺（ 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样地内所有

个体的平均胸径仅为 ５．１２ ｃｍ，整体径级分布呈倒“Ｊ”，表明群落更新良好。 部分优势种的空间分布表现出较明显的聚集性，这
可能与喀斯特生境的高度异质性有关。 对北亚热带喀斯特次生林开展长期监测研究，将有助于掌握亚热带喀斯特植被恢复过

程中生物多样性维持和群落构建的机制。
关键词：喀斯特；次生林；物种组成；群落结构；空间分布；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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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 ｃｍ， ａｎｄ ＤＢＨ ｓｉｚｅ⁃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ａ ｒｅｖｅｒｓｅ “ Ｊ”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ｗｏｏｄ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ｐｌｏｔ ｓｃａｌｅ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ｈｉｇｈ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ｋａｒ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ｋａｒ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ｋａｒｓｔ；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喀斯特地貌是世界上广泛分布的一种地质景观类型。 我国喀斯特地貌区面积约 ３４４ 万 ｋｍ２，约占国土总

面积的 ３６％，占全球喀斯特面积的 １５．６％，西南地区有碳酸岩出露面积约 ５１ 万 ｋｍ２，占该区域总面积的 ５．８％，
其中贵州、云南和广西 ３ 个省份是西南喀斯特地貌最为典型的集中连片区域［１—２］。 喀斯特生态系统具有土层

浅薄、土被不连续、水土易于流失、树木不易定植等生态脆弱特性，加上西南地区持续的人为干扰和资源的不

合理利用，导致喀斯特植被破坏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和石漠化等问题较为突出［３—６］。 现存的西南喀斯特植被

多为灌丛或灌草丛，而原生林则丧失殆尽，残存的森林常以遭受干扰后逐步恢复起来的次生林为主。 喀斯特

植被对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极为重要，同时对探索岩溶地质背景下诸多生态过程与驱动机制具

有重要科研价值［７］。 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片段化分布的次生林是石漠化山地植被恢复的重要参考样本，对
于检验生态恢复的理论框架和指导植被恢复的实践成效具有重要意义。

固定监测样地的建设为森林生物多样性定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８—９］。 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在温带、
亚热带和热带气候区已建成了 １８ 个涵盖多种森林类型的大型动态监测样地和 ５０ 多个 １ ｈｍ２以上的辅助样

地［１０］。 这些森林固定样地对于研究不同地区森林的群落结构与演替动态、物种空间分布格局及其群落多样

性的维持机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为不同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等比较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平

台［１１］。 喀斯特森林是独特的非地带性植被类型，为对该类森林进行定位研究，在广西弄岗和木论、贵州茂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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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已建成有面积不等的固定监测样地，并在植物群落构建机制、动物的物种多样性等方面已取得了诸多可

喜的成果［１２—１６］。 以上喀斯特森林监测样地均为原生性较强的森林，而缺乏针对喀斯特次生林监测的固定样

地，对次生演替过程中的诸多生态格局、过程与机制的研究还尚浅。 对喀斯特次生林的研究可为区域性植被

恢复与重建提供重要参考，因此亟待加强对喀斯特次生林的长期动态监测研究。
贵州是我国西南地区喀斯特地貌分布范围最广，面积比例最大的省份。 位于贵州中部（简称黔中）的普

定县是喀斯特高原石漠化的典型地区，同时也是开展石漠化防治研究的理想区域［６］。 普定县境内的天龙山

残存有该地区相对面积较大的次生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是黔中典型的喀斯特森林植被类型之一，是开展喀

斯特次生林定位研究的理想地点，对揭示该类型植被的结构、功能及其演变规律，提供喀斯特退化植被恢复与

重建模式具有重要意义［１７］。 鉴于此，２０１２ 年中国科学院普定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在天龙山南坡建立

了一块面积 ２ ｈｍ２的固定森林动态监测样地，对天龙山次生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

构和功能等进行长期监测研究，该样地的建立是对我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针对北亚热带喀斯特次生林，在林分空间结构［１８］、木本植物功能性状变异及其适应策略［１９］、地上生物量

结构［２０—２２］等方面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然而，对该次生林的物种组成、群落结构等基础群落信息尚不清

晰。 为此，本文以天龙山 ２ ｈｍ２森林监测样地的第一次本底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该样地次生林群落的物

种组成、区系特征、径级结构及树木空间分布等基本特征，以期较为全面地展示黔中北亚热带喀斯特次生林的

种群和群落结构特征，为今后开展喀斯特地区的植物群落构建机制、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等研究提供

参考资料。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天龙山位于贵州普定县马官镇下坝村，地理坐标 ２６°１４′４０″ Ｎ，１０５°４５′４５″ Ｅ（图 １），海拔约 １５５０ ｍ，该山

处于典型的高原型峰丛洼地地貌类型之中，土壤类型为黑色石灰土，土层浅薄，地面岩石裸露明显，土被不连

续，山体较为陡峭，平均坡度为 ３１°。 该地区属北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季风交替明显，全年气候温和，雨量

较为充沛，日照少，无霜期长。 年平均气温为 １５．１℃，极端最高温 ３４．７℃，极端最低温－１１．１℃，无霜期达

２８９ ｄ，年平均降水量 １３９０ ｍｍ［１８， ２３］。
天龙山分布有典型的北亚热带喀斯特次生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该林分平均高度 ７ ｍ，郁闭度约 ０．７５，林

分成层现象较明显，可分为乔木层、亚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 林分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相对简单，乔木层

常见种包括窄叶石栎（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云南鼠刺（ 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安顺

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云贵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短萼海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ｂｒｅｖｉｃａｌｙｘ）、猫乳（Ｒｈａｍｎｅｌｌａ
ｆｒａｎｇｕｌｏｉｄｅｓ）等。 灌木层以异叶鼠李（Ｒｈａｍｎ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倒卵叶旌节花（Ｓｔａｃｈｙｕｒｕｓ ｏｂｏｖａｔｕｓ）、刺异叶花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ｏｖａ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ｖａｒ． ｓｐｉｎｉｆｏｌｉｕｍ）、薄叶鼠李（Ｒｈａｍｎｕｓ ｌｅｐｔｏｐｈｙｌｌａ）等为主；草本层有大披针薹草（Ｃａｒｅｘ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矛叶荩草（Ａｒｔｈｒａｘｏｎ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ｕｓ）、阔叶山麦冬（Ｌｉｒｉｏｐｅ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十字薹草（Ｃａｒｅｘ ｃｒｕｃｉａｔａ）、野雉

尾金粉蕨 （Ｏｎｙｃｈ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和对马耳蕨 （Ｐｏｌｙｓｔｉｃｈｕｍ ｔｓｕｓ⁃ｓｉｍｅｎｓｅ） 等。 藤本植物主要有香花鸡血藤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 ｄｉｅｌｓｉａｎａ）、藤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ａｎｃｅｉ）、钩刺雀梅藤 （ Ｓａｇｅｒｅｔｉａ ｈａｍｏｓａ）、长柄地锦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
ｆｅｄｄｅｉ）和常春藤（Ｈｅｄｅｒ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等。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样地建立

除了广西弄岗、木论和贵州茂兰等自然保护区外，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较少有成片连续分布的喀斯特森

林。 黔中喀斯特山地强烈的人为干扰致使其山地以石漠化生境和灌草丛植被为主，封山育林后形成的小面积

次生林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片段化和破碎化分布，因此，该区域不具备建设较大面积森林样地的可能性。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中国科学院普定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依据陆地生态系统生物观测规范［２４］ 的要求，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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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天龙山样地的位置与植被外貌和生境照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ａｎ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ｐｌｏｔ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ｓｉｏｇ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参考美国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 热带研究所热带森林科学研究中心 ＦｏｒｅｓｔＧＥＯ（Ｆｏｒｅ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原 ＣＴＦＳ）
森林固定样地的建设标准［２５］，使用全站仪（Ｔｏｐｃｏｎ ＧＴＳ⁃ ３３６，Ｔｏｐｃ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ｏｋｙｏ，Ｊａｐａｎ）在天龙

山南坡的次生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内建立了面积为 ２ ｈｍ２（东西长 ２００ ｍ，南北长 １００ ｍ）的固定动态监测样

地（图 １）。 该样地的海拔范围为 １４０２—１５１２ ｍ，平均坡度 ３１°，岩石裸露率可达 ６０％以上，土层厚度 １０—
８０ｃｍ，大部分地段土层厚度不超过 ５０ ｃｍ。 样地四周每间隔 １０ ｍ 用水泥桩作永久标记，用全站仪将整个样地

划分为 ２００ 个 １０ ｍ × １０ ｍ 的调查单元，每个调查样方边角使用 １ ｍ 高 ＰＶＣ 管进行标记。 对样地内所有胸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ＤＢＨ）≥ １ ｃｍ 的木本植物进行挂牌、定位和鉴定，记录植物的编号、种名、胸径、树
高、相对坐标和生长状况等。 同时，也记录每个样方的海拔、坡度、坡向、岩石裸露率、地被物厚度等环境特征。
１．２．２　 数据分析

参照《贵州植物志》和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ｗｗｗ．ｅｆｌｏｒａｓ．ｏｒｇ ／ ）确定样地内被调查植物的科属种名称，编制天龙山

样地植物名录并确定植物的生长型类别，包括乔木、小乔木、灌木以及藤本。 按世界种子植物科和中国种子植

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划分标准统计样地内物种科、属的分布区类型［２６—２７］。 计测植物物种和科的重要值，其方

法为：
物种重要值（ＩＶ）＝ （相对频度＋相对多度＋相对优势度） ／ ３，其中，相对频度＝ 某个物种在所有样方内出现

的次数 ／所有种出现的总次数 × １００；相对多度＝ 某个物种的个体数 ／全部物种的个体数 ×１００；相对优势度 ＝
某个种的胸高断面积之和 ／所有种的胸高断面积之和 × １００［２８］。

科的重要值（ＦＩＶ）＝ （相对多样性＋相对密度＋相对优势度） ／ ３，其中，相对多样性为某个科的树种数占总

树种数的百分比；相对密度为某个科的树种密度占总树种密度的百分比；相对优势度为某个科的树种胸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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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和占总树种胸高断面积和的百分比［２９］。
种⁃面积曲线采用组合样方法绘制；种⁃多度曲线以多度为纵坐标，以树种多度从大到小排序为横坐标绘

制；径级分布图采用的径级间隔大小为 ５ ｃｍ。
稀有种和偶见种的划分参照 Ｈｕｂｂｅｌｌ 和 Ｆｏｓｔｅｒ［３０］的定义，即稀有种为每公顷个体数≤１ 株的物种，偶见种

为每公顷个体数 １—１０ 株的物种。
利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和 Ｒ ３．４．４ 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作图。

２　 结果

２．１　 物种组成

样地内共有 ＤＢＨ≥１ ｃｍ 木本植物 ６６ 种，其中乔木 ３３ 种，灌木 ２４ 种，藤本 ９ 种，隶属于 ３４ 科 ５５ 属。 从科

的分布水平来看，蔷薇科植物最为丰富，共有 ７ 属 ９ 种，豆科次之，有 ６ 属 ６ 种，樟科有 ３ 属 ４ 种，鼠李科有 ３
属 ４ 种。 从属的分布水平来看，花椒属的植物最多，有 ３ 种。 另外，有 ６４．７％的科及 ７２．７％的属仅有一个物种

分布。 个体数和优势度最多的是壳斗科，分别占总个体数和优势度的 ２４．４０％和 ３６．９７％，其次是胡桃科，分别

占总个体数和优势度的 １７．８０％和 ２５．８８％。 样地内物种数最多的 １０ 个科所含物种数占物种总数的 ５０％，所
含物种个体数占个体总数的 ８９．１８％（表 １）。

表 １　 天龙山样地木本植物中重要值前 １０ 位的科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ｏｐ ｔｅ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ａｎ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ｐｌｏｔ

序号
Ｒａｎｋ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数
Ｎｏ． ｏｆ ｇｅｎｕｓ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多度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胸高断面积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
（ｍ２ ／ ｈｍ２）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１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１ １ ３４２２ １８．３０ ６２．８９

２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１ １ ２４９７ １２．８２ ４５．２０

３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３ ４ ２６６３ ５．０２ ３５．２０

４ 虎耳草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１ １ １５５４ ６．６６ ２６．０５

５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７ ９ １９３ ０．２７ １５．５６

６ 桦木科 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 ２ ３ ６３１ ２．５７ １４．２３

７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３ ４ ４４２ ０．７５ １０．７３

８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６ ６ １４１ ０．２０ １０．５０

９ 海桐花科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ａｃｅａｅ １ １ ５７２ １．３４ ８．３０

１０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１ ３ ３９３ ０．１５ ７．６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６ ３３ １２５０８ ４８．０８ ２３６．３２

２．２　 区系成分

参照吴征镒［２６—２７］对我国植物科、属地理区系成分的划分，天龙山样地木本植物区系特征分析结果如表 ２
所示。 样地内木本植物的科分为 ７ 个分布型，４ 个亚型；属可分为 １３ 个分布型，２ 个亚型。 热带性质的科占总

科数的 ４４．１％，其中泛热带分布型科数最多，占 ３５．３％。 温带性质的科占总科数的 ２９．４％，其中北温带分布型

科数最多，占 ２３．５％。 样地内热带区系的属占总属数的 ４０．０％，其中泛热带分布的属比例最高，占 １６．４％；温
带性质的属占总属数的 ５２．７％，其中北温带分布的属数最多，占 １８．２％。 世界分布科有 ９ 科，世界广布属有 ３
属，中国特有属有 １ 属。 根据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分析，表明研究样地植物区系的热带—亚热带性质，也反映出

样地内植物区系由热带向温带过渡的特点。
２．３　 多度格局

样地内独立个体数为 １４，０２５ 株（包括分枝、萌枝为 １７５８５ 株），单位面积个体数为 ７０１３ 株 ／ ｈｍ２。 样地内

个体数大于 ５００ 的植物有 ７ 种，仅占总种数的 １０．６１％，但个体数量占 ８０．１１％。 个体数量最多的为窄叶石栎，
占样地总个体数的 ２４．４％，随后依次为化香树、安顺润楠、云南鼠刺，分别占总个体数的 １７．８％、１４．６％和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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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样地内稀有种和偶见种分别有 ２１ 种和 １８ 种，分别占总种数的 ３１．８２％和 ２７．２７％，分别占个体总数的

０．１９％和 １．５２％（图 ２）。

表 ２　 天龙山样地木本植物的地理成分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ｐｈｙｔ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ａｎ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ｐｌｏｔ

分布区类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属数
Ｎｏ．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科数
Ｎｏ．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１ 世界分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３ ９

２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９ １１

２—２ 热带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１

３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１ ２
４ 旧世界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３ １
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３ —
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２ —
７ 热带亚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４ —
热带合计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 （２—７） ２２ １５
８ 北温带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８ １
８—４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５
８—５ 欧亚和南美温带间断分布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 １
８—６ 地中海、东亚、新西兰和墨西哥到智利间断 １ １
９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９ １
１０ 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２ —
１０—１ 地中海区、西亚（或中亚）和东亚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 —

１１ 温带亚洲分布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Ａｓｉａ １ —

１４ 东亚分布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６ １

温带合计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８—１４） ２９ １０

１５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５ ３４

表 ３　 天龙山样地重要值≥１ 的优势物种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１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ａｎ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ｐｌｏｔ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多度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平均胸径
Ｍｅａｎ ＤＢＨ ／ ｃｍ

胸高断面积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 （ｍ２ ／ ｈｍ２）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窄叶石栎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 ３４２２ ５．９０ ９．１５ ２３．１５

化香树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 ２４９７ ６．９５ ６．４１ １７．２０

云南鼠刺 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５５４ ６．６８ ３．３３ １０．７９

安顺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２０５２ ４．１３ １．９１ １０．０８

云贵鹅耳枥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６１９ ５．３５ １．２８ ４．４０

短萼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ｂｒｅｖｉｃａｌｙｘ ５７２ ４．００ ０．６７ ４．１７

香叶树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５２０ ３．３６ ０．３４ ３．６９

朴树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４１５ ３．２５ ０．２７ ３．１８

刺异叶花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ｏｖａ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ｖａｒ． ｓｐｉｎｉｆｏｌｉｕｍ ３８０ １．９８ ０．０８ ２．６７

倒卵叶旌节花 Ｓｔａｃｈｙｕｒｕｓ ｏｂｏｖａｔｕｓ ４１７ １．７９ ０．０７ ２．５７

珊瑚冬青 Ｉｌｅｘ ｃｏｒａｌｌｉａｎａ ２６８ ２．４９ ０．０８ ２．４０

猫乳 Ｒｈａｍｎｅｌｌａ ｆｒａｎｇｕｌａｉｄｅｓ １８１ ５．８２ ０．３４ ２．２７

异叶鼠李 Ｒｈａｍｎ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２２３ １．５７ ０．０２ ２．２４

２．４　 优势种分析

样地内木本植物的优势种明显，样地内重要值≥１ 的物种有 １３ 种，占总物种数的 １９．７０％，其重要值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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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天龙山样地的物种多度序列图

　 Ｆｉｇ．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ａｎ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ｐｌｏｔ　

为 ８８．８１（表 ３）。 窄叶石栎的重要值最大，有 ３４２２ 个个

体，最大胸径达 ４７．９０ｃｍ，胸高断面积为 ９．１５ ｍ２ ／ ｈｍ２，
占总胸高断面积的 ３６．９７％，是样地内胸高断面积最大

的树种，也是乔木上层的优势种。 其次分别为化香树

（１７．２０％）、云南鼠刺（１０．７９％）、安顺润楠（１０．０９％）和
云贵鹅耳枥（４．４０％），这 ５ 个物种的重要值之和超过了

６５． ００％，胸高断面积之和占样地总胸高断面积的

８９．２１％，在群落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重要值第 ６—８
位的物种分别是短萼海桐、 香叶树和朴树 （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为样地亚乔木层的优势种；刺异叶花椒和倒卵

叶旌节花是灌木层的优势种，胸径和胸高断面积较小，
重要值位列第 ９ 和 １０ 位。
２．５　 种⁃面积格局

天龙山样地物种的种⁃面积分析表明（图 ３），种⁃面
积曲线的斜率在开始阶段随取样面积的增加而迅速降低。 样地在取样面积较小的初始阶段物种数迅速上升，
当取样面积达到 ０．４２ ｈｍ２时，有 ４５ 个种，约占样地总种数的 ７０％，当取样面积达到 １．３ ｈｍ２时，涵盖了样地

９０％的物种。 种⁃面积关系表现出随着取样面积的增加，物种数先迅速增加后趋于稳定，后期随着面积增大，
物种数变化幅度很小，这表明 ２ ｈｍ２的样地面积能够较客观体现出天龙山喀斯特森林群落的物种丰富度。
２．６　 径级结构

样地内所有个体的平均胸径为 ５．１２ ｃｍ，ＤＢＨ≥１ｃｍ 的个体的总胸高断面积为 ２４．７５ ｍ２ ／ ｈｍ２。 全部个体

的径级分布呈现明显的倒“Ｊ”字型（图 ４），小径级的数量占较大优势，胸径 １—５ ｃｍ 的个体为 ８６４８ 株，占总株

数的 ６１．６６％；５—１０ ｃｍ 的个体为 ３６０７ 株，占总株数 ２５．７２％；ＤＢＨ≥１０ ｃｍ 的个体共 １７７０ 株，占 １２．６２％；ＤＢＨ
≥２０ ｃｍ 的共 １４５ 株，占 １．０３％；ＤＢＨ≥３０ ｃｍ 的个体数仅有 ９ 株，仅占总个体数的 ０．０６％。 倒“Ｊ”形的径级结

构表明样地中有丰富的幼树储备，群落更新良好，呈稳定生长状态。

图 ３　 天龙山森林动态监测样地的种⁃面积曲线

Ｆｉｇ．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ｒｅａ ｃｕｒ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ａｎ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ｐｌｏｔ

图 ４　 天龙山样地木本植物的径级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Ｓｉｚｅ⁃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ｏｏｄ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ａｎ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ｐｌｏｔ

对样地内 ８ 个主要乔木树种的径级结构分析表明（图 ５），主要树种的径级结构可以归纳为 ３ 种类型：（１）
倒“Ｊ”型分布，以 １ ｃｍ ≤ ＤＢＨ ≤ ５ ｃｍ 的个体数最多，而后随着径级增大个体数逐渐下降，如窄叶石栎、安顺

润楠、云贵鹅耳枥和短萼海桐；（２）“泊松”型分布，如化香树和云南鼠刺，ＤＢＨ 在 ５—１０ ｃｍ 的个体数最多，几
乎没有大径级；（３）“Ｌ”型分布，它们多是亚冠层的优势物种，小径级的个体占绝对优势，而大径级的个体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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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无，如香叶树和朴树。

图 ５　 天龙山样地 ８ 种优势树种的径级结构

Ｆｉｇ．５　 Ｓｉｚｅ⁃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ａｎ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ｐｌｏｔ

２．７　 垂直结构

群落垂直成层明显，乔木层可分为 ２ 层，上层高达 １２ ｍ，优势种比较明显，主要由窄叶石栎、化香树、云贵

鹅耳枥等高大乔木组成，种类相对较少。 亚乔木层高约 ７ ｍ，以小乔木为主，常见种有安顺润楠、云南鼠刺、短
萼海桐、珊瑚冬青、朴树、香叶树、猫乳等树种，数量较多，郁闭度达 ０．６。 灌木层平均高约 ３ ｍ，平均盖度为

３０％，主要有刺异叶花椒、倒卵叶旌节花、异叶鼠李、安坪十大功劳（Ｍａｈｏｎｉａ ｅｕｒｙ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等组成，此外还有一

些乔木的幼树。 层间植物种类丰富，主要以粗大的木质藤本植物为主，包括藤黄檀、香花鸡血藤、钩刺雀梅藤、

９４７　 ２ 期 　 　 　 张忠华　 等：黔中北亚热带喀斯特次生林动态监测样地：物种组成与群落结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小果蔷薇（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ａ）、柱果铁线莲（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ｕｎｃｉｎａｔａ）、黑龙骨（Ｐｅｒｉｐｌｏｃａ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等。 样地内层次清晰，其
中乔木上层和亚乔木层在垂直结构中占主要部分，灌木层和层间植物的稀有种和偶见种比例较高。
２．８　 优势种的空间分布

从 ８ 种优势树种的空间分布看（图 ６），窄叶石栎的个体数明显高于其他树种，它在不同的海拔或坡位均

有分布。 ８ 个主要优势树种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聚集分布特征，且与生境条件密切相关。 如化香树在样地的

低海拔区域分布较多，而短萼海桐更趋向于分布在样地的高海拔地段，云贵鹅耳枥主要聚集分布在样地的东

北方向海拔偏高的区域，香叶树在样地的中部区域分布较多，云南鼠刺多分布于样地的西南方向。

图 ６　 天龙山样地 ８ 种优势树种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ｓ 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ａｎ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ｐｌｏｔ

３　 讨论

天龙山、弄岗、木论和茂兰等地均分布有我国西南地区典型的喀斯特森林，对比 ４ 个区域的植物群落结构

特征能更全面地反映它们间的共性与差异。 天龙山样地内 ＤＢＨ≥１ ｃｍ 的木本植物合计有 ６６ 种，隶属于 ３４
科 ５５ 属，平均每公顷木本植物为 ５５ 种。 物种数量上远低于茂兰样地（１９９ 种 ／ ｈｍ２）、木论样地（１２４ 种 ／ 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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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弄岗样地（１２１ 种 ／ ｈｍ２），而单位面积的个体数上，天龙山样地却明显高于其他森林样地（表 ４）。 天龙山为

北亚热带喀斯特次生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广西木论和贵州茂兰拥有中亚热带喀斯特常绿落叶阔叶混交

林［１２， １４］，而广西弄岗分布有北热带喀斯特季节性雨林［１１］。 显然，天龙山木本植物多样性较低与样地所处纬

度和海拔高度所形成的水热条件差异有密切关系，符合物种丰富度随纬度和海拔的升高而降低这一普遍规

律。 苏宗明和李先琨［３１］认为非地带性的喀斯特植被具有自身起源与分布特点，同时带有植被地带性分布规

律的烙印，我们的研究结果印证了这一观点。 弄岗、木论和茂兰在成立自然保护区前后均长期处于良好的自

然封育状态，因此除受水热条件影响外，黔中喀斯特地区高强度的人为干扰使得森林更具有次生性质，这也是

天龙山物种丰富度较低而幼树个体数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物种科属组成来看，天龙山样地蔷薇科、豆科

和樟科物种比较丰富，这点与弄岗北热带喀斯特森林样地树种以大戟科、马鞭草科和梧桐科为主明显不

同［１１］，而与以樟科、蔷薇科、茜草科物种最丰富的茂兰样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３２］，这体现了气候和地形地貌

等生态要素在系统发育层面上过滤局域性种库，环境筛选作用决定了物种组成在科、属或种层面上的相似度。
天龙山样地稀有种占比为 ３１．８２％，其比例稍低于木论和弄岗样地（表 ４）。 影响稀有种比例的原因可能

有物种本身的种群特征与分布特性、生境异质性、森林类型镶嵌、干扰、区系的交汇和地形限制等［２８， ３３—３４］。 天

龙山样地的纬度和海拔高度高于弄岗和木论样地，物种数较少（６６ 种）且优势种明显，并且取样面积相对较小

（仅 ２ ｈｍ２），这些均可能是样地所包含稀有物种的比例相对较少的原因。 此外，天龙山样地稀有种比例相对

于亚热带非喀斯特森林样地也少得多［２８， ３４—３５］，这可能与喀斯特地貌与微地形以及物种对喀斯特生境的适应

性有关。 喀斯特植物往往具备耐旱、耐钙、耐碱等共同特性［３６］，区域种库中的物种往往难以适应喀斯特这一

特殊生境，同时黔中破碎化的生境和高度异质的喀斯特地形容易阻断种子长距离扩散，因此可能造成新物种

的种源扩散受限［３７］。 此外，人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种的分布，特别是对生境要求更为“敏感”的狭

域种和稀有种［３８—３９］，因此，强烈人为干扰下的黔中喀斯特地区片段化森林中的稀有种相对于常见种可能更易

于遭受负面影响。 总的来看，天龙山样地稀有种的形成可能由气候与地形、生物地理过程和人为干扰等多维

度因素共同决定的。 上述推论仍需要进一步检验。
天龙山样地木本植物区系地理成分中，热带和温带分布的科分别占总科数的 ４４．１％和 ２９．４％。 从物种属

的分布区类型看，天龙山样地有 ５５ 个属，热带成分占 ４０．０％，温带成分占 ５２．７％，温带成分大于热带成分，反
映出样地内植物区系由热带向温带过渡的特点。 从不同喀斯特森林监测样地内属的分布比例来看，茂兰样地

的热带成分占 ６７．１％，温带成分占 ２９．３％［３２］；木论样地的热带成分占 ７０．８％，温带成分占 ２４．３％［１４］；弄岗样地

的热带成分达 ８８．３９％［１１］。 这种区系成分有规律的变化，表明区域尺度上的植物区系组成与其所在的地理纬

度和海拔有密切关系。 天龙山样地所处的纬度和海拔较高，热带性质属的比例逐步减少，温带性质属的比例

逐步增加，因此，喀斯特植被在区系成分变化上具有地带性植被的分布规律。

表 ４　 天龙山样地与其他 ３ 个喀斯特森林动态样地特征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ｉａｎｌｏｎｇｓｈａｎ ｐｌｏ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ｋａｒ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ｌｏ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样地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ｐｌｏｔ

经纬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 ｍ

面积
Ｓｉｚｅ ／
ｈｍ２

物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每公顷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ｅｒ ｈｅｃｔａｒｅ

每公顷
个体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ｐｅｒ ｈｅｃｔａｒｅ

胸高断面积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
（ｍ２ ／ ｈｍ２）

稀有种
Ｒａｒ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 ％

天龙山
２６°１４′Ｎ，
１０５°４５′Ｅ １４０２—１５１２ ２ ６６ ５５ ７０１３ ２４．７５ ３１．８２

茂兰［３２］ ２５°１８′Ｎ，
１０７°５７′Ｅ ８３５—９１２ １ １９９ １９９ ４２８１ １８．６０ ２７．６０

木论［１５］ ２５°８′Ｎ，
１０８°０′Ｅ ４４２—６５１ ２５ ２５４ １２４ ５７８９ １６．９９ ３９．３７

弄岗［１２］ ２２°２５′Ｎ，
１０６°５７′Ｅ １８０—３７０ １５ ２２３ １２１ ４５３４ ２２．０８ ３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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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龙山样地优势种较明显，在所有物种中，窄叶石栎的重要值最高（２３．１５），其个体数和胸高断面积也最

高（３４２２，９．１５ ｍ２ ／ ｈｍ２），其次是化香树（２４９７，６．４１ ｍ２ ／ ｈｍ２）、云南鼠刺（１５５４，３．３３ ｍ２ ／ ｈｍ２）和安顺润楠

（２０５２，１．９１ｍ２ ／ ｈｍ２），这些物种均为乔木层树种，在样地内占绝对优势，属于该群落的优势种，这一群落结构

特征与弄岗和茂兰森林群落不同［１１， ３２］。 弄岗的季雨林和茂兰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均无明显的优势种，多
个优势种共存是这两个森林类型物种组成的重要特点之一。 纬度和海拔决定的水热条件差异是驱动喀斯特

森林优势种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 此外，天龙山样地为人为干扰破坏后形成的次生林，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

相对简单，处于主林层的物种数量有限且个体数量较多，形成了明显的优势种，而处于长期封育的弄岗和茂兰

喀斯特森林，同种以及近缘种间资源生态位维度的相似性以及长期累积的“天敌”—植食性昆虫和土壤病原

菌等可能加剧了同种以及近缘种间排斥作用［４０—４３］，因而长期封育的喀斯特森林具有更为复杂的群落结构和

物种多样性。 上述推论仍需要开展长期的定位观测和控制实验来加以验证。
径级结构是植物群落稳定性和生长发育状况的重要指标［２８］。 样地内所有个体径级结构呈倒“Ｊ”型（图

４），表明群落整体更新良好。 样地内 ＤＢＨ≥１ ｃｍ 的树木平均 ＤＢＨ 为 ５．１２ ｃｍ，并且样地的个体数量较高，单
位面积个体数为 ７０１３ 株 ／ ｈｍ２，高于弄岗样地、木论样地和茂兰样地（表 ４），这意味着该区域森林存在较多中

小径级的植株，大径级的植株较少，反映了天龙山样地次生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个体密度较高这一特性。 ８
个优势种的径级结构呈现倒“Ｊ”型、“泊松”型和“Ｌ”型分布，表明优势种均具有较为丰富的幼树补充，更新良

好。 总体来看，天龙山样地次生林优势种更新和林分发育良好。
从优势物种空间格局看，８ 个优势树种空间分布均具有一定的聚集性，且表现出生境关联性。 影响森林

物种空间分布格局的因素较多，如物种的环境适应性、生境异质性、种内与种间的相互竞争、物种生活史策略

等［４４—４７］。 弄岗、木论和茂兰样地中树种的分布格局均以聚集分布为主，生境异质性是影响其物种空间分布的

重要因素［１１—１２， １４］。 因此，生境异质性也可能是造成天龙山样地主要优势树种聚集格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

于岩石裸露度高、地形起伏较大，微地形组合复杂，土壤分布极度不均，光照、土壤水分和养分等生境特征的不

均匀性、不连续性和复杂多样组合，致使同一地段、坡位、坡向的小生境，其生境特征也可能存在十分明显的差

异，这样复杂的生境变化可能会导致物种分布上的专化。 天龙山样地优势树种的聚集分布体现了物种有喜好

的生境，如化香树和云贵鹅耳枥为喜钙、耐旱、耐贫瘠的树种，多分布在岩石裸露较高和坡度较大的生境生长，
短萼海桐更倾向于分布在样地高海拔区域岩石裸露相对较少和缓坡的生境。

４　 展望

本研究分析了黔中天龙山 ２ ｈｍ２喀斯特次生林样地中木本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区系特征、径级结构和

主要优势种的空间分布格局，同时推测了区系分布、物种组成和空间分布形成的潜在机制，研究结果对掌握北

亚热带喀斯特次生林的构建过程、对比分析不同区域喀斯特森林结构与动态以及指导植被恢复与重建具有较

为重要价值。 目前，对黔中北亚热带喀斯特次生林的研究仍然较少，对其诸多的生态格局与过程的理解仍然

不清，在北亚热带喀斯特植物多样性的形成及其维持机制、进化过程与群落生态过程及其之间的关系、地上与

地下生态过程的耦联关系、喀斯特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等方面亟待深入研究［７， １７］。 天龙山次生林

动态监测样地的建立为上述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为区域性植被恢复与重建提供了可参照的模板，是
北亚热带喀斯特森林生物多样性重要的监测和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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