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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亮叶水青冈群落结构
及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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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贵州省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亮叶水青冈（Ｆａｇｕｓ ｌｕｃｉｄａ）群落为研究对象，基于野外实地调查，应用数量生态学的方

法，对保护区内亮叶水青冈群落特征及物种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对保护区内植物群落动态变化监测以及对亮叶水青冈群落的保

护和管理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结果表明：设置样地共 １１７００ｍ２，调查样地内维管束植物 ６２ 科，１１１ 属，１６５ 种，其中蕨类

植物 ４ 科，６ 属，６ 种，种子植物 ５８ 科，１０５ 属，１５９ 种。 其中以单种科和寡种科（２—５ 种）占优势，两者的比例之和超过总科数的

８５％，蔷薇科共有植物 ６ 属 １５ 种，为所有科中最多，其他属数较多的科有樟科和壳斗科。 属的结构中以单种属占据绝对优势，
达到 ７０．２７％，山矾属和悬钩子属种数最多，各有 ６ 种。 亮叶水青冈在群落中虽占优势，但龄级结构出现双峰值的异常趋势，种
群呈衰退趋势。 从总体趋势上来看，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均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物种丰富度指数灌木层＞乔木层＞草本

层；均匀度指数乔木层＞草本层＞灌木层。 亮叶水青冈幼苗和幼树除在局部区域较集中分布外，其余大部分区域数量均少，且受

林下金佛山方竹（Ｃｈｉｍｏ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 ｕｔｉｌｉｓ）干扰较强，大径级植株比重大，年龄结构总体呈衰退型，在未来种群稳定性维持较为困

难。 应加强对保护区亮叶水青冈的保护，建议合理抚育管理亮叶水青冈幼苗，在森林的经营和管理上，对亮叶水青冈林可在其

生长到一定阶段时适度进行人为干扰，会更有利于亮叶水青冈林的更新和生长发育。
关键词：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亮叶水青冈； 物种组成； 种群结构； 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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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叶水青冈（Ｆａｇｕｓ ｌｕｃｉｄａ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属于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水青冈属（Ｆａｇｕｓ）落叶大乔木［１］，中国特

有种，主要分布在长江北部神农架以南（３１．５°Ｎ），南岭山脉以北（２４°Ｎ）地区，包括湖北、四川、贵州、湖南、广
东等省海拔 ７００ｍ 以上的山地［２］，是中国十分重要的林木资源，常常形成优势群落。 亮叶水青冈是第三纪残

留的古老物种，它不仅对古气候、古地理、古生物、古生态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而且对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生

态系统的组成结构、营养结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以及东亚水青冈生态系统的研究，均具有较大价值。
贵州亮叶水青冈天然林分布广泛，面积较大，保存较完整的主要是在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梵净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黔东南等地区［３］。 宽阔水自然保护区分布了大量的亮叶水青冈原生性群落，该区的主

要保护对象就是原生性亮叶水青冈林及其生境［４］。 目前国内对于水青冈属的植物已经有一定的研究。 洪必

恭等对中国水青冈属 ５ 种特有种的地理分布与 ５ 项气候指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其限制分布的主要气候因子

是生长季和降水量［５］。 曹铁如等对湖南八大公山亮叶水青冈林的物种组成以及植物区系进行了较深入的分

析［６］，得知该群落富集种少、稀疏种多，而且这些种的多度有一定的规律性特征［７］。 张谧等认为神农架地区

的米心水青冈及曼青冈占据群落中乔木层不同的高度，且均不缺乏更新贮备，因此形成稳定共存的群落［８］。
赵睿等通过对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米心水青冈种群的调查，得知该群落多干指数达到 ９６．４％，表明萌

条在种群的更新中起着关键作用［９］。 陈志刚等通过资源分配试验证明，锐齿槲栎和米心水青冈在林隙与林

下环境显示出不同的光利用策略［１０］。 汪正祥等对分布于中国亚热带山地如南山、梵净山、宽阔水、八大公山

４ 地域的亮叶水青冈林进行了植被的比较研究，根据 ３７ 个样方调查的资料，区分出 ３ 个群丛 ６ 个亚群［１１］。 赫

尚丽等对滇东北乌蒙山自然保护区的亮叶水青冈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进行了研究［１２］。 对于宽阔水自然保

护区内的原生亮叶水青冈群落的研究涉及种—多度结构［１３］、数量分类［４］、种群结构与动态［１４］等研究，但时间

跨度甚大，缺乏深入的研究。 亮叶水青冈在宽阔水自然保护区属于顶极群落的建群种，在山地的一定海拔高

度上形成了原生性群落与原始森林，对其研究可以揭示该地区群落的稳定与物种多样性的维持具有重要的意

义，同时也是研究植物系统演化和植物地理学的关键类群之一［２］。 但近年来研究发现，该区亮叶水青冈种群

结构老化，大部分树木种子结实量低甚至不结实，林下亮叶水青冈幼树缺失，仅在开阔的林缘地带过渡性地分

布一些亮叶水青冈幼树［１５］，并且亮叶水青冈林下镶嵌分布有大量的金佛山方竹（Ｃｈｉｍｏ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 ｕｔｉｌｉｓ）和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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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Ｆａｒｇｅｓｉａ ｓｐａｔｈａｃｅａ）等种群，它们与其他乔木的幼苗幼树进行资源竞争，同时还通过影响群落微环境进而

对幼苗更新产生影响［１６—１８］。 本文选取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亮叶水青冈群落进行调查，就群落结构特征

及物种多样性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为更深入地揭示宽阔水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和物种共存机制提供参考，
为探索宽阔水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维持机理提供基础理论，为制定更有效的物种保护措施提供科学

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经 １０７°０２′—１０７°１４′，北纬 ２８°０６′—２８°１９′）位于贵州省绥阳县北部大娄山

山脉向西南延伸地段，东西横延约 １９ｋｍ，南北纵深约 ２０ｋｍ，总面积 ２６２３１ｈｍ２ ［１９］，海拔 ６５０—１７６２ｍ。 区内地

形起伏多样、切割强烈，属喀斯特区域中山峡谷地貌［２０］。 保护区具有低纬度山地湿润气候特点，属中亚热带

湿润季风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１１．７—１５．２℃，年降水量在 １３００—１３５０ｍｍ，年平均相对湿度超过 ８２％［２１］。 区内

土壤以黄棕壤、黄壤为主；植被为中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森林面积达到保护区总面积的 ８０％以上［２２］。
贵州省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物种丰富，植物区系较为原始，在保护区保存有 １３００ｈｍ２的天然亮叶水

青冈林，亮叶水青冈是该原生林的主要建群种［２１］，这种原生性亮叶水青冈林具有典型的地带性植被分布特

征，是维持整个保护区乃至黔北地区生态功能的重要支撑。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样地设置与调查方法

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在研究区选取亮叶水青冈分布地段，设置样地面积共 １１７００ｍ２，其中面积

为 ２０ｍ×２０ｍ 的样地 ２９ 个，１０ｍ×１０ｍ 的幼林样地 １ 个（因太阳山顶地形限制只能设置 １０ｍ×１０ｍ 的小样地），
记录每个样地的基本概况（表 １）。 根据国家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陆生维管植物和植物多样性观测固定

样地的设置）的方法，将标椎样地划分为 ４ 个 １０ｍ×１０ｍ 的样方，在顶点设置样桩，然后将这 ４ 个大样方分别划

分为 ４ 个 ５ｍ×５ｍ 的小样方，以该小样方作为外业的基本单位。 调查乔木层（高度≥５ｍ 起测）种类，记录项目

为：树种、株数、树高、胸径、枝下高、冠幅、生活力等；选取上述的每个 １０ｍ×１０ｍ 样方的右上角的小样方（５ｍ×
５ｍ）作为灌木调查单元进行灌木层调查，调查内容：树种、株丛数、平均地径、平均高度、生长状况、分布状况和

盖度等；在上述灌木样方的右上角位置设置面积为 １ｍ×１ｍ 的样方作为草本植物观测样方，调查记录：种类、
株数、平均冠径、平均高度、生长情况、盖度等。
２．２　 亮叶水青冈种群年龄结构分析

种群是构成群落的基本单位，年龄结构是种群的重要特征［２３］，种群年龄结构的分析是探讨种群动态特征

的一种有效可行的方法［２４—２５］。 在许多研究工作中，由于测定植物种群个体年龄较为困难，不少学者采用径级

结构分析法替代年龄结构，即以个体的高度（苗期）及胸径的大小（统称为径级，Ｓｉｚｅ ｃｌａｓｓ， ｓｃ）代替龄级［２６］。
径级结构也是反映种群结构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指标，研究种群的径级结构能很好的反映群落的动态变化。 故

本文研究以“空间代时间”、“立木级代替年龄结构”，采用经典分级［２７］ 的方法进行统计。 根据胸径 Ｄ 将亮叶

水青冈分为 Ｉ 级（Ｄ＜５ｃｍ，包括幼苗 Ｄ＜５ｃｍ，Ｈ＜０．５ｍ，和幼树 Ｄ＜５ｃｍ，Ｈ＞０．５ｍ）、ＩＩ 级（５ｃｍ≤Ｄ＜１０ｃｍ）、ＩＩＩ 级
（１０ｃｍ≤Ｄ＜２０ｃｍ）、ＩＶ 级（２０ｃｍ≤Ｄ＜３０ｃｍ）和 Ｖ 级（Ｄ≥３０ｃｍ）共 ５ 个等级，每一个立木级对应一个年龄级。
２．３　 重要值统计分析

采用重要值（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ＩＶ）作为评价各物种在群落中的重要性指标［２８］，反映其在群落中的功能地

位和作用，计算群落立木层树种的重要值，参考张金屯的计算方法［２９］。 即：重要值（ ＩＶ）＝ （相对密度＋相对优

势度＋相对频度） ／ ３。 并使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 对计算得到的重要值进行统计并排序。
２．４　 群落数量分类

植被数量分类是根据各样方或植物种间的相似关系将其分成若干组，使组内的各样方或植物种相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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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而组间的则尽量相异，从而实现植物群落比较客观的分类，反映出一定的生态规律［３０］。 本文以 ６５ 种植物

在 ３０ 个样方中的重要值矩阵为基础，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选用组间连接（类间平均距离）方法和欧氏距离为分类

标准，完成数据处理。 首先将 ３０ 个样方合并，计算群落立木层树种重要值（ ＩＶ），将立木层树种的 ＩＶ 值按大小

排序，去除频度小于 ５％的偶见种，共计 ３０ 个物种选为聚类种，然后构成 ３０×３０ 矩阵，对样方和物种进行聚类

分析［３１］。 参考吴征镒《中国植被》 ［２７］的植物群落分类和命名原则，并结合样方内实际的生态现状，以优势种

原则划分和命名。

表 １　 样地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样地
Ｓｉｔｅ

优势种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坡度 ／ （ °）
Ｓｌｏｐｅ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０１ 亮叶水青冈、云贵鹅耳枥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Ｂｕｒｋ． 岩脚湾西南 １４８ｍ １５００ｍ ８ 东北

０２ 亮叶水青冈、多脉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ｎｅｒｖｉｓ Ｗ．Ｃ．
Ｃｈｅｎｇ ＆ Ｔ．Ｈｏｎｇ 岩脚湾西南 １７１ｍ １５１２ｍ ３５ 北

０３ 亮叶水青冈、云贵鹅耳枥 岩脚湾南 ６１ｍ １５４０ｍ ２０ 西南

０４ 亮叶水青冈 白石溪 １４４１ｍ １０ 东北

０５ 亮叶水青冈 老屋基南 １３７ｍ １４５７ｍ ２ 西南

０６ 亮叶水青冈、多脉青冈、檫木 Ｓａｓｓａｆｒａｓ ｔｚｕｍｕ （Ｈｅｍｓｌ．）
Ｈｅｍｓｌ． 老屋基东南 ７２ｍ １４３７ｍ ５ 西南

０７ 亮叶水青冈、云贵鹅耳枥、多脉青冈 老屋基东南 １２６ｍ １４７８ｍ １５ 西南

０８ 亮叶水青冈 老屋基东 ２１６ｍ １５１６ｍ １０ 北

０９ 亮叶水青冈、多脉青冈 老屋基东北 ７１ｍ １４５７ｍ ５ 西坡

１０ 亮叶水青冈、多脉青冈 宽阔东北 ２２２ｍ １４５３ｍ ５ 东南

１１ 亮叶水青冈 宽阔东北 ３６５ｍ １４６４ｍ ５ 西南

１２ 亮叶水青冈 岩脚湾西南 １４８ｍ １４３６ｍ ３５ 北

１３ 亮叶水青冈 凉风南垭东南 ４８５ｍ １４８２ｍ １０ 东北

１４ 亮叶水青冈 凉风垭南 ６０４ｍ １４７７ｍ ５ 北

１５ 亮叶水青冈、多脉青冈 凉风垭南 ６４１ｍ １４５２ｍ １０ 西北

１６ 亮叶水青冈 凉风垭南 ５８８ｍ １５１０ｍ １０ 西南

１７ 亮叶水青冈、多脉青冈 岩脚弯东 １５０ｍ １５４０ｍ ５ 西南

１８ 亮叶水青冈、多脉青冈、云贵鹅耳枥 岩脚湾东南 ２７９ｍ １５７０ｍ ５ 西南

１９ 亮叶水青冈、云贵鹅耳枥、多脉青冈 岩脚湾东南 ４７５ｍ １５２３ｍ １０ 西南

２０ 亮叶水青冈、多脉青冈 路好坎北 ６７０ｍ １４５７ｍ ５ 西

２１ 亮叶水青冈、多脉青冈、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Ｌａｍｂ．） Ｈｏｏｋ． 大鱼塘东 ５９４ｍ １４６５ｍ １０ 西南

２２ 亮叶水青冈 太阳山 １７１１ｍ ５５ 南

２３ 亮叶水青冈、多脉青冈 珙桐沟 １４５７ｍ ３０ 西

２４ 亮叶水青冈、雷公鹅耳枥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ｖｉｍｉｎｅａ Ｌｉｎｄｌｅｙ、
檫木

大湾坝子东北 １８３ｍ １４１８ｍ ５ 西南

２５ 亮叶水青冈、云贵鹅耳枥 大湾坝子东北 １６５ｍ １４１６ｍ ３０ 西

２６ 亮叶水青冈、云贵鹅耳枥、多脉青冈 大湾坝子西北 ６７ｍ １３８０ｍ ５ 东

２７ 亮叶水青冈、云贵鹅耳枥 大湾坝子北 ３８１ｍ １４３９ｍ ５５ 南

２８ 亮叶水青冈、云贵鹅耳枥 大湾坝子东南 １４２ｍ １４６３ｍ ２０ 西南

２９ 亮叶水青冈、半边月
Ｗｅｉｇｅ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ｖａｒ． ｓｉｎｉｃａ （Ｒｅｈｄ．） Ｂａｉｌｅｙ 大湾坝子东南 ２５２ｍ １４４７ｍ ５ 西北

３０ 亮叶水青冈、野鸦椿
Ｅｕｓｃａｐｈ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 Ｄｉｐｐｅｌ 大湾坝子东 ２９７ｍ １４５９ｍ ３ 西北

２．５　 物种多样性分析

物种多样性（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是指物种水平上的生物多样性，它是用一定空间范围物种数量和分布特征

８８６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来衡量的。 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是反映植物群落组成结构和稳定性的重要指标，是物种丰富度和分布均匀性

的综合反映，能体现群落结构类型、组织水平、发展阶段、稳定程度和生境的差异［２８］。 在对一个群落或一个区

域物种多样性进行研究时，一般从种的丰富度或多度、种的均匀度或平衡性和种的总多样性这三种概念出发，
综合分析比较物种的多样性及其影响因素［３２］。 α 多样性用来测度一个均质群落内物种组成状况，包括物种

丰富度、物种多样性和物种均匀度 ３ 种指数。 本文以下面这几个指数来进行本区域的物种多样性研究。
即：
Ｇｌｅａｓｏｎ 丰富度指数： Ｒ ＝ Ｓ ／ ｌｎＡ

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 Ｄ ＝ １ － ∑
ｓ

ｉ ＝ １

Ｎｉ（Ｎｉ － １）
Ｎ（Ｎ － １）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 Ｈ ＝－ ∑
ｓ

ｉ ＝ １
（Ｐ ｉ ｌｎＰ ｉ）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Ｊ ＝ Ｈ ／ ｌｎＳ
式中，Ｓ 为物种数目，Ａ 为单位面积，Ｎｉ为第 ｉ 个物种的个体数，Ｎ 为所有全部种的个体总数，Ｐ ｉ为频度，即

Ｐ ｉ ＝
Ｎｉ

Ｎ
。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亮叶水青冈群落物种组成特征分析

本研究裸子植物采用郑万钧裸子植物分类系统（１９７８），被子植物采用恩格勒系统，蕨类植物采用秦仁昌

系统（１９７８）。 通过调查（调查总面积为 １１７００ｍ２），共计维管植物 ６２ 科，１１１ 属，１６５ 种；其中蕨类植物 ４ 科，６
属，６ 种；种子植物 ５８ 科，１０５ 属，１５９ 种；裸子植物 ２ 科，２ 属，２ 种；被子植物 ５６ 科，１０３ 属，１５７ 种，其中单子叶

植物 ２ 科，２ 属，５ 种，双子叶植物 ５４ 科，１０１ 属，１５２ 种。
乔木层共有 ５９ 种，占所有物种的 ３５． ７６％。 其中壳斗科最多，主要建群种有亮叶水青冈、多脉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ｎｅｒｖｉｓ）、 硬壳柯 （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ｎｃｅｉ）、 耳叶柯 （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ｕｓ ） ４ 种。 樟 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其次，主要建群种有黑壳楠（Ｌｉｎｄｅｒａ ｍｅｇａｐｈｙｌｌａ）和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ｎａｎｍｕ），其他种相对较少。
灌木层共有 ９１ 种，占全部物种的 ５５．１５％，在调查的 ３０ 个样地中，有 ２５ 个出现金佛山方竹，数目最为庞

大，盖度、密度、高度等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四川大头茶（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马桑绣球（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ａｓｐｅｒａ）、青
冈栎（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青荚叶 （Ｈｅｌｗｉｎｇ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梾木 （ Ｃｏｒｎｕ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胡颓子 （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ｐｕｎｇｅｎｓ）、中国旌节花（Ｓｔａｃｈｙｕｒ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南方荚蒾（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ｆｏｒｄｉａｅ）、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粉花绣线

菊（Ｓｐｉｒａｅ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半边月（Ｗｅｉｇｅ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ｖａｒ． ｓｉｎｉｃａ）、野鸦椿（Ｅｕｓｃａｐｈ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杜鹃花（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ｓｉｉ）、山矾（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ｓｕｍｕｎｔｉａ）等有少量分布。

草本层共有 ５２ 种，占全部物种的 ３１．５２％，以冷水花（Ｐｉｌｅａ ｎｏｔａｔａ）和川西鳞毛蕨（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ｉ）居
多，变豆菜 （ Ｓａｎｉｃｕｌ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绞股蓝 （Ｇｙｎｏｓｔｅｍｍａ 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血水草 （Ｅｏｍｅｃｏｎ ｃｈｉｏｎａｎｔｈａ）、天南星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蝴蝶花（ Ｉｒ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三脉紫菀（Ａｓｔｅｒ ｔｒｉｎｅｒｖｉｕｓ ｓｕｂｓｐ． ａｇ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以及蓟（Ｃｉｒｓ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等有零星分布。

从表 ２ 统计结果得到科的结构分析，单种科最为丰富，在调查的所有群落中占绝对优势，共 ２８ 科，占总科

数的 ４５．９０％。 含 ２—５ 种的科较为丰富，几乎和单种科同等优势，位居第二，有 ２５ 科（４７ 属 ６８ 种），占总科数

的 ４０．９８％。 含 ６—９ 种的 ５ 科（１８ 属 ３０ 种），占总科数的 ８．２％，分别为山矾科（ Ｓｙｍｐｌｏｃａｃｅａｅ）、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山茶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五加科（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含 １０—１５ 种的 ３ 科（１７ 属 ３８ 种），
仅占总科数的 ４．９２％，分别为壳斗科、樟科和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由此可见该保护区亮叶水青冈群落植物科

所含属数、种数的差异明显，以单种科和寡种科（２—５ 种）占优势。 科内所含种数在 １０ 种及以上的科为该区

的优势科，有 ３ 科，共含 １７ 属 ３８ 种。

９８６２　 ７ 期 　 　 　 杨波　 等：贵州省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亮叶水青冈群落结构及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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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亮叶水青冈群落科的排序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ｇｕｓ ｇｌａｕ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科分级
Ｆａｍｉｌｙ ｇｒａｄｅ

科名（属 ／ 种）
Ｆａｍｉｌｙ（Ｇｅｎｕｓ ／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占总科比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含 １ 种的科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紫金牛科、马鞭草科、杉科、省沽油科、桑寄生科、榆科、绣球花科、大风子
科、楝科、莎草科、石松科、猕猴桃科、梧桐科、卫矛科、凤仙花科、木通科、
唇形科、旌节花科、杜仲科、木兰科、酢浆草科、石杉科、鸢尾科、红豆杉
科、紫萁科、漆树科、葫芦科、杨柳科

２８ ４５．９０

含 ２—５ 种的科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２—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金粟兰科（１ ／ ２）、堇菜科（１ ／ ２）、海桐花（１ ／ ２）、冬青科（１ ／ ２）、杜英科（１ ／
２）、菝葜科（１ ／ ２）、十字花科（１ ／ ３）、兰科（１ ／ ３）、天南星科（１ ／ ３）、槭树科
（１ ／ ４）、菊科（２ ／ ２）、安息香科（２ ／ ２）、荨麻科（２ ／ ２）、大戟科（２ ／ ２）、虎耳
草科（２ ／ ２）、蓼科（２ ／ ３）、木犀科（２ ／ ３）、桦木科（２ ／ ３）、桑科（２ ／ ３）、鳞毛
蕨科（３ ／ ３）、小檗科（３ ／ ３）、山茱萸科（３ ／ ４）、伞形科（３ ／ ３）、忍冬科（３ ／
４）、禾本科（４ ／ ４）

２５ ４０．９８

含 ６—９ 种的科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６—９ ｓｐｅｃｉｅｓ

山矾科（１ ／ ６）、杜鹃花科（２ ／ ６）、山茶科（４ ／ ６）、百合科（５ ／ ６）、五加科（６ ／
６） ５ ８．２０

含 １０ 种以上的科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

壳斗科（５ ／ １０）、樟科（６ ／ １３）、蔷薇科（６ ／ １５） ３ ４．９２

从表 ３ 统计结果得到属的结构分析，单种属极为丰富，共 ７８ 属，占总属数的 ７０．２７％，对区系结构有着非

常重要的影响。 含种数 ２—５ 种的属丰富程度较低于前者，但种类总体较丰富，有 ３１ 属（７５ 种），占总属数的

２７．９３％。 含 ６ 种以上的属较少，仅有山矾属（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和悬钩子属（Ｒｕｂｕｓ），各有 ６ 种，仅占总属数的１．８０％。
因此可知该保护区属与科的结构相对一致，均以单种属和寡种属占优势，其余等级的属不丰富。

表 ３　 亮叶水青冈群落属的排序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ｉｎ Ｆａｇｕｓ ｇｌａｕ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属分级
Ｇｅｎｕｓ ｇｒａｄｅ

属名（种数）
Ｇｅｎｕｓ（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占总属比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含 １ 种的属
Ｇｅｎｕ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紫金牛属、柳属、旌节花属、鸢尾属、榆属、野鸦椿属、鼠尾草属、绣球属、
莎草属、杉属、香椿属、梧桐属、卫矛属、漆树属、木犀属、钝果寄生属、构
属、蓟属、猕猴桃属、含笑属、酢浆草属、 山桐子属、桦木属、木荷属、石杉
属、楤木属、猫儿屎属、大头茶属、玉簪属、萱草属、山麦冬属、石松属、绞
股蓝属、紫菀属、金腰属、黄水枝属、凤仙花属、锦带花属、芒属、树参属、
胡颓子属、早熟禾属、方竹属、杜仲属、小檗属、淫羊藿属、大青属、蔷薇
属、绣线菊属、吊钟花属、酸模属、梁王茶属、五加属、刺楸属、常春藤属、
润楠属、檫木属、野桐属、十大功劳属、水芹属、蓖麻属、鸭儿芹属、变豆菜
属、野茉莉属、穇属、白辛树属、紫萁属、耳蕨属、六道木属、贯众属、鳞毛
蕨属、楼梯草属、红豆杉属、冷水花属、四照花属、青荚叶属、水青冈属、开
口箭属

７８ ７０．２７

含 ２—５ 种的属
Ｇｅｎｕ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２—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山胡椒属（２）、楠属（２）、蓼属（２）、稠李属（２）、石楠属（２）、柯属（２）、鹅
耳枥属（２）、锥栗属（２）、梾木属（２）、冬青属（２）、杜英属（２）、榕属（２）、
海桐花属（２）、荚蒾属（２）、堇菜属（２）、栎属（２）、金粟兰属（２）、沿阶草
属（２）、山茶属（２）、柃属（２）、女贞属（２）、菝葜属（２）、天南星属（３）、虾
脊兰属（３）、碎米荠属（３）、木姜子属（３）、李属（３）、青冈属（３）、樟属
（４）、槭树属（４）、杜鹃花属（５）

３１ ２７．９３

含 ６ 种以上的属
Ｇｅｎｕ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６ ｓｐｅｃｉｅｓ

山矾属（６）、悬钩子属（６） ２ １．８０

３．２　 亮叶水青冈种群更新特征及种群生长趋势分析

如图 １ 所示，在所调查的 ３０ 个亮叶水青冈天然林群落样地中，亮叶水青冈总株数为 ４２４ 株。 亮叶水青冈

群落种群各龄级呈现出“双峰值”的结构，Ｉ 级和 ＩＩ 级的个体数分别为 ５８ 株和 １３３ 株，分别占总株数的１３．６８％

０９６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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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亮叶水青冈群落的径级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Ｆａｇｕｓ ｌｕｃｉｄａ

　 根据胸径 Ｄ 将亮叶水青冈分为 Ｉ 级（Ｄ＜５ｃｍ，包括幼苗 Ｄ＜５ｃｍ，Ｈ＜

０．５ｍ，和幼树 Ｄ ＜ ５ｃｍ，Ｈ＞ ０． ５ｍ）、 ＩＩ 级（ ５ｃｍ≤Ｄ ＜ １０ｃｍ）、 ＩＩＩ 级

（１０ｃｍ≤Ｄ＜２０ｃｍ）、ＩＶ 级（２０ｃｍ≤Ｄ＜３０ｃｍ）和 Ｖ 级（Ｄ≥３０ｃｍ）共

５ 个等级，每一个立木级对应一个年龄级

和 ３１．３７％，其余三级的个体数分别为 ９６ 株、２５ 株和

１１２ 株，分别占总株数的 ２２．６４％、５．９０％和 ２６．４２％，三
者比例之和高达 ５４．９６％。 可见，亮叶水青冈的幼树数

量比较多，但是幼苗数量较少，大、中型成熟植株较多，
径级呈现双峰曲线，此结构异常。 虽然 Ｉ 级幼苗幼树株

数较多，但其主要集中于个别调查到的群落中，且在群

落中的空间结构小，种类竞争大，成树可能性较小；对于

幼苗幼树来说，争取到林分上层充足的光照是影响其生

产的重要因素，然而实际调查中发现，亮叶水青冈群落

中金佛山方竹分布较多，林分郁闭度均较高，林下光照

严重不足，因此这个有可能是造成亮叶水青冈种群自然

更新能力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亮叶水青冈种群内近年

缺乏更新，总体上开始呈现衰退趋势。
图 ２ 为亮叶水青冈幼苗幼树在 ３０ 个调查群落中的

数量情况，根据实地调查，３０ 个样地中有 １５ 个样地未

发现有亮叶水青冈的幼苗幼树，在有幼树幼苗的调查样地中，２２ 号样地中幼树最多 １３ 株，５ 和 １１ 号样地中最

少为 １ 株。 整体而言，亮叶水青冈群落的幼苗幼树分布不均，幼树和中年树相当少，几乎以大树老树为主，极
有可能出现年龄断层现象。 目前研究发现，宽阔水自然保护区不少种群自然更新能力差，与人为影响也有较

大关系，方竹笋的经营，致使方竹的种群数量日渐变大，更多的夺取了其他种群幼苗幼树的环境资源，加之其

他一些自然灾害等多方因素导致包括亮叶水青冈在内的种群群落正常演替受阻，让其演替向衰退方向发展。

图 ２　 亮叶水青冈幼苗幼树数量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Ｔｒｅｅ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Ｆａｇｕｓ ｌｕｃｉｄａ

３．３　 亮叶水青冈群落立木层优势种重要值特征分析

从表 ４ 可知，亮叶水青冈在整个群落中占据重要位置，优势明显，是主要优势种。 其重要值序在 ３０ 个样

地中，２２ 个排第一；８ 个排第二。 ２２ 号样地中重要值达到 ５８．６９３９，但该样方几乎是亮叶水青冈的纯幼林，且
样地受地形限制只能设置 １０ｍ×１０ｍ 的样地，因此该样地重要值应只做参考。 此外 ０４ 号样地达到 ４７．８７２９ 为

最大，２０ 号样地最小，仅为 １３．２４４５。 此外，多脉青冈和云贵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等在群落中也占据优

势，为主要建群种，其中云贵鹅耳枥在 ３ 个样地中排第 １、２ 个样地中排第 ２；１ 个样地中排第 ３，多脉青冈在

１９６２　 ７ 期 　 　 　 杨波　 等：贵州省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亮叶水青冈群落结构及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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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个样地中排第 ２。

表 ４　 亮叶水青冈群落乔木层优势种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ｂｏｒ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Ｆａｇｕｓ ｌｕｃｉｄａ

样地
Ｓｉｔｅ

第一位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第二位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第三位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０１ 亮叶水青冈 ２８．４６６７ 云贵鹅耳枥 ２５．０１８１ 多脉青冈 １０．６７６１
０２ 亮叶水青冈 ３１．７５４７ 多脉青冈 ３０．４６３１ 云贵鹅耳枥 ９．２６９７
０３ 亮叶水青冈 ２９．９３１０ 云贵鹅耳枥 ２３．２２０２ 黑壳楠 １２．２７０５
０４ 亮叶水青冈 ４７．８７２９ 云贵鹅耳枥 ２０．０８９３ 多脉青冈 １２．３１３５
０５ 亮叶水青冈 ３１．９００７ 多脉青冈 １０．２２０４ 山茶 ９．８１１３
０６ 多脉青冈 ２０．９０２５ 亮叶水青冈 １４．１９７５ 檫木 １３．９２０１
０７ 亮叶水青冈 ２５．４７２９ 云贵鹅耳枥 １４．２０１３ 多脉青冈 １３．２７３６
０８ 亮叶水青冈 ３２．７４５３ 云贵鹅耳枥 １５．４２１６ 山茶 １０．７３１２
０９ 亮叶水青冈 ４０．１６１８ 多脉青冈 ２１．９９２９ 云贵鹅耳枥 ９．８４８０
１０ 亮叶水青冈 ３４．３４８１ 多脉青冈 １７．６５５５ 西南米槠 ９．４６１２
１１ 亮叶水青冈 ３２．３７６８ 山茶 １８．９４８５ 多脉青冈 １２．２３８１
１２ 亮叶水青冈 ４２．９５７５ 山茶 ２１．００５２ 多脉青 ９．８８０６
１３ 亮叶水青冈 ３４．００６２ 多脉青冈 １０．９８６６ 云贵鹅耳枥 ９．３３２３
１４ 亮叶水青冈 ４０．９８５４ 黑壳楠 １１．４１５８ 多脉青冈 ９．６２１８
１５ 亮叶水青冈 ３９．７５５８ 多脉青冈 １８．８４４８ 黑壳楠 １１．２４３２
１６ 亮叶水青冈 ３６．２４９４ 云贵鹅耳枥 １４．８０６４ 山矾 １２．７０８３
１７ 亮叶水青冈 ３６．３１６０ 多脉青冈 ２１．４０６８ 云贵鹅耳枥 ７．１９５６
１８ 多脉青冈 ３３．４６９２ 亮叶水青冈 １７．９８５３ 云贵鹅耳枥 １６．３４５２
１９ 亮叶水青冈 ３１．７８４５ 云贵鹅耳枥 １７．４２３８ 多脉青冈 １７．２２５０
２０ 多脉青冈 １６．１７６２ 多脉青冈 １３．２４４５ 黑壳楠 ９．２２２８
２１ 亮叶水青冈 ３１．４２０３ 杉木 １３．２７７３ 多脉青冈 １２．７２９２
２２ 亮叶水青冈 ５８．６９３９ 多脉青冈 １８．２３０２ 云贵鹅耳枥 １７．９５１３
２３ 多脉青冈 ３３．１１６１ 亮叶水青冈 ３２．７８２０ 云贵鹅耳枥 ８．３３６９
２４ 亮叶水青冈 ２４．５３４３ 雷公鹅耳枥 ２３．３８９９ 檫木 ２０．６７１７
２５ 亮叶水青冈 ２７．５１９０ 云贵鹅耳枥 ２２．４５３３ 多脉青冈 ９．１０２６
２６ 亮叶水青冈 ２８．９５０９ 云贵鹅耳枥 １２．７４９７ 多脉青冈 １０．５８５１
２７ 云贵鹅耳枥 ２３．８２４４ 亮叶水青冈 １９．８４４７ 多脉青冈 ７．７１１４
２８ 云贵鹅耳枥 ３６．４８９６ 亮叶水青冈 ３３．７１２８ 梧桐 ９．１５２９
２９ 水马桑 ３０．１４１８ 亮叶水青冈 ２１．６９１５ 云贵鹅耳枥 １１．２７２１
３０ 野鸦椿 ３０．９１００ 亮叶水青冈 ２３．４４３７ 云贵鹅耳枥 １０．７５４４

３．４　 群落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得到分类树状图（图 ３）。 根据分类结果，结合植物的实际分布情况和群落特征，按照《中国植

被》的命名原则将研究区调查样方植被的主要群落类型进行分类，共分为以下 ８ 个群系类型：
群系 Ｉ：亮叶水青冈群系（Ｆｒｏｍ．Ｆａｇｕｓ ｌｕｃｉｄａ），包括 ４、５、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２１、２２、２６ 号样

地共计 １６ 个群落，建群种为亮叶水青冈，占其绝对优势，群落总盖度 ６５％—９５％。 乔木层高度 ４—３０ｍ，盖度

６０％—８０％，常见伴生种为云贵鹅耳枥、多脉青冈、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等，少有个别群落伴生有构

树（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杜英（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ｄｅｃｉｐｉｅｎｓ）、白辛树（Ｐｔｅｒｏｓｔｙｒａｘ ｐｓｉ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ｓ）等。 灌木层主要以金

佛山方竹为优势种，仅 ４ 和 １０ 号样方未见，其余 １４ 个样方均不同程度生长有该种，其常见伴生种有润楠、黑
壳楠、腺柄山矾（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ａｄｅｎｏｐｕｓ）等，少有伴生槲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ｌｉｅｎａ）、野桂花（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异叶

梁王茶（Ｍｅｔａｐａｎａｘ ｄａｖｉｄｉｉ）等。 草本层主要以蕨类为优势种，次优种为薄片变豆菜（Ｓａｎｉｃｕｌａ ｌａｍｅｌｌｉｇｅｒａ），伴
生麦冬（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山酢浆草（Ｏｘａｌｉｓ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虾脊兰（Ｃａｌａｎ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白花碎米荠（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２９６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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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植物群落组平均聚类图

Ｆｉｇ．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ｓ

ｌｅｕｃａｎｔｈａ）等。 该类型群系最高海拔 １７１１ｍ；最低海拔

１３８０ｍ；平均海拔 １４８２ｍ，群落常位于山坡中部或上部，
坡度 ２°—５５°。 最高海拔 １７１１ｍ 的群落位于太阳山山

顶，太阳山最高峰为保护区海拔最高点，该样方为亮叶

水青冈群系中幼林，该群落在保护区实属少见。
群系 ＩＩ：亮叶水青冈＋云贵鹅耳枥群系（Ｆｒｏｍ．Ｆａｇｕｓ

ｌｕｃｉｄａ＋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包括 １、３、１９、２５、２７、２８ 号样

地共计 ６ 个群落，建群种为亮叶水青冈和云贵鹅耳枥，
群落总盖度 ８０％—９５％。 乔木层高度 ５—２５ｍ，盖度

７０％—８５％，常见伴生种为檫木、黑壳楠、山茶等，少有

个别群落伴生有大叶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ｊｅｎｓｅｎｉａｎａ）、
山桐子 （ Ｉｄｅｓｉａ 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ａ ）、 美容杜鹃 （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ａｌｏｐｈｙｔｕｍ）等。 灌木层主要以金佛山方竹、黑壳楠为优

势种，常见伴生种有豪猪刺 （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ｊｕｌｉａｎａｅ）、川莓

（Ｒｕｂｕｓ ｓｅ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粗糠柴（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等。
草本层主要以川西鳞毛蕨为优势种，伴生粗毛淫羊藿

（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 开 口 箭 （ Ｃａｍｐｙｌａｎｄｒ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玉簪（Ｈｏｓ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ｅａ）等。 该类型群系最

高海拔 １５４０ｍ；最低海拔 １４１６ｍ；平均海拔 １４８０ｍ，群落

常位于山坡中部或底部，坡度 ８°—５５°。
群系 ＩＩＩ：亮叶水青冈＋多脉青冈群系（Ｆｒｏｍ．Ｆａｇｕｓ ｌｕｃｉｄａ＋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ｎｅｒｖｉｓ），包括 ２、１８、２３ 号样地

共计 ３ 个群落，建群种为亮叶水青冈和多脉青冈，群落总盖度 ８５％—９０％。 乔木层高度 ６—２０ｍ，盖度 ７０％—
８０％，常见伴生种为云贵鹅耳枥、黑壳楠、润楠等，少有伴生四照花（Ｃｏｒｎｕｓ ｋｏｕｓａ ｓｕｂｓｐ．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梾木等。 灌

木层主要以金佛山方竹为优势种，次优种为山矾，伴生香叶树（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山莓（Ｒｕｂｕｓ ｃｏｒｃｈ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ｓ）、
光亮山矾（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ｌｕｃｉｄａ）等。 草本层仅有几种蕨类。 该类型群系最高海拔 １５７０ｍ；最低海拔 １４５７ｍ；平均

海拔 １５１３ｍ，群落常位于山坡中上部，坡度 ５°—３５°。
群系 ＩＶ：亮叶水青冈 ＋多脉青冈 ＋檫木群系 （ Ｆｒｏｍ． Ｆａｇｕｓ ｌｕｃｉｄａ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ｎｅｒｖｉｓ ＋ Ｓａｓｓａｆｒａｓ

ｔｚｕｍｕ），仅有 ６ 号样地一个群落，建群种为亮叶水青冈、多脉青冈和檫木，群落总盖度 ９０％。 乔木层高度 ７—
２５ｍ，盖度 ７５％，常见伴生种为四川大头茶、西南红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ｐｉｔａｒｄｉｉ）、西南米槠（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等，
灌木层主要有金佛山方竹、菝葜、细齿叶柃（Ｅｕｒｙａ ｎｉｔｉｄａ）等。 草本层主要有川西鳞毛蕨、楼梯草（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ｕｍ）、薄片变豆菜等。 该类型群系海拔 １４３７ｍ，群落位于山坡中部，坡度平缓仅有 ５°。

群系 Ｖ：多脉青冈＋亮叶水青冈群系（Ｆｒｏｍ．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ｎｅｒｖｉｓ＋Ｆａｇｕｓ ｌｕｃｉｄａ），仅 ２０ 号样地，建群种

为多脉青冈和亮叶水青冈，群落总盖度 ９０％。 乔木层高度 ６—２５ｍ，盖度 ７５％，常见伴生种有四川大头茶、杜
鹃、腺柄山矾等。 灌木层主要以金佛山方竹为优势种，伴生山茶、树参 （Ｄｅｎｄｒｏｐａｎａｘ ｄｅｎｔｉｇｅｒ）、云南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等。 草本层仅有川西鳞毛蕨。 该类型群系海拔 １４３７ｍ，群落位于山坡中上部，坡
度平缓仅有 ５°。

群系 ＶＩ：亮叶水青冈＋雷公鹅耳枥＋檫木群系（Ｆｒｏｍ．Ｆａｇｕｓ ｌｕｃｉｄａ＋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ｖｉｍｉｎｅａ＋Ｓａｓｓａｆｒａｓ ｔｚｕｍｕ），２４ 号

样地，建群种为亮叶水青冈、雷公鹅耳枥和檫木，群落总盖度 ９０％。 乔木层高度 ６—１５ｍ，盖度 ８０％，常见伴生

种有多脉青冈、光叶海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ｇｌａｂｒａｔｕｍ）、紫楠（Ｐｈｏｅｂｅ ｓｈｅａｒｅｒｉ）等。 灌木层主要以山茶为优势种，次
优种为腺柄山矾，伴生细齿叶柃、润楠、西南红山茶等。 草本层以楼梯草为优势种伴生紫萁 （Ｏｓｍｕｎｄ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该类型群系海拔 １４１８ｍ，群落位于山坡上部，坡度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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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系 ＶＩＩ：水马桑＋亮叶水青冈群系（Ｆｒｏｍ．Ｗｅｉｇｅ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ｖａｒ． ｓｉｎｉｃａ＋Ｆａｇｕｓ ｌｕｃｉｄａ），２９ 号样地，建群种为

水马桑和亮叶水青冈，群落总盖度 ９０％。 乔木层高度 ４—１３ｍ，盖度 ７０％，常见伴生种有猴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樱桃（Ｃｅｒａｓｕｓ ｐｓｅｕｄｏｃｅｒａｓｕｓ）、稠李（Ｐａｄｕｓ ａｖｉｕｍ）等。 灌木层主要以青荚叶（Ｈｅｌｗｉｎｇ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为优

势种，伴生种为小叶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ｑｕｉｈｏｕｉ）、荚蒾（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ｄｉｌａｔａｔｕｍ）、红毛悬钩子（Ｒｕｂ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ｕｓ）等。
草本层以透茎冷水花（Ｐｉｌｅａ ｐｕｍｉｌａ）和酸模叶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ａｐａｔｈｉｆｏｌｉｕｍ）为优势种，伴生种有深圆齿堇菜

（Ｖｉｏｌａ ｄａｖｉｄｉｉ）、碎米荠（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ｈｉｒｓｕｔａ）、鸭儿芹（Ｃｒｙｐｔｏｔａｅｎ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三脉紫菀（Ａｓｔｅｒ ｔｒｉｎｅｒｖｉｕｓ ｓｕｂｓｐ．
ａｇ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戟叶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齿果酸模（Ｒｕｍｅｘ ｄｅｎｔａｔｕｓ）等。 该类型群系海拔 １４４７ｍ，群落位于

山坡底部，坡度 ５°。
群系 ＶＩＩＩ：野鸦椿＋亮叶水青冈群系（Ｆｒｏｍ．Ｅｕｓｃａｐｈ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Ｆａｇｕｓ ｌｕｃｉｄａ），３０ 号样地，建群种为野鸦椿

和亮叶水青冈，群落总盖度 ９０％。 乔木层高度 ５—１１ｍ，盖度 ７０％，常见伴生种有灯台树（Ｃｏｒｎｕ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ａ）、
八角枫（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建始槭（Ａｃｅｒ ｈｅｎｒｙｉ）等。 灌木层主要以川莓为优势种，伴生种为粉花绣线菊

（Ｓｐｉｒａｅ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毛花猕猴桃（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ｅｒｉａｎｔｈａ）、楤木（Ａｒａｌｉａ ｅｌａｔａ）等。 草本层以黑鳞耳蕨为优势种，伴生

种有酸模叶蓼、蓟、贯众（Ｃｙｒｔｏｍｉ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早熟禾（Ｐｏａ ａｎｎｕａ）等。 该类型群系海拔 １４５９ｍ，群落位于山坡

中部，坡度 ３°。
３．５　 亮叶水青冈各层片物种多样性特征分析

从图 ４ 可知，在所调查的 ３０ 个群落样地中，２７ 号样地的物种最丰富，３０ 和 ２９ 号样地次之，Ｇｌｅａｓｏｎ 丰富

度指数和分别为 ９．６７、８．５２、８．５１。 这 ３ 个样地的群落类型、地貌生境相似，且林下未见金佛山方竹，其他植物

不受其影响。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同样以 ２７ 号样地最大，为 ６．３１；而 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以 ２４ 号样地最大，
为 ２．４１，２５、２７、２８、３０ 号样地的多样性也比较高，均达到了 ２．３０ 左右；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以 ２４ 号样地最大，为
２．５１。 总体趋势上：Ｇｌｅａｓｏｎ 物种丰富度，灌木层＞乔木层＞草本层；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乔木层＞灌木层＞草本

层；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乔木层＞草本层＞灌木层。 亮叶

水青冈群落物种多样性相对比较丰富。
从各层片来看，乔木层物种丰富度最高的是 ２７ 号样地，灌木层物种丰富度最高的同样是 ２７ 号样地，而草

本层最高的是 ２９ 号样地，这与植物群落中各层片物种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环境变化有关，同时也和群落承受

人为或其它外界干扰能力有重要联系。 乔木层植物抗人为或其它外界干扰因素作用的能力强，其物种丰富度

的变化主要是由随海拔变化所导致的气候、土壤等生态环境因素所控制；灌木层、草本层植物对这种抗性作用

较弱，受这种外部干扰因素的影响就较大。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总体上看以 ２７ 号样地为最高，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均在 ２４ 号样地最高，说明 ２４ 号样地植物物种多样，各物种的个体数量分布均匀，这两个

指数在不同群落中的变化格局十分一致。 ３ 个指数的最小值都出现在 ２３ 号样地，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发现，该
样地所处的地形和生境较为特殊，该区域坡度较陡，且位于阴坡，上层乔木较高大，林下金佛山方竹密集生长，
灌木层植物种类和数量均很少，草本层仅零星分布个别蕨类植物，物种集中性较高，优势种较明显。

４　 结论与讨论

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亮叶水青冈群落的物种组成总体相对较丰富，从物种的重要值分析得知，亮叶

水青冈的重要值极高，在调查的群落中占据明显优势，另有云贵鹅耳枥、多脉青冈、黑壳楠同是群落中的主要

建群种，在整个森林群落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灌木层金佛山方竹分布密集，属主要优势种。 草本层优势

种为川西鳞毛蕨，其次是冷水花，再次是变豆菜。 其他植物也分布，相较之下无优势。 通过聚类分析将保护区

调查到的群落分为 ８ 个群系，从群系组成及外部特征可以看出，宽阔水自然保护区亮叶水青冈群落以阔叶林

和针阔混交林为主，符合该区域植被的实际情况。 与之前的学者将该保护区森林群落划分为 ３ 个类型相

比［３］，本研究的划分相对更详细，类型也更多，这种情况可能由于选择样地位置和尺度的不同，以及在时间跨

度上的变化造成的。 但本研究划分类型中也涵盖了这 ３ 种类型，所以两者研究结果相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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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亮叶水青冈群落各层片物种多样性

Ｆｉｇ．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Ｆａｇｕｓ ｌｕｃｉｄａ ｇｌａｕ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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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宽阔水自然保护区群落物种多样性研究发现，各植物群落的物种数量以及建群种、优势种和伴生

种的种类等都存在一定程度差异，但亮叶水青冈在各群落中都占据重要位置，优势明显。 亮叶水青冈群落物

种多样性指数及均匀度指数均不低，主要表现为：Ｇｌｅａｓｏｎ 物种丰富度指数为灌木层＞乔木层＞草本层；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及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均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为乔木层＞草本

层＞灌木层。 乔木层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相对较高。
物种丰富度、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在各类群落中以及各层片上的分布趋势基本一致，较好地反映了各类

植物群落在物种组成方面的异同。 在物种多样性指数的分析中，经过合理推断导致其指数出现 ０ 的情况的因

素有以下几个：①调查季节：冬季调查的部分样地，由于绝大部分草本植物都无法越冬，一年生草本植物在生

长季结束时整体死亡，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地上部分死亡，在冬季调查时均无法有效的记录到，导致实地调查过

程中仅能看到少量的蕨类植物，如川西鳞毛蕨、狗脊等；②人为干扰：在 ３０ 个调查样地中，有 ２５ 个出现了金佛

山方竹，方竹笋作为当地居民除农耕劳作外的其他收入来源，在春季草本植物发芽生长时正是人工采摘竹笋

的时节，加上多数草本植物具有相当的药用价值，采摘、踩踏、砍伐等行为，导致群落下层植物遭到破坏；③地

被物层：主要指死地被物层即林下的枯枝落叶层，由于枯枝落叶的覆盖，抑制了苔藓、地衣和草本植物，特别是

对于地面芽植物，其种子大多粒小，储蓄养分不多，幼芽又较纤细，幼苗穿透能力弱，致使种子在萌发后，幼根

入土困难，发生吊根现象而死亡。 ④林下光照：光照被判定为制约森林植被的盖度和（或）物种丰富度的主要

原因［３３—３４］。 林下的光照强度直接决定于上层林冠的结构，同时林下的温度和湿度又影响了冠层结构，尤其是

林冠层的密度。 由于温度和湿度同光照密切相关，林下层的光照能作为一个综合因子来替代这些微环境的差

异［３５］，林冠层的分布同时还影响光照环境和净降水量的分布，从而影响草本植物的生长。
本次调查的 １１７００ｍ２亮叶水青冈群落样地中共有 ４２４ 株亮叶水青冈，老龄株数占总株数的 ２６．４２％，幼苗

占总株数的 １３．６８％，ＩＩ 级幼树最多，占总株数的 ３１．３７％，ＩＩＩ、ＩＶ 级相对较少，分别占总株数的 ２２．６４％、５．９０％。
亮叶水青冈种群年龄呈“双峰值”的结构，总体数量较多，但老龄树所占比重较大，幼树虽较多，但是年份较短

的幼苗很少，对短时间的种群成长影响可能不明显，但是从长远看，天然更新能力开始减弱，未来成树可能性

降低，亮叶水青冈种群总体开始呈衰退型。 此次调查发现，亮叶水青冈幼苗极少，在现有分布区内 １１７００ｍ２样

地中仅发现 ５８ 株幼苗，成树根部也很少萌发，野外天然亮叶水青冈的更新能力逐渐变弱。 由于亮叶水青冈群

落中乔木层郁闭度大，林下金佛山方竹郁闭度高，透光性较弱，导致亮叶水青冈及其他物种的幼苗生长缓慢，
竞争力弱。 因此，幼苗不能正常成长和及时更替，这可能是导致中龄亮叶水青冈较少以及整个群落物种组成

不足够丰富的原因之一。 从亮叶水青冈种群更新特征及种群生长趋势来看，幼苗幼树主要集中分布在 ２２ 号

样地，该样地生境特殊，位于宽阔水海拔最高的太阳山山顶，且位于阳坡，同时上层植被郁闭度不高，为下层植

被更新演替提供了一定条件，形成小面积初级演替阶段的幼林，而其他的样地均为顶极群落，群落结构均较稳

定，但缺乏更新，群落结构呈衰退趋势。 此外，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发现，近年很少在此研究区域发现亮叶

水青冈的种子和新萌发的幼苗，根据合理推测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区内野生动物过度食用亮叶水青冈种子；其
二是亮叶水青冈群落下层枯枝落叶层较厚，影响其种子入土萌发。 除此之外还可能和光照、湿度、土壤等因素

有关，但由于多种条件限制，无法全面涉及，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为了使宽阔水保护区亮叶水青冈群落尤

其是亮叶水青冈种群能够良好的保存下来，建议保护区开展对亮叶水青冈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等详细的研

究，必要时进行人工繁殖实验，扩大其分布范围，增加个体数量。 同时，尽量减少人为活动，必要情况下可以适

当对上层优势乔木进行开天窗，降低森林郁闭度，保护新生幼苗、去劣存优，扩大群落内的亮叶水青冈种群生

存空间，改善亮叶水青冈种群结构，为该区植物遗传种质资源的多样性保护创造条件。
对比其他地区亮叶水青冈的研究，在华中地区南山的光叶水青冈群落中除优势种亮叶水青冈外，还有多

脉青冈、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光枝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ａｏｆｕｉ）等，灌木层优势种是毛玉山竹（Ｙｕｓｈａｎｉａ
ｂａｓｉｈｉｒｓｕｔａ）、摆竹 （ Ｉｎｄｏｓａｓａ ｓｈｉｂａｔａｅａｏｉｄｅｓ）。 四川分布的亮叶水青冈群落伴生乔木有水青冈 （ Ｆａｇｕｓ
ｌｏｎｇｉ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ａ）、包果柯（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ｌｅｉｓｔｏｃａｒｐｕｓ）、元宝槭（Ａｃｅ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等，林下主要有筇竹（Ｃｈｉｍｏ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

６９６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ｔｕｍｉｄｉｓｓｉｎｏｄａ）、巴山木竹（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ｒｉａ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箭竹。 滇东北地区亮叶水青冈群落中出现深裂中华槭（Ａｃｅｒ
ｓｉｎｅｎｓｅ）、中华木荷（Ｓｃｈｉｍ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扁刺锥（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ｐｌａｔｙａｃａｎｔｈａ）等不同科的共建种。 福建地区的亮叶水

青冈群落主要以多脉青冈、鹿角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ａｅ）、和浙江红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ｏｌｅｏｓａ）为优

势种。 而本研究区分布的亮叶水青冈群落的共建种多为多脉青冈、贵州青冈等壳斗科植物，以及云贵鹅耳枥、
檫木等其他科植物，林下优势灌木为金佛山方竹和箭竹。 该区的亮叶水青冈群落具有自身的特点，其物种组

成既不同于华中、四川、云南、福建等地，也不同于贵州其他的常绿－落叶阔叶林。 亮叶水青冈群落在我国亚

热带山地东部东南季风气候区中山地带常形成以其为主要成分的面积较大且较稳定的群落，但有研究发现亮

叶水青冈的其他分布区均不同程度出现更新困难的情况，群落中林下小径竹类能够降低群落垂直分布的多样

性，直接或间接影响乔木幼苗的更新［３６—３８］。 因而对各地区的亮叶水青冈群落的群落学特征进行分析，进而深

入了解亮叶水青冈群落结构并对其探索保护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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