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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皇甫山黄檀种群结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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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选取 9个 25 m×25 m的样方 ，采用 5 m×5 m的小样方为基本调查单位进行种群生态学的调 

查，研究了皇甫山黄檀种群结构，结果表明，皇甫山黄檀种群结构可分为：线性增长型种群 、指数性增长型种 

群、线性下降型种群 、指数性下降型种群等四种类型。对各样方的种群大小与大小级进行相关分析和函数拟 

合，各样方及整个种群的大小结构相关性不甚显著 ，而 Q1和 Q3的相关性较密切 。种群结构稳 中有升，该种 

群处于发育中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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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Dalbergia hupeana in 

of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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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Dalbergia hupeana in Huangfushan was studied by surveying method of 

Population Ecology through selecting nine quadrats of 25 m×25 m and applying basic unit of the little quadrat 

of 5 m ×5 m．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First，the types of population size structure of D．hupeana are classi— 

fled into linear increase population，exponential increase population and linear decline population，exponential 

decline population；Second，the population size structure of D．hupeana in the quadrats have no significant eor— 

relation，while Q1 and Q3 have closer correlation with studying of correlation and imitating functions．The 

whol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D．hupeana is increasing in stationary and the population is in the mid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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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是群落的组成部分 ，种群结构不仅对群落 

结构有直接影响，而且能客观地体现群落的发展趋 

势，反映种群与环境间的相互关 系以及它们在群落 

中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研究群落种群结构对阐明种 

群生态特性 、更新对策乃至群落的形成及其稳定性 

与演替规律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金则新，1997；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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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等，2000)。并且种群结构是种群在群落中可定量 

化描 述 的基 本 特 征 之 一。黄 檀 (Dalbergia hu— 

peana)，属豆科黄檀属 ，通常生于海拔 600～l 400m 

的山林、灌丛、多石山坡、溪旁和沟谷中，是极好的 

材用植物、蜜粉源植物及荒山造林先锋树种 ，在植被 

恢复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皇甫山黄檀种群在 

群落中优势度明显。对该黄檀种群结构进行研究， 

将为保护、恢复和扩大种群提供科学依据 。 

1 生境与分布 

研究区域位于安徽省 皇甫 山自然保护 区内，地 

处 117。59 ～ll8。O0 E，32。l9 ～32。2O N，北亚热带 

季风气候。雨水充沛，年平均降水量 l 060 mm；年 

平均气温 l5．2℃左右 ，1月平均气温 1．6～1．9℃， 

7月平均气温 28．2～28．5℃，极端最低气温-10℃， 

极端最高气温41．2℃；无霜期约210~230 d。地带 

性土壤为黄棕壤，土层厚度 l5～100 cm，山谷坡地 

较厚，湿润肥沃，山顶较薄，较为贫瘠，枯枝落叶层 2 
～ 5 cm，总覆盖率 9O％以上 ，分解 良好 ，有机质较丰 

富(王晓鹏 ，200l，2003)。地带性植被为落叶阔叶林 

及落叶一常绿阔叶混交林 ，群落具次生性 ，结构分层 

明显。皇甫山黄檀种群是我国迄今报道分布面积最 

大的黄檀种群，纯林总面积达 825 hm。，黄檀种群主 

要成带状分布于海拔 160～230 ITI的阳坡 、半阳坡 ， 

在群落中居乔木层上层，为群落建群种和优势种，其 

伴生植物有化香 (Platycarya strobilacea)、四蕊朴 

树(Celtis tetrandra)、栎类 (Quercus ssp．)、马尾松 

(Pinus massoniana)、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 

lata)等。 

2 研究方法 

在黄檀群落选有代表性的地段，设置 9个 25 ITI 

×25 ITI样方，以5 ITI×5 ITI小样方为基本调查单位， 

对各样方内乔木进行每木调查，记录胸径、树高、 

冠幅和枝下高、生长情况等；同时记录灌木、草本植 

物的盖度和高度和样方内环境状况。 

3 结果与分析 

分方法(曲仲湘等，1952；钟章成，1992)，将黄檀种群 

按立木级划分为 5个级别：I级幼苗 dbh．<2．5 

cm，h<33 cm，II级幼树 dbh．<2．5 cm，h≥33 cm， 

Ⅲ级小树 2．5 cm≤dbh．<7．5 cm，IV级 中树 7．5 cm 

≤dbh．<22．5 cm，V级大树胸径≥22．5 cm。以立 

木级代替年龄级结构，将黄檀种群在 9个大样方的 

抽样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调查结果如表 l，同时作种 

群的大小级结构图(图 1)和种群存活曲线图(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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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檀种群各样方大小级结构图 

Fig．1 The size structure of Dalbergia hupeana 

population for every quadrat 

根据各样方黄檀各大小级分布特点，将黄檀种 

3．1种群大小结构及类型 群大小级结构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根据黄檀生活史特点，参考有关种群大小级划 类型 I：线性增长型种群，如Q8。随着大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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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黄檀种群各样方存活曲线 

Fig．2 The survivorship curve of Dalbergia 

hupeana population for every quadrat 

的增大，成年个体所占百分比降低。有一定量的幼 

体储备。存活曲线连续。种群呈现增长态势，但稍 

有波动 。 

类型 Ⅱ：指数性增 长型种群 ，如 Q4。随着大小 

级的增大，成年个体所 占百分比降低幅度较大。幼 

体储备量较大。存活曲线不连续。种群中出现龄级 

断层，但种群仍表现明显的增长趋势。 

类型Ⅲ：线性下降型种群，如 Q7。随着大小级 

的增大，成年个体所占百分比有一定的增幅。存活 

曲线连续。种群处于下降的初期阶段。 

类型Ⅳ：指数性下降型种群，包括 Ql、Q3、Q5 

等三个样方。随着大小级的增大，成年个体所占百 

分比增高。存活曲线连续。种群处于下降时期。 

综合所有样方黄檀种群大小结构及存活曲线， 

结果为各样方黄檀种群正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综合 

考虑整体种群应处于相对稳定阶段，但有上升的态 

势 。 

3．2种群相关分析及指数函数拟合 

对各样方种群大小自然对数化后与大小级相关 

分析，Ql、Q3、Q4、Q5、Q7、Q8以及整个种群的相关 

系数分别为 0．62、0．95、一0．36、0．29、0．46、一0．24、 
一 0．52。Q1、Q3、Q5大小级与种群大小成指数性相 

关，Q7大小级与种群大小成线性相关，Q4大小级 

与种群大小成指数性负相关，Q8大小级与种群大小 

成线性负相关。除 Ql和 Q3的相关性较密切外，整 

体相关性不显著，而 Q2、Q6、Q9的相关系数极小。 

种群大小结构的拟合 函数模型见表 l。 

4 讨论 

由于黄檀群落中种群的自疏作用、他疏作用和 

黄檀以其横走的根萌蘖形成幼苗的生物学特性，加 

表 1 皇甫山黄檀种群分级结构 

Table 1 The graded structure of Dalbergia hupeana population for every quadrat in Huangfusha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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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为Q1～Q9合计；Xx：种群数量。 

Total：total number of Q1～Q9；Xx：Number of population(stems／hmz) 

上人为干扰及当地气候条件、生存环境等因素的影 

响，使得黄檀种群各样地的发育状况不一致，种群发 

展态势各有区别 。Q4存活曲线不连续 ，种群中间出 

现龄级断层，与其受到的人为干扰及其生存环境密 

切相关。 

5 结论 

皇甫山黄檀种群年龄较大，龄级较完整 。可将 

其分为线性增长型种群、指数性增长型种群、线性下 

降型种群、指数性下 降型种群等 四种类型。综合种 

群大小级结构图、存活曲线图及相关分析，该黄檀种 

群处于发育 中期 阶段 ，种群结构稳 中有升。此研究 

结果对加强皇甫山黄檀种群 的保护 、皇甫 山的植被 

建设以及合理开发黄檀资源具 有十分重要 的指导 

意义。 

参加该项目野外工作的还有陈正涛、张晓虹、张 

蕊同学，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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