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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北地区不同土地利用下乡村草本层植物多样性研究
吴　 灏ꎬ 张建锋∗ꎬ 陈光才ꎬ 汪庆兵ꎬ 王　 丽ꎬ 张　 颖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亚热带林业研究所ꎬ 浙江 富阳 ３１１４００ )

摘　 要: 该文以浙江省安吉县两个典型乡村—繅舍村和赋石村为例ꎬ选取公园、农耕区、河道、人工林地四种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ꎬ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指数为标识多样性的指标ꎬ分析不同生境

下草本植物多样性差异ꎮ 结果表明:乡村生境中共记录物种 １６２ 种ꎬ分属 ４７ 科 １２３ 属ꎬ其中禾本科与菊科物

种数占总数的３１.４８％ꎻ农耕区生境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最高ꎬ分别为 ２.７６ 和 ０.９１ꎬ农耕区与河

道的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指数最高为 ０.５７ꎮ 从农耕区、河道、公园到林地生境ꎬ草本物种多样性整体呈减小趋势ꎮ 另外ꎬ
发现人工绿化措施会导致草本物种减少ꎬ如从种植水稻单一作物到复合作物ꎬ草本层植物随之改变ꎮ 单一稻

田与复合种植区比较ꎬ草本植物主要的科属组成无明显变化ꎬ莎草科、菊科、禾本科植物仍占主体ꎻ但草本植物

群落主要物种组成发生变化ꎬ稻田转变成农耕区后ꎬ牛筋草、黑麦草ꎬ碎米荠、小飞蓬、喜旱莲子草成为草本层

群落主要构成植物ꎬ水竹叶覆盖度减少ꎬ小飞蓬和喜旱莲子草的覆盖度增加ꎮ 此外ꎬ还发现 ４ 种生境中共有喜

旱莲子草、加拿大一枝黄花、土荆芥三种入侵物种ꎬ但未能对本土物种构成显著影响ꎮ 这表明不同土地利用方

式会严重影响草本群落物种组成及物种多样性ꎻ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ꎬ会引起草本植物主要群落构成发生改

变ꎻ土地利用类型的多样化有利于本土草本物种多样性生存ꎮ 该研究结果有助于为城镇化进程中保护乡村植

物多样性、加速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技术支撑ꎮ
关键词: 浙北乡村ꎬ 草本ꎬ 生境ꎬ 植物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 Ｑ９４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３１４２(２０１６)０７￣０８２４￣０８

Ｒｕｒａｌ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Ｕ Ｈａｏꎬ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ꎬ ＣＨＥＮ Ｇｕａｎｇ￣Ｃａｉꎬ
ＷＡＮＧ Ｑｉｎｇ￣Ｂｉｎｇꎬ ＷＡＮＧ Ｌｉꎬ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ꎬ Ｆｕｙａｎｇ ３１１４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ｏ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ｏｏｋ ａ ｇｒｅａ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ｕｓｈｉ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ａｏｓ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ｅ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ｔｅｓｔ ｐｌｏｔｓꎬ ｗｈｅｒ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ｅｒｅ ｄｉ￣
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ｈａｂｉ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ꎬ ｇａｒｄｅｎｓꎬ ｒｉｖｅｒｓꎬ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ｎ￣
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ｈａｂｉ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ꎬ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ꎬ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ｉｎｄｅｘ
ｗｅｒ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１６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４７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ꎬ １２３
ｇｅｎｅｒａꎬ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ｈａｂｉ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ａ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０７￣１４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４￣０９￣１０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２０１２ＢＡＪ２４Ｂ０５０４)ꎻ浙江省—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合作项目 ( ２０１３ＳＹ０２) [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 ＆ 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ＢＡＪ２４Ｂ０５０４)ꎻ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２０１３ＳＹ０２)]ꎮ
作者简介: 吴灏(１９８９￣)ꎬ男ꎬ硕士ꎬ从事乡村景观建设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ꎬ(Ｅ￣ｍａｉｌ)ｗｕｈ５１５＠ １２６.ｃｏｍꎮ

∗通讯作者: 张建锋ꎬ博士ꎬ研究员ꎬ主要从事人居生态和盐碱地生态修复研究ꎬ(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ｋｌ１２６＠ １２６.ｃｏｍꎮ



３１.４８％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ｓ ｉｎ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ｒｅａꎬ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２.７６ ａｎｄ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ｌｕｅ ｂｅｉｎｇ ０.９１ꎬ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０.５７ꎬ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ｗｉｔｈ ｒｉｖ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ｒｅａꎬ ｒｉｖｅｒｓꎬ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ｔｏ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ꎬ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ꎬ ｔａｋ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ｗｏｕｌｄ ｌｅａｄ ｔｏ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ｔｏ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ｈａｂｉｔａｔꎬ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ｈｅｒｂ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ｕ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ꎬ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ꎬ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ａｎｄ Ｇｒａ￣
ｍｉｎｅａｅ ｓｔｉｌｌ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ａｄ ｃｈａｎｇｅｄꎬ
ｔｈｅ ｈｅｒｂ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ꎬ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ｗｅｒｅ １１ꎬ ８ ａｎｄ １５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ꎬ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ꎬ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４ꎬ １９ ａｎｄ １７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ꎬ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ｄ￣
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ꎬ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ꎬ 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ꎬ ｔｏｔａｌ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ｆｏｕｒ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ｏ ｌ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ｔ ｉｍｐｌｉｅｄ ｔｈ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ｒｂ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ꎬ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Ｈｅｎｃｅꎬ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 ｄ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ｐｕｓｈｉｎｇ ｕｐ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ꎬ ｈａｂｉｔꎬ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乡村是一种重要的生境(陶战ꎬ１９９５)ꎬ存在农

田、池塘、农区边际等多样化的生态类型ꎬ能为各种

生物生存提供适宜的环境(陶战等ꎬ２００５ꎻＧｏｄｄａｒｄ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ꎻＳｔａｌｅｙ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ꎻ Ｓｒｅｅｋａ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ꎬ对于

物种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 Ｂｒａｎｄ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ꎮ 草本植物在乡村生态环境中发挥重要的作

用ꎬ能发挥防止水土流失、修复土壤污染等(伍红琳

等ꎬ２０１１ꎻ吴晓东等ꎬ２０１３ꎻ熊国焕等ꎬ２０１３)ꎮ 草本植

物能适应乡村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ꎬ农耕土地利用

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能长期生存(朱启臻等ꎬ２０１１)ꎮ
乡村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中广泛分布着多种多样的草

本植物ꎮ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会形成不同的人为植物

群落(韦翠珍等ꎬ２０１１)ꎮ 土地利用的改变会影响不

同群落的植物组成(左倬等ꎬ２０１１)ꎮ 在乡村环境中

草本植物分布广泛ꎬ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对草本层

植物群落的组成有潜在的影响ꎮ 在乡村快速发展的

趋势下ꎬ原有生境改变ꎬ外来植物入侵(Ｂｒｏｏｋ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ꎬ乡土草本植物生存面临潜在的威胁ꎮ 草本

植物物种生存状况与不同土地利用提供的生境环境

有关ꎬ研究不同乡村土地利用下草本植物多样性ꎬ有
助于分析乡村环境中草本植物多样性的现状ꎬ有益

于乡村物种的保护以及保育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区概况

实验区位于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境内ꎬ与浙江杭

州市和安徽省宣城市毗邻ꎮ 海拔 ４~２０ ｍꎬ年均气温

１６.６ ℃ꎬ年均降雨量 １ ４００ ｍｍꎬ无霜期 ２４３ ｄꎬ气候

温和、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四季明显ꎬ属亚热带海洋

性季风气候(李泽波等ꎬ２０１３)ꎮ 选择赋石村和繅舍

村进行调查ꎮ 赋石村位于孝丰镇政府驻地 ７ ｋｍ 处ꎬ
毗邻赋石水库ꎮ 全村人口 ２ ０９０ 人ꎬ总面积 １３. ３
ｋｍ２ꎬ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毛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ｒ ｐｕ￣
ｂｅｓｃｅｎｓ)、白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和板栗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ꎮ 繅舍村属杭垓镇西北部ꎬ毗邻赋石水

库ꎬ人口 ２ ７１０ 人ꎬ区域面积 ２２.８ ｋｍ２ꎬ主要经济来

源为林业资源和劳务输出ꎮ 两个乡村均毗邻赋石水

库ꎬ主要经济作物基本相同为板栗、毛竹和白茶ꎮ
１.２ 调查方法

勘察两个乡村的自然状况ꎬ选取公园、河道、农
耕区、人工林地四种土地利用类型ꎮ 公园位于乡村

聚集区中ꎬ河道贯穿乡村ꎬ河道护坡为人工修筑ꎻ农
耕区以位于河道两侧ꎬ以种植水稻和园林植物为主ꎻ
人工林主要为板栗林ꎮ 每种绿地区域选择 ３ 块样

地ꎬ４ 种生境各选择 ６ 个样地ꎬ样地的大小为 ２０ ｍ ×
３０ ｍꎬ每个样地对角线上选取 ４ 个 １ ｍ × １ ｍ 样方ꎬ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至 １１ 月 ６ 日进行生态学调

查ꎬ并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进行复查ꎮ
记录样方内所有草本植物(包含草质藤本)的

名称、株数、高度等ꎬ并记录样地内出现的灌木植物

的种类、数量、覆盖度以及其他生境因子ꎮ
１.３ 数据处理方法

研究选用物种丰富度、重要值、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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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指数(章家恩ꎬ２００７ꎻ方
精云等ꎬ２００４)反映乡村生境草本植物多样性ꎮ 其

中物种丰富度(Ｓ)＝ 出现在样方内的物种数ꎮ 重要

值( ＩＶ)＝ (相对密度(ＲＥＤ)＋相对盖度(ＲＣＯ)＋相对

频度(ＲＦＥ) / ３ꎮ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Ｈ' ＝ － ∑
Ｓ

ｉ ＝ １
Ｐ ｉ ｌｎＰ ｉ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Ｐ ＝ １ － ∑
Ｓ

ｉ ＝ １
Ｐ ｉ

２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指数: ＳＩ ＝ ２ｃ
ａ ＋ ｂ

式中ꎬ Ｐ ｉ 为种 ｉ 的相对重要值 ＩＶꎮ
本研究中ꎬ生物多样性指数的计算采用 Ｒ 语言

和 ＳＰＳＳ１７.０ꎬ制图软件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７.５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草本物种组成

两个村庄的研究区域中调查到物种 １６２ 种ꎬ属
于 ４７ 科 １２３ 属(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ꎬ１９７９ꎻ中国

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１９９８)ꎬ其中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物种数最多ꎬ 菊科 ２４ 属 ２８ 种ꎬ 其次是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２３ 种分属 １８ 属ꎬ莎草科(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５ 属

１０ 种ꎬ唇形科(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５ 属 ６ 种ꎬ十字花科(Ｂｒａｓ￣
ｓｉｃａｃｅａｅ)４ 属 ６ 种ꎬ石竹科(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３ 属 ６
种ꎮ 草本物种数最多的菊科和禾本科物种数占总数

的 ３１. ４８％ꎬ 属 占 总 属 的 ３４. １５％ꎬ 菊 科 有 艾 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苍耳(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苦荬菜

( Ｉｘｅｒｉｓ ｐｏｌｙｃｅｐｈａｌａ)等ꎬ禾本科有牛筋草(Ｅｌｅｕｓｉｎｅ ｉｎ￣
ｄｉｃａ)、狗尾草(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早熟禾(Ｐｏａ ａｎｎｕａ)
等ꎬ莎 草 科 有 碎 米 莎 草 (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ｉｒｉａ )、 香 附 子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ｒｏｔｕｎｄｕｓ)、萤蔺(Ｓｃｉｒｐｕｓ ｊｕｎｃｏｉｄｅｓ)等ꎬ草本

植物物种种类丰富ꎮ
四种生境中农耕区中草本植物物种种类最多为

９０ 种ꎬ河道中草本植物科、属种类最高 ４１ 科 ７９ 属ꎬ
林地的物种种类最少ꎬ科、属类别 １９ 科 ２６ 属ꎬ四种

生境中禾本科和菊科草本均是常见的种类ꎬ农耕区

中菊科和禾本科物种分别达到 １９ 种和 １５ 种ꎮ
２.２ 不同生境草本层组成

２.２.１ 不同生境物种组成及多样性指数　 采用重要

值反映物种组成的数量特征ꎬ调查林地草本ꎬ发现金

毛耳草(Ｈｅｄｙｏｔｉｓ ｃｈｒｙｓｏｔｒｉｃｈａ)重要值最高为 ４４.９６ꎬ
其次是小一点红 (Ｅｍｉｌｉａ ｐｒｅｎ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ａ) 重要值为

图 １　 不同生境中植物组成

Ｆｉｇ. １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３６.２２ꎬ在 ２４ 个 １ ｍ × １ ｍ 小样方中ꎬ金毛耳草出现

次数最多为 ９ 次ꎬ其次小一点红为 ８ 次ꎮ 公园中水

蓼(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和牛筋草出现次数最多ꎬ
均出现 １０ 次ꎬ麦冬(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ｓ)重要值最

大为 ４５.７７ꎬ其次是水蓼重要值为 １８.８２ꎮ 河道生境

中通泉草(Ｍａｚｕｓ ｐｕｍｉｌｕｓ)重要值最高为 １５.４９ꎬ其次

为野蒜(Ａｌｌｉｕｍ ｍａｃｒｏｓｔｅｍｏｎ)重要值为 １２.４３ꎬ通泉

草、水蓼、雾水葛(Ｐｏｕｚｏｌｚｉａ 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ａ)出现 ９ 次ꎬ次
数最多ꎮ 农耕区中出现次数和重要值最高的物种是

水莎草ꎬ分别为 １６ 次和 ２９.１３ꎬ其次牛筋草重要值为

１７.７４ꎬ出现次数为 １４ 次ꎮ 四种生境中优势物种不

同ꎬ水蓼和牛筋草在两种生境均为优势物种ꎬ麦冬在

公园中为优势物种ꎮ
采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反映

生境草本植物生物多样性ꎮ 表 １ 显示ꎬ生物多样性

指数从农耕、河道、公园到林地生境ꎬ两指数值呈逐

渐 减 小 趋 势ꎬ 农 耕 区 中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 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值最高ꎬ分别为 ２.７６ 和 ０.９１ꎬ林地中两

个指数值最低ꎬ反映出农耕区生境中植物多样性指

数最高ꎬ林地最低ꎮ 对样方内物种数目的统计显示ꎬ
乡村中草本物种数目丰富ꎬ样方内物种数目最少为

１０ 种ꎮ 上述研究可得ꎬ生境间物种重要值与生物多

样性指数有差异ꎮ
不同生境物种丰富度差异比较ꎬ生境间草本植

物生长所需的阳光、营养物质和所受到的干扰程度

不同ꎬ使得草本物种数丰富度有差异ꎬ从表 ２ 可以看

出ꎬ公园与农耕生境物种数差异较明显ꎬ林地生境与

其它生境中物种丰富度差异均显著ꎮ
４种生境中物种多样性指数方差分析ꎬ结果见

６２８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表 １　 不同生境物种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ｅｒｂａｇｅ ａｌｐｈ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生境 Ｈａｂｉｔ

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均值 Ｍｅ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４ ｍ￣２)

ＣＶ
(％)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均值 Ｍｅ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４ ｍ￣２)

ＣＶ
(％)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均值 Ｍｅ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４ ｍ￣２)

ＣＶ
(％)

农耕地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ｒｅａ ３１.６７ ± ５.３２ １６.８ ２.７６ ± ０.０９ ３.２６ ０.９１ ± ０.０１ １.１

河道 Ｒｉｖｅｒ ２７.５ ± ６.２５ ２２.７３ ２.６５ ± ０.３ １１.３２ ０.８９ ± ０.０５ ５.６２

公园 Ｇａｒｄｅｎ ２３.５ ± ６.０６ ２５.７９ ２.４５ ± ０.１８ ７.３５ ０.８６ ± ０.０３ ３.４５

林地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１３.５ ± ８.４６ ６２.６７ １.８６ ± ０.６９ ３７.１ ０.７４ ± ０.１５ ２０.２７

表 ２　 物种丰富度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农耕地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ｒｅａ

河道
Ｒｉｖｅｒ

公园
Ｇａｒｄｅｎ

河道 Ｒｉｖｅｒ －４.１７

公园 Ｇａｒｄｅｎ －８.１７∗ －４.００

林地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１８.１７∗ －１４.００∗ －１０.００∗

　 注: ∗均值差的显著水平为 ０.０５ꎮ
　 Ｎｏ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０.０５.

表 ３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农耕地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ｒｅａ

河道
Ｒｉｖｅｒ

公园
Ｇａｒｄｅｎ

河道 Ｒｉｖｅｒ －０.１２

公园 Ｇａｒｄｅｎ －０.３１ －０.１９

林地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０.９１∗ ０.７８∗ ０.５９∗

　 注: ∗均值差的显著水平为 ０.０５ꎮ
　 Ｎｏ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０.０５.

表 ４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农耕地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ｒｅａ

河道
Ｒｉｖｅｒ

公园
Ｇａｒｄｅｎ

河道 Ｒｉｖｅｒ －０.０２

公园 Ｇａｒｄｅｎ －０.０５ －０.０３

林地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１２∗

　 注: ∗均值差的显著水平为 ０.０５ꎮ
　 Ｎｏｔｅ: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ｅａ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０.０５.

表 ３ 和表 ４ꎮ 表 ３ 和表 ４ 结果显示ꎬ林地与其它三种

生境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值差异明

显ꎬ其它三种生境间物种多样性差异不显著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显示ꎬ草本植物多样性指数与物

种丰富度显著相关ꎬ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与物种丰

富度显著相关( ｒ＝ ０.８８２ ８∗∗ꎬＰ<０.０１)ꎬ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

数与物种丰富度显著相关( ｒ ＝ ０.７６７∗∗ꎬＰ<０.０１)ꎬ
表明物种丰富度高的样方物种多样性高ꎮ
２.２.２ 生境间物种组成的差异　 公园共有 ８４ 种草本

物种ꎬ河道共有 ８９ 种ꎬ林地中共有 ４６ 种ꎬ农耕区中

则有 ９２ 种ꎮ 表 ５ 结果显示ꎬ农耕区生境和河道生境

中物种出现的相似几率最大为 ０.５７ꎬ共有 ５２ 种相同

物种ꎬ农田生境和林地生境中物种出现的相似几率

低ꎬ共有相同物种只有 １８ 种ꎮ

表 ５　 不同生境间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类别
Ｔｙｐｅ

公园
Ｇａｒｄｅｎ

河道
Ｒｉｖｅｒ

林地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农耕区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ｒｅａ

公园 Ｇａｒｄｅｎ

河道 Ｒｉｖｅｒ

林地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农耕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ｒｅａ

１

０.５１

０.２６

０.４３

０.５１

１

０.２６

０.５７

０.２６

０.３２

１

０.２６

０.４３

０.５７

０.２６

１

　 　 采用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指数反映不同生境中物种出现相

似性ꎬ林地与其它生境物种出现几率最低ꎬ农耕区与

河道的物种相似性最高ꎮ 四种生境中均出现的物种

有 ８ 种ꎬ分别是麦冬、蛇莓(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ａ ｉｎｄｉｃａ)、黄花

酢浆 草 (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 画 眉 草 ( 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ｐｉｌｏｓａ)、小荩草(Ａｒｔｈｒａｘｏｎ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一年蓬(Ｅ￣
ｒｉｇｅｒｏｎ ａｎｎｕｕｓ)、水蓼、止血马唐(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ｌｉｎｅａｒｉｓ)ꎮ
３ 种生境中出现的植物有 ３６ 种ꎬ 为 ２２ 科 ３４ 属ꎬ其
中菊科和禾本科物种数最多ꎬ分别为 ６ 属 ６ 种、４
属４种ꎮ不同植物对生境选择不同ꎬ 某些物种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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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３ 个主要科物种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稻田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农耕区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ｒｅａ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１１ 属 １７ 种
１１ ｇｅｎｕｓ １７ ｓｐｅｃｉｅｓ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１３ 属 １５ 种
１３ ｇｅｎｕｓ １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白茅属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１ 白茅属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１

稗属 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６ 稗属 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１

狗牙根属 Ｃｙｎｏｄｏｎ １ 狗尾草属 Ｓｅｔａｒｉａ １

菰属 Ｚｉｚａｎｉａ １ 狗牙根属 Ｃｙｎｏｄｏｎ １

画眉草属 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１ 黑麦草属 Ｌｏｌｉｕｍ １

荩草属 Ａｒｔｈｒａｘｏｎ １ 画眉草属 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１

柳叶箬属 Ｉｓａｃｈｎｅ １ 金须茅属 Ｃｈｒｙｓｏｐｏｇｏｎ １

马唐属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１ 荩草属 Ａｒｔｈｒａｘｏｎ １

芒属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１ 马唐属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３

牛鞭草属 Ｈｅｍａｒｔｈｒｉａ １ 千金子属 Ｌｅｐｔｏｃｈｌｏａ １

千金子属 Ｌｅｐｔｏｃｈｌｏａ １ 雀稗属 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１

— — 穇属 Ｅｌｅｕｓｉｎｅ １

— — 早熟禾属 Ｐｏａ １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３ 属 １１ 种
３ ｇｅｎｕｓ １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３ 属 ４ 种
３ ｇｅｎｕｓ 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荸荠属 Ｈｅｌ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２ 薹草属 Ｃａｒｅｘ １

飘拂草属 Ｆｉｍｂｒｉｓｔｙｌｉｓ １ 飘拂草属 Ｆｉｍｂｒｉｓｔｙｌｉｓ １

莎草属 Ｃｙｐｅｒｕｓ ８ 莎草属 Ｃｙｐｅｒｕｓ ２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６ 属 ８ 种
６ ｇｅｎｕｓ ８ ｓｐｅｃｉｅｓ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１７ 属 １９ 种
１７ ｇｅｎｕｓ １９ ｓｐｅｃｉｅｓ

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３ 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１

白酒草属 Ｃｏｎｙｚａ １ 白酒草属 Ｃｏｎｙｚａ ２

菊属 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 １ 飞蓬属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 ２

醴肠属 Ｅｃｌｉｐｔａ １ 鬼针草属 Ｂｉｄｅｎｓ １

马兰属 Ｋａｌｉｍｅｒｉｓ １ 黄鹌菜属 Ｙｏｕｎｇｉａ １

泥胡菜属 Ｈｅｍｉｓｔｅｐｔａ １ 苦荬菜属 Ｉｘｅｒｉｓ １

— — 醴肠属 Ｅｃｌｉｐｔａ １

— — 马兰属 Ｋａｌｉｍｅｒｉｓ １

— — 泥胡菜属 Ｈｅｍｉｓｔｅｐｔａ １

— — 牛膝菊属 Ｇａｌｉｎｓｏｇａ １

— — 千里光属 Ｓｅｎｅｃｉｏ １

— — 石胡荽属 Ｃｅｎｔｉｐｅｄａ １

— — 鼠麴草属 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 １１

— — 野茼蒿属 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１

— — 一点红属 Ｅｍｉｌｉａ １

— — 一枝黄花属 Ｓｏｌｉｄａｇｏ １

— — 紫菀属 Ａｓｔｅ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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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生境ꎬ公园中有 ２６ 种特有种ꎬ河道中有 １４ 种

特有种ꎬ林地中有 １６ 种特有种ꎬ农耕区中有 ２７ 种特

有种ꎮ 林地中草本物种数量少ꎬ但特有种占总数比

例高ꎬ河道中特有物种比例最低ꎮ
２.３ 不同优势种群下草本层物种多样性差异

４ 种生境中优势物种不同ꎬ林地中优势物种为

金毛耳草ꎬ公园中为麦冬ꎬ河道中为通泉草ꎬ农耕区

中为水莎草ꎮ 林地中共有 ３ 个样地出现金毛耳草ꎬ
重要值分别为 １３１.８９、７５.７７、５８.５２ꎬ金毛耳草的样地

中共有 ３６ 种植物ꎬ未出现金毛耳草样地中共有 ２９
种植物ꎮ 河道中重要值最高是通泉草为 １５.４９ꎬ其次

是野蒜重要值为 １２.４３ꎮ 农耕区中水莎草重要值最

高为 ２９.１３ꎬ其次是牛筋草重要值为 １７.７４ꎮ
在赋石村ꎬ麦冬、阔叶麦冬(Ｌｉｒｉｏｐｅ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

吉祥草(Ｒｅｉｎｅｃｋｅａ ｃａｒｎｅａ)作为绿化植物ꎬ绿化草本

成为公园中优势草本种群ꎬ而繅舍村公园绿化中草

本植物未形成优势种ꎮ 麦冬为优势群落的公园中 ３
个样方的重要值分别为 １０１.２１、８６.２３、８７.２３ꎬ麦冬未

成为优势群落的样方中ꎬ重要值最高的物种依次是

附地菜(Ｔｒｉｇｏｎｏｔｉｓ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ｒｉｓ)、水蓼重要值分别为

５２.７５、８４.２３ꎬ麦冬绿化的公园中草本总物种数 ５１
种ꎬ未用麦冬绿化的公园草本物种数为 ５７ 种ꎬ麦冬

样方和对比样方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均值为 ２.３９ 与 ２.５１、０.８５ 与 ０.８６ꎮ 表明ꎬ人为

干扰形成的草本优势种群会致使草本植物物种丰富

度和多样性降低ꎮ
２.４ 入侵植物对草本层植物多样性的影响

共记录到 ３ 种入侵植物ꎬ分别是喜旱莲子草、加
拿大一枝黄花、土荆芥ꎮ 喜旱莲子草出现在林地以

外的 ３ 种生境中ꎬ公园中出现 ３ 个小样方中记录到ꎬ
重要值 ３.０２ꎬ河道中有 ４ 个小样方ꎬ重要值为 ５.０６ꎬ
农耕区中有 １４ 个小样方ꎬ重要值为 １１.３９ꎮ 加拿大

一枝黄花出现农耕区的一个小样方内ꎬ重要值为

３.３６ꎮ 土荆芥出现在公园中的两个小样方中ꎬ重要

值为 ２３.０８ꎮ 加拿大一枝黄花和土荆芥出现的次数

少ꎬ重要值低ꎬ未形成优势种群ꎮ 选取出现喜旱莲子

草(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的样方 ９ 个ꎬ其中公

园中 ２ 个ꎬ河道 ３ 个样方ꎬ农耕区中 ４ 个样方ꎬ以距

离喜旱莲子草样方作对照ꎬ共取 ７ 个样方ꎬｔ 检验的

结果显示ꎬ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以及

物种丰富度值实验与对照组显著性 Ｓｉｇ 值分别为

０.２７、０.１６、０.４ꎬ差异不显著ꎮ 表明样方内喜旱莲子

草未对本土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构成显著影响ꎮ

２.５ 土地利用变迁导致主要植物群落的变化

目前ꎬ２ 个乡村的农田由主要种植水稻逐渐变

为种植水稻、吊瓜、茶叶等复合作物的农耕区ꎬ从种

植水稻单一作物到复合作物ꎬ草本层植物也随之改

变ꎮ 由余柳青等(１９９８)在孝丰镇城北村稻田环境

植物多样性数据可知ꎬ禾本科的无芒稗、游草ꎬ莎草

科中异型莎草、水莎草ꎬ鸭跖草科中水竹叶物种组成

了稻田环境的主要草本层植物群落ꎮ 表 ６ 结果显

示ꎬ稻田转变成农耕区后ꎬ牛筋草、黑麦草ꎬ碎米荠、
小飞蓬、喜旱莲子草则成为草本层群落主要构成植

物ꎬ水竹叶覆盖度减少ꎬ小飞蓬和喜旱莲子草的覆盖

度增加ꎮ 由此可知ꎬ乡村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会导

致草本层群落的变化ꎮ
稻田的湿生环境到多种农业经营的陆生环境ꎬ

导致喜水生环境的草本物种明显减少ꎮ 草本主要的

科属并没有明显变化ꎬ莎草科、菊科、禾本科植物仍

占主体ꎮ 稻田生境共有 ２５ 科 ４９ 属 ７０ 种ꎬ农耕区生

境 ３０ 科 ７８ 属 ９０ 种ꎮ 莎草科草本物种减少相对明

显ꎬ稻田环境中共有 ３ 属 １１ 种ꎬ农耕区环境中只有

３ 属 ４ 种ꎻ菊科物种增加较多ꎬ从 ６ 属 ８ 种到 １７ 属

１９ 种ꎻ禾本科物种变化不大稻田环境为 １５ 种ꎬ农耕

区环境有 １７ 种ꎮ 总体的趋势是物种种类增加ꎬ莎草

科植物减少ꎬ菊科植物增加ꎮ

３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乡村四种生境中草本层物种

丰富度高ꎬ均以禾本科与菊科植物为主ꎬ农耕环境更

适宜草本植物生存ꎬ草本植物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

指数值最高ꎮ 与相关研究ꎬ农业环境中禾本科和菊

科植物占主体的结论基本一致(张克荣等ꎬ２００９ꎻ唐
强等ꎬ２０１２)ꎮ 究其原因ꎬ农耕区中草本植物能长期

适应农业活动ꎬ水、肥、阳光等充裕ꎬ能保证草本植物

的生长ꎬ草本植物分布多ꎮ 河道环境中水分充足ꎬ与
农耕区距离近ꎬ有利于农耕区中草本植物的传播ꎬ物
种多样性高ꎬ与农耕区中物种相似性最高ꎬ因此农耕

区和河道中物种差异性并不显著ꎮ 两村乡村的公园

于 ２００９ 年创建ꎬ由农耕土地转变而来ꎬ与农耕区相

距 ５００ ｍꎬ紧邻河道ꎬ便于种子的传播ꎬ定期的水肥

管理和乔灌层修剪ꎬ为草本植物生存提供了适宜环

境ꎬ因此农耕区和河道中物种多样性差异并不显著ꎮ
草本植物组成受入侵物种和绿化物种的影响(郭连

金等ꎬ２００９ꎻ张震等ꎬ２０１０ꎻ李安定等ꎬ２０１３)ꎬ绿化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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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外来物种生存几率(Ｇ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ꎬ乡村公

园有 ２６ 种草本植物未出现其它三种生境中ꎬ表明公

园已成为乡村草本物种多样性组成的必要部分ꎮ 林

地中主要种植的板栗林ꎬ林龄 １５ ａꎬ郁闭度为 ０.７ꎬ林
下草本植物光照不足ꎬ物种多样性相对较低(徐如

松等ꎬ２００２ꎻ金雅琴等ꎬ２０１３ꎻ樊艳荣等ꎬ２０１３)ꎬ与其

它三种生境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差异显著ꎮ 农耕环

境更适应草本植物生存ꎬ草本植物丰富度和多样性

指数值最高ꎮ
乡村生境的多样性决定了物种的多样性ꎬ而生

境的变化与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密切相关ꎮ 本研究

中四种生境间草本物种具有明显差异ꎬ且草本物种

多样性随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而变化ꎮ 乡村环境中

草本物种多样性主要受生境变化的影响ꎬ从农耕、河
道、公园到林地生境ꎬ草本物种多样性整体呈现减小

的趋势ꎻ受同一生境中的变化影响减小ꎬ农田到复合

农耕区中ꎬ主要群落有所变化ꎬ物种丰富度并没有明

显变化ꎻ农耕、河道和公园中出现的 ３ 种入侵植物覆

盖度低ꎬ未对生境中物种组成产生显著影响ꎮ 草本

植物物种丰富度以及多样性依赖生境中不同程度的

人为干扰ꎬ不同的干扰使得不同生境中不易出现单

一的优势种群ꎬ保证了不同植物生存的空间环境和

生态位利用ꎬ人为干扰使入侵物种重要值低ꎬ未对本

土物种构成影响ꎮ 不同生境中人为干扰方式会影响

草本物种构成ꎬ公园中草本绿化、定期修剪及维护ꎬ
增加了除去乡村本土草本植物的几率ꎬ形成了绿化

麦冬单一植物群落ꎮ 农耕、河道和公园生境间 Ｓｏ￣
ｒｅｎｓｅｎ 指数均在 ０.４ 以上ꎬ群落物种组成相似性大ꎬ
生境间物种差异小ꎮ 生境的多样化以及生境中不同

的干扰方式是维持乡村环境中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

的主要因素ꎮ
乡村中草本植物受人为影响大ꎬ人工生境中草

本植物物种多样性高ꎮ 不同的生境中含有特有的物

种ꎬ物种对环境具有不同的适应性ꎬ表明乡村草本植

物多样性需要多样化的生境ꎮ 当前乡村建设快速发

展的趋势下ꎬ乡村原有的生境发生变化ꎬ本土草本物

种生存易受到威胁ꎬ采取适当人为干扰措施ꎬ能保护

乡土草本植物多样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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