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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格化清查方法有助于准确诊断一个地区的植被性质ꎬ并为探索植被分类方法提供支持ꎮ 该研究

以上海大金山岛为对象ꎬ借助航拍影像等间距地将其划分为 １４０ 个清查网格(４０ ｍ × ４０ ｍ)ꎬ按照统计样方

法逐网格调查植物群落特征ꎬ综合运用列表法和双向指示种法ꎬ进行植被分类并绘制现状植被图ꎮ 按照新

修订的植被三级分类系统进行分类:一级单位根据植被型ꎬ大金山岛植被划分为落叶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

混交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灌丛、常绿落叶阔叶混交灌丛、常绿阔叶灌丛和草丛ꎻ二级单位根据优势种和

植物区系特征ꎬ可划分出 １５ 种群丛或群落类型ꎻ三级单位根据群落年龄和外貌可划分为 ２２ 种群落类型ꎮ
以上结果表明ꎬ大金山岛不仅是上海市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区域ꎬ也拥有华东海岛最典型、最多样的自然半自

然森林群落ꎮ 就植被状态而言ꎬ地带性森林群落处于演替中后期ꎬ但少数次生植被处于演替前期ꎬ且面临着

猴群干扰导致的植被发育停滞不前等生态问题ꎮ 关于植被分类方法ꎬ网格化清查方法可充分揭示植物群丛

连续性中包含间断性和过渡性群落的现象ꎮ
关键词: 群落多样性ꎬ 统计样方法ꎬ 物种组成ꎬ 植被群丛ꎬ 植被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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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被分类对认识植被性质和群落结构特征与

环境关系等非常重要(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宋永

昌ꎬ２０１７)ꎮ 长期以来ꎬ植被分类存在“连续性”和

“间断性”的争论ꎬ主要形成了以 Ｃｌｅｍｅｎｔｓ 为代表的

机体论学派(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和 Ｇｌｅａｓｏｎ 为代表的

个体论学派(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ꎮ 至今为止ꎬ各地

植被分类方案还未就群落边界和属性等问题达成

一致(田广红等ꎬ２０１５)ꎮ 不过ꎬ总体而言ꎬ诸如中国

植被分类方案(８０ 年分类方案)所提出ꎬ植被分类遵

循植物群落学ꎬ即以植物群落本身特征作为分类依

据ꎬ同时兼顾群落间的生态关系ꎮ 宋永昌等(２０１７)
指出ꎬ植被分类的高级单位以生态外貌原则为主ꎬ
而中、低级单位则注重种类组成和群落结构ꎬ对于

复杂的植被ꎬ必须兼顾外貌、优势种和特征种ꎬ但无

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出发ꎬ植被分类应坚持生态学原

则(丁涛等ꎬ２０１１ꎻ阎恩荣等ꎬ２０１７)ꎮ
无论如何ꎬ植被调查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决定

了分类的准确性ꎮ 但是ꎬ对一个地区的植被进行

全面清查是不可能的ꎮ 因缺乏详细的植被调查资

料ꎬ在植被分类中ꎬ通常不能全面反映群落类型的

多样性ꎮ 同时ꎬ一般采用的典型样地抽样调查通

常基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ꎬ若经验不足ꎬ可能会划

分出错误的植被类型(张晓丽ꎬ２００７ꎻ杨筑筑等ꎬ
２０１７)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由于缺乏充分的植被样地

调查资料ꎬ也会导致植被分类结果无法客观评价

具体群落类型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孙小伟等ꎬ
２０１８ꎻ陈惠君等ꎬ２０１９)ꎮ

海岛具有清晰的边界和较小的面积等自然属

性ꎬ为植被的网格化全面清查提供了便利ꎬ从而是

研究植物群落“连续性”和“间断性”关系的理想

对象ꎬ有助于全面揭示一个具体地点植物群落的

多样性ꎬ并准确划分群落类型ꎮ 当前ꎬ还没有应用

网格化清查方法研究整个海岛植被分类的案例ꎬ
尤其缺乏基于连续植物群落划分植被和群落类型

的工作(蔡红燕等ꎬ２０１６ꎻ许洺山等ꎬ２０１８)ꎮ
大金山岛是上海地区野生植物资源与乡土植

物基因最为丰富的区域ꎬ拥有上海唯一的地带性

自然植被———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ꎬ该植被类型

在北亚热带区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杨永川等ꎬ
２００２)ꎮ 本研究基于无人机遥感影像ꎬ将大金山岛

划分为小班网格ꎬ结合典型样地法和统计样方法

对全岛植被进行连片调查ꎬ并采用简化的植被三

级分类系统:一级单位结合了新分类系统中的植

被纲和植被型组ꎬ二级单位采用群丛或群落ꎬ三级

单位考虑演替阶段群落的差异ꎬ即群落的年龄问

题ꎬ对大金山岛植被进行分类并制图ꎮ 此外ꎬ针对

大金山岛的植被现状ꎬ提出切实的保护方案ꎮ 本

研究旨在探讨植被分类的“连续性”和“间断性”

４７２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问题ꎬ也为大金山岛的植被保护与管理提供理论

支撑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大金山岛(１２１°２４′２５″ Ｅ、３０°４１′４２″ Ｎ)位于杭

州湾东北部ꎬ距上海市金山嘴 ６.２ ｋｍꎬ是金山三岛

海洋生态核心保护区最大的海岛 (靳亚丽等ꎬ
２０１７)ꎮ 大金山岛外部形态呈菱形ꎬ中部宽阔ꎬ西
部狭窄ꎬ最长处 ９６３ ｍꎬ最宽处 ４３７ ｍꎬ陆域面积约

０.２３ ｋｍ２ꎬ海岸线长 ２ ３９０ ｍꎬ最高海拔 １０３.４ ｍꎮ
大金山岛是上海市海拔最高的基岩岛ꎬ岩性以酸

性石英斑岩为主ꎬ其中夹杂有流纹岩、英安岩、火
山角砾岩等ꎮ 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ꎬ主要受东亚

季风和太平洋暖湿气团影响ꎬ温暖湿润ꎬ四季分

明ꎬ年均温度和降雨量分别为 １６ ℃ 和 １ ０２０ ｍｍ
(朱春玲等ꎬ２００８)ꎮ 土壤为褐色山地黄壤ꎬｐＨ 值

为 ４.５ ~ ４. ７ꎮ 大金山岛自 １９７８ 年驻岛部队撤离

后ꎬ植被逐渐恢复并进入次生演替阶段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建立上海市金山三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ꎬ由于

长期保护ꎬ大金山岛自然植被生长良好ꎬ植物资源

丰富(王万胜ꎬ２０１７)ꎮ
１.２ 植被调查

２０１７ 年 ７—１０ 月ꎬ全面开展大金山岛植被调

查ꎮ 首先ꎬ根据高精度的无人机影像ꎬ规则地、等间

距地将全岛划分为 １４０ 个网格(４０ ｍ × ４０ ｍ) (图
１)ꎮ 其次ꎬ采用法瑞学派的典型样地法 ( Ｂｒａｕｎ￣
Ｂｌａｎｑｕｅｔ)记录每个网格中的植物群落名称、中心位

置坐标、群落垂直结构、物种组成、多优度－聚集度、
多盖度等级和平均高度等ꎮ 最后ꎬ选取 １３ 个典型植

物群落建立固定样地 (图 １)ꎬ森林样地面积为

２０ ｍ × ２０ ｍꎬ灌丛面积为 １０ ｍ × １０ ｍꎬ按照统计样

方法(ｑｕａｄｒａｔ￣ｂａｓｅｄ ｃｅｎｓｕｓ)ꎬ调查样地内所有株高

大于 ０.５ ｍ 的木本植物ꎬ记录胸径、树高、枝下高、叶
下高、冠幅等ꎬ典型群落的基本特征见表 １ꎮ 全岛共

发现种子植物 ３３８ 种ꎬ隶属于 １０５ 科、２３８ 属ꎮ
１.３ 植被分类

首先ꎬ计算 １３ 个典型植物群落的重要值ꎬ其
中物种相对盖度用相对胸高断面积表示(叶涛等ꎬ
２０１４)ꎬ具体计算如下:

重要值 ＝ (物种相对多度＋相对盖度＋相对树

高) / ３×１００％ (１)
其次ꎬ对于典型样地法获得的数据ꎬ将多优

度－聚集度 ( ５ 级) 量化为相对重要值ꎬ每级占

２０％ꎮ 在 １４０ 个样地中ꎬ按群落的垂直结构分为乔

木层、灌木层、草本层ꎬ计算各层内物种的重要值ꎬ
得到样地水平上的物种重要值矩阵ꎮ

最后ꎬ结合群落特征ꎬ按 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 列表法进行

植被分类ꎬ同时结合双向指示种分析法划分群落

类型(张峰和张金屯ꎬ２０００ꎻ陶楚等ꎬ２０１４)ꎬ因涉及

１４０ 个样地ꎬ文中仅列出 １３ 个典型植物群落样地

木本植物种的重要值排序 (包括乔木层和灌木

层)ꎬ详见表 ２ꎮ
１.４ 植被制图

植被制图指按照一定的群落生态学原理和方

法ꎬ将一个地区的植被分布状况按比例绘制成图ꎬ
能够揭示植被和环境间的生态关系ꎬ反映植被的历

史发展进程ꎮ 现状植被制图以现存植被为对象ꎬ将
原生群落和代偿群落按一定比例尺绘制成图(宋永

昌ꎬ２０１７)ꎮ 本文根据植物群落的局域坐标ꎬ按照植

被分类基本单位ꎬ并根据一定比例尺及各分类单位

的布局确定单位等级ꎮ 虽然在植被调查时将全岛

分为 １４０ 个等间距的网格调查ꎬ但实际的群落边界

并不规则ꎬ因此在处理群落边界时ꎬ应参照以无人

机拍摄的群落外貌差异ꎬ结合实地调查以及地形地

貌和明显的道路等ꎬ尽可能将低级单位群丛或群落

绘制在地图上ꎬ并结合实地验证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植被类型和群落结构特征

大金山岛植被组成中ꎬ乔木和灌木主体以落叶

树种占优势ꎬ常绿阔叶树种在部分地段作为建群种

出现(青冈栎和红楠)ꎬ或在落叶林灌木层成为优势

种(柃木)ꎬ既反映了典型的地带性特征ꎬ又表明了

植被向演替顶级阶段发展的良好潜能和态势ꎮ 如

表 ３ 所示ꎬ大金山岛植被的一级单位可划分为以下

７ 种:落叶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常绿阔叶

林、落叶阔叶灌丛、常绿落叶阔叶混交灌丛、常绿阔

叶灌丛和草丛ꎮ 根据优势种和植物区系特征ꎮ 二

级单位可划分出 １６ 种群丛或群落ꎻ三级单位按照演

替阶段和群落年龄可划分 ２２ 种群落ꎮ
２.１.１ 落叶阔叶林

(１)柃木－紫金牛 /椿叶花椒＋朴树群丛

落叶阔叶林中ꎬ柃木－紫金牛 /椿叶花椒＋朴树

群丛分布面积最大ꎬ主要沿山脊线和北坡分布ꎬ 紫

金牛是该群丛草本层的指示种ꎮ 野桐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５７２１８ 期 许洺山等: 上海大金山岛植被分类与制图———基于网格化清查方法



表 １　 大金山岛 １３ 个典型植物群落的基本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１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Ｄａｊｉｎ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植物群落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Ｎ)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Ｅ)

面积
Ａｒｅａ
(ｍ２)

乔木层
平均
高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
(ｍ)

灌木层
平均
高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ｍ)

物种密度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ｍ￣２)

物种
丰富度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植被类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青冈栎群落 １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１

３０°４１′３４.４０″ １２１°２５′００.２３″ ２０×２０ ６.０５ ２.４１ ０.７７ １７ 常绿阔叶林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青冈栎群落 ２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

３０°４１′３１.７５″ １２１°２５′０９.１７″ ２０×２０ ９.０９ ２.２８ ０.１７ ８ 常绿阔叶林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青冈栎群落 ３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３

３０°４１′３１.２９″ １２１°２５′１３.６５″ ２０×２０ ５.５２ ２.３７ ０.５５ １０ 常绿阔叶林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天竺桂群落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３０°４１′３１.４２″ １２１°２５′１２.７１″ １０×２０ ５.８３ ２.８９ ０.３９ ７ 常绿阔叶林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麻栎群落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３０°４１′３３.３７″ １２１°２４′５６.０１″ １０×１０ ６.６７ ２.２２ ０.３４ ２８ 落叶阔叶林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野桐群落 １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１

３０°４１′３４.１０″ １２１°２４′５６.９４″ ２０×２０ ５.５１ ２.２３ ０.３６ １３ 落叶阔叶林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野桐群落 ２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

３０°４１′３４.５７″ １２１°２４′５８.７１″ ２０×２０ ５.９６ ２.２８ ０.４８ ２１ 落叶阔叶林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野桐群落 ３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３

３０°４１′３２.０２″ １２１°２４′５８.７２″ １０×４０ ５.５５ ２.００ ０.５４ ２０ 落叶阔叶林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椿叶花椒－柃木群落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ｉｌ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Ｅｕ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３０°４１′３４.２３″ １２１°２５′０３.４１″ ２０×２０ ６.３５ ２.３４ ０.６１ １８ 落叶阔叶林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朴树群落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３０°４１′３２.４０″ １２１°２５′０７.６５″ ２０×２０ ７.７７ ２.００ ０.４２ １７ 落叶阔叶林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小叶女贞群落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ｑｕｉｈｏｕ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３０°４１′３１.４７″ １２１°２５′０５.６９″ １０×１０ ５.３２ ２.３６ ０.３６ １１ 常绿灌丛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红楠群落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３０°４１′３４.８７″ １２１°２５′０５.６９″ ２０×２０ ８.９３ ２.２９ ０.２１ ８ 常绿阔叶林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

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丝绵木群落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ｍａａｃｋｉ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３０°４１′２９.２５″ １２１°２５′１６.１２″ ２０×２０ ６.０６ ２.３１ ０.３７ １５ 落叶灌丛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多占据该群丛的亚乔木层或灌木层ꎬ分
布范围较大ꎬ在成熟落叶林不能成为乔木层优势

种ꎮ 椿叶花椒和朴树为优势种的群落类型在大金

山岛最为典型ꎬ根据两者的个体组成比例ꎬ可形成

４ 种群落类型ꎬ其主要特征如下ꎮ ①椿叶花椒群

落:是大金山岛典型的崩塌地群落ꎬ主要分布于山

坡基部近海崩塌地ꎬ群落内砾石较多ꎮ 乔木层平

均高度 为 ６. ５ ｍꎬ 伴 生 有 野 桐、 山 合 欢 (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ｋａｌｋｏｒａ)、丝绵木(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ｍａａｃｋｉｌｌ)等ꎮ 灌木层

优势种有柘木、算盘子(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ｐｕｂｅｒｕｍ)、厚叶

石斑木(Ｒｈａｐｈｉｏｌｅｐｉｓ 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柃木和小叶女贞

等ꎬ平均高度为 ３.５ ｍꎮ 林下伴生少量柃木和小叶

女贞等ꎬ该群落处于演替中后期ꎮ ②椿叶花椒＋朴
树群落:集中在北坡边缘ꎬ乔木层平均高度为 ７ ｍꎬ
优势种为椿叶花椒和朴树ꎻ灌木层高度为 ２.６ ｍꎬ
有柘木、海桐和薜荔(Ｆｉｃ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等ꎻ草本层主要

有贯众(Ｃｙｒｔｏｍｉ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和络石等ꎮ ③朴树＋桑
群落: 分布面积较小ꎬ主要在中部坡面ꎮ 其分层结

６７２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表 ２　 大金山岛 １３ 个典型植物群落中木本植物的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ｗｏｏｄ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１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Ｄａｊｉｎ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青冈栎
群落 １
Ｃｙｃｌｏｂａ￣
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１

青冈栎
群落 ２
Ｃｙｃｌｏｂａ￣
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２

青冈栎
群落 ３
Ｃｙｃｌｏｂａ￣
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３

天竺桂
群落

Ｃｉｎｎａｍｏ￣
ｍ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麻栎
群落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野桐
群落 １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１

野桐
群落 ２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２

野桐
群落 ３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３

椿叶花椒－
柃木群落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ｉｌ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Ｅｕ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朴树
群落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小叶女贞
群落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ｑｕｉｈｏｕ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红楠
群落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丝绵木群落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ｍａａｃｋｉ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白檀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０.０４４ ０.１９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９６ ０.０４８ ０.１７６ ０.０３４ — — — ０.０２８ — —

臭椿
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 — ０.０２６ — — — — — — — — — —

椿叶花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ｉｌ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 — ０.１８３ ０.１１８ — — ０.０３０ — ０.４１７ ０.１０３ ０.２４０ — —

楤木
Ａｒａｌｉａ ｅｌａｔａ

— — — — — — — — — — ０.１８１ — —

豆梨
Ｐｙｒｕｓ ｃａｌｌｅｒｙａｎａ

— — — — — ０.０４７ ０.１４８ — — — ０.０５３ — —

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ｔｏｂｉｒａ

— — — — — — — ０.２７９ — ０.２８８ — — —

海州常山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ｕｍ

— — — — — — ０.０２８ — — — ０.０３０ — ０.０９３

红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 — — — — — — ０.１４０ — ０.２０６ — ０.２１０ —

胡颓子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ｐｕｎｇｅｎｓ

— — — — ０.２３９ — ０.１２９ — — — ０.１１２ — —

黄连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 — ０.４３９ — — — — — — — — ０.１３６

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ｕｐｅａｎａ

０.０６９ — ０.１４８ — ０.２６２ ０.２０５ ０.１２４ — — — ０.０６３ — —

柃木
Ｅｕ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０.１２０ ０.１９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９７ — — — — — — — ０.１６７ —

麻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 — — — ０.０９５ — ０.１３３ — — — — — —

牛奶子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

— — — — — — — — — — — — ０.０９３

朴树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０.１６５ ０.０２７ — —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６ — — ０.１１５ — — ０.１８５

青冈栎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０.１０９ ０.２３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５５ — — — — — — — — —

桑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

０.１４３ — — — — — ０.１２８ — ０.１６７ — — — ０.０９３

石栎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ｌａｂｅｒ

— — ０.０３２ — — — — — — — — — —

丝绵木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ｍａａｃｋｉｉ

— — — — — ０.０９９ — — ０.２５０ — — — ０.１４８

算盘子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ｐｕｂｅｒｕｍ

— — — — — ０.１３５ ０.０４９ — — — ０.０４５ — —

天仙果
Ｆｉｃｕｓ ｅｒｅｃｔａ

— — — — — — — — — — — ０.０４８ —

天竺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０.１５９ ０.０６５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２ ０.２３９ — — — — — — ０.２１３ —

香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０.０５１ — — — — — — — — — — — —

小蜡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２ — — — — — — — — — —

小叶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ｑｕｉｈｏｕｉ

— — ０.１６９ — ０.０４８ — ０.０２２ — — — ０.１２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９３

盐肤木
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１５９ — — — — — ０.０４６ — — — — — —

野桐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

０.１４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１ ０.１６８ ０.１０２ ０.５８１ ０.１６７ ０.２８８ ０.０６４ ０.２３３ ０.０９３

构明显ꎬ乔木层平均高度为 ６ ｍꎬ伴生有白檀和楝

(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ꎻ灌木层优势树种较多ꎬ有胡颓子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ｐｕｎｇｅｎｓ)、构树、海州常山(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ｕｍ)和丝绵木等ꎬ平均高度为 ２.６ ｍꎮ ④朴

树群落:是大金山岛典型的地形顶极群落ꎬ分布面

积最大ꎬ主要在东坡及中坡以南ꎬ林内湿润并且有

基岩裸露ꎮ 群落处于演替中后期ꎬ物种组成多样ꎬ
乔木层 平 均 高 度 为 ６. ５ ｍꎬ混 生 有 野 桐、乌 桕

( Ｓａｐｉｕｍ ｓｅｂｉｆｅｒｕｍ) 等ꎻ灌木层主要有楝、金樱子

(Ｒｏｓａ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白檀、构树和小叶女贞等ꎻ草本层

主要有鸭跖草、龙葵(Ｓｏｌａｎｕｍ ｎｉｇｒｕｍ)、酢浆草、海
金沙、贯众等ꎮ

７７２１８ 期 许洺山等: 上海大金山岛植被分类与制图———基于网格化清查方法



表 ３　 大金山岛植被类型分类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ｊｉｎ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一级单位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ｌａｓｓ

二级单位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ｌａｓｓ

三级单位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ｃｌａｓｓ

植被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群丛或群落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演替阶段群落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落叶阔叶林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柃木－紫金牛 / 椿叶花椒＋朴树群丛
Ｅｕ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Ａｒｄｉ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ｉｌ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椿叶花椒群落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ｉｌ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椿叶花椒＋朴树群落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ｉｌ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朴树＋桑群落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朴树群落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柘木－鸭跖草 / 丝绵木＋黄连木群丛
Ｃｕｄｒａｎｉａ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ｍａａｃｋｉｉ＋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丝绵木＋野桐群落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ｍａａｃｋｉｉ＋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丝绵木＋野桐幼林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ｍａａｃｋｉｉ＋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 ｙｏｕ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

黄连木＋野桐群落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黄连木幼林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ｙｏｕ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

麻栎群落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麻栎群落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黄檀群落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ｕｐｅａ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黄檀群落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ｕｐｅａ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野桐群落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野桐群落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小叶女贞＋野桐群落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ｑｕｉｈｏｕｉ＋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小叶女贞＋野桐群落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ｑｕｉｈｏｕｉ＋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青冈栎＋野桐群落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青冈栎＋野桐群落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常绿阔叶林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青冈栎群落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青冈栎群落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天竺桂群落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天竺桂群落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红楠群落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红楠群落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樟群落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樟群落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落叶阔叶灌丛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小果蔷薇群落
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小果蔷薇群落 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灌丛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ｍｉｘｅｄ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野桐＋海桐群落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ｔｏｂｉ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野桐＋海桐群落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ｓ＋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ｔｏｂｉ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常绿阔叶灌丛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海桐群落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ｔｏｂｉ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海桐群落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ｔｏｂｉ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草丛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五节芒群落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ｆｌｏｒｉｄｕｌ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五节芒群落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ｆｌｏｒｉｄｕｌ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滨旋花群落
Ｃａｌｙｓｔｅｇｉａ ｓｏｌｄａｎｅｌ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滨旋花群落
Ｃａｌｙｓｔｅｇｉａ ｓｏｌｄａｎｅｌ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８７２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２)柘木－鸭跖草 /丝绵木＋黄连木群丛

该群丛主要以黄连木和丝绵木为优势树种形

成不同群落类型ꎬ在东坡及南坡较为集中ꎬ其中鸭

跖草是该群丛草本层的指示种ꎮ 黄连木和丝绵木

均为喜光落叶树种ꎬ生境适应性强ꎮ 根据两者与

野桐的不同比例ꎬ也可形成 ４ 种群落类型ꎬ其主要

特征如下ꎮ ①丝绵木＋野桐群落:主要分布在岛体

中坡和南坡ꎬ乔木层伴生椿叶花椒、楝和朴树等ꎬ
平均高度为 ６ ｍꎻ灌木层平均高度为 ２.５ ｍꎬ有海州

常 山、 构 树、 算 盘 子、 小 叶 女 贞 等ꎮ 蛇 葡 萄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作为层外伴生种ꎬ多呈攀援状缠

绕在乔木上ꎻ草本层种类较单一ꎬ以络石和酢浆草

为主ꎮ ②丝绵木＋野桐幼林:是丝绵木＋野桐群落

的演替前期类型ꎬ分布在东坡和南坡ꎮ 平均高度

为 ３ ｍꎬ主要物种为丝绵木、野桐、酢浆草、络石、金
樱子等ꎮ ③黄连木＋野桐群落:主要分布在山脊坡

面上部及南部近海边缘ꎬ林内干燥ꎮ 乔木层优势

种为野桐和黄连木ꎬ平均高度为 ７ ｍꎬ伴生有朴树、
构树、丝绵木、柘木等ꎻ灌木层有少量青冈栎ꎻ草本

层有酢浆草、络石、鸭跖草等ꎮ ④黄连木幼林:分
布区较散乱ꎬ由于海风干扰ꎬ林分发育较慢ꎬ处于

演替前期ꎮ 平均高度为 ５.５ ｍꎬ优势种为黄连木ꎬ
伴生有小叶女贞、柘木和薜荔等ꎻ草本层有狗牙根

(Ｃｙｎｏｄｏｎ ｄａｃｔｙｌｏｎ)、沿阶草(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和贯众等ꎮ

(３)麻栎群落

大金山岛的麻栎为人工栽植ꎬ分布在栈道两

侧及营房周围ꎬ抗风性强ꎮ 麻栎群落层次结构明

显ꎬ乔 木 层 平 均 高 度 为 ８ ｍꎬ 以 麻 栎、 无 患 子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ｍｕｋｏｒｏｓｓｉ)和臭椿(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为
主ꎬ伴生有野桐ꎻ灌木层平均高度 ４.５ ｍꎬ主要有小

果蔷薇、小叶女贞、黄檀和海州常山ꎬ伴生有野葡

萄和蛇葡萄ꎻ草本层物种较单一ꎬ以络石、鸭跖草

和红盖鳞毛蕨(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ｅｒｙｔｈｒｏｓｏｒａ)为主ꎮ
(４)黄檀群落

分布于岛体中部ꎬ林内干燥ꎬ有裸露的基岩ꎮ
乔木层平均高度为 ６.５ ｍꎬ混生有野桐、朴树、楝和

椿叶花椒等ꎻ灌木层平均高度为 ２.５ ｍꎬ小果蔷薇

和小叶女贞优势度显著ꎬ同时层外分布野葡萄和

蛇葡萄等ꎻ草本层有酢浆草、鸭跖草、络石和滨海

前胡(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等ꎮ
(５)野桐群落

该群落类型分布面积较大ꎬ尤其在北坡、灯塔

四周和栈道入口最为典型ꎬ处于演替中前期ꎬ林内

较湿润ꎮ 群落结构层次清晰ꎬ乔木层平均高度为 ５
ｍꎬ伴 生 有 构 树 (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 白 檀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和小叶女贞等ꎻ灌木层平均

高 度 为 ２.６ ｍꎬ 伴 生 种 有 野 葡 萄 (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ｂｒｅｖｉ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ꎮ 草 本 层 常 见 酢 浆 草 (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ａ)、络石(Ｔｒａｃｈｅ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海
金沙(Ｌｙｇｏ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等ꎮ
２.１.２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该植被类型属于上

海地区的典型地带性森林ꎬ大致有以下两个群落

类型ꎮ ①小叶女贞＋野桐群落:分布在岛体东坡ꎬ
群落可分为两层ꎬ乔木层平均高度为 ５.５ ｍꎬ以黄

连木和小叶女贞为优势种ꎻ灌木层平均高度为 ２.５
ｍꎬ有白檀、天竺桂等ꎻ草本层除络石、红盖鳞毛蕨

等常见种外ꎬ还有小叶女贞、白檀的幼苗ꎮ ②青冈

栎＋野桐群落:该群落类型零星分布在岛体北坡ꎬ
群落结构简单ꎬ树种单一ꎮ 该林分可分为两层ꎬ乔
木层平均高度为 ６ ｍꎬ以野桐和青冈栎为优势种ꎻ
灌木层以白檀为主ꎬ平均高度为 ２.３ ｍꎮ
２.１.３ 常绿阔叶林 　 大金山岛的常绿阔叶林是上

海市唯一存留的半自然地带性植被ꎬ主要类型包

括青冈栎群落、红楠群落、天竺桂群落和樟群落ꎮ
各群落特征如下:①青冈栎群落:分布在岛体东部

和中部山脊及其北坡顶部ꎬ林内阴暗ꎬ岩石裸露ꎮ
乔木层平均高度为 ７.７ ｍꎬ青冈栎占绝对优势ꎻ灌
木层平均高度为 ２. ５ ｍꎬ伴生有柃木、天竺桂、野
桐、黄连木和小果蔷薇等ꎻ草本层主要有沿阶草、
海金沙、络石等ꎬ同时有许多青冈栎幼苗ꎮ ②红楠

群落:集中在北坡地形较陡的坡面ꎬ林内阴湿ꎬ存
有巨大岩石ꎮ 群落结构层次非常明显ꎬ乔木层平

均高度为 １２.５ ｍꎬ有高大的红楠ꎻ灌木层平均高度

为 ２.６ ｍꎬ主要有小叶女贞、柃木、朴树和野桐等ꎻ
草本层主要有芙蓉菊(Ｃｒｏｓｓｏｓｔｅｐｈ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五
节芒和红盖鳞毛蕨等ꎮ ③天竺桂群落:分布面积

较小ꎬ群落结构简单ꎬ物种单一ꎮ 乔木层平均高度

为 ６.５ ｍꎬ天竺桂占绝对优势ꎬ混生有少量野桐ꎻ灌
木层平均高度为 ２.９ ｍꎬ柃木和白檀为优势种ꎻ几
乎没有草本ꎮ ④樟群落:在岛上呈小块分布ꎬ主要

在东部坡面顶部ꎮ 林分单一ꎬ乔木层平均高度为 ８
ｍꎬ樟占绝对优势ꎻ没有灌木层ꎬ草本层平均高度为

０.４５ ｍꎬ物种有络石、红盖鳞毛蕨等ꎮ
２.１.４ 落叶阔叶灌丛 　 落叶阔叶灌丛分布在岛体

脊线中部ꎬ受人类干扰较少ꎮ 落叶阔叶灌丛以小

果蔷薇为优势种ꎬ分布在南坡中部ꎬ林相较乱ꎬ植
株稠密ꎮ 灌木层平均高度为 ２.８ ｍꎬ伴生有乌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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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桐、丝绵木、厚叶石斑木、海桐和金樱子ꎮ
２.１.５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灌丛 　 常绿落叶阔叶混

交灌丛以海桐和野桐为优势种ꎬ分布于东坡近岸ꎬ
受海风影响较大ꎬ土层较薄ꎬ长期处于灌丛状态ꎮ
群落平均高度为 ４.５ ｍꎬ伴生丝绵木和乌桕等ꎻ草
本层有芙蓉菊、酢浆草、石竹(Ｄｉａｎｔ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和
加拿大一枝黄花等ꎮ
２.１.６ 常绿阔叶灌丛 　 常绿阔叶灌丛主要以海桐

群落为代表ꎬ分布在岛体东部近岸基岩ꎬ对恶劣生

境有很好的适应性ꎮ 群落结构比较简单ꎬ偶有乔

木散生ꎬ植株生长密集ꎮ 群落平均高度为 １.６ ｍꎬ
伴生小果蔷薇、滨柃(Ｅｕｒｙａ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厚叶石斑

木等ꎻ草本层以络石、芙蓉菊、狗牙根为主ꎮ
２.１.７ 草丛　 大金山岛草丛类型分布不多ꎬ主要见

于海边礁石附近ꎬ有五节芒草丛和滨旋花草丛ꎮ
其中ꎬ五节芒草丛生长在东部山脚岩石附近ꎬ上层

为五节芒ꎬ下层伴生山莓(Ｒｕｂｕｓ ｃｏｒｃｈ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ｓ)、白
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等ꎬ也常见其他禾本科植

物ꎬ一般平均高度为 ０.５ ｍꎮ 滨旋花草丛以滨旋花

为优势种ꎬ伴生厚叶石斑木和芙蓉菊等ꎬ在南坡及

北坡岩石附近均有分布ꎮ
２.２ 大金山岛植被图

如图 ２ 所示ꎬ大金山岛形似蝌蚪ꎬ落叶阔叶林

主要分布于山顶周围和北坡靠近尾部ꎬ以柃木－紫
金牛 /椿叶花椒＋朴树群丛为主ꎻ麻栎和黄檀群落

分布在下坡ꎬ该区域土壤较贫瘠ꎬ地形不稳定ꎮ 常

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分布在南坡和北坡的山坳中ꎬ
地势较陡ꎬ但土壤条件较好ꎮ 常绿阔叶林分布在

岛的东侧ꎬ地势较平坦ꎬ土壤肥沃ꎻ常绿阔叶灌丛

有小果蔷薇群落ꎬ分布稀少ꎬ集中在南坡较陡的区

域ꎮ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灌丛集中在南坡端ꎬ岩石

风化严重ꎬ土壤贫瘠ꎬ常年受大风侵袭ꎬ植被较矮ꎮ
常绿阔叶灌丛海桐群落非常稀少ꎬ仅分布在岛体

东侧小片区域ꎮ 草丛极少ꎬ仅分布于岛边礁石

周边ꎮ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大金山岛植被性质诊断

大金山岛是上海市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区域ꎬ
每平方千米达 １ ４７０ 种ꎮ 其中ꎬ被子植物 ７２ 科 ２６７
种ꎬ苔藓植物 １９ 科 ３５ 种ꎬ蕨类植物 １４ 科 ２６ 种ꎮ
根据这次基于网格化清查ꎬ发现大金山岛拥有华

东海岛最典型、最多样的自然半自然森林群落ꎬ中

生生境顶极群落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ꎬ北坡湿

润地段和山脊地段为常绿阔叶林ꎮ 大金山岛还有

华东海岛唯一的天然古树群落———红楠群落、丝
绵木群落、椿叶花椒群落等ꎮ 总体来看ꎬ地带性顶

极植物群落多处于半原始状态ꎬ如红楠、椿叶花

椒、朴树群落ꎬ但青冈栎林由于历史砍伐和猕猴干

扰ꎬ处于萌生更新阶段ꎬ群落不稳定ꎮ 天竺桂、小
叶女贞、丝绵木处于干扰后的次生演替中后期阶

段ꎮ 与之相比ꎬ大金山岛绝大部分地段的植被处

于演替中前期ꎬ野桐群落分布面积最大ꎮ
从植被结构和功能方面考虑ꎬ大金山岛植被也

面临以下 ５ 个方面的生态问题:第一ꎬ地带性顶极植

被加速消失ꎮ 红楠群落、椿叶花椒群落、天竺桂群

落、小叶女贞群落、樟群落等ꎬ由于修筑防波堤和猕

猴干扰等影响而加速消失ꎮ 通过对比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８ 年的植物调查结果(杨永川等ꎬ２００２ꎻ达良

俊等ꎬ２０１４)ꎬ发现丝绵木－算盘子群落、黄檀群落、
豆梨群落、黄连木群落和樟群落已经消失ꎮ 第二ꎬ
稀有种群加速消失ꎮ 大金山岛有非常珍贵的稀有

物种ꎬ但与前期调查相比ꎬ如野生樟、扁萼疣鳞苔

(Ｃｏｌｏｌｅｊｅｕｎｅａ ｒａｄｕｌｉｌｏｂａ)等几乎消失殆尽ꎬ唯一的 １
株野生舟山新木姜子(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ｓｅｒｉｃｅａ)由于山体崩

塌而死亡ꎮ 野生樟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株ꎬ且没

有幼苗更新ꎮ 天竺桂、红楠等稀有种群的规模在逐

渐缩小ꎮ 第三ꎬ次生灌丛严重影响植被质量ꎮ 大金

山岛因猕猴和人为干扰ꎬ植被演替进程过慢ꎬ林间

布满藤本和夹杂阳性树种ꎬ以及岛体东侧山坡布满

金樱子ꎬ整体植被质量较低ꎮ 第四ꎬ古树及其后续

资源受损严重ꎮ 大金山岛因常年受东南季风、台
风、地质灾害影响ꎬ古树及其后续资源有枯死、断
枝、树皮开裂的现象ꎬ且周边杂草丛生ꎮ 第五ꎬ植物

入侵现象依然存在ꎮ 从调查结果来看ꎬ大金山岛面

临毛竹、花竹、加拿大一枝黄花等入侵风险ꎬ尤其加

拿大一枝黄花规模在扩大ꎮ
３.２ 大金山岛植被分类的一些思考

本研究基于网格化清查方法ꎬ将大金山岛植

被划分为 ７ 种植被型ꎬ１６ 种群丛或群落和 ２２ 种演

替阶段群落类型ꎬ基本精确揭示了大金山岛植被

的全面特征和群落多样性ꎮ 在本次分类中ꎬ将群

丛和群落作为植被类型划分的基本单位ꎬ是以特

征种、 鉴 别 种 (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 或 标 志 种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为低级单位的分类依据ꎮ 这与

«美国植被分类规范»中的群丛定义基本相符(宋
永昌ꎬ２０１１ꎻ宋永昌等ꎬ２０１３)ꎬ 也与宋永昌等(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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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大金山岛 １４０ 个植被网格及 １３ 个典型植物群落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４０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ｉｄｓ ａｎｄ １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Ｄａｊｉｎ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所建议的将中国植被分类单位中的群丛修订为

“层片结构相同ꎬ优势层片优势种相同ꎬ种类组成

基本一致ꎬ并具有相同标志种组的群落联合”是完

全相同的ꎮ 这种强调标志种一致的划分方法可保

证最小分类单位群丛具有一致的生态特征、生境

条件和动态特点(宋永昌ꎬ２０１７)ꎮ 以大金山岛分

布面积最大的两大群丛类型为例ꎬ柃木－紫金牛 /
椿叶花椒＋朴树群丛所包含的椿叶花椒群落、椿叶

花椒＋朴树群落、朴树＋桑群落和朴树群落四种类

型ꎬ虽然各群落物种组成比例不同ꎬ但椿叶花椒和

朴树始终是各群落的优势层片ꎬ群落垂直结构基

本相似ꎬ柃木始终是灌木层的优势种ꎬ草本层的紫

金牛指示该群丛分布在潮湿生境ꎮ 相类似ꎬ柘木－
鸭跖草 /丝绵木＋黄连木群丛体现了在碱性土壤

中ꎬ以不同比例丝绵木和黄连木为优势层片ꎬ以野

桐为灌木优势种所形成不同群落类型ꎮ

本次植被分类还考虑了群落年龄在分类中的

意义ꎮ 以往对于亚热带山地灌丛通常按其外貌划

分为灌丛类型ꎬ但事实上ꎬ很多次生灌丛是时间演

替序列上的森林幼林ꎬ隶属森林群落的早期时间

序列类型(吴征镒ꎬ１９８０ꎻ孙小伟等ꎬ２０１８)ꎮ 因此ꎬ
本次植被分类着重就此问题就行了区别对待ꎬ将
处于演替序列早期的次生灌丛划分为幼林ꎬ如丝

绵木＋野桐幼林和黄连木幼林ꎮ 与之对照ꎬ对于确

属典型生态意义ꎬ即:其外貌永远为灌丛的类型才

划分为灌丛ꎬ在华东海岛ꎬ最具典型意义的灌丛并

不是各森林演替阶段的前期类型ꎬ而是以海桐、滨
柃等为优势种的常绿阔叶灌丛和以小果蔷薇、野
桐等为优势种的落叶阔叶灌丛ꎮ

另外ꎬ本研究所采用的网格化连续清查方法

也为讨论植被群落的连续性和间断性问题提供了

机会ꎮ 通过比较本次和以往的大金山岛植被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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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数字为等高线ꎮ
Ｎｕｍｂｅ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图 ２　 大金山岛植被类型
Ｆｉｇ. ２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Ｄａｊｉｎｓｈ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结果来看(程浚洋ꎬ２０１７)ꎬ基于网格化清查数据的

植被分类结果基本可以充分反映植物群落连续性

中存在间断性的客观事实ꎬ即在连续中也有间断

(宋永昌等ꎬ２０１７)ꎮ 对于森林植被而言ꎬ连续分布

中的过渡群落是客观存在的(孙小伟等ꎬ２０１８)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植被分类的基本单位群丛可以

基本反映植被的连续性ꎬ即在较大尺度ꎬ以若干优

势种为优势层片所形成的群丛保持连续ꎬ但随微

环境变化ꎬ优势物种组成比例ꎬ特别是灌木层物种

组成会发生一定程度更替ꎬ从而形成不同的群落

类型ꎬ甚至不同的群落年龄ꎬ从而反映了连续性中

包含间断性的现象ꎮ 同时ꎬ本研究也发现ꎬ在不同

的连续群丛中也存在过渡群落ꎬ如野桐群落等ꎬ这
种群落的优势种由于适应性广ꎬ因此既可参与组

成其他群丛ꎬ又可在特殊生境形成单优群落ꎮ 由

此可见ꎬ自然界中植物群落的连续性和间断性并

非完全独立ꎬ而是相互兼容ꎮ 总之ꎬ基于网格化清

查数据的植被分类研究启示我们ꎬ在未来的研究

中ꎬ尽可能的全面调查有助于掌握一个地区植被

的全貌和多样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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