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Ｇｕｉｈａｉａ　 Ｊｕｌ. ２０１９ꎬ ３９(７): ９８６－９９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ｕｉｈａ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９３１ / ｇｕｉｈａｉａ.ｇｘｚｗ２０１８０９０３７

引文格式: 罗连ꎬ 宋含章ꎬ 刘忠成ꎬ 等. 罗霄山脉中段地区银木荷群落研究 [Ｊ] . 广西植物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９(７): ９８６－９９６.
ＬＵＯ Ｌꎬ ＳＯＮＧ ＨＺꎬ ＬＩＵ ＺＣꎬ ｅｔ ａｌ. Ｓｃｈｉｍ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ｕｏｘｉａ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Ｊ] . Ｇｕｉｈａｉａ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９(７): ９８６－９９６.

罗霄山脉中段地区银木荷群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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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充实罗霄山脉地区的植被类型研究ꎬ探讨银木荷群落与海拔和纬度的关系ꎬ该文采用群落学研

究方法ꎬ调查了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齐云山、南风面和五指峰 ４ 处典型的银木荷群落ꎮ 结果表明:(１)４ 个

群落分别有维管植物 ３０ 科 ５０ 属 ８４ 种、４５ 科 ７０ 属 １０６ 种、３３ 科 ４７ 属 ７８ 种和 ３８ 科 ６６ 属 ９９ 种ꎮ (２)银木

荷在井冈山和齐云山中均为优势种ꎬ其重要值在群落中最高ꎻ在南风面和五指峰中为次优势种ꎮ (３)井冈

山、齐云山和五指峰的银木荷群落物种丰富度高ꎬ且分布均匀ꎮ 南风面的银木荷群落物种丰富度偏低ꎬ且分

布不甚均匀ꎮ (４)４ 个群落中银木荷所处的演替阶段不同ꎬ井冈山和齐云山种群为从稳定型向衰退型的过

渡ꎬ南风面种群处于衰退型ꎬ五指峰种群经历一段时间的衰退后ꎬ可重新侵入到群落中ꎮ (５)４ 个群落的高

位芽植物均高于总种数的 ７５％ꎬ地下芽植物和地面芽植物为其次ꎮ ４ 个银木荷群落可分为 ２ 类:第 １ 类是南

风面群落ꎬ以猴头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ｉａｒｕｍ)林的特点为主ꎻ第 ２ 类是井冈山、齐云山和五指峰群落ꎬ其群

落种类丰富ꎬ生物多样性高ꎬ以热带性属为主ꎬ物种数量随海拔增高而减少ꎬ随纬度升高而减少ꎮ 银木荷群

落是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典型代表ꎬ不同演替阶段银木荷群落同时存在是罗霄山脉中段地区作为植物栖

息地的又一明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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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ｏｆ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ｕｏｘｉａ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ｉｓ ａ ｐｌａｎ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ꎬ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ｓｉｚ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ｌｉｆｅ ｔｙｐｅ

　 　 银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是山茶科木荷属常

绿高大乔木ꎬ对土壤选择不严ꎬ较耐瘠薄ꎬ抗风力

强ꎬ常用作防火树种(李庸禄ꎬ１９８８)ꎬ造林效果较

好(曹展波等ꎬ２０１４)ꎬ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ꎮ 目

前ꎬ银木荷的群落学研究集中在重庆缙云山山顶、
海拔 ８２０ ｍ、面积 ５００ ｍ２ 的永久样地(刘玉成和缪

世利ꎬ１９９２ꎻ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３ꎻ唐元会等ꎬ２０１０ꎻ曾华

等ꎬ２０１０)ꎬ在较高海拔的中山地带的银木荷群落

研究则未见报导ꎬ亦未探讨海拔、纬度等环境因素

对银木荷群落的影响ꎮ
本文研究罗霄山脉中段地区南风面、井冈山、

齐云山、五指峰等海拔１ ８００ ｍ 以上的主要山峰中

山地带分布的银木荷群落ꎬ并与缙云山山顶、较低

海拔的银木荷群落进行比较ꎬ旨在探讨海拔、纬度

变化对银木荷群落的影响ꎬ更加全面地反映银木

荷的群落生态特征ꎮ 同时ꎬ本研究亦可充实罗霄

山脉的植被类型ꎬ进一步证明罗霄山脉是亚洲东

部重要的生境栖息地ꎮ

１　 研究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地概况

罗霄山脉纵跨江西、湖南、湖北三省ꎬ气候类

型属于中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ꎬ地带性植被为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ꎮ 罗霄山脉具有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ꎬ是亚洲东部重要的生境栖息地ꎬ汇集有北半

球湿润区的各种植被类型(宫辉力等ꎬ２０１６)ꎮ 依

据罗霄山脉中段地区银木荷的分布ꎬ选择以银木

荷为优势种的常绿阔叶林群落设置 ４ 个样地ꎬ即
井冈山(江西省吉安市)样地ꎬ该样地海拔为 ９３０
ｍꎬ最高海拔为１ ８４１ ｍꎬ地理位置为 １１４°０８′４１.５４″
Ｅꎬ２６°３２′２５.４１″ Ｎꎬ土壤为山地黄红壤ꎬ年均气温

１４.２ ℃ ꎬ年均降水量１ ８９０ ｍｍꎻ齐云山(湖南省桂

东县)样地ꎬ该样地海拔为１ ３１４ ｍꎬ最高海拔为

２ ０６１ ｍꎬ地理位置为 １１４°００′２０.９３″ Ｅ、２５°５４′０１.５３″
Ｎꎬ年均气温 １８. ０ ~ １８. ４ ℃ ꎬ年均降水量１ ５５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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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６０ ｍｍꎻ南风面(江西省遂川县)样地ꎬ该样地海

拔为１ ６３１ ｍꎬ最高海拔为２ １２０.４ ｍꎬ地理位置为

１１４°０２′２６.５９″ Ｅ、２６°１９′１９.５８″ Ｎꎬ土壤为山地红

壤、山地黄壤、山地棕壤ꎬ年均气温 １５.１ ~ １７ ℃ꎬ年
均降水量１ ８００ ｍｍꎻ五指峰(江西省上犹县)样地ꎬ
该样地海拔为 ９９３ ｍꎬ最高海拔为１ ９２０ ｍꎬ地理位

置为 １１４°１０′５２.８９″ Ｅ、２５°５７′０８.２４″ Ｎꎬ土壤为山

地黄红壤ꎬ年均气温 １７.４ ℃ꎬ年均降水量１ ８１０ ｍｍꎬ
分别进行样地调查和群落分析(景慧娟等ꎬ２０１４ꎻ周
兰平等ꎬ２０１０ꎻ王蕾等ꎬ２０１３ꎻ刘蕾等ꎬ２０１１)ꎮ
１.２ 样地调查

在各银木荷群落分别设置面积为 １ ６００ ｍ２ 的

样地ꎬ调查时划分成 １０ ｍ × １０ ｍ 的方格ꎬ用每木记

帐调查法ꎬ起测径阶 １.５ ｃｍꎬ高度大于 ２ ｍꎬ记录乔

灌木的种名、胸围、高度、冠幅ꎬ在每个方格内设立

一个 ２ ｍ × ２ ｍ 的小样地ꎬ记录小样地内林下幼苗

及草本的种名、高度、株数、盖度(王伯荪等ꎬ１９９６)ꎮ
１.３ 数据分析

１.３.１ 分布区类型分析　 以吴征镒(１９９１)关于中国

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划分原则为依据统计ꎮ
１.３.２ 重要值分析 　 分析样方内起测径阶以上乔

灌木的相对多度(ＲＡ)、相对频度(ＲＦ)、相对显著

度(ＲＤ)和重要值( ＩＶ)ꎬ公式(王伯荪等ꎬ１９９６)如

下:ＲＡ ＝ 该物种个体数 /所有物种个体总数 ×
１００％ꎻＲＦ ＝ 该物种频度 /所有物种频度之和 ×
１００％ꎻＲＤ＝该物种胸高断面积 /所有物种胸高断

面积之和×１００％ꎻＩＶ＝ＲＡ ＋ ＲＦ ＋ ＲＤꎮ
１.３.３ 径级结构分析　 分析各群落重要值前 ７ 的径

级结构并比对银木荷的径级结构ꎮ 径级结构划分

依据为Ⅰ级ꎬＨ<３３ ｃｍꎻⅡ级ꎬＨ≥３３ ｃｍꎬＤＢＨ<２.５
ｃｍꎻⅢ级ꎬ２. ５≤ＤＢＨ< ７. ５ ｃｍꎻⅣ级ꎬ７. ５≤ＤＢＨ<
２２.５ ｃｍꎻⅤ级ꎬＤＢＨ≥２２.５ ｃｍ(王伯荪等ꎬ１９９６)ꎮ
１.３.４ 多样性分析 　 分析群落乔灌木层的物种多

样性ꎬ包括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Ｈ)、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Ｄ)和相应的均匀度指数 Ｅｈ和 Ｅｄꎮ 计算公式:

Ｈ＝ －∑Ｐ ｉ ｌｎＰ ｉꎻＤ ＝ １－∑Ｐ ｉ
２ꎻＥｈ ＝ Ｈ / ｌｎＳꎻＥｄ ＝

Ｄ / (１－１ / Ｓ)ꎮ
式中ꎬＰ ｉ ＝ Ｎ ｉ / Ｎ 为随机第 ｉ 种ꎬＮ ｉ为某种物种

的个体数ꎬＮ 为观察到的个体总数ꎬＳ 样方内个体

总数(孙儒泳等ꎬ１９９３)ꎮ
１.３. ５ 群 落 的 相 似 性 分 析 　 分析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系数

(Ｃ ｓ)ꎮ 公式为 Ｃ ｓ ＝ ２ｊ / (ａ ＋ ｂ)ꎮ
式中ꎬｊ 为两群落的共有属数ꎬａ、ｂ 分别为两群

落的全部属数(王兴华ꎬ１９８７)ꎮ
１.３.６ 生活型分析 　 根据 Ｒａｕｎｋｉａｅｒ 生活型分类系

统将植物划分为一年生植物 ( Ｔｈ)、隐 芽 植 物

(Ｃｒ)、地面芽植物(Ｈ)、地上芽植物(Ｃｈ)、高位芽

植物(Ｐｈ)(王伯荪等ꎬ１９９６)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群落外貌和种类组成

４ 个群落外貌和种类组成如表 １ 所示ꎮ
２.１.１ 群落外貌　 银木荷为常绿高大乔木ꎬ叶厚革

质ꎬ长圆形或长圆状披针形ꎬ上面发亮ꎬ下面银白

色ꎻ花期 ７—８ 月ꎬ花白色ꎮ 以银木荷占优势的群

落在春夏季冠层呈亮绿色ꎬ７—８ 月呈白色花斑ꎬ秋
冬季呈淡黄绿色ꎮ
２.１.２ 物种丰富度较高 　 各银木荷群落维管植物

种数在 ７８ ~ １０６ 种之间ꎬ物种相对密度在 １２. ９ ~
１８.０ 之间ꎬ群落内物种十分丰富ꎬ群落内物种分布

较均匀ꎮ
(１)乔灌木层: 主要优势种集中在壳斗科、樟

科、杜鹃花科、山茶科、安息香科、松科、冬青科等ꎮ
在井冈山中ꎬ银木荷为建群种ꎬ与黄山松 (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ｉｗａｎｅｎｓｉｓ)一起占据乔木上层ꎻ中低层乔木主要

有鹿 角 杜 鹃 (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ａｅ)、 赤 杨 叶

(Ａｌ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红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马银花(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 ｏｖａｔｕｍ)等ꎻ灌木层有细枝柃

(Ｅｕｒｙａ ｌｏｑｕａｉａｎａ)、甜槠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山橿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ｒｅｆｌｅｘａ)、罗浮锥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ｂｅｒｉ) 等ꎮ
在齐云山中ꎬ银木荷与红楠是群落建群种和优势

种ꎬ构成林冠层ꎻ黄山松、虎皮楠 (Ｄａｐｈ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ｏｌｄｈａｍｉｉ)、交让木(Ｄａｐｈ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ｍａｃｒｏｐｏｄｕｍ)等

突出于林冠层之外ꎻ乔木下层有格药柃 ( Ｅｕｒｙａ
ｍｕｒｉｃａｔａ)、马银花、黄牛奶树(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ｌａｕｒｉｎａ)、
翅柃(Ｅｕｒｙａ ａｌａｔａ)等ꎻ灌木层有黄牛奶树、香叶子

(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箬竹 (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ｕｓ)
等ꎮ 在南风面中ꎬ群落分层不明显ꎬ林冠线衔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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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４ 个银木荷相关群落的外貌与物种组成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ｃｈｉｍ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项目
Ｉｔｅｍ

井冈山
Ｊｉｎｇｇ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齐云山
Ｑｉｙｕ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南风面
Ｎａｎｆｅｎｇｍ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五指峰
Ｗｕｚｈｉｆｅ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郁闭度
Ｃｏｎｏｐ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７０％ ~８０％ ７５％ ~８５％ ８０％ ~９０％ ８０％ ~９０％

群落外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亮绿色ꎬ冠层
起伏大ꎬ不连续

Ｂｒｉｇｈｔ ｇｒｅｅｎꎬ 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亮绿色ꎬ冠层
起伏大ꎬ不连续

Ｂｒｉｇｈｔ ｇｒｅｅｎꎬ 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亮绿色ꎬ冠层起
伏小ꎬ连续

Ｂｒｉｇｈｔ ｇｒｅｅｎꎬ ｓｍａｌｌ
ｃａｎｏｐｙꎬ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亮绿色ꎬ冠层起
伏小ꎬ连续

Ｂｒｉｇｈｔ ｇｒｅｅｎꎬ ｓｍａｌｌ
ｃａｎｏｐｙꎬ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乔木层
Ａｒｂｏｒ ｌａｙｅｒ

分层明显ꎬ
高度可达 ２１ ｍ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ꎬ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ａｎ ｒｅａｃｈ ２１ ｍ

分层明显ꎬ高度
１７~ ２０ ｍꎬ 可达 ２３ ｍ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ꎬ

ｈｅｉｇｈｔ １７－２０ ｍꎬ
ｕｐ ｔｏ ２３ ｍ

分层不明显ꎬ
高可达 ２８ ｍ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ꎬ ｕｐ ｔｏ ２８ ｍ

分层不明显ꎬ
高可达 ２０ ｍ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ꎬ ｕｐ ｔｏ ２０ ｍ

草本层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ｌａｙｅｒ

草本稀疏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 ｉｓ ｓｐａｒｓｅ

草本较丰富
Ｈｅｒｂｓ ａｒ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草本稀疏
Ｈｅｒｂｌａｙｅｒ ｉｓ ｓｐａｒｓｅ

草本较丰富
Ｈｅｒｂｓ ａｒ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种子植物 (科 / 属 / 种)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 ( ｆａｍｉｌｙ / ｇｅｎｕｓ /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７ / ４６ / ７９ ４１ / ６６ / １０２ ２８ / ４２ / ７２ ３５ / ６２ / ９５

蕨类植物 (科 / 属 / 种)
Ｆｅｒｎｓ ( ｆａｍｉｌｙ / ｇｅｎｕｓ /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３ / ４ / ５ ４ / ４ / ４ ５ / ５ / ６ ３ / ４ / ４

维管植物 (科 / 属 / 种)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 ｆａｍｉｌｙ / ｇｅｎｕｓ /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３０ / ５０ / ８４ ４５ / ７０ / １０６ ３３ / ４７ / ７８ ３８ / ６６ / ９９

物种的相对密度∗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１４.７ １８.０ １２.９ １４.５

　 注: 物种的相对密度∗ꎬ指样地 １０ ｍ × １０ ｍ 方格内的起测径阶的平均物种数ꎮ
　 Ｎｏｔ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ꎬ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１０ ｍ × １０ ｍ ｇｒｉｄ.

好ꎬ起伏较小ꎮ 猴头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ｉａｒｕｍ)
是本群落建群种ꎬ形成本群落的林冠线ꎬ贯穿乔木

的各个高度ꎻ银木荷是群落次优势种ꎬ与小叶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ｙｒｓｉｎｉｆｏｌｉａ)、多脉青冈(Ｃ. ｍｕｌｔｉｎ￣
ｅｒｖｉｓ)、米心水青冈(Ｆａｇｕｓ ｅｎｇｌｅｒｉａｎａ)等形成林冠

线中稍突起部分ꎻ灌木层除了猴头杜鹃以外ꎬ还有

美丽马醉木(Ｐｉｅｒｉ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香冬青( Ｉｌｅｘ ｓｕａｖｅｏ￣
ｌｅｎｓ)、小叶青冈、香桂 (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ｓｕｂａｖｅｎｉｕｍ)
等ꎮ 五指峰中ꎬ群落分层不明显ꎬ冠层起伏小、连
续ꎮ 甜槠是本群落的建群种ꎬ且构成林冠线的上

端ꎻ 其 次ꎬ 银 木 荷、 赤 杨 叶、 红 楠、 硬 壳 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ｎｃｅｉ)、凤凰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ｓ)
是群落的次优势种ꎬ在高度上与甜槠衔接ꎮ 灌木

层主要有新木姜子(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ａｕｒａｔａ)、硬壳柯、川
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等ꎮ

(２)草本层: 物种总体上较丰富ꎮ 主要是乔

灌木的幼苗ꎬ如银木荷、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
ｃａ)、甜槠、乌药(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ａ)等ꎮ 井冈山中

有 ４３ 种植物ꎬ主要是乔灌木的幼苗ꎬ此外还有狗

脊蕨(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淡竹叶 (Ｌｏｐｈａｔｈｅｒｕｍ
ｇｒａｃｉｌｅ )、 芒 (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芒 萁

(Ｄｉｃｒａｎｏｐｔｅｒｉｓ ｐｅｄａｔａ)、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 ｃｈｉｎａ)等ꎮ 齐

云山中有 ５６ 种植物ꎬ主要是黄牛奶树幼苗、狗脊

蕨、里 白 ( Ｄｉｐｌ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ｇｌａｕｃｕｍ )、 薹 草 ( Ｃａｒｅｘ
ｓｐ.)、木莓 ( Ｒｕｂｕｓ ｓｗｉｎｈｏｅｉ) 等ꎬ以及乔灌木的幼

苗ꎮ 南风面中有 ５０ 种植物ꎬ主要是华东瘤足蕨

(Ｐｌａｇｉｏｇｙ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 复 叶 耳 蕨 ( Ａｒａｃｈｎｉｏｄｅｓ
ｓｐ.)、锦 香 草 ( Ｐｈｙｌｌａｇａｔｈｉ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鞘 柄 菝 葜

(Ｓｍｉｌａｘ ｓｔａｎｓ)等ꎬ以及乔灌木的幼苗ꎮ 五指峰有 ６３
种植物ꎬ主要是乔灌木的幼苗ꎬ此外还有狗脊蕨、尖
叶菝葜(Ｓｍｉｌａｘ ａｒｉｓａｎｅｎｓｉｓ)、显齿蛇葡萄(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ｇｒｏｓｓｅｄｅｎｔａｔａ)、中华薹草(Ｃａｒｅ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等ꎮ
２.１.３ 群落物种组成的地理成分特点 　 如表 ２ 所

示ꎬ井冈山、齐云山、五指峰的热带性属(表 ２ 中分

布区类型 ２ ~ ７)的比例均大于 ６０％ꎬ说明这三地

的银木荷群落的南亚热带性质较强ꎻ南风面的热带

９８９７ 期 罗连等: 罗霄山脉中段地区银木荷群落研究



表 ２　 ４ 个群落种子植物属的地理分布区类型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ｆｏｕ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

井冈山
Ｊｉｎｇｇ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属数
Ｇｅｎｕｓ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齐云山
Ｑｉｙｕ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属数
Ｇｅｎｕｓ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南风面
Ｎａｎｆｅｎｇｍ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属数
Ｇｅｎｕｓ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五指峰
Ｗｕｚｈｉｆｅ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属数
Ｇｅｎｕｓ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１. 世界分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３ — ２ — １ — ３ —

２.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７ １６.２８ １７ ２６.５６ ７ １７.０７ １８ ３０.５１

３.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３ ６.９８ ４ ６.２５ ４ ９.７６ ２ ３.３９

４. 旧世界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

２ ４.６５ ２ ３.１３ ０ ０.００ １ １.６９

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１ ２.３３ １ １.５６ １ ２.４４ ３ ５.０８

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

２ ４.６５ ２ ３.１３ １ ２.４４ １ １.６９

７. 热带亚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１ ２５.５８ １３ ２０.３１ ７ １７.０７ １２ ２０.３４

８. 北温带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８ １８.６０ ７ １０.９４ ６ １４.６３ ６ １０.１７

９. 东亚及北美间断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７ １６.２８ ９ １４.０６ ９ ２１.９５ ７ １１.８６

１０. 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０ ０.００ １ １.５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４. 东亚 Ｅ. Ａｓｉａ ２ ４.６５ ７ １０.９４ ９ ２１.９５ ７ １１.８６

１５.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０ ０.００ １ １.５６ ０ ０.００ ２ ３.３９

热带分布总计 Ｔｏｔａｌ Ｔｒｏｐｉｃｓ ２６ ６０.４７ ３９ ６０.９４ ２０ ４８.７８ ３７ ６２.７１

温带分布总计 Ｔｏｔ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ｓ １７ ３９.５３ ２５ ３９.０６ ２１ ５１.２２ ２２ ３７.２９

性属和温带性属(表 ２ 中分布区类型 ８ ~ １０、１４ ~
１５)比例相当ꎬ说明样地处于两者的交汇地带ꎬ是
南亚热带性质向温带性质的过渡ꎮ
２.２ 群落的重要值分析

表 ３ 至表 ６ 是各样地优势种的重要值比较ꎮ
为节省篇幅仅列出重要值大于 ５ 的物种ꎮ

银木荷在井冈山和齐云山中均为优势种ꎬ其
重要值在群落中最高ꎻ在南风面和五指峰中为次

优势种ꎮ 在井冈山中ꎬ银木荷的重要值为 ５３.１８ꎬ
远高于其他种ꎬ是银木荷的成熟群落ꎮ 齐云山中ꎬ
银木荷的重要值最高ꎬ其次是红楠ꎬ两者共同构成

群落的建群种ꎮ 南风面中ꎬ以猴头杜鹃的重要值

最高ꎬ达到 ５２. ９３ꎬ是群落的优势种ꎻ其次是银木

荷、小叶青冈等ꎮ 银木荷和小叶青冈作为南风面

群落的次优势种ꎬ优势度较其他次优势种高ꎬ在群

落建构中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ꎬ对群落结构有较

大影响ꎮ 五指峰中ꎬ甜槠的优势度最高ꎬ其重要值

达 ６１.０６ꎬ在群落中占有绝对优势ꎻ银木荷重要值

排第 ７ꎬ优势度较低ꎮ
２.３ 群落多样性分析

由表 ７ 可知ꎬ井冈山、齐云山和五指峰的 Ｓｈａｎ￣
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Ｈ)均在 ３.２ 以上ꎬ相应的均匀度

指数(Ｅｈ)在 ０.７５６ 以上ꎬ均高于南风面ꎮ
井冈山、齐云山、五指峰的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及其

相应的均匀度都在 ０.９３ 以上ꎬ表明其物种丰富度

高ꎬ且分布均匀ꎮ 南风面的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及其相应

的均匀度指数则明显偏低ꎬ分别为 ０.８６５ 和 ０.８８４ꎬ
表明其丰富度较低ꎬ分布不甚均匀ꎮ

０９９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表 ３　 井冈山群落主要物种的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ｎｇｇ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多度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总面积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 ｃｍ２)

相对多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

相对频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相对显著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

银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５４ １６ ２０ ８５８.１５ ８.９４ ６.７８ ３７.４６ ５３.１８

鹿角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ａｅ ８５ １４ １ ８０３.３８ １４.０７ ５.９３ ３.２４ ２３.２４

赤杨叶 Ａｌ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２１ １３ ７ ２６７.６５ ３.４８ ５.５１ １３.０５ ２２.０４

红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４５ １３ ４ ６７９.１０ ７.４５ ５.５１ ８.４０ ２１.３６

马银花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ｖａｔｕｍ ６９ １１ １ ９８２.９５ １１.４２ ４.６６ ３.５６ １９.６５

黄山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ｉｗ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 ６ ７ ５８２.９４ １.６６ ２.５４ １３.６２ １７.８２

格药柃 Ｅｕｒｙａ ｍｕｒｉｃａｔａ ２８ １１ ３０４.１５ ４.６４ ４.６６ ０.５５ ９.８４

甜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 ２３ １０ ６０４.９５ ３.８１ ４.２４ １.０９ ９.１３

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ｓｉｉ ３１ ８ １７９.９６ ５.１３ ３.３９ ０.３２ ８.８５

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２０ １１ ４０６.９０ ３.３１ ４.６６ ０.７３ ８.７０

冈柃 Ｅｕｒｙａ ｇｒｏｆｆｉｉ ２４ ９ ２７４.６２ ３.９７ ３.８１ ０.４９ ８.２８

细枝柃 Ｅｕｒｙａ ｌｏｑｕａｉａｎａ ２０ １０ １４１.５１ ３.３１ ４.２４ ０.２５ ７.８０

南烛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２０ ５ ３４４.２５ ３.３１ ２.１２ ０.６２ ６.０５

罗浮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ｂｅｒｉ １５ ４ ７９２.４３ ２.４８ １.６９ １.４２ ５.６０

表 ４　 齐云山群落主要物种的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ｉｙｕ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多度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总面积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 ｃｍ２)

相对多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

相对频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相对显著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

银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１１１ １２ １５ ９９３.００ １２.８５ ４.４８ ３１.２１ ４８.５３

红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１３３ １５ ８ ４２５.９４ １５.３９ ５.６０ １６.４４ ３７.４３

黄山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ｉｗ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 ７ ６ ２８９.３３ １.１６ ２.６１ １２.２７ １６.０４

格药柃 Ｅｕｒｙａ ｍｕｒｉｃａｔａ ６３ １４ １ ２１２.６４ ７.２９ ５.２２ ２.３７ １４.８８

虎皮楠 Ｄａｐｈ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ｏｌｄｈａｍｉｉ ２２ ８ ４ ２７５.８０ ２.５５ ２.９９ ８.３４ １３.８７

翅柃 Ｅｕｒｙａ ａｌａｔａ ６５ １１ ５６２.１６ ７.５２ ４.１０ １.１０ １２.７２

马银花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ｖａｔｕｍ ５９ １０ １ ０８２.８５ ６.８３ ３.７３ ２.１１ １２.６７

黄牛奶树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ｌａｕｒｉｎａ ５２ １２ ２６３.３２ ６.０２ ４.４８ ０.５１ １１.０１

刨花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ｐａｕｈｏｉ ３２ ８ １ ７７８.８２ ３.７０ ２.９９ ３.４７ １０.１６

交让木 Ｄａｐｈ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ｍａｃｒｏｐｏｄｕｍ １８ ７ ２ ２９６.１３ ２.０８ ２.６１ ４.４８ ９.１８

硬壳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ｎｃｅｉ ２０ １１ ９９１.２４ ２.３１ ４.１０ １.９３ ８.３５

香叶子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３１ ８ ２２７.２１ ３.５９ ２.９９ ０.４４ ７.０２

鹿角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ａｅ ２１ ９ ３４０.３３ ２.４３ ３.３６ ０.６６ ６.４５

２.４ 群落的相似性分析

４ 个银木荷群落一共有种子植物 ６６ 科 １２９ 属

２６６ 种ꎮ 对群落植物属的相似性系数分析半矩阵

结果见表 ８ꎮ 以 ５０％作为判断区系或群落物种组

成的属是否具有相似性的标准(刘忠成等ꎬ２０１７)ꎬ
把 ４ 个群落分成 ２ 个类型ꎬ第 １ 类是井冈山、齐云

山和五指峰ꎬ其相似性系数在 ０.５０ 以上ꎻ第 ２ 类是

南风面ꎬ其与另 ３ 个样地的相似性系数小于 ０.４０ꎮ

１９９７ 期 罗连等: 罗霄山脉中段地区银木荷群落研究



表 ５　 南风面群落主要物种的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５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ｎｆｅｎｇｍ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多度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总面积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 ｃｍ２)

相对多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

相对频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相对显著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

猴头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ｉａｒｕｍ ２３１ １６ １２ ５２５.１２ ３３.０９ ７.９６ １１.８８ ５２.９３

银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１９ ８ ２２ ５０１.０９ ２.７２ ３.９８ ２１.３４ ２８.０４

小叶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ｙｒｓ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３５ １０ １５ ８６４.０７ ５.０１ ４.９８ １５.０４ ２５.０３

美丽新木姜子 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ａ ６４ １４ ８１６.６８ ９.１７ ６.９７ ０.７７ １６.９１

厚叶红淡比 Ｃｌｅｙｅｒａ ｐａｃｈｙｐｈｙｌｌａ ２５ １４ ６ １６２.９６ ３.５８ ６.９７ ５.８４ １６.３９

米心水青冈 Ｆａｇｕｓ ｅｎｇｌｅｒｉａｎａ ７ ４ １ ２６１３.６７ １.００ １.９９ １１.９６ １４.９６

香冬青 Ｉｌｅｘ ｓｕａｖｅｏｌｅｎｓ ２３ １１ ５ ４６０.９２ ３.３０ ５.４７ ５.１８ １３.９５

多脉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ｎｅｒｖｉｓ １６ ６ ６ ４７９.５２ ２.２９ ２.９９ ６.１４ １１.４２

香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ｓｕｂａｖｅｎｉｕｍ ４５ ９ ２１０.３２ ６.４５ ４.４８ ０.２０ １１.１２

美丽马醉木 Ｐｉｅｒｉ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 ２３ ７ ２ ２１３.５３ ３.３０ ３.４８ ２.１０ ８.８８

鼠刺 Ｉｔ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５ ９ １２５.１８ ３.５８ ４.４８ ０.１２ ８.１８

椴树 Ｔｉｌｉａ ｔｕａｎ ７ ４ ４ ８５８.５２ １.００ １.９９ ４.６１ ７.６０

假地枫皮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ｊｉａｄｉｆｅｎｇｐｉ １４ ７ １ １４０.９８ ２.０１ ３.４８ １.０８ ６.５７

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ｓｉｉ ２３ ６ １０７.４７ ３.３０ ２.９９ ０.１０ ６.３８

铁杉 Ｔｓｕｇ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 ２ ５ ２４３.９２ ０.２９ １.００ ４.９７ ６.２５

硬壳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ｎｃｅｉ ９ ７ ８７９.５１ １.２９ ３.４８ ０.８３ ５.６１

尖连蕊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２１ ４ ２０７.３０ ３.０１ １.９９ ０.２０ ５.２０

表 ６　 五指峰群落主要物种的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６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ｕｚｈｉｆｅ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多度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总面积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 ｃｍ２)

相对多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

相对频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相对显著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

甜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 ２６ １３ ３２ ６６９.４２ ４.７８ ５.５８ ５０.７０ ６１.０６

红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４９ １４ １１ ８０８.９４ ９.０１ ６.０１ １８.３３ ３３.３４

硬壳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ｎｃｅｉ ４６ １４ １ ０９１.９６ ８.４６ ６.０１ １.６９ １６.１６

新木姜子 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ａｕｒａｔａ ３０ １２ ９１７.６９ ５.５１ ５.１５ １.４２ １２.０９

川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３７ １０ ４４８.１０ ６.８０ ４.２９ ０.７０ １１.７９

鹿角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ａｅ ２７ １０ １ ３０６.３２ ４.９６ ４.２９ ２.０３ １１.２８

银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８ ４ ４ ５１５.２３ １.４７ １.７２ ７.０１ １０.１９

赤杨叶 Ａｌ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１８ ７ １ ９４７.８２ ３.３１ ３.００ ３.０２ ９.３４

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２２ １０ ５９９.８５ ４.０４ ４.２９ ０.９３ ９.２７

凤凰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ｓ ３１ ７ ２７３.４５ ５.７０ ３.００ ０.４２ ９.１３

香港四照花 Ｄｅｎｄｒｏｂｅｎｔｈａｍｉａ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１８ ８ １ ３４０.５０ ３.３１ ３.４３ ２.０８ ８.８２

云山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ｅｓｓｉｌｉｆｏｌｉａ ２４ ５ ７６２.３５ ４.４１ ２.１５ １.１８ ７.７４

红柴枝 Ｍｅｌｉｏｓｍａ ｏｌｄｈａｍｉｉ ２０ ７ ６４４.６０ ３.６８ ３.００ １.００ ７.６８

红淡比 Ｃｌｅｙ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１４ ８ ７６４.０２ ２.５７ ３.４３ １.１９ ７.１９

２９９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表 ７　 ４ 个群落乔灌木层物种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ｆｏｕ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样地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 ｎｕｍｂｅｒ

个体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Ｄ)

Ｄ 的均匀度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ｏｆ Ｄ

(Ｅ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Ｈ)

Ｈ 的均匀度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ｏｆ Ｈ

(Ｅｈ)

井冈山
Ｊｉｎｇｇ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６３ ６０４ ０.９３９ ０.９５４ ３.２７９ ０.７９１

齐云山
Ｑｉｙｕ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７６ ８６４ ０.９３３ ０.９４６ ３.２７３ ０.７５６

南风面
Ｎａｎｆｅｎｇｍ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４８ ６９８ ０.８６５ ０.８８４ ２.７９３ ０.７２１

五指峰
Ｗｕｚｈｉｆｅ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６７ ５４４ ０.９５８ ０.９７２ ３.５３６ ０.８４１

表 ８　 ４ 个群落植物属的相似性系数半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８　 Ｓｅｍｉ￣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ｕ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样地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井冈山
Ｊｉｎｇｇ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齐云山
Ｑｉｙｕ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南风面
Ｎａｎｆｅｎｇｍ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五指峰
Ｗｕｚｈｉｆｅ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井冈山
Ｊｉｎｇｇ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１ ０.５３３ ３ ０.３９１ ８ ０.５００ ０

齐云山
Ｑｉｙｕ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１ ０.３７６ １ ０.５４４ １

南风面
Ｎａｎｆｅｎｇｍｉ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１ ０.３８９ ４

五指峰
Ｗｕｚｈｉｆｅ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１

２.５ 群落的种群径级结构分析

对各群落中重要值前 ７ 的乔灌木进行径级结

构分析ꎬ结果见图 １ꎮ 根据 ４ 个样地的径级结构特

征ꎬ可以把银木荷种群分成 ３ 个类型ꎮ
第 １ 类是井冈山和齐云山ꎬ这两个群落中银木

荷属于从稳定型向衰退型的过渡ꎮ 种群中ꎬＩＶ 级

中树和 Ｖ 级大树数量多ꎬ但 Ｉ 级幼苗、Ⅱ级幼树和

Ⅲ级小树仍占有一定比例ꎬ种群仍有一定更新ꎬ未
来仍能在群落中占据一定优势ꎮ 井冈山中ꎬ鹿角

杜鹃、红楠也表现为稳定型向衰退型的过渡ꎬ但这

两种的数量以Ⅲ级小树和 ＩＶ 级中树数量为最多ꎬＩ
级幼苗和Ⅱ级幼树有少量更新ꎮ 而马银花、赤杨

叶和黄山松则表现为衰退型ꎬ格药柃为增长型ꎮ
齐云山中ꎬ红楠、格药柃、翅柃和马银花均表现为

稳定型ꎬ台湾松和虎皮楠则表现为衰退型ꎮ
第 ２ 类是南风面ꎬ银木荷仅有 １９ 株ꎬ且全是 Ｖ

级大树ꎬ表明银木荷种群处于衰退型ꎮ 群落中重

要值最大的猴头杜鹃有 ２５３ 株ꎬ且以小树、幼树、
中树数量较多ꎬ并有一定的幼苗数量ꎬ在较长时间

内可以维持稳定状态ꎬ属于稳定型ꎮ 小叶青冈、美
丽新木姜子(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ａ)也具有较多幼树和

小树ꎬ在一段时间内可保持种群稳定ꎬ也属于稳定

型ꎮ 但厚叶红淡比、米心水青冈、香冬青则中树和

老树占多数ꎬ幼苗幼树少甚至无ꎬ属于衰退型ꎮ
第 ３ 类是五指峰ꎬ银木荷在群落中的优势度较

低ꎬ种群数量较少ꎬ仅 １３ 株ꎬ既有 ＩＶ、Ｖ 级中树和

老树ꎬ又有 Ｉ、Ⅱ级幼苗和幼树ꎬ但无Ⅲ级小树ꎬ表
明种群经历一段时间的衰退后ꎬ可重新侵入到群

落中ꎮ 本群落重要值最大的甜槠亦有类似的发展

趋势ꎮ 此外ꎬ红楠、鹿角杜鹃为衰退型种群ꎬ而硬

壳柯、新木姜子和川桂则为增长型种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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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４ 个群落的优势种径级结构分析
Ｆｉｇ. １　 Ｓｉｚ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２.６ 生活型分析

由图 ２ 可知ꎬ４ 个群落的高位芽植物所占比例

最高ꎬ均高于总种数的 ７５％ꎬ其次是地下芽植物和

地面芽植物ꎬ地上芽植物和一年生植物则较少ꎮ
高位芽植物是群落的建群种和优势种ꎬ占据乔木

层和灌木层ꎬ如银木荷、红楠ꎻ地上芽植物以亚灌

木为主ꎬ如锦香草ꎻ地面芽植物有常绿丛生植物ꎬ
如薹草ꎻ地下芽植物有蕨类以及一些百合科植物ꎬ
如里白、山麦冬( Ｌｉｒｉｏｐｅ ｓｐｉｃａｔａ)ꎻ一年生植物有堇

菜(Ｖｉｏｌａ ｓｐｐ.)ꎮ

３　 讨论与结论

４ 个群落的物种丰富ꎬ分别有维管植物 ３０ 科

５０ 属 ８４ 种、４５ 科 ７０ 属 １０６ 种、３３ 科 ４７ 属 ７８ 种

和 ３８ 科 ６６ 属 ９９ 种ꎬ均高于缙云山的 ２４ 科 ４６ 属

图 ２　 ４ 个群落的 Ｒａｕｎｋｉａｅｒ 生活型分析
Ｆｉｇ. ２　 Ｒａｕｎｋｉａｅｒ ｌｉｆｅ ｔｙｐ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５７ 种(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３)ꎮ 这可能由于罗霄山脉的 ４
个群落面积均为１ ６００ ｍ２ꎬ远高于缙云山的 ５００
ｍ２ꎮ 一般来说ꎬ随着样地面积的增大ꎬ偶见种数量

４９９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增多ꎬ导致群落物种数量增多ꎮ 但是从海拔高度

上看ꎬ４ 个群落处于中山地带ꎬ其海拔由高到低分

别是南风面、齐云山、五指峰、井冈山ꎬ均高于缙云

山ꎮ 除南风面外ꎬ齐云山、五指峰、井冈山和缙云

山的群落物种数量随着海拔的降低而减少ꎬ推测

银木荷群落更适于较低海拔生境ꎬ在较低海拔时

银木荷对群落的控制力较强ꎬ减少了偶见种的侵

入ꎮ 从纬度上看ꎬ４ 个群落的纬度由低到高分别是

齐云山、五指峰、南风面、井冈山ꎬ缙云山则在更

北ꎮ 一般来说ꎬ随着纬度升高ꎬ群落植物种类数量

减少ꎮ 齐云山、五指峰、井冈山和缙云山的物种数

量遵循此规律ꎮ 但是南风面的物种数量却稍低于

其北面的井冈山ꎬ这可能受群落建群种猴头杜鹃

影响ꎮ 同时ꎬ虽然 ４ 个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和

均匀度指数均高于缙云山(唐元会等ꎬ２０１０)ꎬ但南

风面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偏低ꎮ 井冈山猴

头杜鹃群落(邓贤兰等ꎬ２０１１)和江西九连山常绿

阔叶林(简敏菲和刘琪璟ꎬ２００９)的研究表明ꎬ猴头

杜鹃林的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的物种多样性

指数都偏低ꎬ但个体密度大ꎮ 南风面的猴头杜鹃

林同样应属于这种情况ꎬ猴头杜鹃群落的种间关

系对物种数量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超过了海拔、
纬度等环境因素ꎮ 井冈山、齐云山和五指峰的生

物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与井冈山的大果马蹄

荷(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林(刘忠成等ꎬ２０１７)
相当ꎬ接近齐云山的青冈栎(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
ｃａ)— 红淡比(Ｃｌｅｙ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狗脊蕨群落(郭
传友ꎬ１９９７)ꎬ是典型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ꎮ

在井冈山和齐云山中ꎬ银木荷的重要值都排

在第一位ꎬ且径级结构分析表明其属于从稳定型

向衰退型的过渡ꎮ 缙云山的研究 (唐元会等ꎬ
２０１０)也表明ꎬ银木荷的重要值下降时ꎬ其胸断面

积减少ꎮ 但是ꎬ由于银木荷是高大乔木ꎬ其在乔木

上层仍占优势ꎮ 这在南风面和五指峰群落中有所

体现ꎮ 南风面中ꎬ猴头杜鹃的重要值最高ꎬ而银木

荷为衰退型种群ꎬ但林冠突起部分仍由银木荷及

壳斗科植物占优势ꎮ 五指峰中ꎬ银木荷重要值已

退居第七ꎬ但仍与建群种甜槠等共同构成林冠层ꎮ
４ 个银木荷群落主要优势种集中在壳斗科、樟

科、杜鹃花科、山茶科、安息香科、松科、冬青科等ꎬ

除杜鹃花科和松科外ꎬ均为泛热带分布科(李锡

文ꎬ１９９６)ꎮ 在属的层面上ꎬ井冈山、齐云山、五指

峰的热带性属的比例稍大于 ６０％ꎬ与缙云山的

６１.３６％(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３)相当ꎬ说明其亚热带性质

较强ꎬ是典型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ꎻ南风面的热

带性属和温带性属比例相当ꎬ说明样地处于两者

的交汇地带ꎬ是亚热带性质向温带性质的过渡ꎮ
在 南 风 面 资 源 冷 杉 ( Ａｂｉｅｓ ｂｅｓｈａｎｚｕ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ｚｉ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群落中也同样体现了这种过渡性质

(王蕾等ꎬ２０１３)ꎮ 南风面的区系性质ꎬ仍然应与其

建群种为猴头杜鹃林有关ꎮ 群落的相似性分析也

表明ꎬ井冈山、齐云山和五指峰属于同一类型ꎬ而
与南风面群落差异较大ꎬ与属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结果一致ꎮ
银木荷具阳性树种特点ꎬ在山脊阳光较强ꎬ风

烈ꎬ蒸发作用高的环境下ꎬ以银木荷为优势的群落

是以阳生阔叶树种组成的亚热带顶极群落常绿阔

叶树的典型代表ꎬ且永久性地占据该生境的优势

地位(刘玉成和缪世利ꎬ１９９２)ꎮ 这个在五指峰中

有所体现ꎮ 五指峰的银木荷既有 ＩＶ、Ｖ 级中树和

老树ꎬ又有 Ｉ、Ⅱ级幼苗和幼树ꎬ但无Ⅲ级小树ꎬ表
明种群经历一段时间的衰退后ꎬ可重新侵入到群

落中ꎬ持续占据群落优势地位ꎮ
综上所述ꎬ罗霄山脉中段地区的 ４ 个银木荷群

落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南风面群落ꎬ以猴头杜鹃

林的特点为主ꎻ第二类是井冈山、齐云山和五指峰

群落ꎬ其群落种类丰富ꎬ生物多样性高ꎬ以热带性

属为主ꎬ物种数量随海拔增高而减少ꎬ随纬度升高

而减少ꎮ 银木荷群落是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典

型代表ꎮ 不同演替阶段银木荷群落同时存在ꎬ是
罗霄山脉中段地区作为植物栖息地的又一明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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