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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发现于湖州市埭溪的古樟树
6-%%&7"7#7 8&79*"$&

林的生境% 植物区系% 群落学特征和保护价值等&

结果表明$ 该古树群地处浙江北部水网平原! 区系组成复杂! 共有维管植物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 地理成

分多样! 以温带成分略占优势& 具有典型的常绿阔叶林外貌' 生活型以高位芽植物居首位! 次为地面芽植物和
+

年生植物& 垂直结构复杂! 成层现象明显! 可分为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和层间层& 优势种主要为樟树! 朴树

6+'4-3 3-%+%3-3

! 糙叶树
:9*&%&%4*+ &39+$&

! 榉树
;+'<"2& 38*%+-=+$-&%&

! 其中樟树的龄级结构属于增长型趋向稳定

型& 群落生物多样性丰富! 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 景观% 科研和文化价值& 图
+

表
*

参
+$

关键词! 森林生态学' 樟树' 古树群' 区系组成' 群落外貌' 群落结构' 群落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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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在中国有着最为广泛的分布' 而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则是亚热带地区最典型的地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带性植被类型!

#

"

# 其分布范围位于
!'!(&"#'!!&&")

$

**!"""#+!'!""",

的中亚热带地区 !

!

"

% 在垂直带上&

常绿阔叶林主要分布在丘陵和山地& 但有些类型分布在平原和盆地的平缓处& 如河漫滩地& 如以樟树

!"##$%&%'% ()%*+&,)

和苦槠
-)./)#&*.". .(01,&*+200$

等为主构成的群落!

'

"

% 以往有关常绿阔叶林的研究

主要在丘陵山地进行& 而对于低丘平原和河漫滩地的常绿阔叶林则鲜见报道% 樟树又名香樟& 主要分布

于中国长江流域以南各地% 浙江的樟树多见于低丘平原' 河漫滩地& 以散生为主& 成林的少& 后者多为

小片状分布& 主要有寺院' 村宅边幸存的风水林& 河漫滩地带状分布的樟树林和人工促进萌芽更新形成

的低山丘陵樟树林等
'

种类型!

'

"

# 笔者在湖州市野生植物资源调查过程中& 在吴兴区埭溪镇上强村的新

村自然村& 发现了
+

片以樟树为建群种的古树群& 面积为
+-%. /0

!

& 树龄古老& 群落发育较为完整& 物

种多样性较为丰富& 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 景观' 科研和文化价值# 现就该古树群的群落学特征的初步

研究结果予以报道& 以期为下一步的科学保护和相关学科联合开展深入研究提供依据#

+

研究地自然概况

该古樟树林群落地处浙江北部的水网平原区& 行政隶属于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上强村# 地理坐标(

'"!'*"$.-(%$#'"!("""(-.%$)

&

+!"!"!"!$-+'$#+!"!"!"'(-(+$,

& 海拔
$12 0

& 总面积为
!-** /0

!

& 其中古

樟树林面积为
+-%. /0

!

& 湿地水域面积为
+-'+ /0

!

% 该区在气候区划上属北亚热带夏湿润冬冷区& 受季

风影响大& 四季分明% 年平均气温为
+$-$1+%-+%

&

!+& %

活动积温
$ &&&#$ '&& %

& 无霜期
!'+#!(*

3

& 年平均降水量
+ !*(-$#+ (!*-( 00

& 平年均相对湿度
.&4

%

群落土壤属于红壤土类& 土层深厚& 其中表土层厚为
+"1!" 50

& 淋溶层厚为
%"1+"" 50

% 据实地
'

个土样分析数据显示( 土壤肥沃& 呈酸性& 有机质丰富% 各层检测数据详见表
+

%

表
!

土壤主要检测参数

6789: + ;7<= >7?70:@:?A BC AB<9

土层
全氮

D

)

E

*

FE

&#

+

全磷
D

,

E

-

FE

&#

+

全钾
D

,

E

*

FE

&#

+

碱解氮
D

,

0E

*

FE

&#

+

速效磷
D

,

0E

*

FE

&#

+

速效钾
D

,

0E

*

FE

&#

+

有机质
D

,

E

*

FE

&#

+

>G

值 吸湿水
D4

上层,

&1!& 50

+

(-2! !-!2 #2-(2 !*'-'( '$'-'' #.*-$' #&*-#. '-*# $-&!

中层,

!&1$& 50

+

!-#% #-%! #2-#! '&%-!* !(!-%& #'!-#% $'-*% '-.$ !-*%

平均
'-#* #-.. #2-!% '&#-## !.%-.* #$$-## 2%-&$ '-.. '-2.

说明( 结果以烘干样计算%

!

调查研究方法

"#!

植物区系

采用实地全面调查的方法%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分别在春季' 夏季' 秋季对群落内的维

管植物进行调查采集' 研究鉴定. 植物地理成分分析& 采用吴征镒先生!

(&$

"的植物区系理论和方法进行

统计计算%

"#"

群落学特征

乔木层采用全分布区每木检尺调查& 对胸径
!$ 50

的乔灌木树种& 实测其胸径和树高!

%

"

. 对灌木

层' 草本层和层间层& 调查记录全分布区内的种类. 更新层采用样方法调查& 样方机械等距布设& 面积

#& 0 ' #& 0

& 共设置
(

个样方& 逐株调查记载乔木' 小乔木树种,不包括灌木+的幼树,胸径＜$ 50

& 高

度
!$& 50

者+' 幼苗,高度＜$& 50

& 生长不稳定者+的种类' 高度和生活力%

!

乔木层重要值计算%

3

H"

I

,

4

"

J !

"

K 5

+"

+

D'

% 其中(

6

H

为重要值&

4

"

为相对密度&

7

"

为相对显著度&

5

+"

为相对频度% 相对密度

,

8

"

+

I

,某个树种在群落中的个体密度
D

所有种的个体密度总和+

(+""

& 相对显著度,

!

"

+

I

,某个树种在群落

中的胸高断面积之和
D

所有种的显著度总和+

(+""

% 垂直频度,

5

+"

+

I

,某个树种出现的垂直层面数
D

垂直层面

总数+

(+""

% 相对频度,

5

+"

+

I

,某个树种的垂直频度
D

所有种垂直频度总和+

(+""

%

"

更新层重要值计算%

6

H"

I

,

8

"

K 5

"

K 9

"

+

D'

% 其中(

6

H"

为重要值&

8

"

为相对密度&

5

"

为相对频度&

9

"

为相对高度% 相对密度,

8

"

+

I

,某个树种在样方中的个体密度
D

所有树种的个体密度总和+

(+""

& 频度,

5

"

+

I

,某个树种出现的样方数
D

样

方总数+

(+""

& 相对频度,

5

"

+

I

,某个树种的频度
5

"

D

所有种的频度总和+

(+""

% 相对高度,

9

"

+

I

,某个树种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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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在样方中的平均高度
#

所有种平均高度总和!

! $%&

"

!

结果与分析

!"#

种类组成

!'('(

区系组成 据调查统计# 该古樟树林共有维管植物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 其中野生维管

植物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 野生维管植物中# 蕨类植物有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 种子植物有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 均为被子植物# 包括双子叶植物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 单子叶植

物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 区系组成复杂"

种类数量占优势的科有禾本科
/012313

%

".

种!# 蔷薇科
40512313

%

(,

种!# 菊科
6573812313

%

(!

种!#

豆科
91:12313

%

$"

种!# 莎草科
;<=3812313

%

-

种!# 玄参科
>280=?@A18B12313

%

*

种!# 十字花科
C8155B212313

%

+

种!# 蓼科
/0A<D0E12313

%

.

种!# 毛茛科
41E@E2@A12313

%

.

种!# 葡萄科
FB712313

%

.

种!# 伞形科
6=B"

12313

%

.

种!# 百合科
GBAB12313

%

.

种!" 所含种数较多的属有薹草属
!"#$%

%

-

种!# 悬钩子属
&'(')

%

+

种!#

毛茛属
&"*'*+',')

%

,

种!# 蔷薇属
&-)"

%

,

种!# 野豌豆属
./+/"

%

,

种!# 刚竹属
012,,-)3"+12)

%

,

种!# 蓼属

4-,25-*'6

%

!

种!# 菜属
&-#/77"

%

!

种!# 冬青属
8,$%

%

!

种!# 卫矛属
9'-*26')

%

!

种!# 婆婆纳属
.$#-*!

/+"

%

!

种!" 此外# 区系组成中仅含
(H"

种的科占科总数的
+('-I

# 含
(

种的属占属总数的
-(',I

# 反映

出该群落的科属组成较为分散"

!'('"

地理成分 从
(..

个野生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来看#

(.

个类型中# 除了中亚& 中国特有分

布之外# 其余
(!

个类型均有代表# 表明地理成分复杂" 其中' 世界分布的属有
"+

个$ 热带分布类型的

属有
.-

个# 占属总数的
,,')+I

%百分比不包括世界分布的属!$ 温带分布的属
*(

个# 占属总数的

..'&,I

# 略占优势%表
"

!"

!"$

群落外貌

埭溪的古樟树林呈现出典型的常绿阔叶林外貌' 树冠浑圆宽阔# 高低起伏错落# 林内郁闭阴森" 由

于落叶树种具有一定的比例# 加之樟树的春梢颜色鲜艳# 故而群落外貌随季节而具有一定的变化' 春季

樟树嫩叶勃发# 以黄绿色为主色调$ 夏季浓绿& 浅绿相间# 成群的鹭鸟
68J3BJ13

栖息树梢# 极富动感$

秋季深绿并局部点缀榉树
:$,;-<" )+1*$/=$#/"*"

# 朴树
!$,3/) )/*$*)/)

# 糙叶树
>71"*"*31$ ")7$#"

# 构树

?#-'))-*$3/" 7"72#/@$#"

之紫& 红& 黄诸色叶# 色彩最为丰富$ 冬季浓绿# 庄严清新"

表
$

古樟树林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K1:A3 " 6831A"7<=35 0L D3E381 0L 533J =A1E75 BE 7?3 0AJ"D80M7? 20NN@EB7< J0NBE173J :< A/**"6-6'6 +"671-#"

序号 分布区类型 属数 比例
OI

(

世界分布
;05N0=0AB71E "+

"

泛热带分布
/1E780=B2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K80=' 65B1 P K80=' 6N38' JB5Q@E273J ! "'!!

,

旧世界热带分布
RAJ M08AJ K80=B25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K80=' 65B1 P K80=' 6@5781A15B1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K80=' 65B1 70 K80=' 6L8B21 . !'--

*

热带亚洲分布
K80=' 65B1 $% *'*.

-

北温带分布
S087? 73N=38173 !$ ",'%!

)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T' 65B1 P S' 6N38' JB5Q@E273J $% *'*.

$%

旧世界温带分布
RAJ M08AJ 73N=38173 - +'"%

$$

温带亚洲分布
K3N=' 65B1 $ %'*-

$"

地中海& 西亚至中亚分布
U3JB73881E31V W' 65B1 70 ;' 65B1 $ %'*-

$!

中亚分布
;' 65B1 % %'%%

$,

东亚分布
T' 65B1 "% $.'.%

$.

中国特有分布
TEJ3NB2 70 ;?BE1 % %'%%

合计
$.. $%%'%%

说明' 百分比不包括世界分布"

陈建明等' 湖州市埭溪古樟树林群落学特征的初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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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型

植物的生活型是植物对于综合生境条件长期适应而在外貌上反映出来的植物类型! 群落外貌主要取

决于生活型的组成! 按
'()*+,(-.

"

/

#和王伯荪"

0

#的 $生物类型% 分类法& 编制了古樟树林维管植物生活型

谱'表
1

和表
2

(! 可以看出) 高位芽植物居首位& 占
134!5

& 次为地面芽植物和
6

年生植物& 分别占

!/4%5

和
!!425

& 地下芽植物和地上芽植物仅占
%4%5

和
24!5

! 与浙江其他常绿阔叶林"

3!62

#相比& 高位芽

植物比例明显偏小而
6

年生* 地面芽植物比例偏高! 究其原因& 除了与群落地处浙江北部平原* 气候相

对寒冷& 林冠层种类较少* 少数种的优势度高& 更新层* 灌木层被间断性地砍伐过以外& 可能与本次调

查的方法有关& 即对群落种类组成分期进行全面调查& 而不仅仅是
6

个时间节点的样方调查& 从而使得

其他植物& 尤其是
6

年生植物基本被调查清楚所致!

表
!

古樟树林植物生活型谱

7(89- 1 :,;- ;<.= >?-@A.)= <; AB- @<==)*,AC

生活型

高位芽植物
地上芽

植物

地面芽

植物

地下芽

植物

#

年生

植物
总计大高位芽植物

'

1&4&& =

以上(

中高位芽植物

'

04&&D1&4&& =

(

小高位芽植物

'

!4&&D04&& =

(

矮高位芽植物

'

&4!$D!4&& =

(

种数
3 #% 1% !1 3 $3 #2 20 !#2

比例
E5 &4& 664/ 6%40 6&4/ 24! !/4% %4% !!42 6&&

表
#

古樟树林与其他植被类型生活型谱比较

7(89- 2 F<=?(.,><* 8-AG--* AB- @<==)*,AC <; !"##$%&%'% ()%*+&,) (*H <AB-. I-J-A(A,<* AC?-> ,* 9,;- ;<.= >?-@A.)=>

植被类型
生活型

E5

高位芽植物 地上芽植物 地面芽植物 地下芽植物
#

年生植物

浙江湖州埭溪古樟树林
134! 24! !/4% %4% !!42

浙江杭州西湖山区常绿阔叶林"

3

#

$!4! #4# 1!4$ 342 24$

浙江天台山石梁常绿阔叶林 "

#&

#

0042 &4& #&4# #42 &4&

浙江古田山常绿阔叶林"

##

#

//42 &42 #!4/ /4/ #40

浙江乌岩岭常绿阔叶林"

#!

#

024# &4& #!4$ !40 &4%

浙江省"

#1

#常绿阔叶林"

#2

#

/%4/ &42 #14# /40 !4&

!"#

群落结构

古樟树群垂直结构复杂& 地上成层现象明显& 可分为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和层间层!

1424#

乔木层 乔木层树种组成较丰富& 共有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 胸径
!$4& @=

& 树高
!24& =

的树种共
/!1

株& 盖度为
3$5

! 树高为
24&D!!4& =

& 平均树高
342 =

& 可分为
!

个亚层& 即乔木
!

层*

乔木
"

层!

#

乔木
!

层! 乔木
!

层树高为
#24&D!!4& =

& 平均树高
#%4& =

+ 胸径
#04&D/&4& @=

& 平均胸

径
124& @=

& 组成树种有
0

种& 共
#22

株! 其中以樟树占绝对优势& 有
##!

株& 盖度达
/&5

& 重要值为

%143%

& 次为榉树和朴树& 分别为
##4//

和
#&4!0

& 常绿树种重要值之和为
%%422

'表
$

(!

$

乔木
"

层! 乔

木
"

层树高为
24&D#14& =

& 平均树高
04& =

+ 胸径
$4&D%!4& @=

& 平均
#%40 @=

& 组成树种有
!$

种& 共

$/3

株! 也以樟树占优势& 有
#/0

株& 盖度为
1$5

& 重要值
!341&

& 共优种有糙叶树* 朴树& 重要值分

别为
#!4/!

和
#!4$/

& 另有伴生种白檀等
!!

种& 说明种类组成十分复杂! 常绿树种重要值之和
104!1

&

落叶树种种类多样'表
$

(!

1424!

灌木层 灌木层种类丰富& 共有
11

种& 隶属于
#0

科
!$

属! 高度为
&41D24& =

& 平均高度约
#4$

=

+ 分布不连续& 平均覆盖度约
1$5

! 其中淡竹
-+.//&01)(+.0 2/$'($

& 水竹
-+3 +414,&(/)5)

& 篌竹
-+3

#"5'/),")

& 红哺鸡竹
-+3 ","540(4#0

& 短穗竹
64%"),'#5"#),") 54#0"7/&,)

和楤木 8,)/") 4/)1)

& 蓬蘽 9':'0

+",0'1'0

& 紫金牛
8,5"0") ;)*&#"()

等& 常可在局部区域占优势& 盖度为
$&5D/$5

! 其他区域优势种通常

不明显& 较常见的有赛山梅
<1.,)= (&#7'0'0

& 小蜡
>"2'01,'% 0"#4#04

& 山胡椒
>"#54,) 2/)'()

& 算盘子

?/&(+"5"&# *':4,'%

& 细柱五加
@/4'1+4,&(&(('0 #&5"7/&,'0

& 山莓
9':'0 (&,(+&,"7&/"'0

& 盐肤木
9+'0 (+"!

#4#0"0

& 白背叶
A)//&1'0 )*4/1)

& 华紫珠
!)//"(),*) ()1+).)#)

和栀子
B),54#") ;)0%"#&"540

等! 常绿灌木
##

种& 占
#E1

+ 落叶灌木种类多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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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层 草本层种类十分丰富! 共有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 高度
)#%*"+, -

! 平均高度约

,#& -

# 分布不连续! 主要分布在群落透光部位和林缘地带! 层次分化和优势种不明显! 平均盖度约为

%&.

" 其中薹草
!"#$% /00#

! 柳叶牛膝
&'()#"*+($, -.*/01.-0"

! 渐尖毛蕨
!)'-.,.#2, "'230*"+2,

! 鳞毛蕨

4#).5+$#0, /00#

! 金线草
&*+$*.#.* 10-01.#3$

! 微糙三脉紫菀
&,+$# "/$#"+.06$, 123+ ,'"7$#2-2,

! 爬岩红

8$#.*0'",+#23 "%0--"#$

! 山麦冬
90#0.5$ ,50'"+"

和求米草
:5-0,3$*2, 2*62-"+01.-02,

等! 常可在局部区域占

优势# 其他较常见的有九头狮子草
;$#0,+#.5($ <"5.*0'"

! 毛茛
="*2*'2-2, <"5.*0'2,

! 天葵
>$30"?20-$/0"

"6.%.06$,

! 蛇莓
42'($,*$" 0*60'"

! 白茅
@35$#"+" ')-0*6#0'" 123+ 3"<.#

! 糠稷
;"*0'23 70,2-'"+23

! 白顶早

熟禾
;." "'#.-$2'"

! 贯众
!)#+.3023 1.#+2*$0

和紫萼
A.,+" B$*+#0'.,"

等"

!+$+$

层间层 层间层种类丰富! 共有
!!

种! 隶属于
%(

科
"4

属" 以木质藤本为主! 共
"$

种! 占

5"+5.

" 其中扶芳藤
C2.*)32, 1.#+2*$0

! 中华常春藤
A$6$#" *$5"-$*,0, 123+ ,0*$*,0,

! 薜荔
D0'2, 5230-"

和

络石
E#"'($-.,5$#323 <",30*.06$,

等! 常攀附至树梢# 异叶蛇葡萄
&35$-.5,0, (232-01.-0" 123+ ($+$#.5()-!

-"

! 忍冬
9.*0'$#" <"5.*0'"

! 野蔷薇
=.," 32-+01-.#"

! 小果蔷薇
=F ')3.,"

和木通
&G$70" ?20*"+"

等也较常

见# 草质藤本主要有海金沙
9)/.6023 <"5.*0'23

! 野大豆
H-)'0*$ ,.<"

! 白英
>.-"*23 -)#"+23

! 绞股蓝

H)*.,+$33" 5$*+"5()--23

和薯蓣
40.,'.#$" 5.-),+"'()"

等"

!"#

动态分析

!+&+%

乔木层优势树种分析 由表
&

可见$ 构成群落的优势树种主要为樟树% 朴树% 糙叶树% 榉树" 以

优势树种径级代替龄级的结构分析如图
%

所示" 可见樟树的后备资源丰富! 数量大且径级完整! 属增长

陈建明等$ 湖州市埭溪古樟树林群落学特征的初步研究

表
#

古樟树林乔木层种类重要值

62789 & :-0;3<2=< 128>9/ ;? 082=< /09@A9/ A= <B9 237;39;>/ 82C93 A= <B9 !0**"3.323 '"35(.#" @;-->=A<C

种类
相对密度 相对显著度 相对频度 重要值

! " ! " ! " ! "

樟树
!0**"3.323 '"35(.#" 55#5' !,#5$ '"#'$ $(#(% !%#"& 5#"& 4!#(4 "(#!,

榉树
I$-G.B" ,'(*$06$#0"*" &#&4 %#&& $#54 "#' "&#,, &#', %%#55 !#!'

朴树
!$-+0, ,0*$*,0, %,#$" %4#,4 5#(! %$#$% %"#&, 5#"& %,#"' %"#&5

糙叶树
&5("*"*+($ ",5$#" "#,' %(#4( %#$4 %%#"" 4#"& 5#"& !#"4 %"#5"

刺楸
J"-.5"*"% ,$5+$3-.72, "#,' &#,% %#"% !#%5 4#"& &#', !#%' $#44

苦槠
!",+"*.5,0, ,'-$#.5()--" ,#4( ,#!& ,#5$ ,#$& 4#"& "#(, "#&4 %#"!

构树
K#.2,,.*$+0" 5"5)#01$#" ,#4( !#(5 ,#&& "#(% 4#"& 5#"& "#&, $#5%

白栎
L2$#'2, 1"7#0 ,#4( ,#&" 4#"& "#$(

白檀
>)35-.'., +"*"G"*" '#%" &#%! 5#"& 4#'!

女贞
90/2,+#23 -2'0623 4#!( "#!( $#!& $#!'

麻栎
L2$#'2, "'2+0,,03" ,#4( %#$! $#!& "#%4

乌桕
E#0"60'" ,$701$#" ,#&" %#&" $#!& "#%!

冬青
@-$% '(0*$*,0, %#"% ,#5( $#!& "#%%

苦楝
M$-0" "N$6"#"'( ,#&" ,#"5 $#!& %#5%

三角枫
&'$# 72$#/$#0"*23 ,#4( ,#44 "#(, %#$"

丝棉木
C2.*)32, 3""'G00 ,#&" ,#44 "#(, %#!4

楤木 &#"-0" $-"+" ,#'4 ,#%! "#(, %#!,

木蜡树
E.%0'.6$*6#.* ,)-B$,+#$ ,#4( ,#%5 "#(, %#"&

黄连木
;0,+"'0" '(0*$*,0, ,#!& ,#$( "#(, %#"&

白背叶
M"--.+2, "5$-+" ,#&" ,#%' "#(, %#",

榔榆
O-32, 5"#B01.-0" ,#!& ,#!$ "#(, %#",

黄檀
4"-7$#/0" (25$"*" ,#!& ,#!( %#$& ,#5!

细花泡花树
M$-0.,3" 5"#B01-.#" ,#%5 ,#!" %#$& ,#4&

棕榈
E#"'()'"#52, 1.#+2*$0 ,#!& ,#%$ %#$& ,#4$

石楠
;(.+0*0" ,$##"+01.-0" ,#%5 ,#,5 %#$& ,#&5

柘
!26#"*0" +#0'2,506"+" ,#%5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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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趋向稳定型! 朴树和糙叶树的径级虽较完整" 但以
#$'" ()

以下的小径级为主"

!&'& ()

以上急剧减

少" 属稳定型! 榉树以
*%'& ()

以上株数较多"

*$'& ()

以下虽径级完整# 波动不大" 但胸径
*$'& ()

以

上老树的数量最多" 后备资源较少" 属衰退型$

图
#

古樟树林优势种径级结构

+,-./0 1 234 (5677 78/.(8./0 9: ;9),<6<8 7=0(,07 ,< 8>0 (9)).<,8? 9: !"##$%&%'% ()%*+&,)

林
木
数
@

株

A'$'!

更新层树种分析 更新层乔木树种较丰富" 共
!&

种" 其中幼树%

*'& )＞-!&'$ )

&有
!&

种" 幼

苗%

.＜&'$ )

&有
%

种" 隶属于
#A

科
#B

属' 由表
%

可见" 未见于乔木层的新入侵树种少" 样方内仅枸

骨# 桑# 短蕊槐
A

种' 幼树# 幼苗均以阳性落叶树种为主! 乔木层优势树种的幼树和幼苗的重要值分别

为
!B'*$

和
%#'C#

" 仍居重要地位' 常绿树种幼树的重要值
AA'!B

" 虽略低于乔木
!

层" 但种类比例达

A&D

" 较乔木
!

层有所提高! 除樟树外" 其余
$

个常绿树种的重要值和位次均有所上升'

表
!

古樟树林更新层种类重要值

E6F50 % G)=9/86<8 H65.07 9: 8>0 /0-0<0/68,9< 56?0/ 7=0(,07 ,< 8>0 (9)).<,8? 9: /0 ($%*+&,$

种类
相对密度 相对频度

幼树相对高度
重要值

幼树 幼苗 幼树 幼苗 幼树 幼苗

白檀
12%*3&(&4 5$#$6)#) #AIB$ JK$1 $'!$ B'!*

樟树
!"##)%&%'% ()%*+&,) 1!'CB 1! J'$1 1*'!B $'"J J'CB 1A'1*

榉树
7836&9) 4(+#8":8,")#) 1"'J$ * J'$1 1*'!B *'C! J'"A B'1*

糙叶树
;*+)#)#5+8 )4*8,) 1"'J$ 1! J'$1 !J'$C *'%B J'"! !"'!B

冬青
<38= (+"#8#4"4 $'"* %'AJ C'J% %'*A

刺楸
>)3&*)#)= 48*58%3&?'4 J'B1 *'!% $'*% %'!1

女贞
@"A'45,'% 3'(":'% !'C1 %'AJ J'1B $'C%

榔榆
B3%'4 *),9"C&3") A'1 * J'$1 1*'!B $'*% $'%B B'1*

苦槠
/)45)#&*4"4 4(38,&*+233) 1"'*C !'1A A'AJ $'A!

构树
D,&'44&#85") *)*2,"C8,) J'B1 ** !'1A 1*'!B A'J! *'B% !B'1*

枸骨
<38= (&,#'5) A'1" %'AJ $'A* *'B*

朴树
/835"4 4"#8#4"4 A'*B !* %'AJ 1*'!B A'B* *'%" 1B'1*

丝棉木
E'&#2%'4 %))(6"" !'C1 %'AJ *'!" *'*A

细花泡花树
F83"&4%) *),9"C3&,) "'CJ *'!% $'%1 A'$$

黄连木
G"45)(") (+"#8#4"4 "'AB !'1A %'"% !'J%

麻栎
H'8,('4 )('5"44"%) "'AB !'1A *'$$ !'A$

桑
F&,'4 )3?) "'AB !'1A *'$$ !'A$

短蕊槐
I&*+&,) ?,)(+2A2#) "'AB !'1A *'$$ !'A$

木蜡树
J&="(&:8#:,&# 4239845,8 "'AB !'1A A'%* !'"$

棕榈
J,)(+2(),*'4 C&,5'#8" "'AB !'1A 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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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建议

!"#

保护价值

该群落是浙江省水网平原地区海拔最低! 面积较大的以常绿阔叶树种为主所构成的古树群" 海拔为

$%& '

# 总面积为
"()) *'

"

$ 其中古樟树林面积为
+(,- *'

"

$ 湿地水域面积为
+(!+ *'

"

" 该群落是浙江省

水网平原地区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的古树群"

生态系统类型较为多样% 不仅有森林$ 而且还有湿地# 植物区系组成复杂$ 共有野生维管植物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 其中胸径
!!$(. /'

$ 树高
"!#(. '

的树种
",

种
&"!

株" 由于古树群地处

水网平原$ 成孤岛状分布$ 林分茂密$ 加上又有湿地$ 使得野生动物种类多样$ 是鸟类的重要栖息地$

常见的鸟类有大白鹭
#$%&''( ()*( +,-&.'(

$ 小白鹭
/$%&''( $(%0&''( $(%0&''(

$ 池鹭
1%-&,)( *(2234.

$ 夜鹭

562'72,%(8 962'72,%(8 962'72,%(8

$ 斑鱼狗
:&%6)& %4-7. 79.7$97.

$ 普通翠鸟
1)2&-, (''37. *&9$()&9.7.

$ 雉鸡

;3(.7(94. 2,)23724. ',%<4('4.

$ 珠颈斑鸠
='%&>',>&)7( 2379&9.7. 2379&9.7.

$ 喜鹊
;72( >72( .&%72&(

$ 乌鸫

?4%-4. +&%4)( +(9-(%794.

$ 麻雀
;(..&% +,9'(94. .('4%('4.

$ 棕头鸦雀
;(%(-,8,%97. @&**7(94.

$ 大山雀

;(%4. +(A,%

$ 黄腹山雀
;(%4. B&94.'4)4.

$ 棕背伯劳
C(974. .23(23 .23(23

$ 黑头蜡嘴雀
/4>3,9( >&%.,9('(

+($97%,.'%7.

和白头鹎
;629,9,'4. .79&9.7. .79&9.7.

等" 此外$ 尚有蝮蛇
1$D7.'%,-,9 *),+3,EE77 *%&B72(4-4.

和赤链蛇
!79,-,9 %4E,0,9('4+

等蛇类以及大蟾蜍
F4E, *4E, $(%$(%70(9.

$ 泽蛙
G(9( )7+9,23(%7.

和黑斑蛙

GH 97$%,+(24)('(

等多种蛙类"

该群落是浙江省水网平原地区珍贵树种最富集的古树群" 群落乔木层共有胸径
$(. /'

以上的野生

珍稀濒危树种
!.)

株$ 占乔木层总株数的
#"(&0

$ 其中国家
!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樟树
").

株$ 榉树
+&

株$ 省级重点保护的稀有树种细花泡花树
"

株" 更新层中$ 樟树! 榉树! 细花泡花树的幼树密度分别为

-"$

$

&..

和
$.

株&
*'

!"

"

该群落是浙江省水网平原地区起源较古老的古树群之一" 该古树群百年以上古树有
,

种
!"

株$ 分

别是樟树
"+

株$ 朴树
#

株$ 白檀
!

株$ 榉树
"

株$ 糙叶树! 细叶泡花树各
+

株$ 其中树龄
+$. 1

以上

的古树有
)

株" 主要建群树种樟树的平均树龄虽然不大$ 但群落中分布有乔木状的白檀! 细花泡花树$

其中通常为灌木的白檀共有
#&

株$ 最大胸径为
"&(. /'

$ 树高
+!(. '

# 通常为灌木或小乔木的细花泡花

树胸径为
"!(. /'

$ 树高
-(. '

$ 实属罕见" 此外还拥有胸径达
+!(. /'

的扶芳藤$ 胸径
)(. /'

的薜荔"

这些$ 足以证明它是一个起源古老的古树群"

该群落是最能代表浙北水网平原原生森林植被的古树群" 组成该古树群的树种$ 如樟树! 苦槠! 女

贞! 冬青! 石楠! 枸骨! 铁冬青
I)&8 %,'49-(

和光亮山矾
=6+>),2,. )427-(

等常绿树种$ 榉树! 糙叶树!

朴树! 榔榆! 白檀! 丝棉木! 黄连木! 三角枫! 乌桕! 刺楸! 麻栎! 白栎! 构树! 香椿! 木蜡树! 黄

檀! 细花泡花树! 桑! 柘等落叶树种$ 都是浙北水网平原典型的乡土树种" 其中樟树! 榉树! 朴树! 石

楠! 竹类是浙北水网平原民俗文化的代表树种"

!"$

保护建议

开展科普教育" 加大宣传力度$ 把保护古树群写入村规民约中$ 提高周边居民的保护意识# 建设科

普教育相关设施$ 开展森林! 湿地保护的科普教育"

建立自然保护小区" 建议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尽早建立以该古树群为重点的自然保护小区$ 明确保护

范围和界线$ 树立标牌$ 确定管护人员与管护责任$ 落实保护经费"

开展定位研究" 联合大专院校和相关科研单位$ 设立群落监测的固定样地$ 开展群落动态! 鸟类与

群落起源之关系等相关科学研究$ 为古树群的保护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

致谢

承蒙浙江大学丁平教授! 吴兴区王聿凡先生参与动物调查" 湖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朱炜高级工程师

参与土壤取样分析# 吴兴区毛美红高级工程师参与野生植物调查$ 浙江大学于明坚教授审阅全文并提出

宝贵意见% 在此谨表感谢&

陈建明等% 湖州市埭溪古樟树林群落学特征的初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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