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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河涌沿岸植被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选取广州市南沙区
(

条河涌作为研究对象! 对河涌沿岸

的农业景观% 工业景观和村落景观
&

种类型河段的植物景观特征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

河涌沿岸植物共计有

*%

科
>!'

属
>((

种! 其中农业景观河段有
()

科
)>

属
)$

种! 工业景观河段有
!)

科
&&

属
(%

种! 村落景观河段有

'(

科
>>+

属
>&%

种&

"

河涌沿岸各景观类型河段植物区系分布均以广义热带成分为主! 占比均达
$%B

以上! 符合

所在区域气候特点&

#

植物功能需求差异和人为利用方式差异! 导致不同景观类型河段的优势植物组成产生差异&

农业景观河段! 食用型果树表现出显著优势' 工业景观河段! 防护植物和城市绿化植物占有优势' 村落景观河段!

食用型果树和观赏型植物表现出显著优势&

$&

种景观类型河段植物多样性特征存在差异! 植物丰富度% 多样性和

均匀度从高到低均为村落景观河段) 农业景观河段) 工业景观河段&

%

道路建设活动与农业景观河段乔木丰富度

呈负相关& 建筑物构造活动对各景观类型河段的植物多样性特征具有积极影响! 其中对农业景观河段的影响体现

在乔木的多样性上! 对工业景观河段的影响体现在灌木的丰富度% 多样性和均匀度上! 对村落景观河段的影响体

现在乔木和灌木的丰富度% 多样性上& 图
&

表
*

参
&'

关键词! 景观生态学' 河涌' 土地类型' 优势植物' 植物多样性' 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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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景观特征反映了植物群落结构和功能的复杂度% 对维持植物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具有重要意

义 #

-

$

& 环境因素对植被特征的影响已成为相关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 #

!"G

$

% 包括人类活动对植物区系

特征#

M

$

' 植物多样性#

L"$

$和植物景观特征的影响#

-""--

$等& 河岸带生态系统作为陆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

统的生态过渡区#

-!

$

% 其植物景观特征和影响因素近年来也受到广泛关注#

-K

$

% 如何建设河岸带植物生态景

观% 是维持河岸带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问题#

-%

$

& 目前% 关于河岸带植物景观特征的研究多集中在自然河

流生态系统方面#

-G"-M

$

% 而对于城市化地区河流植物景观特征的研究较少& 广州市南沙区受珠江径流和人

类开发活动的共同作用% 形成了交错复杂的河涌水网% 具有典型的珠江三角洲地域特色% 其沿岸植被对

河涌植物生态系统维持和景观风貌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河涌沿岸不同于传统的自然生态河岸地带% 带状

分布着大量乡村居住区% 形成南沙区独特的水乡景观#

-L

$

& 本研究在分析河涌沿岸不同景观类型河段的植

物景观特征差异的基础上% 研究道路建设和建筑物构造等人类活动对不同景观类型河段的植物景观特征

的影响% 旨在了解人类活动与河涌沿岸植物生态系统和景观风貌的关系% 以期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河涌沿

岸生态系统建设提供指导&

-

研究区概况

南沙区!

!!#LL$N

%

--K%M-&O

"位于广州市最南端' 珠江虎门水道西岸% 距离广州市中心建成区
GG

F;

% 是西江' 北江' 东江三江汇集之处% 由河沙淤积形成& 该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海洋气候% 年平均降

水量为
- M%L ;;

% 年平均气温为
!!C! '

% 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L$P

& 近几十年来% 在河沙淤积的基础上%

人工挖掘而形成河涌% 人们在河涌沿岸居住' 生产% 对沿岸土地进行利用% 至今已形成
-$

条主要河涌%

即
-

涌到
-$

涌& 河涌沿岸整体植被覆盖率较低% 以人工植被为主%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具有非常典型的

代表性& 本研究在南沙区现有的
-$

条主要河涌中% 隔
% F;

等距选择
%

条已形成相对稳定植被的生态系

统的河涌为研究对象% 分别是
K

涌'

L

涌'

--

涌和
-%

涌!图
-

"% 对河涌沿岸植物景观特征及其与人类

KLM



第
!"

卷第
#

期

活动的关系进行研究!

#

研究方法

!"#

样地调查

调查于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在广州市南沙区进行! 采用样带法" 在研究区卫星影像上"

沿河涌两岸河岸段隔
#($ )

设置样方! 在河涌左右两岸各设置样方
#!

个#条!%

"

*

条河涌总计
%'*

个样

方! 每个样方内包括乔木$ 灌木和草本样方" 其中乔木样方为
#$ ) " #$ )

" 灌木样方为
( ) " ( )

" 草

本样方为
% ) " % )

! 在乔木样方内测定记录乔木名称$ 株数$ 胸径及树高% 在灌木和草本样方内测定

记录植物名称$ 株数&丛数'$ 高度和盖度(

人类活动的影响体现在对河涌沿岸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上)

%'

*

( 根据实地调查情况来看" 河涌沿岸土

地主要有农业+ 工业$ 村落等
!

种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 且
!

种类型的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村落用地$

农业用地$ 工业用地, 根据样方所处河段的用地类型" 将样方划分为农业景观河段&共计
"$

个'$ 工业

景观河段&共计
%&

个'和村落景观河段&共计
%$&

个'&图
#

',

图
#

样地选择示意图

+,-./0 # 120345 67 8963 :09043,6;

!"!

数据分析

#<#<%

多样性指数计算 根据植物多样性指数计算公式)

%*

*

"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对南沙河涌沿岸植物

多样性现状进行计算分析,

#<#<#

植物区系分析 采用吴征镒)

%=

*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级分布区的划分标准" 对南沙河涌沿岸植物进行

种级的近似地理成分划分, 植物区系结构相关研究)

#$

*表明- 通过代表性取样策略对区系结构的影响不明

显, 因此" 尽管本研究各景观类型河段样方数不同" 但选取的样方具有代表性" 能够代表典型土地类

型" 进而代表南沙区河涌沿岸的整体植物区系特征,

!"$

人类活动因子选取

人类活动对植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具有重要影响, 人类活动的干扰使得植物多样性及稳定性发生了

变化)

#%

*

, 道路建设在当前的研究中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显著标志)

##

*

, 但除道路建设以外" 建筑物构造是

人类活动的又一显著体现, 因此" 本研究选取道路邻近度$ 建筑物盖度$ 建筑物高度等人类活动因子"

分析这些因子对植物多样性特征的影响,

!

道路邻近度&

>?

'- 样方至最邻近道路的距离, 道路邻近度越

高" 至道路距离越近,

"

建筑物盖度&

@A

'- 样方内建筑总面积&仅为建筑占地面积" 不包括庭院$ 道路

等硬化地表'占样方面积的比例,

#

建筑物高度&

@B

'- 样方内建筑物的平均高度,

!

结果与分析

$%&

植物构成

!<%<%

种类构成 调查记录到南沙河涌沿岸植物共有
&$

科
%#"

属
%**

种&表
%

', 按不同景观河段类型

和植物生活型来分" 农业景观河段植物有
*(

科
(%

属
('

种" 占总种数的
*$<!C

" 其中乔木种类最多&

#"

种'% 工业景观河段植物有
#(

科
!!

属
!&

种" 占总种数的
#(<&C

" 其中乔木种类最多&

#$

种'% 村落景观

河段植物有
"*

科
%%=

属
%!$

种" 占总种数的
'&<#C

" 其中乔木种类最多" 达
("

种, 结果表明- 南沙河

唐赛男等- 广州南沙区河涌沿岸植物景观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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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河涌沿岸植物来源

'()*+ , -./(0.(1 2+3+4(4.51 65708+ 859/56.4.51

河段

景观

类型

总体情况 乔木 灌木 草本

种类比例
:;

数量比例
:;

种类比例
:;

数量比例
:;

种类比例
:;

数量比例
:;

种类比例
:;

数量比例
:;

地带

性植

物

引入

性植

物

地带

性植

物

引入

性植

物

地带

性植

物

引入

性植

物

地带

性植

物

引入

性植

物

地带

性植

物

引入

性植

物

地带

性植

物

引入

性植

物

地带

性植

物

引入

性植

物

地带

性植

物

引入

性植

物

农业
<!=< #>=! $?=@ ,=$ <<=A @@=A $%=% A=? >&=? !$=% $!=< >=! <?=> @,=, $<=, @=>

工业
%&=A A$=A A!=A %>=A %&=& ?&=& @<=> <@=, @?=> <,=, A=A $%=A @&&=& &=& @&&=& &=&

村落
%$=! A&=< ?A=, ,%=> ?&=> ,$=, >&=@ !$=, @A=? <%=% @&=$ <$=@ >$=, !&=> $@=$ <=@

涌沿岸不同景观类型河段的植物种类存在差异! 植物种类丰富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村落景观河段" 农业景

观河段" 工业景观河段# 从植物生活型来看!

,

种景观类型河段的植物种类丰富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乔

木! 灌木! 草本$

表
"

河涌沿岸植物构成情况

'()*+ @ -./(0.(1 2+3+4(4.51 6/+8.+6 859/56.4.51

河段景

观类型
乔木种数

:

种
占乔木总

数比例
:;

灌木种数
:

种
占灌木总

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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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构成 根据实地调查情况! 结合河涌沿线居民访谈! 将南沙河涌沿岸植物按其属性分为人工

栽植型和自然生长型
!

类! 其中人工栽植型是指人为栽植在河涌沿岸的植物! 自然生长型是指在河涌沿

岸自然生长的植物$ 据此对南沙河涌沿岸植物属性进行统计%表
!

&! 发现
,

种景观类型河段的植物属性

存在差异$ 从植物种类上来看! 人工栽植型植物种类所占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工业景观河段" 村落景观

河段" 农业景观河段$ 从植物数量上来看! 人工栽植型植物数量所占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村落景观河

段" 工业景观河段" 农业景观河段$ 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 农业景观河段都是自然生长型植物都占有优

势' 村落景观河段都是人工栽植型植物占优势! 而工业景观河段在植物种类上趋于人工化$

表
#

河涌沿岸植物属性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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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段

景观

类型

总体情况 乔木 灌木 草本

种类比例
:;

数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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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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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构成 根据实地调查情况和河涌沿线居民访谈! 将南沙沿岸植物按其来源分为地带性植物与

引入性植物! 其中地带性植物是指在河涌形成之初经人工栽植或自然生长在河涌沿岸! 如今已形成地带

性植物景观风貌特色的植物' 引入性植物是指近年来! 经人工引入栽植于河涌沿岸的! 与当地植物景观

风貌有所区别的植物%多为城市绿化植物&$ 据此对南沙河涌沿岸植物来源进行统计%表
,

&! 发现
,

种景

观类型河段的植物来源存在差异$ 从植物种类来看! 地带性植物占比从大到小依次为农业景观河段" 村

落景观河段" 工业景观河段$ 从植物数量来看! 地带性植物占比从大到小依次为农业景观河段" 村落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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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河涌沿岸植物区系的分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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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区

系代码
分布区类型 比例

56

#

泛热带分布
!789:

#!#

热带亚洲! 非洲和南美洲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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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78!!

)

旧世界热带分布
"8#<

广义热带成分
7=8<9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8#<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87"

7

北温带分布
#8=7

: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8":

9;

旧世界温带分布
98!:

9;!9

地中海区! 西亚和东亚间断
98!:

广义温带成分
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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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分布
#8;7

9)!9

中国"喜马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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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日本
;8":

=

热带亚洲分布
##8:)

9

世界分布
98!:

世界分布
98!:

大类区

系类型
比例

56

表
"

河涌沿岸不同景观类型河段的优势种重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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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段景观

类型

乔木 灌木 草本

物种名 重要值 物种名 重要值 物种名 重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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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绿
;8;=

村落 番荔枝
;,,$,& *A)&#$*& ;8;)

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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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叶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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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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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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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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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针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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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赛男等# 广州南沙区河涌沿岸植物景观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观河段! 工业景观河段$ 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 农业景观河段的地带性植物都占绝对优势% 工业景观河

段地带性植物在乔木和灌木中占优势% 村落景观河段地带性植物在乔木和草本中占有一定优势% 外来性

植物在灌木中占优势$ 相比农业景观河段明显的地带性植物景观风貌特色% 工业景观河段和村落景观河

段的地带性植物景观风貌特色相对较弱$

#$%

植物区系分布

对河涌沿岸植物种类的分布区类型进行

统计&表
)

'可知# 南沙河涌沿岸植物区系分

布类型多样% 广义热带成分占主导% 占比为

7=8<96

% 其中泛热带分布和热带亚洲分布占

比较高% 分别达
!789:6

和
##8:)6

( 广义温

带 成 分 占
9989;6

( 世 界 分 布 成 分 仅 为

98!:6

) 表明南沙河涌沿岸植物分布整体符

合其所属亚热带季风性海洋气候环境特点)

进一步对不同景观类型河段的植物区系分布

进行统计% 发现在
!

种景观类型河段中% 植

物区系均以热带成分为主% 占比均达
7;6

以

上) 表明尽管河涌沿岸景观类型受人类活动

的影响出现分异% 但是热带成分在植物分布

中占有绝对优势% 体现了区域气候条件在植

物构成中的主导地位)

#$#

优势植物组成

对河涌沿岸的植物优势种进行调查分析

&表
<

'可知# 不同景观类型河段的优势植物

组成存在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对不同景

观类型河段的植物功能需求存在差异% 进而产生不同的植物利用方式所导致)

人们对农业景观河段的植物利用方式以种植乔木为主% 食用为主要的植物功能需求% 而对于灌木和

草本利用较少% 任其粗放生长) 因此龙眼! 黄皮! 菠萝蜜等食用型果树在乔木中表现出极为显著的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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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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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涌沿岸不同景观类型河段植物多样性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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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灌木优势种除了人为栽植的木瓜以外" 木薯# 马缨丹等均为野生物种" 草本优势种除了人为栽植的

香蕉以外" 其他均为野生物种$

人们对工业景观河段的植物利用方式以种植乔木和灌木为主" 防护和绿化美化为主要的植物功能需

求" 对于草本很少利用$ 因此除了大叶桉% 柠檬桉等防护型乔木表现出显著优势以外" 小叶榄仁等城市

绿化乔木也表现出一定优势" 假连翘# 洒金珊瑚# 金叶女贞等城市常用园林绿化植物在灌木中占有绝对

优势" 草本优势种主要为小驳骨# 鬼针草等野生物种&

人们对村落景观河段的植物利用方式以种植乔木和灌木为主" 食用和观赏为主要的植物功能需求"

对于草本很少利用& 因此" 龙眼% 菠萝蜜% 番荔枝% 黄皮等可食用的果树在乔木占有绝对优势! 三角

梅% 米仔兰等观赏型植物在灌木中表现出极显著的优势" 而草本优势种除了人为栽植的香蕉以外" 其他

均为野生物种&

以上结果表明' 食用% 观赏% 防护为南沙河涌沿岸植被的主要功能" 功能需求导向下不同的人为植

物利用方式导致优势植物组成产生差异&

!"#

植物多样性特征

从物种丰富度来看(图
'=

)" 农业景观河段为草本(

!?'

)＞灌木(

@?A

)

"

乔木(

@?A

)" 工业景观河段为乔

木(

!?@

)＞灌木(

@?'

)

"

草本(

@?'

)" 村落景观河段为乔木(

B?"

)＞灌木(

!?$

)＞草本(

!?@

)$ 从物种多样性来看

(图
'>

)" 农业景观河段为草本(

"?C@

)＞灌木(

"?%'

)＞乔木(

"?'%

)" 工业景观河段为乔木(

"?!$

)＞灌木

(

"?@$

)＞草本(

"?@'

)" 村落景观河段为乔木(

@?!B

)＞灌木(

"?A$

)＞草本(

"?BA

)$ 从物种均匀度来看(图

'.

)" 农业景观河段为草本(

"?D!

)＞灌木(

"?BA

)＞乔木(

"?'@

)" 工业景观河段为灌木(

"?!A

)＞乔木(

"?@D

)

＞草本(

"?@B

)" 村落景观河段为灌木(

"?A%

)＞乔木(

"?D$

)＞草本(

"?D!

)$

整体来看" 南沙河涌沿岸植被丰富度较低" 可能与经河沙淤积与人为开发利用共同作用有关$ 比较

'

种景观类型河段植物多样性特征差异" 发现无论是丰富度% 多样性还是均匀度" 其大小都为村落景观

河段＞农业景观河段＞工业景观河段$ 村落景观河段人类活动较其他景观类型河段频繁" 说明人类活动

对植物整体多样性具有积极影响" 且主要体现在乔木和灌木上$ 从上述分析可知' 人类活动在农业景观

河段的植物利用方式主要为栽植乔木" 而其多样性却比灌木和草本低" 表明人类活动对农业景观河段的

植物景观有所影响" 但不是特别明显" 自然% 粗放的灌木和草本植物景观风貌仍是农业景观河段植物景

观风貌的基调$ 工业景观河段植物整体多样性较低" 这与树种单一" 且多成线性栽植有关$

!"$

人类活动与植物多样性特征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分析人类活动与植物多样性特征之间的关系" 选择道路邻近度(

EF

)% 建筑物盖度(

>.

)

和建筑物高度(

>G

)

'

个人类活动因子" 对不同景观类型河段的植物多样性特征的关联度进行分析(表
C

)$

农业景观河段" 乔木丰富度与
EF

呈显著负相关" 乔木多样性与
>.

和
>G

呈显著正相关" 乔木均

匀度与
>G

呈显著正相关" 灌木和草本的植物多样性特征与各人类活动因子无显著相关关系$ 表明人类

活动主要对农业景观河段的乔木产生影响" 其中道路建设对乔木丰富度影响显著" 距离道路越近" 人为

栽植活动越频繁" 乔木种类增加" 在有建筑物(多为农舍)出现的情况下" 居民栽植的果树和景观树种增

多" 乔木更加多样化且分布更加均匀$

工业景观河段" 乔木和草本的植物多样性特征与人类活动因子无显著相关关系" 灌木的丰富度% 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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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人类活动对河涌沿岸不同景观河段类型植物多样性特征的影响

$%&'( " )**(+,- .* /01%2 %+,343,3(- .2 5'%2, 634(7-3,8 +/%7%+,(7 .* 63**(7(2, 735%73%2 ,85(-

河段景观类型 植物生活型 植物多样性指数 道路邻近度!

9:

" 建筑物盖度!

;<

" 建筑物高度!

;=

"

丰富度指数
!>?@A!B >?C>@ >?>"!

乔木 多样性指数
!>?C"D >?!>EB >?!#!B

丰富度指数
!>?C>! >?>@! >?>@A

农业 灌木 多样性指数
!>?>@A >?>>A >?>DD

丰富度指数
!>?>"@

草本 多样性指数
!>?>ED

丰富度指数
!>?#F! >?@>A >?!>A

乔木 多样性指数
!>?#E" >?@FD >?!@F

丰富度指数
!>?CC> >?D>@B >?#CE

工业 灌木 多样性指数
!>?C>D >?@A@B >?>>@

丰富度指数
!>?C>!

草本 多样性指数
!>?C>A

丰富度指数
!>?CDD >?#@CB >?@CDBB

乔木 多样性指数
!>?CDC >?!!!BB >?>@#

丰富度指数
!>?CC@ >?#!CB !>?>#F

村落 灌木 多样性指数
!>?C@# >?##@B !>?>AF

丰富度指数
!C?!A>

草本 多样性指数
!>?CCA

均匀度指数
!>?>F!

均匀度指数
!>?CD!

均匀度指数
>?>#>

均匀度指数
!>?#@C >?#!# >?!>>B

均匀度指数
!>?>C! !>?>"! !>?>!!

均匀度指数
!>?#EF >?!A! >?!E"

均匀度指数
!>?C>D >?@A@B >?>>@

均匀度指数
!>?>E! >?CED >?>FD

均匀度指数
!>?>AF >?C!! !>?>#D

说明#

B

表示在
>?>D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BB

表示在
>?>C

水平!双侧"上极显著相关

唐赛男等# 广州南沙区河涌沿岸植物景观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样性和均匀度都与
;<

呈显著正相关% 表明在有工厂的地方& 由于厂区绿化管理& 灌木更加多样化且分

布相对均匀& 而乔木却没有出现相同的趋势& 这可能与工业景观河段乔木种类比较单一有关!通常为
C

种防护或城市园林绿化树种"%

村落景观河段& 乔木丰富度与
;<

和
;=

呈显著正相关& 乔木多样性与
;<

呈显著正相关& 灌木丰

富度和多样性与
;<

呈显著正相关% 表明在村落景观河段& 房屋建设活动对乔木和灌木多样性有显著影

响& 随着建筑面积的增加& 人类活动更加频繁且多样& 乔木和灌木丰富度和多样性随之增加% 通常受城

市化的影响&

;=

呈上升趋势& 同时随着人们对植物审美需求的不断提高& 乔木也更加多样化%

"#!

河涌沿岸植物生态系统建设途径

土地利用方式对河岸植被具有重要影响'

#!

(

% 南沙河涌沿岸由于人们对土地不同的利用方式和具体活

动而形成不同的景观河段& 从而导致河涌沿岸农业景观河段) 工业景观河段和村落景观河段的植物景观

风貌特征产生明显差异% 随着人类活动日益加强& 南沙河涌沿岸植被景观特征呈现出城市化的趋势% 什

么样的植物配置能使河涌沿岸植物生态系统既发挥植物的生态功能& 又不失地域特色& 已成为需要探讨

的问题%

基于本研究结果& 针对不同景观类型河段植物景观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对河涌沿岸植物景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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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建设从植物种类上提出相应策略!表
'

"# 在延续现有地带性植被风貌特征的基础上# 巩固生态系统#

丰富景观风貌# 突显地域特色$ 农业景观河段尽管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 但主要体现在乔木上# 且以

栽植地带性植物为主$ 整体植物景观风貌自然# 地带性特色鲜明# 建议在保留现有自然粗放的植物景观

风貌的基础上# 适当增加生态性较强且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地方乡土树种# 增加其生态防护功能# 如苦

楝% 榔榆% 小叶相思等&

!%!!(

'

$ 工业景观河段目前整体受城市化影响较大# 树种单一且风格城市化# 在今

后的建设中应适当控制引入性植物种类# 多用白颜树% 麻楝等乡土树种$ 村落景观河段由于其大量的建

筑物构造活动# 人类活动最为频繁多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受城市化影响# 大量引进城市绿化树种# 往

往容易丧失地带性植物特征$ 乔木景观因其体量较大# 对整体植物景观风貌贡献最大# 建议将来的建设

中延续现有乔木景观风貌# 同时结合居民的审美需求# 适当增加观赏性灌木$ 在
)

种景观类型河段中#

人类活动对草本的影响都很小# 建议保持现状即可$

表
!

南沙河涌沿岸植物景观建设及骨干树种建议表

*+,-. ' /011.23456 57 849+84+6 :.1.3+3456 ;562380;3456 +6< ,+;=,56. 38.. 29.;4.2 46 >+62?+

河段景

观类型

植物主导

功能

植物种类

乔木 灌木 草本

村落 生态
"

美化
龙眼# 黄皮# 苹婆# 荔枝

!"#$%" $%"&'&("(

# 百香果
)*(("!

+,-.* '/0,"*

# 番石榴

三角梅# 米仔兰# 鸡

蛋花
香蕉# 非洲菊# 豆瓣绿

农业 生态

龙眼 # 苦楝 # 榔榆
1,20( 3*.4"+-,"*

# 小叶相思
56*6"*

6*'("*

# 菠萝蜜# 构树
7.-0((-&'#"* 3*38."+'.*

# 黄槐
9*(("*

(0.*##'&("(

# 落羽杉
:*;-/"02 /"(#"6%02

马缨丹# 木薯
香 蕉 # 小 驳 骨 # 绿 竹

<'&/.-6*,*2-3("( -,/%*2"

工业 防护
"

美化
白颜树# 麻楝

9%0=.*("* #*>0,*."(

# 凤凰木
<',-&"; .'?"*

#

木棉
7-2>*; 2*,*>*."602

# 白兰花
@"6%',"* *,>*

# 黄槐

马缨丹# 夹竹桃# 鸡

蛋花
),02'."* .0>.*

#

三角梅# 鹅掌柴

非洲菊# 豆瓣绿# 绿竹

%

结论与讨论

"#$

结论

调查河涌沿岸植物共计
'&

科
#!@

属
#%%

种$ 农业景观河段植物有
%(

科
(#

属
(A

种( 工业景观河段

植物有
!(

科
))

属
)'

种( 村落景观河段植物有
@%

科
##$

属
#)&

种$ 南沙河涌沿岸植物区系分布主要以

广义热带成分为主# 占比高达
A'B(CD

# 与区域气候条件相符$ 各景观类型河段植物区系分布均以广义

热带成分为主# 占比均达
A&D

以上$ 植物功能需求和人为利用方式差异导致不同景观类型河段的优势植

物组成产生差异$ 农业景观河段中# 龙眼% 黄皮% 菠萝蜜等食用型果树表现出显著优势$ 工业景观河段

中# 桉树% 柠檬桉等防护植物和小叶榄仁等城市绿化植物占有优势$ 村落景观河段中# 龙眼% 黄皮等食

用型果树和三角梅% 米仔兰等观赏型植物表现出显著优势$

)

种景观类型河段的植物多样性特征存在差

异# 植物丰富度% 多样性和均匀度从高到低均为村落景观河段% 农业景观河段% 工业景观河段$ 道路建

设和建筑物构造活动对南沙河涌沿岸植物多样性特征具有重要影响$ 道路建设活动!如
EF

"对农业景观

河段的植物多样性特征具有影响# 体现在乔木的丰富度上$ 建筑物构造活动!如
GH

和
GI

"对各景观类

型河段的植物多样性特征都有影响# 其中对农业景观河段的影响体现在乔木的多样性和均匀度上# 对工

业景观河段的影响体现在灌木的丰富度% 多样性和均匀度上# 对村落景观河段的影响体现在乔木和灌木

的丰富度和多样性上$

"%&

讨论

本次调查的样地均处于南沙区# 自然气候条件相对一致# 植物景观特征理应具有很高的相似性$ 但

从调查研究结果来看# 河涌沿岸植物景观特征存在差异# 其根本原因是沿岸景观类型不同# 说明河涌沿

岸植物景观特征是由于不同的人为利用方式和活动而出现分异$ 人类活动对植物多样性具有影响# 在自

然生态系统中# 人类活动干扰越小# 物种丰富度越高&

!@

'

$ 在半自然或人工生态系统中# 一定程度的人类

活动干扰# 使得植物丰富度增加&

!'!)"

'

$ 本研究中# 不同的景观类型河段# 人类活动程度和方式不同# 导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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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植物多样性特征产生差异" 相关研究#

##

$认为! 至道路距离越近% 植物多样性越高" 本研究结果与上述

学者观点一致% 农业景观河段% 道路建设活动对植物多样性有明显影响% 道路邻近度越高% 人类活动越

频繁% 乔木丰富度越高" 城市化所引起的人类活动对植物生长环境产生破坏% 植物多样性降低#

!$!!#

$

" 本

研究与上述学者的观点稍有不同% 选取了建筑物盖度和建筑物高度这
#

个受城市化影响较大的人类活动

因子% 分析其对植物多样性特征的影响" 结果表明! 建筑物盖度对各景观类型河段的植物多样性都具有

明显影响" 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 建筑物高度呈不断增加趋势% 人们的审美需求亦日渐提升" 在这样的

背景下% 人为活动愈加频繁% 植物多样性增加% 在村落景观河段的乔木丰富度和农业用地中的乔木多样

性和均匀度方面表现明显" 总的来看% 建筑物构造活动对河涌沿岸植物多样性特征的影响较道路建设活

动强% 这可能是由于工业景观河段和村落景观河段的道路已经相对较密% 故对植物多样性特征没有明显

影响"

道路建设活动是人类活动的显著标志#

##% !!!!&

$

%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 道路邻近度仅对农业景观河段的

植物多样性具有影响% 对工业景观河段和村落景观河段没有影响% 这可能与当前对植物多样性研究多集

中于相对自然的农村或城市郊区有关% 城市化程度相对较低% 因此% 道路建设活动是显著的人类活动标

志" 相比当前研究将距离城镇中心作为反映人类活动的标志#

!'!!"

$

% 本研究选用更为具体的建筑物构造活

动作为反映人类活动的标志% 并表现出较强的指示性" 因此% 在今后的研究中% 尤其是城市化程度相对

较高的地区% 建筑物构造活动可以被当作人类活动的显著标志% 而道路建设活动能否作为指标反映人类

活动还需结合研究区域实际情况进一步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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