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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于
!5#7

年
##"#!

月和
!5#*

年
6"0

月
!

个阶段对浙江景宁望东篛亚高山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进

行了系统全面调查和样方调查! 对望东篛亚高山湿地植物的生活型进行了统计分析! 以群系组为基本单位对该区

域的植被类型进行描述! 建立矢量模型对其分布格局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该区域植物共计
*#

科
#!!

属
#0!

种!

其中以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

&#/#58

&! 木本植物也占有较大比例'

!&/0!8

&( 该区域植被可划分为
!

个植被型组)山

地天然植被型组和沼泽湿地植被型组&!

7

个植被型"常绿针叶林植被型* 亚热带山地矮林植被型* 森林沼泽植被型

和草丛沼泽植被型&!

*

个群系组"黄山松
7-%#4 5&-8&%+%4-4

! 浙江红山茶
9&:+''-& '#;-<-44-:&

! 江南桤木
/'%#4 5$&!

=+;#'"4&

! 沼原草
>"'-%-"?4-4 *#-

! 芒
>-4;&%5*#4 4-%+%4-4

和华东草
@;-$?#4 A&$#-B&8+%4-4

&% 分析表明$ 区域植被的

分布表现出优势种较少* 盖度大! 外貌不整齐! 层片结构分化明显的群落学特征% 最后! 分析了湿地植被分布在

人为破坏前后的自我恢复变化过程及规律! 针对该区域湿地植被的恢复和保护提出了具体建议% 图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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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地球上
>

类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 独特的地域性使其明显区别于其他生态系统$ 湿地植被

是湿地生态系统的生产者# 在湿地生态系统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同类型的湿地植被其种类组成%

分布特征具有一定差异$ 随着湿地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湿地植被的研究也频见报道# 涵盖了

多种湿地类型的多个方面# 如河流湿地 !

#

"

% 湖泊湿地!

!

"

% 高原湿地!

>

"等# 亦有对区域性的湿地植被的研

究!

C

"

$ 然而# 高山湿地与亚高山湿地作为一种独特的湿地类型在近
!% +

来才逐渐受到关注# 其中浙江景

宁望东篛亚高山湿地更是如此$ 自
!%%#

年以来#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林业局等多家单位对景宁亚高

山湿地的自然资源进行了综合调查# 对其动植物多样性进行了研究!

D

"

# 提出了保护与恢复原生湿地树种

江南桤木
!"#$% &'()*+$",%(

林的诸多措施!

E

"

$ 此外# 有学者对景宁亚高山湿地的成因进行了研究# 指出

区域地貌过程% 气候变化和沉积作用共同塑造了景宁地区亚高山湿地群!

F

"

$ 望东篛亚高山湿地省级自然

保护区是浙江省批准建立的首个高山湿地保护区# 总面积
< <$C9G 7@

!

# 境内分布着望东篛% 见头篛%

茭白塘% 双桥圩% 白云坪% 畚斗团等省内罕见的典型的沼泽湿地# 其中以望东篛湿地为最# 生长着以江

南桤木为主要树种的独特的山地湿地生态系统# 是温州市最大的水系飞云江的源头和瓯江水系的发源地

之一# 为目前在浙江省发现的海拔最高的湿地# 被称为 &华东第一湿地'# 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 有

研究者对该区域的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价# 指出其生态安全处于一般状态# 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发生

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G

"

$ 本研究重点探讨该区域湿地植被的构成及分布格局# 并总结其恢复演替进程及规

律# 以期对当地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和实施依据# 尤其是对该区域独特的江南

桤木林及沼泽湿地的保护和恢复工作提出具体措施$

<

研究地区与方法

*+*

研究地概况

<9<9<

望东篛亚高山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景宁望东篛(俗称懵懂篛)亚高山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丽

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南部上标林场范围内(

!F"C"#""$%!F"CC&<$$H

#

<<$'>C&!G$%<<$">G&DC$I

)# 海拔

< >"" @

# 属洞宫山脉的罗山支脉$ 望东篛亚高山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占林场总面积的
DC9!J

#

是华东地区面积最大% 海拔最高% 发育最好的亚高山湿地# 可见独特的江南桤木林群落和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

$

"

$ 该保护区是飞云江水系的源头和瓯江水系的发源地之一# 属两江分水岭$ 据调查# 保护区内共

有维管植物
#FG

科
E$#

属
# CF!

种# 分别占浙江省科% 属% 种数的
FF9#J

#

D%9!J

#

>G9%J

# 其山地植被

以黄山松
-.#$% &(./(#*#%.%

林为主# 其湿地类型为省内罕见的山地沼泽湿地# 较典型的沼泽湿地主要有

望东篛% 见头篛% 茭白塘% 双桥圩% 白云坪% 畚斗团等
E

处# 总面积为
DC9! 7@

!

# 其中以望东篛面积最

大(

C% 7@

!

)# 且其以江南桤木组成湿地群落# 不仅在浙江绝无仅有# 在全国也十分罕见# 其生态地位非

常重要$

#9#9!

研究范围及概况 以景宁望东篛亚高山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内最为典型% 面积最大的望东篛亚高

山湿地区域的植被为研究对象# 范围以望东篛亚高山湿地的汇水区域的山脊线为界(防火带)# 总面积

$!9> 7@

!

$ 区域整体四周高# 中间低# 最高海拔为
# >DC9% @

# 最低海拔为
# !GF9D @

* 海拔
# !GF9D%# >%F9D @

的区域比较平缓# 为湿地的主要构成区# 整体地势由南向北平缓降低# 其中# 海拔
# !GF9D%# !$D9% @

区域坡度为
#"%>"

# 海拔
# !$D9%%# >%%9% @

区域坡度为
!"%>"

# 海拔
# >%%9%%# >%F9D @

区域坡度为
>"%

#C"

# 海拔
# >%F9D @

以上区域为山地# 坡度大于
#C"

# 中间平缓区域越靠近山地坡度越大$ 望东篛亚高

山湿地曾于
#$$F

年被作为农业用地进行开发# 湿地原生树种江南桤木被大量砍伐# 且于湿地中间开沟

排水# 在湿地范围内开垦种植# 致使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江南桤木森林群落的面积不断缩小# 湿地几

近消失$

!%%!

年实行 &退耕还湿'# 并成立望东篛县级亚高山湿地自然保护区# 望东篛亚高山湿地生态

系统逐步得到恢复$

!%%$

年成立景宁畲族自治县望东篛亚高山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望东篛亚高山

湿地的保护与恢复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 随着多项科研工作及保护工作的开展# 望东篛亚高山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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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张 龙等! 浙江景宁望东篛亚高山湿地植被构成及分布格局

湿地的生态系统的自然进化演替已趋于平衡" 亚高山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恢复面临新的问题#自然状

态下难以从面积上增加" 群落稳定性不能更进一步加强$亟需解决%

!"#

研究方法

于
#$%&

年
%%"%#

月和
#$%"

年
'"(

月对湿地野生植物进行了全面调查& 统计" 以群系组为基本单

位对其植被类型进行划分% 群系组是植被型和群系间的辅助单位" 以建群种亲缘关系相近" 群落外貌相

似为依据将相近的植物群系归纳为统一的群系组% 群落建群种的确定采用样方调查的方法% 具体如下!

将望东篛亚高山湿地划分为
#) * # #) *

的网格化区域" 对山地植被区采取随机抽样从中选取
#$

个样

地及对原湿地植被区每个网格地点内见到的每一种植物都进行采集" 记录物种名称& 全球定位系统

#

+,-

'信息& 多度信息% 同时记录其基本生境条件" 包括海拔& 坡向& 坡度& 群落高度& 分层情况等%

其中乔木树种记录其胸径& 高度& 冠幅以及根萌情况( 灌木树种记录株数& 高度& 盖度等( 草本植物和

藤本植物记录株数& 平均高度& 盖度等( 沉水植物记录水深和盖度% 建立矢量模型对不同的植被标记"

进行斑块化处理" 并计算其面积" 分析其分布格局%

#

结果与分析

#"!

望东垟亚高山湿地植物的生活型

植物的生活型指具有相似形态结构特征的植物群" 如乔木& 草本等等" 是不同分类学单位间对各种

环境的趋同适应现象% 根据统计分析" 望东篛亚高山湿地植物计
"%

科
%##

属
%(#

种)含种下等级'" 对

望东篛亚高山湿地植物的生活型进行统计划分可知#表
%

'! 该湿地植物以草本植物为主" 占总数的

"#.$/0

% 草本植物在望东篛亚高山湿地植被中占优势 " 木本植物较少 " 但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

#).(#0

'" 其中落叶灌木最多#

%$.//0

'" 其次为落叶乔木#

".)/0

'" 其中以江南桤木组成的湿地群落面

积最大" 也最为独特% 草本植物中又以多年生草本为主#

)%.%$0

'" 多年生草本可以通过地下茎度过低温

等不良环境% 另外
%

年生植物#

%$.//0

'和藤本植物也占有一定比例#

%#.$/0

'%

表
!

望东垟亚高山湿地植物的生活型
12345 % 672489:9 ;< =>5 ?:<<5@57= 4:<5 <;@*9 ;< A427=9 :7 B27C?;7C827C -D324A:75 B5=427?

生活型 种数 占总种数比值
E0

生活型 种数 占总种数比值
E0

常绿乔木
%$ ).&/

多年生草本
/! )%.%$

落叶乔木
%# ".)/ %

年生草本
#$ %$.//

常绿灌木
) #.')

藤本
## %#.$/

落叶灌木
#$ %$.//

总计
%(# %$$.$$

#"#

望东垟亚高山湿地的植被类型

经调查统计" 根据*中国植被+和*中国湿地植被+关于植被的 ,外貌-生态学. 分类法" 望东篛亚高

山湿地植被可划分为
#

个植被型组&

&

个植被型和
"

个群系组% 具体情况如下%

#.#.%

山地天然植被型组 )

!

'常绿针叶林植被型%

"

黄山松群系组)

F;@*. !"#$% &'"()#*#%"%

'% 黄山松

林分布于海拔
% !$'.$ *

以上的山坡面" 面积约
'!.! >*

#

% 样地设在望东篛海拔
% !)$ *

的东南坡" 坡

度
%)$

" 立地条件较好% 树高
'%%# *

" 胸径
%#%#& G*

" 郁闭度
$.(

" 黄山松占绝对优势" 盖度
/$.#!&

"

伴生种有木荷
+,-".) %$/*01)

( 灌木层有三花冬青
23*4 &0"5360'

" 映山红
7-6868*#806# %".%""

" 毛果南烛

9:6#") 6;)3"563") H2@. -*1*,)0/)

" 薄叶山矾
+:./36,6% )#6.)3)

" 东方古柯
<0:&-064:3$. =$#&-")#$.

" 鹿角

杜鹃
>-6868*#806# 3)&6$,-*)*

等% )

#

'亚热带山地矮林植被型%

$

浙江红山茶群系组)

F;@*. ?).*33") 3$!

,"8"%%".)

'% 位于望东篛沼泽湿地两侧海拔
% #/).$%% !$'.$ *

的缓坡" 面积约
).) >*

#

% 树高
!%) *

" 多

分枝" 树冠近球形" 郁闭度
$./

% 主要伴生树种有江南桤木
@3#$% &0'1*,$36%'

" 湖北海棠
A)3$% -$/*-*#!

%"%

" 翅柃
<$0:) )3)&)

" 映山红" 华山矾
+:./36,6% ,-"#*%"%

" 下江忍冬
96#",*0) .68*%&)

等%

#.#.#

沼泽湿地植被型组 )

!

'森林沼泽植被型%

%

江南桤木群系组)

F;@*. @3#$% &0)1*,$36%)

'% 该群落

分布于望东篛北侧海拔
% #('.)%% !$$.$ *

的沼泽地中" 面积约
&.' >*

#

" 其中密林约
%.) >*

#

" 疏林约

!.# >*

#

% 江南桤木占绝对优势" 从北到南由密变疏" 平均树高
( *

" 胸径
)%%" G*

" 郁闭度
$.(

" 萌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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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幼苗更新良好" 伴生树种有湖北海棠! 华山矾! 硬毛冬青
!"#$ %#&&'('

# 灌木层有浙江红山茶! 腺毛

莓
)*+*% ',-./01/&*%

! 掌叶覆盆子
)*+*% 213.433

! 翅柃! 蜡子树
534*%(&*6 6/""32*"*6

! 庭藤
7.,34/8-&'

,-2/&'

! 中国绣球
9:,&'.4-' 213.-.%3%

! 下江忍冬 ! 水竹
;1:""/%('21:% 1-(-&/2"','

! 饭汤子
<3+*&6*6

%-(34-&*6

! 红果山胡椒
=3.,-&' -&:(1&/2'&0'

! 三花悬钩子
)*+*% (&3'.(1*%

等! 盖度
&%"

# 草本层十分发

达! 种类有鼠尾草
>'"?3' @'0/.32'

! 假耳草
A-'./(3% 3.4&'('

! 华东草
>23&0*% B'&*3C'D-.%3%

! 日本金星蕨

;'&'(1-":0(-&3% @'0/.32'

! 野慈姑
>'43(('&3' (&38/"3'

! 萱草
9-6-&/2'""3% 8*"?'

! 紫萁
E%6*.,' @'0/.32'

! 牯岭

藜芦
<-&'(&*6 %213.,"-&3

! 萤蔺
>23&0*% @*.2/3,-%

! 落新妇
F%(3"+- 213.-.%3%

! 星花灯心草
G*.2*% ,3'%(&/!

01'.(1*%

! 山梗菜
5/+-"3' %-%%3"38/"3'

! 隔山香
H%(-&32*6 23(&3/,/&'

! 江西马先蒿
I-,32*"'&3% B3'.4%3-.%3%

!

星宿菜
5:%36'213' 8/&(*.-3

! 南山堇菜
<3/"' 21'-&/01:""/3,-%

! 獐牙菜
>D-&(3' +36'2*"'('

等! 盖度
$'"

#

藤本植物有羊乳
J/,/./0%3% "'.2-/"'('

! 香花崖豆藤
KL""-&:L ,3-"%3L.L

! 三叶木通
FB-+3L (&38/"3L(L

! 白背

牛尾菜
M63"'$ .300/.32'

! 牯岭勾儿茶
N-&21-63' B*"3.4-.%3%

! 野蔷薇
O/%' 6*"(38"/&'

! 乌蔹莓
K':&'(3'

@'0/.32'

! 大叶乌蔹莓
K':&'(3' /"34/2'&0'

! 长序鸡屎藤
;'-,-&3' 2'?'"-&3-'

! 蔓胡颓子
P"'-'4.*% 4"'+&'

和

尖叶薯蓣
Q3/%2/&-' @'0/.32'

等" $

!

%草丛沼泽植被型&

"

沼原草群系组$

()*+, R/"3.3' @'0/.32'

%& 该群落

分布于望东篛沼泽湿地中! 面积约
-,. /+

!

& 总盖度
$'"

! 沼原草为单优势种! 盖度
0""

! 高度
",&#",0

+

& 伴生植物主要有芒
R3%2'.(1*% %3.-.%3%

! 圆锥绣球
9:,&'.4-' 0'.32*"'('

! 腺毛莓! 山梗菜! 五岭龙

胆! 萱草! 挖耳草
S(&32*"'&3' +383,'

! 隔山香! 獐牙菜和鼠尾草等&

#

芒群系组$

()*+, R3%2'.(1*% %3.-.!

%3%

%& 该群落分布于望东篛沼泽湿地中& 群落面积较大! 约
0,. /+

!

! 总盖度
1"""

! 芒占据绝对优势!

盖度
.""

! 高
1,! +

! 外貌整齐! 夏秋时节! 白茫茫花序如雪覆盖! 蔚为壮观& 伴生植物主要有沼原草

R/"3.3/0%3% 1*3

! 圆锥绣球 ! 箭叶蓼
I/":4/.*6 %3-+/",33

! 山梗菜 ! 石松
=:2/0/,3*6 @'0/.32*6

! 牡蒿

T&(-63%3' @'0/.32'

和五岭龙胆
U-.(3'.' ,'?3,33

等&

$

华东草群系组$

()*+, M23&0*% B'&*3C'D-.%3%

%& 该

群落分布于望东篛沼泽湿地中! 面积约
!,1 /+

!

& 群落总盖度
1"""

! 以华东草占优势! 盖度
&""

! 高

",& +

& 伴生植物主要有黄连花
=:%36'213' ,'?*&32'

! 沼原草! 芒! 五岭龙胆! 矮蒿
F&(-63%3' "'.2-'

! 革

命菜
U:.*&' 2&-03,3/3,-%

等&

!"#

望东垟亚高山湿地植被的分布格局与演替过程

望东篛亚高山湿地植被分布格局与生境关系密切! 同时受到了强烈的人为干扰& 如图
1

所示' 在未

受到人为破坏前$

1$$&

年之前%! 主要是经过长期的自然演替形成较稳定的亚高山湿地群落! 四周山坡

以常绿针叶林为主! 平缓湿地区域以落叶阔叶林湿地和高草湿地为主# 经过挖沟排水! 平整土地! 开垦

种植后$

1$$.

年%! 湿地几近消失! 江南桤木林大面积遭砍伐# 直到
!""!

年 (退耕还湿) 后! 在人为局

部促进自然恢复下! 从规模上得到一定的恢复! 逐步形成现有的亚高山湿地植被群落"

图
1

植被分布与演替过程示意图

(234*5 1 65357872)9 :2;7*2<472)9 89: ;4==5;;2)9 >*)=5;;

!""!

年至今*现状%

1$$.

年开垦后
1$$&

年之前 中远期恢复目标

'"?



第
!"

卷第
!

期 张 龙等! 浙江景宁望东篛亚高山湿地植被构成及分布格局

!

讨论

!"#

望东垟亚高山湿地植被在不同时期的演替过程分析

#$$"

年之前" 山地植被以黄山松林为主体" 总面积为
%!&' ()

*

" 其中四周山坡面积为
%!&+ ()

*

" 中

间平缓区域的
*

个小山包为
+&' ()

*

# 湿地植被总面积为
#'&, ()

*

" 以江南桤木林和芒群落为主体" 自北

向南呈密林$疏林$草甸渐变分布%

#$$%

年开垦后" 由于 &丰' 字型排水网" 整体地表( 地下水位下降" 原来湿地生境格局被打破"

大面积湿地变为耕地)

##&, ()

*

*" 仅北部保留
#&, ()

*的江南桤木林" 四周坡脚原季节性湿地开始逐步退

化" 湿生植物逐渐被旱生植物)杂灌为主*( 中生植物)草本为主*等替代" 原湿地地下水位较低区域逐渐

有旱生植物)灌丛( 水竹为主*等陆生物种入侵蔓延%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湖北神农架林区大九湖亚高山

湿地+

#+

,

%

*++*

年逐步恢复至今)

*+#"

年*" 随着生产活动的停止" 人为局部促进" &丰' 字型排水网局部产

生淤积" 局部地下水位升高" 湿地生境得到一定恢复" 湿地植被群落也逐步自我恢复% 至
*+#"

年" 江

南桤木疏林面积增至
!&# ()

*

" 沼泽湿地及湿生植被范围进一步南延" 湿地面积达到了
#,&! ()

*

% 由于四

周坡脚及地下水位较低区域生境未改变" 旱生植物)杂灌为主*( 中生植物)草本为主*等已形成较稳定群

落" 特别是水竹面积已达到
+&' ()

*

" 与湿地植被已形成一定竞争关系" 进一步压缩水生植物的自我恢复

空间%

!"$

望东垟亚高山湿地植被恢复措施的建议

从
#$$""*+#"

年望东篛亚高山湿地植被的演替过程来看" 该区域的地形( 海拔( 降水等自然因素有

利于亚高山湿地植被的恢复与形成% 水网分布及地下水位高低对湿地植被的分布格局具有决定作用" 因

此应当加强区域水分变化的监测" 为湿地生境的营造或保护提供数据支撑%

位于北侧的江南桤木林一直未被其他物种入侵" 说明该区域的江南桤木林群落及沼生群落结构稳

定" 具有区域代表性" 其群落的物种构成及相互关系等是区域湿地植被恢复的理想模板%

四周区域的黄山松林群落具有长期稳定性" 四周坡脚及地下水位较低区域的旱生植物与中生植物具

有竞争关系% 该阶段的湿地植被演替过程大致为前期的中生植物自我恢复和旱生植物逐渐蔓延自发拓展

生长空间的独立阶段" 直到发展到两者后期的竞争阶段% 有学者指出" 自然湿地向人工湿地的转变在地

区和全球尺度上都会产生深刻的生态影响+

##

,

" 因此湿地植被的修复可以从空间上给予一定的人工干预促

进" 但也应注意把握尺度%

湿地植被恢复可以从部分旱生植物控制)重点控制水竹*( 地下水位调节)促进原沼生( 湿生生境形

成*( 水量存续期等方面采取生态措施" 中远期目标实现江南桤木林增加" 沼泽湿地面积逐步增加" 湿

生植被面积增加并趋于稳定" 原四周山脚湿地退化区域有逐渐恢复的可能% 同时" 除水竹之外的其他外

来植物的入侵对湿地植被也有较大的影响% 湿地是极易被入侵的一种生境+

#*

,

" 因为本地物种往往无法耐

受和抵御入侵种)尤其是洲际入侵种*分泌的化感物质 +

#!

,

" 因此植被恢复的同时需注意防止外来物种的

入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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