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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完 了浙江省安吉龙王山和遂昌九龙山 的鹤掌袱群落
。

在龙王山
，
鹤掌袱

一青钱柳
一�金榆群落的空间结构分为乔木层和灌木层 两 层

。

鹅 掌 袱 的 重 要 值 达

��
。
��

，
列各树种之冠

。

该群落的 多样性指数�刀�为�
。
��� �，

生态 优 势 度 ���为

�
。

���
，
物种均匀度��� 为��

�

��
，
群落均匀度����为 ��

。
���

，
群落相时较稳定

。

在九龙山
，
鹤掌袱

一多脉青冈一连蕊茶群落的空间结构分为上层乔木
、

中层乔木和灌

木层 �层
。

鹅掌袱的重要位为��
。
��

，
列乔木树种第 �位

。

该群落相应的数量指标

分别是
� � 为�

�

����，
�为�

�

���， �为��
。
���

，
�� 为 ��

�

���
，
群落 相时较不稳

定
。

最后讨论 了鹤掌袱林和该树种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问题
。

关健词 鹅掌橄， 群落， 生态结构， 浙江

中图分类号 ����
。
���

迄今
，
尚未见到专门论述以鹅掌揪���万����击�� ‘������。 �为中心的群落结构的报道

，
但

在有关植被的论著中涉及到鹅掌揪群系 【 ’ 一 “ �。 作为一种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
鹅掌揪虽然有较

大的地理分布范围
，
但群体一般很小

，
散生在群落中�

毛�
。

浙江是鹅掌揪分布较多的地区之一

其中又以浙南庆元和遂昌一带
，
以及浙北安吉一带分布更集中

。

� 自然概况

龙王山位于��
�
��

，
�

， ���
�

��
，
�

，
地处浙北天 目山中段

，
主峰海拔����

�

��
。

���麓 年

平均气温��
�

�℃ ，

年降水量约��。 。
�

���
。

主要土壤类型有山地黄壤和山地棕黄壤
。

鹅掌揪

林分布在海拔���、 �����
。

它主要起源于����年砍伐后的萌芽更新 〔 ‘�， 部分个体来源 于种

子补充更新
。

九龙山位于��
�

��
’
�

， ���
�

��
’
�

，
地处浙南遂昌县境内

，
属武夷山系

，
主峰海拔����

�

�

�
。

年平均气温 ��
�

����
�

�℃ ，
年降水量 �。 。 。 �

����。 。
�

���
。

主要有黄壤和黄棕壤等土

类
。

鹅掌揪群落主要分布在耐荫坑海拔约�����处
，
受人为干扰较轻

，
系自然演潜的结果

。

收稿 �期
� ����一�一�。 ， 修改稿收到 日期

� ����
一

��
一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期 方炎明等
�

浙江龙王山和九龙山鹅掌揪群落研究

� 研究方法

�
�

� 调查与取样

���������年
，
作者数次赴龙王山及九龙山调查

。

鹅掌揪样地及其主要参数如下
�
安吉

龙王山马峰庵样地
，
海拔�����

，
坡向北偏西��

。 ，
样地面积 ����

�，
样方大小��� � ���

。

遂昌九龙山耐荫坑样地
，
海拔�����

，
坡向北偏东�。

。 ，
样方 大 小��� � ���

，
样 地 面 积

�����
�。

调查方法采用相邻格子法 【“ �。 测量胸径�
�

��� 以上的个体
，
用坐标纸标记 所 有个体在

样方中的位置
。
�

�

��� �不包括�
�

����以下的个体只计株数
。

�
�

� 分析方法

用相邻格子法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
。

�
。
�

。
� 重要值

重要值���� 〔相对频度���� 相对显著度���〕��
相对显著度���� �某种群胸高断面积之和�所有种群胸高断面积之和�� ����

�
�

�
�

� �������一

������ 多样性指数�“ 一��

� � �
。
���〔��� 一 �����习�‘

�� � ‘
�

其中
� �为多样性指数

，
�为样地乔灌木个体总数

， �‘
为种 �的个体数

， 。 ，� �
，
�， … ，

�，
�为物种数

。

���
。
� 物种均匀度〔卜，�

�� ���一 口��� 一 ��� �夕�� � ���〕�习�，
��

‘ 一 ��

其中
� ，为物种均匀度

，
�和 �‘

的意义同前
，
口为�被 �整除后的余数

， �
为整除的最大商

值
，
口� � 一 ��

， � � �� 一 口���
，
���夕簇��

。

�
�

�
�

� 多样性指数���

� � 一 习���
‘
������

� �

����

其中
�
�为多样性指数

，
其余符号同前

。

�
�

�
�

� 生态优势度���

�，� 习��
‘
�，

‘ 一 ������ 一 ���

其中
� �，

为生态优势度
，
其余符号同前

。

生态优势度也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
�

��� 习�
� �

���
“

其中
� �为所有个体的重要值

， ��

为第 ‘ 种的重要值
， 。 ，� �

，
�

， … ，
�

，
�为物种总数

。

�
。
�

�

� 群 落均匀度���

��� ����� 一 �����习� ‘
���� � ‘

�〕八���� 一���������一口���� � � 口�� � ������� � ��〕�
其中

� ��为群落均匀度
，
其余符号同前

。

�
。
�

结果与分析

群落的组成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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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王山马峰庵
，
鹅掌揪与青钱柳��百��������� ����盯���等��种主要乔木灌木树种组成

群落�表 ��
，

多数为落叶阔叶树
。

群落上层为鹅掌揪和青钱 柳 等
，
高 度 ������

，
盖度约

�
�

��
。

下层为千金 榆 ��������� ������� ���
�
�几��������和山胡椒皇���

����� �������等
，
高

度 �一 �川
，
盖度�

�

��
。

根据重要值
，
将该群落命名为龙王山马峰庵鹅掌揪一青钱柳一千金榆

群落
。

鹅掌揪在群落中处于优势种地位
。

鹅掌揪不仅在龙王山马峰庵与青钱柳和千金榆组成群落
，
而且也在龙王山仙人桥与其他

树种组成群落
。

自然保护区的所在地石坞 口
，

是马峰庵溪和千亩田溪的汇合点
。

沿千亩田溪

而上至仙人桥
，
还有一片鹅掌揪林

。

据调查
，
主要伴生种有

�

枫香 ����心
‘
励盯 ���二������

、

青钱柳
、

华东野核桃 �������� �����，������
、

小叶白辛树 ��������，��� ��摺��
����

、

豹皮樟

��众��� ������� ���
� ���������

、

香概�������� ��������
、

香槐�����
������ 留��������和械属

����，�数种
。

在九龙山耐荫坑
，
鹅掌揪与多脉青冈等��种主要乔灌木树种组成群落�表 ��

，
常绿成分

��种
，
落叶树种有 �种

。

上层乔木是鹅掌揪
、

中华械���
�， ���������

、

那锻������ ��������和

中华石楠 ����忿���� ��������艺����等
，

高度 ������， 中 层乔木是多脉青冈�������������
�

���� ，“ �公��������
、

小叶白辛树和珊瑚朴������� �������
��

，
高������

，
乔木层总盖度 �

�

���

表 � 龙王山马峰庵鹅掌揪
一青钱 表 � 九龙山耐荫坑鹅掌揪一多脉

柳一千金愉群落的特征值 青冈一连蕊茶群落的特征值

����� � �������������� ������� ���
�

����� � �������������� ������� ���
�

�人��� 。 �� 一

�梦������，� 夕��‘“ �“ �一 �人‘。 �界��一�，���������尹��� 爪 。 �
�

���尸����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树 种

相对多

度��

相对频

度��

相对显

著度��

重要值

��
树 种

相对频

度�写

相对显

著度��

鹅 掌 揪

钱 柳

内��口�人︸勺神��口厅‘﹄﹄，二护口一廿月，几�����������了习��乙么

�山�，且
。

香

东 樱

目 朴

荷

层 自 玉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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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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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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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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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乔

木

多脉青 冈

中 华 械

鹅 掌 揪

中华石楠

鄂 极

小叶白辛树

珊 瑚 朴

黄 山木兰

多花泡花树

莽 草

框 树

相对多

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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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要值

��

��
�

�

��
。

�

��
�

�

青化华天木

乔木

树椒茎

千灯

，人�
山 胡

紫

��
�

��
�

灌木层

祖木层

雷公鹅耳杨 �
�

�

注 �
化香�����夕����� �亡�����������

，
华东樱���“ �

，��� ����‘��‘����
，
木荷���人�

。 �� ��夕口����
，
白

玉兰��
��” ��‘� ��，��孟�����

，
青冈栋��，�����

�

�� ” �夕��� ��� “ ���
，
紫茎���

〔，切 “ ���� ����尸月����
，

雷公鹅耳橱����尸��，‘� �
，

�，��，‘�“ �

连 蕊 茶

常绿叶英蓬

浙江红花油茶

豹 皮 樟

拎 二�‘

华东木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
黄山木兰��

�夕刀��苦� �����’” ������， 多花泡花树

�八���‘��爪一 二，，·

‘���几��， 拎木���‘�夕� �。 尹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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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灌木是常绿树种常绿叶荚速��钻���哪
��
仰

�，” ������和连蕊茶 ���附���
� ���������

，
高

�� ��
，
盖度�

�

��
。

根据树种在群落中的地位和重要值
，
确定多脉青冈

、

中华械
、

鹅掌揪
、

连蕊茶和常绿叶荚蓬为优势种群
。

而将该群落命名为九龙山耐荫坑鹅掌揪一多脉 青 冈“ 连 蕊

茶群落
。

鹅掌揪在该群落中的优势不太明显
。

该群落的组成和结构显然比龙王山马峰庵鹅掌

揪一青钱柳
一
千金榆群落更复杂

。

从多度来看
，
在龙王山鹅掌揪群落中

，
该种的多度高于北美的 ���������� 山脉的原始

林中北美鹅掌揪的相对多度��
�

����
�

����
‘ 。 】， 而九龙山群落中鹅掌揪的多度略低于此值

。

�
�

� 物种多样性

根据 �������一

������ 多样性指数计算的结果如表 �
。

龙王山马峰庵鹅掌揪二青钱柳一千

金榆群落的多样性指数 � 二 �
�

����� 九龙山耐荫坑鹅掌揪
一
多脉青冈一连蕊茶群落 相 应 的�

� �
�

����
。

因此
，
两群落差异不大

。

根据�多样性指数计算的结果�表 ��如下
�
龙王山马峰

庵的多样性指数� 二 �
�

��� �� 而九龙山耐荫坑的相应指标� � �
�

����
。

因此
，
两 群 落差异

也不大
。

表 � 几个群落的数量特征

����� � �������������� ������� �� ��������� ���� ������

多 样 性 指 数
群 落

�

一一
�

一

—
一一一

�

一�
�

位 �位

�浙江龙王 山鹅 掌 揪场牙 �
�

���� �
�

����

钱柳
一
千金榆群落

�浙江九龙山鹅 掌 揪
一

多 �
�

���� �
�

����

脉青冈
一
连蕊茶群落

�鼎湖山马尾松
一

荷木
一

锥 �
�

��� 。

栋群落

�莽���常绿
一

落叶 阔 叶林 �
�

����

�福建三明瓦坑赤枝拷林 �
�

����

‘ 广东鼎湖山厚壳桂群落 �
�

������
�

���� �
�

�鼎湖山针阔混交林 �
�

������
�

�����
�

生 态 优 势 度
��� ���� 测 定 者

�
�

����

�
。

�
�

��� ��
�

�� ��
�

�� 方炎明
， ����

�
�

���� �
�

��� ��
�

�� ��
�

�� 方炎明
， ����

�
�

��� ��
�

�� 彭少麟等
， ����

�
�

��� ��
�

��

��
�

��

��
�

��

�
�

������
�

�����
�

彭少麟等
， ����

林 鹏等
， ����

王伯荪等
， ����

彭少麟等
， ����

�表示两篇文献的数字

�
�

� 物种均匀度和生态优势度

对于龙王山马峰庵鹅掌揪
一
青钱柳一千金榆群落

，
口� �

， � � �
，
物种均匀度 �二 ��

�

��
，
生

态优势度 �
，� 。 �

����
。

对于九龙山耐荫坑鹅掌揪
一
多脉青冈一连 蕊茶群落

，
口� �

， “ 二 � ，

物种均匀度 �二 ��
�

���
，
生态优势度 ��� �

�

����
。

� 讨论与结论

�
�

� 几个鹅掌掀群落的比较分析

将本文调查测定的鹅掌揪群落与贵州黎平乌嘎冲鹅掌揪
一枫 香一香 叶 子 �石����� ����，

�

�。 ��一楼梯草�刀�以。����� �������，����群落进行比较分析
。

首先
，
几个群落有相似甚至相同的伴生树种

。

落叶树种以枫香属��玄���’ ��励���
、

械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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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种类
、
四照花属��������和山胡椒属�瓜������最为常 见

。

例 如
，
枫 香和灯 台 树 ���，���

‘��汀。������出现于浙江龙王山和贵州黎平两地
。

在械属中
，
龙王山有械树数种

，
浙江九龙山

有中华械
，
黎平乌嘎冲有五角枫� 在山胡椒属中

，
龙王山有山胡椒

，
黎平有香叶子���

。

从这

些共同的伴生树种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
鹅掌揪与这些种有长期的共存关系

，
必然也有某些相

似的生态适应性
。

枫香是喜光树种
，
往往是亚热带顶极群落遭破坏后次生演替的先锋树种

，
对

光照条件要求高� 而械树类则更喜湿润气候
。

由此推论
�
鹅掌揪是喜光喜湿的树种

。

几个群落相似的伴生树种中
，
有一些常绿成分

，
最典型的是山茶属 ���姗����� 和木姜子

属���’�����
。

例如
，
在木姜子属中

，
龙王山和九龙山都有豹皮樟� 黎平乌嘎冲虽 然无木姜子

属常绿种类
，
但有同科的润楠������’ ��� �������印��等

。
在山茶属中

，
黎 平乌 嘎 冲 有 油茶

��������� ������，��� 九龙山则有连蕊茶和浙江红花油茶��
� ‘��������������

。

上述植物几乎

可以当作酸性土壤的指示植物
。

由此推论
�
鹅掌揪喜酸性土壤

。

第二
，
鹅掌揪在群落中一般处于上层木地位

。

不论在多优势种群落�龙王山
、

九龙山和乌

嘎冲的鹅掌揪群落�中
，
还是在单优势种群落中�贵州松桃北寨鹅掌揪

一油茶群 落〔川�
，
不，论

与落叶树种伴生
，
还是与常绿树种伴生

，
鹅掌揪在群落中都位于上层木地位

，
平均胸径最大

，

林下一般无幼苗
。

由此推论
�

鹅掌揪要么最早占领该地域
，
要么生长速度超过其伴生种

。

林

下无幼苗表明
�
种子生活力低

，
或幼苗在遮荫条件下不能成长

。

综合起来考虑
，
鹅掌揪不可

能出现在顶极群落中
，
而应出现在群落演替系列的初期和中期

。

它属于拓殖性种群〔 ‘��，难 以

在母树周围补充更新
，
而必须迁移到光照条件好的立地上更新

。

这与北美鹅掌揪 的 情 况 类

似�‘ “�
。

第三
，
关于鹅掌揪群落的代表性

。

由于鹅掌揪主要分布在中亚热带�
‘ 】， 而鹅掌揪群落在

中亚热带东部和西部均有出现
，

群落的组成方面
，
反映出伴生树种的相似性和东西部树种替

代性 � 群落结构方面
，
鹅掌揪均处于群落上层木地位

。

因此
，
鹅掌揪群落有一定的代表性

，

可将其列为中亚热带落叶阔叶林的一个群系����

�
。
� 鹅掌揪群落与非鹅掌揪群落的比较

从物种多样性指数�表 ��看
，
鹅掌揪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低于常绿阔叶林

。

龙王山马

峰庵鹅掌揪群落
，
� 二 �

�

��� �� 九龙山耐荫坑鹅掌揪群落
，
� 二 �

�

����� 福建三明瓦坑赤枝

拷林
，
刀 � �

�

���� �广东鼎湖山厚壳桂群落
，
� � �

。
��� �

。

但是
，
鹅掌揪群落的 物种 多样性

指数高于某些常绿
一
落叶阔叶林�莽山常绿

一
落叶阔叶林

，
� � �

�

�����
，
也略高于 针 阔 混交

林�鼎湖山马尾松一荷木于锥栋群落
，
� � �

�

����� 鼎湖山针阔混 交 林
，
� � �

�

��� ��
。

这些

数据说明了保护鹅掌揪群落对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积极意义
。

从生态优势度�表 ��来看
，
龙王山和九龙山两地的鹅掌揪群落的生态优势度

，
近似于南

亚热带针阔混交林��� �
�

����和 �� �
。
�����

，
高于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 。 。

�����
，

而低于针叶林��� �
�

�����
。

从物种均匀度和群落均匀度�表 ��来分析
，
龙王山和九龙山的物种均匀度高于赤枝拷林

�， � ��
�

������和厚壳桂群落�� � ��
�

������
。

同样地
，
龙王山和九龙山的群落均匀度也

高于马尾松
一
荷木

一锥栋群落���� ��
�

����和常绿
一
落叶阔叶林��

�� ��
�

����
。

综合各指标
，
鹅掌揪群落的数量特征接近于亚热带针阔混交林

，
但对于不同地点的鹅掌

揪群落必须作具体分析
。

对于龙王山马峰庵鹅掌揪三青钱柳三千金榆群落
，
物种多 样 性 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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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中等值
，
物种和群落均匀度都达到比较高的数值

，
表明该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不会再明显

提高
。

因为物种均匀度高
，
则多样性占最高多样性的程度也高

。

预测群落中种群的侵入与迁

出事件不会频繁发生
，
群落能够维持一定时期的稳定性

。

对于九龙山耐荫坑鹅掌揪
一
多 脉 青

冈一连蕊茶群落
，
虽然多样性指数接近龙王山鹅掌揪群落

，
但物种均匀度更低

，
多样性 还 能

大大提高
。
预测群落中树种的替代必然发生

，
尤其是常绿树种很易侵入

。

这对鹅掌揪种群极

为不利
。

因此
，
该群落是不稳定的

。

�
�

� 保护利用对策

根据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原则
，
拟从基因

、

物种和生态系统 �个层次上加以保护
。

龙王山

和九龙山两地的鹅掌揪群落各有特点
，
前者宜从群落水平上进行保护

，
后者着重从个体水平

上进行保护
。

在保护手段上
，
可以在自然保护区划定保护的群落面积和标记特定的个体

，
同

时收集种子
，
在保护区内就地繁殖

，
在有关植物园和树木园异地繁殖

。

同时建议在保护区建

立鹅掌揪保护管理数据资料库
。

在保护的基础上
，
鹅掌揪的开发利用具有乐观的前景

。

该树种冠形优美
，
夏绿可遮荫

，

冬季落叶透光
，
宜作行道树和公路绿化树种栽培

。

又因其木材纹理交错
，
结构均匀

，
材质轻

软
，
可作胶合板

、

纸浆
、

家具和室内装饰等工业用材�
‘摇�。 因此

，
可以在加强保护的基 础 上

采取必要的育种措施和定向培育措施
，
开发观赏苗木

，
营造用材林

。

致谢 本文得到朱政德教授指导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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