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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样地法和无样地法 , 结合树干解析 , 调查分析了杭州灵隐 30年生木荷常

绿阔叶林的林分特征 。结果表明 , 该群落的层次发育较完整 , 木荷等部分优势树种

的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 , 存在着被其他树种替代的可能性 , 但由于影响群落演替

趋势的诸多因素之综合作用 , 使得该群落的种类组成能够保持相对稳定。乔木层株

数随胸径分布呈现截尾正态分布。不同径级的木荷具有大致相同的树高 , 表现出同

龄林的特征 , 说明群落的结构还将继续变化 。优势树种的高生长峰值年龄出现在 8

～ 12 a , 胸径平均生长和材积平均生长高峰尚未出现 , 群落处于旺盛生长阶段 。图

1表 3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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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绿阔叶林是我国中亚热带的地带性植被。杭州西湖山区经长期封山保护 , 发育着较大

面积的常绿阔叶林 , 其中以五云山和灵隐一带发育最为典型。随着森林生态功能之重要性被

人们逐渐认识 , 常绿阔叶林在改善和维护中亚热带生态环境中的作用和地位被日益重视 。为

此 , 我们在定位观测基础上结合临时样地调查 , 逐步整理发表了杭州常绿阔叶林的生物量 、

枯落物动态 、水文生态和物质循环等论文
[ 1 ～ 3]

。本文从群落学角度分析其林分特征。

1　林分概况及研究方法

调查地点设在杭州灵隐寺后面北高峰南坡山腰处。群落的优势种为木荷(Schina

superba)、 米槠(Castanopsis carlessii)、 青冈栎(Cyclobalanpsis glauca)和细叶香桂(Cinnamomum

subarenium), 构成共建种。下木层的种类主要有建群种的幼树和细齿叶柃(Eurya nitida)等常

绿灌木。



在林内设置调查样地 4个 , 并以无样地法作补充。在每个样地内划分若干小样地 , 调查

每木胸径 、树高 、枝下高和冠幅等 , 取得各个调查因子平均数估计值。以此选择标准木 , 以

1 m 为区分段 , 2 a 为龄阶作树干解析 , 用以分析生长过程 。

2　林分结构特征

2.1　层次结构

杭州灵隐的木荷林是西湖山区发育比较典型的次生林 , 虽然林木层中亚层分化较复杂 ,

但仍可分为2个亚层 。林木层 、 下木层 、 草本层和活地被层则比较明显。在林木层的 2个亚

层中 , 第 Ⅰ亚层即为群落的主林层 , 林木个体较高大整齐 , 平均高 8.5 m , 枝下高 5.4 m ,

胸径 13.1 cm , 郁闭度 0.7 ～ 0.8;第Ⅱ亚层为演替层 , 树木高低相差较大 , 平均高度 4.2 m ,

枝下高 2.3 m , 胸径 4.8 cm , 郁闭度在 0.5 ～ 0.6之间 , 主要有细叶香桂 、老鼠矢(Symplocos

stellaris)、冬青(Ilex purpurea)和花榈木(Ormosia henryi)等较矮小的树种及年幼的第 Ⅰ亚层树

种。各测树因子值见表 1。

表 1　木荷常绿阔叶林测树因子值
Table 1　Stat isti cal data on tree factors in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in Hangzhou

林层
林木层密度/

(株·hm-2)

濒死枯木比例

/ %

平均树高

/m

平均胸径

/m

平均枝下高

/m

蓄积量/

(m3·hm-2)

主林层 1 286 0 8.5 13.1 5.4 65.4

演替层 1 118 0 4.1 4.8 2.4 3.8

全林 2 404 13.2 6.3 9.0 3.9 69.2

2.2　年龄结构

群落的年龄结构不仅反映了构成群落世代的复杂性 , 而且反映着群落的发展变化趋势 。

根据立木级 (Ⅰ级幼苗 , 高度 33 cm 以下;Ⅱ级苗木 , 高度 33 cm以上 , 地径<2.5 cm;Ⅲ

级幼树 , 胸径 2.5 ～ 7.5 cm;Ⅳ级立木 , 胸径 7.5 ～ 22.5 cm;Ⅴ级大树 , 胸径>22.5 cm)统

计分析 , 构成木荷林的主要树种年龄结构如图 1所示。

图 1　木荷林主要树种年龄结构示意
Figure 1　Aged-structure of the dominant t ree species

　　
从图 1看 , 木荷和青冈栎的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 。除Ⅴ级大树外 , 从Ⅳ级到Ⅰ级 , 株

数逐渐减少 , 但减少率木荷比青冈栎大得多 。在一定时期内 , 木荷和青冈栎在群落中的优势

地位将延续较长一段时间 , 但进一步发展下去 , 有被其他树种替代的可能 。细叶香桂的年龄

结构除Ⅰ级幼苗外 , 其余为金字塔形 , 表现出较强的生长势。石栎 (Lithocarpus glaber)的年

龄结构则基本上属金字塔形 , 呈较稳定的模式 , 在相当长时间内似将在群落中占有一定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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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米槠的年龄结构较为特殊 , 但总的来说 , 米槠的优势地位也将在群落中延续较长时间。

2.3　株数随胸径树高的分布

2.3.1　株数随胸径分布　处于乔木层上层的 2个树种的曲线形状基本一致 , 呈现截尾正态

分布 , 这几乎与同龄纯林一致 。处于乔木层下层的细叶香桂株数随胸径的分布完全是另一种

类型 , 呈现 “L” 型分布。由于乔木层上层的主导地位使整个乔木层拟呈截尾正态分布 。

2.3.2　优势树种的树高分布　木荷不同径级的树木具有大致相同的树高 , 10 cm , 14 cm和

18 cm 以上 3个径级的株数随树高分布最大值均出现在 9 ～ 10 m之间 , 这表明不论胸径大小 ,

各株树木占据同一高度。这种现象不同于人工同龄林 。人工同龄林有规则的株行距 , 保证了

每株树木具有一定的生态空间 , 竞争不甚激烈 , 而常绿阔叶林的幼年期密度很大 , 竞争激

烈 , 要获得生存 , 要么能耐受庇荫 , 要么占据树冠上层。

3　群落演替趋势

现群落中 , 主林层以木荷为主 , 伴生有青冈栎 、 米槠 、石栎和细叶香桂等树种 。在更新

层中 , 木荷很少出现 。细叶香桂的重要值则大大超过其他树种而占优势 , 青冈栎 、 石栎和米

槠仍占有一定比例(表2)。建群种木荷虽然目前生长旺盛 , 但由于木荷属中性偏阳树种 , 林

下更新能力较弱 , 细叶香桂则较耐荫 , 具有较强的林下更新能力 , 似乎有可能取代木荷而成

为群落优势种。但细叶香桂根系浅 , 树干纤细 , 对立地条件要求较高 , 多分布于阴湿肥沃土

壤上 , 容易发生断梢和倒伏 , 因而难以成为群落的主要建群种 。当植被中的木荷自然成熟 、

衰老和死亡之后 , 群落郁闭度将降低 , 林内光照有所增强 , 有利于木荷的更新 , 而该地的生

境条件又非常适合于木荷的生长。因此 , 木荷将快速生长并超过细叶香桂 , 重新成为群落的

优势种。同时 , 青冈栎 、 石栎 、米槠等与木荷一起构成群落的共建种。主林层中偶有出现的

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 檫树(Sassafras tzumu)等 , 由于阳性喜光 , 不能在林下更新 , 随着

群落的发展 , 在未来的群落中将不再出现 , 从而退出群落。因此 , 在不受人为干扰的条件

下 , 杭州灵隐的木荷林将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 成为本地气候条件下的顶极群落 。

表 2　各树种分层重要值汇总表
Table 2　Important values of tree stratum , succession layer and regeneration layer

林层 木荷 米槠 细叶香桂 青冈栎 石栎 马尾松 花榈木 苦槠 杜英 其他树种

主林层 53.0 6.0 7.9 10.7 4.1 3.5 5.4 1.8 0.8 6.8

演替层 21.2 2.5 27.1 6.7 4.1 0 6.4 5.0 0.9 26.1

更新层 1.0 6.2 28.5 1.4 17.4 0 3.1 2.5 3.9 36.0

4　优势树种生长过程

4.1　树高生长

就总的状况而言 , 优势树种的树高生长过程平稳而比较缓慢 , 在 8 ～ 12 a 时树高生长有

一个高峰(表 3)。

4.2　胸径生长

各个树种的胸径平均生长均未出现下降 。胸径的连年生长量呈现双高峰 , 木荷在 1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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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个优势树种的高生长
Table 3　Height increment of 4 dominant trees

树　种
年龄

/a

树高

/m

总平均

生长/m

最大年生

长量/m

最大年生长量

出现年龄/ a

木 荷 29 10.5 0.29 0.72 8～ 10

青 冈 栎 32 8.3 0.26 0.42 8～ 10

米 槠 33 10.7 0.32 0.57 10～ 12

细叶香桂 36 7.8 0.22 0.34 8～ 10

和 30 a , 细叶香桂在 9 a和 31 a , 青冈栎为 11

a和 29 a , 米槠 11 a 和 31 a。由此可见 , 一般

阔叶树的生长似乎有一定周期性 , 它们在 10 a

和 30 a 左右都有一个生长高峰。此种现象是

生长本身节律还是气候周期 , 尚无法判断 。

4.3　材积生长

材积连年生长的变化与胸径一致 , 从上显

而易见 , 各个树种都未达到数量成熟 。对 4个

树种的材积生长过程进行方程拟合 , 结果以幂函数方程最为理想。具体为:

木　　荷　V=11.890×10
-7

A
2.910 39

,

r=0.998 55 , n=19;

细叶香桂　V=33.785×10-7
A

3.304 37 ,

r=0.997 77 , n=18;

米　　槠　V=11.200×10-7
A

2.969 19 ,

r=0.982 79 , n=16;

青 冈 栎　V=2.785×10-7
A

3.240 07 , r=0.998 66 , n=15。

其中:V为材积 , A为年龄 , r为相关系数 , n为调查样木数。

5　结语

杭州木荷常绿阔叶林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 乔木层树高比较一致 。相对于本地区其他速生

树种 , 它生长较慢 , 但生长期长 , 生态功能强 , 并能提供珍贵用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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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 characteristerics of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with

Schima superba in 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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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long-term sample plot method , non-plot sampling and stem analysis ,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structure of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with Schima superba aged 30 in Hangzhou.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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