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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丹霞地貌岩生植被由灌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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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霞地貌是指在地壳运动中被抬升并受断裂切割的厚层陆相红层" 以流水侵蚀为主" 并在风化) 溶

蚀) 重力等外动力共同作用下" 塑造成以各种赤壁丹霞为特征的群峰耸峙) 峡谷深切) 风景优美的一种

特殊地貌&

!

'

" 主要分布于中国) 美国西部) 中欧和澳大利亚等地" 中国分布最广* 浙江省是中国丹霞地

貌分布较多的省份" 占全国
##%

处丹霞地貌中的
&.

处" 位居全国第
#

位" 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有关地貌类型+ 地貌成因) 地貌特征) 植物群落和旅游资源&

1$ .

'等相关文章已有报道" 但立足于全省进行

岩生植被类型研究尚属空白" 了解不同岩生植被类型的结构特征" 物种组成以及植物与环境之间的关

系" 对该区域的生态维护) 植被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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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概况

浙江丹霞地貌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 西部和西南部" 西南部到达衢州的江山市" 与福建毗邻" 南部

以丽水为界" 东部以台州的天台为界" 最北分布到绍兴的诸暨市# 分布于丘陵和盆地之中" 大多为
!%%

! #&% '

的低山" 仅有江山市的江郎山海拔达
"!( '

$ 浙江省丹霞地貌的气侯条件基本处于浙江省气候

条件的平均值" 丽水等地区地处浙南" 降水相对较丰富" 金华等地区地处浙中地区" 降水相对较少" 但

总体水热条件相差不大$ 丹霞地貌低海拔区域一般以红壤% 棕红壤为主" 海拔较高处或在山顶" 分布有

黄壤" 非地带性土壤紫色土和粗骨土零星散落分布在其中$

)

研究方法

将浙江省丹霞地貌区域按地理位置划分成东部!

西南部! 北部! 中部等
(

个片区&图
$

'" 每个片区选择

$ ! (

个点" 共选择了
*

个点" 在每个点选择有代表

性的植物群落进行样方调查" 共获得
$&$

个样方$ 据

群落类型和实地状况不同" 样方面积选择
( ' " ( '

"

) ' " ) '

"

$ ' " $ '

不等" 数据获得以实测为主" 无

法实测的改用估测$ 灌木层和草本层主要记录植物种

类% 株数或丛数% 高度和盖度" 苔藓层主要记录植物

种类和盖度" 同时记录海拔% 坡度和坡向等生境条件$

+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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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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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球绣线菊
!"#$%&% '()*+,

分布于永康方岩% 天台赤城山% 金华九峰山和新昌穿岩十九峰" 以

方岩最为典型$ 海拔为
,$%!&%% '

" 坡度
(&#!.%#

" 坡向向阳&东南'" 坡位中上" 土层厚度
&!$% /'

" 盖

度
0%1

$ 伴生灌木有山合欢
-(.,//,0 1%(12$3

" 马棘
456,728+$% "9+)62:,5;:2$,3

和小蜡
<,7)9:$)* 9,5+59+

等(

草本有野艾蒿
=$:&*,9,3 (3>%56)(%+82(,%

" 硬毛地笋
<?;2")9 ();,6)9 234@ A,$:)9

和毛花点草
B352;5,6+ (2'3:3

等#

,-$-)

白鹃梅
CD2;A2$63 $3;+*293

分布于江山江郎山% 新昌穿岩十九峰% 天台赤城山# 海拔
)"%!.*,

'

" 坡度较缓
&#!,%#

" 坡向向阳或半阴&西或南'" 坡位为山顶或中上" 土层厚度
&!$% /'

" 盖度
0%1

# 伴

生灌木有毛黄栌
E2:,5)9 ;277?7$,3 234- ")'&9;&59

" 林幺
幺
幺幺木

<2$2"&:3()* ;A,5&59,9

和胡枝子
<&9"&6&/3 ',;2(2$

等( 草本有皱叶狗尾草
F&:3$,3 "(,;3:3

" 山类芦
B&?$3)6,3 *25:353

等( 苔藓有节茎曲柄藓
E3*"?(2")9

)*'&((3:)9

" 侧枝匍灯藓
G(H7,2*5,)* *HD,*2>,I/,,

等#

,-$-,

牡荆
J,:&D 5&7)5K2 234- IH55HL,82(,3

除武义石鹅岩以外" 所有的样地中均有此类型分布" 是分布

最广泛的灌丛类型# 海拔
,%% ! "%% '

" 多分布于高海拔地区" 坡度
)&# ! 0&#

" 坡向分布广泛" 坡位中

上 " 周边环境空旷 " 土层厚度
$% ! $& /'

" 盖度
$&1 ! 0&1

# 伴生灌木有杭子梢
E3*"?(2:$2",9

*3I$2I3$"3

" 山合欢和榔榆
M(*)9 "H$>,82(,H

等( 草本有苦苣苔
E25H5K$25 $H*25K,2,K&9

" 山类芦" 卷柏

F&(H7,5&((H :H*H$,9I,5H

和东南景天
F&K)* H(8$&K,,

等( 藤本有爬山虎
GH$:A&52I,99)9 :$,I)9",KH:H

" 常春油麻

藤
N)I)5H 9&*"&$>,$&59

等#

,-$-(

紫薇
<H7&$9:$2&*,H ,5K,IH

分布于天台赤城山% 金华九峰山% 衢州烂柯山% 新昌穿岩十九峰% 江

山江郎山和永康方岩# 海拔
(%% ! 0%% '

" 坡度较缓
&#!$&#

" 坡向向阳&南或东南'" 周边环境空旷" 土层

厚度
& ! $% /'

" 盖度
,%1 ! &%1

# 伴生灌木有算盘子
O(2IA,K,25 ")L&$)*

和毛黄栌等( 草本有山类芦

和鸡腿堇菜
P,2(H HI)*,5H:H

等( 苔藓有绢藓
C5:2K25 I(HK2$$A,/H59

" 异枝砂藓
QHI2*,:$,)* A&:&$29:,IA)*

和黄牛毛藓
R,:$,IA)* "H((,K)*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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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草丛

,-)-$

紫弹朴
$

苦苣苔
E&(:,9 L,25K,,$E25H5K$25 $H*25K,2,K&9

分布于丽水东西岩% 江山江郎山% 新昌穿

图
%

调查样地区分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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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岩十九峰和永康方岩! 海拔
'!& ! (&& )

" 坡度较缓
!&" ! '&"

" 坡向背阴面#北或西北$" 土层厚度
# ! ' *)

% 主

要由苦苣苔组成" 盖度
'(# ! +",

" 高
( ! #( *)

! 散生于草丛中的灌木以紫弹朴为主" 分布稀疏不成

层" 植株矮小" 高仅
#!& ! #(& *)

" 盖度
!&,

左右! 伴生灌木有石岩枫
!"##$%&' ()*"+,&'

和胡枝子等&

草本有卷柏" 鸭跖草
-$..)#/+" 0$..&+/'

和苎麻
1$)2.)(/" +/3)"

等& 苔藓有扁平棉藓
4#"5/$%2)0/&.

+)06)($/,)&.

和侧枝匍灯藓等%

'-!-!

胡枝子
$

山类芦
7)'*),)8" 9/0$#$($:);("&,/" .$+%"+"

分布于诸暨汤江岩' 衢州烂柯山和江山江郎

山! 海拔
.(& ! /&& )

" 坡度
'(" ! +("

" 坡位中上位" 坡向向阳(东南或南$" 土层厚度
&-( ! !-& *)

% 草本层

主要由山类芦组成" 其盖度
'(, ! +(,

" 高度
!( ! .& *)

% 灌木层中胡枝子稀疏分布" 高度约
#!& *)

"

盖度
#(, ! !&,

% 伴生灌木有杭子梢和绣球绣线菊等& 草本有一年蓬
<(/5)($+ "++&&'

" 酢浆草
=>"#/'

0$(+/0&#"%"

和瓦韦
7)*/'$(&' %2&+9)(5/"+&'

等& 苔藓有扁平棉藓和曲柄藓
-".*;#$*&' ?#)>&$'&'

等%

'-!-'

小蜡
$

东南景天
7/5&'%(&. '/+)+')$@),&. "#?(),//

除衢州烂柯山以外均有分布" 主要分布于新昌穿

岩十九峰和江山江郎山% 海拔
!&% ! (/' )

" 坡度较缓
#&" ! '("

" 坡向向阳(南或东南$" 坡位中上% 伴

生灌木有小叶朴
-)#%/' 9&+5)"+"

和青灰叶下珠
42;##"+%2&' 5#"&0&'

等& 草本有垂盆草
@),&. '"(.)+%$'&.

和佛甲草
@),&. #/+)"()

等& 苔藓有东亚泽藓
42/#$+$%/' %&(+)(/"+"

和节茎曲柄藓%

!"!

草甸

'-'-#

山类芦
:);("&,/" .$+%"+"

山类芦草甸是调查样方中" 分布最为广泛的一种类型% 数量较多" 分

布较均" 形成明显的优势层片% 以多年生草本植物山类芦为优势种% 分布海拔广泛" 生长坡度亦广泛"

土层厚度
' ! #& *)

% 山类芦高度
'( ! %& *)

" 盖度
.(, ! %(,

" 一般成群或均匀分布" 是植物演替的

先锋物种% 伴生种有毛黄栌' 鸭跖草和藓状景天
@),&. *$#;%(/02$/,)'

等%

'-'-!

晚红瓦松
$

藓状景天
=($'%"02;' )(&9)'0)+'$@),&. *$#;%(/02$/,)'

分布于新昌穿岩十九峰' 天台赤

城山' 永康方岩和金华九峰山" 以永康方岩最为典型% 海拔
!+& ! .&& )

" 坡度
!(" ! %("

" 坡位中上

位% 植株矮小
' ! #( *)

" 颜色紫红" 分布在几乎无任何土层的裸岩上" 迎风向阳面% 其他植物难以生

长" 伴生种只有山类芦和北方紫萼藓
A(/../" ,)0/*/)+'

%

'-'-'

苦苣苔
-$+"+,($+ (".$+,/$/,)'

分布于丽水东西岩' 金华九峰山' 衢州烂柯山' 新昌穿岩十九峰

和江山江郎山" 以江郎山和东西岩分布最广泛% 海拔
'&! ! %#( )

" 坡度
'(" ! /("

" 坡向背阴(西北或北$

居多" 坡位中上" 土层厚度
&-( ! !-& *)

" 盖度
!&, ! (&,

" 部分分布于林下阴湿环境% 伴生草本有垂

盆草" 凹叶景天
@),&. )."(5/+"%&.

和蒲儿根
@/+$')+)0/$ $#,2"./"+&'

等& 苔藓有中华光萼苔
4$()##"

02/+)+'/'

" 扁平棉藓和灰藓
B;*+&. 0&*()''/?$(.)

等%

'-'-.

江南卷柏
@)#"5/+)##" .$)##)+,$(??//

分布于金华九峰山' 永康方岩' 江山江郎山和衢州烂柯山"

主要分布于永康方岩% 海拔
!&% ! '/# )

" 向阳面背阴面均有分布" 坡度较缓
#(" ! '("

" 坡位中下" 土

层厚度
&-( ! #-& *)

" 盖度为
'(, ! /!,

" 成群分布% 伴生种有井栏边草
4%)(/' .&#%/?/,"

" 山类芦和旋蒴

苣苔
1$)" 2;5($.)%(/0"

等%

'-'-(

石韦
4;(($'/" #/+5&"

分布于武义石鹅岩' 丽水东西岩' 天台赤城山' 金华九峰山' 衢州烂柯山

和永康方岩% 海拔
'!% ! (.! )

" 坡向背阴(北" 西北$" 坡度较陡
.(" ! %("

" 生长在几乎无土层阴湿环

境中" 岩石裸露率较高" 盖度仅为
#(, ! !&,

% 伴生草本有鸭跖草和小沼兰
!"#">/' ./0($%"%"+%2"

等&

苔藓有东亚泽藓和侧枝匍灯藓等%

'-'-+

槲蕨
C(;+"(/" ?$(%&+)/

分布于武义石鹅岩' 丽水东西岩' 江山江郎山' 永康方岩和新昌穿岩十九

峰% 海拔
!&. ! .++ )

" 向阳面居多(南" 东南$" 坡度
((" ! +("

" 坡位中上" 土层厚度
&-( ! #-( *)

" 盖

度
'&, !(&,

" 高度
!& ! +& *)

% 伴生草本植物有佛甲草
@),&. #/+)"()

和皱叶狗尾草等& 苔藓有曲柄

藓' 侧枝匍灯藓等%

!"#

藤本

'-.-#

络石
D("02)#$'*)(.&. E"'./+$/,)'

在几乎所有样地中都出现% 海拔
!(% ! (%& )

" 坡向背阴或半

阴" 坡度
!&" ! /("

" 坡位中下" 周边环境空旷" 土层少量或枯枝落叶厚度
&-! ! &-( *)

" 盖度较高
+&,

! 0&,

% 伴生种较少" 灌木有杭子梢和小叶朴等& 草本有东南景天' 藓状景天' 鸭跖草和江南卷柏等%

'-.-!

薜荔
F/0&' *&./#"

分布于诸暨汤江岩' 武义石鹅岩' 新昌穿岩十九峰' 丽水东西岩' 衢州烂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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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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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海拔
!$% ! $!& '

" 坡向半阴#西南" 西$" 坡度较陡
(&" ! )("

" 坡位中下" 土层薄或主茎生于岩石

缝隙" 而枝叶铺于岩面" 有的直达上部" 盖度
*&+ ! "&+

% 伴生灌木有胡枝子& 小构树
!"#$%%#&'()*

+*,)-./0

和白马骨
12"3%%4 %2"3%%.352%

等' 草本有鸭跖草" 藓状景天和山类芦等' 苔藓有灰藓和曲柄藓等!

,-$-.

爬山虎
6*"(72-.83%%$% ("38$%93:;(;

分布于诸暨汤江岩& 丽水东西岩& 新昌穿岩十九峰& 永康方

岩! 海拔
%)/ ! (.. '

坡向背阴或半阴(北" 西北$" 坡度
$(" ! )("

" 坡位中下" 几乎无土层或仅有少量

枯枝落叶层% 大部分主茎生于岩石缝隙" 枝叶攀爬于岩面% 伴生灌木有石岩枫" 中华绣线菊
193";2;

873-2-%3%

等' 草本有山类芦" 旋蒴苣苔等' 苔藓有曲柄藓" 绿叶绢藓
<-(.:.- =3"3:$>$%

和东亚金发藓

6.?.-;($@ 3-A>2B$@

等%

!"#

苔藓

.-(-0

单优苔藓群落 单优苔藓群落主要有东亚小金发藓
6.?.-;($@ 3-A>CB$@

" 节茎曲柄藓
D4@9E>.9$%

$@F2>>;($%

" 北方紫萼藓
G"3@@34 :2H3932-%

和真藓
I"E$@ ;"?2-(2$@

等%

.-(-%

共优苔藓群落 共优群落类型主要有东亚泽藓
#

节茎曲柄藓
673>.-.(3% ($"-2"3;-;#D;@9E>.9$%

$@F2>>;($%

" 真藓
#

矮锦藓
I"E$@ ;"?2-(2$@#12@;(.97E>>$@ %$F7$@3>2

" 鼠尾藓
#

密叶绢藓
JE$".8>;:; @;B3!

@.K38,33#<-(.:.- 8.@9"2%%$%

" 密叶绢藓
#

灰藓
#

大羽藓
<-(.:.- 8.@9"2%%$%!LE9-$@ 8$9"2%%3A."@2!M7$3:3$@

8E@N3A.>3$@

" 曲柄藓
#

绢藓
D4@9E>.9$% A>2B$.%$%!<-(.:.- 8>4:.""73,4-%

等%

$

讨论与结论

浙江省丹霞地貌岩生植被类型较少" 主要有灌丛& 灌草丛& 草甸& 藤本和苔藓等
(

种类型组成% 按

照吴征镒)

0&

*的+中国植被,植物群落学
#

生态学的植被分类原则& 方法和系统" 无法将藤本植物群落和苔藓

群落类型划分" 鉴于这
%

种特殊类型在浙江省丹霞地貌岩生植被中占有重要地位" 根据
1$2345

)

00

*的植被分

类方案" 作者将藤本和苔藓植物群落分别单独列出%

丹霞地貌的植被很好地体现了从裸岩开始的演替系列中的
.

个阶段- 苔藓植物阶段
!

草本植物阶

段
!

灌木阶段% 虽然已经有紫弹朴& 小叶朴和榔榆等阳性乔木树种出现" 但都呈灌木状" 受土壤& 水分

等环境条件限制" 很难进入乔木阶段" 群落较不稳定% 自然环境的恶化" 加之过度的人类干扰" 区域植

被有所退化" 宜采取强化对此类地貌景区的管理" 加强对旅游经营者和游客的宣传教育" 建立丹霞地貌

岩生植被的管护体系" 采用大尺度的植被保护技术等措施加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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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林大学多项科研成果获
!"#"

年度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

!&$&

年度# 浙江农林大学共有
!<

项科研成果获各级奖励' 其中#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项# 教育

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科技进步二等奖
$

项# 浙江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

项# 浙江省科学技术三等

奖
!

项# 厅局级奖
!$

项'

!&$&

年度# 获得的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项分别为& 由周国模教授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完成的 (东南

部区域森林生态体系快速构建技术) 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由方陆明教授领衔完成的 (森林

资源安全监管新模式及支撑产品研发) 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科技进步二等奖* 由傅深渊

教授领衔完成的 (

WXV

树脂合成及木质复合材料制造关键技术与产业化) 和吴家胜教授领衔完成的 (杨

桐优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示范) 等
!

项成果获浙江省科学技术二等奖* 由周国模教授领衔完成的 (太湖

水系源头林区面源污染监测预警与持续控制技术研究) 和沈月琴教授领衔完成的 (浙江省森林资源可持

续发展的应对策略研究) 等
!

项成果获浙江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

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共评出
!<S

项# 其中一等奖
!;

项# 二等奖
S!

项# 三等奖
$;$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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