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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利用群落学方法对浙江省泰顺县黄连山村的毛枝连蕊茶
6&7+''-& 4$-8*"8'&9&

群落结构与物种多样性进行分析

研究
%

结果表明
$

该群落植物资源丰富
!

共有维管植物
-.

科
!+"

属
!-&

种
%

按
/01234156

生活型统计
!

高位芽植物

占
.-*+7

!

地上芽植物占
8*#7

!

地面芽植物占
,&*,7

!

隐芽植物占
.*-7

!

,

年生植物占
+*97

%

群落结构可分为乔

木层
&

灌木层和草本层
%

灌木层丰富度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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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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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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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最大
!

分别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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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层的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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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和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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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层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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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9+ -

%

乔木层的均匀

度指数最大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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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灌木层和草本层次之
!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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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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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枝连蕊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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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山茶科
^?51E515

山茶属
6&7+''-&

连蕊茶组
:5EC[ >*+"??3-3

灌木*

植株繁茂青翠" 叶片特小而密" 两列状排列" 花期
!!%!8

月" 花小而粉红色" 开花时整株缀满小花" 形

成花树" 十分美丽壮观* 有研究指出中国连蕊茶组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毛枝连蕊茶具有很高的园林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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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卷第
#

期

特性! 具有开发应用的潜力"

$

#

$ 该物种模式标本采集于浙江省泰顺县"

!

#

! 主要分布于浙江南部和福建北

部"

%

#

$ 通过查阅近年文献! 在浙江省凤阳山百山祖自然保护区% 宁波市天童国家森林公园% 永嘉县等地

以及福建省均有毛枝连蕊茶分布的记录"

&!"

#

$ 查阅文献期间! 发现有些文献将毛枝连蕊茶和毛花连蕊茶
!"#$%%&"

'(")$(*"%

相混淆! 其实它们是山茶属连蕊茶组的
'

个不同物种$ 可以说! 目前! 涉及毛枝连蕊茶的文献

大多为野外的植物资源考察结果! 鲜有深入的研究和比较! 仅在
$

篇文献中有记录关于毛枝连蕊茶的爆

芽物候学特征! 尚未见有毛枝连蕊茶群落生态方面的研究报告$ 笔者利用群落学手段! 对浙江省泰顺县

毛枝连蕊茶群落的区系组成% 外貌% 结构和演替趋势等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 以期能为开展亚热带植物

多样性保护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管理提供参考! 也为日后开展毛枝连蕊茶的植株保护% 栽培和繁殖工作提

供基础性资料$

$

研究地自然概况

调查地位于浙江省泰顺县南部的地羊溪乡黄连山村! 地理位置为
!(")!#%(*&$+!(%!%&&*($,

!

$$-%&.&

%/*%$+0$-%&/&"*-$1

! 海拔
/22+(/2 3

! 为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堤羊溪站边缘地带$ 地处浙南沿海山

地! 是中亚热带北部亚地带和南部亚地带的交界区! 具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 雨量充

沛! 气候条件良好$ 气象资料显示! 年平均气温为
$/*2 '

以上! 最冷的
$

月份均温也在
/*2 '

以上! 绝

少有
2 '

以下的气温出现! 年降水量通常在
$ /22 33

以上$ 该地区岩性为火山碎屑岩! 大多为凝灰岩!

局部为砂岩! 土壤为黄壤类的山地砾黄泥土% 山地黄泥土% 山地砾石香灰土% 山地香灰土"

-405

#

$

)

研究方法

!"#

样地调查

采用样方法! 对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羊溪站的毛枝连蕊茶分布基本情况进行实地考察! 在此基

础上! 设置了
)2

个具有代表性的样地! 每
6

个样地作为
6

个样方! 面积为
65 3 ( 65 3

! 记录各样方的

海拔% 坡度% 坡向和郁闭度等生境指标$ 对样方内乔木层进行每木调查! 记录种名% 胸径% 高度% 冠幅

盖度等& 灌木层记录样方内种名% 株数% 高度% 盖度等& 草本层'包括蕨类植物(以及层间植物调查种名!

用目测法记录植株数量% 盖度等$

!"!

数据处理分析

数据分析参考文献"

66!6%

#$

%

结果与分析

$%&

群落物种组成

调查统计表明) 毛枝连蕊茶群落中有维管植物
."

科
65&

属
6.%

种! 其中! 蕨类植物
-

科
66

属
6)

种! 裸子植物
%

科
&

属
&

种! 被子植物
&/

科
"-

属
6%(

种$ 被子植物中! 单子叶植物
.

科
-

属
6-

种!

双子叶植物
&6

科
"5

属
66"

种! 其中原始花被亚纲
%5

科
.&

属
"%

种! 后生花被亚纲有
66

科
)/

属
%&

种$ 乔木层
6&

种! 灌木层
""

种! 草本层
%"

种! 藤本植物
6%

种"

6&

#

$ 灌木层物种数占总种数的
.(7"8

! 主

要是因为调查样方中绝大多数为毛竹
+,-%%./)"0,-/ 123$/0$*/

林! 毛竹占绝对优势! 其他植物受到毛竹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导致许多乔木树种处于灌木层中"

6.

#

$

种类数量占优势的科依次为蔷薇科
9:;<=><> /

属
6?

种! 山茶科
@A><=><> .

属
6)

种! 杜鹃花科
1BC)

=<=><> #

属
62

种! 壳斗科
D<E<=><> %

属
-

种! 莎草科
FGHB<=><> )

属
"

种! 茜草科
9IJC<=><> (

属
(

种!

樟科
K<IB<=><> &

属
(

种! 百合科
KCLC<=><> )

属
(

种$ 含有单种的属有
"(

个! 占总属数的
"%7(8

! 单种

的属占绝对优势$ 含有
)

种的属有
.

个! 占总属数
&7"8

& 含有
%

种的属有
&

个! 占
%7"8

& 含
&

种的属

有
)

个! 占
07-8

& 含
.

种的属有
0

个! 占
08

& 含
/

种的属有
%

个! 占
)7-8

& 含
(

种的属有
)

个! 为

冬青属
4%$5

和薹草属
!"($5

! 占
07-8

$ 反映出该群落的科属组成很分散$

$%!

植物区系地理成分

根据吴征镒"

0/

#的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划分方案! 对该群落种子植物的
-%

个属进行分析! 结果

如表
0

$ 世界分布的属共
/

属! 占总属数的
/7.8

$ 这些属大多是草本!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 如薹草

魏 琦等) 毛枝连蕊茶群落结构与物种多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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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属
!"#$%

植物! 木本属很少" 如悬钩子属
&'(')

等! 热带分布类型植物#

!'(

$有
))

属" 占整个区系属数

的
)(*+,

% 各类热带成分中" 泛热带分布的属最多" 计
$%

属" 占总属数的
$-*),

" 代表属有冬青属

*+$%

" 菝葜属
,-.+"%

" 山矾属
,/-0+121)

" 柃木属
3'#/"

以及榕属
4.2')

! 其次为热带亚洲分布植物有
$&

属 " 占整个区系属数的
$&*%,

" 代表属有山胡椒属
5.67$#"

" 青冈属
8/2+1("+"610).)

以及润楠属

9"2:.+')

! 位居第
+

位的是旧世界热带分布" 有
(

属" 占
(*.,

! 温带分布的属&仅含类型
%

和类型
-

$有

!/

属" 占
!%*&,

" 代表属有杜鹃属
&:1717$67#16

" 锥属
!");"610).)

和石楠属
<:1;.6."

% 东亚分布属有
#/

个" 占
#(*!,

% 中国特有分布的属只有
#

个" 占
#*#,

" 即杉木属
!'66.6=:"-."

%

综上所述" 毛枝连蕊茶群落中植物种类较为丰富" 地理成分较为复杂" 泛热带成分' 东亚成分' 东

亚
!

北美成分' 北温带成分是该区系的主要组成成分" 泛热带成分占主导因素" 不少温带成分和亚热带

成分在此交汇" 区系过渡性特征较为明显!

!"!

群落垂直结构

毛枝连蕊茶群落垂直结构层次现象明显" 可分为乔木层' 灌木层和草本层! 此外" 在群落中还有一

些层间植物! 乔木层以及灌木层主要植物的重要值分别见表
!

及表
+

! 由于毛竹林郁闭度较大" 限制了

常绿阔叶树种的生长和发育! 整个乔木层的郁闭度为
&*% ' &*-

" 分层不明显! 群落优势种毛竹高
( ' #) 0

"

胸径
('#+ 10

" 间歇生有少量柳杉
!#/0;1-$#." >"016.2"

" 杉木
8'66.6=:"-." +"62$1+";"

和马尾松
<.6')

-"))16."6"

等树种" 其中" 第
#

位的毛竹的重要值为
/%*(#,

" 第
!

位柳杉为
-*)(,

" 第
+

位杉木为

(*%/,

! 灌木层&包括胸径小于
)*& 10

的幼树幼苗$重要值由大到小依次为毛枝连蕊茶&

#&*/%

$" 乌药
5.6!

7$#" "==#$=";"

&

.*!%

$" 矩叶鼠刺
?;$" 1(+16="

&

.*##

$" 林幺
幺
幺幺木

51#10$;"+'- 2:.6$6).)

&

)*.!

$和窄基红褐柃
3'#/"

#'(.=.61)"

&

)*!-

$! 此外" 灌木层中还有毛冬青
?+$% 0'($)2$6)

" 山矾
,/-0+121) 2"'7";"

等植物! 草本层

植物重要值依次为里白
@.0+10;$#/=.'- =+"'2'-

&

+&*#.

$" 秀丽野海棠
A#$7." "-1$6"

&

##*%+

$" 铁芒萁
@.!

2#"610;$#.) +.6$"#.)

&

%*)-

$" 狗脊
B117C"#7." >"016.2"

&

(*.(

$" 赤车
<$++.16." #"7.2"6)

&

/*!!

$! 此外" 群落

植物还有寒莓
&'(') ('$#=$#.

" 山麦冬
5.#.10$ )0.2";"

" 山莓
&'(') 21#2:1#.D1+.')

和中华野海棠
A#$7."

).6$6).)

等!

除了乔木层' 灌木层和草本层外" 该群落还有层间植物" 而且种类较为丰富" 主要有珍珠莲
E:"+!

.2;#'- ;#.2:10')

" 香花崖豆藤
9.++$;;." 7.$+)."6"

" 网脉酸藤子
F"+.)0$#-'- #'7$

" 雀梅藤
,"=$#$;." ;:$"

" 南

五味子
G"7)'#" >"016.2"

" 木通
HI$(." J'.6";"

" 络石
E#"2:$+1)0$#-'- >")-.61.7$)

和菝葜
,-.+"% 2:.6"

等!

!"#

群落植物的生活型特征

根据
234567389

生活型分类系统划分" 毛枝连蕊茶群落植物生活型以高位芽植物占绝对优势" 共

分布区类型 属数 占总属数百分比
:"

#*

世界分布
$ $*%

&*

泛热带分布
'( ')**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 +*&

**

旧世界热带分布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 +*&

$*

热带亚洲和热带非洲分布
+ +*&

,*

热带亚洲分布
'- '.*(

(*

北温带分布
'+ '**.

)*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 '**.

'**

东亚分布
'$ ',*&

'%*

中国特有分布
' '*'

合计
)+ '..*.

表
$

毛枝连蕊茶群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3<=8 $ >85893 ?7@A97<4A7B5 ACD8@ BE @88? D=35A@ 75 8"-$++." ;#.2:12+"7" 1B00457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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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植物种名 相对频度
! "

相对密度
! "

相对优势度
! "

重要值

#

毛竹
$%&$ "'&( )(&" *"&)+

$

柳衫
+(&+ $&" $&$ (&$)

%

衫木
+,&" $&) *&, )&"*

&

马尾松
*&$ %&) $&" -&("

'

米槠
!&+ %&' +&+ +&!*

(

木荷
!&+ %&) %&" +&!!

)

毛果南烛
!&+ %&' %&( +&!*

+

赤楠
!&+ %&) %&* +&+*

,

野漆
!&+ %&$ %&$ %&()

#*

青冈
!&+ %&$ %&! %&""

##

甜槠
!&+ %&! %&. %&")

#$

多穗石栎
,&+ %&, %&. %&"'

#%

枫香
,&+ %&, %&+ %&)(

#&

马银花
,&+ %&, %&+ %&)(

表
!

毛枝连蕊茶群落乔木层植物重要值

/0123 , 4567890:9 ;02<3= 7> 9?3 =63@A3= 7> 9833 20B38 A: !"#$%%&" '(&)*+)%"," @755<:A9B

相对多

度
CD

相对频

度
CD

相对盖

度
CD

植物种名
相对多

度
CD

相对频

度
CD

相对盖

度
CD

重要值

!

!.E*- -&(" #&#-

映山红
,&,' ,&'( %&"- +&"(

"&'' -&'( -&)+

老鼠失
%&'' +&'( -&'% +&""

"&') -&'( -&+"

青冈
+&,( ,&+( ,&%% +&"-

'&'- ,&'( '&##

刺毛杜鹃
+&## +&'( ,&,+ +&)'

'&)- -&)" -&-'

赤楠
%&") ,&-( +&)' +&*)

,&*+ -&(" *&,#

椤木石楠
+&#( +&'( +&+% +&#%

#&*# -&-( #&++

刺毛越橘
%&*" +&)( +&#% +&,(

-&)' ,&(( ,&%(

石斑木
%&"( ,&+( %&#, +&+)

,&#* ,&(( -&+%

马尾松
%&%* %&*% ,&)- +&+-

,&', +&(( -&+#

马银花
%&*, +&'( +&+* +&+-

,&%* ,&'( ,&(#

栀子
%&#( ,&+( %&*( +&+,

,&%+ ,&'( ,&)-

木荷
%&,' %&*% ,&-) +&%)

+&'- ,&'( ,&-"

紫珠
%&*, +&,% +&,) +&%-

+&(' -&+( +&-'

榄绿粗叶木
+&,- +&-( %&-( +&%+

+&#" ,&-( ,&+%

树参
%&+' %&*% ,&,* +&%%

植物种名

毛枝连蕊茶

乌 药

矩叶鼠刺

模幺幺幺幺木

窄基红褐柃

毛冬青

山矾

微毛柃

短柱茶

泰顺杜鹃

杉木

杨梅

短尾越橘

大萼黄瑞木

闪光红山茶

序

号

+

,

-

#

'

*

)

"

(

+%

++

+,

+-

+#

+'

重要值

+%&*"

'&,"

'&++

#&',

#&,(

#&,"

#&%#

,&(#

,&"'

,&''

,&'-

,&##

,&+)

,&+*

+&((

序

号

+*

+)

+"

+(

,%

,+

,,

,-

,#

,'

,*

,)

,"

,(

-%

表
"

毛枝连蕊茶灌木层主要植物的重要值

/0123 - 4567890:9 ;02<3= 7> F75A:0:9 =63@A3= 7> =?8<1 20B38 A: !"#$%%&" '(&)*+)%"," @755<:A9B

+.%

种植物! 占总种数的
"'G%D

! 其中藤本高位芽占
+,&#D

" 地上芽植物
#

种! 占
,&*D

" 地面芽植物共

,%

种! 占
+-&+D

" 隐芽植物共
+-

种! 占
"&'D

!

#

年生植物
+

种! 占
%&)D

# 可见!

+

年生植物和地上芽

植物比较缺乏! 反映了所在地植物生长季节中温暖多湿的特点# 这一生活型组成与我国亚热带地区多数

山地常绿阔叶林存在着普遍相似性$

+)

%

#

魏 琦等& 毛枝连蕊茶群落结构与物种多样性
*-)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

!"#

群落物种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是指种的数目及其个体分配均匀度两者的综合! 它能有效地表征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结

构的复杂性"

$%

#

$ 从表
'

可以看出% 灌木层的物种丰富度指数&

()*+,-.

指数和
(/0..-.!1)2.23

指数都大

于乔木层和草本层$ 乔木层的物种比较单一! 而灌木层的植物种类要丰富很多! 而且灌木层除了真正的

灌木种类外! 还包括乔木更新层中的幼树幼苗! 如杉木& 马尾松和柳杉等$ 草本层由于群落郁闭度较大

且为土层比较薄的岩石环境! 致使植物稀疏且种类并不十分丰富! 所以出现灌木层的多样性指数大于乔

木层和草本层的现象$ 群落的均匀度指群落中各个种群多度的均匀程度! 该群落物种均匀度以乔木层最

高! 灌木层次之! 草本层最小$

'

讨论

研究发现% 毛枝连蕊茶主要生长于郁闭度
%&4

以上光照度较低& 温暖湿润& 雨水充沛的毛竹林中!

植株的生长状态良好! 密度很高$ 毛枝连蕊茶群落的优势种组合为毛竹
5

毛枝连蕊茶
6

里白$ 群落的灌木

层植物种类丰富多样! 由高位芽植物和少量常绿植物组成' 草本层中里白占有绝对优势! 整个群落组成

物种表现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特征$

同时调查也发现! 虽然毛枝连蕊茶成年植株生长情况良好! 但是其更新层小苗却十分稀少$ 究其原

因% 其一! 毛竹林作为当地村民较为重要的经济来源! 林中自然环境频繁受到人为干预! 如间伐& 挖

笋& 施用除草剂等! 影响了自然的更新演替!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其二! 林中郁闭度非常高! 在光照不

足情况下! 毛枝连蕊茶植株的开花结实率有下降的可能$ 同时! 林中大量生长的里白! 占据绝大多数草

本层空间! 多数的毛枝连蕊茶小苗甚至是成年的植株都被掩盖在里白下面! 使得其生存环境更加严峻!

从而也导致小苗很难存活下来$

总之! 毛枝连蕊茶是一种具有优良性状的花灌木类植物! 能够改善环境! 美化园林! 具有很高的园

林开发利用前景! 同时山茶属植物也是非常好的油料植物! 经济价值比较高! 对此种浙江特有的物种应

该采取积极的保护工作! 同时对它进行合理的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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