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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两阶抽样法选取
-!,

个公益林固定小班监测样地! 对浙江省中部地区公益林主要群落 %马尾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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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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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针阔混交林& 阔叶林& 毛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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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灌木林等
#

种

公益林群落'进行群落组成& 结构特征的研究! 并通过编制主要优势种群的静态生命表! 揭示群落建群种在群落构

建过程中的生命特征( 结果表明$ 总体上公益林物种组成丰富! 乔灌草
"

个层分别由
-'

科
!%"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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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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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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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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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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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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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物组成! 其中乔木层的优势种群为马尾松! 杉木! 木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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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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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竹! 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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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但由于破坏性利用! 各公益林群落在径级结构上趋势一致! 均

呈现逆 *

.

+ 型结构! 随着胸径的增大! 乔木树种数量的比例逐渐减小) 此外! 群落构建变化中的环境阻力的大小

是影响建群种死亡率的关键因素! 不同演替阶段的优势种群在不同龄级的环境阻力各不相同! 其中演替后期优势

种青冈在龄级增长过程中死亡率随环境阻力的降低而持续减小! 生命期望在后期达到最大! 因此! 对现阶段的演

替后期优势种群的抚育! 对改造和提升阔叶林的质量! 加速群落正向演替尤为重要(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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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钱逸凡等! 浙江中部地区公益林的群落结构

区域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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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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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
$*

浙江省中部 绍兴市
%+,-- #,".

金华市
)+,&) .,/+

衢州市
)&,". .,)&

台州市
)),+% -,#&

丽水市
//,+#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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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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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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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部公益林面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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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群落结构是群落生态学研究的基础#

%

$

" 是指群落中的所有种类及其个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

状况 #

)#&

$

& 种群是群落的组成部分" 其结构不仅对群落结构有直接影响" 而且能客观地体现群落的发展

趋势#

+$-

$

& 因而种群结构的研究对阐明群落的形成及其稳定性与演替规律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

$

& 亚热带

地区的森林群落有其独特特点" 群落类型多样' 物种丰富' 生产力高" 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

%"$%!

$

&

由于人类的过度利用" 浙江省典型的亚热带森林群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带来了许多生态问题& 为此"

浙江省于
)""%

年起全面启动实施 (

)""%%"

&

'(

)生态公益林) 计划" 随后关于浙江省公益林的研究也逐

渐增多 #

%&$%#

$

" 但由于浙江省的地貌为 (七山一水二分田)" 立地类型多样' 生境复杂" 在省级尺度上的

研究普遍存在样本少" 缺乏系统性等问题& 尤其是浙江省中部地区承接南北' 区域面积大" 且原始植被

破坏早而剧烈" 但目前尚无针对该区域公益林群落的专项研究& 因此" 在分析浙江省中部主要优势种群

的基础上" 探求公益林群落的组成和结构特征" 对指导该地区植被恢复和公益林的经营管理具有重要的

科学和现实意义&

%

研究区概况

浙江省位于中国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地

区" 长江三角洲南翼"

)/&"#'(!%&!%'K

"

%%-&

"%'(%)!&%"'L

& 浙江省中部面积广阔" 包括金

华市的全境以及绍兴市' 衢州市' 台州市和丽

水市的绝大部分地区& 该地区开发历史悠久"

经历了几千年人类活动和干扰" 原生森林植被

大多已破坏无遗" 特别是近百年来几乎完全毁

坏&

)"

世纪
+"

年代经济快速发展" 人为活动

频繁" 环境再一次被破坏&

)"

世纪
."

年代开

始重视环境保护" 森林恢复迅速" 其公益林面

积达
%#+,&#

万
'(

)

" 占浙江省总面积
)#",/"

万

'(

)的
#!,&/*

" 是浙江省的生态建设的重点区

域*表
%

+& 在林龄结构上" 浙江中部地区公益

林相比全省的平均水平" 幼龄林的比例更低为
)#,+-*

*图
%

+& 在公益林群落的结构上" 中部地区仍以针

叶林为主" 松林' 杉木
!"#$%$&'()*( +($,-.+(/(

林比例分别为
!/,+-*

和
%+,).*

" 高于全省整体水平%

此外 " 其阔叶林比例偏小 " 为
)&,#+*

" 小于全省的
)-,&-*

" 而针阔混交林具有较高的比例 " 为

%&,/#*

&

)

研究方法

*+!

样地的选取与设置

),%,%

样地的选取 由于浙江中部面积广大" 要使分布样地均匀困难较大& 本研究根据浙江省行政区

划" 选取可代表中部
+

市平均质量的县市进行重点观测" 设置包括嵊州市*绍兴地区+' 东阳市*台州地

区+' 仙居县*台州地区+' 缙云县*丽水地区+' 江山市*衢州地区+在内的公益林固定监测小班& 在获取

公益林二类资源清查数据的基础上" 采用两阶抽样法& 第
%

阶以各县公益林小班为抽样的基本单元" 以

全部公益林的小班为总抽样总体" 按分层抽样抽取监测小班 #

%&

$

" 共设监测小班
+%/

个" 其中嵊州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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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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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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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图
&

公益林群落类型与林龄分布

'()*+, & -.//*0(12 123,4 506 41506 5), .7 3*89(: ;,975+, 7.+,41

图
!

样方设置示意图

'()*+, ! <,11(0) 506 (0=,41()51(0) (0 45/39(0) 4(1,

个! 东阳市
&!&

个! 仙居县
&"$

个! 缙云县
&&>

个! 江山

市
?%

个" 第
!

阶在全面踏查小班的基础上! 对每个抽样

小班设置
&

个典型样地#

!@&@!

样地的设置 在对固定监测小班全面踏查的基础

上! 选取典型地段内设置面积为
!" / ! !" /

的固定样

地! 详细记录样地基本信息! 包括经纬度$ 海拔$ 坡度$

坡向$ 坡位$ 郁闭度$ 土壤等环境因子" 样地内乔木层

%胸径大于
A@" :/

&采用每木调查%包括测定树高$ 胸径$

冠幅和枝下高等&! 同时在每块样地对角线上均匀设置
$

个
! / ! ! /

的灌草固定小样方%图
!

&! 详细记录灌木种

类$ 株数$ 盖度$ 高度以及草本种类$ 株数$ 盖度等指

标! 所有调查均在
!"&""!"&&

年完成#

!"!

数据处理

!@!@&

重要值 在群落的分析中! 重要值的数值大小可作为群落中植物种优势度的一个度量标志! 并可

以体现群落中每种植物的相对重要性及植物的最适生境! 其计算公式为'

!"

乔木层重要值%

B

&

C

%相对高

度
D

相对显著度
E

相对多度&

F$

# 其中! 相对高度%

B

&

#

%某个种的高度
F

所有种个体高度之和&

!#%%

" 相对显

著度%

B

&

#

%某个种的基径断面积
F

所有种的基径断面积之和&

!#%%

" 相对多度%

B

&

#

%某个种的株数
F

所有种

的总株数&

!#%%

#

#"

灌木层$ 草本层重要值%

B

&

C

%相对盖度
E

相对多度&

F!

# 其中' 相对盖度%

B

&

#

%某个种

的盖度
F

所有种的总盖度&

!#%%

" 相对多度%

B

&

#

%某个种的株数
F

所有种的总株数&

!#%%

#

!@!@!

静态生命表 对树木种群年龄结构的研究多采用空间代替时间的方法! 即以胸径级代替年龄进行

分析(

#>"#G

)

# 对于亚热带树种! 目前尚无统一的径级结构划分标准! 常以
!$A :/

划分为一个径级 (

$

!

!%"!#

)

!

因此! 本研究按
A :/

为一个径级统计各径级内的株数! 编制主要优势种群静态生命表# 静态生命表包

括如下参数'

!

"

! 在
"

期开始时的存活数"

#

"

!

"

期开始时的存活率"

$

"

! 从
"

到
"E#

的死亡数"

%

"

! 从
"

到
"E#

的死亡率"

&

"

! 从
"

到
"E#

期的平均存活数! 即
&

"

C

%

!

"

'!

"E#

&

F!

"

(

"

! 进入
"

期的全部个体在进入
"

期以后的存活个体总年数! 即
(

"

C!&

"

"

)

"

!

"

开始时的生命期望或平均余年"

*

"

! 环境阻力或消失率!

表示种群从
"

期到
"E#

期间受到的阻力!

*

"

+90 #

"

!90 #

"

E#

#

$

结果与分析

#"$

公益林的组成

将样地分成浙江省常见的松林$ 杉木林$ 针阔混交林$ 阔叶林$ 毛竹林和灌木林六大类型(

#H"#A

)

# 本

次调查乔木层树种共
A!

科
#%$

属
!I$

种! 灌木层植物
AG

科
#!A

属
HHG

种! 草本层植物
$I

科
AI

属
!?I

种" 群落物种数依次为针阔混交林＞阔叶林＞松林＞灌木林＞毛竹林＞杉木林%表
!

&# 多为人工构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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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杉木林虽然在乔木层密度! 平均胸径和平均树高上占据优势" 但是植物种单一" 群落结构相对不稳定"

物种保育能力也往往不高# 而松林多为天然次生林" 乔木密度低" 林下光照条件好" 易于物种的入侵和

定居" 因此灌木层物种丰富" 为向针阔混交林演替储存了物质基础# 对于阔叶林而言" 由于建国初期的

过度利用" 其典型的群落已所剩无几" 故在发育上多为天然次生而来" 目前在平均胸径和平均树高上均

不占优势$

公益林群落 样方数
物种数

$

种
密度

$

%株&
%&

!'

' 平均胸径
$(&

平均树高
$&

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群落

松林
)'! *" )+* ,' ',) ) '"* )"-# .-*

杉木林
.' /# )"! #' )+# ' "+/ ))-' .-*

针阔混交林
)./ ''# !,* ).) ##) ) #'# )"-' .-)

阔叶林
#+ ')" '). ,* /'+ ) .!) ,-" #-/

毛竹林
!+ ), )'# ., ),. ' /#' ,-! )"-#

灌木林
/' /! )/" .' '!* !', +-, /-!

表
!

浙江中部地区各公益林群落基本情况

01234 ' 5167( 789:;&1<7:8 :9 =>237( ?4391;4 9:;46< (:&&>87<@

对本次调查中株数占样地总株数
)A

以上的植物中进行重要值分析%表
!

'" 乔木层中" 马尾松
!"#$%

&'%%(#")#)

%

!*-,.

'为最高# 其次为杉木%

)*-#/

'和毛竹
!*+,,(%-).*+% /0$,"%

%

)'-/"

'# 木荷
1.*"&) %$2/34)

"

青冈
5+.,(4),)#(2%"% 6,)$.)

" 黄山松
!"#$% -)"7)#/#%"%

和枫香
8"9$"0)&4)3 :(3&(%'#'

等也都有较高的重要

值( 灌木层中" 檵木 8(3(2/-',$& .*"#/#%"%

%

))-+/

'重要值最高" 其次为映山红
;*(0(0/#03(# %"&%""

%

+-+#

'#

此外" 柃木
<$3+) =)2(#".)

" 枫香" 箬竹
>#0(.),)&$% -/%%/,,)-$%

" 白栎
?$/3.$% :)43"

等也有较高的重要

值( 草本层中" 大叶狼衣
@%&$#0' ='2(#".'

%

))-+/

'具有最高的重要值" 其次为香附子
5+2/3$% 3(-$#0$%

%

)*-'!

'和欧洲蕨
A-/3"0"$& )9$","#$&

%

+-!)

'" 芒
B"%.)#-*$% %"#/#%"%

%

/-),

'" 千金子
8/2-(.*,() .*"#/#%"%

%

/-)*

'等( 通过比较不同公益林群落植物种的重要值" 发现各个群落在不同层次中的植物种类与组成"

普遍具有建群树种少" 树种构成相对集中等特点" 在灌木层和草本层中尤为明显" 各群落灌木层以檵

木! 柃木! 杜鹃等小乔木为主" 而草本层重要值最大均为强阳性的大叶狼衣( 各群落乔木层的优势种差

异较大" 松林和针阔混交林乔木层中的重要值最大的均为马尾松" 分别为
+!-".

和
!,-+"

" 杉木林则以

杉木%

.!-!,

'重要值最大" 阔叶林以木荷%

),-')

'和青冈%

)"-.!

'共优" 毛竹林以毛竹%

,!-!/

'占绝对优势"

灌木林则主要由经济树种杨梅
B+3".) 3$43)

%

!+-,,

'组成(

"#!

公益林群落的结构

!-'-)

径级结构 中部地区各公益林群落乔木密度大小不一" 因此采用百分比表示各径级水平上的分布

情况更为直观" 中部地区乔木的平均胸径为
)"-' (&

( 由图
!B

可知) 乔木树种主要分布于
* (&!

胸

径＜)" (&

径级" 平均为
#"-*!A

" 径级分布于
)" (&!

胸径＜)* (&

的平均为
'#-!,A

" 径级分布于
)*

(&!

胸径＜'" (&

的平均为
+-#'A

# 径级分布于
'" (&!

胸径＜'* (&

的平均为
!-")A

# 径级分布于胸

径
"'* (&

的平均为
)-/*A

( 在各群落中径级为
* (&!

胸径＜)" (&

的以阔叶林的比例最高" 达到

.!-,#A

" 径级分布于
)" (&!

胸径
")* (&

的以阔叶林最低
)#-/+A

( 因此" 群落平均胸径表现为杉木林

%

))-' (&

'＞松林%

)"-# (&

'＞针阔混交林%

)"-' (&

'＞毛竹林%

,-! (&

'＞阔叶林 %

,-" (&

'＞灌木林 %

+-,

(&

'( 各公益林群落径级结构虽有不同" 却表现一致的趋势" 均呈现逆 *

C

+ 型" 即随着胸径的增大"

乔木树种数量的比例逐渐减小( 这是由于人类对中部地区森林资源的过度利用" 原始的森林植被遭到巨

大的破坏" 仅留下少量大径级的树木(

!-'-'

垂直结构 中部地区公益林的平均高度
C

为
.-! &

" 其高度在
# &!C＜)" &

的占主要部分" 平

均为
*+-*+A

" 其次为高度在
' &!C＜# &

的占
!"-!/A

" 高度在
)" &!C＜)/ &

的占
)+-'+A

" 高度在

)/ &!C＜)+ &

的占
'-#.A

" 高度在
)" &!C＜)/ &

的占
"-)!A

( 各公益林群落中" 高度在
' &!C＜#

&

的以灌木林最高" 占
+)-,'A

" 高度在
' &!C＜# &

的以松林最高" 占
*!-!+A

" 高度在
# &!C＜)"

钱逸凡等) 浙江中部地区公益林的群落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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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

层 种名
重要值

松林 杉木林 针阔混交林 阔叶林 毛竹林 灌木林 浙江中部

乔木

马尾松
!"#$% &'%%(#")#) &$'"() *$'+, $-'&%) .'!! !'.$ #!'+!) $,'-(

杉木
*$##"#+,)&") -)#./(-)0) .'#( ($'$-) #('!%) !'+- !'## ,'-, #,'+.

毛竹
1,2--(%0).,2% ,/0/3(.2.-) / $'$- %',* %'*& -$'$.) %'!$ *!'.%

木荷
4.,"&) %$5/36) %'., %'+. -'+-) *-'!*) %'%- !'%+ ('*%

青冈
72.-(6)-)#(5%"% +-)$.) %'*+ %'!, *'&% *%'($) 0 %',+ !'&%

黄山松
!"#$% 0)"8)#/#%"% ,'(! #'%% ,'!+ %'(& 0 0 $'+,

苦槠
*)%0)#(5%"% %.-/3(5,2--) %'%- %'%! #'&$ !',- %'%+ %'$! #'&,

枫香
9":$";)&6)3 <(3&(%)#) %'&# %'$- !'&! ,'!. 0 #'.. !'!#

石栎
9"0,(.)35$% +-)63) %'#+ %'!# #'($ ,'%! %'%! 0 #'.-

白栎
=$/3.$% <)63" %'#& %'!# !'%! !'.. %'+# %'+& #'!-

檵木 9(3(5/0)-$& .,"#/#%"% %'## %'%( %',- #'!, %'%+ %'.# %'-%

杨梅
>23".) 3$63) %'%$ %'%. %'$& %',. 0 $&'--) %'&%

甜槠
7)%0)#(5%"% /23/"

%'%. 0 %',+ .'+, 0 0 #'%&

灌木

檵木 9(3(5/0)-$& .,"#/#%"% !,'&%) +'#& ('!!) $'$- #.',-) #$'&&) ##'&.

杜鹃
?,(;(;/#;3(# %"&%"" ('&+ .'(& +'-#) -'.+) #'(- (',( &'&+

柃木
@$32' A'5(#".' .'-, ('.#) ,'+% $'&! .'-( .'+# .'&+

枫香
9":$";'&6'3 <(3&(%'#' !'&$ %'#. %'.- %'#- !'(+ #'!! .',.

白栎
B$/3.$% <'63" +'.$ #'%! !'(+ !'!. $'+% ,'+, $'(,

木荷
4.,"&' %$5/36' !'%% %'&# $'#- !',& !'$, !'.+ !'(#

杉木
*$##"#+,'&"' -'#./(-'0' %'(& #.'%!) .'++ %'++ !',! .'!+ $'+&

箬竹
C#;(.)-)&$% 0/%%/--)0$% 0 ,'!$ #'(- #.'+%) %'!& #'$% $'&$

乌饭
D).."#"$& 63).0/)0$& #'&# #'-( #',- #'(# #'(+ %',- !'&!

青冈
*2.-(6)-)#(5%"% +-)$.) %'(! %',( #'.( $',$ %'&$ !'%- #'--

马尾松
E"#$% &)%%(#")#) !'$% %'!, %'$. %'%! %'#( #'#$ !'!(

山茶
*)&/--") A)5(#".) %'(% #'#( %'#$ %'%- !'.- %'!- !'$&

石栎
9"0,(.)35$% +-)63) %',$ 0 !'!. #'+! #'#( !'(# #'&&

隔药柃
F$32) &$3".)0) !'$# %'&& !'.& #'$& %',$ #'!, #'-.

短柄粃
B$/3.$% +-)#;$-"</3) %'$! %'$! %',, %'#$ %'.! 0 #'(.

映山红
?,(;(;/#;3(# %"&%"" 0 0 #'-+ %'$$ %'$! .',! #'(!

冬青
C-/G 5$35$3/) %'&. %'%- %'&, %'&& #'.. #'#& %'-.

山苍子
9"0%/) .$6/6) %'+( #'+# %'&+ %'(( %'+# %'#% #'%-

油茶
7)&/--") (-/"</3)

%'+& %'.( #'%. %'%. #'%$ #'-% %'-+

草本

大叶狼衣
H%&$#;) A)5(#".) .$',#) $#'$.) #&'.() #+'.%) #('$.) $#'$!) $$'+&

香附子
725/3$% 3(0$#;$% $'$+ $'!! ,'-( ,'$. #+'+#) .'+# #,'!$

欧洲蕨
E0/3";"$& ):$"-"#$& $'!+ !'!& ##'#&) ,'-( &',, $'#+ &'$#

芒
>"%.)#0,$% %"#/#%"% !'.$ !'-! %'(+ #'#, #'(- #'.- .'#-

千金子
9/50(.,-() .,"#/#%"% !'$+ %'+( $'!, ,'.( 0 #'#& .'#,

三穗薹草
7)3/G 03"%0).,2) !'!% $'!& .'#$ .'$. !'&, !'.# !',&

淡竹叶
9(5,)0,/3$& +3)."-/ %',+ %'$- %'-$ %'$- %'(+ %'%, %',,

菝葜
I&"-)G .,"#) #'.$ !'!% %',& %'.! %'## #'+$ #'!-

竹叶草
H5-"%&/#$% .(&5(%"0$% %'%& #'-- $'(. %'#. !'#( .'(. #'#+

表
!

浙江中部地区公益林主要植物种重要值

12345 $ 6789:;2<; =24>5? 9@ 72A< 842<; ?85BA5? A< ;C5 B5<;:24 DC5EA2<F

说明!

)

为通过聚类分析筛选出的优势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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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 $!!＜%& $

的均以毛竹林最高! 分别占
#"'"()

和
*'&&)

"图
!+

#$ 因此! 群落平均树高表现为

毛竹林"

%"'# $

%＞杉木林"

,'- $

%

.

松林"

,'- $

%＞针阔混交林"

,'% $

%＞阔叶林"

#'& $

%＞灌木林"

&'! $

%!

松林& 杉木林& 针阔混交林& 阔叶林等
&

种公益林群落垂直结构差异不大! 毛竹林高度分布呈纺锤型!

其高度分布较为合理$

图
!

浙江中部地区公益林径级!

/

"# 垂直结构!

+

"和林龄结构!

0

"

123456 ! 785498456 :; <2=$6865

"

/

%!

>65829=?

"

+

%

=@< =36

"

0

%

2@ 8A6 96@85=? BA6C2=@3

!'('!

林龄结构 群落的年龄结构决定着群落的径级和垂直结构$ 本研究公益林的林龄
"

为小班内优

势树种的平均年龄! 取
!

棵优势树种的平均木! 用生长锥测量! 辅以公益林二类资源清查数据对照! 结

果较为一致$ 由图
!0

可知' 毛竹林的林龄均小于
%"

年生! 这是由于毛竹林在经营上多为隔年留养新

竹! 隔年采伐老竹$ 一般
#

年生老竹就采伐! 因而现存毛竹林常是
%

!

!

!

-

年生类型或
(

!

&

!

#

年生类

型$ 除毛竹林外! 林龄"

"

%在
"＜%" =

和
%" =!"＜(" =

比例以灌木林最大! 分别为
&,'#()

和
!-',%)

$

林龄在
(" =!"＜!" =

之间的以针阔混交林最大! 分别为
&D'&!)

和林龄在
!"!"＜&"

的以松林最大!

为
(D'(,)

! 在
&" =!"＜-" =

的以阔叶林最大! 为
%!'(&)

$ 因此平均林龄依次为阔叶林"

(#'% =

%

.

针阔

混交林"

(#'% =

%＞松林"

(&'" =

%＞杉木林"

(!'! =

%＞灌木林"

%('% =

%＞毛竹林"

&'& =

%! 松林& 杉木林& 针

阔混交林& 阔叶林
&

种公益林群落年龄结构呈现纺锤型分布! 且差异不大! 表明样方的选择在林龄上较

为一致$

!"!

优势种群静态生命表

乔木层的优势种往往是群落的建群种! 其种群结构直接影响着群落的结构$ 为此! 本研究对中部地

区各公益林群落主要有优势种马尾松& 杉木"演替初期先锋种%& 木荷"演替中期优势种%& 青冈"演替后

期优势种%

(

((

)编制静态生命表*表
&

%!

&

个种群密度分别为
&,#

株+
A$

!(

!

(#"

株+
A$

!(

!

%"(

株+
A$

!(和
!&

株+
A$

!(

"毛竹径生长在
% =

内完成! 杨梅为经济树种! 故在此不作分析%$ 从各龄级的存活数和存活率上

看! 优势种群随龄级的增大! 其存活数和存活率均依次减少! 种群在龄级
!

和
"

个体数量丰富! 龄级
#

个体数较多! 而龄级
$

和
%

个体数量下降迅速! 为典型的增长型结构, 从生命期望来看! 在龄级
!"%

范围内! 马尾松& 杉木作为演替初期的先锋种群其生命期逐渐下降! 其中木荷作为演替中期优势种群其

生命期望先增后减, 青冈的生命期望持续上升! 这表明青冈种群作为演替后期优势种更具有保持种群增

长的趋势$ 浙江中部的杉木林多由人工营建而来! 少数经砍伐后萌条更新而成$ 对于杉木各龄级的生命

期望! 在龄级
#

和
$

略有上升! 为波动式的下降! 这与杉木个体寿命较长! 同时也与杉木萌条的繁殖方

式有关! 利于保持杉木种群的稳定性$

对中部地区公益林群落主要优势种群各龄级种群的死亡率与环境阻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结果表

明' 两者相关性显著!

#

值分别为马尾松
"'*(D

! 杉木
"'*#,

! 木荷
"',#-

! 青冈
"'D-"

$ 曲线拟合结果如

图
&

$ 种群死亡率随着环境阻力的增大而升高! 环境阻力是导致个体死亡的主要原因! 在龄级
!"$

范

围内! 马尾松种群随着龄级的增加! 其所遇到环境阻力持续增加! 导致死亡率逐渐增大! 个体数量也相

应减少, 杉木种群则随着龄级的增加! 环境阻力先增后降! 在龄级
"

达到最大*

$

%

.%'!(

%! 在龄级
!

为

最低*

$

%

."'-%

%! 死亡率也先增后减, 木荷种群也表现出死亡率随环境阻力先增后降的规律! 环境阻力

钱逸凡等' 浙江中部地区公益林的群落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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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表
!

浙江中部地区公益林主要优势种静态生命表

&'()* + ,-'-./ ).0* 10 213.4'4- 56*/.*5 .4 /*4-7') 89*:.'4;

树种 龄级 存活数
!

"

存活率
#

"

死亡数
$

"

死亡率
%

"

平均存活数
&

"

存活个体总年数
'

"

生命期望
(

"

环境阻力
)

"

马尾松

! + +<< =>"" = $$$ ">$" $ ?"" @ <@! =>@! ">+A

" $ =$$ ">@" = <$= ">B! ! $=? $ ?@$ =>!+ ">?=

# = B"" ">$+ A+$ "><$ = "$= = BBB =>"+ ">A+

$ BBA ">=$ $=+ ">B< +"! B!B ">A+ =>=A

% !+B ">"B C C #!$ #!$ %>B% C

杉木

! ! A%$ #>%% # !A% %>++ ! !B? $ <@% #>!< %>@A

" # <#$ %>B< # #@$ %>@$ # %!@ # +#! %>?? #>$!

# ++% %>#B $!A %>@B !@< $?B %>?? #>!#

$ ### %>%+ B@ %>B# ?$ ##% %>AA #>#!

% B+ %>%! C C !@ !@ %>B% C

木荷

! # <?% #>%% # #$+ %><? # ##$ # BA# %>AB #>#?

" B+< %>$$ +%@ %>@B $+$ +@? %>?? #>$<

# #$A %>%? #%! %>@$ ?? #$< %>A@ %>A?

$ $@ %>%! ? %>!! $$ +? #>!? %>?!

% !A %>%! C C #B #B %>B! C

青冈

! @A% #>%% <A< %>?? ++! B#? %><< !>%B

" A+ %>#! @+ %>@A B@ @< %>?% #>B<

# !% %>%$ #< %>?% #! #A %>A$ #>!$

$ + %>%# # %>!B + @ #><$ %>#B

% $ %>%% C C $ #B B>%% C

和死亡率在龄级
"

达到最大!

)

"

D#>$<

"

*

"

D%>@B

#" 在龄级
$

降到最低!

)

"

D%>?!

"

*

"

D%>!!

$% 青冈种群则随

着龄级的增加死亡率随环境阻力持续减小& 也就是说" 马尾松和杉木作为先锋树种在演替初期在群落中

占有优势" 在后期种群逐渐衰退" 导致群落结构与环境的改变" 为演替中期优势种木荷和后期优势种青

冈种群的增长创造了条件" 这符合正向演替的趋势&

图
+

不同龄级优势种死亡率与环境阻力的关系

E.;F7* + G*)'-.1459.6 (*-H**4 317-').-I '42 *4J.7143*4-') 7*5.5-'4/* 10 213.4'4- 56*/.*5 .4 2.00*7*4-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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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中部地区是浙江省的生态建设的重点区域! 其公益林质量高于全省整体水平! 但于人类对中部地区

森林资源的过度利用! 原始的森林植被遭到巨大的破坏! 仅留下少量大径级的树木! 且仍以松林" 杉木

林为主!

%

种群落占
&%'()*

! 因此! 目前浙江中部地区的公益林在组成上具有优势种相对单一! 乔木层

建群树种少" 树种构成相对集中! 下木层树种丰富且构成相对合理等特点! 物种保育能力和群落稳定性

都亟待提升#

通过对主要优势种群静态生命表的分析发现! 建群种在群落的构建过程中具有控制作用! 不同演替

阶段优势种群在生活史对策上存在差异! 在龄级增加时对环境阻力诸如光照" 水分" 种间关系等因子以

及这些因子随群落正向演替而变化时表现出不同耐受能力$ 同时! 中部地区频繁的人为经营! 使得人工

林% 天然林" 天然次生林混杂交错! 尤其是人工林往往经历了经营 &择伐% 皆伐% 抚育等'(封育的过

程# 本研究中! 马尾松个体在松林% 杉木林% 针阔混交林% 阔叶林% 毛竹林% 灌木林中的分布比例为

$('+,*

!

!'%!*

!

$#'&,*

!

+'++*

!

"'$"*

!

"'$)*

) 而杉木在各群落中的分布比例为
&',"*

!

$+'#,*

!

$('+%*

!

%'+$*

!

+'&!*

!

"'#!*

# 表明在人为和自然因子的干扰下! 马尾松和杉木
%

个种群均与其他树

种存在较高程度的混交# 因此在龄级
!

时! 各种群的环境阻力为马尾松＞杉木＞木荷＞青冈# 而这一过

程的进展! 加速了群落结构的变化! 促进了群落演替的发生! 可见群落结构的特征是优势种群生活史对

策和群落结构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但由于阔叶林的建群种木荷% 青冈等种群目前密度很低! 且在龄级

较低阶段生命期望相比演替先锋种群不占优势! 在径级和高度上与其他群落存在差距# 因此在今后公益

林的经营中注重对优势种群的抚育! 对改造和提升阔叶林的质量! 加速群落正向演替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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