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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择贵阳市乌当区典型杜鹃
6*"7"7+%7$"%

群落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标准样地调查法% 群落数量分析法等方

法! 对其不同杜鹃群丛的植物组成% 结构% 重要值%

!

多样性分析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

贵阳乌当杜鹃群落分为

"

种植物群丛! 分别为
$

$ 锈叶杜鹃
6*"7"7+%7$"% 3-7+$"8*5''#97

白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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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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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锈叶杜鹃
7

白栎
7

麻

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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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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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锈叶杜鹃
7

麻栎群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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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锈叶杜鹃
7

麻栎
7

藤黄
=&$;-%-& *&%<#$5-

群丛&

(#

杜鹃群落

主要以锈叶杜鹃为主! 麻栎% 白栎为辅的植物群落结构类型&

)#

杜鹃群丛
89:;9<=>

丰富度指数%

?*@A2)3

多样性指

数%

?B933)3#C*=3=:

多样性指数均呈现出群丛
&＞群丛%＞群丛'＞群丛*

的趋势! 而
D*=<)E

均匀性指数则呈现出

群丛
*＞群丛&＞群丛%＞群丛'

的趋势&

+,

杜鹃群落多样性保护应当遵从群丛
&

的植物结构类型进行保护! 对群

丛
*

! 群丛
%

和群丛
'

群丛进行适当修复! 使其结构接近群丛
&

的结构类型&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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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群落是以杜鹃属
!"#'#'%&'(#&

植物为优势种的植被类型% 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海拔较高

的山地"

A

#

& 全世界杜鹃属植物约
BCD

种! 中国约
CED

种! 是杜鹃属分布中心! 也是杜鹃花生物多样性最

高的国家! 除新疆地区之外! 全国其他省'市( 自治区)均有分布% 其中以西南地区分布最为广泛* 贵州

省是杜鹃原生种分布区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是杜鹃花中国中心分布区向外扩张的过渡地带% 有着丰富

的原生种和大量可能的新种和变种"

#

#

* 有关学者先后对杜鹃植物开展了种子萌发特性+ 形态解剖( 抗旱

评价( 引种驯化( 繁殖利用( 群落特征以及多样性保护及保育研究 "

!"E

#

, 但对于杜鹃群落生物多样性的

研究较少! 尤其采用群落数量分类学方法对杜鹃群落生物多样性研究鲜有报道, 采用群落数量分类方法

结合群丛特性进行分析! 能够定量解析群丛特性( 组成特点! 更加准确地反映杜鹃与其他植物种类间的

关系, 在对退化杜鹃群落进行恢复中! 以群丛为单位进行恢复! 提高了其可操作性, 本研究选择贵阳市

乌当区万亩杜鹃群落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典型样地调查( 群落数量分类及多样性分析等方法展开研究!

旨在筛选出万亩杜鹃群落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群丛! 为杜鹃群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技术指导! 奠定理论

基础,

F

材料与方法

)*)

研究区域概况

本研究选择贵阳市乌当区典型杜鹃群落为研究对象, 乌当区位于贵阳市东北部! 属贵阳城市规划的

B

个组团之一! 地处
#C#EE$%#C#!!&G

!

FDC'!D&%FDH#D!&I

, 乌当区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 具有明显的

高原性气候的特点
J

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 ! 光( 热( 水同季 ! 垂直气候差异明显! 年平均降水量

F FHBKLM" :H"ND &&

, 年平均气温
";NC (

, 森林覆盖率达
;BN!CO

, 由于地形( 地貌类型多样! 形成多

种小气候! 宜于农业生产! 大部分地区可满足农作物
F 2 #

熟! 蔬菜
F 2 !M;

熟的需要, 主要灾害性天

气有干旱( 倒春寒( 冰雹( 秋季连阴雨( 秋风( 凝冻"

C

#

, 区境内河流均属于长江流域乌江水系! 河床狭

窄! 比降大! 流速较快, 全区土壤为黄壤区! 黄棕壤( 石灰土( 紫色土和冲积土"

H

#

, 植被属于黔中山原

湿润性灰岩常绿栎林( 常绿落叶混交林及马尾松
)*&+, -.,,#&*.&.

林区! 主要树种有青栲
/012#3.2.&#4!

,*, 52.+1.

! 丝栗栲
/.,67&#4,*, 8.(5%,**

! 细叶青冈栎
/012#3.2.&#4,*, 5(.1*2*,

! 柞木
9+%(1+, -#&5#2*1.

等!

落叶树种有枫香
:*;+*'.-3.( 8#(-#,.&.

! 光皮桦
<%6+27 2+-*&*8%(7

等, 次生植被有大面积天然牧草和灌丛

草坡"

L"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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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与材料

采用典型样地调查法! 对贵阳市乌当区杜鹃群落进行调查, 在贵阳市乌当区杜鹃群落分布区域随机

布设调查样点
FE

处! 分别在每个调查样点区域内随机设置
FD & ) FD &

典型群落调查样方
!

个! 共计

调查样方
;E

个! 统计每个调查样方内的植物种类( 生活型( 密度( 高度( 盖度( 频度等群落特征指标!

用于群落数量分类与多样性等指标的计算,

)*,

统计分析

贵阳乌当杜鹃群落调查数据统计分析与整理! 均采用
PQPP FL6D

软件和
R)53%,%4* S44)51 IT51. #DDH

软件完成,

F6!6F

群落数量分类 结合-中国植被.和实际生态学意义! 采用
U<VGPQWG

分类法! 对贵阳乌当杜鹃

群落进行群落数量分类,

"N!N:

重要值 采用重要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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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表示第
"

种物种的重要值"

#

"

表示第
"

种物种的密度"

$

"

表示第
"

种物种的频度"

%

"

表示第
"

种物种的盖度#乔木层中
%

"

表示第
"

中物种的显著度$%

#'('( !

多样性测度 采用
)*+,*-./

指数&

0123456

指数和
07*6656!81.6.+

指数对贵阳乌当杜鹃群落物

种多样性进行分析' 计算公式为(

#%"#(

)

!

)*+,*-./

指数
!#

""$

-6&

"

0123456

指数
'9#:

(

" 9 ;

!

*

)

"

$

!

"

07*6656!81.6.+

指数
*9:

(

" 9 ;

!

*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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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表示植被群落中物种数目'

&

表示群丛中全部物种个体总数'

,

"

为第
"

种的相对重要值%

;'('$

均匀性测度 采用
<1.-5=

均匀性指数对贵阳乌当杜鹃群落进行分析' 计算公式为(

;;

)

!

<1.-5=

均匀性指数
#%

*

-6+

%

其中!

*

表示
07*6656!81.6.+

多样性指数'

+

表示植被群落中物种数目%

!

结果与分析

!"#

万亩杜鹃群落分类

采用
>8&?0<@?

分类法' 对贵阳乌当杜鹃群落
#A

个调查样点进行等级分类' 经过
$

次划分' 得到

为
$

组% 结合+中国植被,和实际生态意义' 采用第
$

级的分类结果' 将贵阳乌当杜鹃群落划分为
$

组

#图
#

-' 结合分类将
$

个组命名为
$

个植物群丛% 群丛
"

! 锈叶杜鹃
-./0/01203/2 ("013/).45567B

白栎

861396( :;<31"

群丛' 包括样点
!

和样点
C

% 群丛
#

! 锈叶杜鹃
B

白栎
B

麻栎
861396( ;96="(("7;

群丛' 包

括样点
;

' 样点
$

' 样点
D

' 样点
(

' 样点
A

和样点
E

% 群丛
$

! 锈叶杜鹃
B

麻栎群丛' 包括样点
;%

' 样

点
;!

' 样点
;(

和样点
;A

号% 群丛
%

! 锈叶杜鹃
B

麻栎
B

藤黄
>;39"2"; .;2<634"

群丛' 包括样点
F

' 样点

##

和样点
#$

%

!"!

乌当杜鹃群落数量特征

群丛
$

中' 杜鹃花科
G+1H*H.*.

' 壳斗科

I*,*H.*.

分别共出现
(

种植物' 分别占群丛

出现种的
#$'!DJ

" 禾本科
K+*216.*.

' 蕨科

<L.+1M1*H.*.

' 桑科
)5+*H.*.

分别出现
!

种植

物' 分别占群丛出现种的
D'A!J

' 其他科共

出现
D

种植物' 占群丛出现种的
$!'FCJ

% 群

丛
%

中' 壳斗科出现
(

种植物' 占群丛出现

种的
!('%FJ

' 杜鹃花科出现
!

种植物' 占群

丛出现种的
;A'(FJ

" 其他科共出现
E

种植

物' 占群丛出现种的
A('FAJ

%

对贵阳乌当杜鹃群落植物生活型分析发

现 ' 乔 木 植 物
A

种 ' 占 群 落 出 现 种 的

;C';(J

" 灌木植物
;$

种#其中攀援灌木植物

(

种' 占群落出现种的
D'CFJ

-' 占群落出现

种的
$A';CJ

" 草本植物
;!

种#均为多年生草

本植物-占群落出现种的
(F'E;J

% 对贵阳乌

当杜鹃群落
$

种群丛植物组成生活型分析发现' 群丛
&

中共出现
D

种植物' 其中乔木
!

种' 占群丛出现

植物种的
!!'!!J

" 灌木植物
E

种#其中攀援植物
;

种' 占群丛出现种的
;;';;J

-' 占群丛出现种的

EE'EFJ

" 群丛中未出现草本植物种类% 群丛
#

中共出现
;(

类植物' 其中乔木
!

种' 占群丛出现植物种

图
;

乌当杜鹃群落
;A

个样点
>8&?0<@?

树状分类图

I1,=+. ; >8&?0<@? H-*441/1H*L156 5/ ;A 4*23-16, 3516L1.4 16 L7.

8=M*6, 5/ L7. -./0/01203/2 H522=61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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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共计植物
!"

种" 其中群丛
!$

种" 群丛
"%!

种" 群丛
#&%

种" 群丛
$%!

种# $%&表示该样地中未发现该种植物' $

'

&

表示乔木植物(

()**

)' $

+

&表示多年生植物(

,*)*--./0 ,0/-(

)' $

1

&表示灌木(

23)455*)6

)' $

71

&表示攀援灌木(

80.95.-:

23)45

)*

科名 种名 生活型
重要值

群丛
!

群丛
"

群丛
#

群丛
$

杜鹃花科
;).8/8*/*

锈叶杜鹃
!"#$#$%&'(#& )*'%(#+",--./ 1 <=>?& &$>=@ !A>#! <=>?<

杜鹃花科
;).8/8*/*

小果南烛
0,#&*1 #23-*4#-*5 1 A>B& C>C% C>&A

%

杜鹃花科
;).8/8*/*

映山红
!"#'#'%&'(#& )*/)** 1 ?>!& =>%& =>&? <>AA

壳斗科
D/:/8*/*

麻栎
6.%(7.) 57.8*))*/5 ' =>$% &=>CC %%>!< %B>&=

壳斗科
D/:/8*/*

栲
93)83&#+)*) 43(:%)** '

%

!>CC C>=B B>=B

壳斗科
D/:/8*/*

白栎
6.%(7.) 45;(%* 1 %!>AA %%><C %>$B ?>$B

禾本科
E)/9.-*/*

五节芒
<*)=3&8".) 4-#(*'.-.) +

%

B>%?

% %

禾本科
E)/9.-*/*

茅叶荩草
>(8"(3?#& -3&=%#-38.) +

% %

B>A<

%

禾本科
E)/9.-*/*

芒
<*)=3&8".) )*&%&)*) +

% %

B>== %>B<

蕨科
+(*).F./8*/*

蕨
@8%(*'*./ 3A.*-*&./ +

%

%>!# #>%!

%

蕨科
+(*).F./8*/*

密毛蕨
@8%(*'*./ (%2#-.8./ +

% %

B>?A C>B?

桑科
GH)/8*/*

小构树
B(#.))#&%8*3 C3D*&#C* 1

% %

B><B

%

桑科
GH)/8*/*

草
E./.-.) )75&'%&) +

% %

B>A?

%

藤黄科
E4((.I*)/*

藤黄
F5(7*&*5 "5&;.(,* '

% % %

=>=#

藤黄科
E4((.I*)/*

金丝桃
E,+%(*7./ /#&#:,&./ 1

%

%>%%

% %

百合科
J.0./8*/*

拔葜
G/*-5? 7"*&5 71 B>A? =>!<

% %

车前科
+0/-(/:.-/8*/*

车前草
@-5&85:# 5)*58*75 +

% %

B>!?

%

豆科
J*:49.-H2/*

三叶崖豆藤
<*--%88*5 .&*H.:5 71

%

%>!$

% %

金缕梅科
K/9/9*0.F/8*/*

枫香
0*A.*'5/;5( 4#(/#)5&5 '

% % %

#>#!

菊科
7H9,H2.(/*

艾蒿
>(8%/*)*5 2.-:5(*) +

% %

B><A

%

茜草科
L45./8*/*

鸡矢藤
@5%'%(*5 )75&'%&) 71

% %

%>%$

%

蔷薇科
LH2/8*/*

插田泡
!.;.) 7#(%5&.) 1

% %

%>C# #>==

忍冬科
7/,).IH0./8*/*

珍珠荚蒾 I*;.(&./ 4#%8*'./ 1 !>==

%

?><B

%

莎草科
76,*)/8*/*

莎草
9,+%(.) (#8.&'.) +

%

B>!<

% %

山茶科
'3*/8*/*

柃木
J.(,5 H5+#&*75 1 !>!!

%

C>$A <>!A

杉科
'/MHF./8*/*

杉木
9.&&*&:"5/*5 -5&7%#-585 ' ?>CB

% % %

石松科
J68H,HF./8*/*

石松
0,7#+#'*./ 7-5258./ +

% %

#>?%

%

石竹科
7/)6H,3600/8*/*

银柴胡
F,+)#+"*-5 #-'"5/*5&5 +

% %

B>!?

%

五加科
N)/0./8*/* 檧木 >(5-*5 7"*&%&)*) 1

% %

CO?C #>C!

虎耳草科
1/M.I)/:/8*/*

滇鼠刺
K8%3 *-*=*4#-*3 1

%

B>!A

% %

苋科
N9/)/-(3/8*/*

牛漆
>=",(3&8"%) L*'%&8383 +

% % %

B>A$

表
!

贵阳乌当杜鹃群丛重要值特征

'/50* % P9,H)(/-( Q/04*2 ()/.( HI (3* M"#'#'%&'(#& 8H994-.(.*2 .- R4F/-:

"

E4.6/-:

的
%C>!=S

' 灌木植物
=

种(其中攀援植物
&

种" 占群丛出现种的
%CO!=S

)" 占群丛出现种的
A%OC<S

' 草

本植物
!

种" 占群丛出现种的
&!O@=S

* 群丛
#

中共出现
&%

种植物" 其中乔木
&

种" 占群丛出现植物种

的
$OC&S

' 灌木植物
%@

种 (其中攀援植物
%

种" 占群丛出现种的
<O?AS

)" 占群丛出现种的
<?OA&S

' 草

本植物
$

种" 占群丛出现种的
<&O=AS

* 群丛
$

中共出现
%!

种植物" 其中乔木
<

种" 占群丛出现植物种

的
!@O??S

' 灌木植物
A

种" 占群丛出现种的
<AO%CS

' 草本植物
!

种" 占群丛出现种的
&!O@=S

*

对贵阳乌当杜鹃群丛植物重要值分析发现" 群丛
!

中" 锈叶杜鹃重要值最高" 为
<=O?&S

" 白栎次

之" 为
%!OAAS

' 群丛
"

中" 锈叶杜鹃重要值最高" 为
&$O=@S

" 麻栎次之" 为
&=OCCS

" 白栎重要值为

%%O<CS

' 群丛
#

中" 锈叶杜鹃重要值最高" 为
!AO&!S

" 麻栎次之" 为
%%O!<S

' 群丛
$

中" 锈叶杜鹃重

要值最高" 为
<=O?<S

" 麻栎次之" 为
%@O&=S

*

综上所述" 乌当杜鹃群落是以锈叶杜鹃为主" 白栎+ 麻栎为辅的群落类型*

李安定等! 贵阳乌当杜鹃群落数量特征与
%

多样性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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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群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贵阳乌当杜鹃群落
!

多样性与均匀性指数特征

./012 ! 34526 78/97 :; % 59<28=97> /45 2<2442== :; !%&'&'()'*&) ?:@@A49792= 94

BA5/4C

!

DA9>/4C

!"#

杜鹃群落
!

多样性分析

贵阳乌当杜鹃群落
E/8C/12;

丰

富度指数分析如表
!

所示"

E/8C/12;

丰富度指数从高到低的变化趋势为

群丛
#

#

$&('$

$! 群丛
"

#

-&-"*

$! 群

丛
$

#

-&",'

$! 群丛
!

#

!&'''

$%

贵阳乌当杜鹃群落
F9@G=:4

多

样性指数 &

FH/44:4!B92428

多样性

指数分析如表
!

所示"

F9@G=:4

多样

性指数从高到低的变化趋势为群丛
#

'

%&,!,

$! 群丛
"

'

%&(),

$! 群丛
$

'

%&(!)

$! 群丛
!

'

%&(')

$(

FH/44:4!B92428

多样性指数从高到低的变化趋势为群丛
#

'

!&!(%

$! 群丛
"

'

'&,(-

$! 群丛
$

'

'&,-%

$! 群

丛
!

'

'&**+

$%

贵阳乌当杜鹃群落
I921:A

均匀性指数分析如表
!

所示%

I921:A

均匀性指数从高到低的变化趋势为群

丛
!

'

%&(+,

$! 群丛
#

'

%&($+

$! 群丛
"

'

%&(-%

$! 群丛
$

'

%&('$

$%

综上所述! 贵阳乌当杜鹃群落
E/8C/12;

丰富度指数&

F9@G=:4

多样性指数&

FH/44:4!B92428

多样性

指数均呈现出群丛
#＞群丛"＞群丛$＞群丛!

的趋势! 而
I921:A

均匀性指数则呈现出群丛
!＞群丛#

＞群丛"＞群丛$

%

-

结论与讨论

#"$

结论

贵阳乌当杜鹃群落可分为
$

种植物群丛! 依次为群丛
!

) 锈叶杜鹃
J

白栎群丛( 群丛
"

) 锈叶杜鹃
J

白栎
J

麻栎群丛( 群丛
#

) 锈叶杜鹃
J

麻栎群丛( 群丛
$

) 锈叶杜鹃
J

麻栎
J

藤黄群丛% 杜鹃群落主要以杜

鹃科& 壳斗科& 禾本科植物为主( 在贵阳乌当杜鹃群落中锈叶杜鹃种群占绝对优势! 麻栎& 白栎种群次

之! 因此! 杜鹃群落主要是以锈叶杜鹃为主! 麻栎& 白栎为辅的植物群落结构类型% 贵阳乌当杜鹃群丛

E/8C/12;

丰富度指数&

F9@G=:4

多样性指数&

FH/44:4!B92428

多样性指数均呈现出群丛
#＞群丛"＞群丛

$＞群丛!

的趋势! 而
I921:A

均匀性指数则呈现出群丛
!＞群丛#＞群丛"＞群丛$

% 贵阳乌当杜鹃群

落多样性保护应当遵从群丛
#

的植物结构类型进行保护! 对群丛
!

! 群丛
"

和群丛
$

进行适当修复! 使

其结构接近群丛
#

的结构类型%

#%!

讨论

本研究针对贵阳乌当万亩杜鹃林群落进行多样性研究! 按植物群落的自然演替规律! 该群落处于灌

木或灌丛群落阶段! 正向乔灌群落阶段演替! 并非顶级群落及地带性植被类型! 因此! 处于不稳定阶

段% 目前! 贵阳市乌当区想要打造万亩杜鹃林! 作为贵阳城郊以观赏杜鹃花的休闲旅游区! 但随着群落

演替的进行! 杜鹃群落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旅游观光效果! 因此! 进一步研究贵阳乌当万亩杜鹃林最佳群

落结构& 物种组成& 物种多样性& 人工正向干扰或结构调整! 对旅游观光效果及群落的相对稳定性有重

要意义% 正如黔西的百里杜鹃! 目前观光效果很好! 在长期人为正向干扰下! 其群落结构具相对稳定

性! 但从物种多样性及演替规律来看! 目前的结构是否为最佳!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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