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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同林龄胡桃楸林下植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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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胡桃楸
!#.'&%4 7&%84*#$-9&

林为研究对象! 采用典型抽样法研究林下植物物种

组成与多样性% 结果表明$ 胡桃楸林灌木层植物种类随林龄增加而逐渐增加! 草本层植物种类则逐渐减少! 存在

明显的时空动态& 幼龄林和中龄林草本层以披针叶薹草
:&$+; '&%9-("'-&

! 大油芒
<="8-"="."% 4->-$-9#4

! 草乌
/9"%-!

5#7 9&$7-9*&+'-

和龙芽草
/.$-7"%-& =-'"4&

等为优势种! 近熟林和成熟林则以蓝萼香茶菜
?&>8"4-& ,&="%-9&

和白屈菜

:*+'-8"%-#7 7&,#4

等为优势种& 幼龄林和中龄林灌木层以小叶鼠李
@*&7%#4 =&$3-("'-&

和荆条
A-5+; %+.#%8" 567. *+5!

+$"=*6''&

等为优势种! 近熟林和成熟林则以红花锦鸡儿
:&$&.&%& $"4+&

! 小花溲疏
B+#5C-& =&$3-('"$&

! 毛叶丁香
<6!

$-%.& =#>+49+%4

和暴马丁香
<6$-%.& $+5-9#'&5& 567. 7&%84*#$-9&

等为优势种% 不同林龄胡桃楸林下灌木层与草本层
8

个物种多样性指数存在显著差异'

D＜9."%

(

,

灌木层物种多样性指数中! 随着林龄的增加!

:+;<1*2

指数从
9.%3& 9

增

加到
9.$&$ 3

!

:=622*2!>+?2?7

指数从
-.-&( 3

增加到
-.&(% 4

!

@+?A*B

均匀度指数从
9.4&! 9

增加到
9.&(3 9

!

C67D6A?E

丰富度指数从
9.3$3 9

增加到
-.4-8 3

! 均呈现连续增加的趋势& 草本层均匀度指数随着林龄的增加从
9.&&8 4

增加到

9.3&$ !

! 表现为连续递增趋势! 其余指数中!

:+;<1*2

指数从
9.&8( 4

减少到
9.$%3 8

!

:=622*2!>+?2?7

指数从
!.-!9 3

减少到
-.4$( 3

! 丰富度指数从
-.3%- $

减少到
-.(8$ -

! 均随着林龄的增加呈持续递减的趋势% 不同林龄胡桃楸林

下灌木层和草本层物种丰富度均存在极显著差异)

D＜9.99-

(! 由幼龄林到成熟林! 灌木层物种丰富度从
(.(&% $

逐

渐增加到
4.(89 9

! 在成熟林阶段达到最高值& 草本层的变化规律与灌木层呈现完全相反的趋势! 随着林龄的增加!

林下草本层植物的种类逐渐减少% 用半变异函数模型模拟! 均匀度指数和
:+;<1*2

指数为球面模型!

:=622*2!

>+?2?7

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则更符合指数模型! 研究区的物种多样性为中等的空间相关性! 结构性因子所占比例为

9.%&8F9.4&#

! 随机性因子所占比例为
9.(#3F9.8#4

% 建议该区科学合理地规划景区建设及道路开发! 并对当地居民

的种子采集等活动进行管理% 图
8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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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多样性作为群落的重要特征% 是生态系统结构& 功能及其稳定性的基础#

#"!

$

' 随着生态学研究

的不断深入% 植物多样性格局及形成机制成为生态学科的热点问题之一#

H"L

$

% 是理解区域生物多样性维

持机制的重要内容% 同时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管理有着重要意义#

B"F

$

( 研究植物多样性% 有助于认识

群落的组成& 变化和发展趋势% 同时也可反映群落及其环境的保护状况#

E"#%

$

( 胡桃楸
>2/&"'0 5"'.062#)("

是北京唯一的国家保护高大乔木% 在生物多样性相对匮乏的北京地区具有特殊的意义( 松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是主要的胡桃楸林分布区% 受到生态旅游及麻核桃
>2/&"'0 6+-$)$'0)0

开发等人为活动的影响% 生

境严重破碎化% 林下群落结构遭到破坏% 植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

##

$

( 胡桃楸林不同演替阶段群落结构

存在差异#

E"#%

$

( 本研究对不同林龄阶段的胡桃楸林下植被进行调查% 目的在于了解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胡桃楸林下群落的植物多样性及变化规律% 找到群落与环境因子和人为干扰等因素的互作机制% 为松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多样性保护与恢复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

研究区概况

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延庆县西北部% 森林覆盖率接近
E%T

( 地处燕山山脉的军都山% 坐

标为
L%#!E$E%UL%&HH$HB%V

%

##B&LH$LL%U##B&B%$!!%W

#

#!

$

( 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年平均气温为

F6B '

% 最高和最低气温分别为
HE6% '

和
"!$6H '

% 年降水量与蒸发量分别为
LEH6% 88

和
# $$!6% 88

%

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 FHI6H 0

( 随海拔由低向高依次分布有山地褐土& 山地棕壤和山地草甸土#

#!

$

% 土层

厚度为
!%UBB (8

( 保护区总面积
I !IL6%% 08

!

(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处理% 在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共

发现胡桃楸斑块
IB

块% 胡桃楸林总计为
HEI6L$ 08

!

( 主要分布在大庄科村& 兰角沟等地区的沟谷内阴

坡一侧% 海拔高度为
$%%U# B%% 8

% 以天然纯林为主% 萌生情况普遍% 少量伴生黑枣
<)+0-;#+0 &+420

% 榆

树
@&520 -25)&"

和大叶白蜡
A#"%)'20 #6;'(6+-6;&&"

等( 林龄组成以中龄林为主% 成熟林和近熟林次之%

F!I



第
!"

卷第
#

期

幼龄林最少!

$

研究方法

!"#

样地设置

采用典型性样方法"

%!

#

$ 于
$&%#

年
'

月至
(

月$ 在兰

角沟% 大庄科村附近% 公路两侧主要胡桃楸林分布区选

取立地条件相近% 林龄&以
"&

年生为林龄期限' 用生长

锥取得树龄数据(不同的典型林分设置
$& ) ! $& )

的乔

木样方
$"

个)图
%

(' 并在每个乔木样方四角及中心位置

各做
# ) ! # )

灌木样方
%

个和
% ) ! % )

草本样方
%

个* 样方内记录+

!

生态因子' 如海拔, 坡度% 坡向%

坡位和土壤情况-

"

乔木树种的名称% 胸径% 高度以及

整个群落的郁闭度-

#

灌木和草本植物的名称% 数量%

高度及盖度"

%"

#

*

!"!

数据统计分析

根据样方内植物个体高度% 盖度% 密度以及频度'

计算灌木和草本物种的重要值* 公式为+ 灌木植物重要

值
*

&相对密度
+

相对高度
+

相对盖度(

,!

- 草本植物重要

值
*

&相对频度
+

相对密度
+

相对高度
+

相对盖度(

,"

"

#

#

- 相对

频度
*

该种的频度
,

所有种的频度之和' 相对密度
*

该种的

个体数
,

所有种的个体数总和' 相对高度
*

该种的平均高度
,

所有种的平均高度总和' 相对盖度
*

该种的盖

度
,

全部种的盖度总和"

#-%#"%'

#

* 总结前人研究成果' 根据多样性指数对反映群落物种多样性状况的实际应

用效果' 本研究选取了以下
"

种多样性指数"

#-%#"%'

#

*

./)0123

指数&

!

(+

!*%4

"

# * %

!

$

#

$

*

.563323#7/8389

指数

&

%

(+

&*4

"

# * %

!

'

#

!:3'

#

*

;/8:2<

均匀度指数&

(

(+

(*%,:3"

*

=69>6:8?

丰富度指数&

)

(+

)*

&

"4%

(

,:3*

* 其中+

"

为样方内物种数-

*

为样方内所有物种个体数总和-

'

#

为种
#

的相对重要值' 等于种
#

的重要值占样

方中所有种的重要值之和的比例*

利用
.;.. $$@&

软件进行均值分析' 并对不同林龄胡桃楸林植物多样性指数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利用
./>)6;:2A %$@&

对结果进行图形化处理- 利用
B.+C@&

软件对群落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进行半变异函

数与方差模型分析*

!

结果分析

$%&

不同林龄胡桃楸林下植物物种组成分析

调查记录胡桃楸林下植物
"!

科
'(

种' 以菊科
D1A896E868

' 蔷薇科
F216E868

' 豆科
G8><)/32168

' 毛

茛科
F63<3E<:6E868

和百合科
G/:/6E868

等为主' 其中木本植物
%(

科
$H

种' 草本植物
$#

科
#$

种* 同时

还对胡桃楸林内灌木层和草本层植物的重要值进行了统计&表
%

与表
$

(*

灌木层中' 叶蛇葡萄
+,-./0-1#1 23,3/#40/#5

' 小叶鼠李
625,731 -589#40/#5

' 红花锦鸡儿
:585;575

801.5

和山楂叶悬钩子
63<31 =85>5.;#40/#31

在不同林龄林下都有分布* 红花锦鸡儿与小叶鼠李在
"

种林龄

林下都有较大优势' 而山楂叶悬钩子和叶蛇葡萄则存在差异* 荆条
?#>.@ 7.;37A0 I69@ 2.>.80-2B//5

和

山杏
+8,.7#5=5 1#<#8#=5

分布在幼龄林及中龄林中' 毛叶丁香
"B8#7;5 -3<.1=.71

' 小花溲疏
C.3>D#5 -589#!

4/085

' 暴马丁香
"B8#7;5 8.>#=3/5>5 I69@ ,57A1238#=5

和土庄绣线菊
"-#85.5 -3<.1=.71

等在近熟林与成熟林

中分布' 细叶小檗
E.8<.8#1 -0#8.>##

和大花溲疏
C.3>D#5 ;857A#4/085

仅在成熟林中可见* 整体而言' 幼龄林

及中龄林的灌木种类较少' 随着林龄的增加' 灌木层植物种类逐渐增加' 存在明显的变化趋势* 保护区

内胡桃楸林下灌木群落以小花溲疏% 毛叶丁香% 小叶鼠李% 红花锦鸡儿等为主要优势种*

图
%

胡桃楸林样方分布图

J/><98 % K/1A9/L<A/23 06AA893 2? (3;/571 ,57A1238#=5 ?2981A1

郑昌龙等+ 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同林龄胡桃楸林下植物多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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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草本层主要组成物种及其重要值

&'()* ! +',- ./*0,*. 012/1.,3,1- '-4 ,2/153'-3 6')7*. 18 39* 9*5(':* )';*5

物种
林龄

物种
林龄

幼龄林 中龄林 近熟林 成熟林 幼龄林 中龄林 近熟林 成熟林

披针叶薹草
!"#$% &"'()*+&)" "<#%! %<#=> "<"?@

垂果南芥
,#"-). /$'01&" "<"@$ "<">= "<"$@

大油芒
2/+0)+/+3+' .)-)#)(1. "<!!$ "<A>? "<">!

北马兜铃
,#).4+&+(5)" (+'4+#4" "<"=B "<"=@

鸭跖草
!+66$&)'" (+661'). "<"B= "<"== "<"$@ "<"B$

风毛菊
2"1..1#$" 7"/+')(" "<"!A

东亚唐松草
85"&)(4#16 6)'1. "<">$ "<"?A "<A"$

穿龙薯蓣
9)+.(+#$" ')//+')(" "<"C>

紫菀
,.4$# 4"4"#)(1. "<"$@ "<"=C "<">!

莓叶委陵菜
:+4$'4)&&" ($'4)!

3#"'"

"<"@@

车前
:&"'4"3+ ".)"4)(" "<"!$ "<"@=

黄精
:+&;3+'"416 .)-)#)(16 "<"=A

巴天酸模
<16$% /"4)$'4)" "<"@C "<"B!

野青茅
9$;$1%)" "#1'0)'"($" "<"?=

灰菜
!5$'+/+0)16 "&-16 "<"@C "<"@?

宽叶薹草
!"#$% .)0$#+.4)(4" "<"?=

龙芽草
,3#)6+')" /)&+." "<"=$ "<"C$

北重楼
:"#). =$#4)()&&"4" "<">$

草乌
,(+')416 ("#6)(5"$&) "<"?$ "<">B

鼠掌老鹳草
>$#"')16 .)-)#!

)(16

"<"!> "<">!

萱草
?$6$#+("&&). *1&=" "<"$= "<"==

毛茛
<"'1'(1&1. 7"/+')(1. "<"C$ "<A$!

益母草
@$+'1#1. "#4$6).)" "<"$$ "<">!

短尾铁线莲
!&$6"4). -#$=)!

("10"4"

"<"=@ "<"=!

秋苦荬菜
:"#")%$#). /)''"4)!

/"#4)4"

"<">@ "<"B$

蓝萼香茶菜
<"-0+.)" 7"/+')!

("

"<A"$ "<AA>

铁杆蒿
8#)/+&)16 =1&3"#$ "<"BC "<">?

大叶铁线莲
!&$6"4). 5$#"!

(&$)*+&)"

"<A"A "<"B?

石竹
9)"'451. (5)'$'.). "<">$ "<"=!

白屈菜
!5$&)0+')16 6"71. "<"=$ "<A"@

蝙蝠葛
A$')./$#616 0"1!

#)(16

"<"?! "<"B>

表
"

灌木层主要组成物种及其重要值

&'()* A +',- ./*0,*. 012/1.,3,1- '-4 ,2/153'-3 6')7*. 18 39* .957( )';*5

物种
林龄

物种
林龄

幼龄林 中龄林 近熟林 成熟林 幼龄林 中龄林 近熟林 成熟林

山楂叶悬钩子
<1-1.

(#"4"$3)*+&)1.

"<!@$ "<A"@ "<"B= "<"?=

大果榆
B&61. 6"(#+("#/" "<C=@ "<ABC "<CA?

荆条
C)4$% '$31'0+ 6'5<

5$4$#+/5;&&"

"<!!A "<!A$

细叶小檗
D$#-$#). /+)#$4)) "<!B!

山杏
,#6$')"(" .)-)#)(" "<A>@ "<A@$

三桠绣线菊
2/)#"$" 4#)&+-"4" "<AC@

暴马丁香
2;#)'3" #$4)(1&"4"

6'5< 6"'0.51#)("

"<!=B "<!B$

小花溲疏
9$14E)" /"#=)*&+#" "<!!? "<CB$

红花锦鸡儿
!"#"3"'" #+.$" "<A!A "<A>$ "<C!= "<C=$

雀儿舌头
@$/4+/1. (5)'$'.). "<AC" "<A"@

小叶鼠李
<5"6'1. /"#=)*+&)" "<!BC "<C= "<!$> "<!?@

大花溲疏
9$14E)" 3#"'0)*&+#" "<A>C

毛叶丁香
2;#)'3" /1-$.($'. "<!!= "<C!>

小叶朴
!$&4). -1'3$"'" "<!>$ "<A@$

蚂蚱腿子
A;#)/'+). 0)+)(" "<A@C "<A==

卫矛
F1+';61. "&"41. "<A?@ "<!">

土庄绣线菊
2/)#"$"

/1-$.($'.

"<!B> "<A$=

叶蛇葡萄
,6/$&+/.).

5161&)*+&)"

"<"=> "<"?! "<A"? "<"B@

草本层中鸭跖草
!+66$&)'" (+661').

在不同林龄下均有分布! 但重要值存在差异" 不同林龄的胡桃

楸林下草本群落组成差异显著! 随着林龄增加! 大油芒
2/+0)+/+3+' .)-)#)(1.

! 披针叶薹草
!"#$% &"'()*+!

&)"

! 蝙蝠葛
A$')./$#616 0"1#)(16

等逐渐被北重楼
:"#). =$#4)()&&"4"

! 鼠掌老鹳草
>$#"')16 .)-)#)(16

! 蓝

萼香茶菜
<"-0+.)" 7"/+')("

等取代! 形成较稳定的顶级群落" 优势种上! 幼龄林和中龄林主要是披针叶

薹草! 大油芒! 草乌
,(+')416 ("#6)(5"$&)

和龙芽草
,3#)6+')" /)&+."

等! 近熟林和成熟林则以蓝萼香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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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和白屈菜
!"#$%&'(%)* *+,)-

等为主! 整体而言" 随着林龄的增加" 草本层植物种类减少的趋势明显!

!"#

不同林龄胡桃楸林下植物多样性差异分析

!$%$&

不同林龄胡桃楸林下灌木层物种多样性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 对不同林龄胡桃楸林下灌木

层物种多样性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结果显示# 不同演替阶段的灌木层
'()*+,-

指数存在显著差异$

.＜

.$.#

%" 随着林龄增加" 灌木层物种变化明显" 指数值不断增加$图
%

和表
!

%& 而
'/0--,-!1(2-23

多样性

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分别呈极显著'

.＜.$..&

%和显著'

.＜.$.#

% 的差异" 随着林龄的增加而逐渐增加! 这

表明" 随着演替阶段的深入" 灌木的物种多样性表现出不断递增的规律!

!$%$%

不同林龄胡桃楸林下草本层物种多样性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 不同林龄下草本层的
'()*!

+,-

多样性指数存在显著差异'

.＜.$.#

%" 并随林龄的增加" 呈现逐渐降低的规律'图
!

与表
!

%&

'/0-!

-,-!1(2-23

多样性指数差异更为显著'

.＜.$..&

%" 随着林龄增加" 多样性指数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 不

同演替阶段的草本层均匀度指数也存在显著差异'

.＜.$..&

%" 但变化趋势是上升的! 这表明" 随着演替

阶段的深入" 草本植物有逐渐退出生态系统的趋势" 最后形成一个稳定的顶级群落" 这种变化规律与

4,/0-25

等人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

&6

)

!

图
%

不同林龄胡桃楸林下灌木层物种多样性指数

7(8932 % '*2:(2+ ;(<23+(=> (-;2? ,@ +/39A B0>23+ 9-;23 @,32+= 0=

;(@@232-= 082+ ,@ )0-:/93(0- C0B-9= *B0-=0=(,-+

图
!

不同林龄胡桃楸林下草本层物种多样性指数

7(8932 ! '*2:(2+ ;(<23+(=> (-;2? ,@ /23A B0>23+ 9-;23 @,32+= 0=

;(@@232-= 082+ ,@ )0-:/93(0- C0B-9= *B0-=0=(,-+

!$%$!

不同林龄胡桃楸林下物种丰富度差异分析 通过单因

素方差分析" 灌木层的物种丰富度差异极显著'

.＜.$..&

%" 与

幼龄林相比" 中龄林灌木层物种丰富度增加了
%.D

以上" 近

熟林比中龄林又增加了近
"!D

'图
"

%" 最后在成熟林阶段达到

了最高值" 但与近熟林相比" 成熟林的物种丰富度增加比例

不到
ED

! 这表明# 从胡桃楸群落演替早期到达到稳定状态的

期间" 物种丰富度先快速增加" 到中期增速达到最快" 而到

了后期阶段" 随着群落逐渐稳定" 植物物种的替换速率也随

之下降! 草本层的变化规律与灌木层呈现完全相反的趋势!

随着胡桃楸林龄的增加" 林下草本层植物的种类逐渐减少'图

"

%! 不同林龄胡桃楸林下草本层物种丰富度存在极显著差异

'

.＜.$..&

%" 在演替初期" 大量的草本植物出现" 形成早期的

先锋群落" 但随着林龄增加" 群落中草本植物不断退出群落" 尽管有部分新的植物进入" 但在整体上"

最后的稳定状态的顶级群落与早期相比" 草本层物种丰富度下降非常明显!

!"!

胡桃楸林下植物多样性空间异质性分析

从表
"

物种多样性半变异函数模型及方差分析结果可知" 松山胡桃楸林
"

种多样性指数中" 均匀度

指数和
'()*+,-

多样性指数为球面模型"

'/0--,-!1(2-23

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则更符合指数模型"

半变异函数模型能够很好地反映物种多样性指数的空间结构特性! 在分析模型中块金值表征由于取样误

差和小于取样尺度上随机引起的空间异质性" 基台值越大" 总的空间异质性越高& 块金与基台的比值表

示由系统变量引起的空间相关性" 比值小于
.$%#

表示空间相关性强烈"

.$%#F.$6#

表示中等的空间相关

图
"

胡桃楸林下植物物种丰富度指数

7(8932 " '*2:(2+ 3(:/-2++ (-;2? ,@ 9-;2383,C=/ 9-;23

@,32+= ,@ )0-:/93(0- C0B-9= *B0-=0=(,-+

林下植物

物
种
丰
富
度

0

0

A

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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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大于
"&$'

表示空间相关性较弱"

()

#

$

*

种多样性指数比值都为
%&!'+%&$'

% 因此研究区的物种多样性

为中等的空间相关性&

表
!

林龄对不同层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0 1 230!4-5 67286 9:; <=;>. -3? =0;.-@0 ?AB0;<AC5 A3?0D -990EC .5 9:;0<C -@0

指数 层次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 "

#

草本层
1 $1&!11 !*&*") (1&$") ＜"&""(

灌木层
1 ()&F11 F&!(( !F&F($ ＜%&%%(

$

草本层
1 %&!$% %&%G% *&%)* %&%*$

灌木层
1 %&1'% %&(!% '&(11 %&%%G

%

草本层
1 %&$$! %&!'$ (!&)1! ＜%&%%(

灌木层
1 (&'!) %&'%G (F&!1F %&%%!

&

草本层
1 %&1G% %&(1% '&!F1 %&%%)

灌木层
1 %&!$% %&((% '&1$% %&%%*

'

草本层
1 (&!)% %&*!$ ('&*$! ＜%&%%(

灌木层
1 (&%$% %&!GF G&)!1 %&%%$

表
"

物种多样性半变异函数模型及其相关参数

,-./0 * H-;-I0C0;< -3? C0<C B-/>0< :9 C=0:;0CAE-/ B-;A:@;-I I:?0/< 9:; <J0EA0< ?AB0;<AC5 A3?0D0<

指数 模型 块金'

(

%

( 基台)

(

%

K(

(

( 块金
L

基台"

(

%

L

)

(

%

K(

#

(# 变程 决定系数

$

球面模型
%&%!1 %&%$! %&1#G #1&! %&F$

%

指数模型
%&%#$ %&%*$ %&1F# $&F %&F*

&

球面模型
%&%1' %&%)* %&*#F ##&! %&$F

'

指数模型
%&%!$ %&%F$ %&*%1 )&* %&F'

同时也说明* 在大于研究尺度% 小于变程的范围内结构性因子所占比例为
%&')*+%&F)#

% 随机性因

子所占比例为
%&1#G+%&*#F

% 说明尽管结构性因子仍然占主导地位% 但诸如人为砍伐+ 旅游开发等人为

活动引起的空间异质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人为活动的干扰对胡桃楸植物多样性有着显著影响&

*

讨论与结论

"#$

不同林龄胡桃楸林下植物物种组成特征与变化趋势

灌木层中红花锦鸡儿+ 小叶鼠李等在各林分都属于优势度较大的树种% 草本层中大油芒+ 披针叶薹

草等属于优势植物& 随着林龄的增加% 草本植物物种数逐渐下降% 可能是由于林下生存空间及养分的竞

争加剧% 竞争力差的植物逐渐淘汰出局"

#G"!#

#

& 叶蛇葡萄+ 东亚唐松草+ 鸭跖草等几乎在胡桃楸各个林

龄阶段都有出现% 说明这些物种非常适应胡桃楸林下的环境"

!!

#

& 由于不同物种对特定的林下生境的适应

能力各不相同% 群落中的优势种类随演替阶段不断发生变化& 整体而言% 演替早期胡桃楸草本群落主要

以披针叶薹草+ 大油芒+ 草乌+ 龙芽草等为优势种% 中后期则以蓝萼香茶菜+ 白屈菜等为优势种, 灌木

群落以小花溲疏+ 毛叶丁香+ 小叶鼠李+ 红花锦鸡儿等为优势种&

"%&

不同林龄胡桃楸林下植物多样性

杨立学等"

#%

#认为* 胡桃楸林龄可以对植物群落的完整性+ 抗逆性及演替的进程等状况进行真实反

映& 随着林龄的增加% 胡桃楸林下灌木层物种多样性指数呈现连续增加的趋势% 而草本层的
MAIJ<:3

指

数+

M=-33:3!NA030;

指数+ 物种丰富度指数呈现持续递减的规律% 均匀度指数则与之相反% 表现为连续

递增趋势& 这表明% 随着胡桃楸的干扰逐渐增强% 林下灌木层和草本层的响应并不一致% 适应能力较强

的灌木在群落中稳定下来% 适应能力较弱的草本植物则有退出群落的趋势, 而幼龄林林下植被的均匀度

指数明显不如成熟林高% 可能是因为到了成熟林阶段% 林分结构逐渐稳定下来% 外部环境相对比较固

定% 对林下植物生长与分布的限制作用趋于减弱&

胡桃楸不同演替阶段植物多样性之所以存在显著差异% 主要源于在以胡桃楸为优势树种的林分中%

随着林龄的增加% 胡桃楸在群落中的优势地位增强% 造成林下植物对有限的空间和资源的竞争更为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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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 只有适应能力更强的个体才得以生存! 部分植物逐渐趋于淘汰" 消亡! 最终完成胡桃楸林下群落演

替过程#

!"#

建议

自然状态下! 胡桃楸的化感作用使其群落保持优势! 但林龄的变化会直接导致林地中胡桃醌的含量

变化! 最终影响胡桃楸林群落结构的维持$

$$%&!

%

# 松山胡桃楸林多分布于沟谷& 道路两旁的区域! 这些地

区是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的重点区域! 景区设施与道路的建设! 加上村民对胡桃楸种子的采集! 造成很

多地方胡桃楸天然实生更新困难# 人为活动对胡桃楸林植物多样性产生了显著影响! 胡桃楸的自然更新

与维持受到了威胁! 因此! 科学合理的规划景区建设及道路的开发! 有效地对当地居民的种子采集等活

动进行管理! 就显得十分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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