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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岭南槭
/7+$ 5#57*+$-

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典型的乡土彩叶树种% 研究它所在天然群落特征! 可为该地区科学合

理营建岭南槭风景林提供理论依据% 以广东省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黑石顶省级自然保护区和深圳大鹏半岛国

家地质公园七娘山的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为对象! 对比分析其物种组成& 群落结构& 物种多样性和主要种间关联

性% 结果表明$

.

地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物种丰富度表现为南岭＞黑石顶＞七娘山' 黑石顶乔木层的岭南槭平均树

高为
#3-# 7

! 红叶景观效果最好!

8 97

径级以下岭南槭比例为
34-#8:

! 说明其小径级个体数量相对较多' 比较岭

南槭所在天然群落径级结构!

.

地均表现为单峰倒 (

;

) 表型趋势'

.

地主要木本植物种对的总体关联性呈显著正相

关*

8＜%-%3

#% 研究结果显示$ 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物种多样性以南岭相对较高! 岭南槭对群落生境适应能力和景

观效果以黑石顶相对较好! 而七娘山岭南槭幼苗储备量不足% 因此!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营建改造岭南槭风景林时

应适量补植幼苗! 并参考南岭和黑石顶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的植物搭配合理选择树种! 提高岭南槭风景林的物种

多样性和景观效果%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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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广东省着力推动生态景观林带$ 森林围城和林相改造等重大生态工程# 珠江三角洲地区工

程规模即达数十万公顷# 景观树种选择以及风景林营建技术研究因而成为林业和园林工作者所面临的重

要课题% 特别是红叶特征鲜明$ 色叶期长$ 色叶比高的秋叶乔木种非常稀缺# 亟待开展相关研究# 以满

足城乡生态建设对优良乡土木本花卉和特色景观树种资源的需求% 岭南槭
!"#$ %&%"'#$(

为槭树科
G$13!

-$1-1

槭树属
!"#$

落叶乔木!

#

"

# 树形高大# 枝叶青翠繁茂# 秋冬季节叶色绯红# 极具 &层林尽染' 的意

境# 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具有很好应用前景的优良乡土彩叶树种% 目前# 对岭南槭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 苗木培育等基础性工作# 关于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特征的研究

鲜有报道% 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的群落特征能够揭示出岭南槭与环境相互适应的关系# 也可为岭南槭人

工林天然化培育提供参考!

DH"

"

% 研究岭南槭天然群落特征和种群动态# 了解其环境背景值及影响观赏性

状的主要环境限制因子# 揭示岭南槭在群落中的生态位特征及种间联结# 是岭南槭天然林美景度提升和

岭南槭人工林近自然化经营的重要前提!

IJ##

"

% 本研究以广东省具代表性且保存完好的岭南槭天然林为对

象# 对其物种组成$ 群落结构$ 物种多样性以及主要木本植物种间关联性进行对比分析# 解析其群落结

构与物种组成# 了解其生境特征和种群动态# 为岭南槭的推广应用提供区域规划指引# 并为营建特色森

林景观提供树种配置的科学依据%

#

研究地概况及研究方法

*+*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DC""!#$DC""I%,

#

##!"K%$##!"KC%L

)# 肇

庆市封开县黑石顶省级自然保护区(

D!"DI%$D!"DM%,

#

###""!%$###""C%L

)和深圳市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

园七娘山(

DD"!#%,

#

##C"!D%L

)% 南岭属于中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 地势较高而兼有山地气候特点#

年均气温为
##0! &

# 年均降水量为
# MK"0K &&

# 多集中在
!'E

月# 年均相对湿度为
ECN

# 植被类型属

于常绿阔叶林!

##

"

* 黑石顶属于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属低山地貌# 年均气温为
#O0I &

# 年均降水量

为
# MC!0E &&

# 多集中在
C'O

月# 年均相对湿度
EKN

# 植被类型属于常绿阔叶林!

#D

"

* 七娘山属于南亚

热带海洋性气候# 年均气温为
DD0! &=

年均降水量为
D KKK0K &&

# 相对湿度达
EKN

# 属于高温多雨地

区# 植被类型为热带季雨林型的常绿季雨林!

#!

"

%

*+,

研究方法

#0D0#

样地调查 采用典型抽样方法# 在全面踏查的基础上选择岭南槭分布较为聚集的典型地段设置样

地(表
#

)% 在南岭设置
"

个
DK & ( DK &

的样地# 黑石顶
I

个
DK & ) DK &

的样地和
#

个
DK & ) !K &

的

样地# 七娘山
I

个
DK & ) DK &

的样地% 记录样地的经纬度$ 海拔$ 坡度$ 坡向$ 土壤状况等地理和环

境因子% 将样地分为
#K & ) #K &

的样方进行调查% 在每个样方内进行每木检尺# 记录高度
#0" &

以上

的各木本植株的种名# 测量其胸径$ 树高$ 冠幅$ 活枝下高$ 相对坐标等# 在各个样方对角线上均匀设

置
!

个
D & ) D &

的小样方# 调查记录草本植物及乔木$ 灌木幼苗的种名$ 株数$ 高度和盖度%

#0D0D

数据分析 (

#

)重要值的计算% 乔灌层重要值(

*

P

)

Q

(相对多度
R

相对显著度
R

相对频度)

S!

# 草本层

重要值(

*

P

)

Q

(相对多度
R

相对盖度
R

相对频度)

S!

% (

D

)物种多样性的计算 % 以
T:-((%(!U)1(13

指数 $

T)&57%(

优势度指数$

>)1.%'

均匀度指数和
V.1-7%(

丰富度指数来表达群落物种多样性 !

!

"

% 公式如下+

T:-((%(!U)1(13

指数
!*H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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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7%(

优势度指数
,Q#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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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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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度指数
-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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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7%(

丰富度指数
,

V

Q/S.(!

*

/

表示总物种数 #

+

(

表示物种
(

的相对重要值 % (

!

)总体关联性 % 利用

张 珂等+ 广东
!

地典型彩叶树种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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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基本信息

&'()* + ,'-./ .01234'5.20 21 -'46)* 6)25-

样地位置 海拔
74

经纬度 郁闭度 样地数量
7

个 坡位 坡向 植被类型

南岭
8%! !9!:9"#:;9#<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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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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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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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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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坡位 东南坡 天然次生林

七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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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 !

中坡位 西坡 天然次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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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 !

中坡位 北坡 天然次生林

8%% !!!=#"#8;?#<

!

##9!=!":=;8#> %;?% !

上坡位 西南坡 天然次生林

# !89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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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下坡位 西南坡 天然次生林

8=%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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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 =

上坡位 西坡 天然次生林

ABC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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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方差比率法测定种间总体关联性! 先作零假设! 即研究树种间无显著关联! 计算公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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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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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研究物种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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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
"

出现的样方数'

%

表示样方总数'

'

&

表示样方
&

内出现的研究物种的总数'

(

表示样方中种的平均

数'

)

F

表示物种总体联结性指数( 独立性零假设条件下
)

F

值为
#

'

)

F

＞#

表示物种间呈正关联'

)

F

＜#

表示物种间呈负关联( 采用统计量
*G%)

F

来检验
)

F

值偏离
#

的显著程度! 如果树种不显著关联!

*

落

在
"

!分布界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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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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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概率为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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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间联结性(

!

种间联结性
"

!检验( 根据
! $ !

列 联 表 ! 用
"

! 检 验 测 定 成 对 种 间 的 关 联 性 ! 采 用 连 续 性 校 正 公 式 进 行 计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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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

和
,

分别表示
!

个物种同时出现的样方数和
!

个物种均未出现的样方

数!

-

和
.

表示仅有其中
#

个物种出现的样方数( 通过比较
+,

与
-.

值来判断种间联结性!

+,＞-.

表示

正联结!

+,＜-.

表示负联结(

"

种间联结系数%

'--2/.'5.20 /2*11./.*05

!

/

L

&测定(

"

!统计量检测的结果可

采用
/

L

值进一步检验(

/

L

值越接近
#

说明种间正联结性越强! 越接近
%#

说明种间负联结性越强!

/

L

值

等于
%

则说明种对完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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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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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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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出现百分率%

6*3/*05'M* /2&2//N3&

3*0/*

!

#

B

&的测定( 由于
,

值对
/

L

值的偏差影响较大! 采用种对共同出现百分率
#

B

%

O'//'3P

指数&! 计

算种对相伴出现的概率和联结程度"

+?

#

)

#

B

G+7

%

+K-K.

&(

#

B

值范围为"

"Q #

#! 越接近
#

说明种间的正联结

性越强! 越接近
%

说明种间负联结性越强(

!

结果与分析

"#!

物种组成及重要值

从表
!

可以看出) 南岭的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内共有维管植物
!#9

种! 隶属于
$!

科
#:$

属! 含种

数最多的是樟科
D'N3'/*'*

%

8

属
#:

种&! 其次是壳斗科
R'M'/*'*

%

!

属
#!

种&! 蔷薇科
F2-'/*'*

%

$

属
##

种&! 仅含
#'!

种的有
:=

科! 占总科数的
89;8=S

( 黑石顶的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内共有维管植物
+:8

种! 隶属于
8=

科
++%

属! 含种数最多的是樟科
D'N3'/*'*

%

$

属
+8

种&! 其次是壳斗科
R'M'/*'*

%

9

属
+=

种&! 紫金牛科
TU3-.0'/*'*

%

=

属
$

种&! 仅含
+'!

种的有
9?

科! 占总科数的
?9;8%I

( 七娘山的岭南槭

所在天然群落内共有维管植物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 含种数最多的是茜草科
FN(.'/*'*

%

$

属
@

种&! 樟科
D'N3'/*'*

%

8

属
@

种&和壳斗科
R'M'/*'*

%

9

属
@

种&! 其次是芸香科
FN5'/*'*

%

:

属
8

种&! 豆科

D*MN4.02-'*

%

:

属
8

种&! 仅含
+'!

种的有
9+

科! 占总科数的
?%;8%I

( 群组水平上!

=

地的物种数及科

属数表现为南岭＞黑石顶＞七娘山! 仅含
+'!

种的科数占比表现为黑石顶＞七娘山＞南岭( 由此可知)

南岭的岭南槭所在群落物种丰富度最高! 七娘山最低! 黑石顶岭南槭所在群落的科属组成最为分散(

重要值反映群落中各物种的相对重要性和对所处群落生境的适应程度"

+$

#

( 对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重

要值%

0

V

&分层计算! 并列出包含岭南槭且
1

V

$!;:

的乔木层* 灌木层和草本层优势种%表
=

&! 结果表明)

#!



第
!"

卷第
#

期

岭南槭在
#$" %

以上乔木层重要值表现为! 黑石顶"第
&

位#

'$(

$＞七娘山%第
)

位&

)$!

$＞南岭%第
##

位&

&$*

$& 岭南槭幼苗在
#$" %

以下草本层重要值亦表现为黑石顶%第
+

位&

&$"

$＞七娘山%第
#&

位&

#$'

$

＞南岭%第
),

位&

,$"

$& 说明岭南槭在黑石顶优势度相对较高& 对黑石顶群落生境适应能力相对较强'

表
!

广东
"

地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物种组成

-./01 & 2314516 47%37658579 7: !"#$ %&%"'#$( 9.8;<.0 47%%;958= .8 8><11 65816 59 ?;.9@A79@

地区 类型 科数 科数比例
BC

属数 属数比例
BC

种数 种数比例
BC

南岭 蕨类植物
( +D*' #, '$!! #& "$'#

裸子植物
! !$'' ! #$+, ! #$),

黑石顶 蕨类植物
" *$+) " )$") ' !$("

裸子植物
& !$#* & #$(& & #$&(

七娘山 蕨类植物
+ #"$"& + ($"* ## ($#"

裸子植物
# #$*& # ,$+" # ,$*)

被子植物
)( (&$*' +" +,$)( #&! +#$##

被子植物
*# ('$"( #)" +#$** #++ +&$++

被子植物
"' (($(+ #,! +!$') #)( +)$(*

!#!

群落结构

&$&$!

植株垂直结构 对
!

地群落木本植物按高度级统计植株数量"图
#

$' 整体上看&

!

地岭南槭所在

群落均以
,"& %

高度级植株分布最多& 随高度级增加植株数量呈递减趋势' 南岭( 黑石顶和七娘山等
!

地高度＜' %

的植株所占比例分别为
*,$,,C

&

*,$#,C

和
('$)"C

& 可见
!

地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均表现

出高度
' %

以下植株占绝对优势的特点'

!

地木本植物可分为上乔木层( 中乔木层( 灌木层
!

层& 南岭

上乔木层常见种为拟赤杨( 红背锥( 青榨槭等阳性树种& 中乔木层常见种为青榨槭( 马蹄荷( 红背锥(

野漆
)*+("*,#-,$*- .&""#,/-#&0

等喜阳性植物& 灌木层主要由灌木和乔木幼树构成& 常见的有杜英( 青

冈( 鼠刺( 冬青( 鹿角杜鹃( 金叶含笑
1("'#2(/ 3*4#*2/%/

等) 黑石顶上乔木层高大乔木主要有马尾松(

岭南槭( 阿丁枫等阳性树种& 中乔木层主要由马尾松( 短花序楠( 岭南槭( 黄果厚壳桂( 显脉新木姜子

等阳性植物构成& 灌木层木本植物主要由短花序楠( 黄果厚壳桂( 鼠刺( 杜英( 罗伞树等半耐荫植物组

成) 七娘山上乔木层常见乔木是浙江润楠( 大头茶等阳性树种& 中乔木层主要由大头茶( 鼠刺( 香楠(

甜楮( 浙江润楠等喜阳性树种构成& 灌木层主要由九节( 浙江润楠( 甜楮( 鼠刺( 罗伞树( 亮叶猴耳环

5(%'#"#22*6(&0 2&"(,&0

& 杜鹃等植物构成' 南岭乔木层的岭南槭平均树高为
'$" %

& 处于
'$,"($, %

高度

级& 该高度级有
"*

个种
#&&

个植株) 黑石顶乔木层的岭南槭平均树高为
#"$# %

& 处于
#)$,"#'$, %

高

度级& 该高度级有
(

个种
(

个植株) 七娘山乔木层的岭南槭平均树高为
)$+ %

& 处于
)$,"'$, %

高度级&

该高度级有
),

个种
&,'

个植株' 由此可见! 南岭和七娘山的岭南槭平均树高所在的高度级较为接近&

所在高度级内种类和植株个体较多& 黑石顶的岭南槭平均树高较大& 所在高度级内种类和植株个体

较少'

&$&$&

径级结构 对
!

个群落木本植物胸径进行综合分析& 结果见图
&

' 南岭植株在
,"&$, 4%

径级分布

相对较少&

)$, 4%

径级以后植株分布呈单峰倒 *

E

+ 型# 幼苗储备量不足# 幼树数量较多的特点' 黑石

顶和七娘山径级分布呈单峰倒 *

E

+ 型# 随径级增加植株数量呈递减趋势' 南岭( 黑石顶( 七娘山岭南

槭所在天然群落木本植物的平均胸径分别为
($) 4%

#

'$* 4%

#

"$) 4%

# 胸径＞#' 4%

的植株所占比例分

别为
#"$!"C

#

##$()C

#

'$&(C

# 胸径
'$,"#'$, 4%

的个体数所占比例分别为
&*$!,C

#

#'$(*C

#

&!$'*C

#

胸径＜'$, 4%

的植株所占比例分别为
"*$!"C

#

*#$&+C

#

*,$,"C

# 可见
!

个地区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中#

以南岭的平均胸径最大# 黑石顶次之# 七娘山最小# 均表现出胸径
'$, 4%

以下的小径级植物占绝对优

势# 南岭小径级植株分布相对较少' 结合表
!

# 对
!

地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的优势种及岭南槭径级结构

进行分析%图
!

,' 南岭的岭南槭径级分布呈倒 *

E

+ 型# 随着径级增大个体数量逐渐减少# 拟赤杨( 红背

锥( 甜锥和阿丁枫表现出不规则多峰趋势) 黑石顶的岭南槭( 黄果厚壳桂和短花序楠径级分布呈倒 *

E

+

型# 具有大量幼树# 马尾松小径级植株稀少# 大径级数量居多# 胸径＞&)$# 4%

的个体占其个体数量的

张 珂等! 广东
!

地典型彩叶树种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特征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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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状况不良" 七娘山的大头茶# 甜楮和岭南槭径级分布近似倒 $

*

% 型! 浙江润楠近似 $

+

%

型!

%!,'" -.

径级个体占其个体总数的
(%'&/)

! 更新苗充足& 总而言之!

0

地小径级岭南槭均占数量优

势! 南岭' 黑石顶和七娘山的岭南槭分布在
%!,'" -.

径级的比例分别为
/!'0$)

!

/1'#,)

和
/%'%%)

! 以

黑石顶小径级岭南槭占比相对较大! 说明其岭南槭种群更新潜力相对较强(

表
!

广东
!

地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优势种重要值

23456 0 7.89:;3<-6 =35>6? 9@ A9.B<3<; ?86-B6? 9@ !"#$ %&%"'#$( <3;>:35 -9..><B;C 3; ;D:66 ?B;6? B< E>3<FA9<F

层

次

序

号

南岭 黑石顶 七娘山

种名 重要值 种名 重要值 种名 重要值

乔
G

拟赤杨
!)*(+',))&- ./$%&*#( /'$

马尾松
0(*&1 -211/*(2*2 G0'"

大头茶
3/$4/*(2 25())2$(1 G"'/

木
!

红背锥
621%2*/+1(1 .2$7#1(( ,'/

岭南槭
8"#$ %&%"'#$( &'$

浙江润楠
92"'()&1 "'#:(2*7#*1(1 G"',

层
0

甜锥
621%2*/+1(1 #,$#( 0'(

黄果厚壳桂
6$,+%/"2$,2 "/*"(**2 &'0

甜楮
621%2*/+1(1 #,$#( $'$

,

阿丁枫
!)%(*7(2 "'(*#*1(1 0'1

短花序楠
92"'()&1 ;$#<(.)/$2 &'"

岭南槭
!"#$ %&%"'#$( ,'0

/

马蹄荷
=5;&":)2*4(2 +/+&)*#2 0'/

显脉新木姜子
>#/)(%1#2

+'2*#$/+')#;(2

,'$

樟树
6(**2-/-&- "2-+'/$2 ,'G

&

米锥
621%2*/+1(1 "'(*#*1(1 0'G

粘木
?5/*2*%'#1 "'(*#*1(1 ,'0

山油柑
8"$/*,"'(2 +#4&*"&)2%2 ,'"

1

杉木
6&**(*7'2-(2 )2*"#/)2%2 0'G

阿丁枫
8)%(*7(2 "'(*#*1(1 0'1

鸭脚木
@"'#..)#$2 /"%/+',))2 0'&

$

黄丹木姜子
A(%1#2 #)/*72%2 0'G

杜英
=)2#/"2$+&1 4#"(+(#*1 0'/

肉实树
@2$"/1+#$-2 )2&$(*&- 0'0

(

青榨槭
8"#$ 42<(4(( 0'"

圆叶豹皮樟
A(%1#2 $/%&*4(./)(2 !'(

罗浮柿
B(/1+,$/1 -/$$(1(2*2 0'0

G"

安息香科
H;C:3-3-636 !'$

黄丹木姜子
A(%1#2 #)/*72%2 !'/

香楠
8(4(2 "2*%'(/(4#1 0'0

GG

岭南槭
8"#$ %&%"'#$( !'1

小叶胭脂
8$%/"2$+&1 1%,$2"(./)(&1 !'/

罗浮锥
621%2*/+1(1 .2;#$( !'1

G!

冬青
?)#5 "'(*#*1(1 !'1

绒毛润楠
92"'()&1 <#)&%(*2 !'/

川萼栲
621%2*/+1(1 2$7,$2"2*%'2 !'/

灌

木
G

鹿角杜鹃
C'/4/4#*4$/*

)2%/&"'#2#

!"'G

鼠刺
?%#2 "'(*#*1(1 0G'(

鼠刺
?%#2 "'(*#*1(1 01'&

层
!

柃木
=&$,2 D2+/*("2 G!'0

罗伞树
8$4(1(2 E&(*E&#7/*2 GG'!

九节
F1,"'/%$(2 $&;$2 G$'&

0

石斑木
C'2+'(/)#+(1 (*4("2 G"'0

小叶五月茶
8*%(4#1-2 <#*/1&- G"'&

杜鹃
C'/4/4#*4$/* 1(-1(( $'"

,

石壁杜鹃
C'/4/4#*4$/* ;2"'(( ('"

微毛山矾
@,-+)/"/1

G(:1%$/#-((./)(2

$'&

罗伞树
8$4(1(2 E&(*E&#7/*2 &'&

/

鼠刺
?%#2 "'(*#*1(1 1'(

小叶黄杨
H&5&1 1(*("2 &'$

细轴荛花
I(:1%$/#-(2 *&%2*1 /'/

&

厚皮香
J#$*1%$/#-(2 7,-*2*%'#$2 1'!

山黄枝
32$4#*(2 D21-(*/(4#1 &'0

梅叶冬青
?)#5 21+$#))2 ,'/

1

古柯
=$,%'$/5,)&- */</7$2*2%#*1# ,'/

尖叶毛柃
=&$,2 2"&-(*2%(11(-2 0'(

白马银花
C'/4/4#*4$/*

!/*7:/*7"#$"

,'!

$

乌饭树
K2""(*(&- ;$2"%#2%&- ,',

红鳞蒲桃
@,L,7(&- '2*"#( 0'$

桃金娘
C'/4/-,$%&1 %/-#*%/12 !'1

(

微毛柃
=&$,2 '#;#")24/1 0'0

桃金娘
C'/4/-,$%&1 %/-#*%/12 !'1

G"

绣球
M,4$2*7#2 -2"$/+',))2 0'"

草
G

箬竹
?*4/"2)2-&1 %#11#))2%&1 G/'&

苦竹
F)#(/;)21%&1 2-2$&1 !"',

金毛狗
6(;/%(&- ;2$/-#%L $'&

本
!

里白
M("$(/+%#$(1 7)2&"2 G!'&

黑莎草
32'*(2%$(1%(1 GG'/

九节
F1,","'/%$(2 $&;$2 $'0

层
0

日本蛇根草
N+'(/$$'(L2 D2+/*("2 ,'1

芒萁
B("$2*/+%#$(1 4("'/%/-2 G"'/

山鸡血藤
9())#%%(2 4(#)1(2*2 &'"

,

乌毛蕨
H)#"'*&- /$(#*%2)# ,'&

扇叶铁线蕨
O4(2*%&-

.)2;#))&)2%&-

/'"

扇叶铁线蕨
84(2*%&-

.)2;#))&)2%&-

/'$

/

芒萁
B("$2*/+%#$(1 4("'/%/-2 !'$

朱砂根
8$4(1(2 "$#*2%2 ,'!

浙江润楠
92"'()&1 "'#:(2*7#*1(1 /'"

&

野菊
B#*4$2*%'#-2 (*4("&- !'1

短花序楠
92"'()&1 ;$#<(.)/$ 0'/

海金沙
A,7/4(&- D2+/*("&- ,'G

1

千里光
@#*#"(/ 1"2*4#*1 !'1

显脉新木姜子
>#/)(%1#2

+'2*#$/+')#;(2

!'$

芒萁
B("$2*/+%#$(1 4("'/%/-2 ,'G

$

小叶胭脂
8$%/"2$+&1 %/*:(*#*1(1 !'/

朱砂根
8$4(1(2 "$#*2%2 0',

(

岭南槭
8"#$ %&%"'#$( !'/

G0

青冈
6,")/;2)2*/+1(1 7)2&"2 !'&

GG

山苍子
A(%1#2 "&;#;2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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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张 珂等! 广东
!

地典型彩叶树种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特征比较

!"#

群落物种多样性

对
!

地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的物种多样性进行分析比较可知"表
!

#! 乔木层
$%&''('")*+'+,

指数$

$*-./('

优势度指数和
01+&/('

丰富度指数均表现为南岭＞黑石顶＞七娘山%

2*+1(3

均匀度指数则表现为

南岭＞七娘山＞黑石顶& 灌木层
$%&''('")*+'+,

指数$

$*-./('

优势度指数和
2*+1(3

均匀度指数均表现

为南岭＞黑石顶＞七娘山%

01+&/('

丰富度指数则表现为黑石顶＞南岭＞七娘山& 草本层
$%&''('"

)*+'+,

指数和
01+&/('

丰富度指数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南岭＞七娘山＞黑石顶%

$*-./('

优势度指数和

2*+1(3

均匀度指数则表现为七娘山＞南岭＞黑石顶' 这反映出南岭的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整体上物种多

样性及丰富度较高% 而黑石顶草本层的物种多样性及丰富度较差% 七娘山乔灌层物种组成最为简单% 草

本层种类分布相对均匀(

!"$

主要木本植物的空间关联性

4565#

主要木本植物的总体关联性 依据
!

个地区乔灌层木本植物重要值% 每个地区分别选取重要值排

前
#"

位的主要木本物进行关联性分析% 其重要值均在
#5"

以上( 由表
#

知!

!

个群落的方差比率均大于

#

% 统计检验量均落在
!

7临界值范围外% 说明
!

个群落的物种间总体上均表现为显著正相关% 反映出
!

个地区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主要木本植物对环境的要求具有相似性% 群落结构和物种组成较为稳定(

75657

主要木本植物的种对关联性 用
!

7检验分别对南岭$ 黑石顶$ 七娘山等
!

个群落
#"

种优势种共

计
#8"

个种对关联性分析% 结果见图
69

(

!

个群落主要木本植物的种间关联性主要表现为不显著% 比例

分别为
::5";<

%

=856;<

%

=75!:<

(

!

个群落极显著和显著正关联种对数分别为
>

对$

=

对$

6

对% 极显

著和显著负关联种对数分别为
>

对$

?

对$

6

对% 显著性分别为
??56!<

%

=5"!<

%

;5>7<

% 可见% 显著性

较低% 大部分种对联结处于不显著的状态% 群落相对稳定( 南岭
?"

个优势种正关联$ 负关联$ 无关联

的种对数分别占总对数的
"856;<

%

675:><

%

>5>;<

% 黑石顶分别占总对数的
":5?8<

%

6?5=8<

%

8

% 七娘

山分别占总对数的
6;5>7<

%

6;5>7<

%

65;><

% 正负关联比黑石顶相对较高"

?5!=

)% 说明黑石顶主要木本

图
?

广东
$

地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的垂直分布

@*A3,+ ? B+,C*D&1 E*/C,*F3C*(' (G !"#$ %&%"'#$( D(--3'*CH &C

C%,++ /*C+/ *' 03&'AE('A

图
4

广东
$

地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的径级分布

@*A3,+ 4 IJK D1&// E*/C,*F3C*(' (G !"#$ %&%"'#$( D(--3'*CH &C

C%,++ /*C+/ *' 03&'AE('A

径级范围为上限排除法 径级范围为上限排除法

图
!

优势种及岭南槭的径级分布

@*A3,+ ! IJK D1&// E*/C,*F3C*(' (G C%+ E(-*'&'C /.+D*+/ &'E !"#$ %&%"'#$(

径级范围为上限排除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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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广东
!

地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 ! +,*-.*/ 0.1*2/.34 56 !"#$ %&%"'#$( -57789.34 '3 3:2** /.3*/ .9 ;8'9<059<

地区 层次
) * + *

;

南岭 乔木层
=>"?= ">?@@ ">$$A !!>B=?

灌木层
!>CCA ">?"A ">$A" =>??=

黑石顶 乔木层
D>@!= ">?A$ ">$!= B?>?@$

灌木层
!>=D" ">$AD ">@=C A>C=C

七娘山 乔木层
D>AB= ">?A= ">$=! B=>BBA

灌木层
!>BDB ">$"= ">@!= =>B!C

草本层
D>$AD ">?CC ">$@! B$>"!D

草本层
D>?CA ">?=? ">@?" D!>@$?

草本层
D>D!C ">?!D ">@CD BC>?D@

表
"

广东
!

地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主要木本植物的

总体关联性

&'()* A E1*2')) '//5-.'3.59 56 057.9'3* F5504 ,)'93/ 56 ,"#$ %&%"'#$(

-57789.34 '3 3:2** /.3*/ .9 ;8'9<059<

地区 方差比率 统计检验量
!

!临界值
G

!

!

!

">?A

-H !

!

%I%A

-

"

测度结果

南岭
CJ@" BDD>?=

!

B">$AH DB>=B

" 显著正相关

黑石顶
B!>=? D@=>CA

!

B$>=?H =D>@@

" 显著正相关

七娘山
?>"C !B@>AB

!

BD>$AH DC>=!

" 显著正相关

植物正关联种对占绝对优势# 其种间正联结性

更强$ 如图
=K

#

D

个群落种对共同出现百分率

.

L

!">C

的种对百分比分别为
!>$CM

#

AI@#M

#

=I@@M

# 反映了黑石顶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整体

上正联结性相对较强的特点$ 如图
=L

# 比较
D

个地区在
/

N

＜"">A

#

"">A"0

N

＜">A

#

0

N

!">A

范

围内的种对数百分比 # 南岭分别为
!">?AM

#

C=>@CM

#

B=>!?M

# 黑石顶为
BC>B?M

#

C@>C!M

#

BC>B?M

# 七娘山为
BD>DDM

#

@!>D$M

#

B=>!?M

#

表征出黑石顶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正联结性相对较强$

.

L

!">C

#

0

N

!">!

的树种南岭有鹿角杜鹃# 黑石

顶有茸荚红豆
1$234(5 65"'7"5$65

# 七娘山有樟树# 山油柑# 山苦楝
893:(5 ;<5=$(>3<(5

# 川鄂栲# 罗浮

锥# 这些种与岭南槭正联结性相对略强%

.

L

＜">!

且
0

N

＜"">!

的物种南岭有红背锥# 黑石顶有粘木# 鼠

刺# 阿丁枫# 杜英# 短柄幌伞枫
?#%#$365@5A >$5;$5@4

# 圆叶豹皮樟# 罗伞树# 野漆等# 七娘山有肉实树

和香楠# 这些种与岭南槭负联结性相对略强% 这与
!

!检验的结果基本一致# 但
!

!检验结果显示&

D

地岭

南槭与其他
B=

个种的种对联结均表现为不显著$

D

结论与讨论

对广东
D

地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物种组成' 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的比较分析发现# 南岭的岭南槭

所在天然群落物种最为丰富# 优势科为樟科' 壳斗科' 蔷薇科# 这与毕肖峰等!

B?

"对南岭大顶山常绿阔叶

林群落的主要科的研究结果一致$ 樟科' 壳斗科常绿植物在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中处于优势地位# 有利

于岭南槭秋冬季节红叶景观表达# 达到万绿丛中一点红的视觉效果$ 黑石顶乔木层的岭南槭在上乔木层

图
= D

个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的种间关联性
!

!检验! 种间共同出现百分率及种间联结系数的种对数百

分比

O.<82* = P*2-*93'<* 56 /,*-.*/#,'.2/ 56 !

!

-522*-3.59 3*/3H .

L

1')8* '90 0

N

1')8* .9 3:2** !"#$ %&%"'#$( -57789.34

!

B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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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和中乔木层均较常见! 红叶景色蔚为壮观! 而七娘山乔木层的岭南槭平均树高相对较小! 不利于在林外

观赏红叶景观" 林龄不同是造成群落结构差异的原因之一" 可见垂直结构是影响岭南槭观赏性状的重要

因素! 因此!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优化和营建岭南槭风景林时应尽量选择在垂直结构上对比明显的树种!

以便更好地表现岭南槭的红叶景观"

南岭# 黑石顶和七娘山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整体上径级分布均呈倒 $

$

% 型! 小径级岭南槭数量相

对较多! 与广州常绿阔叶次生林和鼎湖山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径级结构的研究结果较为相似&

%&'(

'

! 表明

群落整体更新状况良好! 体现群落稳定与正常发展的状态&

'#)'!

'

" 南岭岭南槭群落的物种多样性高于黑石

顶和七娘山! 可能与南岭地区生境异质性高有关" 南岭地处北回归线以北! 是中国南亚热带和北亚热带

物种交汇的重要区域"

不同演替阶段群落组成结构! 特别是种间联结关系会发生明显变化" 在演替初期阶段! 种内种间竞

争激烈! 群落表现为负联结( 随着群落演替进入后期! 群落结构及组成更加协调稳定! 群落表现为正联

结&

'%)'*

'

" 本研究中!

!

个地区岭南槭所在天然群落主要木本植物种间关系整体上均表现为显著正相关!

说明群落结构及其种类组成正趋于完善和稳定! 该研究结果与胡文强等&

##

'对南岭石坑崆乔木优势种群的

结论较为一致" 而
!

地岭南槭与其他主要乔木种的种间联结均表现为不显著! 说明岭南槭与这些树种间

相对独立" 本研究中位于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南岭森林公园海拔较高! 温度较低! 能量是植物分

布的限制因子&

'+

'

! 加之多年旅游开发! 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一定影响! 群落演替进程缓慢! 且南岭样地海

拔差较大! 小环境差异性较大! 主要木本植物存在生态需求差异性&

',

'

! 可能导致其正联结性相对较弱(

而黑石顶和七娘山受干扰程度较弱! 海拔和海拔差较小! 且黑石顶林龄较长! 其正联结性相对较强"

因此! 营建岭南槭风景林时应考虑到海拔# 干扰对群落稳定性的影响! 可参考黑石顶岭南槭天然林

的海拔分布情况! 并进行适度干预" 南岭的鹿角杜鹃! 黑石顶的茸荚红豆! 七娘山的樟树# 山油柑# 山

苦楝# 川鄂栲# 罗浮锥! 这些种与岭南槭正联结性相对较强" 因此! 在岭南槭风景林营造时! 为了尽快

形成物种丰富# 结构合理和成分稳定的成熟群落! 可优先选用这些树种" 种对联结显著性会随群落演替

发生变化! 全面了解这种变化! 还需做持续性的观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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