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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成珍稀植物多脉铁木群落结构及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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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浙江省文成县石篛林场的多脉铁木
745$6& 8#'5-%+$3-4

群落为对象! 采用标准样地法研究了该群落植物种

类% 数量特征% 物种多样性和群落的垂直和径阶结构& 结果表明$ 该群落资源丰富! 共有维管束植物
4"

种"含变

种'! 隶属于
5"

科
3!

属! 其中蕨类植物
4

科
'

属
.

种! 裸子植物
,

科
,

属
,

种! 被子植物
%%

科
55

属
3,

种& 多脉

铁木群落垂直结构明显! 可分为乔木层% 灌木层和草本层! 其中乔木层优势树种为多脉铁木! 灌木层优势种为披

针叶茴香
9''-:-#8 '&%:+"'&5#8

! 草本层优势种为里白
;-<'"<5+$6.-#8 .'&#:#8

& 群落中的生活型以高位芽植物数量最

多! 占
5,-'6

& 群落中灌木层植物最为丰富!

78922)2!:*;2;<

多样性指数%

7*=>1)2

优势度指数和
?*;@)A

均匀度指

数均大于草本层和乔木层& 整个林分乔木层树种的树高分布相对均匀! 径阶分布为逆
B

字型! 多脉铁木单一树种的

垂直和径阶结构均为近正态分布! 多脉铁木群落具有较高的物种多样性和群落稳定性& 幼苗个体缺乏是导致其濒

危的重要原因之一& 建议在目前封山育林保护基础上! 加强多脉铁木高效繁育技术研究! 并适当进行人工抚育!

以保证其种群的正常更新&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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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和垂直% 径阶结构反映了森林群落的形成% 稳定性及演替规律#

#"!

$

& 开展濒

危植物群落结构及物种多样性的研究' 可以了解种群的数量动态及演变趋势' 揭示珍稀植物的濒危过程

及濒危机理#

K

$

' 为濒危植物的就地和迁地保护提供理论基础& 多脉铁木
%.(,12 /"0()*+,-).

属桦木科
M+);!

5'2+'+

铁木属
%.(,12

植物' 分布于湖北利川% 湖南紫云山% 四川东南部和贵州等地' 分布区孤立局限'

为中国特有种' 具有树体高大' 干形通直圆满' 材质优良等特点#

>

$

& 浙江仅在文成县石篛林场和龙泉市

凤阳山有记载' 是(浙江珍稀濒危植物)收录的
#N!

种浙江省珍稀濒危的野生植物之一#

E

$

& 前人对多脉铁

木的播种% 扦插及嫁接繁育实验#

>

$和林分基本结构进行了初步研究#

N

$

' 而对群落中不同植物的重要值%

植物多样性指数% 乔木层树种的垂直和径阶结构等方面尚未有报道& 本研究采用标准样地法对浙江省文

成石篛林场多脉铁木群落的区系组成% 结构和演替规律等进行了研究' 为该树种的就地和迁地保护提供

理论基础&

O

研究地区与方法

*+*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浙江省文成县石篛林场猴王谷景区倒臼源' 多脉铁木分布中心的地理位置为
!?#E"$P

'

OO$%E"&Q

& 该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气候' 年平均气温为
O!7R '

' 最冷月!

O

月"平均气温为
>7" '

' 极端

最低气温为
"O>7" '

' 最热月!

?

月"平均气温为
!K7N '

' 极端最高气温为
K?7K '

' 年降水量为
O N">

..

' 年均相对湿度为
R>7"@

' 年日照时数为
O ?EE *

' 全年无霜期为
!RR ,

#

?

$

& 该区属天然常绿阔叶林'

森林覆盖率达
$"(

以上& 多脉铁木群落分布区域的海拔为
E""S?"" .

' 坡度为
K"%SKE%

' 南坡' 坡中部'

地表有石块层覆盖' 厚度为
!"SK" 2.

' 石块大小为
!"S>" 2.

& 土壤为发育于花岗岩的红壤土类' 表层

土壤!

"S!" 2.

"理化性质为
1T >7N

' 有机碳为
NK7! =

*

I=

"O

' 碱解氮% 有效磷% 速效钾分别为
O>E7!

'

!O7R

'

OR?7" .=

*

I=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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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O7!7O

调查方法
!"O?

年
R

月上旬对多脉铁木群落进行全面调查& 采用典型抽样法' 以多脉铁木分布

中心为起点' 沿坡向在山体上坡至下坡地段' 布设
>

个
!" . ) !" .

的样地' 将每个样地划分为
ON

个
E

.) E .

的小样方' 开展分层调查& 乔木层% 灌木层和草本层的调查指标参见王丽敏等#

!

$方法&

O7!7!

垂直结构和径阶结构划分 根据多脉铁木群落的株高!

3

"特点' 将乔木层的垂直结构划分为
N

个

等级' 间隔
E .

' 分别为
K .!4＜R .

'

R .!4＜OK .

'

OK .!4＜OR .

'

OR .!4＜!K .

'

!K .!

4＜!R .

'

4"!R .

& 乔木层径阶!

5

"结构划分为
?

个等级' 相隔
E 2.

' 分别为
E 2.!5＜O" 2.

'

O"

2.!5＜OE 2.

'

OE 2.!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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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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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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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不同植物的重要值%

A*'00-0!B/+0+3

多样性指数%

A/.1(-0

优势度指数和
C/+5-;

均匀

度指数计算按郑昌龙等#

R

$方法进行+ 植物生活型谱统计参考高贤明等#

$

$方法进行+ 种子植物地理成分根

据吴征镒等#

O"

$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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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脉铁木群落不同生活型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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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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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种类组成

多脉铁木群落中共有维管束植物
"8

种! 隶属于
98

科
:7

属" 其中蕨类植物
"

科
;

属
<

种! 裸子植

物
#

科
#

属
#

种! 被子植物
!!

科
99

属
:#

种" 种类数量占优势的科由大到小依次为百合科
*%4%30)3)

#

:

属
"

种$! 壳斗科
$3&30)3)

#

9

属
9

种$! 山茶科
=>)30)3)

#

!

属
!

种$! 槭树科#

#

属
!

种$% 大戟科
?'!

/>,(@%30)3)

#

7

属
7

种$! 木通科
*3(A%B3@3430)3)

#

7

属
7

种$! 樟科
*3'(30)3)

#

7

属
7

种$! 鼠李科
C>3-!

530)3)

#

7

属
7

种$! 冬青科
DE'%+,4%30)3)

#

#

属
7

种$! 莎草科
F6/)(30)3)

#

#

属
7

种$! 水龙骨科
G,46/,A%!

30)3)

#

#

属
7

种$! 鳞毛蕨科
H(6,/1)(%A30)3)

#

#

属
7

种$& 含有单种的属占绝对优势! 有
7<

属! 占总属数

的
:!I<J

& 可见! 多脉铁木群落科属组成复杂! 植物种类丰富&

#!#

植物生活型谱

图
#

表明' 多脉铁木群落中! 不同生活型植物种类所占比

例依次为高位芽植物#

9#I;J

$＞地上芽植物#

7"I;J

$＞隐芽植物

#

78I8J

$＞地面芽植物#

#8I8J

$＞#

年生植物#

#I"J

$&

#!$

种子植物地理成分

从表
#

可知' 多脉铁木群落中种子植物属泛热带分布的类

型有
K

属! 占总属数的
78I8J

! 如菝葜属
01*2&3

! 紫金牛属

4-5*"*6

和冬青属
7283

等& 其他依次为东亚分布类型有
<

属! 占

总属数的
#;I<J

! 如山麦冬属
9*-*:;8

! 木通属
4<=>*6

! 和沿阶

草属
?;@*:;:A:+

等& 北温带(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类型均为

;

属! 均占总属数的
#:I"J

& 该群落中没有植物分布的类型区

有旧世界热带(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温带亚洲( 地中海地

区( 西亚至中亚( 中亚及中国特有等
"

个&

#!%

群落数量特征

多脉铁木群落具有完整的垂直结构! 具有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和层间植物& 乔木层共有
K

种植

物#表
7

$! 多脉铁木的重要值最大! 达
"7I#:< "

! 是该群落的建群种! 控制着整个群落的组成( 结构和

生境! 依次分别是褐叶青冈
B%C2:D626+:;"*" "#8E6-F*6+6

! 小叶栎
G(8-H(" H@8+**

! 四照花
I8+F-:D8+#@61*6

J6;:+*H6 23(I H@*+8+"*"

! 缺萼枫香
9*K(*F61>6- 6H62%H*+6

! 短尾柯
9*#@:H6-;(" >-8.*H6(F6#("

! 钩栲
L6"!

#6+:;"*" #*>8#6+6

! 尾叶冬青
7283 E*2":+**

! 麂角杜鹃
M@:F:F8+F-:+ 26#:(H@868

&

灌木层发达! 生长良好! 平均高为
#I: -

! 盖度为
98J

& 重要值排名前
#8

位的优势植物如表
7

所

示& 重要值最大的是披针叶茴香
722*H*(1 26+H8:26#(1

! 其值为
#:I";! :

! 其次分别为毛花连蕊茶
L@6+F!

28-* 826A6+"

! 光叶石楠
N@:#*+*6 A26D-6

! 长裂葛萝槭
OH8- A-:""8-*

! 红楠
PQH@*2(" #@(+D8-A**

! 三尖杉

L8;@Q2:#Q3(" R:-#(+8*

! 猴欢喜
02:Q+8Q "*+8+"*"

! 大叶冬青
7283 2Q#*R:2*Q

! 秀丽槭
4H8- 828AQ+#(2(1

! 青榨槭

4H8- FQ.*F**

&

草本层平均高为
8I9 -

! 盖度为
78J

& 重要值排名前
#8

位的优势草本植物见表
7

& 从表
7

可知' 重

表
"

多脉铁木群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

=3@4) # L)5)(3 A%.1(%@'1%,5 16/). ,+ .))A /4351. %5 ?S 1(2#*+8-.*" 0,--'5%16

分布区类型 属数
M

个 占比
MJ

分布区类型 属数
M

个 占比
MJ

#

广布
7 9I9 K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
; #:I"

7

泛热带
K 78I8 #8

旧世界温带
# 7I7

!

东亚及热带南美间断
9 <IK ##

温带亚洲
8 8I8

9

旧世界热带
8 8I8 #7

地中海地区( 西亚至中亚
8 8I8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 7I7 #!

中亚
8 8I8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8 8I8 #9

东亚
< #;I<

;

热带亚洲
" #!I! #:

中国特有
8 8

<

北温带
; #:I"

合计
9: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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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值大小分别为里白
!"#$%#&'()*"+, *$-+.+,

! 黑足鳞毛蕨
/()%#&0("1 2+1."#01

! 麦冬
3#4"%#%*%5 6-#%5"!

.+1

! 求米草
3#$"1,05+1 +57+$-&"2%$"+1

! 三穗薹草
89(0: &("1&9.4)9

! 瘤足蕨
;$9*"%*)("9 9759&9

! 江南卷柏

<0$9*"50$$9 ,%0$$057%(2""

! 毛叶腹水草
=0(%5".91&(+, >"$$%1+$+,

! 大叶唐松草
?49$".&(+, 29@0("

! 延羽卵果

蕨
;40*%#&0("1 70.+(1">0!#"559&9

"

层间植物重要值排名前
&

位的有攀援星蕨
A".(%1%(+, @(9.4)$0#"1

! 香花崖豆藤
89$$0()9 7"0$1"959

!

爬藤榕
B".+1 19(,05&%19 '()* ",#(0119

! 光叶菝葜
<,"$9: *$9@(9

! 络石
?(9.40$%1#0(,+, 691,"5%"701

"

表
!

多脉铁木群落主要植物的重要值

+(,-. ! /012)3(45. '(-6.7 28 3).. 1216-(39247 94 C1&()9 ,+$&"50(>"1 52006493:

乔木层 重要值 灌木层 重要值 草本层 重要值

多脉铁木
;!*#&< ;

披针叶茴香
#&*;=> &

里白
!?*?;? !

褐叶青冈
?@*&?= ?

毛花连蕊茶
=*;"= >

黑足鳞毛蕨
?;*""? <

小叶栎
&*$!$ ?

光叶石楠
;*<@$ !

麦冬
?>*!?" !

四照花
@*""" =

长裂葛萝槭
&*?!$ ?

求米草
;*=<$ <

缺萼枫香
>*?;$ =

红楠
@*=<; ?

三穗薹草
;*;!? ?

短尾柯
!*$?> =

三尖杉
@*=&$ $

瘤足蕨
&*$!; @

钩栲
!*&;= ;

猴欢喜
!*>"? !

江南卷柏
&*@=$ &

尾叶冬青
"*$<" $

大叶冬青
!*<&@ &

毛叶腹水草
@*&<< &

麂角杜鹃
"*=$= ?

秀丽槭
?*<;& ;

大叶唐松草
>*$@! !

青榨槭
?*<&= ?

延羽卵果蕨
>*?;< $

!"#

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植物物种多样性体现了某一区域的植物资源丰富程度! 常用
AB(4424!C9.4.)

多样性指数#

A901724

优势度指数和
D9.-26

均匀度指数来表征$

??

%

" 从表
>

可知&

AB(4424!C9.4.)

多样性指数#

A901724

优势度

指数和
D9.-26

均匀度指数在各层的排列顺序均表现为灌木层＞乔木层＞草本层" 灌木层物种数量相比乔

木层更为丰富! 主要原因是该层树种除了灌木外! 还包括了乔木层树种中的幼苗# 幼树等! 如褐叶青

冈# 尾叶冬青"

表
$

群落乔木层! 灌木层和草本层的物种多样性

+(,-. > E2006493: 71.59.7 F9'.)793: 94F95.7 28 -(:.)7 94 3)..G 7B)6, (4F B.),

层次
AB(4424!C9.4.)

多样性指数
A901724

优势度指数
D9.-26

均匀度指数

乔木层
?*>;; ; "*&<> $ "*&$> &

灌木层
>*""! > "*$!$ = "*<@@ @

草本层
!*!@& & "*<@; $ "*=@$ &

!"%

群落垂直结构

森林群落中多脉铁木的株数占整个乔木层树种总株数的
&"*$H

! 因此! 将整个乔木层植物划分为两

大类群& 多脉铁木'

#

种(和其他植物'

<

种(" 从图
!

可知& 建群种多脉铁木呈近正态分布的垂直结构!

多集中于
!> 0!D＜!< 0

的高度范围内! 占整个乔木层的
!%*%H

) 其他植物的树高低于多脉铁木的高

度! 多集中于
< 0!D＜#> 0

的高度范围内! 占整个乔木层的
!&*&H

! 呈明显的偏峰型结构" 整个乔木

层树高分布规律相对平均!

;

个高度层各自所占比例均超过
#%*%H

! 其中在
< 0!D＜#> 0

和
!> 0!

D＜!< 0

出现了
!

个高峰! 分别占立木株数的
!$*#H

和
!%*%H

"

!"&

群落的径阶结构

与群落的垂直结构相似! 多脉铁木的径阶结构呈现出近正态分布的特点'图
>

(! 植物个体数的径阶

'

/

(大多集中在
!% 50!/＜!& 50

! 占整个乔木层的
#!*=H

! 其次是
>% 50!/＜>& 50

! 占乔木层的

#%*$H

) 而其他植物和整个乔木层树种的径阶分布均为逆
I

字型! 其形状与倒逆放置的
I

字相似" 随着

径阶的增大! 其个体数量相对减少! 即表现为小径阶的大峰和大径阶的小峰! 以径阶为
& 50!/＜#%

50

为最多! 除多脉铁木外的其他树种占乔木层的
!=*>H

! 整个乔木层在该径阶所占的比例则高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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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次为
#$ ()!!＜#* ()

的径阶" 其他树种和整个乔木层的比例分别为
+#%,'

和
#"%-'

#

图
+

乔木层树种的树高分布

./0123 + 4233 53/056 7/862/916/:; :< 6233 =>?32 8@3(/38

图
!

乔木层树种的径阶分布

./0123 ! A/>)3632 7/862/916/:; :< 6233 =>?32 8@3(/38

!

结论与讨论

森林群落的垂直结构体现了不同树种的高度" 反映了不同植物在群落中的分层结构和生态位$

#+

%

# 多

脉铁木群落是以多脉铁木为建群种组成的稳定性较高的森林群落" 具有完整的乔木层& 灌木层和草本

层" 共有维管植物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 乔木层为复层林" 又可分为主林冠层& 次林冠层和亚林

冠层等
!

个层次# 多脉铁木为阳性树种" 居于林冠层之首" 树高大于
+! )

的主林冠层" 均以该树种为

主" 占乔木层总株数的
!-%*'

! 次林冠层株高为
#!B+! )

" 由多脉铁木& 褐叶青冈& 缺萼枫香& 钩栲组

成" 占乔木层总株数的
+$%$'

! 株高小于
#! )

的亚林冠层" 主要由褐叶青冈& 多脉铁木& 四照花& 披

针叶茴香等组成" 占乔木层株数的
-*%*'

# 从图
-C

可知' 整个林分平均树高为
#*%# )

" 其中多脉铁木

平均树高为
+!%$ )

" 与
#&&-

年相比$

"

%

" 整个乔木层和多脉铁木的树高分别增高了
*%*

"

!%$ )

" 分别增加

了
*D%,'

和
#*%+'

#

群落的径阶分布主要有单峰型& 间歇性& 逆
E

字型
!

种类型$

##

%

" 其中逆
E

字型是一种成熟稳定的群

落结构$

#!

%

# 该群落的特点是由不同物种一步步从原始生境演化更替而形成$

#-

%

# 从图
!

可知' 多脉铁木群

落径阶分布为逆
E

字型" 从种群的发展趋势来看" 该群落属于成熟稳定的发展阶段" 林分平均胸径为

#"%* ()

" 其中多脉铁木平均胸径
+*%* ()

" 与
#&&-

年相比$

"

%

" 整个乔木层和多脉铁木的胸径分别增粗了

+%D

"

!%$ ()

" 分别增加了
#&%+'

和
#!%#'

(图
-F

)# 某一树种胸径大小可以反映其年龄水平$

#*

%

" 可以用径

阶结构代替时间顺序关系" 反映种群动态变化$

#"

%

# 本研究表明' 多脉铁木群落是由不同年龄大小的个体

组成的异龄林" 种群的年龄结构金字塔基本呈纺锤形(图
!

)" 近似于正态分布" 即中龄个体数量占种群

总体数量的比例较高" 而幼龄和老龄个体较少" 表现为稳定的结构特征# 相关研究也表明' 年龄金字塔

吴世斌等' 浙江文成珍稀植物多脉铁木群落结构及物种多样性

图
- #&&-!+$#D

年林分株高和胸径的变化

./0123 - G5>;038 :< 53/056 >;7 7/>)3632 712/;0 #&&-H+$#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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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纺锤形的种群为稳定的群落结构!

&

"

#

文成县石篛林场始建于
#$'(

年#

!%

世纪
)%

年代初$ 林场造林的树种仅仅局限于黄山松
!"#$% &'"!

()#*#%"%

$ 柳杉
+,-.&/0*,") 1/,&$#*"

$ 杉木
+$##"#23'0"' 4'#5*/4'&'

$ 木荷
653"0' %$.*,7'

$ 毛竹
83-4!

4/%&)53-% *9$4"%

$ 而没有多脉铁木造林的记载!

*

"

% 选择的造林地往往是靠近村庄或林场周边土壤深厚& 坡

度平坦的低丘缓坡' 因此在立地条件极差的猴王谷景区倒臼源的陡坡中是不可能营建人工林的' 而且该

区地表大量覆盖着
!"+&" ,-

厚度的大石块' 土壤各层大石砾含量均超过
'".

# 另外' 限于当时的技术

和交通条件' 湖北& 湖南& 四川或贵州等地不可能生产多脉铁木' 也不会将该苗木运输到文成县石篛林

场进行营建# 从多脉铁木的群落特征& 物种的垂直和径阶结构& 立地条件及科技水平等考虑' 该群落并

非于
!"

世纪
)"

年代初的人工造林而形成' 而是以多脉铁木为建群种组成的阔叶混交林' 是从原始生境

演替而形成的稳定性较高的森林群落#

在自然条件下' 种子向幼苗的转化是物种濒危的关键环节' 没有足够数量的幼苗' 种群就难以维

持# 种子产量低& 品质差' 种子向幼苗的转化率低' 形成的幼苗数量少是频危植物存在的较普遍问题!

/*

"

#

天目铁木
:%&,-) ,*39*,")#)

' 银杉
+)&3)-) ),2-,/.3-44)

等珍稀濒危植物的种子不饱满& 品质低' 在野外

环境下种子萌发率和成苗率均极低!

/(!/$

"

# 调查发现( 研究区域内多脉铁木幼苗数量极少' 仅在路边开阔

地发现
!

株) 多脉铁木种子的种皮坚硬& 透水性差' 吸水主要通过苞片网脉' 种子不育& 空瘪粒多' 种

子饱满率仅
/!.

% 因此种子品质差是多脉铁木走向濒危的内在因素% 另外' 林地表层有大量石块覆盖'

种子较轻& 有种翅' 成熟后随风散布' 很难进入土壤层' 种子难以在土壤上着床' 不能萌芽成苗' 是造

成多脉铁木濒危的关键外在因素%

针对多脉动铁木的濒危现状' 可以从
!

个方面考虑该种群的保护和恢复策略(

!

从多脉铁木个体自

身因素考虑' 在加强对原生境及植株的保护与监测基础上' 加大科研力度' 开展多脉铁木生殖生态学研

究' 如种子萌发率& 成苗率和高效繁育技术等' 提高实生苗的数量' 以扩大其种群分布范围% 人工种

植' 引种栽培并加强推广' 扩大其生态位%

"

从多脉铁木所处生境考虑' 适度开展人为干预' 搬动部分

大石块' 展露部分区域土壤' 以保证多脉铁木种子顺利入土' 促进种子萌发% 在此基础上' 间伐过密的

非目标树种' 适当扩大林窗' 以降低森林郁闭度' 增加林内光照' 以利于幼苗的生长% 另一方面应积极

开展种子繁育& 扦插育苗及快繁技术研究' 扩大资源量' 加强珍稀树种的保护%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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