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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紫楠
7*"+8+ 4*+&$+$-

全分布区内
!"

个典型天然群落为研究对象! 通过分析群落物种组成% 植物区系类型%

物种多样性水平! 研究紫楠群落物种多样性对不同干扰强度和气候条件的响应& 结果表明$

," 5"" 6

!的调查样地

内共计维管束植物
,7.

科
!.4

属
.4.

种! 种子植物科% 属区系类型丰富! 以北温带% 泛热带成分为主' 干扰强度和

气候条件共同作用! 影响紫楠群落物种多样性! 物种丰富度
89:;*<=

指数% 多样性
>?922)2!@*A2A;

指数% 优势度

>*6B1)2

指数和均匀度
8*AC)D

指数均表现出差异& 处于
3

级干扰的绿荷塘群落! 紫楠在乔木层占绝对优势! 而在灌

木层处于次优势地位! 且整体多样性水平低! 不利于该群落的可持续发展' 乔木层
89:;*<=

指数%

>?922)2!@*A2A;

指数与干扰强度呈显著相关! 即干扰越强! 群落乔木层物种丰富度与多样性程度越低' 灌木层
>?922)2!@*A2A;

指

数%

>*6B1)2

指数%

8*AC)D

指数的最大值都出现在
!

级干扰时! 说明中等强度的干扰对灌木层物种多样性具有促进

作用& 相比气候条件! 干扰强度对紫楠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影响更大&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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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多样性是维持植物群落生态系统的基础%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资源& 研究植物群落物种多样

性能更好地保护与利用多样性资源% 已成为了植物生态学领域的热点#

N!%

$

& 群落物种多样性受自然界中

普遍存在的干扰尤其是人为干扰的影响% 日益频繁的人类活动已成为当前引起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变化

的主要因素#

E!?

$

% 因此% 研究不同干扰强度对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影响意义重大#

D!O

$

& 紫楠
!%)&*& $%&'"&"(

又名紫金楠% 也称金丝楠% 系樟科
P.+,.01.1

楠属
!%)&*&

中极为珍贵的中国特有树种& 其木材坚硬致

密% 纹理直% 有光泽% 耐腐且富楠木芳香% 是高级家具' 雕刻的理想用材( 同时可作为园林绿化树种&

紫楠喜温暖' 湿润的环境% 常见于海拔
N &&& I

以下的山地沟谷阔叶林中% 在江苏' 浙江' 安徽' 江

西' 福建' 湖南' 贵州' 广西等省均有自然散状分布& 由于气候变迁% 人类砍伐% 旅游干扰% 自然更新

能力弱等原因% 现存紫楠天然种质资源已接近枯竭#

$

$

& 对分布区的实地调查发现% 现存较大的天然群落

仅位于浙江省的杭州市灵隐' 杭州市临安区' 建德市' 淳安县等部分区域#

N&

$

& 目前% 针对紫楠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种子生理特征#

NN

$

% 幼苗光合特性#

N!

$

% 叶片细胞形态与生长特征#

NA!N%

$等方面% 对紫楠天然群落物

种多样性的研究仅涉及单个群落#

NE!N?

$

% 而对其全分布区内群落物种多样性程度的研究未见报道& 本研究

在紫楠天然分布区内选择
!&

个代表性的群落并研究物种组成% 意在阐明干扰强度及生态因子对紫楠天

然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为紫楠种质资源的保护' 利用提供基础性资料&

N

研究区概况

紫楠群落的天然分布区地理位置跨度大!

!%>E&#$A!>&E#Q

%

N&?>AO#$N!N>%E#R

"% 包括江苏' 浙江' 江

西' 湖南' 贵州' 广西等
?

个省份!自治区"的
N?

个县!区"% 地理区划属于华东' 华中' 华南和西南地

区% 植被区划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 研究区土壤以红壤' 黄壤为主& 地形差异显著% 海拔为
%N$

N &!& I

% 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N &AE>!$N $O&>& 9

% 年均温为
NA>N$N$>? %

% 年均降水量为
N N&$>$$N OE&>E

II

( 年无霜期为
!N?$A!! 6

& 植物区系组成的优势科为樟科' 壳斗科
S.7.01.1

和山茶科
T91.01.1

等&

!

研究方法

*+,

样地设置

在对紫楠天然分布点实地踏查的基础上% 选择生境条件' 种群大小等代表性的
!&

个天然群落进行

样地调查!表
N

"& 采用全球定位系统!

J:B

"记录各样地的经纬度及海拔% 用罗盘仪测定坡度% 记录样地

郁闭度% 并查阅获得样地日照时数' 气温' 降水量和无霜期的年均值& 植物群落干扰强度的确定至今仍

缺乏科学的定量化标准与统一方法% 本研究综合
UVWXHQ

等#

ND

$

' 吴甘霖等#

NO

$

' 郝建锋等#

N$

$的研究方法%

将干扰强度划分为
E

个等级) 种群远离居民区或核心景区道路% 近年来未受抚育' 砍伐' 采摘或旅游等

人为干扰% 且无病虫害干扰称为
N

级干扰( 离居民区较远!＞E ;I

"或在核心景区道路两侧
N &&& I

以

外% 受抚育' 砍伐' 采摘或旅游等人为干扰较少的天然林称为
!

级干扰( 离居民区较远!＞! ;I

"或在

核心景区道路两侧
E&& I

以外% 受人为干扰破坏% 但受抚育' 砍伐' 采摘' 旅游或病虫害等干扰较少

的天然林称为
A

级干扰( 离居民区较近!

!! ;I

"或在核心景区道路两侧
E&& I

以内% 受人为干扰破坏%

同时受抚育' 砍伐' 采摘' 旅游或病虫害等干扰较多的天然林称为
%

级干扰( 离居民区较近!

!N ;I

"或

在核心景区道路两侧
!&& I

以内% 反复遭受抚育' 砍伐' 采摘' 旅游或病虫害等干扰破坏的天然林称为

E

级干扰&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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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采用典型样方法! 根据紫楠种群大小" 每个群落设置
$!#

个
#% & " #% &

的样地" 并在其中设置
#

& " # &

的灌木样方和
$ & " $ &

的草本样方! 详细调查并记录乔木层树种名称# 胸径# 地径# 高度#

冠幅$ 灌木层%包括未满足乔木层测量标准的更新幼树# 苗&植物名称# 平均高度# 冠幅# 盖度及多度$

草本层植物种名# 平均高度# 盖度及多度'

#%###

(

!

!"#

数据处理

以树种个体数为基础" 计算各个种的重要值) 重要值
$

%相对密度
%

相对频度
%

相对优势度&

'!

!

参考国内外植物群落研究中物种多样性指数的测度方法'

$(#$)

(

)

!

物种丰富度
*+,-./0

指数以物种数

%

!

&作为衡量物种丰富度的参数
"$!

!

"

物种多样性
12+3343&5.636-

指数
#'$##$

%

73$

%

!

$

物种优势度

1.&8943

指数
&$$##$

%

#

!

%

反映群落内物种分布的均匀程度
*.674:

指数
'

$

$#''73!

! 其中"

(

%

为
%

种的相对

重要值!

!

结果与分析

#"$

紫楠群落物种组成

在总面积为
$% ;%% &

#的
#"

个紫楠种群样地内" 共有维管束植物
$%!

科
#!"

属
!"!

种" 其中蕨类植

物
$#

科
$"

属
$)

种" 种子植物
)$

科
##%

属
!;;

种" 包括裸子植物
"

科
<

属
<

种" 被子植物
(=

科
#$!

属
!!<

种! 其中含
=

个属以上的科有樟科" 壳斗科" 蔷薇科
>49+/6+6

" 豆科
?6@:&.349+6

" 大戟科
A:&

824-B.+/6+6

" 金缕梅科
C+&+&67.D+/6+6

" 葡萄科
E.,+/6+6

" 山茱萸科
F4-3+/6+6

" 禾本科
G-+&.36+6

" 菊

科
F4&849.,+6

" 荨麻科
H-,./+/6+6

" 茜草科
>:B.+/6+6

" 百合科
?.7.+/6+6

" 虎耳草科
1+I.J-+@+/6+6

" 共
$;

科" 含
$";

种植物$ 占总科数的
$!K=)L

" 占总种数的
;=K$(L

" 是紫楠群落的主要组成成分! 仅含
$

个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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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楠调查样地生境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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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说明)

NOP

) 浙江朱家埠$

FQ

) 浙江淳安$

1F

) 浙江遂昌$

?1

) 广西龙胜$

NO1

) 江苏紫金山$

RC

) 浙江宁海$

?O

) 浙江泷

江$

MCU

) 浙江太湖源$

?F

) 江西黎川$

MS1

) 浙江天目山$

NO

) 湖南芷江$

FC

) 浙江昌化$

NU

) 广西资源$

TU

)

浙江庆元$

WO1

) 贵州梵净山$

V1

) 贵州习水$

VC

) 浙江西湖$

?CM

) 浙江绿荷塘$

1U

) 浙江松阳$

VR

) 湖南新宁

李 军等) 紫楠天然群落物种多样性对不同干扰强度的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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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有
%'

科! 占总科数的
%()*$+

! 占总种数的
#!)%&+

" 同时! 天然紫楠群落还伴生有较多珍贵稀有

的物种! 如浙江楠
!"#$%& '"&()*+,&+-)-

! 浙江樟
.)++*/#/0/ 1"&()*+,&+-)-

! 银杏
2)+(,# %)3#%*

! 柏木

.045&--0- 60+$75)-

! 南方红豆杉
8*90- /*)5&)

等"

!"#

种子植物科! 属分布区类型

对
!&

个紫楠天然群落内种子植物的
$#

科进行分布区类型统计分析#表
!

$! 共划分出
##

个分布区

类型! 占比较高的类型为世界分布#

(&

科$% 泛热带分布&

!'

科$与北温带分布&

#'

科$! 分别占
(!)$,+

!

!,)%,+

!

-*)%.+

' 而中国特有分布的仅
#

科! 为银杏科
/0123456757

( 对
!&

个紫楠天然群落内种子植物

的
!!&

属进行统计分析&表
!

$! 共划分出
-(

个分布区类型! 占比较高的类型为东亚分布&

%-

属$% 北温

带分布 &

%&

属$% 泛热带分布&

('

属$和热带亚洲分布&

!*

属 $! 分别占总属数的
-.)*%+

!

-.)-.+

!

-')$-+

和
--).!+

! 中国特有分布的共
'

属! 为喜树属
:*/4;#;"&'*

! 杉木属
.0++)+,"*/)*

! 青钱柳属

.<'3#'*5<*

! 牛鼻栓属
=#5;0+&*5)*

和银杏属
>)+(,#

)

表
$

紫楠群落种子植物科! 属的分布区类型

859:7 ! ;0<=>09?=041 5>75 4@ @5A0:07< 51B 3717>5 4@ <77B C:51=< 01 =D7 ?"#$7$ -"$*5$5) 64AA?10=07<

分布区类型
科 属

分布区类型
科 属

数量 比例
E+

数量 比例
E+

数量 比例
E+

数量 比例
E+

世界分布
(& (!)$, -( ')$-

北温带分布
-' -*)%. %& -.)-.

泛热带分布
!' !,)%, (' -')$-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 %)%& !(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 ,)*$ * !),(

旧世界温带分布
& & . ()*%

旧世界热带分布
! !)!& -! ')%'

地中海区% 西亚至中亚分布
&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 !)!& * !),(

东亚分布
(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 -)-& % -).!

中国特有分布
- -)-& ' !)!,

热带亚洲分布
- -)-& !* --).!

合计
$- -&&)&& !!& -&&)&&

!%!

不同干扰强度下紫楠群落优势树种的比较

表
(

列出了不同干扰强度下群落内平均重要值大于
'+

的优势种" 在不同干扰强度下! 群落各层次

物种组成的种类和数量具有明显差异"

-

级干扰的乔木层中重要值大于
'+

的有
'

种! 灌木层有
'

种'

!

级干扰的乔木层有
'

种! 灌木层有
%

种'

(

级干扰和
%

级干扰的乔木层与灌木层都为
%

种' 而
'

级干扰

的乔木层与灌木层都仅为
(

种" 乔木层常见树种为紫楠! 薄叶润楠
@*1")30- 3&4;#4"<33*

! 枫香
A)B!

0)C*/%*5 6#5/#-*+*

! 杉木
:0++)+,"*/)* 3*+1&#3*;*

! 柳杉
:5<4;#/&5)* 6#5;0+&)

! 红楠
@*1")30- ;"0+%&5,))

!

青冈栎
:<13#%*3*+#4-)- ,3*01*

及黄果朴
:&3;)- -)+&+-)-

等 ' 灌木层常见紫楠 ! 薄叶润楠 ! 茶
:*/&33)*

-)+&+-)-

! 阔叶箬竹
D+C#1*3*/0- 3*;)6#3)0-

! 紫麻
E5&#'+)C& 650;&-'&+-

! 毛花连蕊茶
:*/&33)* 65*;&5+*

! 杜茎

山
@*&-* F*4#+)1*

! 并伴有香花崖豆藤
@)33&;;)* C)&3-)*+*

! 络石
85*1"&3#-4&5/0/ F*-/)+#)C&-

等藤本植物"

紫楠重要值在不同干扰强度下具有一定差异! 乔木层中从高到低依次为
'

级干扰%

-

级干扰%

!

级干扰%

(

级干扰%

%

级干扰' 灌木层中从高到低依次为
!

级干扰%

-

级干扰%

(

级干扰%

%

级干扰%

'

级干扰"

!"&

群落物种多样性特征

受干扰% 环境的影响! 不同群落物种组成与数量差异明显" 从图
-

和图
!

可见*

FD51141!G0717>

指

数+

F0AC<41

指数%

H07:4?

指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乔木层中这
(

个指数最大值都出现在
#

级干扰的

IF

!

H5=>062

指数最大为
FJ

' 最小值都出现在
'

级干扰的
IK8

" 灌木层
H5=>062

指数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

出现在
#

级干扰的
IF

和
'

级干扰的
LM

! 而
FD51141!G0717>

指数%

F0AC<41

指数和
H07:4?

指数的最大值

和最小值均出现在
!

级干扰的
IJ

和
'

级干扰的
IK8

"

!%'

物种多样性与干扰强度及生态因子的关系

运用
N?5B>5=06

曲线对物种多样性指数与干扰强度的回归分析&图
(

和图
%

$可见*

%

个多样性指数值

整体上均随干扰强度的增加而减小" 其中! 乔木层
H5=>062

指数与干扰强度呈极显著相关!

FD51141!

G0717>

指数与干扰强度呈显著相关! 说明干扰越强! 群落乔木层物种丰富度与多样性程度越低" 灌木

层
FD51141!G0717>

指数与干扰强度呈极显著相关!

F0AC<41

指数与干扰强度呈显著相关" 在
!

级干扰强

度下! 灌木层
FD51141!G0717>

指数和
F0AC<41

指数达最大值! 而之后随干扰强度增加而减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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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干扰强度下紫楠群落中优势种及其重要值

$%&'( ! )*+,-%-. /0(1,(/ %-2 .3(,4 ,+0*4.%-1( 5%'6(/ *7 1*++6-,.,(/ 6-2(4 2,77(4(-. 2,/.64&%-1( ,-.(-/,.8

干扰

强度
群落层次 优势种

重要

值
9:

;

乔木层 紫楠
!"#$%& '"&()&)* !<="!

薄叶润楠
+(,"*-.' -&/0#/"1--( #;=>?

红楠
+(,"*-.' 0".2%$)3** ;;=@>

黄果朴
4&-0*' '*2&2'*' ;;=<?

灌木层 紫楠
5"#&%& '"&()&)* ;?=#A

薄叶润楠
+(6"*-.' -&/0#/"1--( ;!=B!

茶
4(7&--*( '*2&2'*' ;#=?#

香花崖豆藤
+*--&00*( 8*&-'*(2( ;;="?

毛花连蕊茶
4(7&--*( 9)(0&)2( ;;=!"

#

乔木层 紫楠
5"#&%& '"&()&)* !>=!?

枫香
:*;.*8(7%() 9#)7#'(2( ;<=;?

杉木
4.22*23"(7*( -(2,&#-(0( ;;=!B

黄果朴
4&-0*' '*2&2'*' ;>=#A

灌木层 紫楠
5"#&%& '"&()&)* #>=<?

紫麻
<)&#62*8& 9).0&'6&2' ;?=;<

茶
4(7&--*( '*2&2'*' ;#=B>

络石
=)(6"&-#'/&)7.7 >('7*2#*8&' ;>=#@

青冈栎
416-#%(-(2#/'*' 3-(.6( ;>=#;

杜茎山
+(&'( >(/#2*6( ;>=<;

青冈栎
416-#%(-(2#/'*' 3-(.6( ;>=>?

干扰

强度
群落层次 优势种

重要

值
9:

!

乔木层 紫楠
5"#&%& '"&()&)* #B=!!

薄叶润楠
+(6"*-.' -&/0#/"1--( #;=!"

枫香
:*;.*8(7%() 9#)7#'(2( ;"=@<

灌木层 高粱泡
?.@.' -(7@&)0*(2.' ;A=#B

络石
=)(6"&-#'/&)7.7 >('7*2#*8&' ;>=@A

紫楠
5"#&@& '"&()&)* ;>=BB

A

乔木层 紫楠
5"#&@& '"&()&)* #;=@#

杉木
4.22*23"(7*( -(26&#-(0( ;"=AB

薄叶润楠
+(6"*-.' -&/0#/"1--( ;"=!A

灌木层 薄叶润楠
+(6"*-.' -&/0#/"1--( #!=?"

紫楠
5"#&@& '"&()&)* ;>=!>

<

乔木层 紫楠
5"#&@& '"&()&)* A#=>;

枫香
:*;.*8(7@() 9#)7#'(2( ;?=;?

灌木层 薄叶润楠
+(6"*-.' -&/0#/"1--( ;B=";

紫楠
5"#&@& '"&()&)* ;>=<<

茶
4(7&--*( '*2&2'*' ;>=><

柳杉
4)1/0#7&)*( 9#)0.2&* ;"="<

阔叶箬竹
A2B#,(-(7.' -(0*9#-*.' ;>=#"

枫香
:*;.*B(7%() 9#)7#'(2( ;>=>#

茶
4(7&--*( '*2&2'*' ;>=<!

薄叶润楠
+(,"*-.' -&/0#/"1--( ;>=@!

各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与其地理生态因子间进行
C(%4/*-

相关分析!表
A

"表明# 乔木层和灌木层的
A

图
;

紫楠不同群落的乔木层物种多样性特征

D,E64( ; F0(1,(/ 2,5(4/,.8 ,- .3( .4(( '%8(4 *7 5"#&%& '"&()&)* 1*++6-,.,(/

群落 群落

C
%
.
4
,
1
G

指
数

李 军等# 紫楠天然群落物种多样性对不同干扰强度的响应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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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多样性指数均与经度! 纬度呈负相关" 均与海拔高度! 坡度呈正相关" 均与年日照时长呈负相关# 其

中" 乔木层
'()*+,-

指数与海拔! 郁闭度分别呈显著与极显著正相关"

./(0010!2+303*

指数与郁闭度呈显

著正相关$ 灌木层
'()*+,-

指数与经度% 纬度都呈显著负相关"

./(0010!2+303*

指数与郁闭度呈显著正相

关& 但乔木层和灌木层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坡度% 年均日照% 年均温% 年降水量% 年无霜期等生态因子

间的相关性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

讨论

本研究表明' 调查样地占地面积为
#& %&& 4

!

" 共有维管束植物
#&5

科
!56

属
565

种" 其中蕨类植

物
7!

科
76

属
7$

种" 种子植物
$7

科
!!"

属
5%%

种" 紫楠伴生植物的科% 属% 种类型较为丰富& 紫楠群

图
!

紫楠不同群落的灌木层物种多样性特征

8+9:*3 ! .;3,+3< =+>3*<+)? +0 )/3 </*:@ A(?3* 1B !"#$%& '"&()&)* ,144:0+)+3<

群落 群落

'
(
)
*
+
,
-

指
数

图
5

乔木层多样性指数与干扰强度的关系

8+9:*3 5 C3A()+10</+; @3)D330 =+<):*@(0,3 +0)30<+)? (0= <;3,+3< =+>3*<+)? +0=3E +0 )/3 )*33 A(?3*

'
(
)
*
+
,
-

指
数

+FG&H6%5,

!

I#HJKL,I#LH$L&

-F&H&&6

-F&H&5K

-F&H$LJ

-F&H%%K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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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物种组成丰富度显著高于多数针叶树种 !

#!

"

# 而与分布较广的麻栎
!"#$%"& '(")*&&*+'

!

#$

"

# 米槠
,'&!

)'-./&*& %'$0#&**

!

#%

"

# 甜槠
,'&)'-./&*& #1$#*

!

#"

"等阔叶树种的群落相当$ 在全国
&%

个种子植物科%属&的分布

区类型中# 紫楠群落伴生种中科的分布区类型出现
&&

种# 属的分布区类型出现
&!

种# 以北温带和泛热

带成分占明显优势$ 可见紫楠适合的生境范围较广# 适与多种植物相互伴生组成群落# 其伴生植物区系

具有热带向北温带过渡的特征# 符合紫楠天然群落常见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特点$

干扰强度导致不同植物群落差异显著!

#'

"

$ 通过分析群落内平均重要值大于
%(

的优势种发现# 干扰

强度越大# 群落整体物种组成与数量都越少$

%

级干扰紫楠天然群落# 乔木层多以紫楠为主# 树种组成

相对单一# 灌木层中紫楠往往因受干扰较大而难以生长# 尤其是位于浙江建德绿荷塘楠木林的紫楠群

落# 乔木层仅有紫楠' 薄叶润楠' 刨花楠
2'%3*0"& /'"3.* !

种# 且紫楠占绝对优势地位# 天然混交林逐

渐向紫楠纯林演变# 一旦出现气候灾害或病虫害# 群落最终会走向灭亡!

#)

"

$

不同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丰富度
*+,-./0

指数' 多样性
12+3343!5.636-

指数' 优势度
1.78!

943

指数和均匀度
*.6:4;

指数的差异$ 乔木层
$

个多样性指数最小值都出现在
%

级干扰的
<=>

# 表明重

度干扰会降低群落的多样性水平# 这与郝建锋等 !

#?

"的研究结果相符$ 灌木层
*+,-./0

指数最大的为
&

级

干扰的
<1

#

12+3343!5.636-

指数'

1.78943

指数'

*.6:4;

指数的最大值都出现在
#

级干扰的
<@

# 可见适

度的干扰可扩大林窗面积# 对灌木层物种多样性具有促进作用# 印证了中度干扰假说!

!A

"

$

图
$

灌木层多样性指数与干扰强度的关系

B.C;-6 $ D6:+,.4392.8 E6,F663 G.9,;-E+3/6 .3,639.,H +3G 986/.69 G.I6-9.,H .3G6J .3 ,26 92-;E :+H6-

*
+
,
-
.
/
0

指
数

1KLMN&#%4

#

L&NM'%4O&?N!MM

5KMN&M!

5KMNMM&

5KMN!%!

5KMNM!)

李 军等( 紫楠天然群落物种多样性对不同干扰强度的响应

表
!

紫楠群落多样性指数与地理生态因子的相关性

>+E:6 $ @4--6:+,.43 E6,F663 C64!6/4:4C./+: P+/,4-9 +3G G.I6-9.,H .3G6J .3 ,26 53.676 &36'$6$* /477;3.,H

群落层次 多样性指数
$

纬度 经度 海拔 坡度 郁闭度 年日照 年均温 年降水量 年无霜期

乔木层
8 LMNM"' LMN&)& MN$)%Q MN&&% MN%?"QQ LMN&)M LMN#)$ MNM'$ LMNM'%

9" LMN#$$ LMN!"" MN!)) MN$M' MN$'?Q LMN!#& LMN&M% MNM&# MN&)!

: LMN##$ LMN!M! MN#$) MN!)" MN&?! LMN#)" LMNM'% MNM"& MN&!#

灌木层
8 LMN$?#Q LMN$?$Q MN!'M MN#"? MN!)& LMN$&" LMNMM) MN##? MN!M!

;" LMNM%? LMN&"# MN&%$ MN#&" MN$'#Q LMN&&' LMNM!" LMNM"% MN&&%

: LMN&#M LMN&)) MN&?! MN&%# MN!'" LMN&'& LMNM"# LMNM#M MN&%#

<

&

LMN#"? LMN&%? MN&&M MN#$) MNM%& LMNM&! MN&?! MNMM% MN&??

<

&

LMN!## LMN$MM MN#!? MN!?$

N

LMNM!" LMN!'! MNMMM MNM'# MN##'

说明(

Q

表示显著相关%

5＜MNM%

&#

QQ

表示极显著相关%

5＜MN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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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楠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值整体上均随干扰强度的增加而减小! 乔木层
'()*+,-

指数与干扰强度呈

极显著相关"

./(0010!2+303*

指数与干扰强度呈显著相关" 说明干扰越强" 群落乔木层物种丰富度与多

样性程度越低" 与李建民等 #

4#

$的研究结果相符!

!

级干扰强度时" 群落灌木层
./(0010!2+303*

指数%

.+56710

指数和
'+3819

指数均大于
:

级干扰" 但在
4

级干扰强度下" 灌木层物种多样性指数随干扰强度

的增加而减小" 进一步佐证了中度干扰假说#

4!

$

! 对物种多样性指数与地理生态因子进行
'3(*710

相关分

析结果表明& 乔木层% 灌木层物种多样性指数与郁闭度显著相关" 而与年均日照% 年均温% 年降水量%

年无霜期等气候条件均无显著相关性' 群落郁闭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干扰强度" 说明与气候条件相

比" 干扰强度对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影响更大#

44

$

!

紫楠为珍贵商品木材 (金丝楠木) 的原植物种" 在人为干扰和环境变化下" 现存天然种群面积日益

减少且资源片段化极其严重" 其天然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刻不容缓! 因此" 建议各地政府应切实加强对

紫楠现存资源的就地保护" 在分布较集中的浙江杭州% 临安% 建德% 淳安" 南部的广西龙胜% 资源以及

西部的贵州梵净山等地建立重点保护区" 尽可能最大限度保存野生珍贵资源' 针对干扰较强的群落*如

;<=

和
><

等+进行适度人工干预" 提高群落物种多样性水平" 促进紫楠种群自然更新与发展' 开展人

工育苗与造林" 不断扩大紫楠资源分布与基因库' 开展分子遗传学等研究" 进一步了解紫楠种群遗传结

构及其濒危成因" 确定重点保护单元" 制定科学保护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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