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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低影响开发示范区植物群落特征与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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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低影响开发示范区植物群落特征与物种多样性是植物群落发挥生态效益的关键! 对低影响植物景观的营建

与优化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以镇江市低影响开发示范区植物群落为研究对象! 采用典型样方法& 群落数量分析法

等对样地群落植物区系& 群落数量特征& 群落结构因子& 群落多样性进行分析% 随机设置
%)

个样地! 以
#55 8

!标

准样地为主! 共设样方
!5%

个% 结果表明$

!

维管束植物共有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 乔木层以枫杨
75+$"!

8&$6& 45+%"95+$&

! 樟树
:-%%&;";#; 8&;9*"$&

! 全缘叶栾树
<"+'$+#5+$-& -%5+.$-("'-"'&

等为优势种' 灌木层以红叶石楠

7*"5-%-& " ($&4+$-

! 金森女贞
=-.#45$#; ,&9"%-8#;

(

9,:;<+--

)! 金丝桃
>69+$-8#; ;"%".6%#;

等为优势种' 草本层以

狗牙根
:6%"?"% ?&856'"%

! 鸢尾
@$-4 5+85"$#;

! 麦冬
A9*-"9"."% ,&9"%-8#4

等为优势种%

"

植物群落信息主要集中在乔

木性状& 灌乔性状比值& 灌木多样性& 草本性状以及乔木多样性等
6

个因子的描述上%

#

对乔木层而言! 边缘绿

地的多样性指数最高' 灌木层各项多样性指数表现为道路绿地＞边缘绿地＞节点绿地＞滨水绿地%

$

以灌木层物

种重要值为数据源进行
=

型聚类
>

根据样地群落外貌和聚类图! 可将
%)

个样地群落划分为
/'

个类型% 综合而言!

各绿地类型物种多样性均表现出灌木＞乔木＞草本的一致趋势! 物种丰富度总体偏低! 群落内部结构相对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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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E FI;4B D,88A4-BC :;3 +E3D<-WE+ WC H-GE H;DB,<3. B<EE D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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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开发强度的增大% 森林& 河流& 湖泊等自然斑块大量消失% 绿地缺乏连通性% 破碎化程度

严重% 导致地表径流系数剧增% 洪涝灾害及水环境恶化问题随之而来#

I

$

' 狭义的低影响开发指在源头采

用小型& 分散的技术维持场地开发前的水文特征% 通过缓释& 渗透和滞蓄缓解城市径流& 降低城市面源

污染的雨洪管理措施#

!

$

( 低影响开发区指建设改造过程中贯彻低影响开发理念的场地区域( 有关低影响

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程技术& 水利工程& 城乡规划与市政等方面(

:JKL

等#

@

$研究发现) 透水铺装

地面产流时间超过
I" 34+

% 能有效推迟雨水洪峰出现的时间(

CMNOJK:JN

等#

9

$发现绿色屋顶在降雨较

小的情况下会降低总悬浮物!

:PP

"浓度% 同时还能防止悬浮物质再悬浮和转移(

GMKQJNP

等#

R

$研究了固

体颗粒粒径对植草沟去除效能的影响% 发现粒径小于
IR& !3

的固体颗粒越多% 去除率越低(

SJT:AKL

等#

D

$研究表明) 木本植被对氮元素的滞留效果更佳(

KMLMPJ

等 #

U

$研究了植物的种类& 多样性及群落结

构对绿色屋顶径流量的影响% 表明草坪减少雨水径流的效果最显著% 植物的大小& 结构& 生物量对绿色

屋顶径流量的控制有显著的影响(

NJMQ

等#

%

$研究发现) 植物能提高雨水去污能力% 特别是在氮和磷方

面* 污染物去除能力的不同取决于物种在根系结构和生理上的差异% 以及对土壤理化和相关微生物群落

的不同影响( 黄婉梅#

$

$基于低影响开发!

VAQ

"设施结构功能+ 环境条件等% 总结了植物选择和配置要点%

并列举了适生于福州地区的植物种类( 王思思等#

I&

$探讨了低影响开发植物选择和植物景观营造原则% 并

通过清华大学胜因院& 深圳光明新区等案例说明
@

种设施类型的植物选择要求( 尽管对植物在低影响开

发设施功能效益方面有较多的研究% 但针对植物选择配置方面的研究甚少( 鉴于此% 本研究在镇江市低

影响开发示范区植物群落调研的基础上% 探究了低影响开发技术设施中植物选择和配置模式% 以期为长

江三角洲地区其他城市的低影响开发绿化建设提供基础资料(

I

研究区自然概况

镇江!

@I"@U#W@!"I$$K

%

II%%R%$WII$"R%$J

"位于江苏省西南部% 处于长江下游% 宁镇山脉和长江三

角洲的过渡带上( 土地总面积
@%89@

万
(3

!

% 市区三面环山% 一面临水% 素有 ,城市山林- 的美誉( 地

势以丘陵岗地为主要的地貌特征( 市内有三山& 茅山& 西津渡等名胜古迹#

II

$

( 镇江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

候% 四季分明% 温暖湿润( 市区平均气温为
IR8D &

% 降水量为
I &%%8! 33

( 土壤类型以黄棕壤和水稻

土为主( 镇江典型地带性植被类型为针阔混交林和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 以栎属
!"#$%"&

的落叶种类和

马尾松
'()"& *+&&,)(+)+

为主要建群种#

I!

$

( 镇江境内有麻栎
-"#$%"& +%".(&&(*+

% 白栎
-"/$%"& 0+1$(

% 黄

连木
'(&.+%(+ %2()/)&(&

% 枫杨
'./$,%+$3+ &./),4./$+

等落叶阔叶树种和青冈栎
5367,1+7+),4&(& 87+"%+

% 苦槠

5+&.+),4&(& &%7/$,42377+

% 石楠
'2,.()(+ &/$$"7+.+

% 冬青
97/: %2()/)&(&

等常绿阔叶树种% 外来引进树种有黑

松
'()"& .2")1/$8((

% 乡土栽培树种杉木
5"))()82+*(+ 7+)%/,7+.+

和泡桐
'+"7,;)(+ 0,$.")/(

等(

!

研究方法

*+,

样地设置

共调查江苏大学& 江滨公园& 松盛园和金山绿地等
9%

个样地!表
I

"% 调查面积为
&8U!U (3

!

( 示范

区建设改造内容主要有透水铺装& 雨水花园& 生态滤池& 传输型草沟等% 设计目标为有效应对
@& ,

一

遇降雨&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URX

& 面源污染削减
D&X

( 在保证景观连续性的前提下% 以
I&& 3

!标准样

地为主% 部分样地以实际绿地面积作为景观单元加以分析#

I@

$

( 每个样地设置
!

个
! 3 ' ! 3

的灌木样方

和
!

个
I 3 ' I 3

的草本样方% 共设样方
!&9

个% 记录乔木层中胸径!距地面
I8@ 3

处的树干直径"大于

U$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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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植物种名! 株数! 高度! 胸径! 冠幅等信息" 灌木层#包含直径小于
$ %&

的乔木$植物种名% 株

数! 高度! 盖度等数据" 草本层植物种名! 盖度等信息&

'$

'

( 同时采用
()*

定位) 记录了样地的经纬度%

面积% 郁闭度*

表
!

样地基本概况

+,-./ ' 0,12% 1234,3256 57 1,&8./ 8.531

编号 样地号 优势种 郁闭度 编号 样地号 优势种 郁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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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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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江滨
="9

雪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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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棕榈
0$'&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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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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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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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广玉兰
7'8*%/-' 8$'*9-2/%$' :;>: =A

江滨
=A9

全缘叶栾树
:;<"

>

江大
>9

银杏
:-*58% ;-/%;' :;!@ =<

江滨
=<9

全缘叶栾树
:;'A

"

江大
"9

樱花
<#$').) 18; :;=: !:

江滨
!:9

樟树
:;'$

@

江大
@9

樟树
<-**'=%=.= +/'"(+1(//.= :;A! !'

江滨
!'9

全缘叶栾树
:;=A

A

江大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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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江滨
!=9

悬铃木
,/'"'*.) '&#$-2%/-' :;<>

<

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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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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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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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滨
!$9

悬铃木
:;"=

''

江大
''9

樟树
:;$$ !>

江滨
!>9

无患子
:;$>

'=

江大
'=9

全缘叶栾树
>%#/$#."#$-' ;-+-**'"' :;'> !"

江滨
!"9

樟树
:;""

'!

江大
'!9

黑松
,-*.) "1.*;#$8-- :;$! !@

江滨
!@9

樱花
:;!:

'$

江大
'$9

梅
,$.*.) =.=# :;@: !A

江滨
!A9

全缘叶栾树
:;!$

'>

江大
'>9

湿地松
:;=> !<

江滨
!<9

垂柳
?'/-@ ;';(/%*-&' :;=:

'"

江大
'"9

秃瓣杜英
A/'#%&'$+.) 8/';$-+#"'/.) :;<A $:

松盛
$:9

三角槭
B&#$ ;.#$8#$-'*.= :;'>

'@

江大
'@9

鸡爪槭
B&#$ +'/='".= :;$> $'

金山
$'9

全缘叶栾树
:;':

'A

江大
'A9

池杉
C'@%9-.= ')&4*94*) :;>= $=

金山
$=9

全缘叶栾树
:;!"

'<

江大
'<9

雪松
D49$.) 94%9'$' :;<< $!

金山
$!9

樱花
:;<>

=:

江大
=:9

朴树
:;$" $$

金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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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江大
='9

无患子
?'+-*9.) =.5%$%))- :;=> $>

金山
$>9

樟树
:;><

==

江大
==9

七叶树
B4)&./.) &1-*4*)-) :;@" $"

金山
$"9

全缘叶栾树
:;=A

=!

江滨
=!9

全缘叶栾树
:;=: $@

金山
$@9

全缘叶栾树
:;$:

=$

江滨
=$9

朴树
:;=: $A

金山
$A9

全缘叶栾树
:;=A

"#"

数据处理

植物群落数量特征是指包含多度+ 高度! 密度! 体积等一系列的特征参数) 是近代群落分析方法的

基础&

'>

'

, 城市绿地植物景观配置多为单一样地间的比较) 且城市绿地植物群落是人工选择的结果) 因此

本研究不涉及频度, 重要值的计算并不固定) 需视群落实际情况和易获取的数据而定&

'"

'

, -

'

$重要值, 乔

木层重要值-

E

B

$

C

相对密度
D

相对显著度) 灌木层重要值-

E

B

$

C

相对密度
E

相对投影盖度) 草本层重要值

-

E

B

$

C

相对投影盖度, 相对密度
C

某物种的密度
F

同一生活型物种的密度之和
!'::G

" 相对显著度
C

某物种

的胸高断面积
F

同一生活型物种的胸高断面积之和
!'::G

" 相对投影盖度
C

某物种的投影面积
F

同一生活型

物种的投影面积之和
!'::G

, -

=

$物种多样性指数, 选取
(./,156

指数-

F

$)

*2&8156

指数-

G

$)

*H,6656"

I2/6/J

指数-

H

$)

)2/.54

指数-

I

$来分析群落物种多样性) 具体计算公式参考文献&

'@K'A

', -

?

$聚类分析,

利用
*)** =$;:

对
$A

个样地的面积-

@

'

$% 物种丰富度-

@

=

$% 乔木丰富度-

@

?

$% 乔木高度-

@

$

$% 乔木胸径

-

@

>

$% 乔木投影面积-

@

"

$% 乔木密度-

@

@

$% 灌木丰富度-

@

A

$% 灌木高度-

@

<

$% 灌木投影面积-

@

':

$% 灌木密

度-

@

''

$% 草本丰富度-

@

'=

$% 草本投影面积-

@

'?

$% 灌乔密度比-

@

'$

$% 灌乔投影面积比-

@

'>

$等
'>

个指标进

行相关性分析和
J

型因子分析&

'<

'

,

?

结果与分析

$#!

植物科属分析

在镇江调查的
$A

个植物群落样地中) 共有植物
'A'

种) 隶属于
@$

科
'$@

属) 分别占江苏省现有植

夏 雯等. 镇江市低影响开发示范区植物群落特征与物种多样性 @<>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物科的
'()'(*

! 种的
()++*

" 蕨类植物
#

科
#

属
#

种! 裸子植物
+

科
#&

属
#!

种! 被子植物
+(

科
#'+

属
#+%

种" 草本植物种类最多! 占物种总数的
'+)+(*

" 乡土植物和外来植物分别占总数的
,+)$+*

和

-')&&*

" 就科而言! 含有
.&

种以上的科仅有蔷薇科
/0123424

#

..

属
.%

种$和菊科
5164723424

#

..

属
.!

种$! 大部分科集中在
-

种及其以下! 其中单种科有
'%

种%

-8.&

种的科包括豆科
94:;<=>0124

&

(

属
%

种$! 木犀科
?@423424

&

,

属
(

种$! 忍冬科
A2B7=C0@=23424

&

,

属
+

种$! 禾本科
D72<=>424

&

%

属
%

种$和百合

科
9=@=23424

&

+

属
(

种$等
(

科
-#

属
++

种植物% 就属而言! 所有属均分布在
-

种及其以下! 表明属在组

成上具有极高的分散性%

!"#

植物群落数量特征分析

')!)#

乔木层 由表
!

可知' 乔木层植物共
!%

种! 重要值排名前
-

的有枫杨( 樟树( 全缘叶栾树( 樱

花( 银杏! 其重要值分别为
!()+-*

!

!+)#+*

!

!#)(+*

!

#+)##*

和
#-)$%*

% 枫杨的重要值最高! 虽然在

,%

个样地中仅出现过
#

次且株数也较少! 但是其生长多年! 平均胸径高达
-, 3<

% 樟树的重要值仅次于

枫杨! 在
##

个样地中出现! 频度为
!!)$!*

% 全缘叶栾树的株数和出现的频度均为最高! 占据很大的优

势% 这些树种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 植物形态质感或季相景观较好%

表
$

乔木层物种的数量特征

E2F@4 ! G;2>6=626=H4 3I2723647=16=31 0C 6744 @2J47

植物名称

相对

密度
K

*

相对

显著

度
K*

重要

值
K*

排序 植物名称

相对

密度
K

*

相对显

著度
K*

重要

值
K*

排序

枫杨
!"#$%&'$(' )"#*%+"#$' ')!( !,)'% !()+- #

秃瓣杜英
,-'.%&'$+/) 0-'1$2+#"'-/) $),% !)-! #!)&& +

樟树
32**'4%4/4 &'4+5%$' #&),+ #-)(# !+)#+ !

悬铃木
6-'"'*/) '&.$27%-2' #)+' %)%$ #&)-' (

全缘叶栾树
8%.-$./".$2' 2*".0$27%-2%-' #!)(- $)&# !#)(+ '

无患子
9'+2*:/) 4/;%$%))2 +)!# ')'% $)-$ %

樱花
3#$')/) 1B) #!),! ')+$ #+)## ,

雪松
3#:$/) :#%:'$' ')!( -)!# %),( $

银杏
<2*;0% 12-%1' ()-! %),+ #-)$% -

广玉兰
='0*%-2' 0$'*:27-%$' ,)$& !)%- ()(- #&

')!)!

灌木层 由表
'

可知' 灌木层植物共
,!

种! 重要值排名前
-

的有红叶石楠( 金森女贞( 金丝桃(

毛鹃( 锦带花! 其重要值分别为
,&)-&*

!

'')'-*

!

#$)#(*

!

#()+%*

和
#!)!-*

% 红叶石楠株数( 频度等

各项指标均占绝对优势% 排名前
-

的灌木重要值之和高达
#!!)$-*

! 占所有灌木重要值之和的
+#),%*

!

这些灌木花叶兼美! 响应了 )珍贵化( 彩叶化* 的号召! 丰富了冬季的景观效果! 在城市绿地中常作基

础栽植%

表
!

灌木层物种的数量特征

E2F@4 ' G;2>6=626=H4 3I2723647=16=31 0C 1I7;F1 @2J47

植物名称
相对密

度
K*

相对显

著度
K*

重要

值
K*

排序 植物名称
相对密

度
K*

相对显

著度
K*

重要

值
K*

排序

红叶石楠
65%"2*2' ! 7$').$2 !')&( #(),' ,&)-& #

十大功劳
='5%*2' 7%$"/*.2 -),% !)-# %)&& +

金森女贞
>20/)"$/4 ?'+%*2&/4 !&)%' #!)-! '')'- !

南天竹
@'*:2*' :%4#)"2&' ')%$ ')&& +)$& (

金丝桃
A(+.$2&/4 4%*%0(*/4 #!)#- ()&! #$)#( '

桂花
B)4'*"5/) 7$'0$'*) &)&$ +)(- +)%- %

毛鹃
C5%D%D.*D$%* +/-&5$/4 ##)&- +)+' #()+% ,

金焰绣线菊
9+2$'.' ?'+%*2&' ')'( ')'& +)+( $

锦带花
E.20.-F 7-%$2DF +)$! -)', #!)!- -

大花六道木
GH.-2F ! 0$F*D27-%$F ,)#& !),, +)-, #&

')!)'

草本层 由表
,

可知' 草本层植物共
#(

种! 重要值排名前
-

的有狗牙根( 鸢尾( 麦冬( 美人蕉(

玉簪! 其重要值分别为
'!)#!*

!

!')&,*

!

%)(!*

!

%),(*

和
+)(,*

! 其重要值之和高达
%&*

% 在调研区

中狗牙根作为地表覆盖层! 避免地表裸露! 影响植物景观效果% 鸢尾具有较强的耐旱耐湿能力! 在样地

中常作林下地被或水边栽植! 是优良的水陆两栖植物%

!%!

植物群落结构因子分析

通过因子载荷矩阵可明确
#-

个变量的因子归属&表
-

$% 主因子
#

代表乔木性状因子! 在乔木高度(

乔木投影面积( 乔木胸径上有较高的因子载荷% 主因子
!

代表灌乔性状比值因子! 在灌乔密度比( 灌乔

投影面积比上有较高的因子载荷% 主因子
'

代表灌木多样性因子! 在物种丰富度( 灌木丰富度上有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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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草本层物种的数量特征

$%&'( ) *+%,-.-%-./( 01%2%0-(2.3-.03 45 1(2& '%6(2

植物名称 相对投影盖度
78

重要值
78

排序 植物名称 相对投影盖度
78

重要值
78

排序

狗牙根
!"#$%$& %'()"*$& 9:;<: 9:;<: <

石菖蒲
+($,-. )')',/&$0// #;9< #;9< "

鸢尾
1,/. )23)$,-4 :9;=) :9;=) :

黄菖蒲
5,6. 7.2-%'3$,-. 9;># 9;># >

麦冬
8796$7$:$& ;'7$&63-. ?;>: ?;>: 9

金鸡菊
<$,2$7.6. %,-44$&%66 9;@9 9;@9 ?

美人蕉
='&&' 6&>63' ?;#> ?;#> #

萱草
?@4@,$3'**6. A-*B' :;## :;## A

玉簪
?$.)' 7*'&)':6&@' ";># ";># @

蓝花鼠尾草
C'*B6' A',6&'3@' <;#= <;#= <=

的因子载荷! 主因子
#

代表草本性状因子" 在草本投影面积# 草本丰富度上有较高的因子载荷! 主因子

@

代表乔木多样性因子" 在乔木丰富度# 乔木密度上有较高的因子载荷! 由此可见" 镇江市基于低影响

开发的植物群落信息主要集中在乔木性状因子# 灌乔性状比值因子# 灌木多样性因子# 草本性状因子以

及乔木多样性因子等
@

个因子" 这
@

个主因子的累积贡献率高达
?=;"98

!

指标 主因子
<

主因子
:

主因子
9

主因子
#

主因子
@

指标 主因子
<

主因子
:

主因子
9

主因子
#

主因子
@

D

<

=;":" =;9:? !=;<<: =;@"< !=;<:= D

A

!=;<:: !=;=:> =;@"9 !=;@:= !=;:"?

D

:

=;=:# =;<:> =;A9<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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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9

=;<#? !=;=## =;:?@ =;=<9 =;?@9 D

<<

=;=A" =;@A@ =;<<= !=;:#@ =;#>>

D

#

=;A9# !=;=9" !=;==> !=;<#< =;=:> D

<:

!=;<9@ !=;:A= =;=A< =;?@9 !=;=#:

D

@

=;?A: =;=?@ =;<"? !=;="9 =;=#= D

<9

=;=#: !=;<?9 !=;<@= =;?>: !=;<@<

D

"

=;A:= !=;=<9 !=;<#< =;<>" =;=?" D

<#

=;<:" =;?<" =;<:9 !=;::= !=;=A?

D

>

!=;<<A !=;:@> !=;9A: !=;:== =;@@A D

<@

!=;<>A =;?== =;<<A !=;=<< !=;::>

D

?

=;=:@ =;:># =;?AA !=;:<> =;=<>

累积贡献率
78 :<;AA 9?;9? @#;@" >=;:: ?=;"9

表
" E

型因子载荷矩阵

$%&'( @ E -6B( 5%0-42 '4%C.,D E%-2.F

#$!

植物群落多样性分析

)?

个样地群落据植物景观单元所处的位置分为
)

类$ 道路绿地# 滨水绿地# 节点绿地和边缘绿地!

综合而言" 边缘绿地和道路绿地的多样性指数较高! 由于边缘区绿地植物选配与一般性绿地相似" 无需

考虑植物耐淹耐旱性" 选择范围广" 且人为干扰小" 乔木层植物种类多为原有绿地保存下来的植被" 植

被种类丰富" 因此边缘绿地乔木层多样性指数最高"

G1%,,4,"H.(,(2

指数
?

为
<;?)I:;)"

! 灌木层多样

性指数表现为道路绿地＞边缘绿地＞节点绿地＞滨水绿地! 滨水绿地灌木层植物种类主要集中在红叶石

楠# 金森女贞# 毛鹃等" 以色块形式大面积栽植" 模式单一! 其他不同立地位置绿地类型的
J'(%34,

指

数
>

均表现出灌木＞乔木＞草本的一致趋势! 相比于乔灌" 草本层多样性指数最低" 也再次说明了示范

区比较注重乔灌层的景观效果" 忽略了草本景观的营造! 草本层各项指数没有表现出一定的规律%表
"

&!

表
%

各绿地类型的多样性指数

$%&'( " K./(23.-6 .,C(F(3 45 (%01 D2((, 3B%0( -6B(

类型 层次
> F ? G

类型 层次
> F ? G

乔木
:;=9 =;?> :;:> =;?:

乔木
<;9< =;?# <;A> =;A=

道路绿地 灌木
9;A9 =;?A :;@A =;>@

节点绿地 灌木
:;>> =;?@ :;<@ =;>9

乔木
<;#A =;>? <;?# =;>>

乔木
:;:# =;?A :;#" =;?>

滨水绿地 灌木
<;#A =;>< <;"< =;">

边缘绿地 灌木
9;#: =;?A :;@@ =;>?

草本
=;@# =;>@ <;9> =;AA

草本
<;<? =;>" <;"" =;>"

草本
<;@: =;?@ :;=> =;?9

草本
=;@? =;@= =;?" =;":

#$"

群落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发现$ 以乔木层物种重要值为数据源的聚类效果不显著" 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 而以灌

木层为依据能较直观地反映样地实际情况! 因此" 本研究以灌木层物种重要值为数据源进行
H

型聚类!

统计
#:

种灌木种类" 构建
#? # #:

数据矩阵" 根据样地群落外貌和聚类图" 认为选择欧氏距离
>L<=

时

夏 雯等$ 镇江市低影响开发示范区植物群落特征与物种多样性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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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实反映样地群落灌木层的结构特点! 当

!'#&

时" 可将
(%

个样地主要划分为以下
)

个类型 #图
#

$ %

!

包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个样地! 当
!',"

时" 聚类结果在一定

程度上还不明朗! 当
!')

时" 聚类结果较理

想 " 样地
!

"

)

"

$

"

,!

"

,$

"

!!

"

!*

"

+*

"

+%

聚为一类" 该类型样地灌木层均缺失! 样

地
!(

"

!)

聚为一类 " 该类灌木层以海桐

"#$$%&'%()* $%+#(,

为优势种 ! 样地
,"

"

,(

"

+)

"

(%

各自聚为一类!

"

包括
,

"

+

"

%

"

,*

"

!$

"

+,

"

+(

&

(,

等
%

个样地! 该类型灌木层

优势种是红叶石楠" 重要值都在
,!"-

以上"

伴生植物有桂花! 该群落物种丰富& 观赏性

高!

#

包括
##

"

#)

"

#%

"

!.

"

!%

"

(.

等
*

个

样地! 金森女贞是该类型的优势种" 伴生植

物有南天竹" 栀子
-,(!./#, 0,&*#/%#!.&

" 结

香
1!2.3%($4#, 54(6&,/$4,

" 茶 梅
7,*.88#,

&,&,/9),

等观花观叶灌木! 该群落季相景观

变化明显" 观赏价值高" 在示范区绿地中可

大面积推广应用!

$

包括
!+

"

++

"

+$

"

("

"

(*

样地! 灌木层优势种为毛鹃" 重要值高达

,""-

以上! 桂花和红枫
:5.( ',8*,$)*

为该

类型的次优势种" 除样地
(*

外" 其他样地均

位于江滨公园" 立地条件较为相似! 该群落

灌木层物种丰富 " 群落结构相近 !

%

包括

.

"

!"

"

()

样地! 该类型是以金丝桃为优势

种的代表类群! 金丝桃耐半阴" 樟树& 全缘

叶栾树为金丝桃生长提供半阴环境!

(

结论与讨论

镇江市低影响开发示范区共有维管束植

物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 含有
,"

种

以上的科仅有蔷薇科'

,,

属
,%

种$和菊科'

,,

属
,!

种$" 属在组成上具有极高的分散性"

以全缘叶栾树和红叶石楠为优势种的植物景观模式应用普遍!

多样性分析可知( 边缘绿地乔木层树种的多样性最丰富% 在多样性的研究中" 除了考虑物种数之

外" 还需考虑物种聚集程度和个体分布均匀程度%

/012345

指数是对物种集中性的度量" 在乔木层位于

&6.%7&6%$

" 差异较小)

/895545!:0;5;<

指数是对稀有种的敏感指数" 在乔木层位于
,6%(7!6(*

" 差异较

显著" 边缘绿地高达
!6(*

" 远高于滨水绿地'

,6%(

$% 乔木层
=0;>4?

指数均在
&@..

以上" 均匀度程度较

高% 滨水绿地和节点绿地乔木层丰富度指数相近" 但节点绿地的
/895545!:0;5;<

指数较大" 说明节点绿

地物种间数量分布更均匀"

=0;>4?

指数也证实了这一点% 对灌木层而言" 道路和边缘绿地的多样性指数

表现出很高的一致性" 滨水绿地多样性指数最小% 对草本层而言" 滨水绿地和节点绿地丰富度相似" 但

滨水绿地
/012345

指数远高于节点绿地" 说明前者的物种集中性强"

=0;>4?

指数也表现出高度一致性%

综合而言" 各绿地类型物种多样性均表现出灌木＞乔木＞草本的一致趋势" 物种丰富度总体偏低" 群落

图
,

灌木层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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