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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普陀山岛植被区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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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植被是海岛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海岛植被特征与大陆植被迥异! 现有的陆域植被区划方案不能完

全适用于海岛植被! 亟须研究海岛植被区划方案! 为海岛资源开发与管理& 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态可持续发展提

供重要依据% 以浙江省普陀山岛为例! 基于
#!*

个样地的群落调查& 全岛地形地貌普查以及
'

类微生境的长期气

象观测数据! 综合提出海岛植被区划需遵循地域分异的相对一致性& 植被类型和植物区系相统一& 生物因子与非

生物因子相结合的原则% 制定了海岛植被区划的
*

级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为山体走势和气候' 二级指标为海拔或

地貌& 植被类型' 三级指标为微地形& 群丛或群落% 依据此方案将普陀山岛植被划分为东南坡温暖湿润区和西北

坡冬季寒冷干旱区
!

个大区域! 森林& 灌丛& 草丛等
'

个二级区域以及
#*

个群落或群丛等三级区域! 并详细阐述

了每一级区域划分的依据! 包括微气候& 地形地貌& 群落结构和物种组成等% 针对区划结果! 依据每一级区域中

植被的特征提出相应的经营& 管理措施! 主要包括间伐& 抚育& 封育& 自然演替等%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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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是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深刻影响着人类的发展进程$ 植被区划指根据植被空间分

布和组合# 在研究区域植被分类% 植被与环境关系% 植物区系及植被历史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归纳出的植

被空间结构的地理特征!

#

"

$ 中国植被区划工作始于
!%

世纪
E%

年代# 主要依据气候因素和植被特征确定

植被的基本分类单位& 植被型'高级单位(% 群系'中级单位(和群丛'低级单位(等# 进而划分出不同植被

对象的植被型和植被型组等!

!FG

"

$ 海岛植被是海岛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调节气候% 保持水土%

美化景观% 发挥生态功能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海岛植被区划能为海岛资源开发与管理% 生物多样性保

护% 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由于海岛特殊的生境地貌和植被特征# 传统的陆域植被区划方案不能完

全适用于海岛# 但是当前还没有专门针对海岛植被的区划方案$ 蔡燕红等!

E

"认为探索海岛植被类型与气

候因子间的关系# 是找到海岛植被区划的主要途径$ 另外# 综述以往陆地植被区划的成果# 方精云等!

HIJ

"

利用植被# 气候因子'气温指数% 降水% 光照(# 地理空间特征'土壤要素% 地形地貌% 生态梯度% 海拔(

等指标# 在判断相似性和规律性的基础上进行植被区划$ 普陀山岛是浙江省海岛天然植被资源最丰富的

岛屿之一!

#%

"

# 分布着典型的海岛型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普陀山岛植物种类丰富# 但自然环境复杂# 人为

干扰严重# 亟须进行植被区划# 加速植被恢复# 提高景观质量$ 本研究以普陀山岛为例# 探讨海岛植被

区划的原则% 指标体系及方案# 不仅为普陀山岛营林建设% 植被恢复与保护% 群落结构优化% 专题风景

林构建% 森林资源开发与管理提供可靠方案和理论依据# 也能为其他海岛的植被区划提供借鉴$

#

普陀山岛概况

普陀山岛位于舟山群岛东部海域# 陆域面积为
##8K L<

!

# 属于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冬暖夏

凉# 四季分明# 雨水充沛$ 最高峰为中部的佛顶山# 海拔为
!$$8! <

$ 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 北部和南

部岸线曲折多湾!

##

"

$ 全岛植被随地形% 土壤性质及海潮侵袭程度# 以佛顶山为中心# 向外围呈环状分

布# 主要植被类型有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混交林等$

!

调查方法与区划原则

*+,

海岛植被调查和微环境气象监测

!%#G

年
##

月至
!%#H

年
$

月# 采用典型样地法和统计样方法对普陀山岛植被进行了详细调查$ 典

型样地法只记录样地的群落名称% 物种组成% 多优度
!

聚集度% 盖度% 平均高度等$ 统计样方法指主观

固定面积法!

#!

"

$ 首先# 用典型样地法调查了
J!

个样地# 在此基础上对典型森林和灌丛群落采用固定样

地法调查# 森林样地采用
!% < " !% <

# 灌丛样地采用
#% < " #% <

# 对样方内所有胸径＞# ,<

的植株#

挂牌并记录物种名称% 胸径% 基径% 冠幅% 枝下高和叶下高等指标# 共计调查
C#

个样地$

根据普陀山岛的地形% 地貌特征和植被类型# 在普陀山岛山体顶部% 山体上坡% 山体下坡% 坡麓
!

谷头平地和近岸陡坡等
E

类地理分区单元# 建立长期固定观测场# 安装
MNE%

气象观测仪# 并对其中的

植被组成% 微气候和土壤特征进行长期的连续观测# 其中微环境特征见表
#

$

*+*

海岛植被区划原则

!8!8#

地域分异的相对一致性原则 海岛植被分布表现为地带性和非地带性# 地带性植被是与海岛特定

生境相联系的植被或群落类型# 反映了地带性气候和土壤的综合特征# 因此# 它属于典型群落或顶极群

落类型$ 非地带性植被是地带性植被内由特定的土壤或地形所造成的植被类型!

#C

"

$ 海岛植被通常以地带

性植被为主体# 但在局部范围内非地带性植被也可能占优势$ 气候'主要是气温和水分(和地貌'主要是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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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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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地理单元的微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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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单元 群落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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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湿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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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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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容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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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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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有效辐射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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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体顶部 台湾蚊母树
!"#$%&"'( )*+,"&-

林
?AB )"C! !DC! ECE FCGE @@C@ ))C@

山体上坡 青冈
.%,&/01&12/3#"#4&1',1

林
)CE )BC" !!CB )BC) )C)H )BCF @BC!

山体下坡 马尾松
5"2'#(1##/2"121

林
)C@ )BCB @@CD )BC! )C@B )@CD !FCH

坡麓
!

谷头平地 枫香
6"7'"81(01* 9/*(/#121

林
FCH )BCB !@C@ )BCD )C@E @BC) "BC@

近岸陡坡 滨柃
:'*%1-(1*4"21$1

灌丛
FCE )BC! !@C" )BC" )C@B )ECG ""C!

说明$ 各项数据为
@F)"

年
)

月
)"

日至
)F

月
)H

日期间的平均值

绝对海拔#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基本要素% 而土壤和植被等则是反映自然地理环境的表观要素& 对于中型

海岛!

"I)FF >1

@

#% 海拔引起的垂直地带性规律是形成植被地域分异的基础% 它决定着海岛植被区域分布

的基本格局& 因此% 海岛区划的高级单位基本上取决于海拔所决定的辐射和热量条件' 海陆位置所决定

的水分条件以及水热条件的结合& 低级单位的划分则着重考虑地形' 地貌' 土壤' 植被与生物区系等&

@C@C@

植被类型和植物区系相统一原则 植被类型是植被分区的重要依据% 尤其是反映气候条件的地带

性植被类型是植被区划高级单位的依据& 海岛植被区划是根据植被类型及其分布特征而划定的% 一定的

植被类型是由一定的植物种类所组成的% 故各区划单位的植物种类是有差别的& 在一系列植被类型组合

的基础上% 同时在这些植被组合中找出占优势的' 具代表性的植被类型来确定植被区的基本性质& 此

外% 植物区系成分% 尤其是群落建群种' 优势种和标志种的地理成分具有标志意义&

@C@C!

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相结合原则 植物群落是植物种类在气候' 地貌' 土壤等自然环境因素综

合影响下% 长期选择' 适应而结合起来的自然历史产物& 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 分布着一定的植物

群落& 非生物因子!如气候' 地形' 地貌' 土壤等#决定了植被类型的地带性% 而这种地带性特征在大尺

度上决定了物种选择的基本对象& 此外% 非生物因子形成的局部环境和微生境% 会改变植被地带性分布

规律% 因此% 海岛植被区划在考虑微气候' 地形地貌和土壤等非生物因素的同时% 还须考虑植被分区界

限的划定和植被特征&

!

植被区划的指标体系

海岛植被区划指标体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由于植被类型' 结构和功能及其形成过程的复

杂性% 因而在区划指标选取时% 应在综合分析各因素的基础上% 抓主导因素% 这样既可以把握植被分区

的本质% 又不至于使指标体系过于庞杂& 植被主要受气候' 地形' 土壤' 历史' 生物等因素控制(

"

)

% 气

候是特定海岛植被分异的决定因素% 而地貌和地形对水热因子的分布起重要作用% 它们往往影响着植物

的生理生态适应性% 因此% 地形地貌和微气候% 以及植被类型往往在区划过程中被确定为主导要素& 本

研究在详细调查普陀山岛植被的基础上% 依据植被综合特征% 采用三级区划指标体系% 根据气候' 地形

地貌' 植被特征以及人类活动等% 在不同级别的区划中分别选取定性和定量指标&

#$!

一级植被区划指标

普陀山岛主要受东南季风和冬季西北风的影响% 这两者共同决定了普陀山岛的主要气候划分区% 即

东南面温暖湿润区域和西北坡冬季寒冷干旱区域& 气候主要决定了普陀山岛植被类型的分异% 因此% 海

岛东南面以喜暖喜湿的常绿阔叶林占主体% 西北坡以耐寒' 耐旱的落叶灌丛和常绿灌丛占优& 在一级区

划中依据普陀山岛的气候和地势特点% 选取
@

类指标$

"

气候% 即空气温湿度' 土壤温湿度和风力% 数

据主要源于普陀山岛长期监测数据*

#

地势% 主要指大的地势格局或山体走向% 数据源于调查&

%$&

二级植被区划指标

普陀山岛地貌主要分为山地' 海蚀海积阶地' 海积地' 海蚀地' 沙滩等
"

种类型& 以佛顶山向四面

延伸% 山体中部和底部临海个别区段较平缓% 但山体西北坡上部% 以及山体下坡绝大多数临海地段陡

峭& 普陀山岛地形地貌特征的分异程度较高% 导致了海岛不同海拔和坡位水热因子分布的差异% 以及植

被类型垂直地带性的分化& 在一级区划指标的基础上% 二级区划指标主要考虑普陀山岛的海拔和地形地

貌% 选取以下
@

类指标$

"

海拔和地貌类型% 主要是山顶' 山麓' 近岸生境等*

$

植被类型% 主要指植

许?山等$ 浙江普陀山岛植被区划方案 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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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类型的垂直分异! 以地带性植被外貌为区域单元划分的主要标志" 充分考虑海拔变化引起的温湿度和

土壤分布的区域差异! 其中海拔# 地貌# 植被类型数据源于调查" 空气温湿度# 土壤温湿度源于普陀山

岛
&

类生境中
'(&%

的长期监测!

!"!

三级植被区划指标

微地形是对二级区划指标海拔和地貌的进一步细分! 微地形格局能进一步影响水热因子分布" 导致

同一植被类型内群丛或群落类型的分异! 因此" 三级区划指标选取以下
!

类$

!

微地形" 即坡位# 坡

度# 地形凸凹度%

"

植被群丛或群落类型" 以对特定地段的微生境特征具有最佳适合度的群丛或群落类

型作为区划的主要标志" 充分考虑微生境变化引起的植物组合的差异! 微地形因子通过踏查得到" 植被

群丛或群落类型源于调查的
#!)

个植被群落!

*

植被区划方案

普陀山岛植被区划方案见表
!

! 参考地势# 地形# 土壤和小气候要素" 绘制了普陀山岛植被区划图

&图
+

'!

#"$

东南坡温暖湿润区

东南坡温暖湿润区位于以龙头山(佛顶山(雪浪山(达摩峰(西天山顶为连线的东南侧" 主要包括

南天门景区# 普济寺景区# 法雨寺景区# 金沙山# 天竺水库等! 海拔大多为
&",+&" -

" 常年受东南季

风影响" 雨水充沛" 冬季风速为
"./ -

)

0

!+

" 年平均气温为
+1.1 "

" 土壤肥厚! 植被主要以喜暖喜湿的常

绿阔叶林为主" 林分结构相对完整" 乔木层优势种有青冈" 石栎
!"#$%&'()*+ ,-'./(

" 樟树
0"11'2%2*2

&'2)$%('

" 枫香等% 灌木层主要有滨柃" 檵木 3%(%)/#'-*2 &$"1/+/

" 红山茶
0'2/--"' 4')%1"&'

等% 草本层

以大吴风草
5'(6*,"*2 4')%1"&*2

" 披针叶薹草
78(9: -'1&9%-'#'

" 红盖鳞毛蕨
;(<%)#9("+ 9(<#=(%+%('

等为

主! 该区域植被整体较好" 主要以保护为主" 部分地段需要恢复!

*.+.+

山地森林
!

山顶台湾蚊母树
#

铁冬青
>-9: (%#*1?8

群丛! 该群丛是普陀山岛最具海岛特色的常绿

阔叶林类型" 分布于佛顶山慧济寺周围" 是保存最为完好的海岛顶级森林! 该林分包含
!

个亚群丛$ 台

湾蚊母树
#

铁冬青典型亚群丛和含红山茶的亚群丛" 平均林龄约
+"" 2

" 群落外貌整齐" 台湾蚊母树和铁

冬青为建群种" 同时伴有普陀樟
7"1182%2*2 48)%1"@*2

" 红山茶和红楠
A8@="-*+ #=*1B9(C""

" 灌木层有

杜茎山
A'9+' 4')%1"@'

" 紫金牛
D(E"+"' 4')%1"@'

等耐荫灌木" 草本植物有大吴风草 " 刺头复叶耳蕨

D('@=1"%E9+ 9:"-"+

" 络石
F('@=9-%+)9(2*2 4'+2"1%"E9+

等" 该群丛是普陀山岛植物的重要资源库" 应以保

表
%

普陀山岛植被区划方案

32456 ! 7686929:;< =68:;<25:>29:;< 0?@6-6 ;A BC9C; D052<E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三级分区 群落类型

东南坡温暖湿润区 山地森林 山顶台湾蚊母树
#

铁冬青群丛 台湾蚊母树
#

铁冬青典型亚群丛

含红山茶的亚群丛

山地上坡青冈
#

石栎群丛 青冈
#

石栎群丛

山地下坡青冈
#

樟树群丛 青冈
#

樟树典型亚群丛

樟树群落

坡麓枫香
#

樟树群丛 枫香
#

樟树群丛

谷头平地黄连木
#

枫香群丛 黄连木
#

枫香群丛

山地灌丛 近岸陡坡滨柃
#

海桐灌丛 滨柃
#

海桐群落

滨海滩涂草丛 砂生草丛 单叶蔓荆
#

沙钻薹草群落

西北坡冬季寒冷干旱区 山地森林 山地上坡青冈
#

石栎群丛 缓坡青冈
#

石栎群丛

陡坡青冈
#檵木群落

山地下坡青冈
#

普陀樟群丛 青冈
#

普陀樟群丛

谷头平地黄连木
#

枫香群丛 黄连木
#

枫香群丛

山地灌丛 山顶朴树
#

柘木灌丛 朴树
#

柘木群落

近岸陡坡滨柃
#檵木灌丛 滨柃

#檵木群落

盐生草丛 小蓬草
#

结缕草群落

11"



第
!"

卷第
#

期 许?山等! 浙江普陀山岛植被区划方案

育为主" 尽量减少人为干扰#

!

山地上坡青冈
!

石栎群丛青冈
!

石栎群丛# 该群丛是普陀山岛分

布面积最大且最为典型的常绿阔叶林 " 较耐

寒$ 耐旱" 海拔为
$"%&'"% (

# 土壤为凝灰岩$

花岗岩发育的饱和红壤$ 中性粗骨土" 疏松湿

润"

)* +,%&+,"

" 立地条件相对优越" 群落处

于演替中后期" 结构和外貌相对完整" 林冠整

齐" 物种多样性较高" 人为干扰小# 青冈和石

栎为该群丛的共建种" 柃木
!"#$% &%'()*+,

" 赤

楠
-$.$/0"1 2"304(50"1

" 四川山矾
-$1'5(6(7

7896:"8;707

" 檵木等为伴生种" 分布于灌木层%

林下伴生植物兰花三七
<0=0('86$1 >0?0(1(=':@

可以作为区分种# 该群丛具有很高的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 因而主要以封育为主" 适度清理林

内杂物" 加速其向顶极方向演替#

"

山地下坡

青冈
!

樟树群丛# 该群丛包含青冈
!

樟树典型亚

群丛和樟树群落" 是普陀山岛另一种分布较广

的常绿阔叶林" 位于山脊线东南侧海拔
$%%&

$"% (

的区域" 主要沿西山新村$ 圆通禅林经

普济寺$ 法华洞$ 悦岭禅院$ 常乐禅院和双泉

禅院至积善庵一带的低山坡上# 林内生境相对

优越" 土壤深厚$ 水分供应充足" 是森林遭破坏后形成的次生类型" 群落外貌较整齐" 呈深绿色" 层次

明显# 乔木层主要有青冈" 枫香" 麻栎
A"B=6"7 @6"907701@

" 樟树等# 灌木层有四川山矾" 柃木" 胡颓子

C5,B,/;"7 '";/B;7

" 赤皮青冈
D$E5(F%5%;('707 /05G%

等# 草本层中大吴风草" 芒萁
H0E=@;('9B=07 I0E:(9(1@

较多见#

#

坡麓枫香
!

樟树群丛# 该群丛位于正趣亭$ 三甲塘水库$ 逸云庵$ 半山庵一带" 海拔为
"%&

$%% (

" 地势平坦" 温暖湿润的坡麓或山坳中# 枫香$ 樟树是优良的景观树种" 建议采取必要的恢复措

施" 达到更好的景观效果和生态价值#

$

谷头平地黄连木
!

枫香群丛# 该群丛分布于普济寺周边" 地势

平坦$ 生境优越" 避风的凹谷地带# 其林分结构完整$ 分层明显# 乔木层以黄连木
J079@E0@ E:0;B;707

"

樟树" 朴树
DB5907 70;B;707

" 黄檀
K,5FB=/0, :"'B,;,

" 构树
L=("77(;B90, ','$=0MB=,

等为主# 灌木层主要有

珊瑚树
N0F"=;"1 (I(=,907701"1

" 海桐
O099(7'(="1 9(F0=,

" 红楠
P,E:05"7 9:";FB=/00

" 胡颓子
C5,B,/;"7

'";/B;7

" 天仙果
Q0E"7 B=BE9,

" 木麻黄
D,7",=0;, BR"07B90M(50,

等# 草本层物种有沿阶草
S':0('(/(; F(I!

0;0B=0

" 野菊
KB;I=,;9:B1, 0;I0E"1

等#

#,$,'

山地灌丛!近岸陡坡滨柃
!

海桐灌丛" 滨柃和海桐是海岛近岸常见物种" 分布在近岸海拔
%&"% (

的范围内# 该区域岩石裸露$ 坡度较大" 受海风和海水侵蚀严重# 其林分结构完整" 紧密整齐" 人为干

扰小# 物种有滨柃" 海桐" 红楠" 普陀樟" 女贞
<0/"79="1 5"E0I"1

" 天仙果" 柃木" 大叶黄杨
C"(;$1"7

&,'(;0E"7

等# 整个群落处于演替的前中期" 应尽量减少干扰" 使其自然演替#

#,$,-

滨海滩涂草丛
%

砂生草丛# 该草丛属于滨海泛滥地草本植被" 主要由莎草科
./)0123020

植物组

成" 具有非常强大的克隆生长能力" 往往形成以单个物种为优势的单优群落# 另外" 一些木本植物在该

类生境也具有非常强的抗旱能力和耐瘠薄特性" 虽然不能生长为直立的灌木状" 但通过匍匐茎蔓占据成

片生境" 从而与砂生草本植物共同形成砂生灌草丛植被类型" 主要分布在千步沙$ 百步沙$ 金沙等# 该

草丛耐盐碱" 群落整齐" 主要物种有单叶蔓荆
T09B3 =(9";I0M(50,

" 沙钻薹草
D,=B3 U(F(1"/0

" 沙滩甜根子

草
V,EE:,="1 ,=B;0E(5,

" 肾叶打碗花
D,5$79B/0, 7(5I,;B55,

等" 伴有绢毛飘拂草
Q01F=079$507 7B=0EB,

" 狭叶

尖头藜
D:B;('(I0"1 ,E"10;,9"1

" 白茅
W1'B=,9, E$50;I=0E,

等# 砂生草丛和砂生灌草丛分布区域游客多"

破坏严重" 应适当实施封育" 为海滩景观增添绿色#

!

盐生草丛# 类似于泛滥地草甸" 分布于滨海海陆

过渡带泛滥地的砂土或泥土上# 群落是周期性水淹的综合影响下发育的" 这类群落因年龄较轻" 种类组

图
"

普陀山岛植被区划图

456710 " 80609295:; 1065:;2<5=295:; (2) :> ?797: @A<2;B

地名

坡向分界线

等高线

水库

西北坡

山地上坡

缓坡青冈
!

石栎群丛

陡坡青冈
!檵木群落

山地下坡

青冈
!

普陀樟群丛

谷头平地

黄连木
!

枫香群丛

山顶

朴树
!

拓木群落

近岸陡坡

滨柃
!檵木群落

东南坡

山顶

台湾蚁母树
!

铁冬青典型亚群丛

含红山茶的亚群丛

山地上坡

青冈
!

石栎群丛

山地下坡

青冈
!

樟树典型亚群丛

樟树群落

坡麓

枫香
!

红楠群丛

谷头平地

黄连木
!

枫香群落

近岸陡坡

滨柃
!

海桐群落

滨柃滩涂

单叶蔓菁
!

砂钻薹草群落

小蓬草
!

结缕草群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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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比较贫乏! 在比较干燥的地段上很多是双子叶植物" 在中度湿润地段上则多是禾本科
&'()*(*

植物!

主要分布于千步沙# 百步沙等" 有小蓬草
!"#$%& '()(*+),-,!

结缕草
."$,-& /&0")-1&

群落# 狗尾草
2+3&4-&

5-4-*-,

群落等! 群落外貌整齐" 以小蓬草和狗尾草占优势" 伴生种有白茅" 野艾蒿
643+7-,-& 8&5&)*98&+!

:"8;&

" 茵陈蒿
643<7-,-& 1&0-88&4-,

等!

!"#

西北坡冬季寒冷干旱区

西北坡冬季寒冷干旱区位于沿西山# 佛顶山# 龙头山山脊线的西北侧! 冬季受强劲的西北风影响"

寒冷干燥" 风力强劲$风速为
+,$ -

%

.

"+

&" 年平均气温为
+/," #

" 太阳辐射强" 且坡度较大# 土层稀薄#

岩石裸露较多! 植被整体较差" 主要分布一些耐旱# 抗风以落叶为主的植物! 物种有青冈# 白栎# 檵

木# 茅草等! 整体景观效果较差" 需要保护和恢复!

0,!,+

山地森林
!

山地上坡青冈
!

石栎群丛主要包括陡坡青冈
!檵木群落和缓坡青冈!

石栎群丛! 其中"

陡坡青冈
!檵木群落分布在龙头山# 佛顶山# 西山等山脊连线的西北侧" 海拔为

+$"1!$" -

! 该区域坡

度较大# 岩石裸露# 土层稀薄" 在冬季受西北风影响严重" 植被分布不均匀# 群落外貌不太完整! 主要

物种有抗风性较好的青冈# 檵木# 石栎# 柃木# 四川山矾# 天仙果等! 在经营方面以自然演替为主" 人

为干预较少!

"

山地下坡青冈
!

普陀樟群丛为马尾松
=-)9, 7&,,")-&)&

林砍伐后形成的稳定性较差的群

落" 呈片状分布! 土壤为花岗岩发育的中性粗骨土类# 棕石# 砂土属" 林地多巨大砾石! 群落外貌较整

齐" 呈深绿色! 该群落主要以恢复为主" 间伐或疏伐材质# 构型不好的落叶种" 保留优质的常绿树种"

促进其向顶级植被演替!

#

谷头平地黄连木
!

枫香群丛主要分布于风洞嘴沿海的沙滩或沙丘堆积物上和

龙沙水库上侧的山坳中! 地势相对较低# 土层较厚# 海风干扰较小! 乔木层优势种为黄连木# 枫香# 樟

树" 伴有日本野桐
>&88"39, /&0")-19,

" 朴树" 红楠等! 灌木层有珊瑚树" 胡颓子" 天仙果" 日本野桐"

栀子
?&4@+)-& /&,7-)"-@+,

" 青冈 " 毛竹
=A$88",3&1A$, +@98-,

" 苦槠
'&,3&)"0,-, ,18+4"0A$88&

" 毛瑞香

B&0A)+ C-9,-&)&

" 络石" 风藤
=-0+4 C&@,94&

等! 草本层有淡竹叶
D"0A&3A+497 E4&1-8+

" 沿阶草# 蕨类等'

在浙东沿海海岸带和海岛滩涂岸边的盐碱沙滩上" 黄连木具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 一般可以形成以黄连

木为绝对优势种的单优群落! 该群丛以保护和加速恢复为主" 发挥其景观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0,!,!

山地灌丛
!

山顶朴树
!

柘木灌丛主要分布在西北坡受风力干扰较大的山坡上" 生境内岩体较大"

土层较薄" 养分贫瘠! 可能长期受海风干扰" 群落外貌# 结构# 林相较差! 灌木层树种有朴树" 柘木

'9@4&)-& 34-19,0-@&3&

" 黄连木" 檵木" 青冈" 毛瑞香" 黄檀" 日本野桐" 榔榆
F879, 0&45-:"8-&

" 椿叶花

椒
.&)3A"G$897 &-8&)3A"-@+,

" 构树" 滨柃" 风藤" 络石等! 草本层包括堇菜
H-"8& 5+4+19)@&

" 海金沙
D$!

E"@-97 /&0")-197

" 天南星
64-,&+7& A+3+4"0A$8897

" 女菀
I941%&)-)"J-& :&,3-E-&3&

" 麦冬
K0A-"0"E") /&0")!

-19,

" 野葡萄
670+8"0,-, ,-)-1&

以及毛瑞香" 柘木" 柃木的幼苗等! 该区域应增加耐盐# 耐旱# 抗风的

优质常绿植物" 增加群落物种多样性" 提高风景林景观效果!

"

近岸陡坡滨柃
!檵木灌丛分布于普陀山

岛西北坡濒海岩壁区域" 海拔为
!"1/" -

! 该区域岩石较大" 土壤稀薄且贫瘠! 主要物种有滨柃# 檵

木# 柃木等! 从立地条件的特殊性看" 群落处于原生演替灌丛阶段" 当前主要维持其现有植被状况" 间

伐或抚育" 优化群落结构" 使其维持稳定!

/

结论与讨论

海岛植被受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在植被区划时同样要遵从地域分异# 植被类型和植物区系相统

一# 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相结合的原则" 这基本与陆地植被区划原则相似(

+2

)

! 在构建海岛植被区划指

标体系时" 气候和地势是一级指标' 海拔和地貌类型以及植被类型是二级指标' 微地形和植被群丛或群

落类型是三级指标! 三层指标体系符合海岛生境特殊" 面积较小且各岛屿环境差异大的特点! 气候是海

岛植被区划的关键指标(

/

)

" 如东南季风会造成东南坡温暖湿润的微环境" 植被倾向于树干高大# 叶片较

大# 枝条伸展方向以水平为主的常绿乔木! 西北坡在冬季受强烈的西北风影响" 极易造成岩石裸露# 土

壤稀薄的环境" 植物以落叶矮灌树种为主" 这些植物往往叶片较小" 树冠紧凑" 以避免大风侵袭! 地形

地貌也是海岛植被区划的重要指标" 如山坡# 山麓# 沟谷的植被类型差异很大! 群落和群丛是植被划分

的基本单元" 在海岛同样适应" 由于海岛生境破碎严重" 海岛的植物群落面积一般小于陆地" 同样微地

形的差异也会引起植被类型的变化! 综合表明* 对于海岛整体" 主要强调大格局上气候对植被的影响以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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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许?山等! 浙江普陀山岛植被区划方案

及水热平衡对植被的分异" 在岛屿内部# 地形地貌对植被的分布有很大影响$ 同时区划时还要考虑群落

和群丛的差异性%

本研究根据实地调查数据和综合经验$ 提出了海岛植被区划方案$ 并以普陀山岛为例进行了植被区

划$ 得到了实地验证$ 做出了比较详细的普陀山岛植被区划图$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以此方案

为依据$ 针对不同海岛植被的特殊性$ 对其植被进行区划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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