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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人为干扰对福建将乐林场常绿阔叶次生林林分结构及树种多样性的影响! 为常绿阔叶次生林的植被恢

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以将乐林场常绿阔叶次生林为研究对象! 通过踏查选择试验区立地条件相似

且具有代表性的地段! 设置
!+

块"

%7%'H%7#! <-

!

&固定样地! 采用相对影响法将常绿阔叶次生林分为
+

个干扰等级!

采用方差分析和
IJ*

多重比较法分析不同干扰等级林分结构及树种多样性变化% 结果表明$ 不同干扰等级下常绿

阔叶次生林直径结构均呈倒 '

K

( 型分布! 干扰等级
!

各径阶个体数显著小于其他干扰等级"

7L%7%!!

&! 林分潜在更

新能力和生产力较低) 干扰等级
"H#

树高呈单峰山状曲线! 干扰等级
!

为多峰山状曲线! 林分垂直结构不稳定%

随着干扰强度的增加! 角尺度"

7L%7%'+

&逐渐增大! 大小比数"

7L%7%21

&和混交度"

7L%7%#3

&逐渐减小%

$

多样性指数

随着干扰等级的升高呈递减的趋势"

7＜%7%+

&!

J/-MG9>

优势度指数随着干扰等级的升高而呈上升趋势"

7L%7%%%

&%

不同干扰等级林分之间物种相似度较低"

K.88.ND

*

G

相似指数＜'3O

&+ 不同干扰等级常绿阔叶次生林林分结构差异显

著! 随着干扰等级的增加! 乔木多样性及林分结构稳定性降低! 不利于植被恢复及多样性保护%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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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及经济发展的基础$

#"!

%

& 然而' 随着经济的发展' 高强度的森林采伐'

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 水资源和非木质产品不断损失$

N

%

& 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或许是影响人类生存最重要

的因素& 林分结构是林分特征中最重要的内容' 林分结构的研究对充分发挥森林多项功能' 科学经营森

林具有重大的意义& 因此' 开展人为干扰下林分结构及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干扰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 不同时空尺度上偶然发生的不可预知的事件' 是自然生态系统演替过程中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直接影响着森林物种组成( 群落结构和生物多样性& 不同干扰类型和强度对森林

群落结构特征有着显著的影响& 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 人为干扰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也日益受到重

视& 国内外关于人为干扰对森林影响做过大量研究' 主要集中于物种组成和多样性研究$

E"'!

%

' 并认为中

度干扰强度下的物种多样性有增加的趋势' 即 )中度干扰假说*' 然而干扰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非常紧

密' 也非常复杂$

'N

%

' 并不是所有的干扰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都符合该假说所描述的规律$

'E"'O

%

& 常绿阔叶

次生林作为中国南方典型的地带性植被类型' 具有显著的水源涵养( 多样性保护等多项生态功能$

'$"!"

%

&

然而'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 由于森林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 人为干扰加剧' 南方大部分常绿阔叶林

不断减少' 退化严重' 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目前' 国内外关于常绿阔叶次生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林

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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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演替$

!:

%

( 森林功能$

'$@!P"!(

%

( 群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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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评价 $

N'

%

( 健康评价$

N!"NN

%和经营模式 $

NE"NP

%

等方面' 有关人为干扰对林分结构影响研究较少& 本研究通过对不同干扰等级下常绿阔叶次生林林分结

构及多样性变化的研究' 探讨林分结构及多样性变化规律' 了解人类活动对其的影响' 以期寻求合理的

森林经营模式' 为常绿阔叶次生林的植被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

研究地概况

福建省将乐林场位于福建省三明市西北部将乐县城区' 处武夷山脉东南麓' 扼闽江支流金溪中下

游' 介于
!P#!P$Q!(%"E&R

'

''(%":&Q''(%E"&S

' 东临顺昌' 西接泰宁' 南连明溪' 北毗邵武' 东南与沙

县接壤' 境内山峰林立' 溪流密布' 最高峰海拔为
' PE"&! 7

& 将乐林场土地总面积为
( ''N&P 07

!

' 森

林覆盖率为
$E&OF

' 有林地面积为
P :PO&$ 07

!

& 将乐林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具有海洋性和大陆性气候

特点' 年平均气温为
'O&( '

' 年平均降水量为
' ("N&( 77

' 最高年度为
! EP"&E 77

' 最低年度仅

' ""(&O 77

' 年际差异较大& 将乐林场土壤以红壤分布面积最大' 土壤质地一般为沙壤土或轻壤土' 块

状结构' 紧实度适中' 比较潮湿&

将乐林场常绿阔叶次生林主要树种为栲树
"#$%#&'($)$ *#+,-$))

' 赤杨叶
./&)(01//23 *'+%2&-

' 木荷

450)3# $2(-+6#

' 甜槠
"#$%#&'($)$ -1+-)

' 米槠
"#$%#&'($)$ 5#+/-$))

' 青冈
"15/'6#/#&'($)$ ,/#25#

' 枫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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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酸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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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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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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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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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檵木 7'+'(-%#/23 50)!

&-&$-

' 杉木
"2&&)&,0#3)# /#&5-'/#%#

' 檫木
4#$$#*+#$ %=232

' 山矾
413(/'5'$ $23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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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

样地调查

在福建将乐县林场全面踏查的前提下' 采用典型样地调查的方法' 选取具有代表性地段设置样地

!:

块& 这些林分均是
'$:O

年皆伐后自然生长起来的常绿阔叶次生林& 本研究仅局限于人为干扰' 不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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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自然干扰! 样地形状为矩形" 面积为
$%$&'$%#( )*

(

" 记录样地的基本情况" 包括经纬度# 海拔# 坡

度# 坡向等" 并画出样地的方位示意图! 采用相邻格子法将每块样地分成
#$ * ! #$ *

的调查单元" 在

每个调查单元内进行每木检尺$ 在样地的中心和四角分别设置
+

个
+ * ! + *

小样方" 调查并记录样方

内幼苗幼树的树种# 直径%树高＞#%! *

的测胸径" 树高＜#%! *

的只测地径&# 树高# 株数等! 样地基本

情况见表
#

!

表
!

样地基本情况表

,-./0 # 1-234 2356-5378 79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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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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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槠
(

栲树
(

马尾松
#

山乌桕
#

枫香
#

红楠

#> (&" ##?"(+#(!%(>$ (""&?#!"%$#$ $%$" $%> ##%> ##%" (

栲树
(

苦槠
#

木荷
#

刨花润楠
#

吊皮锥
#

乐昌含笑
#

红楠

($ (&" ##?"(+#(!%&$$ (""&?#!"%?A$ $%$& $%> ##%+ #(%& &

栲树
#

木蜡树
#

细柄阿丁枫
#

吊皮锥
#

红楠
#

木荷

(# !"" ##?"(&#+(%?&$ (""&?#+"%#$$ $%$" $%A ##%" >%? +

栲树
(

黄樟
#

刺毛杜鹃
#

苦槠
@

鼠刺

(( &#" ##?"(&#+(%$($ (""&?#+$%>($ $%$" $%A #$%! >%? +

栲树
(

木荷
#

苦槠
#

罗浮锥

(! !#" ##?"#>##>%$$$ (""!##(A%$$$ $%$" $%" #?%& #$%& +

甜槠
(

红楠
#

细齿叶柃
#

福建冬青

(& !(" ##?"#A#(#%$$$ (""!##((%$$$ $%$" $%A #!%? #$%" &

栲树
!

甜槠
(

石木姜子

(+ !$" ##?"#+#!!%$$$ (""!(#!"%$$$ $%$& $%? #&%+ ##%$ &

甜槠
!

栲树
#

木荷
#

苦槠
@

米槠
@

刨花润楠

说明' 油桐
!"#$%&%' ()#*%%

$ 茅栗
+,-.,$", -"/0%$%%

$ 福建青冈
+1&2)3'2'$)4-%- &50$/%%

$ 天仙果
6%&0-- 3""&5"1'$'

$ 台湾冬青

72"8 ()#9)-,$,

$ 刨花润楠
:,&5%20- 4,05)%

$ 细柄阿丁枫
;2.%$/%, ,$/0-.%()2%,

$ 黄毛润楠
:,&5%20- &5#1-).#%&5,

$ 臭椿

;%2,$.50- ,2.%--%9,

$ 杨桐
;*%$,$*#, 9%22"..%%

$ 椤木石楠
<5).%$%' *'=%*-)$%'"

$ 猴欢喜
>2)'$"' -%$"$-%-

$ 马尾松
<%$0-

9'--)$%'$'

$ 木油桐
?"#$%&%, 9)$.,$,

$ 山乌桕
>,4%09 *%-&)2)#

$ 樟树
@%$$,9)909 &,945)#,

$ 绒毛山胡椒
A%$*"#, $,!

&0-0,

$ 柿
B%)-41#)- C,C%

$ 滇青冈
+1&2)3,2,$)4-%- /2,0&)%*"-

$ 浙闽樱%桃 &

+"#,-0- -&5$"%*"#%,$,

$ 红楠
:,&5%20- .50$!

3"#/%%

$ 吊皮锥
+,-.,$)4-%- C,D,C,9%%

$ 乐昌含笑
:%&5"2%, &5,4"$-%-

$ 木蜡树
E)8%&)*"$*#)$ -12="-.#"

$ 刺毛杜鹃
F5)*)!

*"$*#)$ &5,94%)$,"

$ 鼠刺
7.", &5%$"$-%-

$ 罗浮锥
G'-.'$)4-%- ('3#%

$ 细齿叶柃
H0#1, $%.%*,

$ 福建冬青
72"8 (0C%"$"$-%-

$

石木姜子
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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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扰评价

在调查样地的同时! 对每个样地的干扰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根据将乐林场常绿阔叶次生林的实际调

查情况! 选取相对郁闭度# 幼树相对密度# 受害木$压弯# 折断或掘根%相对密度# 受害木相对断面积#

伐倒木相对密度和伐倒木相对断面积
&

个干扰影响因素对常绿阔叶次生林受干扰程度进行定量评价" 采

用相对影响方法&

#

'

! 计算
&

个干扰因素对常绿阔叶次生林干扰程度的相对值" 如伐倒木密度中
!

号样地

密度最小! 为
#'

株(
()

!!

!

#

号!

*

号和
+

号样地伐倒木株数分别为
,"

!

,"

和
**

株(
()

!!

! 则以伐倒木

密度最小的
!

号样地产生干扰的相对值为
-

!

-

号#

*

号和
+

号样地相对值分别为
,".-'/!0$

!

,%.#'/!0$

和
**.#'/#0$

" 其余
,

个干扰影响因素对常绿阔叶次生林产生干扰的相对值依此计算$表
!

%) 然后! 将
&

个干扰因素对常绿阔叶次生林干扰强度的相对值的总和作为人为干扰强度值) 最后! 参考生态干扰度划

分系统&

*'

'

! 结合将乐林场常绿阔叶次生林的实际情况! 采用等距法依据常绿阔叶次生林干扰影响因素值

即干扰度值$

!

12

%! 将
!,

块常绿阔叶次生林样地划分为
!3"

等
,

个干扰等级$表
*

%"

表
!

常绿阔叶次生林干扰等级

45678 ! 19:;<=65>?8 @=5A98>; BC 8D8=@=88> 6=B5A"785D8A :8?B>A5=E CB=8:;:

干扰

等级

样地

号

相对

郁闭

度

幼树

相对

密度

受害

木相

对密

度

受害

木相

对断

面积

伐倒

木相

对密

度

伐倒

木相

对断

面积

总和
干扰

等级

样地

号

相对

郁闭

度

幼树

相对

密度

受害

木相

对密

度

受害

木相

对断

面积

伐倒

木相

对密

度

伐倒

木相

对断

面积

总和

! # #0! &0! #0% #0# *0$ #!0! #'0F # F -0! F0, -F0" -"0' !0$ -0$ ,!0'

! ! -0! &0- -0* !0- !0$ -0, -,0- $ $ -0' *0" !-0' !*0+ !0$ *0$ ,,0,

% * -0& ,0- -0* -0, -0" !0$ !,0& $ -- -0& +0! -F0* -,0& ,0$ -*0" &+0"

! + -0! F0* !0" *0& *0$ &0$ -F0' $ -! -0' -0' -'0* !-0F !0$ -*0* &-0&

! , -0+ -0" &0* -,0* !0$ -0' !,0$ $ -, -0& $0* !+0* !"0& +0+ $0$ ,&0&

! & -0& *0+ ,0* *0& !0$ -0" -*0+ $ -$ -0! *0- -0' -0" !0$ F0* ,F0'

! ' -0+ -0' -!0' *+0F -0" -0- !F0& $ !" -0& +0$ -"0" !+0+ -0$ +0' ,F0&

! -F -0! *0' ,0' *0" *0$ -0! -F0! & -& -0! +0$ !'0* !,0$ !0$ &0! '"0-

' -" -0" +0! +0* +0+ *0$ -$0, *'0* & !! -0& +0+ +0' -F0$ -0$ F0" &F0+

( -* -0+ *0" !!0" !!0' !0$ *0, *!0+ & !* -0! &0' -*0* !"0- -,0' -&0" '*0"

( -+ -0! &0! -&0' !,0$ -0$ $0' +*0! " !+ -0! ,0$ !*0" !$0+ F0' !,0F $+0"

( -' -0" F0' --0" F0" -0$ -0F +'0, " !, -0+ -"0- +*0* *'0+ -0$ '0" -"-0-

( !- -0& +0- !-0' *-0+ -0$ *0* *$0,

表
#

干扰度指数分级

45678 * G98=5=?(9?57 79:; BC 9>A8H BC A9:;<=65>?8

干扰等级 干扰度值 干扰等级 干扰度值

% -*0+!!

12

＜*"0$ & &&0"!!

12

＜F*0&

( *"0$!!

12

＜+F0, " F*0&!!

12

＜-"-0-

$ +F0,!!

12

＜&&0"

!"#

数据分析

!0*0-

空间结构 采用体现树种空间隔离程度的树种混交度$

"

#

%! 反映林木个体大小的大小比数$

$

#

%!

描述林木个体在水平地面上分布格局的角尺度$

%

#

%

*

个参数对林分空间结构进行分析&

*F

'

" 本研究选定相

邻木
&/+I

标准角为
!

%

/'!#

" 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 #

"

(

#'

I (

#'

#

! 参照树
#

与第
'

株相邻木为非同种

%

! 否
#

则
)

$

#

/

#

&

&

' / #

"

)

#'

I *

#'

#

! 若相邻木
'

比参照树
#

大

%

! 否
#

则
)

%

#

/

#

&

&

' / #

"

+

#'

I +

#'

#

! 当第
'

个
!

角小于标准角
!

%

%

! 否
#

则
"

!+



第
!"

卷第
#

期

$%!%&

多样性计算 采用物种丰富度!

'()*(+,-

丰富度指数!

./(0010!23,0,)

指数!

43,+15

均匀度指数

作为物种
!

多样性测度指标! 用
6(77()8

相似指数来评价
"

多样性!

.39:;10

优势度指数作为树种优势度

测量指标"

!

物种丰富度#

!<

出现在样地内的物种数量"

"'()*(+,-

物种丰富度指数$

"

'

%#

"

'

<

$

!=>

%

?

+0#

& 其中#

!

为样方中物种的数目!

$

为样方中所有物种个体的数目&

#./(0010!23,0,)

指数$

%

%#

&<=

!

' < >

!

(

'

+0(

'

& 其中#

(

'

为物种
'

的相对重要值!

!

为样地的物种总数&

$43,+15

均匀度指数$

)

%#

)<&?

+0!

& 其中#

&

为
./(0010!23,0,)

指数!

!

为样地的物种总数&

%6(77()8

相似指数$

*

.

%#

*

.

< +?

$

,@-@+

" #

%

"

>AA

& 其中#

+

为
&

个样方共有的物种数!

,

为样地
#

特有的物种数!

-

为样地
&

特有的物种数&

&.39:!

;10

优势度指数$

.

%#

.<

!

' < #

!

(

'

&

& 其中#

(

'

为物种
'

的相对重要值!

!

为样地的物种总数&

!

结果与分析

!"#

不同干扰等级下林分结构特征

不同干扰等级下常绿阔叶次生林林分结构不同$表
B

%& 随着干扰等级的增加! 林分平均胸径和平均

树高逐渐减小& 林分平均密度和幼树密度随着干扰等级的增加先增大后减小! 均在干扰等级
'

达到最高

值! 干扰等级
C

与其他干扰等级相比! 林分密度和幼树密度均为最小&

表
$

不同干扰等级林分基本情况

D(E+, B F(;37 ;3G5(G310 1- -1),;G (+10* ( 83;G5)E(07, *)(83,0G

干扰等级 林分密度
?

$株'
/9

#$

% 平均胸径
?79

平均树高
?9

幼树密度
?

(株)
/9

$$

%

( > $>H >B%! >>%I !J#

) # &AJ #B%B #A%H !"I

* # BBJ #!%& K%J !!H

' # "&I #&%# K%# "AH

+ "AA ##%J J%J #AA

!%&

不同干扰等级下胸径! 树高结构

不同干扰等级下常绿阔叶次生林的直径结构差异显著(

(＜A%AH

%(图
#L

%! 乔木个体在各径阶的数量

分布不同" 不同干扰等级的径阶分布均为倒 *

6

+ 型曲线! 即不同干扰等级的直径分布均是随着径级的

增大! 株数随之减少, 在同一干扰等级下! 小径阶(

/

FM

＜#& 79

%个体数显著大于中径阶(

#& 79$0

FM

＜&B

79

%和大径阶(

0

FM

%%& 79

%个体数(

(＜A%AH

%! 约占
"!%JKNOIJ%I&N

! 说明该林分具有潜在的天然更新能

力& 在同一径阶结构下! 干扰等级
+

的小径阶个体数- 中径阶个体数和大径阶个体数显著小于其他干扰

等级(

(＜A%AH

%! 表明重度干扰等级下! 人为的选择性采伐不仅造成大径级树木个体的减少! 还因小径

阶和中径阶个体数量的减少而降低了林分天然更新能力和生产力"

图
#

不同干扰等级下胸径和树高分布

P3*5), # Q3;G)3E5G310 1- 0

FM

(08 G),, /,3*/G (+10* ( 83;G5)E(07, *)(83,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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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干扰等级空间结构特征

&'()* + ,-./0-/.') 01'.'0-*.23-203 45 36'-2') 3-./0-/.* ')478 '

923-/.('70* 8.'92*7-

干扰等级 角尺度 大小比数 混交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干扰等级
!A$

常绿阔叶次生林的树高结构差异显著!

!＜":"+

"!图
?B

"# 乔木个体在各高度级的数量

分布不同$ 干扰等级
!A$

均为单峰山状曲线# 乔木层的高度级峰值均出现在高度级
+A;

级# 并向两侧

递减# 低高度级!树高＜$ C

"个体数显著多于中高度级!

$ C!

树高＜?+ C

"和高高度级!树高
"?+ C

"个体

数!

!＜":"+

"# 表明各干扰等级林分垂直结构趋向于稳定$ 干扰等级
%

各高度级个体数量差异不显著

!

!＞":"+

"# 其分布有
!

个峰值!

+A;

级和
?+A?;

级"# 并且缺失最大树高级!高度级
?$

"# 说明干扰等级

%

树高结构受人为干扰影响较大# 林分垂直分布结构不稳定$

"#"

空间结构

不同干扰等级的常绿阔叶次生林随着干扰等级

的增加# 角尺度逐渐增大!表
+

"$ 依据平均角尺度

!

"

"的计算标准# 当
"＞":+?;

时为团状分布# 因此

+

种干扰类型均属于团状分布# 且随着干扰程度的

加重# 林分越趋向于团状分布$

不同干扰等级的常绿阔叶次生林随着干扰等级

的增加# 大小比数逐渐减小$ 不同干扰等级的常绿

阔叶次生林均处于中庸状态# 即每株林木的
=

株相

邻木中有一半比参照树的胸径大$

不同干扰等级的常绿阔叶次生林随着干扰等级

的增加# 混交度逐渐减小$ 不同干扰等级的常绿阔叶次生林均趋向于强度混交的状态# 即每株林木周围

均有
!A>

株其他树种$ 一般认为# 混交度越大# 林分相对越稳定%

>$

&

$ 随着干扰等级的增加# 林分稳定性

不断降低# 不利于林分的健康稳定生长$

"#$

树种多样性

从表
<

可以看出' 不同干扰等级下的多样性指数存在显著差异$ 中度干扰林分!干扰等级
"

"具有最

高的物种丰富度# 重度干扰林分物种丰富度最低$ 轻度干扰林分的
D'.8')*5

指数#

,1'7747!E2*7*.

指数

及个体物种数均高于其他干扰等级# 重度干扰林分
D'.8')*5

指数#

,1'7747!E2*7*.

指数及个体物种数最

低# 其他干扰强度各指数相差不大$

F2*)4/

指数随着干扰强度的增大# 指数不断减小$ 总体来看# 随着

干扰等级的增大#

!

多样性指数逐渐减小# 轻度干扰和中度干扰林分的
!

多样性指数均高于重度干扰林

分$

,2C6347

优势度指数在不同干扰等级下显著变化# 重度干扰森林优势度指数最高# 轻度干扰森林优

势度指数最低$

表
%

不同干扰等级下
!

多样性

&'()* < &!92G*.32-H ')478 ' 9255*.*7- 923-/.('70* 8.'92*7-

干扰等级
多样性测量

物种丰富度 特有物种数目
D'.8')*5

指数
,1'7747!E2*7*.

指数 个体物种数
F2*)4/

指数
,2C6347

优势度指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随着干扰等级提升#

I'00'.9

相似指数呈降低的趋势!表
;

"# 干扰等级
!

#

"

#

#

#

$

与干扰度等级

%

的
I'00'.9

相似指数都偏低# 其中轻度干扰和重度干扰之间物种相似性较低# 中度干扰林分之间物种

相似性最高$ 说明干扰强度越大# 常绿阔叶次生林物种异质性越强# 破碎化也越严重$

=

结论与讨论

干扰是普遍存在于森林生态系统中的正常现象%

=%#=?

&

$ 常绿阔叶次生林随着干扰强度的增加# 不同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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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干扰等级下物种相似值

$%&'( ) *%++%,-

!

. +/(001+1(23 %'/24 % -1.35,&%2+( 4,%-1(23

干扰等级
! " # $ %

! #66 789: !:98 7696 ;)9#

" #66 7"9" !;9# ;:9:

# #66 !897 !!9<

$ #66 !79#

% #66

扰等级直径结构和树高结构之间差异显著" 不同干扰等

级直径分布均趋向于倒 #

*

$ 型% 且随着干扰等级的增

大% 森林潜在更新能力和生产力皆随之降低" 干扰等级

!=$

树高分布均为单峰山状曲线% 垂直结构较为稳定%

干扰等级
%

有
;

个峰值且各高度级之间个体数差异不显

著% 垂直结构不稳定" 从林分空间结构分析结果来看%

随着干扰强度的增加% 林分角尺度逐渐增大% 林分均属

于团状分布& 大小比数逐渐减下% 林分均处于平庸状态&

混交度逐渐减小% 林分均趋向于轻度混交的状态" 林分受外界干扰的影响% 导致幼树幼苗被压' 天窗形

成' 地形破坏' 大径级立木缺失等情况发生% 改变了原有群落的组织结构% 丧失了这些优势木的庇护作

用% 扰动林内微环境% 使林分处于暂时不稳定状态% 影响群落的稳定性和演替" 这些同时表明% 不同干

扰强度对林分结构产生最直接的影响" 随着干扰强度的加剧% 林分结构退化% 森林生态功能衰退% 甚至

导致物种濒危甚至灭绝% 从而间接影响到物种组成"

人为干扰对常绿阔叶次生林的物种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 随着干扰等级的增大% 林分物种数减少%

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呈现递减的趋势" 这与认为适度干扰能够增加物种多样性的 #中度干扰假

说$ 的结论不大一致(

7;

)

% 但与很多其他森林群落乔木物种多样性研究结果一致" 这可能与当地民众滥砍

盗伐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壳斗科
>%4%+(%(

优势树种有关% 尤其以栲树为主"

重度干扰林分的
?1@A./2

优势度指数高于轻度干扰林分" 在所有干扰等级林分中% 栲树均为优势树

种% 在重度干扰林分的重要值最高" 这与栲树自身耐荫性有关% 有利于早期幼苗生长" 随着干扰等级的

增强% 留下的伴生树种多为耐荫树种% 能够忍受优势树种与它们进行光照' 水分和养料的竞争% 同时也

与现阶段林场采用封山育林的阔叶林经营措施相关" 因此% 不同人为干扰强度下呈现不同的物种多样性

特征与人为干扰作用范围和物种耐受性' 群落繁殖策略等生态习性有关"

由于人为干扰的复杂性导致干扰强度的量化问题研究一直十分困难" 本研究加入林分干扰因素% 综

合建立适当的干扰体系% 定量干扰强度% 与当地的实际情况较为符合% 能够客观反映出常绿阔叶次生林

的林分结构及多样性在不同干扰程度下呈现出的规律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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