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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园是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植物最丰富的场所之一% 苔藓植物作为公园植物多样性的组成

部分! 却常常因其矮小& 景观特色不明晰而为人们所忽视! 因此苔藓植物的相关研究也往往滞后于其他植物% 通

过对南京市
..

个公园绿地苔藓植物的调查! 共记录苔藓植物
!5

科
%&

属
6.

种! 其种类多集中于丛藓科
9+::,;<=;=

!

真藓科
>?@;<=;=

和青藓科
>?;<A@:A=<,;<=;=

! 常见种类有扭口藓
7&$8#'& #%.#-9#'&5&

! 立碗藓
:*649";-5$-#; 4<*&+$!

-9#;

! 细叶小羽藓
=&<'"9'&>-#; ;-9$"<*6''#;

! 卵叶青藓
7$&9*65*+9-#; $#5&8#'#;

! 鳞叶藓
?&@-<*6''#; 5&@-$&;+#;

和狭叶小羽藓
=&<'"9'&>-#; &%.#45-("'-#;

等% 公园内苔藓种类一般为
%B%5

种! 以丛集型苔藓为主! 物种组成相似

性较低! 群落差异性较显著% 应用典范对应分析法"

CCD

'! 对
..

个公园样点的主要苔藓植物盖度与环境因子的关

系进行研究! 环境因子与前
!

个排序轴的相关性系数表明$ 影响地面苔藓植物分布的环境因子分别为湿度& 人为

干扰& 郁闭度以及与主干道距离! 其中人为干扰和湿度对苔藓植物分布的影响最显著% 图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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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藓植物是植物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由于其株型矮小" 结构简单! 常常被忽视! 这也使得它在

植物学" 景观生态学和风景园林学等方面的研究严重滞后于其他高等植物# 然而事实上! 苔藓植物的生

态价值" 应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极为丰富$ 就生态价值来说! 它具有固碳%

#$%

&

" 蓄水保湿%

!$&

&

" 促进土壤结

皮%

"$'

&

" 监测环境%

($#)

&等多种作用' 就应用价值而言! 苔藓植物因其保水能力强而常用作花卉保鲜材料!

部分苔藓植物还具药用%

##

&价值' 就艺术价值而言! 苔藓植物可用作园林布置" 盆景装饰! 亦可成为插花

材料$ 城市是人口聚居之地! 环境变化与市民健康息息相关! 而苔藓植物因其结构特征对环境变化极为

敏感%

#%

&

! 最能指示城市环境变化$ 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

&

! 且研究结果也都证明苔藓植物

的环境指示作用较其他植物更为明显$ 中国学者也对青岛%

#"

&

" 上海%

#*

&

" 重庆%

#'

&

" 泰州%

#(

&等城市的苔藓植

物进行了相关研究$ 张银龙等%

%)

&指出苔藓植物对环境污染非常敏感! 以细叶小羽藓
!"#$%&$"'()* *(&+%!

#,-$$)*

为最! 王壮等%

%#

&通过实验发现( 附生苔藓对重金属离子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 总之! 苔藓植物

作为先锋植物! 是整个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 研究苔藓植物的多样性对于保护苔藓种质

资源以及维持生态平衡意义重大$ 然而! 随着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 随意浪费! 苔藓植物的生存

正在遭受严重威胁$ 公园是城市绿地系统中最具代表性且物种最丰富的地域! 研究南京市公园苔藓多样

性不仅可以为保护苔藓植物资源奠定基础! 而且可以评估南京地区公园的环境质量$

#

研究区域概况

南京位于江苏省西南部)

!#"#+#,!%"!*$-

!

##'%%%$,##("#+$.

*! 整体地形复杂! 有高山丘陵+ 平原

溪谷" 滨湖江河等多种地形地貌$ 就气候而言! 该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终年雨量充沛! 年平均降水

量为
# %//0/ 11

! 四季分明! 年平均温度为
#&0+ &

$ 全市辖玄武" 秦淮" 建邺" 鼓楼" 雨花台" 栖霞"

江宁" 浦口" 六合" 溧水" 高淳等
##

个区! 共有
'!

个街道"

#*

个镇! 城市绿化覆盖率为
+&2

%

%%

&

$

%

研究方法

!"#

野外调查

在玄武区" 鼓楼区" 建邺区等
'

个行政区各筛选
#,!

个公园! 于
%/#*

年
(3##

月对
##

个样点进行

了苔藓调查)表
#

*$ 设置
#/ 1 ' #/ 1

的样地
"+

个! 在各样地中随机设置
%/ 41 ' %/ 41

样方
+,(

个! 随

后按顺序采集" 编号苔藓标本! 详细记录郁闭度" 湿度" 人为干扰以及与主干道距离
+

个环境因子! 用

网格法测定苔藓植物)盖度占
&/2

以上*的面积$ 苔藓标本借助实验室显微镜辨识并确定其生活型%

%!

&

$ 标

本鉴定和定名依据参考文献%

%+5%"

&$ 环境因子测定方法( 郁闭度采用目测法' 湿度用温湿度仪测定'

与主干道距离用谷歌地球)

67789: .;<=>

*测定$ 人为干扰因素考虑人为踩踏" 破坏" 城市开发建设等因

素! 分为
&

级( 罕见干扰" 较少干扰" 中等干扰" 较多干扰和经常干扰! 分别赋值
#

!

%

!

!

!

+

!

&

$

!"!

数据处理

%?%?#

苔藓植物多样性指数
@;=<A4B

丰富度指数)

.

*(

.C/

$ 其中(

/

为样地内种数$

D>;EE7E

多样性指

表
$

南京市调查样点情况

F;G9: # DH<I:J 7K AEI:L=A8;=:M LA=:L AE -;ENAE8 OA=J

序号 样点 所属区 地理位置 郁闭度
PQ

湿度
R2

与主干道距离
R1

人为干扰

#

古林公园 鼓楼区
!%"/+$-

!

##'"+&$. +" "' #"/ +

%

白鹭洲公园 秦淮区
!%"/#$-

!

##'"+*$. "/ '/ %// +

!

七桥翁生态公园 秦淮区
!%"//$-

!

##'"&/$. &! "! #%/ %

+

白马石刻公园 玄武区
!%"/!$-

!

##'"+'$. +/ "& +!/ !

&

莫愁湖公园 建邺区
!%"/%$-

!

##'"+&$. !" *# +#/ &

"

青奥森林公园 建邺区
!#"&($-

!

##'"+#$. #' &* %// !

*

珍珠泉公园 浦口区
!%"/*$-

!

##'"!($. */ */ #&/ +

'

羊山公园 栖霞区
!%"/"$-

!

##'"&"$. #/ &# &// !

(

九乡河生态公园 栖霞区
!%"/*$-

!

##'"&"$. / +! '/ #

#/

平山森林公园 六合区
!%"%*$-

!

##'"+($. "& "& #*/ %

##

九龙湖公园 江宁区
!#"&&$-

!

##'"+'$. #/ &! #%/ %

说明( 人为干扰分为
&

级( 罕见干扰" 较少干扰" 中等干扰" 较多干扰和经常干扰! 分别赋值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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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个公园苔藓植物名录

&'()* ! +,-. /0 (12/342.*- ,5 ## 3'16- /0 7'58,59

序号 种名
在样点中的分布

生活型
: ! ; < = > ? @ $ :% ::

:

紫背苔
!"#$%&'()*+) ,-./*0,/ ! !

平铺型

!

地钱
1),'()20%# .&"3+&,.(# !

平铺型

;

中华无轴藓
4,'(%5%-+ &'(%&/2*/ ! !

丛集型

<

丛毛藓
6"/-,%5%-+ *-7-")0-+ ! ! ! ! !

丛集型

=

黄牛毛藓
8%0,%'(-+ .)""%5-+ !

丛集型

>

大曲背藓
92'&.(&,-* :%,/2* ! ! !

丛集型

?

长蒴藓
;,/+)0&5&2 "&$%'&""%* ! ! ! !

丛集型

@

曲尾藓
8%',)2-+ *'&.),%-+ ! !

丛集型

$

粗肋凤尾藓
<%**%5/2* ',#**%2/,:%* ! !

倾斜型

:%

拟小凤尾藓
<%**%5/2* 0&*#/2*%* !

倾斜型

::

小凤尾藓
<%**%5/2* 7,3&%5/* ! ! ! !

倾斜型

:!

南京凤尾藓
<%**%5/2* #5/".(%2-* ! ! !

倾斜型

:;

卷叶湿地藓
=3&.(%") %2:&"-0) ! !

丛集型

:<

小石藓
>/%**%# '&20,&:/,*# ! !

丛集型

:=

扭口藓
?),7-") -2$-%'-")0) ! ! ! ! ! ! ! ! ! !

丛集型

:>

小扭口藓
@),7-") %25%') ! !

丛集型

:?

反纽藓
;%++%/"") )2&+)") ! ! ! ! !

丛集型

:@

葫芦藓
<-2),%) (3$,&+/0,%') ! ! !

丛集型

:$

立碗藓
6(3*'&+%0,%-+ *.()/,%'-+ ! ! ! ! ! ! ! !

丛集型

!%

日本立碗藓
6(3*'&+%0,%-+ A).&2%'-+ ! !

丛集型

!:

拟长蒴丝瓜藓
6&("%) "&2$%'&""%* ! ! ! ! !

丛集型

!!

细叶真藓
@,3-+ ').%""),/ ! ! ! !

丛集型

!;

柔叶真藓
@,3-+ '/""-"),/ !

丛集型

!<

比拉真藓
@,3-+ 7%""),5/,% !

丛集型

!=

真藓
@,3-+ ),$/20/-+ ! ! ! ! !

丛集型

!>

金黄银藓
42&+&7,3-+ )-,)0-+ !

丛集型

!?

短月藓
@,)'(3+/2%-+ 2/.)"/2*/ !

丛集型

数!

="

"

#

!?

$

%

="A#

!

" $ %

!

#

"

#

&'

#

"

#

" #

& 其中%

B

为全部种的总盖度'

#

"

为每个种的个体盖度&

B,*)/C

均匀性指

数!

C

"

#

!@

$

%

C$

$"

&'

!

%

"

&

!D!D! E(1*5-/5

相似性系数!

!$

"

D"$!EF

!

4G@

"& 其中%

4

为公园
H

的物种数(

@

为公园
I

的物种数(

E

为公园
H

和
I

的共有物种数&

!J!K;

典范对应分析 利用
LH7MLM <D=

中的典范对应分析方法!

LLH

"对地面苔藓植物分布与环境因子

间的关系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苔藓植物种类组成

由表
!

统计知%

::

个公园内共有苔类植物
!

科
!

属
!

种( 藓类植物
:@

科
;!

属
<$

种( 总计
!"

科

;<

属
=:

种 & 种类多集中于丛藓科
B/..,'N*'*

!

<

属
=

种 " ) 真藓科
I12'N*'*

!

<

属
?

种 "和青藓科

I1'N42.4*N,'N*'*

!

;

属
>

种"( 占总属数的
;!K<O

和总种数的
;=D;O

& 这
;

个科的种类对环境的适应性强(

在公园中最为常见& 在多数公园!

$?

个"均有分布的苔藓种类有
>

种( 分别是扭口藓
@),7-") -2$-%'-")&

0)

( 立碗藓
!(3*'&+%0,%-+ *.()/,%'-+

( 细叶小羽藓( 狭叶小羽藓
=)."&'")5%-+ )2$-*0%F&"%-+

( 卵叶青藓

@,)'(30(/'%-+ ,-0)7-"-+

和鳞叶藓
;)G%.(3""-+ 0)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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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古林公园"

%$

白鹭洲公园"

!$

七桥翁生态公园"

&$

白马石刻公园"

'$

莫愁湖公园"

"$

青奥森林公园"

($

珍珠泉公

园"

)$

羊山公园"

*$

九乡河生态公园"

#+$

平山森林公园"

##$

九龙湖公园

序号 种名
在样点中的分布

生活型
# % ! & ' " ( ) * #+ ##

%)

圆叶匐灯藓
!"#$%&'(%)' *+,%-#.)' ! !

树状型

%*

全缘匐灯藓
!"/$%&'(%)' %(.+$0)' !

树状型

!+

尖叶匐灯藓
!"/$%&'(%)' /-).)' ! ! ! !

树状型

!#

细叶泽藓
!1%"&(&.%, .12/%.+,%% ! !

丛集型

!%

钟帽藓
3+(.)0%+""/ ,%(+(,%, ! ! ! !

丛集型

!!

拟附干藓
4-12+.,-15+&6,%, 7/80&(%/ !

交织型

!&

细叶小羽藓
9/6"&-"/:%)' '%-0&61;"")' ! ! ! ! ! ! ! ! ! !

交织型

!'

狭叶小羽藓
9/6"&-"/:%)' /($),.%7&"%)' ! ! ! ! ! ! !

交织型

!"

齿叶麻羽藓
<"/&6&:%)' 60%&(&61;"")' ! ! !

交织型

!(

锦藓
=+'/.&61;"")' ,)86%((/.)' !

交织型

!)

匐枝青藓
>0/-1;.1+-%)' 60&-)'8+(, ! ! ! !

交织型

!*

卵叶青藓
>0/-1;.1+-%)' 0)./8)")' ! ! ! ! ! ! !

交织型

&+

羽枝青藓
>0/-1;.1+-%)' 6")'&,)' ! ! ! ! !

交织型

&#

斜枝青藓
>0/-1;.1+-%)' -/'6;"&.1/"")' !

交织型

&%

卵叶长喙藓
?1;(-1&,.+$%)' &*/"7&"%)' !

交织型

&!

密叶美喙藓
@)01;(-1%)' ,/*/.%+0% !

交织型

&&

长柄绢藓
@(.&:&( '/-0&6&:), !

平铺型

&'

深绿绢藓
@(.&:&( ")0%:), ! !

平铺型

&"

细绢藓
@(.&:&( $%0/":%% ! !

平铺型

&(

绢藓
@(.&:&( -"/:&001%A/(, ! ! !

平铺型

&)

弯叶毛锦藓
!;"/%,%/:+"61/ .+()%0&,.0%, ! ! !

交织型

&*

鳞叶藓
B/C%61;"")' ./C%0/'+)' ! ! ! ! ! ! ! ! !

交织型

'+

软枝绿锯藓
D).1%+""/ 7"/--%:/ ! ! ! !

交织型

'#

硬叶小金发藓
!&$&(/.)' (++,%% !

丛集型

表
!

!续"

,-./0 % 123453607

"#!

苔藓植物多样性分析

由图
#

可知! 各样点苔藓种类介于
!8!+

种#

9:-3323

指数为
+$!+8%$""

#

;50/26

指数为

+$%(8+$()

# 说明苔藓植物在各公园中的盖度分

布较不均匀$ 生物多样性较高%

D!%+

#

9"!

#$'+

&的公园有
!

个# 分别是古林公园' 珍珠泉

公园和平山森林公园 # 占总调查公园数的

%($!<

$ 种类数介于
#+8#*

种的公园有
&

个#

为白鹭洲公园' 七桥翁生态公园' 莫愁湖公园

和青奥森林公园$ 白马石刻公园' 羊山公园'

九乡河生态公园和九龙湖公园的多样性指数普

遍较低%

D＜#+

#

9""#$+)

&$ 在所调查的
##

个

公园中# 珍珠泉公园的多样性水平最高# 而九乡河生态公园的多样性水平最低$ 原因可能是珍珠泉公园

自然条件优良# 植被覆盖率较高# 为苔藓植物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荫蔽和湿度条件# 而九乡河生态公园

植被覆盖率极低# 太阳直射的高温低湿影响了苔藓的生长甚至造成死亡$

"#"

苔藓植物相似性分析

由苔藓群落相似性系数表%表
!

&可知!

##

个公园苔藓群落相似性系数普遍较低$ 相似性系数大于

+$'

的公园仅有
##

组# 占
%+$+<

"

#(

组公园相似性系数介于
+8+$!

# 占
!+$*<

"

%(

组公园相似性系数介

芦建国等! 南京市公园绿地苔藓植物多样性及特点

图
# ##

个公园的苔藓植物多样性

=5>6?0 # @5A0?B54C 2D E2BB0B 53 ## F-?GB

;
5
0
/
2
6

指
数

;50/26

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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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 占
*$&#+

" 其中古林公园和平山森林公园相似性最高! 为
%&,*

# 九乡河生态公园和平山森林

公园相似性最低! 仅有
%&-*

"

说明$

-&

古林公园#

!&

白鹭洲公园#

'&

七桥翁生态公园#

*&

白马石刻公园#

)&

莫愁湖公园#

,&

青奥森林公园#

.&

珍珠泉公

园#

/&

羊山公园#

$&

九乡河生态公园#

#%&

平山森林公园#

##&

九龙湖公园

表
! ""

个公园苔藓群落相似性系数

01234 ' 567631869: ;<4==6;64>9 <= 28:<?@:94 ;<77A>6964B =8<7 ## ?18CB 6> D1>E6>F

公园编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活型分析

南京市
--

个公园中苔藓生活型共有
)

种%表
!

&! 分别为平铺型' 丛集型' 倾斜型' 树状型和交织

型" 其中平铺型有
,

种! 占总种数的
--&/+

! 为绢藓科
G>9<H<>91;414

! 地钱科
I18;@1>961;414

和瘤冠苔

科
J:9<>61;414

植物# 丛集型有
!*

种! 占总种数的
*.&-+

! 主要为真藓科
K8:1;414

和丛藓科
L<996;1414

植

物# 倾斜型有
*

种! 全为凤尾藓科
M6BB6H4>91;414

植物# 树状型有
'

种! 全为提灯藓科
I>61;414

植物#

交织型有
-*

种! 主要包括羽藓科
0@A6H61;414

和青藓科
K81;@:9@4;61;414

等"

不同生活型的苔藓植物在各公园的分布情况详见表
*

"

,'&"+

的公园中多分布丛集型苔藓种类!

',&"+

的公园多分布交织型苔藓种类" 羊山公园' 九乡河生态公园和九龙湖公园的苔藓生活型全部为丛

集型和交织型! 七桥翁生态公园则无树状型苔藓种类分布"

表
$

不同生活型苔藓在南京市
""

个公园的百分比

01234 * L48;4>91F4B <= H6==484>9 36=4 =<87 <= 28:<?@:94B =8<7 -- ?18CB 6> D1>E6>F N69:

公园编号 平铺型 丛集型 倾斜型 树状型 交织型 公园编号 平铺型 丛集型 倾斜型 树状型 交织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

-&

古林公园#

!&

白鹭洲公园#

'&

七桥翁生态公园#

*&

白马石刻公园#

)&

莫愁湖公园#

,&

青奥森林公园#

.&

珍珠泉公

园#

/&

羊山公园#

$&

九乡河生态公园#

-%&

平山森林公园#

--&

九龙湖公园

!#%

地面苔藓群落与环境的关系

苔藓植物特殊的生理结构使得其对环境十分敏感" 对
--

个公园样点中的
!*

种常见地面苔藓植物及

其盖度和样点的环境因子%表
)

&进行典范对应分析%

NNJ

&! 得到物种与环境因子关系图%图
!

&" 第
-

排

序轴特征值的蒙特卡洛检验的
!O %&%-

%

!＜%&%)

&! 表明排序结果可信"

由表
)

可知$ 与
NNJ

排序图第
-

轴关系最大的是人为干扰! 为正相关
%&*%, )

! 说明第
-

轴向左人

为干扰有增强的趋势" 湿度与第
!

轴关系最大! 为正相关
%&,,/ *

! 其次是人为干扰! 为正相关
%&,%- )

!

说明第
!

轴向上有湿度增大和人为干扰增强的趋势"

不同的苔藓种类对各环境因子的需求也有所不同" 图
!

反映了苔藓植物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 沿

第
!

排序轴%垂直&! 由下至上! 林冠郁闭度和湿度逐渐增大! 人为干扰逐渐加强! 与主干道距离逐渐减

*$%



第
!"

卷第
!

期

小! 齿叶麻羽藓
!"#$%$&'() %*'$+$%,-""()

"

#

!"

#和羽枝青

藓
.*#/,-0,1/'() %"()$2()

"

#

$%

#对人为干扰的耐受力强$

多见于公园道路旁! 反纽藓
3'))'1""# #+$)#"#

"

#

&'

#喜湿生

环境$ 在排序图上与其他种类相距较远$ 说明它对生境

有明显的要求! 在实地调查中也发现反纽藓多在湿度较

高的环境中生长健壮! 钟帽藓
41+0(*'1""5 2'+1+2'2

"

#

!(

#$

大曲背藓
6+/$%,$*(2 7'*1+2

"

#

"

#分布与主干道较远$ 说明它们对交通带来的尾气污染敏感$ 对环境质量

要求较高! 细叶真藓
8*-() /5%'""5*1

"

#

((

#$ 拟长蒴丝瓜藓
9$,"'5 "$+:'/$""'2

"

#

(&

#$ 匐枝青藓
.*5/,-0,1/'()

%*$/();1+2

"

#

!)

#$ 湿叶卷地藓
<-$%,'"5 '+7$"(05

"

#

&!

#和扭口藓"

#

&*

#可分布在与主干道较近的位置$ 对尾气

污染耐受力较强$ 属于抗污染种类!

$

讨论

通过对南京
&&

个公园野外调查及标

本鉴定$ 苔藓植物共
(%

科
+,

属
*&

种$

其中苔类
(

种$ 藓类
,-

种! 与苏州 %

+%

&

'

镇江 %

+&

&这些邻近城市相比$ 南京市公园

苔藓种类丰富度较低! 可能原因主要有

两方面( 一是所调研的公园大多为游赏

公园$ 如古林公园' 白鹭洲公园等$ 日

常养护管理频繁$ 人流量大$ 踩踏频率

高$ 影响了苔藓的生存) 二是部分公园

开敞空间过多$ 如九龙湖公园和羊山公

园$ 高温低湿的微环境影响了苔藓的分

布和生长! 环境异质性可以提高苔藓植

物多样性 %

+(

&

! 就
#./0010

多样性指数来

看$ 多数公园都在
&2(

以上$ 部分公园已

经达到
(2%

$ 说明多数公园的环境异质性

较高! 其中多样性指数最高的珍珠泉公

园位于南京浦口区$ 园内植被覆盖率高$

生境多样$ 与主干道距离较远$ 为苔藓植物创造了优良的生存环境!

由于苔藓植物的生存十分依赖环境湿度%

++

&

$ 因此苔藓群落的生活型可以反映出当地的环境条件! 例

如$ 丛集型苔藓多为耐旱种类$ 而树状型苔藓植物则多在湿度较高的地域分布%

+,

&

! 除此之外$ 苔藓植物

的生活型还可以监测环境石漠化%

+*

&

! 从相似性系数来看$ 群落间差异较大$ 这可能与公园所在地区的地

理环境以及各公园管理水平有关! 苔藓植物的茎叶对环境污染敏感$ 所以通过苔藓植物在园林内的分布

和生长状态可以大致判断环境状况! 本研究发现( 自然环境和人为干扰共同影响苔藓植物在公园中的分

布) 真藓科' 青藓科和丛藓科的部分种类在污染严重的地区多有分布$ 属于抗污染能力强的种类$ 后期

可以拓展研究它们对环境污染物尤其是汽车尾气的富集能力以及响应机理等) 钟帽藓和大曲背藓多分布

在离主干道较远地区$ 故可以作为指示道路交通频度的苔藓种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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