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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山区古石河森林群落物种组成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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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森林群落的种类组成与结构! 确定群落的成员型! 基于
!7

个群落样地调查数据! 对辽东山区古石河

上发育的森林群落的物种组成% 区系成分! 以及落叶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和暗针叶林乔木层树种的主要特征进行

了研究& 结果表明$

!

古石河森林群落中记录到维管束植物
7"

科
9"6

属
9(%

种! 其中蕨类植物
9"

科
9!

属
9&

种!

种子植物
&"

科
$&

属
9!/

种! 种子植物中含有
9"

个植物种及以上的科仅有蔷薇科
;+3<=><>

! 毛茛科
;<4?4=?@<=><>

和百合科
A,@,<=><>

& 森林群落乔% 灌% 草层的维管束植物分别为
%!

!

(&

和
/%

种! 层外植物为
(

种&

"

综合乔木层

树种的主要特征! 落叶阔叶林内紫椴
7-'-& &8#$+%4-4

的重要值为
!7.%9B

! 蒙古栎
9#+$:#4 8"%."'-:&

! 色木槭
/:+$

8"%"

! 紫花槭
/:+$ ;4+#<"!4-+="'<-&%#8

! 水曲柳
1$&>-%#4 8&%<4*#$-:&

和千金榆
?&$;-%#4 :"$<&5&

的重要值分别为

9&869B

!

998!6B

!

$8%6B

!

$85/B

和
/87&B

! 其余树种的重要值为
5899BC!8$(B

' 针阔混交林内紫椴和臭冷杉
/=-+4

%+;*$"'+;-4

的重要值分别为
9$869B

和
9(8/6B

! 其余树种的重要值处于
58!/BC68!&B

' 暗针叶林内臭冷杉的重要值

为
&789/B

! 其余树种的重要值处于
5896BC/8$9B

& 古石河森林群落中世界广布种和北温带植物种较多! 乔% 灌%

草各层中单种属的科较多'

%

种林型的建群种或共建种都比较明显& 表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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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

)&*2- )&,-/8

%又称为石川& 普遍发育于寒冻风化' 冻融作用强烈地带的山坡洼槽或沟谷之中"

>

#

&

由浅表岩体的风化碎屑物在重力作用下顺坡而下无序搭接充填而成"

!

#

& 是气候作用主导形成的冰缘地貌

类型之一"

=#@

#

( 石河属于松散堆积的不稳定体"

;

#

& 下垫面极其特殊& 土少石多& 存有潜在的活动隐患& 其

稳定性和活动趋势对山区工程建设及山地地质灾害的诱发具有重大影响) 已有研究"

;#B

#表明* 辽东山区

广布有第四纪末次冰期形成的古石河残留地貌& 俗称跳石塘或乱石窖& 一般有裸露型和植被覆盖型两

类& 其中植被覆盖型的古石河砾石间隙有土壤填充胶结& 常发育森林群落"

B

#

& 其演替进程及自然更新速

度极其缓慢& 一经破坏很难恢复) 古石河森林群落是由集合在一起的植物种之间及植物与环境之间相互

作用而形成的功能集体& 拥有完好的林冠层+ 凋落物层和土壤层及庞杂的根系组织& 不仅有显著的森林

生态水文效应& 而且对古石河下垫面起到了很好的加筋' 锚固和牵引& 对于稳定整合古石河特殊环境'

减免山地地质灾害的发生' 维系区域生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

#

) 森林群落稳定整合环境作用的发挥

与群落物种组成' 群落成员型密切相关& 而群落物种组成又是群落最重要' 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D

#

) 鉴

于此& 本研究以辽东山区典型古石河上发育的森林群落为研究对象& 对辽东山区古石河森林群落的种类

组成特征进行了研究& 为辽东山区特殊地貌环境中退化植被的恢复' 人工建植过程中植物种类的选择提

供科学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研究区概况

场子沟,

D>$>$%!$&PD>$!"%@A&M

&

>!D$@=%="&P>!D$@@%=@&Q

%全长约
@<= G8

& 地处辽东山区最高峰---

老秃顶子东麓& 位于辽宁老秃顶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 系长白山系的东南延伸地段) 场子沟残

留的古石河冰缘地貌集中分布于海拔
;$"P> !"" 8

区段& 受山坡洼槽局限呈狭窄带状延伸& 长为
><@

G8

& 宽为
>"<" 8

& 下垫面坡度为
D$P=;$

) 古石河下垫面砾石堆积厚度
@P=" 8

不等& 随海拔升高堆积厚

度增大) 砾石岩性基本与下伏基岩相同& 主要为花岗岩& 磨圆度较好) 砾石粒径长轴' 中轴' 短轴分别

为
=>P>$!

&

!=P>!D

&

>@PA! (8

& 长轴与中轴交界面倾向为
>!>$P!>"$

& 倾角为
=;$P@D$

) 砾石表面多为

苔藓包被& 苔藓下覆有约
> (8

厚的土层) 砾石搭接形成的缝隙中即便是夏季也有结冰现象& 且降水径

流常在砾石堆积较厚地段形成石下暗河& 在砾石堆积较薄地段流出地面) 砾石间隙有薄厚不均的土壤覆

盖胶结& 土层厚度为
@P;" (8

& 土壤类型在海拔
$"" 8

以上为暗棕壤& 土层较薄. 在海拔
$"" 8

以下为

棕壤& 土层相对较厚) 总体而言& 场子沟古石河以阴暗+ 冷湿为其环境特点& 土壤温度较低+ 土壤湿度

较高& 其上森林植被的郁闭度处于
"<;"P"<$"

)

*+,

调查样地! 样方设置及测定因子

分别于
!">=

和
!">D

年
;RA

月& 在老秃顶子东麓场子沟古石河上按照海拔高低不同& 共设置森林群

落调查样地
!;

块& 其中落叶阔叶林
#%

块,海拔
A%%PAB% 8

%+ 针阔混交林
A

块,海拔
AB%P$@% 8

%+ 暗针

叶林
$

块,海拔
$@%P# !%% 8

%) 每块样地内各设置乔木层样方
#

个& 面积为
!% 8 ' =% 8

& 记录胸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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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森林群落种子植物种类

#$%&' ( )*'+,'- ./ -''0 *&$12- ,1 /.3'-2 +.4451,26

科 属数
乔木层

种数

更新层属和种数
灌木层种数 草本层种数 层外植物种数 种数总计

在乔木层出现 在乔木层未出现

松科
7,1$+'$' ! 8 9

属
!

种
8

桦木科
:'25&$+'$' ! ! (

属
(

种
( 8

槭树科
;+'3$+'$' ( < (

属
<

种
<

蔷薇科
=.-$+'$' > ? 9

属
!

种
! 8 (9

榆科
@&4$+'$' ( 9 9

属
9

种
9

椴树科
#,&,$+'$' ( ( (

属
(

种
(

木兰科
A$B1.&,$+'$' ( ( (

属
(

种
(

杨柳科
)$&,+$+'$' 9 9 9

木犀科
C&'$+'$' 9 ! (

属
(

种
9 ?

胡桃科
D5B&$10$+'$' ( ( (

芸香科
=52$+'$' ( ( (

壳斗科
E$B$+'$' ( ( (

属
(

种
(

卫矛科
F'&$-23$+'$' ( ( 8 8

山茱萸科
F.31$+'$' ( (

属
(

种
(

猕猴桃科
;+2,1,0,$+'$' 9 9 9

五味子科
)+G,-$103$+'$' ( ( (

葡萄科
H,2$+'$' ( ( (

鼠李科
=G$41$+'$' ( ( (

五加科
;3$&,$+'$' 9 9 9

忍冬科
F$*3,/.&,$+'$' 8 " "

虎耳草科
)$I,/3$B$+'$' " ! ! "

!

:J

!? +4

的所有木本植物的种类! 胸径! 树高和冠幅" 灌木层样方
8K?

个# 面积均为
8 4 " 8 4

$ 布

设在乔木层样方的四角和中心位置$ 测定
!

:J

＜? +4

的所有木本个体%包括乔木幼苗和幼树! 木质藤本

植物$ 视为更新层&的种类" 草本层样方
?

个$ 面积均为
( 4 " ( 4

$ 布设在乔木层样方的四角和中心位

置$ 记录草本植物种类'

!"#

乔木层树种重要值计算

乔木层树种重要值
"

L

的计算公式(

(?

)为*

"

L

M

%相对密度
N

相对优势度
N

相对高度
N

相对盖度+

O8

'

9

结果与分析

$"!

古石河森林群落种类组成及区系成分

古石河调查样地中共记录到维管束植物
"P

科
(P<

属
(8!

种$ 其中蕨类植物
(P

科
(9

属
(?

种$ 种子

植物
?P

科
>?

属
(9Q

种' 种子植物中有裸子植物
(

科
!

属
8

种$ 被子植物
8>

科
>9

属
(98

种%含单子叶

植物
?

科
(8

属
(>

种, 双子叶植物
88

科
<Q

属
(P?

种&' 古石河森林群落种子植物科属种数目的统计结

果见表
(

$ 按照吴征镒等(

("

)的-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系统.进行植物区系成分分析$ 则种子植物

中属东亚/热带, 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 旧世界热带分布,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东亚分布

的均为
(

科$ 分别为五加科, 八角枫科, 杜鹃花科和猕猴桃科$ 各占种子植物总科数的
9RPS

" 属东亚

及北美间断分布的有
!

科$ 分别为木兰科, 五味子科和透骨草科$ 占
"RPS

" 属泛热带分布的有
>

科$

分别为椴树科, 芸香科, 卫矛科, 葡萄科, 凤仙花科, 荨麻科, 马兜铃科, 薯蓣科和天南星科$ 占

(QRPS

" 属北温带分布的有
(9

科$ 分别为松科, 桦木科, 槭树科, 杨柳科, 胡桃科, 壳斗科, 山茱萸

科, 忍冬科, 芍药科, 罂粟科, 小檗科和百合科$ 占
98RPS

" 其余
99

科均属世界分布$ 占
8PRPS

' 可

见$ 古石河森林群落植物种类以世界广布成分最多$ 其次为北温带成分$ 世界广布成分与北温带成分并

存的植物区系特点与辽东山区所处的气候区域及古石河阴暗, 冷湿的环境特征相符'

统计表
(

可知* 古石河森林群落中含有
(P

个植物种及以上的科仅有蔷薇科, 毛茛科和百合科共
!

伏 捷等* 辽东山区古石河森林群落物种组成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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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卫矛科的大翅卫矛在乔木层和灌木层都有出现" 在种子植物种类总计时计为
&

种

表
!

!续#

'()*+ & ,-./0.1+2

科 属数
乔木层

种数

更新层属和种数
灌木层种数 草本层种数 层外植物种数 种数总计

在乔木层出现 在乔木层未出现

八角枫科
3*(.40(5+(+ # # #

杜鹃花科
6705(5+(+ & & &

豆科
8+4190.-:(+ & & &

伞形科
;9)+**0<+7(+ = = =

桔梗科
,(9>(.1*(5+(+ & & &

唇形科
8()0(/(+ ! ! !

菊科
3:/+7(5+(+ = ? ?

酢浆草科
@A(*02(5+(+ & ! !

玄参科
B57->C1*(70(5+(+ & & &

石竹科
,(7D->CD**(5+(+ ! ! !

堇菜科
E0-*(5+(+ & = =

毛茛科
F(.1.51*(5+(+ G #% #%

紫草科
H-7(40.(5+(+ # # #

柳叶菜科
@.(47(5+(+ # # #

茜草科
F1)0(5+(+ # # #

十字花科
H7(::05(5+(+ # ! !

凤仙花科
H(*:(90.(5+(+ # # #

荨麻科
;7/05(5+(+ # # #

马兜铃科
370:/-*-5C0(5+(+ # # #

芍药科
I(+-.0(5+(+ # # #

罂粟科
I(>(J+7(5+(+ # # #

透骨草科
IC7D9(/(5+(+ # # #

车前科
I*(./(40.(5+(+ # # #

小檗科
H+7)+702(5+(+ # # #

百合科
80*0(5+(+ $ #! #!

薯蓣科
K0-:5-7+(5+(+ # # #

莎草科
,D>+7(5+(+ ! ? ?

禾本科
L7(90.+(+ # # #

天南星科
37(5+(+ # # #

科" 占全部维管束植物总科数的
MN%O

"

=

科所含的种数为
=?

种" 占全部维管束植物总种数的
!=NPO

$

含
MQ$

种的科有槭树科% 木犀科% 忍冬科和虎耳草科共
?

科" 占总科数的
RNGO

"

?

科所含的种数为
!?

种" 占总种数的
&RNPO

$ 含
!Q?

种的科有
&M

科" 占总科数的
!MN%O

"

&M

科所含的种数为
?!

种" 占总种

数的
!$N?O

$ 含
&

属
&

种的科有
!P

科" 占总科数的
?RNGO

" 所含的种数占总种数的
&$NRO

& 总体来看"

场子沟古石河森林群落乔% 灌% 草各层中单种属的科较多&

区分乔% 灌% 草层调查发现'表
&

#" 古石河森林群落乔木层内出现
=&

种乔木和
!

HS

!M 59

的
&

种灌

木'大翅卫矛#$ 灌木层内出现
!?

种灌木和
!&

种呈幼苗或幼树形态的乔木树种$ 还有
?

种木质藤本植物

缠绕于各层之间& 另外" 以幼苗或幼树形态进入更新层的
!&

种乔木中有
!%

种与乔木层树种相同" 仅有

灯台树
"#$%&' (#%)$#*+$',

为更新层中新出现的乔木种& 草本层内出现蕨类植物
&M

种" 双子叶植物
?$

种" 单子叶植物
&$

种& 草本层内仅有
?

种
&

年生和
!

年生的草本植物" 其余均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

古石河森林群落乔木层树种主要特征

从表
!Q?

可以看出! 落叶阔叶林内的紫椴% 蒙古栎% 色木槭% 水曲柳% 紫花槭% 千金榆等树种在数

量和体积上占优" 成为影响群落生境的优势树种" 而臭冷杉% 簇毛槭% 红松% 花楸% 黄榆% 青楷槭% 杉

松冷杉% 山定子% 斑叶稠李% 深山樱% 水榆花楸% 元宝槭% 小楷槭% 小叶杨等树种虽然在群落中出现"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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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落叶阔叶林乔木层树种主要特征

#$%&' ( )$*+ ,-$.$,/'.*0/*,0 12 /.'' 03',*'0 *+ $.%1. &$4'. 12 5',*56160 %.1$5"&'$7'5 21.'0/

树种
株数

8

!株"
-9

#(

#

平均树

高
89

平均胸

径
8,9

平均冠

幅
89

最大树

高
89

最大胸

径
8,9

最大冠

幅
89

重要值
!

7

8

:

暴马丁香
"#$%&'( $)*%+,-(*( 7$.; (.,$)&/%/ <! =;( <<;> (;? <=;> (<;> ";> <;(>

臭冷杉
01%)/ &)23$4-)2%/ ! <(;> (?;" (;< <@;> @<;@ (;! >;@<

簇毛槭
0+)$ 1($1%&)$5) <> A;@ B;! (;? ?;" =;A @;A >;B@

大黄柳
"(-%6 $(77)(&( ? <?;! (>;" A;A ((;> (";> B;! <;((

枫桦
8)*,-( +4/*(*( <( (>;> !@;= B;< (@;> @@;> ?;A (;<"

核桃楸
9,'-(&/ .(&7/3,$%+( (( <!;= (B;" !;? ((;> !B;= ?;A (;=@

红松
:%&,/ ;4$(%)&/%/ ( =;A <<;A (;! =;A <<;A (;! >;<A

花楸
"4$1,/ 243,(/3(&)&/%/ A <<;> <!;= @;> <=;> ((;= A;A >;A@

花曲柳
<$(6%&,/ $3#&+3423#--( <> (>;> ((;@ ";A (@;> !<;> ?;> <;">

黄檗
:3)--47)&7$4& (.,$)&/) <( <?;< (@;@ !;= (A;> !<;? ";> <;"A

黄榆
=-.,/ .(+$4+($2( ! (>;> !<;! ?;! (>;> !<;A ?;A >;"(

裂叶榆
=-.,/ -(+%&%(*( (? <>;@ <(;! @;< (<;> !<;> ?;A (;=@

蒙古栎
>,)$+,/ .4&'4-%+( =( (>;> !>;< ";! (!;> @=;A =;A <A;B<

千金榆
?($2%&,/ +4$7(*( <>( ";A ?;( !;B <>;A <=;? B;A ?;"A

青楷槭
0+)$ *)'.)&*4/,. ? ";A B;< !;= =;A =;" ";A >;B>

色木槭
0+)$ .4&4 =A <<;! <B;= @;" ((;> A";B =;> <<;(B

杉松冷杉
01%)/ 34-423#--( A ?;B <";" A;( <>;> (<;> ";A >;AB

山定子
@(-,/ 1(++(*( ( <(;A <!;! ";! <(;A <!;! ";! >;(<

斑叶稠李
:$,&,/ .((+;%% ! <!;! <=;" A;= <A;A (>;! ?;! >;@A

深山樱
:$,&,/ .(6%.4A%+B%% ( B;> B;! !;A B;> B;! !;A >;<@

水曲柳
<$(6%&,/ .(&7/3,$%+( AA <=;> !>;A A;" (@;> @!;> <>;! =;>?

水榆花楸
"4$1,/ (-&%C4-%( ( ";> A;" (;> ";> A;" (;> >;<<

元宝槭
0+)$ *$,&+(*,. ! ?;A <!;< !;A =;> <A;( !;A >;!(

小楷槭
0+)$ ;4.($45%% ! !;A ";@ !;A @;> B;< @;! >;(@

小叶杨
:42,-,/ /%.4&%% ! (@;> @@;> ";A (@;> @";! ";A >;"=

紫椴
D%-%( (.,$)&/%/ <=? <@;@ (<;" @;" (@;> AB;> <>;! (";!<

紫花槭
0+)$ 2/),74!/%)14-7%(&,. <<> ";B B;" !;? <(;> <?;( B;> =;!B

参与了群落的组成$ 但数量和体积都较小$ 对群落生境的影响不大% 针阔混交林内紫椴和臭冷杉的数量

较多$ 体积较大$ 优势作用明显$ 也有一定数量的红松& 裂叶榆& 色木槭& 水曲柳& 枫桦& 杉松冷杉&

岳桦混生其中$ 花楸& 斑叶稠李& 深山樱& 天女木兰& 元宝槭& 小楷槭& 紫花槭的数量和体积都很小%

暗针叶林内的臭冷杉优势作用显著$ 也有一定数量的长白鱼鳞云杉& 岳桦& 红松& 簇毛槭& 紫椴混生其

中$ 花楷槭& 花楸& 蒙古栎& 青楷槭& 深山樱& 天女木兰& 小楷槭等在群落中的数量和体积都较小'

综合各树种主要特征的重要值
!

7

可知( 落叶阔叶林乔木层出现的
(B

个树种中紫椴的
!

7

最大$ 为

(";!<:

$ 成为该层的优势种% 其次为蒙古栎和色木槭$

!

7

分别为
<A;B<:

和
<<;(B:

% 紫花槭& 水曲柳和

千金榆的
!

7

接近$ 处于
?;"A:C=;!B:

% 红松& 水榆花楸& 深山樱和山定子的
!

7

都极小) 针阔混交林乔木

层出现的
(B

个树种中紫椴的
!

7

最大$ 为
<=;B<:

$ 其次为臭冷杉$

!

7

为
<@;?B:

$ 这
(

个种成为该层的共

优种% 红松& 裂叶榆& 色木槭& 水曲柳& 枫桦和杉松冷杉的
!

7

相近$

!

7

为
@;B=:CB;(A:

% 花楸& 斑叶稠

李和天女木兰的
!

7

极小) 暗针叶林乔木层出现的
<B

个树种中臭冷杉的
!

7

最大$ 为
A";<?:

$ 成为该层的

优势种% 长白鱼鳞云杉& 岳桦& 红松& 簇毛槭和紫椴的
!

7

相近$ 处于
@;"<:C?;=<:

% 花楸和天女木兰的

!

7

极小) 对比分析
!

种林型乔木层树种重要值发现$ 臭冷杉为针阔混交林和暗针叶林乔木层内的优势

种$ 而紫椴为落叶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乔木层内的优势种) 可见$

!

种林型的建群种都比较明显)

!

讨论

辽东山区古石河森林群落的物种组成特征既取决于山地气候和特殊古冰缘地貌的共同作用$ 又取决

伏 捷等( 辽东山区古石河森林群落物种组成特征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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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针阔混交林乔木层树种主要特征

&'()* + ,'-. /0'1'/2*1-32-/3 45 21** 36*/-*3 -. '1(41 )'7*1 45 /4.-5*1483 '.9 (14'9")*':*9 ;-<*9 541*32

树种
株数

=

!株"
0;

#!

#

平均树

高
=;

平均胸

径
=/;

平均冠

幅
=;

最大树

高
=;

最大胸

径
=/;

最大冠

幅
=;

重要值

!

:

=>

暴马丁香
"#$%&'( $)*%+,-(*( :'1? (.,$)&/%/ @A @@BC #+BD EB% #CBC #$B$ DBC !B!F

臭冷杉
01%)/ &)23$4-)2%/ $% @EBA !!B! EB@ !CB% E$B% FB% @EBFA

簇毛槭
0+)$ 1($1%&)$5) +@ FBC $B+ EB$ @!B% @DB% ABC +B$E

大翅卫矛
6,4&#.,/ .(+$42*)$,/ @E EB% DBF +BE EBC FB$ EB% @B+A

枫桦
7)*,-( +4/*(*( !E @ABA +%B! AB@ !!B% EEBC @%BC CB@%

核桃楸
8,'-(&/ .(&9/3,$%+( A @FB+ +FB! CBE !%B% E+BF FBC @BCD

红松
:%&,/ ;4$(%)&/%/ E+ @+B$ !CB! EB! !%B% EFBC $B% AB!C

花楷槭
0+)$ ,;,$,&9,)&/) @E EBF FBE EB% @%B% @+B@ @%BC @BC!

花楸
"4$1,/ 243,(/3(&)&/%/ ! @!B% @%B@ !B+ @!B% @%B@ !B+ %B!F

黄檗
:3)--49)&9$4& (.,$)&/) A @DBC +@B% CB+ @AB% ECBC CBC @BE@

裂叶榆
<-.,/ -(+%&%(*( +F @EBE !@B% CB@ !EB% ++B! ABC DBEA

蒙古栎
=,)$+,/ .4&'4-%+( A @CB+ !+B! EB+ !@B% EFB% ABC @B!!

千金榆
>($2%&,/ +4$9(*( @! AB@ FBC +B+ $B% @EB! CB% @B!F

青楷槭
?+)$ *)'.)&*4/,. @% @EBF @EB@ CB+ @$B% @ABC DBC @BC@

色木槭
0+)$ .4&4 +D @CBE !EBF CB! !%B% E@B% $BC DBEC

杉松冷杉
01%)/ 34-423#--( !$ @EB$ !CBC +BD !EB% CEBD DB% EBA$

斑叶稠李
:$,&,/ .((+;%% ! @!B% @%BA @BC @!B% @%BA @BC %B!A

深山樱
:$,&,/ .(@%.4A%+B%% C FB% $B% +BF $B% @@B@ CB% %BCC

水曲柳
C$(@%&,/ .(&9/3,$%+( !D !%B% ++B+ DB% !AB% ECBC $B% CBA!

水榆花楸
"4$1,/ (-&%D4-%( @! @@B$ !%B! CB% @CB% +FB+ DBC @B$%

天女木兰
E('&4-%( /%)14-9%% ! DB% DBA CBC DB% DBA CBC %B!F

元宝槭
0+)$ *$,&+(*,. ! @FB% !DBC ABC @FB% !DBC ABC %BC%

小楷槭
0+)$ ;4.($45%% A DBC $B% EBC ABC $BD CB+ %BFE

长白鱼鳞云杉
:%+)( F)B4)&/%/ :'1B ;4.($45%% @$ @EB$ !@BD EB$ @FB% !FB+ ABC +B!C

岳桦
7)*,-( )$.(&%% !E @FB! !%BF ABA !!B% !FBE @%B% EBF+

紫椴
G%-%( (.,$)&/%/ @@! @EB% !+BE CBC !!B% C$B$ @%BC @$BA@

紫花槭
?+)$ 2/),94"/%)14-9%(&,. A FBA @%BD +BF @@B% @EB% CBC %BFD

于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适应性$ 以及植物种间的相互作用% 辽东山区为长白山系向西南的延伸$ 植

物区系属长白植物区系的西南小区$ 但因地处长白植物区系的西南边缘$ 又与千山山脉的东北端接连$

因而兼有华北植物区系成分入渗的现象$ 不仅分布有
E%

余种长白植物区系代表种$ 而且分布有近
!%

种

华北植物区系代表种&

@A

'

% 残留的冰缘地貌古石河相较辽东山区同海拔地段而言$ 具有更为阴暗( 冷湿的

微环境特点!湿度比同海拔地段高
C>G@%>

$ 温度比同海拔地段低
@G! $

&

@F

'

#$ 且阴暗( 冷湿的程度随海

拔高度增加而加剧$ 在海拔
$C%G@ !%% ;

区段达极值% 因此$ 古石河森林群落中出现了许多既有地带性

又有地域特征的植物种$ 如乔木层内频现长白植物区系的代表种臭冷杉( 长白鱼鳞云杉( 杉松冷杉( 紫

椴( 蒙古栎( 色木槭( 紫花槭( 枫桦( 岳桦( 核桃楸( 暴马丁香等$ 这些种均具有耐荫( 耐寒( 喜湿的

生态学特性 &

@$

'

% 其中紫椴在
+

种林型乔木层的数量和体积都较大$ 重要值都较高$ 分别为
!DB+@>

$

@$BA@>

和
EBD@>

% 表明紫椴对古石河生境具有较高的适合度$ 在古石河森林群落中优势明显$ 对石河生

境的影响较大% 耐寒程度较低的蒙古栎( 色木槭( 紫花槭成为古石河低海拔区段落叶阔叶林内的优势

种) 耐寒程度较高的臭冷杉( 红松( 杉松冷杉( 岳桦( 色木槭和枫桦则成为古石河中海拔区段针阔混交

林内的优势种或次优势种) 臭冷杉和长白鱼鳞云杉( 岳桦( 红松成为古石河高海拔区段暗针叶林内的优

势种或次优势种% 古石河森林群落中华北植物区系代表种很少$ 仅在针阔混交林的更新层内偶见灯台

树$ 在针阔混交林和暗针叶林内有天女木兰出现%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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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暗针叶林乔木层树种主要特征

#$%&' ( )$*+ ,-$.$,/'.*0/*,0 12 /.'' 03',*'0 *+ $.%1. &$4'. 12 5$.6 ,1+*2'.170 21.'0/

树种
株数

8

!株"
-9

":

#

平均树

高
89

平均胸

径
8,9

平均冠

幅
89

最大树

高
89

最大胸

径
8,9

最大冠

幅
89

重要值

!

;

8<

臭冷杉
"#$%& '%()*+,%($& ==! >?@A :>B? =BC :!BD (EBD >DBD ?"B>F

簇毛槭
"-%* #.*#$'%*/% =F AB: >:B> "BD >=BD ::BE >DBD ?B!=

枫桦
0%12,. -+&1.1. >? >ABF :AB" EBD :>BD !ABD FB? :B="

红松
3$'2& 4+*.$%'&$& ?: >:BA :>BD !B? :DBD ="B! EB? ?BAE

花楷槭
"-%* 242*2'52%'&% = >:BD >=B? EBD >:BD >=B? EBD DB=E

花楸
6+*#2& (+)2.&).'%'&$& = >DB? >>BD !BF >>BD >>B? =B? DB!"

裂叶榆
7,82& ,.-$'$.1. :: >?B? ::BF !B> >ABD =:BD "BD :B"E

蒙古栎
92%*-2& 8+':+,$-. = >:BD :AB= FB! >?BD ="BD >:B? DB?F

青楷槭
;-%* 1%:8%'1+&28 " >>B: >>BE "B! >"BD >ABF EB? DB"?

色木槭
"-%* 8+'+ >? >"B! :FB> !BE >ABD ==B> ?BD >BAF

杉松冷杉
"#$%& )+,+()<,,. >> >?B? :=BD :B! >ABD !FBE :BF >B:A

深山樱
3*2'2& 8.=$8+>$-?$$ " >>BE >?B: EB! >!BD >FB> FB? DBE:

天女木兰
@.:'+,$. &$%#+,5$$ : "BD "B> ?B? "BD "B> ?B? DB>E

小楷槭
;-%* 4+8.*+/$$ >> "B! EB" =B" >=BD >?B" EBD DBAF

长白鱼鳞云杉
3$-%. A%?+%'&$& ;$.B 4+8.*+/$$ ?A >AB> :=B= "B> :!BD !EBF >DBD FBA>

岳桦
0%12,. %*8.'$$ !A >FB! :FB? FB? ::BD !"B? >>BD "B""

紫椴
B$,$. .82*%'&$& !! >"B? :=B> ?B: :>BD ="B! ABD =B">

=

结论

辽东山区古石河森林群落中记录到
?D

科
A?

属
>:F

种种子植物$ 以世界广布成分与北温带成分居

多$ 其中含有
>D

个植物种及以上的科仅有世界广布的蔷薇科% 毛茛科和北温带分布的百合科
!

科$ 占

种子植物总科数的
"BD<

& 含
>

属
>

种的科有
:F

科$ 占总科数的
?"BD<

$ 反映出场子沟古石河森林群落

中单种属的科较多' 古石河森林群落乔% 灌% 草层分别出现了
!>

种乔木%

:=

种灌木和
F!

种草本植物$

层间出现了
=

种木质藤本植物& 更新层出现了
:>

种乔木幼树幼苗$ 其中有
A?B:<

的种与乔木层树种相

同$ 表明古石河森林植被的自然更新能力较强(

古石河落叶阔叶林乔木层内紫椴% 蒙古栎% 色木槭% 水曲柳% 紫花槭% 千金榆的累计重要值达

FDB!A<

$ 成为落叶阔叶林的共建种& 针阔混交林乔木层内紫椴和臭冷杉的累计重要值达
!=B?F<

$ 红松%

裂叶榆% 色木槭% 水曲柳% 枫桦和杉松冷杉的累计重要值达
!?BEF<

$ 共优成为针阔混交林的共建种&

暗针叶林乔木层内臭冷杉的重要值达
?"B>F<

$ 成为暗针叶林的建群种( 这些耐荫% 耐寒% 喜湿的植物

种对古石河环境资源的利用能力较强$ 同时对古石河环境的影响力也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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