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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评估皆伐迹地地表苔藓组成与特点, 同时为苔藓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恢复提供理论依据, 作者于2006年
7–10月调查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区壤塘二林场云杉(Picea likiangensis var. rubescens)林皆伐迹

地自然恢复过程中苔藓植物和维管植物的组成和结构; 采用方差分析法对苔藓层结构参数进行差异性检验, 对苔藓

层结构参数和环境因子作非参数Spearman相关性分析, 并对显著性因子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1)在9–27
年植被自然恢复过程中, 不同阶段苔藓植物群落优势物种组成发生了更替。一些个体较小、易产生孢子、喜阳、

抗干扰的顶蒴藓物种侵入并占据优势; 而一些出现于早期采伐迹地、喜湿、对环境变化较敏感的侧蒴藓物种消

失。(2) 随着迹地植被自然恢复, 苔藓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度、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迹地上

样方间苔藓层盖度和生物量波动较大, 但随着自然恢复进程而迅速减少, 群落结构趋向简单化; (3)维管植物发育

程度与苔藓层发育关系密切; 草本层生物量对苔藓盖度和种丰富度起主导作用, 草本层高度是对苔藓生物量有显著

影响的主导因子。综合分析表明, 早期采伐迹地的自然恢复进程中由维管植物群落结构变化导致的生境差异对苔
藓植物发育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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