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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沿海拔梯度设置 %* 个样地，对广西猫儿山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垂直分布格局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

明：（%）%* 个样地中共调查到乔木 $$ 科 )+ 属 %($ 种，其中常绿阔叶树 %"% 种、落叶阔叶树 *% 种、针叶树 " 种；（"）

随着海拔的上升，整个乔木层以及不同生活型的最大树高均呈显著下降趋势，而乔木树种的最大胸径、胸高断面积

之和以及立木密度都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物种丰富度在海拔 %,’# - 以下变化不明显，但 %,’# - 以上

随着海拔的升高明显下降。在研究的海拔范围内，物种丰富度呈非常显著的单峰分布格局，最大的丰富度出现在

中海拔群落中；（$）! 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变化趋势与物种丰富度相似，但没有后者显著。./011213456167 指数

（!8）和海拔之间有明显的负相关性，均匀度 956:2; 指数（"）在取样范围内并没有随着海拔梯度的变化表现出明显

的规律；（’）%,’# - 以下的相邻群落之间的 <0==07> 指数（#$）大于 %,’# - 以上相邻群落之间的 <0==07> 指数，最小

值出现在中海拔的植被过渡带。?2>@ 指数也有类似的趋势，原因在于物种丰富度的变化；（*）在本研究的海拔范

围内，海拔比坡度和坡向对群落的结构特征、物种丰富度以及 ! 多样性的影响更大。而在局部尺度上，人为干扰以

及小地形而导致的生境异质性对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和结构特征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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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地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随海拔高度的变化

一直是生态学家感兴趣的话题，但研究结果并不一

致（贺金生，陈伟烈，!DDE；F383,*%3，G<<!）。许多

研究表明，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在中等海拔高度

达到最大值（H/*))(I&9，!DB<；J&&)，!DEK；F*&5&9A
8(% $% &’6 ，!DDB；江明喜等，G<<G；王国宏，G<<G）；

但也有人认为物种多样性与海拔梯度之间并无特定

的关系（7)&+&%2，!DDG）或者与海拔高度呈负相关

（ C)3.，!DD!；L(=M0&= N O*+%*2/，!DDK；郝占庆等，

G<<G）。

南岭山地在中国植被区划上属于中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南部亚地带，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次为

松杉林和毛竹林（吴征镒，!DK<）。其西段越城岭的

猫儿山地处湘黔桂三省交界处，地理成分复杂，沿海

拔梯度自下而上依次分布着热带、亚热带、暖温带和

温带成 分，并 有 显 著 的 中 亚 热 带 性 质（ 李 光 照，

G<<!）；同时也是我国东南部湿润地区海拔较高、相

对高差较大的山体，为研究亚热带湿润山地的植物

多样性提供了较好的自然条件。过去在该地区的研

究多是集中在植被分布和植物区系两个方面（ 李光

照，!DK#；王献溥，李信贤，!DKB；李光照，G<<!），有

关物种组成、群落结构、物种多样性及其垂直变化的

研究较少。在国外对于热带森林群落特性沿海拔梯

度的变化的研究已有相当的积累（O&%)9-，!DKK；

P*)(-(8(，!DDG；Q(I(2/*=0I( $% &’6 ，!DDG；F*&5&9A
8(% $% &’6 ，!DDB；J&%19- N J934)39，!DDE；L(=M0&=
N O*+%*2/，!DDK；R*5( N P*)(-(8(，!DDD），但对于

亚热带的常绿阔叶林，这方面的研究还少见报道

（S(%’ N T/2(.(，!DDE；U2*&/ $% &’6 ，!DDK）。本研

究通过沿海拔梯度设置样方，研究物种组成、群落结

构、物种丰富度、! 多样性及 " 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

变化。

)*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 )* 研究区域概况

猫儿山位于广西的东北部，地理坐标为 G#V"KW
X G#V#KWQ，!!<VG<W X !!<V;#WY。最高峰海拔G!"!6 #
8，相对高差 !KBG 8，系华南第一高峰，亦是南岭山

脉越城岭的主峰。猫儿山属中亚热带山地气候，山

顶的年均温 EZ，最高温 G;Z，最低温! !DZ，山脚

年平均气温 !B X !KZ，日均温 [ !<Z 的正积温为

B<<<Z左右。年降水量在 G!<< 88 以上，G X B 月为

雨季且雨天占总天数的 G \ ;。成土母质为花岗岩，

从山脚到山顶，土壤类型有山地红壤（"<< 8 以下）、

山地黄红壤（"<< X E<< 8）、山地黄壤（E<< X !G<<
8），山地生草棕壤（!G<< X !"<< 8）、山地黄棕壤

（!"<< X !K<< 8）、泥炭土（!K<< X G<<< 8，主要在八

角田一带）和山顶矮林土（G<<< 8 以上）（ 李光照，

!DK#）。猫儿山林区是我国中亚热带保存较好并有

一定代表性的天然林区，地带性植被类型为常绿阔

叶林。植被的垂直分布较明显，从山脚到山顶，依次

出现的植被类型为常绿阔叶林和常绿针阔叶人工

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常绿阔叶林和常绿针阔叶

混交林、山顶矮林和山顶灌草丛（李光照，G<<!）。

)+ ,* 研究方法

)- ,- )* 样地设置

样地 的 设 置 采 用 梯 度 格 局 法。从 最 低 海 拔

（BB< 8）到山顶（G!<E 8），海拔每升高大约 !<< 8
设置一块样地，共 !E 个样地。其中除山顶的灌丛群

落外，森林群落样地为 !B 个。样地面积为 G< 8 ]
;< 8，由 B 个 !< 8 ] !< 8 的邻接格子小样方组成。

随机选取一个 !< 8 ]!< 8 的小样方调查灌木，然后

再设置 " X B 个 G 8 ]G 8 的小样方调查草本。山顶

（G!<E 8）的灌草丛群落取样面积为 !< 8 ] !< 8。

样地概况见表 !。



!"### 生 物 多 样 性# # !"#$"%&’(")* +,"&-,& $% 卷

表 !" 猫儿山各样地基本概况
&’()* $# &+** ,)-. /0’+’/.*+12.1/2 -3 4.5 4’-6*+

样地编号 7)-. 3-5
7$ 7% 78 7! 79 7" 7: 7; 7< 7$= 7$$ 7$% 7$8 7$! 7$9 7$"

海拔 >).1.?@*（A） %==< $<:= $<$= $;$: $:$; $"!% $99= $!98 $89= $%9= $$9: $="! <"= ;9= :9: ""=
面积 >+*’（A% ） "== "== "== "== "== "== "== "== "== "== "== "== "== "== "== "==
坡度 B)-,*（C） %! 9 8! 9 8: %= !9 98 89 8" !9 !% %: 8" %: 8=
坡向 >2,*/.（C） $%= = %<9 = $%$ 8%; $89 <" %"= 8%= !" %99 $== $== %8= %;=
最大树高 DA’E（A） ;5 9 $%5 9 $% ;5 9 $%5 " %=5 9 $" $9 $" $% $" $: $<5 " %$ $: %=
最大胸径 FGDA’E（/A） 9%5 % !<5 8 8<5 9 8$5 ! !85 = :$5 " ;$5 9 "$5 $ <85 " !85 = 9$5 < 8!5 9 :;5 8 !!5 < 8!5 $ "85 :
胸高断面积之和 G>

（A% H 0A% ）
"8 8< 8: %; !9 !: "! 98 ;< !8 9% 8; !< !% %" 8;

立木密度 I（3-5 H 0A% ） !8"= $$%= %"$= %;"= 8=<= %%%= 8;!= %8== !"!= !%<= 9!== 8!;= 8"9= !%!= 8=$= 89==
种数 I-5 -J 2,*/1*2（+） $; $$ %$ %8 %8 %< 88 %; !8 !" 8; 8" 89 %9 89 !%
4’+K’)*J 指数（./） 85 %< %5 "8 !5 8% !5 !; !5 "$ "5 =% "5 !< "5 89 :5 <8 ;5 "8 :5 == :5 $9 "5 "! !5 := "5 <= ;5 =;
科数 I-5 -J J’A1)1*2 $$ : $$ $9 $! $: $9 $8 %$ $; $< $< $! $9 $9 $<
属数 I-5 -J K*3*+’ $9 : $8 $< $< %! %% %= 8% %; %< %< %! %% %8 8%

B0’33-3LM1*3*+ 指数
B0’33-3LM1*3*+ 13@*E（06） $5 99 =5 <: %5 =; %5 98 %5 8" $5 9< %5 99 %5 8" $5 <= %5 <; %5 %: %5 %$ %5 "9 $5 << %5 9= %5 :$

均匀度指数
NO*33*22 13@*E（1）

=5 9! =5 != =5 "; =5 ;$ =5 :9 =5 !: =5 :8 =5 :$ =5 9= =5 :; =5 "% =5 "% =5 :9 =5 "% =5 := =5 :8

!# $# $"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包括：（$）样地的基本状况，如经纬

度、海拔、坡度、坡向；（%）对乔木，记录样地内所有

胸围大于或等于 $= /A 的存活植株的种名、胸围、树

高。以正北为 =C按顺时针旋转的角度给坡向分级，

$ 表示北坡（88:5 9C P %%5 9C），% 表示西北坡（%<%5 9C
P 88:5 9C），8 表示东北坡（%%5 9C P ":5 9C），! 表示西

坡（ %!:5 9C P %<%5 9C），9 表 示 东 坡（ ":5 9C P
$$%5 9C），" 表示西南坡（%=%5 9C P %!:5 9C），: 表示东

南坡（$$%5 9C P $9:5 9C），; 表示南坡（$9:5 9C P %=%5
9C）。

!# $# %" 物种丰富度测度方法

物种丰富度：+ 2 出现在样地内的物种数

4’+K’)*J 指数：./ 2 + 3 $
)3 4（4’K?++’3，$<;;）

其中：4 为乔木（FGD Q85 8 /A）的总株数。

!# $# &" !多样性测度方法

B0’33-3LM1*3*+ 指数：05 2 3"
+

" 2 $
6" )36"（4’K?+L

+’3，$<;;）

71*)-? 指数：1 2 05 7 )3+（4’K?++’3，$<;;）

其中：6" 为种 " 的重要值，也即该种的相对胸高断

面积。

!# $# ’" "多样性测度方法

R’//’+@ 指数：89 2
,

: ; < 3 ,（4’K?++’3，$<;;）

S-@T 指 数： !8 2 =（0）; >（0）
% 2 : ; < 3 %,

%
（4’K?++’3，$<;;）

其中：: 和 < 分别为两群落各自的物种数，, 为两群

落的共有物种数，=（0）为沿生境梯度 0 增加的物种

数，>（0）为沿生境梯度 0 丢失的物种数。

$" 结果与讨论

$( !" 物种组成

据李光照（%==$），猫儿山地区的维管束植物有

$<= 科 "9; 属 $9== 种。本次调查在 $" 个森林群落

样方中共记录到乔木种类（ 胸围不小于 $= /A）!!
科 :< 属 $;! 种；其中常绿阔叶树 $%$ 种、落叶阔叶

树 "$ 种、针叶树 % 种。

常绿阔叶林一般分布在海拔 $8== A 以下，主要

优势种有常绿的罗浮栲（8:():-#?("( @:<’"）、甜槠（8A
&*&’"）、木荷（+,B"C: (D?&’<:）等；部分落叶树种如枫

香（E"FD"$:C<:’ @#’C#(:-:）、拟赤杨（G>-"?B*>>DC @#’H
)D-&）、长柄水青冈（I:=D( >#-="?&)"#>:):）、缺萼枫香

（E"FD"$:C<:’ :,:>*,"-:）等混生其中。常绿落叶阔

叶混交林主要分布在海拔 $8== P $;== A，主要优势

种有落叶的长柄水青冈、青榨槭（G,&’ $:%"$""）、缺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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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香、亮叶水青冈（!"#$% &$’()"）以及常绿的华东润

楠（ *"’+(&$% &,-./-+0&&"）、曼 青 冈（ 10’&/2"&"3/-%(%
/40/)/3）、鹿角锥（1"%."3/-%(% &"5/3.((）、桂南木莲

（*"3#&(,.(" ’+(3#((）等。山 顶 矮 林（ 海 拔 !%&& ’
(!&& )）的主要优势种有褐叶青冈（10’&/2"&"3/-%(%
%.,6"7)("3"）、厚 叶 杜 鹃（ 8+/)/),3)7/3 -"’+0-+0&9
&$5）、大 八 角（ :&&(’($5 5";$%）及 南 方 铁 杉（ <%$#"
’+(3,3%(%）。山顶灌草丛主要由华西箭竹（!"7#,%("
3(.()"）、越峰杜鹃（8+/)/),3)7/3 0$,=,3#,3%,）组成。

!" !# 群落结构

图 ! 是群落的 " 种结构特征沿海拔梯度的变

化。胸高断面积之和（*+,+- +./+）和立木密度（ ,0/)
1/2,304）分别采用投影面积计算（投影面积 5 样方面

积 6 78,（,-89/））。

随着海拔升高，乔木层的最大树高（:)+;）显著

下降（8( 5 &< ==，> > &< &!），从低海拔常绿阔叶林

群落的 (& ) 左右下降到山顶矮林群落的 %< = )（图

!+）。最大树高显示这种变化趋势的原因与水热条

件的组合有关：由于热量条件沿海拔梯度是线性下

降的，所以群落的最大树高沿海拔梯度也相应下降。

乔木的最大胸径（?@:)+;）在 !A 个样地之间波

动比较大，没有明显的规律（图 !*）。但从低海拔到

高海拔，最大胸径有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最大值

（?@:)+; 5 BC< A 7)）出现在海拔 !C=& ) 的罗浮栲

群落。低海拔的常绿阔叶林由于受人为干扰的影

响，乔木的最大胸径反而没有海拔 !C=& ) 的罗浮栲

群落的大；而在 !C=& ) 以上由于热量条件的限制，

最大胸径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

乔木的胸高断面积之和（@D）在各样地间差别

不大（图 !7）。从低海拔到高海拔，乔木的胸高断面

积之和有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最大值出现在海拔

!C=& ) 的罗浮栲群落。另外，立木密度（E）随海拔

升高也有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图 !1）。

图 ( 是三种生活型（ 常绿阔叶、落叶阔叶和针

叶树）的最大树高和最大胸径沿海拔梯度的变化。

可以看出，不管是常绿阔叶树种还是落叶阔叶树种，

最大树高和海拔之间都有明显的负相关性（> >
&< &=）。说明不同生活型的乔木树种所反映的群落

的潜在生产力都是随海拔上升而递减的。在低海拔

的常绿阔叶林和较高海拔的山顶矮林群落，常绿阔

图 $# 猫儿山沿海拔梯度（%）最大树高、（&）最大胸径、（’）胸高断面积之和以及（(）立木密度的变化
F3G< !$ HI+2G/, 32（+）:)+;，（*）?@:)+;，（7）*+,+- +./+ +21（1）1/2,304 8J ,0/), 8J J8./,0 78))K2304 +-82G +2 +-030K132+- G.+13/20
82 L0< L+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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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猫儿山沿海拔梯度三种生活型的（#）最大树高和（$）最大胸径的变化
&’() %# *+,-(./ ’-（,）01,2 ,-3（4）5601,2 78 9+:.. ;’8. 87:1/ ,;7-( ,- ,;9’9<3’-,; (:,3’.-9 7- =9) =,7>.:
常绿阔叶树 ?@.:(:..- 4:7,3;.,8 9:../（#）；落叶阔叶树 5.A’3<7</ 4:7,3;.,8 9:../（$）；针叶树 *7-’8.:7</ 9:../（%）

图 %" 猫儿山沿海拔梯度（#）种数和（$）&#’(#)*+ 指数的变化
&’() B# *+,-(./ ’-（,）-<14.: 78 /C.A’./ ,-3（4）=,:(,;.8 ’-3.2 ,;7-( ,- ,;9’9<3’-,; (:,3’.-9 7- =9) =,7>.:

叶树种的最大树高一般大于落叶阔叶树种的最大树

高，也就是说乔木最上层被常绿阔叶树种所占据

（海拔 $DEF 1 的南方铁杉林上层被南方铁杉占据，

是个例外）；而中海拔（$FFF G $%HF 1）的常绿落叶

阔叶混交林群落的情况正好相反：乔木最上层被长

柄水青冈、缺萼枫香和青榨槭等落叶阔叶树种占据。

与 I,-( J K+/,L,（$DDE）在峨眉山的研究结论不同

的是，在较高海拔群落最上层的针叶树没有占据明

显的优势，因为峨眉山较高海拔有典型的以峨眉冷

杉（./"&( 01/’"）和南方铁杉占优势的亚高山暗针叶

林，而南岭山地一般山体较小，海拔高度不够高，还

不足以形成亚高山针叶林，$"FF 1 以上多为以褐叶

青冈和大八角占优势的山顶矮林所占据（ 王献溥，

李信贤，$D"M），群落最上层仍以常绿阔叶树种占优

势。

三种生活型的最大胸径沿海拔梯度的变化趋势

不明显，对常绿阔叶树种和落叶阔叶树种的最大胸

径和海拔的关系分别用抛物线模型进行拟合，发现

二者均没有明显的相关性（2 N F) FH）。与最大树高

相似，在常绿阔叶林和山顶矮林群落，常绿阔叶树种

的最大胸径大于落叶阔叶树种的最大胸径；而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群落正好相反：落叶阔叶树种的最

大胸径大于常绿阔叶树种的最大胸径。

!, %" 物种丰富度

猫儿山各样地的物种丰富度见图 B。可以看

出，随着海拔梯度的变化，乔木层的物种数（+）和

=,:(,;.8 指数（34）的变化趋势非常明显：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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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出现在海拔 !)*+ , 的常绿落叶阔

叶混交林（样地 -!+）；自海拔 !)*+ , 起，随着海拔

的升高，物种丰富度下降趋势明显；自海拔 !)*+ ,
往上，植被类型由常绿阔叶林变为常绿落叶阔叶混

交林、山顶矮林和山顶灌草丛。从植物区系的角度

来看，海拔 !.++ , 以下主要是亚热带常见种类以及

少数热带性较强的种类；而 !.++ , 以上亚热带耐寒

种类以及温带种类增多（李光照，)++!）。海拔 !)*+
, 以下的常绿阔叶林和混有落叶树种（ 如拟赤杨、

枫香等）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的物种丰富度差别

不大；海拔 ’*+ , 的罗浮栲群落（ 样地 -!"）由于处

在山脊附近，土壤浅薄，物种丰富度相对较低（# %
)*，!" % "( /）。分别用抛物线拟合乔木层的物种

数（#）和丰富度指数（!" ），发现关系显著（$) %
+( &#，% 0 +( ++! 和 $) % +( /!，% 0 +( ++!）。

!" #$ !多样性

乔木层 ! 多样性的测度采用表示群落多样性

的 1234454678949: 指数（&;）和表示群落均匀度的

-89<5= 指数（’）。猫儿山乔木层的 ! 多样性沿海拔

梯度的变化虽然没有物种丰富度那样明显，但也表

现出一定的趋势（ 图 "）。多样性（&;）与海拔之间

有明显的负相关性（ ( % > +( *!，% 0 +( +*）。但必须

注意到：在 !)*+ , 以下的群落之间 &;差别并不明

显，只是在 !)*+ , 以上才随着海拔的上升而显著下

降。均匀度（’）和海拔之间有负相关性，但不显著

（( % > +( !’，% ? +( +*）。78<@54 )* +,( （!###）指

出，在小尺度上均匀度随着样方面积的增加而增大；

但在较大的尺度上，均匀度无明显的变化趋势（ 黄

建辉等，!##/）。本文结果表明乔木层的均匀度在

取样范围内并没有随着海拔梯度的变化表现出特定

的变化规律，这与王国宏（)++)）在祁连山和郝占庆

等（)++)）在长白山的研究结果一致。

!" %$ "多样性

" 多样性可以定义为沿环境梯度的变化物种替

代的速率（728AA3B9:，!#/)），还包括不同群落间物

种组成的差异。本文分别利用 C3DD3:E 指数（-. ）、

F5EG 指数（!-）来研究猫儿山植物物种多样性沿环

境梯度的分布格局及变化规律。

从图 *3 可以看出，海拔 !.*+ , 以下相邻群落

的相似性（-.）明显大于海拔 !.*+ , 以上的群落，

这说明海拔 !.*+ , 以下的群落间共有种多，生境差

异较小；而海拔 !.*+ , 以上的群落则恰恰相反，相

似性较低。这与本文前面从物种丰富度和 ! 多样

性的角度得出的结果十分相似。它的生态学意义

是：海拔 !.*+ , 左右是一个明显的生境转折点，其

以下的海拔范围内植被类型为常绿阔叶林和常绿落

叶阔叶混交林，群落物种组成变化不剧烈；其以上

的海拔范围内植被类型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和山

顶矮林以及山顶灌草丛，群落物种组成变化剧烈，生

境差异大；而海拔 !.*+ , 左右恰好是猫儿山常绿

阔叶林的分布上限，同时也是亚热带树种和温带树

种的分布界线。

从乔木种的 F5EG 指数（ 图 *H）可以看出，虽然

低海拔的相邻群落间的相似性（-.）较大，但由于具

有较高的物种丰富度，所以相邻群落之间的物种替

换总量（F5EG指数）反而大于较高海拔的群落。可

图 #$ 猫儿山沿海拔梯度（&）’(&))*)+,-.)./ 指数和（0）均匀度指数的变化
I8J( "$ F234J9@ 84（3）1234454678949: 84E9K 34E（H）9L9449@@ 84E9K 3<54J 34 3<A8A=E843< J:3E894A 54 MA( M35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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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猫儿山沿海拔梯度相邻群落间的（#）$#%%#&’ 指数和（(）)*’+ 指数
&’() !# *+,-(./ ’-（,）0,11,23 ’-3.4 ,-3（5）*637 ’-3.4 5.89..- 8+. -.’(+562’-( 16::;-’8’./ ,<6-( ,- ,<8’8;3’-,< (2,3’.-8 6- =8)
=,6>.2

表 ," 猫儿山森林群落 -- 个特征值的相关矩阵
?,5<. %# *622.<,8’6- :,82’4 ,:6-( $$ @,2,:.8.2/ 6A A62./8 16::;-’8’./ 6- =8) =,6>.2

海拔
B<8’8;3.

坡度
C<6@.

坡向
B/@.18

最大
树高
D:,4

最大
胸径

EFD:,4

胸高断
面积之
和 FB

立木
密度 G

种数
C

=,2(,<.A
指数
./

C+,--6-H
I’.-.2
指数 01

均匀度
指数 2

海拔 B<8’8;3.（:） $) ""
坡度 C<6@.（J） K ") L" $) ""
坡向 B/@.18（J） K ") %" ") M" $) ""
最大树高 D:,4（:） K ") N!&& ") $M ") $O $) ""
最大胸径 EFD:,4（1:） K ") "P ") $L ") %! ") L! $) ""
胸高断面积之和 FB（:% Q +:% ） ") $O ") M" ") M$ ") "" ") NO&& $) ""
立木密度 G（-6) Q +:%） K ") L% ") LP ") LM ") "! ") %O ") MO $) ""
种数 G6) 6A /@.1’./（+） K ") NL&& ") LR K ") "% ") M% ") %P ") $! ") !%& $) ""
=,2(,<.A 指数（./） K ") NN&& ") M% ") "L ") M% ") %$ ") $" ") MR ") OO&& $) ""

C+,--6-HI’.-.2 指数
C+,--6-HI’.-.2 ’-3.4（0S） K ") !$& ") %N ") $% ") "P K ") "P K ") $R ") $! ") !L& ") !N& $) ""

均匀度指数 TU.--.// ’-3.4（2） K ") $R ") %$ ") $! K ") %L K ") %! K ") %" ") "N ") $O ") %% ") RR&& $) ""
V,<;./ ,2. C@.,2:,->/ 2,-W 1622.<,8’6-，&& 3 X ") "$，&3 X ") "!

见，随着海拔的升高，相邻群落之间物种组成的差异

在增大，但由于物种丰富度降低得更快，所以物种替

换总量（*637 指数）反而降低。所以研究 ! 多样性

沿海拔梯度的变化必须考虑到物种丰富度的影响，

用不同指数从不同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 ! 多样性

沿环境梯度的变化。

用 C@.,2:,- 回归方法对最大树高（D:,4）、最大

胸径（EFD:,4 ）、胸高断面积之和（FB）、立木密度

（4）、种数（+）、=,2(,<.A 指数（./）、多样性（0 >）以

及均匀度（2）和 海 拔（BY?）、坡 度（ C<6@.）、坡 向

（BCZT）这三个环境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发现最大树高、种数、=,2(,<.A 指数以及多样性

和海拔有显著的负相关性（3 X ") "!）；而最大胸径、

胸高断面积之和、立木密度以及均匀度和海拔之间

的相关性不显著（3 [ ") "!）。这与前面的结论一

致。还可以发现，坡度和坡向与群落的结构特征、物

种丰富度和 " 多样性等的相关性均不明显。这也

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在这样一个中等尺度的山地景观

中，海拔比坡度和坡向对群落的结构、物种丰富度和

" 多样性的影响更大。

." 结论

（$）在猫儿山沿海拔梯度的 $P 个森林群落样

地中共调查到乔木 MM 科 NO 属 $RM 种，其中常绿阔

叶树 $%$ 种、落叶阔叶树 P$ 种、针叶树 % 种。植被

的垂直分布较明显，从山脚到山顶，依次出现的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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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为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山顶矮林

和山顶灌草丛，针阔叶混交林（南方铁杉林）零星分

布于沼泽边缘或者干旱贫瘠的山脊等特殊生境中。

随着植被类型的变化，物种组成和区系成分也都相

应地变化。

（$）随着海拔的上升，整个乔木层以及不同生

活型的最大树高均显著下降；而乔木种的最大胸径、

胸高断面积之和以及立木密度都呈现出先增大后减

小的趋势。这种显著下降趋式或单峰分布格局与群

落的水热条件组合、人为干扰强度以及小生境等有

关。三种生活型的最大树高和胸径的变化及相对大

小与群落外貌的关系非常密切。

（%）物种丰富度在海拔 !%"& ’ 以下变化不大，

但此后随着海拔的升高明显地下降。在研究的海拔

范围内，物种丰富度与海拔梯度之间呈非常显著的

单峰关系，最大的丰富度出现在中海拔群落中。

（(）! 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变化趋势与物种丰

富度相似，但没有后者显著。群落的多样性 )*+,-
,., 指数（!/）和海拔之间有明显的负相关性，均匀

度 0123.4 指数（"）在取样范围内并没有随着海拔梯

度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规律。

（"）!%"& ’ 以下的低海拔群落相似性 5+66+78
指数（#$）大于 !%"& ’ 以上的高海拔群落，最小值

出现在中海拔的植被类型分界处。物种的替换总量

（9.8: 指数）也有类似的现象，原因在于物种丰富度

的影响。

（;）在本研究区取样的海拔范围内，海拔比坡

度和坡向对群落的结构特征、物种丰富度和 ! 多样

性的影响更大；而在局部尺度上，人为干扰以及小地

形而导致的生境异质性对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和结构

特征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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