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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东西段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及其树种

多样性垂直格局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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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沿海拔梯度设置的样地的调查资料，对南岭东段的莽山和西段的猫儿山植物群落乔木层物种多样性的

垂直分布格局进行了比较研究。莽山和猫儿山的植被类型差异不大，但相同植被类型的物种组成有比较明显的差

异。随海拔的上升，两山体乔木的最大树高均呈现显著下降趋势。猫儿山乔木的最大胸径、胸高断面积之和以及

立木密度在海拔梯度上呈单峰曲线变化趋势。莽山乔木的最大胸径、胸高断面积之和与海拔呈明显的负相关性，

而立木密度的变化规律不明显。这种单峰曲线格局或负相关关系与中尺度上的海拔高度以及小尺度上的土壤特

性、小地形以及人为干扰强度等因素有关。在海拔 %### , 以下的常绿阔叶林群落和 %+## , 以上的山顶矮林群落，

莽山乔木的物种丰富度均明显高于猫儿山。两山体的乔木种数与海拔之间都显示出负相关性，但莽山由于高海拔

群落受人为干扰的影响，这种相关性不显著。乔木层 ! 多样性沿海拔梯度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规律，并且在两

山体之间也看不出明显的差别。本文最后还对两山脉低海拔区段的常绿阔叶林群落的物种组成和多样性进行了

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人为干扰导致猫儿山常绿阔叶林的物种丰富度（!）和 ! 多样性（"#）明显低于莽山的原生性常

绿阔叶林群落，而且落叶阔叶树种和毛竹（$%&’’()*+,%&) -./0),01)）开始入侵到群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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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山地植被研究中，植物物种多样性沿海拔梯

度的变化规律一致是生态学家十分感兴趣的问题，

但并 未 达 成 普 遍 共 识（ 贺 金 生，陈 伟 烈，$BBC；

D(7(-60(，%EE$）。D(7(0-60(（%EE$）认为，多样性与

海拔梯度格局的关系（ 正相关、负相关或单峰分布

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环境变量之间的协变与

互作。国内近年有很多学者研究了不同山地植物群

落物种多样性的垂直分布格局（ F6’04 &) 103 ，%EEE；

沈泽昊等，%EE$；郝占庆等，%EE$，%EE%；王国宏，

%EE%；G’04 &) 103 ，%EE%），但对于亚热带山地尤其

是南岭的研究很少见。在国外，特别是对于热带森

林，有关物种组成、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沿海拔梯度

变化的研究已有相当的积累（H/1’,’ &) 103 ，$BI!；

J*0.+;，$BII；K6.’;’7’，$BB%；A’L’1/6M8L’ &) 103 ，

$BB%；D6*>*+7’0 &) 103 ，$BBN；O*0<+; P O+(9.(+，
$BBC；Q’MR8*M P J6:061/，$BBI；S6>’ P K6.’;’7’，

$BBB），但对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物种多样性的研

究还少见报道（5’04 P H/1’,’，$BBC；T16*/ &) 103 ，

$BB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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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为松杉林和毛竹林（吴征镒，$BIE）。本地区植

被科学的研究已有了一定的积累，但主要是集中在

植被分布和植物区系方面（ 李光照，$BI!，%EE$；王

献溥，李信贤，$BIN；祁承经，$BBE；陈涛，张宏达，

$BB!），对群落组成、群落结构、树种多样性与海拔

梯度的关系的对比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利用沿海

拔梯度设置的样方资料，初步研究了南岭东段的莽

山和西段的猫儿山植物群落乔木层物种多样性的垂

直分布格局，试图揭示物种组成、群落结构、物种丰

富度和 ! 多样性与海拔的关系及其东西段差异，并

通过在低海拔设置的两条常绿阔叶林样带资料，对

比分析了两地常绿阔叶林在物种组成和多样性方面

的变化，试图为当地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和山区植物

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 )* 研究区域概况

南岭山脉横亘于东亚大陆中亚热带南缘，南起

%"UVE)A，北至 %NUVE)A，自西向东由越城岭、都庞

岭、萌诸岭、骑田岭和大庾岭等五岭组成。猫儿山位

于广西的东北部，地理坐标为 %!U"I) ? %!U!I)A，

$$EU%E) ? $$EUV!)W。最高峰海拔 %$"$3 ! 7，相对高

差 $IN%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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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脚年平均

气温 $N ? $IX。年降水量在 %$EE 77 以上，% ? N
月为雨季，雨天占 % Y V。成土母质为花岗岩，从山脚

到山顶，土壤类型有山地红壤（"EE 7 以下）、山地黄

红壤（"EE ? CEE 7）、山地黄壤（CEE ? $%EE 7）、山地

生草棕壤（$%EE ? $"EE 7）、山地黄棕 壤（$"EE ?
$IEE 7）、泥炭土（$BEE ? %EEE 7，主要在八角田一

带）和山顶矮林土（%EEE 7 以上）（ 李光照，$BI!）。

莽山位于湖南宜章县的东南部，三面与广东接壤，地

理坐标为 %"U!%) ? %!UEV)A，$$%U"V) ? $$VUEE)W，系

南岭山系骑田岭北支。最高峰石坑崆海拔 $BE% 7，

相对高度 $"!E 7。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属中亚与

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湿润气候，山脚年平均温度

$C3 %X ，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直减率为 E3 "$ X Y
$EE 7。年降雨量为 $C$E ? %!!! 77。成土母质为

花岗岩，从山脚到山顶，土壤类型有山地红壤（!EE
7 以下）、山地黄红壤（!EE ? $EEE 7）、山地黄棕壤

（$EEE ? $!EE 7）、山地矮林土和草甸土（$!EE 7 以

上）。

)+ ,* 研究方法

)- ,- )* 样地设置

从最低海拔到山顶，海拔每上升约 $EE 7 设置

一块样地，共 VE 个森林样地。样地面积为 %E 7 Z
VE 7，由 N 个 $E 7 Z$E 7 的小样方组成。随机选取

$ 个 $E 7 Z$E 7 的小样方调查灌木，然后再设置 "
? N 个 % 7 Z % 7 的小样方调查草本。在莽山和猫

儿山的低海拔地段（INE 7 和 IEE 7）分别设置了两

条 %E 7 Z $!E 7 和 %E 7 Z $%E 7 的常绿阔叶林样

带。

)- ,- ,*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包括：（$）首先记载样地的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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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经纬度、海拔、坡度、坡向；（$）对乔木层，记录样

地内所有胸围"!% &’ 的存活植株的种名、胸围、树

高。

!" #" $% 物种丰富度测度方法

物种丰富度：! ( 出现在样地内的物种数

!" #" &% !多样性测度方法

)*+,,-,./01,12 指数："# $ %#
!

& $ !
’& 3,’&（4+562.

2+,，!788）

9013-6 指数：( $ "# ) 3,!（4+5622+,，!788）

)0’:;-, 指数：* $ ! < ’$
&（4+5622+,，!788）

其中：’& 为种 & 的相对胸高断面积。

#% 结果与分析

#’ !% 物种组成

常绿阔叶林是亚热带湿润地区地带性原生性植

被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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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山脚到山顶，植被类型依次为常绿阔叶林、常绿落

叶阔叶混交林、针阔叶混交林、山顶矮林和山顶灌草

丛（吴征镒，!78%）。

猫儿山常绿阔叶林集中分布在海拔 !=%% ’ 以

下，主要优势种为壳斗科的罗浮栲（+,-.,/01-&- 2,34
5&）、甜槠（+6 7875&）、木荷（!9:&;, -<1753,）以及一些

落叶阔叶树种如拟赤杨（=>/&1:8>><; 205.</7&）、枫香

（?&@<&A,;3,5 205;0-,/,）等。而莽山海拔 "%% < 8%%
’ 的沟谷局部残存有以华南栲（+,-.,/01-&- 205A&&）、

短尾柯（?&.:09,51<- 357B&9,<A,.<-）、米槠（+,-.,/01-&-
9,5>7-&&）为代表的含华南植物区系成分的沟谷常绿

阔叶林；海拔 8%% < !$%% ’ 分布着以中亚热带成分

为主的中山常绿阔叶林，以蕈树（=>.&/C&, 9:&/7/-&-）、

疏齿木荷（!9:&;, 57;0.&-755,.,）、甜槠、木荷、马蹄荷

（(D3<9E>,/A&, .0/E&/7/-&-）、石栎（?&.:09,51<- C>,375）
为代表。由于莽山气候比较潮湿，山坡常绿阔叶林

可分布至海拔 !>%% ’，主要种类有青冈（+89>03,>,/4
01-&- C>,<9,）、多脉青冈（+6 ;<>.&/75B&-）、金叶含笑

（ F&9:7>&, 20B70>,.,）、金 毛 柯（ ?&.:09,51<- 9:58-0904
;<-）、硬壳柯（?6 :,/97&）等。

猫儿山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分布在海拔 !=%%
< !8%% ’ 之间，主要优势种有长柄水青冈（G,C<-
>0/C&17.&0>,.,）、青榨槭（=975 A,B&A&&）、缺萼枫香（?&@4
<&A,;3,5 ,9,>89&/,）、亮叶水青冈（G,C<- ><9&A,）、华

东润楠（F,9:&><- >71.01:8>>,）、曼青冈（+89>03,>,/014
-&- 0D80A0/）、鹿角锥（+,-.,/01-&- >,;0/.&&）、桂南木

莲（F,/C>&7.&, 9:&/C&&）等。莽山主要分布于 !$%% ;
以上，以疏齿木荷、金毛柯、亮叶水青冈、长柄水青冈

等占优势。

猫儿山的针阔叶混交林（ 南方铁杉林）主要分

布在海 拔 !8%% < !7%% ’ 左 右，物 种 以 南 方 铁 杉

（H-<C, 9:&/7/-&-）、褐叶青冈（+89>03,>,/01-&- -.7I,5A4
&,/,）、大八角（ J>>&9&<; ;,K<-）为代表。莽山的针阔

混交林主要分布在海拔 !$%% < !>%% ’ 的山脊上，以

华南五针松（’&/<- EI,/C.</C7/-&-）、南方铁杉、疏齿

木荷为代表。小片长苞铁杉（H-<C, >0/C&35,9.7,.,）

林和南方铁杉林是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分布范围内

的山脊或其他局部环境条件下的产物，是一种原生

性的类型，从它们更新的情况及所在地环境变化的

趋势来看，它们显然是一种走向衰亡的残遗类型。

猫儿山的山顶矮林分布在海拔 !8%% < $!%% ’
之间，以褐叶青冈和大八角以及杜鹃属的厚叶杜鹃

（L:0A0A7/A50/ 1,9:81:8>><;）、猫儿山杜鹃（L6 ;,04
757/-7）等最常见。它不是一种独特的类型，而是常

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适应山顶风大的特殊条件的一种

变型。南岭山地一般山体较小，海拔不够高，难以形

成以冷杉（=3&7- ;::? ）、云杉（’&97, ;::? ）为代表的

亚高山暗针叶林，所以山顶多为这种山顶矮林所占

据。莽山海拔 !>%% ’ 以上为人类砍伐后形成的次

生矮林，以 猴 头 杜 鹃（L6 -&;&,5<;）、倒 卵 叶 青 冈

（+89>03,>,/01-&- 030B,.&20>&,）、甜槠占优势。

此外，在调查中还发现，在不同垂直带（低山和中

山）上有一系列典型的、同属的地带代替种或标志种，

它们分布在不同的海拔高度，如长柄水青冈低于亮叶

水青冈，青冈低于多脉青冈，木莲（F,/C>&7.&, 205A&,/,）

低于桂南木莲，枫香低于缺萼枫香，深山含笑（F&9:7>&,
;,<A&,7）低于金叶含笑，木荷低于疏齿木荷等。

为进一步比较南岭东段的莽山和西段的猫儿山

在物种组成上的差异，将各自的海拔梯度划分为三

段：!%%% ’ 以下基本代表当地的地带性植被———常

绿阔叶林，!%%% < !@%% ’ 代表中山的常绿落叶阔叶

混交林，!@%% ’ 以上代表山顶矮林。由于两座山体

的植被类型分布的海拔范围不尽相同，所以这种比

较的目的在于从较大的尺度上同时比较两地物种沿

海拔梯度和经度梯度的变化，由于调查的乔木太多，

所以仅列出重要值较高的物种，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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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莽山和猫儿山沿海拔梯度物种组成的变化（数值表示平均相对胸高断面积 #!$$）
&’()* $# +,-.’/01,2 ,3 3),/01405 5,-.,1040,2 ’),26 ’)4047802’) 6/’80*24 ,2 94: 9’26 ’28 94: 9’,;*/（’<*/’6* /*)’40<* (’1’) ’/*’ =
$>>）

物种# # # # # # # # # #
?.*50*1# # # # # # # # # #

莽山 94: 9’26
@ $A>> - $>>> B $A>> - C $>>> -

猫儿山 94: 9’,;*/
@ $A>> - $>>> B $A>> - C $>>> -

青榨槭 .,&’ $/%"$"" $0 %> >0 %> >0 AD E0 E>
罗浮槭 .0 1/2’" >0 >%
扇叶槭 .0 13/2&33/)45 >0 FE >0 %>
中华槭 .0 ("-&-(& $0 $G >0 >E
岭南槭 .0 )4),6&’" >0 !G >0 !%
拟赤杨 .3-"76*3345 1#’)4-&" >0 AA E0 %! $0 E%
华南桦 !&)43/ /4()’#8("-&-("( >0 %" %0 DA >0 A!
尾叶山茶 9/5&33"/ ,/4$/)/ >0 >% >0 "> %0 %A >0 "E >0 %>
尖叶山茶 90 ,4(7"$/)/ >0 >E >0 $%
落瓣山茶 90 :"("" >0 >$ >0 >F
平伐山茶 90 7")/’$"" $0 AE >0 $G
米槠 9/()/-#7("( ,/’3&("" $0 A" E0 "A >0 >A %0 AG
甜槠 90 &*&’" D0 !% D0 F> !0 FA >0 AD D0 GA
罗浮栲 90 1/2’" %0 E" >0 DA >0 >$ G0 !" %>0 ">
华南栲 90 1#’$"" E0 DE
鹿角锥 90 3/5#-)"" $0 E" %0 >E
钩栲 90 )"2&)/-/ >0 $A >0 >A
粗脉桂 9"--/5#545 %/3$"-&’%& E0 !G >0 %" >0 $>
川桂 90 ;"3(#-"" %0 !! $0 !G >0 !! >0 $%
青冈 9*,3#2/3/-#7("( <3/4,/ "0 D" $0 E!
小叶青冈 90 <’/,"3"( D0 DF
雷公青冈 90 64" >0 >D
多脉青冈 90 543)"-&’%"( A0 >> !0 A$ >0 "G
细叶青冈 90 5*’("-/&1#3"/ $0 E%
亮叶青冈 90 -42"45 >0 %D >0 D% E0 "E "0 %D %0 EG
倒卵叶青冈 90 #2#%/)"1#3"/ A0 GF
褐叶青冈 90 ()&;/’$"/-/ %>0 A!
马蹄荷 =>24,:3/-$"/ )#-:"-&-("( $0 $> $E0 E"
长柄水青冈 ?/<4( 3#-<"7&)"#3/)/ !0 !% $E0 %% >0 FD
亮叶水青冈 ?0 34,"$/ %0 "E G0 DE
福建柏 ?#:"&-"/ 6#$<"-("" >0 DE
凹叶冬青 @3&> ,6/57"#-"" $0 D> >0 $E
冬青 @0 ,6"-&("( $0 DA >0 >F >0 EG >0 $D >0 $>
齿叶冬青 @0 ,’&-/)/ E0 "F >0 %> >0 >E
谷木冬青 @0 5&5&,*3"1#3"/ >0 $D >0 $E
大八角 @33","45 5/A4( E0 $G $0 AE $%0 %G >0 D"
缺萼枫香 B"C4"$/52/’ /,/3*,"-/ >0 $% F0 F> >0 >F
枫香 B0 1#’5#(/-/ E0 GF
短尾柯 B")6#,/’74( 2’&%",/4$/)4( "0 "E
金毛柯 B0 ,6’*(#,#54( E0 AE $0 %%
石栎 B0 <3/2&’ E0 >G
包石栎 B0 ,3&"()#,/’74( >0 !G >0 >G
硬壳柯 B0 6/-,&" >0 >%
广西杜鹃 D6#$#$&-$’#- :;/-<("&-(& >0 $A D0 FD
鹿角杜鹃 D0 3/)#4,6&/& "0 "$ E0 FG
猫儿山杜鹃 D0 5/#&’&-(& >0 $G
马银花 D0 #%/)45 >0 %F
厚叶杜鹃 D0 7/,6*76*3345 !0 "D
千针叶杜鹃 D0 7#3*’/76"$#"$&45 >0 %G >0 >%
溪畔杜鹃 D0 ’"%43/’& >0 E$
猴头杜鹃 D0 ("5"/’45 $D0 F$ $0 "F
四川杜鹃 D0 (4),64&-&-(& >0 %% >0 E!
腺刺马银花 D0 >"-</-&-(& E0 $! E0 "E
银木荷 +,6"5/ /’<&-)&/ >0 $$
疏齿木荷 +0 ’&5#)"(&’’/)/ E0 !> $"0 >$ %0 >$
木荷 +0 (47&’2/ %0 >A $!0 A!
南方铁杉 E(4</ ,6"-&-("( $: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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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群落结构

相同海拔的乔木层的最大树高（%&’(）在南岭东

西两山体之间看不出明显的差别，见图 !’。原因是

两座山体的纬度相差不到 !)，年均温相差也不大。

但随着海拔的升高，乔木层的最大树高非常明显地

下降：莽山从低海拔（*+, &）的 ++ & 减少到山顶次

生矮林（!*,, &）的 * &（ ! - . ,/ #0，" 1 ,/ ,!）；猫

儿山从低海拔（*", &）的 +! & 减少到山顶矮林

（+,,, &）的 */ " &（ ! - . ,/ #"，" 1 ,/ ,!）。最大树

高的不同反映了植物生长潜力的差异。

乔木层的最大胸径（23%&’(）在两座山之间的

差异比较明显，见图 !4。在较低海拔（*,, & 以下）

的常绿阔叶林带，莽山乔木的最大胸径大于猫儿山

和都庞岭。这是因为莽山低海拔的常绿阔叶林受人

为干扰的影响较小，水热条件的组合优于猫儿山，含

有很多以岭南栲、短尾柯、米槠为代表的华南植物区

系成分；而猫儿山低海拔的常绿阔叶林受人为干扰

的影响较大，群落中混生较多的落叶树种（ 如拟赤

杨、枫香等），群落的最大胸径低于南岭东面的莽山

相同海拔高度的群落。而在海拔 !5,, . !6,, & 的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群落，情况却正好相反：莽山

乔木的最大胸径小于猫儿山，原因在于群落类型不

同。猫儿山此海拔范围内调查的样地分别是以罗浮

栲和亮叶水青冈占绝对优势的成熟林，群落的最大

胸径大于莽山同海拔的中山常绿阔叶林群落。

随着海拔的升高，莽山乔木的最大胸径下降得

非常明显（ ! - . ,/ *"，" 1 ,/ ,!）：从低海拔（6!,
&）的 !,, 7& 下降到山顶次生矮林（!#!, &）的 5*
7&。猫儿山乔木的最大胸径在 !6 个样地中波动比

较大：从低海拔到高海拔，乔木的最大胸径呈先增

加后降低的趋势，最大值出现在海拔 !5", & 处，与

海拔梯度之间显示的是一种单峰分布格局，但用抛

物线模型拟合，趋势不明显（#+ - ,/ !+，" 8 ,/ ,"）。

乔木种的胸高断面积之和（39）在两座山体的

海拔梯度上的变化趋势与最大胸径很相似（ 见图

!7）：即随着海拔的升高，莽山乔木种的胸高断面积

图 $# 最大树高（%）、最大胸径（&）、胸高断面积之和（’）和立木密度（(）沿海拔高度的变化（$代表莽山，%代表猫儿山）
:;</ !$ =>’?<@A ;?（’）%&’(，（4）23%&’(，（7）39 ’?B（B）C ’DE?< ’? ’DF;FGB;?’D <H’B;@?F/ IF/ I’?<（$）’?B IF/ I’E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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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显著地下降（ ’ & ’ () !*，. + () (!），猫儿山乔

木种的胸高断面积之和在海拔梯度上也呈单峰曲线

变化趋势（. + () (!）。

立木密度（,）在两座山的海拔梯度上均没有明

显的变化趋势（. - () (!）（ 见图 $.）。由于密度受

自然和人为干扰、小地形以及土壤条件的影响较大

（/0123 &) /0) ，%((4），所以在海拔梯度上的变化趋

势不明显。可以看到，在海拔 $5(( 6 以上的群落

中，莽山的立木密度明显高于猫儿山同海拔的群落，

因为莽山 $5(( ’ $"(( 6 生长的是人为砍伐后的次

生森林，没有明显的优势种，因而乔木的密度较大。

图 % 是两座山体植物群落的生活型谱沿海拔梯

度的变化。总体来说，常绿阔叶树种在这两座山体

的大部分群落都占据优势（胸高断面积之和占 "(7
左右），尤其在 $((( 6 以下的低海拔地区。这与南

岭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的结论相一致。落叶阔

叶树种一般在中等海拔占一定的比例，如水青冈属

（1/23(）、枫香属（4"53"$/67/’）、槭属（8,&’）的一些

种类，和常绿阔叶树种形成比较明显的混交状态。

针叶树仅仅在某些特殊的生境中分布，如猫儿山的

南方铁杉仅分布在较高海拔的八角田一带（ 李光

照，%(($），莽山的南方铁杉和华南五针松分布在中

海拔的比较恶劣的生境（ 山脊、陡坡等）。还可以发

现，莽山的常绿阔叶树种的比例明显高于猫儿山，这

也说明莽山的水热综合条件要优于猫儿山。

!" #$ 物种丰富度和 !多样性

乔木的种数（ +）在不同山体表现出不同的趋

势，如图 41。随着海拔的升高，莽山的乔木种数有

下降的趋势，但不显著（ ’ & ’ () *5，. - () (!）；猫

儿山的乔木种数则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 & ’ ()
84，. + () (!），但主要是在海拔 $%!( 6 以上的范围

内，而在此以下的常绿阔叶林群落中变化并不剧烈。

比较两座山体可以发现，在海拔 $((( 6 以下的常绿

阔叶林群落和 $8(( 6 以上的山顶矮林群落，莽山群

落的物种丰富度均高于猫儿山同海拔的群落。

在科和属的水平上，乔木种的丰富度沿海拔梯

度的变化趋势在两座山体都很明显（. + () (!）（ 见

表 %）。这说明在较大的分类单元（科属）水平上，群

落乔木层的丰富度受小地形、土壤条件和自然或者

人为的干扰等其他小尺度上的因素的影响较小，由

于海拔上升导致的热量的下降是决定性的影响因

素。

群落的 ! 多样性采用三个指标（9:122;2<=>?<
2?@ 指数 9A，B>?C;0 指数 : 和 9>6DE;2 指数 ;）来测

度，图 4F ’ . 是这三个指数沿海拔梯度的变化。莽

山群落的 ! 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变化趋势不明显

（. - () (!）。原因可能在于 ! 多样性不仅仅反映了

物种数量的多少（丰富度）这一信息，还反映了物种

数量的相对多度分布的信息。随着海拔的上升，群

落的热量条件在显著地下降，导致了物种的丰富度

不断减少，但由于其他因素如小地形、土壤厚度、人

为干扰等的影响，群落结构（立木密度、平均胸径和

径级分布等）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群落的 ! 多样性

的变化趋势并不明显。莽山由于较高海拔（$5(( ’

图 !$ 莽山（%）和猫儿山（&）的生活型谱沿海拔梯度的变化
G>3) %# H:123?E >2 C>I?<I;@6 ED?JK@1 1C;23 12 1CK>K0.>21C 3@1.>?2K ;I（1）LK) L123 12.（F）LK) L1;M?@
常绿阔叶树 NO?@3@??2 F@;1.C?1I K@??E（%）；落叶阔叶树 P?J>.0;0E F@;1.C?1I K@??E（$）；针叶树 H;2>I?@;0E K@??E（&）)



! 期 朱彪等：南岭东西段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及其树种多样性垂直格局的比较 "#$$$

表 !" 莽山和猫儿山群落结构、多样性指数和海拔的相关分析结果
%&’() *$ +,--)(&./,0 ,1 2,3340/.5 6.-42.4-) &07 7/8)-6/.5 /07/2)6 9/.: &(./.47) ,0 ;.< ;&0= &07 ;.< ;&,>)-（?@)&-3&0>6 -&0A 2,--)B
(&./,0）

最大树高
C3&D

最大胸径
EFC3&D

胸高断面
积之和
FG

立木密度
H

种数
?

科数
?（I）

属数
?（J）

?:&00,0B
K/)0)-
指数
!"

均匀度
指数
#

?/3@6,0
指数
$

莽山
;.< ;&0=（0 L !M）

N O< P#’’ N O< Q"’’ N O< "M’ O< RS N O< MS N O< "Q’ N O< "S’ O< !Q O< MQ O< RP

猫儿山
;.< ;&,>)-（0 L !S）

N O< P"’’ N O< OS O< !# N O< R* N O< PR’’ N O< SO’ N O< P"’’ N O< "!’ N O< !Q N O< MP

’’ % T O< O!，’ % T O< O"）

图 #" 物种丰富度（$）和 !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变化（$代表莽山，%代表猫儿山）
I/=< R$ +:&0=)6 /0 6@)2/)6 -/2:0)66（&）&07 ! 7/8)-6/.5（’B7）&(,0= &0 &(./.47/0&( =-&7/)0.< ;.< ;&0=（$）&07 ;.< ;&,>)-（%）

!QOO 3）的原生群落在 *O 世纪五六十年代遭到大面

积的砍伐，现在生长的是以猴头杜鹃、倒卵叶青冈、

多脉青冈等占优势的次生林，群落的多度分布比较

均匀，没有明显的优势种，所以 ! 多样性较高。猫

儿山群落的 ?:&00,0BK/)0)- 指数（!>）和海拔有显

著的负相关性（ & L N O< "!，% T O< O"），但是 ?/3@6,0
指数（$）和群落均匀度（U/)(,4 指数 #）沿着海拔梯

度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规律。

!( )" 低海拔常绿阔叶林的比较

常绿阔叶林是南岭山地的地带性植被，主要分

布于海拔 !ROO 3 以下的黄壤山地（ 王献溥，李信

贤，!#QS）。现利用在莽山和猫儿山相似海拔高度

调查的两条常绿阔叶林样带（ . !，*O 3 V !"O 3；.
*，*O 3 V!*O 3）来对比分析两地常绿阔叶林在物

种组成和多样性方面的差异。

将空间上连续的样带 .! 和 .* 分别划分为 "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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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个 %" ’ ( )" ’ 的样地（*+,-./$ 0 *+,-./1 和

*+2345./$ 0 *+2345./&），见表 )。可以看出，莽山常绿

阔叶林群落的物种丰富度（1$6 % 7 &6 %）和 89+,,2,.
:;4,45 指数（%6 <= 7 "6 %)）明显高于猫儿山（%>6 ) 7
%6 !，%6 1% 7 "6 $1），但是两者的 ?;4/2@ 指数和 8;’A.
B2, 指数差别不明显。

将两条样带划分为不同的面积梯度，做出种 0
面积 曲 线，利 用 幂 函 数 方 程 + . /01（ C4D’+5E，

$=<!）对种 0 面积曲线进行拟合（图 &），发现效果非

常好。对于猫儿山人为干扰强度较大的常绿阔叶林

群落，+ . $2 &=1!0"6 &!)!（3% F "6 =<，4 G "6 "$）；对于

莽山比较典型的常绿阔叶林，+ . %2 !1>!0"6 &1%$（3% F
"6 ==，4 G "6 "$）。/ 值和 1 值分别是群落 ! 多样性

和 " 多样性的一种度量指标（H+IJ@4I K L;M,;B9，

$==<），莽山典型常绿阔叶林的 ! 多样性明显高于

猫儿山，而 " 多样性则两山相差不大。这与从种 0
面积曲线图上直观得出的结果相符：在所有的面积

梯度上，莽山的物种丰富度都高于猫儿山（图 &）。

莽山的常绿阔叶林样带的优势种为疏齿木荷、

猴欢喜（+5#6-&6 ("-&-("(）、马蹄荷、蕈树、华南栲、米

槠等常绿阔叶树种，也有少量的落叶树种例如大穗

鹅耳枥（76’8"-9(%":"-&6），代表了南岭山地典型的

表 !" 莽山和猫儿山两条常绿阔叶林样带的多样性及其优势种
N+O/4 )# P;M45B;QR ;,S;T4B +,S S2’;,+,Q BA4T;4B 2U QD2 Q5+,B4TQB 2U 4M45-544, O52+S./4+M4S U254BQ 2, *Q6 *+,- +,S *Q6 *+2345

样地编号
?/2Q ,26

海拔
V/Q;Q@S4（’）

8 WX Y P 优势种
P2’;,+,Q BA4T;4B

*+,-./$ <!" &> %6 >= "6 >% "6 <= 华南栲，米槠

*+,-./% <!" 1" )6 "" "6 >> "6 =) 马蹄荷，大穗鹅耳枥，米槠

*+,-./) <!" 1> )6 %$ "6 >= "6 =& 蕈树，长柄水青冈，五列木

*+,-./& <!" 1& %6 1< "6 !1 "6 <! 疏齿木荷，猴欢喜，马蹄荷

*+,-./1 <!" &< %6 <> "6 >& "6 =" 疏齿木荷，长柄水青冈，马蹄荷

平均值 VM45+-4 1$6 % %6 <= "6 >) "6 ="
标准差 8P &6 % "6 %) "6 "! "6 ")
*+2345./$ <"" )$ %6 !1 "6 >> "6 =$ 甜槠，拟赤杨

*+2345./% <"" %! %6 &1 "6 >1 "6 << 拟赤杨，潺槁木姜子，罗浮栲

*+2345./) <"" %> %6 !& "6 <" "6 =$ 拟赤杨，米槠

*+2345./& <"" %1 %6 )1 "6 >) "6 <1 拟赤杨，紫楠

平均值 VM45+-4 %>6 ) %6 1% "6 >! "6 <=
标准差 8P %6 ! "6 $1 "6 ") "6 ")

图 #" 常绿阔叶林的种 $ 面积曲线（$代表莽山，%代表猫
儿山）
Z;-6 & # 8A4T;4B.+54+ T@5M4B 2U 4M45-544, O52+S./4+M4S U254BQ6
*Q6 *+,-（$）+,S *Q6 *+2345（%）6

原生性常绿阔叶林。猫儿山的常绿阔叶林样带由于

受到较多的人为干扰，除甜槠、紫楠（4;#&<& (;&6’&=
’"）、罗浮栲、潺槁木姜子（>")(&6 ?59)"-#(6）等常绿阔

叶树种外，许多落叶树种如拟赤杨、南酸枣（7;#=
&’#(8#-$"6( 6@"556’"(）以 及 毛 竹（ 4;*55#()6,;*( 89=
<&(,&-(）也混生其中。

!" 结论

$）南岭山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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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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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零星分布于特殊的生境中。对于相同的植被类型

而言，东段的莽山和西段的猫儿山在物种组成上有

比较明显的差异。

%）随着海拔的上升，两山体的植物群落乔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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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树高均显著下降。沿海拔梯度，猫儿山乔木

种的最大胸径、胸高断面积之和以及立木密度呈现

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而莽山乔木的最大胸径、

胸高断面积之和与海拔有明显的负相关性，但立木

密度的变化规律不明显。这种单峰曲线变化或线形

下降趋势与中尺度上的海拔高度和小尺度上的土壤

特性、小地形以及人为干扰强度等因素有关。

$）在海拔 !%%% & 以下的常绿阔叶林群落和

!’%% & 以上的山顶矮林群落，莽山的物种丰富度都

明显高于猫儿山的同海拔群落。两座山体的乔木种

数与海拔梯度都有负相关性，但莽山由于高海拔群

落受人为干扰的影响，这种相关性并不显著。在更

大的分类单元（科和属）上，两座山体乔木层的丰富

度与海拔梯度之间均有显著的负相关性（! ( %)
%*）。

+）乔木层 ! 多样性沿海拔梯度没有表现出明

显的变化规律，在两座山体之间也看不出明显的差

别。

*）人为干扰对猫儿山低海拔的常绿阔叶林群

落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以及物种组成影响很

大。由于人为干扰的影响，猫儿山常绿阔叶林的物

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明显低于莽山的原生性常绿

阔叶林群落，而且落叶阔叶树种和毛竹开始入侵到

群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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