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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样方法, 对深圳市羊台山森林公园群落的种类组成及物种多样性等进行调查。结果表明 , 基于10 800 m2 样地的羊台山次生
林群落共有维管束植物148 种 , 分属61 科110 属 , 群落的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热带性质。群落主要优势种为黧蒴、豺皮樟、银柴、杉木。
群落不同层次物种丰富度指数、Si mpson 指数和Shannon- Wiener 指数大小排序大致一致, 为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Pielou 均匀度指数
则为灌木层> 草本层> 乔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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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in Yangtaishan Forest Park of Shenzhen City
WANG Chen et al  ( ResearchInstitute of Tropical Forestry , CAF, Guangzhou , Guangdong 510520)
Abstract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were studied by plot method in Yangtaishan Forest Park , Shenzhen City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48 species in 110 genera and 61 families of vascular plants were found i nthe 10 800 m2 plot . The flora was characterized with obvious tropical nature .
Castanopsis fissa , Litsea rotundifolia , Aporosa dioica and Cunni ngha mia lanceol ata were the dominant species . Species richness , Si mpson index and
Shannon- Wiener index of eachlayer showedthe same change trend , tree layer > shrub layer > herb layer . Pielou evenness index showed different trend ,
shrub layer > herb layer > tree lay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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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台山森林公园是深圳市第一个市级森林公园, 园内

动植物种类丰富, 是深圳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的重点之

一。笔者研究了羊台山森林公园群落的种类组成、物种多样

性等, 旨在揭示天然次生林群落学特征, 为人工模拟构建近

自然城市森林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地自然概况  深圳市羊台山森林公园地处深圳市

西北部, 地理坐标22°53′32″～22°55′34″N,113°17′13″～113°19′

27″E, 总面积2 852 hm2 , 园内最高处为大羊台山, 海拔587 .1

m。公园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 常

年主导风向为东北风和东南风, 全年日照时间长, 雨量充沛 ,

气候温和湿润。

1 .2 研究方法

1 .2 .1 样地设置。依据不同功能, 在羊台山森林公园选择水

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和景观林3 个林种类型, 每个类型设

置3 个样地, 每个样地大小为30 m×40 m, 共9 个样地, 面积

达10 800 m2 。调查所有胸径(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1 .0

c m 的乔木, 并在样地内设置一个3 m×3 m 的样方调查灌木

和一个1 m×1 m 的样方调查草本[ 1] 。

1 .2 .2 数据处理。

1 .2 .2 .1 重要值。重要值( Importance Value) 是用来表示物种

在群落中地位和作用的综合数量指标[ 2] 。该文将调查群落

分成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3 个层次 , 并且分别进行重要值

的计算。

乔木层的重要值= ( 相对多度+ 相对频度+ 相对显著

度) / 300 ( 1)

灌、草层的重要值= ( 相对多度+ 相对频度+ 相对盖

度) / 300 ( 2)

1 .2 .2 .2 物种多样性指数。物种多样性是描述群落中物种

丰富度和个体分布均匀度的一个结构指标[ 3 - 4] 。它包含2

个方面的含义: ①群落所含物种的多寡, 即物种丰富度; ②

群落中各个物种的相对密度, 即物种均匀度。物种多样性受

生境中生物和非生物等因素的影响。对多样性的研究 , 能够

揭示物种之间的关系 , 反映群落种类的组成特征及数量对比

关系。该文采用丰富度指数、Si mpson 指数、Shannon- Wiener 指

数和Pielou 均匀度指数进行分析[ 5 - 10] 。丰富度指数( S) 指出

现在样地中的物种总数, 是群落内物种种类丰富程度的量化

指标。多样性指数采用Si mpson 优势度指数( D) 和Shannon-

Wiener ( H) 2 个指数测度。均匀度指数采用Pielou 均匀度指

数( J ) 测度。

D = 1 - ∑
n

i =1
P2

i ( 3)

H = - ∑
n

i =1
Piln Pi ( 4)

J = ( 1 - ∑
n

i =1
Piln Pi) / lnS ( 5)

式中, S 为样地物种总数; n 为群落所有种的总个体数, n =

n1 + n2 + ⋯+ ni ; Pi 为第 i 个种的个体数占样方总个体数的

比例, 即 Pi = ni/ N。

2  结果与分析

2 .1 群落的种类组成  在羊台山森林公园调查的所有样地

中, 共有维管束植物148 种, 隶属于61 科110 属, 其中蔽类植

物6 科8 属10 种, 其科、属、种占全部调查种类的比例分别为

9 .84 % 、7 .27 % 和6 .76 % ; 裸子植物3 科3 属4 种, 分别占全

部调查种类的4 .92 % 、2 .73 % 和2 .70 % ; 被子植物52 科99 属

134 种, 其中单子叶植物5 科6 属6 种, 其科、属、种分别占全

部调查种类的8 .20 % 、5 .45 % 、4 .05 % , 双子叶植物47 科93

属128 种 , 其科、属、种分别占全 部调查种类的 77 .05 % 、

84 .55 % 和86 .49 % 。在科级水平上, 优势科比较明显。在1、2

和4 号水土保持林群落样地中, 樟科、大戟科和茜草科为优

势科; 在5 、6 和7 号水源涵养林群落样地中 , 樟科、大戟科和

壳斗科为优势科; 在3 、8 和9 号景观林群落样地中, 樟科、壳

斗科和桃金娘科为优势科。

2 .2 群落的区系特征  从表1 可以看出, 在羊台山森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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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调查样地中, 各科所属的分布区类型相对比较集中, 除了

世界分布的科以外, 都是热带分布的科和温带分布的科。其

中, 最多的是泛热带分布的科, 占总科数的65 .38 % , 其次为

世界分布类型, 再次为北温带分布类型。因此, 羊台山森林

公园群落的植物区系具有较强的热带性质和由热带向温带

过渡的特点[ 11 - 12] 。

表1 羊台山森林公园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1 The areal types of sper matophyte families in Yangtaishan Forest

Park

序号
Serial
number

分布区类型
Areal types

科数
Family
number

比例
Proportion

%

1 世界分布  8    15 .38

2 泛热带分布 34 65 .38

3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2 3 .85

4 旧世界热带 3 5 .77

5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0 0

6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0 0

7 热带亚洲分布 1 1 .92

8 北温带分布 4 7 .69

9 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0 0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 0 0

11 温带亚洲分布 0 0

12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0 0

13 中亚分布 0 0

14 东亚分布 0 0

15 中国特有分布 0 0

2 .3 群落种类组成的数量特征  从表2 可以看出, 羊台山

森林公园各样地乔灌草各层次优势种较明显。1 号样地乔木

层重要值排在前3 位的是豺皮樟、马占相思和枫香, 灌木层

梅叶冬青、九节和玉叶金花为优势种, 草本层芒箕优势很明

显;2 号样地乔木层优势种前3 位为银柴、杉木和水杨梅, 灌

木层优势种为蓝荚艹
迷 、五指毛桃和九节, 草本层为淡竹叶、扇

叶铁线蕨和剑叶凤尾蕨;3 号样地乔木层重要值排名前3 位

的为白锥、豺皮樟和南洋楹, 灌木层优势种为九节、草珊瑚和

五指毛桃 , 草本层优势种为鸭跖草和芒箕;4 号样地乔木层优

势种为杉木和豺皮樟, 灌木层优势种为九节、五指毛桃和野

牡丹, 草本层优势种为玉叶金花、铁线蕨和山鸡血藤;5 号样

地乔木层优势种为黧蒴、杉木和银柴, 灌木层黧蒴优势明显 ,

草本层优势种为乌毛蕨和芒箕;6 号样地乔木层优势种为黧

蒴、中华锥和豺皮樟, 灌木层优势种为黧蒴、豺皮樟和九节 ,

草本层鸭跖草优势明显;7 号样地乔木层优势种为豺皮樟、中

华锥和黧蒴, 灌木层优势种为山乌桕、五指毛桃和假鹰爪, 草

本层优势种为扇叶铁线蕨和草珊瑚;8 号样地乔木层优势种

为豺中华锥、黧蒴和蒲桃 , 灌木层优势种为阴香、五指毛桃和

三叉苦, 草本层芒箕优势明显;9 号样地乔木层优势种为阴

香、南洋楹和糖胶树, 灌木层优势种为岗梅根 , 草本层优势种

为中华芒和山菅兰。

2 .4 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2 .4 .1  群落物种丰富度指数的比较。从表3 可以看出,1 ～9

号样地内不同层次物种丰富度指数的排序都是乔木层> 灌

木层> 草本层。样地间比较, 乔木层物种丰富度指数的顺序

表2 羊台山森林公园主要物种重要值

Table 2 The importance value of mainspeciesin Yangtaishan Forest Park

样地Sample plot 层次Layer 种名Species name 拉丁学名Latin name 科名Family name 属名Genus name 重要值Importance value ∥%

1 乔木层 豺皮樟 Litsea rotundifolia 樟科 木姜子属      15 .69

马占相思 Acacia mangium 含羞草科 金合欢属 9 .89

枫香 Liquidambar formosana 金缕梅科 枫香树属 7 .98

楝叶吴茱萸 Evodia glabrifolia 芸香科 吴茱萸属 7 .33

水杨梅 Geum aleppicum 蔷薇科 水杨梅属 7 .17

灌木层 梅叶冬青 Ilex asprella 冬青科 冬青属 23 .27

九节 Psychotria rubra 茜草科 九节属 20 .07

玉叶金花 Mussaenda pubescens 茜草科 玉叶金花属 17 .12

草本层 芒箕 Dicranopteris pedata 里白科 芒箕属 77 .07

乌毛蕨 Blechnum orientale 乌毛蕨科 乌毛蕨属 9 .60

悬钩子 Rubus hanceanus 蔷薇科 悬钩子属 9 .33

2 乔木层 银柴 Aporusa dioica 大戟科 银柴属 29 .98

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杉科 杉木属 14 .43

水杨梅 Geum aleppicum 蔷薇科 水杨梅属 9 .40

白锥 Castanopsis fabri 壳斗科 锥属 7 .65

豺皮樟 Litsea rotundifolia 樟科 木姜子属 6 .00

灌木层 蓝荚艹
迷 Viburnumfordiae 忍冬科 荚艹

迷 属 22 .42

五指毛桃 Ficus si mplicissi ma 桑科 榕属 18 .62

九节 Psychotria rubra 茜草科 九节属 18 .08

草本层 淡竹叶 Lophatherum gracile 禾本科 淡竹叶属 36 .86

扇叶铁线蕨 Adiantumflabellulatu m 铁线蕨科 铁线蕨属 21 .54

剑叶凤尾蕨 Pteris ensiformis 凤尾蕨科 凤尾蕨属 18 .95

3 乔木层 白锥 Castanopsis fabri 壳斗科 锥属 18 .80

豺皮樟 Litsea rotundifolia 樟科 木姜子属 14 .86

南洋楹 Albizia falcataria 含羞草科 合欢属 10 .44

黧蒴 Castanopsis fissa 壳斗科 锥属 6 .62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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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样地Sample plot 层次Layer 种名Species name 拉丁学名Latin name 科名Family name 属名Genus name 重要值Importance value ∥%

黄牛木 Cratoxylumcochinchi nense 金丝桃科 黄牛木属      6 .02

灌木层 九节 Psychotria rubra 茜草科 九节属 19 .76

草珊瑚 Sarcandra glabra 金粟兰科 草珊瑚属 19 .39

五指毛桃 Ficus si mplicissi ma 桑科 榕属 17 .51

草本层 鸭趾草 Commelina communis 鸭跖草科 鸭跖草属 41 .95

芒箕 Dicranopteris pedata 里白科 芒箕属 24 .84

山菅兰 Dianella ensifolia 百合科 山菅属 18 .33

4 乔木层 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杉科 杉木属 20 .47

九节 Psychotria rubra 茜草科 九节属 17 .79

豺皮樟 Litsea rotundifolia 樟科 木姜子属 7 .53

土沉香 Aquilaria sinensis 瑞香科 沉香属 7 .19

银柴 Aporusa dioica 大戟科 银柴属 6 .96

灌木层 九节 Psychotria rubra 茜草科 九节属 24 .57

五指毛桃 Ficus si mplicissi ma 桑科 榕属 19 .90

野牡丹 Melastoma candidum 野牡丹科 野牡丹属 16 .76

草本层 玉叶金花 Mussaenda pubescens 茜草科 玉叶金花属 24 .58

铁线蕨 Adiantum capillus 铁线蕨科 铁线蕨属 23 .71

山鸡血藤 Millettia dielsiana 蝶形花科 崖豆藤属 22 .23

5 乔木层 黧蒴 Castanopsis fissa 壳斗科 锥属 37 .61

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杉科 杉木属 11 .82

银柴 Aporusa dioica 大戟科 银柴属 11 .38

九节 Psychotria rubra 茜草科 九节属 9 .09

豺皮樟 Litsea rotundifolia 樟科 木姜子属 5 .60

灌木层 黧蒴 Castanopsis fissa 壳斗科 锥属 60 .27

亮叶猴耳环 Archidendron lucidum 含羞草科 猴耳环属 11 .30

九节 Psychotria rubra 茜草科 九节属 9 .86

草本层 乌毛蕨 Blechnum orientale 乌毛蕨科 乌毛蕨属 52 .22

芒箕 Dicranopteris pedata 里白科 芒箕属 28 .53

玉叶金花 Mussaenda pubescens 茜草科 玉叶金花属 9 .96

6 乔木层 黧蒴 Castanopsis fissa 壳斗科 锥属 15 .75

中华锥 Castanopsis chi nensis 壳斗科 锥花属 14 .96

豺皮樟 Litsea rotundifolia 樟科 木姜子属 14 .03

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杉科 杉木属 12 .87

九节 Psychotria rubra 茜草科 九节属 10 .71

灌木层 黧蒴 Castanopsis fissa 壳斗科 锥属 36 .74

豺皮樟 Litsea rotundifolia 樟科 木姜子属 13 .07

九节 Psychotria rubra 茜草科 九节属 12 .68

草本层 鸭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 鸭跖草科 鸭跖草属 61 .54

乌毛蕨 Blechnum orientale 乌毛蕨科 乌毛蕨属 18 .09

罗浮买麻藤 Gnetumlofuense 买麻藤科 买麻藤属 10 .88

7 乔木层 豺皮樟 Litsea rotundifolia 樟科 木姜子属 22 .61

中华锥 Castanopsis chi nensis 壳斗科 锥花属 19 .23

黧蒴 Castanopsis fissa 壳斗科 锥属 14 .66

银柴 Aporusa dioica 大戟科 银柴属 8 .94

九节 Psychotria rubra 茜草科 九节属 4 .56

灌木层 山乌桕 Sapiu m discolor 大戟科 乌桕属 21 .81

五指毛桃 Ficus si mplicissi ma 桑科 榕属 18 .85

假鹰爪 Desmos chinensis 番荔枝科 假鹰爪属 13 .79

草本层 扇叶铁线蕨 Adiantumflabellulatu m 铁线蕨科 铁线蕨属 36 .47

草珊瑚 Sarcandra glabra 金粟兰科 草珊瑚属 33 .82

割鸡芒 Hypolytrum nemorum 莎草科 割鸡芒属 15 .70

8 乔木层 中华锥 Castanopsis chi nensis 壳斗科 锥花属 12 .54

黧蒴 Castanopsis fissa 壳斗科 锥属 10 .19

蒲桃 Syzygiumjambos 桃金娘科 蒲桃属 9 .05

豺皮樟 Litsea rotundifolia 樟科 木姜子属 8 .86

红荷 Schi ma wallichii 茶科 木荷属 6 .10

灌木层 阴香 Cinnamomum burmannii 樟科 樟属 37 .84

三叉苦 Euodia lept a 芸香科 吴茱萸属 11 .76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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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样地Sample plot 层次Layer 种名Species name 拉丁学名Latin name 科名Family name 属名Genus name 重要值Importance value ∥%

五指毛桃 Ficus si mplicissi ma 桑科 榕属      11 .76
草本层 芒箕 Dicranopteris pedata 里白科 芒箕属 73 .50

芒 Miscanthus sinensis 禾本科 芒属 14 .89
割鸡芒 Hypolytrum nemorum 莎草科 割鸡芒属 8 .23

9 乔木层 阴香 Cinnamomum burmannii 樟科 樟属 18 .51
南洋楹 Albizia falcataria 含羞草科 合欢属 13 .40
糖胶树 Alstonia scholaris 夹竹桃科 鸡骨常山属 13 .03
黧蒴 Castanopsis fissa 壳斗科 锥属 7 .33
黄牛木 Cratoxylumcochinchinense 金丝桃科 黄牛木属 4 .94

灌木层 岗梅根 Psychotria serpens 冬青科 冬青属 41 .67
桃金娘 Rhodomyrtus tomentosa 桃金娘科 桃金娘属 19 .44
豺皮樟 Litsea rotundifolia 樟科 木姜子属 16 .67

草本层 蔓九节 Psychotria rubra 茜草科 九节属 47 .55
芒 Miscanthus sinensis 禾本科 芒属 28 .43
山菅兰 Dianella ensifolia 百合科 山菅属 13 .40

是4 号样地> 9 号样地> 6 号样地= 8 号样地> 7 号样地> 3

号样地> 2 号样地> 5 号样地> 1 号样地 , 灌木层物种丰富度

指数的顺序是2 号样地= 3 号样地= 4 号样地= 6 号样地= 7

号样地> 5 号样地= 8 号样地> 1 号样地= 9 号样地, 草本层

物种丰富度指数的顺序是4 号样地> 2 号样地= 3 号样地= 6

号样地> 1 号样地= 5 号样地= 7 号样地= 8 号样地= 9 号样

地。可见 , 羊台山森林公园不同类型的群落乔灌草各层物种

数比较相近 , 物种分布比较均匀。各类型内, 乔木层物种数

明显较多 , 灌木种类较少, 草本层种类较少 , 林下小乔木较

多。这可能是由于较强的人为干扰 , 破坏了森林公园内原有

植被的群落结构。

2 .4 .2 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的比较。

2 .4 .2 .1 不同层次物种多样性指数的比较。Si mpson 指数大

小排序除5 号样地为乔木层> 草本层> 灌木层, 其余8 个样

地均为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乔木层Si mpson 指数范围

为0 .87～0 .94 ; 灌木层除5 号样地较低外, 数值范围为0 .76 ～

0 .84 ; 草本层取值范围波动较大,4 号样地最高 ,8 号样地最

低。9 个样地指数Shannon- Wiener 的大小排序一致, 全部为乔

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9 个样地乔木层数值介于3 .35 ～

4 .35 , 灌木层为1 .90～2 .87 , 草本层为1 .12～2 .55。Pielou 均匀

度指数大小排序较复杂。1、6 和8 号样地一致, 为灌木层>

乔木层> 草本层;2 和4 号样地一致, 为灌木层= 草本层> 乔

木层;3 和7 号样地一致 , 为灌木层> 草本层> 乔木层;5 和9

号样地一致, 为草本层> 灌木层> 乔木层。

2 .4 .2 .2 不同样地物种多样性指数的比较。乔木层Si mpson

指数大小排序为8 号样地> 1 号样地= 3 号样地= 9 号样地

> 6 号样地> 4 号样地 > 5 号样地 = 7 号样地 > 2 号样地 ,

Shannon- Wiener 指数大小排序为8 号样地> 9 号样地> 1 号样

地> 3 号样地> 6 号样地> 4 号样地> 7 号样地> 2 号样地>

5 号样地,Pielou 均匀度指数大小排序为1 号样地> 8 号样地

> 3 号样地> 9 号样地> 6 号样地> 4 号样地> 7 号样地= 2

号样地> 5 号样地; 灌木层Si mpson 指数大小排序为4 号样地

> 3 号样地= 2 号样地> 1 号样地= 7 号样地> 6 号样地> 8

号样地> 9 号样地> 5 号样地,Shannon- Wiener 指数大小排序

为7 号样地> 3 号样地> 2 号样地> 4 号样地> 6 号样地> 8

号样地> 1 号样地> 9 号样地> 5 号样地,Pielou 均匀度指数

大小排序为1 号样地> 7 号样地> 3 号样地> 2 号样地> 4 号

样地= 8 号样地> 6 号样地> 9 号样地> 5 号样地; 草本层

Si mpson 指数大小排序为4 号样地> 2 号样地> 7 号样地> 3

号样地> 5 号样地> 9 号样地> 6 号样地> 1 号样地> 8 号样

地,Shannon- Wiener 指数大小排序为4 号样地> 2 号样地> 3

号样地> 7 号样地> 9 号样地> 5 号样地> 6 号样地> 8 号样

地> 1 号样地,Pielou 均匀度指数大小排序为7 号样地> 2 号

样地> 4 号样地> 9 号样地> 3 号样地> 5 号样地> 6 号样地

> 8 号样地> 1 号样地。

表3 羊台山森林公园各样地物种多样性

Table 3  The species diversity of each sample plot in Yangtaishan Forest

Park

样地
Sample
plot

层次
Layer

丰富度指数
Richness
index

Shannon- Wiener
指数Shannon-
Wiener index

Pielou 指数
Pielou
index

Si mpson 指数
Si mpson
index

1 乔木层    25 4 .07 1 .27 0 .92

灌木层 6 2 .54 1 .42 0 .82

草本层 4 1 .12 0 .81 0 .30

2 乔木层 32 3 .58 1 .03 0 .87

灌木层 8 2 .77 1 .33 0 .83

草本层 5 2 .15 1 .33 0 .74

3 乔木层 34 4 .05 1 .15 0 .92

灌木层 8 2 .80 1 .35 0 .83

草本层 5 2 .02 1 .25 0 .66

4 乔木层 44 3 .92 1 .04 0 .89

灌木层 8 2 .73 1 .31 0 .84

草本层 8 2 .55 1 .31 0 .80
5 乔木层 32 3 .35 0 .97 0 .88

灌木层 7 1 .90 0 .98 0 .51
草本层 4 1 .66 1 .19 0 .62

6 乔木层 39 3 .95 1 .08 0 .91
灌木层 8 2 .66 1 .28 0 .80
草本层 5 1 .63 1 .01 0 .43

7 乔木层 38 3 .75 1 .03 0 .88
灌木层 8 2 .87 1 .38 0 .82
草本层 4 1 .88 1 .35 0 .68

8 乔木层 39 4 .35 1 .19 0 .94
灌木层 7 2 .55 1 .31 0 .79
草本层 4 1 .20 0 .86 0 .11

9 乔木层 41 4 .10 1 .10 0 .92
灌木层 6 2 .22 1 .24 0 .76
草本层 4 1 .76 1 .27 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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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燕等在研究那曲地区高寒草地上地下生物量时指出 ,

藏北紫花针茅草原的地下生物量为886 .56 g/ m2 , 其垂直空间

分布结构表现为T 字形趋势下的锯齿状分布; 紫花针茅草原

的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地下、地上

生物量的比值为2 .44 。黄河源区鄂陵湖边的地下生物量不

论是灌溉还是非灌溉区的垂直分布趋势与藏北高原紫花针

茅草原基本相同, 但地下生物量, 地下生物量与地上生物量

的比值( 非灌溉区为21 .6 , 灌溉区为25 .3) 均很高[ 13] 。这可

能与藏北高原海拔更高 , 温度更低, 降水更少限制了藏北高

原紫花针茅草原植物的生长和发育, 而玛多黄河源区鄂陵湖

边紫花针茅草原处在湖泊边缘, 地下水位较高 , 土壤相对湿

润, 对植物根系生长有利有关。

对灌溉区与非灌溉区进行地上、地下生物量的差异性t

检验发现, 灌溉区与非灌溉区间在0 .05 水平上无差异。这

可能是由于该研究仅进行了1 年的灌溉试验 , 对植物生长及

群落发展还没有充分发挥出灌溉的作用效果。但可以看到 ,

灌溉对高寒紫花针茅草原的地上和地下生物量增长有利, 对

草地的恢复与重建具有很好的作用。

4  结论

(1) 对灌溉区与非灌溉区植物进行调查 , 可知灌溉区植

物种类多于非灌溉区, 灌溉区地上、地下生物量得以提高。

主要植物———早熟禾属及苔草属的地上生物量明显增加, 而

火绒草属和针茅属的地上生物量有所下降, 说明水分条件对

植物群落组成有一定的影响, 这与李博等[ 14] 研究水分条件

的年际波动对植物群落组成发生影响的结论一致。试验结

果还显示灌溉后火绒草属的地上生物量下降明显, 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水分的增加抑制了退化草地的指示种, 有利于草

地恢复。

( 2) 天然牧草的生长动态和产量形成受气象条件的影响

和制约 , 水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植物的地理分布和生

物生产力水平[ 15] , 这在试验中得以体现。由于仅进行了1 年

植物生长期内的灌溉试验, 就统计分析来看, 灌溉与非灌溉

间在0 .05 水平无差异, 但可以证实灌溉有利于植物生长和

群落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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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 1) 深圳市羊台山森林公园植物物种较丰富。在所调

查的样地中共有植物148 种 , 隶属于61 科110 属 , 其中单种

的科、属较多, 区系分化程度较高。群落中占优势的科主要

是樟科、大戟科、壳斗科、含羞草科等泛热带分布类型的科。

植物区系具有较强的热带性质和由热带向温带过渡的

特点。

  ( 2) 群落各层次优势种比较明显, 乔木层优势种主要为

豺皮樟、银柴、黧蒴、杉木等; 灌木层优势种主要为九节、五

指毛桃、岗梅根、野牡丹、阴香等 ; 草本层优势种为芒箕、鸭

跖草、乌毛蕨、山菅兰等。

( 3) 各样地内乔木层物种丰富度指数最高, 灌木层次

之, 草本层最低; 乔木层物种多样性指数最高 , 灌木层次之,

草本层最低 ; 灌木层均匀度指数较高, 草本层次之 , 乔木层

较低。

( 4) 羊台山森林公园内森林群落多为天然次生林。由

于近年来游客的增多, 人为干扰严重 , 森林群落的结构和功

能受到了较大影响。因此 , 应适当采取封育管护等保护措

施, 以促进其向地带性顶级群落演替 , 发挥更大的景观和生

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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