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群落的多样性是指群落中所包含的物种数目和

个体在种间的分布特征，它体现了群落结构类型、组织

水平、发展阶段、稳定程度和生境差异[1]。通过对群落

物种多样性的研究可以很好地认识群落的组成、变化

和发展[2]，一定的物种多样性对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起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植物群落多样性对退化生

态系统的恢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以衡阳盆地为代表

的紫色土坡地被认为是湖南省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之

一，是植被恢复的老大难问题，长期以来，该区域的植

被恢复倍受重视，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紫色土独特的性

质，致使其生态环境十分恶劣，植被恢复十分困难。但

是，关于衡阳盆地紫色土坡地植物群落多样性的研究

鲜见报道，不利于该区域植被恢复目标的研究。此文

对衡阳盆地主要植物多样进行研究，旨在为衡阳盆地

植被恢复的研究积累资料，为衡阳盆地的生态恢复重

建提供指导和借鉴。

1 研究区域环境概况

衡阳盆地位于湖南省中南部，湘江中游，位于东径

110°32'16"~113°16'32"，北纬 26°07'05"~27°28'24"，地

处湖南省凹形面的轴带部分，周围环绕着古老宕层形

成的断续环带的岭脊山地，构成典型的盆地地形。该

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 18 ℃；极端

最高气温40.5 ℃，极端最低气温-7.9 ℃，年平均降雨量

1325 mm，年平均蒸发量 1426.5 mm。平均相对湿度

80%，全年无霜期 286天。地貌类型以丘岗为主。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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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盆地紫色土面积有16.25万hm2，呈网状集中分布于

衡阳盆地中部海拔 60~200 m的地带，东起衡东县霞

流、大浦，西至祁东县过水坪，北至衡阳县演陂、渣江，

南达常宁市官岭、东山和耒阳市遥田、市炉一带，以衡

南、衡阳两县面积最大，紫色土地区土层浅薄，基岩裸

露，植被覆盖率10%左右，植物种类稀少，木本植物主

要有牡荆（Vitex negundo var.cannabifolia）、糯米条（Abe⁃
lia chinensis）、六月雪（Serissa foetida）、紫薇（Agrimonia
pilosa）等；草本植物主要有禾本科的曲芒契颍草，狗尾

草（Setaria viridis）；野燕科，菊科的野菊花等。

2 研究方法

2.1 样地调查

应用普通生态学的调查方法[3]，经充分踏查，考虑

到不同群落的类型、生境条件和人为干扰等因子的具

体情况，分别于阴坡和阳坡的上、中和下坡共设置 11

个有代表性的样地，其中衡南县5个，衡阳县6个。野

外的调查于2007年4月下旬至2007年5月下旬进行，

选取的样地面积多数为 20 m×20 m，个别地点由于地

势的影响在取样时对样地面积作相应的调整。在每个

样地内的四角和中心设置 2 m×2 m的样方共 5个，依

次进行乔木、灌木和草本等植物群落的调查。

2.2 数据处理

2.2.1 物种多样性的测度 采用Patrick丰富度指数(R)、

Simpson指数(D)、Shannon-Wiener指数(H)进行物种多

样性的计算，其表达式分别为[4-5]：

R=S(S为物种丰富度)

Simpson指数：D=∑(Pi)2

Shannon-Wiener指数：H=-∑PilnPi (Pi表示种 i的
个体数占群落总个体数的比例)

2.2.2 重要值的计算 以重要值作为分析的数量指标，

其计算方法为：乔木层重要值=（相对密度＋相对频

度＋相对优势度）/300；灌木层和草本层重要值=（相对

高度＋相对盖度）/200[4-5]。

2.2.3 计算过程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统计软件

SPSS13.0来完成[6]

3 结果与分析

3.1 植物群落结构组成

为全面调查衡阳盆地紫色土丘陵坡地植物群落

的种类，于2007年4月5月2次对其典型样地进行了群

落调查。衡阳盆地紫色土丘陵坡地乔木较为单一，有

8科 10属 12种，优势种为松树（Pinus massoniana）、杉
木（Cuninghamia lanceolata）等；灌木次之，有 20 科 42
属 58 种，优势种为荆条（Vitex negundo var.cannabifo⁃
lia）、六月雪等；草本有28科58属78种，优势种为狗尾

草、野菊花（Dendranthema spp.）等（表1）。

表1 立地类型群落优势种及其重要值

立地类型

阳-1

阳-2

阳-3

阴-1

阴-2

阴-3

优势种（重要值）

狗尾草（1.214）、野菊花（1.124）

荆条（1.986）、夏枯草（1.383）、狗尾草（1.214）

松树（2.115）、杉木（1.546）、荆条（2.005）、夏枯草（1.823）、须芒草（1.357）

狗尾草（1.757）、野菊花（1.204）、夏枯草（1.238）

荆条（2.005）、六月雪（1.312）、夏枯草（1.284）、狗尾草（1.207）

松树（2.357）、杉木（1.987）、糯米条（1.837）、一支黄花（1.387）蓼（1.209）

从表 1可知：衡阳盆地紫色土丘陵坡地植被分布

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特点，就物种多样性来说，它们大小

的变化趋势是：阴坡＞阳坡，下坡＞中坡＞上坡，且上

坡只有一些耐干旱的草本存在，中坡有灌木与草本存

在，下坡才有乔木、灌木与草本存在。

无论是阴坡还是阳坡，上坡有耐干旱的狗尾草，

中坡出现了中性的夏枯草（Prunella vulgaris）与野菊

花，至下坡偶见适生于潮湿环境的蓼（Polygonnum
spp.），这些优势种对生境土壤水分的要求是从上坡至

下坡，从阳坡至阴坡依次升高，反映了植物群落从旱生

到中生的演替趋势。

3.2 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从表2可知，衡阳盆地由于独特的生态条件，上坡

只有稀疏的草本；至中坡才有灌木与草本存在，因此，

其丰富度与多样性指数是其二者之和；到下坡既有乔

木、又有灌木与草本，故在计算其丰富度与多样性指数

时应为三者之和。由于此研究事先植物群落的权重没

有充分考虑，因此，在研究中没有计算均匀度（even-

ness）。阳坡的上、中、下坡与阴坡的上中、下坡这6种

立地类型的物种数（S）增加，Simpson index(D) 与

Shannon-wiener index(H)的大小顺序是：阴-3＞阳-3＞

阴-2＞阳-2＞阴-1＞阳-1，且物种数（S），Simpson index

注：阳-1、阳-2和阳-3分别表示阳坡的上、中和下坡；阴-1、阴-2和阴-3分别表示阴坡的上、中和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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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1

图1 不同立地类型下植物群落的物种数及生物多样性指数

变化的三维图

25

20

15

10

5

0
Shannon-wiener index(H

Simpson index(D)
物种数（S）

阴-1

阴-2阳-2

阳-3

25

20

15

10

5

0
阴-3

(D) 与Shannon-wiener index(H)三者呈正相关关系。

4 讨论

（1）由于衡阳盆地紫色土丘陵坡地不同的空间位

置的生境特点不同，从总体上来说，土壤条件、水分条

件、养分条件等表现为阴坡优于阳坡，下坡优于上坡，

因此衡阳盆地紫色土丘陵坡地的典型地段植物群落有

一定的坡性与垂直性特征、物种丰富度（S）、Simpson

index(D)和Shannon-Wiener index(H)有一定的差异，总

体上来说是下坡大于上坡，阴坡大于阳坡。此特点显

示在衡阳盆地紫色土丘陵坡地植被恢复遵循“先易后

难”的原则，先阴坡后阳坡、先下坡后上坡。

（2）由于群落的物种组成决定群落的性质、结构和

功能，环境因子对群落的物种组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各种人为拢动因素是影响群落性质、结构和功能的重

要生态因子[7]，研究通过对衡阳盆地紫色土丘陵坡地植

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分析可知，由于紫色土坡地生境条

件和人为干扰程度的不同，该区域各个植物群丛类型

的物种多样性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环境条件相对较

好的区域，物种多样性较高，在环境水热条件较差且人

为干扰较大的地方，群落结构稳定性差，物种多样性相

对较低。因此，可看出生境条件的差异和从为干扰程

度是影响该区域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的重要因素。

（3）在植被恢复的措施上，应重视进行保护，不同

的人为干扰程度，使得植被受到一定的破坏，因此，在

人为干扰比较严重、生境条件相对有利的区域应实行

全封，杜绝人为破坏，使之进行进展演替，自然恢复。

在生境条件相对较差的区域，坚持因地制宜，用科学的

方法进行人工恢复植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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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立地类型植物群落及物种多样性

立地类型

阳-1

阳-2

阳-3

阴-1

阴-2

阴-3

层次数

草本层

灌木层

草本层

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草本层

灌木层

草本层

乔木层

灌木层

草本层

物种数（S）

4

6

8

6

5

8

5

6

10

7

5

9

Simpson index(D)

0.8233

0.4891

0.7898

0.5871

0.3275

0.8578

0.9534

0.4938

0.8210

0.7395

0.4686

0.8589

Shannon-wiener index(H)

1.9647

0.7295

1.8443

0.9841

0.5356

2.0891

2.0001

0.8536

1.9120

1.0008

0.8937

2.1875

注：阳-1、阳-2和阳-3分别表示阳坡的上、中和下坡；阴-1、阴-2和阴-3分别表示阴坡的上、中和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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