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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岗山常绿阔叶林

植物群落分类和排序的研究
’

吴文谱

( 生物 系 )

夏旭华

( 科研处 )

井岗山常绿阔叶林是我国中亚热带典型的常绿阔叶林
,

具有区系成分丰富
,

珍稀植物琳

多
,

地理环境复杂
,

群落类型多样
,

生态分异较明显等特点 「̀ j
。

因此
,

对之进行深入研究
,

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和经济意义
。

本文拟对井岗山常绿阔叶林的八个典型群丛进行分类和排序研究
。

群丛编 号及 名称 如

下
:

i
、

苦储
+

豺皮樟
一

苦竹 + 粗叶木一 山姜 + 狗脊群丛 ( C a s t a n o p s i s s e l e r o p h y l l a + L i t s e a

r o t u n d i f o l i a v a r 。 o b l o n g i f o l i a 一 P l e i o b l a s t u s a m a r u 。 + L a s i a n t h u s e h i n e n s i s 一

A l p i n i a j a p o n i e a + W
o o d w a r d i a ja p o n i e a A s s .

)

1

2
、

青冈 + 红楠 一 短柱拎 一狗脊群丛 ( C y e l o b a l a n o p s i s g l a u c a + M
a c h i l u s

t h u n b e r g i )一 E u r y a b r e v i s t y l a 一 W
o o d w a r d i a j a p o n i C a A s s .

3
、

拷树 一 细枝铃 一狗脊群丛 ( C a s t a n o p s i s f a r g e s i i 一 E u r y a l o q u i a n a -

W
o o d w a r d i a ja P o n i e a A s s .

)

4
、

钩拷 + 罗浮拷 一 杜茎 --IJJ 一 狗脊群丛 ( C a s t a n o p s i s t i b 。 ` a n a + C
.

f a b r i 一 M a e s a

j a p o n i e a 一 W
o o d w a r d i a j a p o n i e a A s s 。

)

5
、

甜储 + 木荷 一 短柱拎 一 华东瘤足蔽 + 狗脊群丛 ( C a s t a n o P s i s e y r e i + S e h i m a

名 u p e r b a 一 E u r y a b r e v i s t y l a 一 P l a g i o g y r i a j a p o n i e a + W
o o d w a r d i a j a p o n i e a

A “
。

)

6
、

鹿角拷 + 硬斗石栋 一杜茎山 一 鳞毛旅群丛 ( C a s t a n o P s i s l a m o n t i i + L i t h o C a r p u s

h a n e e i 一 N a e s a ja p o n i e a 一 D r y o p t e r i s e r y t h r o s o r a A s s 。

)

7
、

红楠 + 青冈 一 短柱怜 + 碧竹 一 狗脊 + 阔叶麦冬群丛 ( M a e h i l u s ` h u n b e r g i i +

一

C y e l o b a l a n o P s i o g l a u e a
.

一 E u r y a b r e v i s t y l a + I n d o e a l a m u s t e s s e l l a t u s 一

W
o o d w a r d i a j a P o n i e a + L i r i o p e s p i e a t a A s s 。

)

s
、

银木荷 一 铃木 一 华东瘤足藏群丛 ( S e h i m a a r g e n ` e a 一 E u r y a j a p o n i c a 一 p l a g i o
-

名 y r i a j
a p o n i e a A s s 。

)

八个群丛的样方资料系根据原始样方整理而成
,

见表 1
。

整理过程中
,

参照原始样方立木记

·

本文承生物系林英教授指导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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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表除去了株数为

表 1

2以下且在 8个样方中仅出现一次的孤种 (
5i n ge l to) n

,

以减小误差影响
。

8 个 群 丛 的 样 方 资 料

|l引!1
1

门
eel|川

…
!

一

7一6
, .几

5一l41 13一
、J、11|ǔ ll
J

群 丛 编 号 }
「

1
,

2

立木树种及编号

1
。

山黄皮 R a n d i a e o e h i n c h i n e n s i s

2
.

五裂械 A e e r o l i v e r i a n u m

3
.

鹅耳杨 C a r p i n u s t u r e z a n i n o w i i

4
.

黄樟 C i n n a m o m u m p o r r e C t u m

5
.

杜英 E l a c o e a r p u s d e e i p i e n s

6
.

软英红豆树 O r m o s i a s e m i c a s t r a t a

7
.

大叶灰木 S J m p l o c o s s p
·

8
.

罗浮拷 C a s t a n o p s i s f a b r i

9
.

交让木 D a p h n i p h y l l o m m a e r o p o d u m

10
.

福建柏 F o k i e n i a h o d g i n s i i

1 1
.

红枝柴 M e l i o s m a o ld h a m i i

12
.

马尾松 P i n u s m a s s o n i a n a

1 3
.

丝线吊芙蓉 R h o d o d e n d r o n w e s t l a n d i i

14
.

红皮树 5 t y r a x s u
b
e r i f o l i a

x s
。

拷树 C a s t a n o p s i s f a r g e s i i

一6
.

鹿角拷 C
.

l a m o n t i i

1 7
.

杉木 e u n n i n ` h a m i a l a n e e o l a t a

1 8
.

木蜡树 R h u s s y l v e s t r i s

1 9
.

猴欢喜 S l o a n e a s i n e n s i s

2 0
.

苦储 C a , t a ; , o p s i s s e l e r o p h y l l a

2 1
.

云山青冈 C 丁 c l o b a l a n o p s i s n o b i o m

2 2
.

山桂皮 C i n n a nr o m u m “ p
·

2 3
.

薯豆 E l a e o e a r p ,: 5 ja p o n i e u s

2 4
.

马银花 R l: o d o d e n d r o n o v a t u m

2 5
.

黄端木 A d i
: l a n d r a m i l l e t t i i

2 6
.

甜储 C a s t a : , o p s i s e y r e i

2 7
.

四照花 D 。 n d r o b e n t } l a m i a k o u s a v a r . e h i n e n s i s

2 8
.

毛桂 C i n n a m o m u m a p p e l i a n u ln

2 9
.

黄檀 D a l l〕 e r : i a h u p e h a n a

3 0
.

黄祀 E n g e lh a r d t i a r o x b u r g h i a n a

3 1
.

盘柱冬青 I l e x k e n g i i

3 2
。

榕叶冬青 1
.

f i c o i d e a

3 3
.

玉兰 M
a g n o l i a d e n u d a t a

l l

l

l

1

1

1

1 l

...一..l

l

l

1 1

1 1 1
.

1

l

l

l

1

l

1

1 1 1 1 1 1 { l

1 l

l

l

l } 1

1 {

l { 1
一

1 { l一
1 { 1

1

l

1 1

l 1

l

注11l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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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光叶 I力毛样 F a g u ; l o C i d a

3 5
.

杨梅 M y r i C a r u b
r a

3 6
.

常绿樱 P r u n u s “ p
.

3 7
.

光叶石楠 P h o t i n i a g l a b r a

3 8
.

老鼠矢 S y m p l o c o S s t e l l a r i s

3 9
.

大叶山矾 5
.

g r a n d i s

4 0
。

乌饭树 V a c c i n i u m b r a C t e a t u nr

4 1
.

红淡 A d i n a n d r a f o r m o s a n a

凌2罗浮柿 D i o s p y r o s m o r r i s i a n a

4 3
.

冬青 I l e x c h i
: l e n s i S

4 4
.

泡花树 M e l i o s m a c u n e i f o l i a

4 5
.

大叶含笑 M i c h e l i a f a l l a x

4 6
.

木犀榄 O l e a s p
.

4 7
。

台湾松 P i n u s t a i w a 。 。 n 、 15

4 8
。

木荷 S ` : h i
,二 a s u p e r b a

雌9
.

银木荷 5
. a r g e n t e a

5七)
.

香 }于卜树 L i : l d e r a o o m rn u n i s

5 ]
.

青冈 C y e l o b a l a n o p s i s g l a u c a

5 2
.

多花 11工j勺子 G a r e i n i a m u l t i f王o r a

5 3
.

凹叶冬青 I l e x e h a o p i o n i i

5 4
.

豺皮樟 L i t : 。 a r o t u n d三f o l i a
、 厂a : . o b l o n g 汀 o l i a

5 5
。

束{)私习李 P r u n o s s p i n u l 。 、 a

5 6
.

厚皮香
`

f e r n s t r o e m i a g y m n a n t h e r a

5了
.

中华润栋 M a e h i l
u s e h i n o n 、 15

5 8
.

青榨械 A c e ,
·

d a v i d i i

5 9
。

树参 D e n d r o P a 们 a x e h e
v a l i o r i

6 0
.

狭叶杜英 E l a e o C a r P u S l a n c e a f o l i t: S

6 1
.

石栋 L i土1
1 o c a : p 。 5 g l a b e r

6 2
.

湘楠 尸h o o b e h u o a o e “ “ 1 5

6 3
.

拟赤杨 八 l
, 1工! 飞 h , I l u m f o ; t u n 〔·

呈

6通
.

钩拷 C a : 士a n 。 )
p s , s t , b e t o n a

6 5
.

虎皮楠 D a P h n i p h y l l u m g l a u C e S 。 e n s

。 6
.

硬 斗石栋 L
l t h

( } e 。 r p u s h a n e o i

6 7
.

高山稠 L
. s p

.

6 8
.

薄叶祯楠 人l a e h i l u s ] e p t o p h y ]〕a

59
.

小叶石楠 尸h o t i n i a p a r v i f o l i a

了0
.

鹿角杜鹃 R h o d o d e n d
r o n l a t o u c il e a e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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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群落分类

群落分类采用 J a e c a r d ( 1 9 0 1) 匹配系数 { 2 ] : C = 。
八

。 + 乙+ 。 )得出相似系数半矩阵
。
C值理

论上最大值为 1 ,

但实际上相同群落的重复样本其C值通常表现为0
.

85 1“ 11 3 ]
。

这主要是由两个

因素所造成
。

其一是因为在植被调查过程中
,

一般是以群落最小表现面积作为样地面积厂而群

落最小表现面积并不能百分之百地反映群落的区系组成
; 其二则是由于在调查中存在着一定

程度的人为误差
。

另外
,

不同作者对样地数据处理方式的不 同
,

也会影响 C值的大小
。

为慎重起

见
。

我们估算了井岗 !
_

IJ和九连山常绿阔叶林各林系中群丛之间的相似系数
,

均未发现 有 大 于

。
.

8凡的
。

建群种灌木层和草木层优势种均泪 同的成对样地
,

其相似系数变动于。
.

73 ~ 。
.

82 之间
。

由此可见
,

以 0
.

85 取代

1作为 C值的最大值是

比较 台理的
。

故本文采

少}10
.

8 5减 C值
,

得出 相

计系数
、

卜矩阵
,

见表 2
·

相

根据相异系数半矩 异

阵
,

技照等级聚合方法 系

中的组平 均 ( g r o “ p
一

数
: 、 v e r 几匕。

)
,

法将 8 个群

达逐 一 聚合
,

其聚合结

果
_

见图 1
。

8 个群达配对的相似系数和相异系数
一 {

2 3 4 5 6
。

7 8
_ { {

相似系数

()
。

2 7 3 0
.

_

一 o
’

0
.

6 { 5

0
。

5 6 0 0
。

0
.

5 7 5 0
.

0
.

5 6 4 0
.

0
.

5 3 6 0
.

} 8 0
.

7 8 9 0
.

7 1 1 0

2 0 0 0
.

2 5 9 0
.

] 5 8 0
。

1 7 1 0
。

17 6 0
。

0 6 1

2 3 5 0
.

2 9 0 0
.

2 7 5 0
.

2 8 6 0
.

3 x 4 0
。

13 9

一 o
·

3 6 0 0
·

1 2 8 0
·

2 6 3 }0
·

3 3 3 0
·

0 6 1

4 9 0 一 0
.

1 6 7 0
.

2 7 8 一0
.

5 2 0 0
.

1 0 0
l

7 2 2 0
.

6 8 3
.

一 0
.

2 4 4
}

0
。

2 0 0 0
.

3 0 3

5 8 7 0
。

5 7 2
一

0
。

6 0 6 一
,

0
。

2 6 8 0
。

1 4 6

5 1 7 0
,

3 3 0
’

0
.

6 5 0 0
·

5 8 2 { 一 0
.

1 1 4

7 8 9 0
.

7 5 0 0
.

5 4 7 0
。

7 0 4 { 0
.

7 3 6 一

一子八U
`.1,曰QJ通任

1一057.65.59

…69
n廿八曰八Unàno

咖丹
巨
奋
.

冲é.际卜

二
、

群落排序

表 3 8 个群丛排序的主要计算值

群落的数量分类有助于建立一个较客观

的植被分类系统
,

但分类主要是揭示植被间

断性
,

而为 了揭示唯被变化的连续性
,

通常

实施群落排序
。

本文采川极点排 序法 { “ 〕〔 5 1。

该方法 于
一

瓦

卜年代件,期由W i s c o n s i 二学派的的 B
r a y

-

C 。 r t 、 5 所创立
,

故也称 B C法
。

由于其计算

简单
,

意义明确
,

且直现
,

所以应 用很 J
、 一 。

根据表 2
,

标出 8个群丛排序的主要计算

值如表 3
。 x 轴的两个极点为群丛 1和群丛 8

,

群从号 x 车由 y轴 z 轴

公劲丁址匀
,

0

0
.

3 6 1

0
.

3 39

0
。

3 29

0
。

6 4 4

O
。

4 7 2

0
。

4 3 0

0
。

7 8 9

0
。

2 3 4

0

0
。

6 15

0
。

3 6 7

0
。

] 5 2

0
。

2 8 6

0
。

3 2 4

O
。

2 12

0
。

2 8 5

0
。

2 6 2

0
。

2 2 5

0
。

10 4

0
。

3 3 9

0
。

5 8 2

0

0
。

4 6 6

z今1345678

,轴的两个极点为群丛 2 和群丛 3
, “ 轴的两个极点为群丛 7 和群从 6

。
8个群从的二维仁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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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结果如图 2
、

图 3 所示
。

参照图 1 和图 3

维排序图
,

基本上可 以预知分类的聚合过程
。

.

9 1
·

可 以看出分类和排序结果是一致的
。

根据三

.9’权

.

d权。

!

三
、

生态学分析

为了方便生态学分析
,

兹将

j又个群丛的空间配置示之于图 4

以供参照
。 · 、

l
、

温度的影响
。

观察
x 轴

,

低海拔的群丛 1 和高海拔的群丛

8 各居一端
,

海拔比较高的 群 丛

6 靠近群丛 8
,

而海拔较低且较

一致的群丛 2 屯
一

3
、

4
、

6
、

7

偏 向群丛 1
。

可见井岗山常绿阔

叶林的垂直分异是很明显在群落

分类图解上也可看出这一点
。

即

海拔高度相近的先聚合
,

海拔高

度差异大的后聚合
。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

坡向对

海拔高度引起的生态效应有一定

的调剂作用
。

考察群丛 5
、

7
、

4
、

2 与两个低海拔群丛 l 和 6

的相似系数
,
C

。 。

< C
。 7

< C
。 `

< C
。 :

且 C
, 5

< C
I :

<
, 4

< C
: : 。

这说明群丛 7虽然比群丛 4 低 10 0

米
,

但 由于它坡向偏北
,

所以和

低海拔群丛 1 和 6 的相似性反而

不如群丛 4 了
,

即海拔差异被坡

向差异抵消了
。

可见
x 轴基本反映了热 量 的

梯度变化
。

认认
弘斗斗斗斗斗斗斗 `̀̀̀科 ,,

国 1 8个件 才极 采旧
,派。争架合 ” 宁, ( }勺

! )

户.

必愁

2
、

湿度的影响
。

考察海拔高度相似的群丛 3 和群丛 7
,

如果坡向对植被的影响仅呈南

坡一北坡轴向变化
,

即仅决定于光照所产生的阴阳坡
,

那么
,

因为群丛 3 比群丛 7 偏南 25
“ ,

所以群丛 3 与东南面的三个群丛 4
、

2
、

6 的相似系数应大于群丛 7 与该三个群丛的相似系

举 但事实正好相反
,

是 C
` ,

> C
` 3 ,

C
: :

> C
Z。 ,

C
。 ,

> C
。 3 ,

这就意味着有一个呈东南
一

坡

一西北坡轴向变化的生态因子
,

它的存在掩盖了 2 5
。

坡向差异造成的热量 差异
,
使群丛 7 与

群丛 4
、

2
、

6 的相似性增大
,

而群丛 3 则适得其反
。

进一步考察以位于东南坡的群丛 2 和位于西北坡的群丛 3 为极点的 ,轴
。

该轴上海 拔 高

度相差很大的群丛 1和群丛 8 的排序值很接近
,

说明 ; 轴的排序与热量无密切关 系
。

根据原



.

2 9
·

始样方的生境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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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于 y 轴一

端的群丛 2 生境极为潮湿
,

林内

树干上有苔鲜植物附生
,

草本层

除狗脊外
,

还有阔叶苔草 ( C ar
e x

s id e r o s t i e t a )
、

千层塔 ( L y
-

心 o p o d i u m s e r r a t u m )
、

山姜等
。

而排于刀轴另一端的群丛 3 ,

林内

无苔鲜植物附生
,

草本层主要是

狗脊和淡竹叶 ( L o p h a t h e r u m

` r “ c ` 1“ ) 俨见生境相对干燥
。

群丛 5 和群丛 8 接近云雾线
,

生

境阴湿林内枝干上苔醉植物附生

显著
,

故在歹轴上的位置偏 于 群

丛 2
。

由此可见
, 万轴是反映湿度

差异的
,

且湿度差异在同一海拔

高度上具有东南坡一西北坡轴向

变化的性质
。

东南坡之所以较西
; !匕坡 潮

湿
,

究其原因有二
。

一是由于东

南季风的影响
,

二是 由于光照的

时空差异使东坡的水分蒸发量小

于西坡 [ 4 ]
。

3
、

根据上述分析
,

可参照三

维排序图
,

把 8 个群丛分为下列

4 组
:

群丛 1 单独构成暖性偏湿

组
,

群丛 5
、

8 为冷性偏湿组
,

群

丛 3
、

4
、

7 为偏暖干性组
,

群丛 2

4
、

在群落分类的聚合过程中
,

`
禅劝

4一日呱 3 .5
,

习、

仔父别场

.

尹
`

纽橄
之书

日却咤劝
自斗 8个群 必的 食向肠乙资

.
撼

号中味
一个坎宇乐海拔

一

高准帅 )

常 二 个 , 义字承 t仪度
。

、

6为偏暖湿性组
。

干性组和湿性组先聚合
,

然后再和暖性组和冷性组聚合
,

可见在这 8 个群丛中
,

热量差异的生态效应较湿度差异的生态效应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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