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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南充
$%&"",

&

!

四川省旺苍县米仓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四川旺苍
$!)!""

#

摘
!

要$以四川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内的台湾水青冈"

!"

#

$%&"

'

"(")

#群落为研究对象!采用
!"3<%"3

典型样地调

查的方法!对群落的物种组成)区系特征)生活型谱)重要值)物种多样性)优势种群年龄结构及群落结构的相似性

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

#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内台湾水青冈群落中共有维管束植物
#!,

种!隶属于
')

科
)%

属!其中蔷薇科为优势科&植物区系以北温带)泛热带及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为主!具有南北区系的特点&生活谱

型主要以高位芽植物"

$#-#$=

#和地下芽植物"

!%-#'=

#为主!其它生活型较少!这与米仓山台湾水青冈群落分布

区所在的地理区位相吻合'"

!

#乔木层中台湾水青冈种群的重要值达到
'!-%&=

!为群落的单优势种'群落中灌木

层的
>?41181*@/A1AB

指数为
"-,&

!显著高于乔木层和草本层!反映出灌木层物种丰富的特点'"

%

#在台湾水青冈

种群年龄结构中!

"

级和
#

级个体所占比例为
!'-"+=

!

$

级和
%

级个体所占比例为
+'-)#=

!反映出种群具有不

良的自然更新特点'"

'

#群落相似性分析表明!台湾水青冈群落可分为
'

个类群!类群间在物种组成方面具有显著差

异'研究认为!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内的台湾水青冈的群落特征和多样性水平因地处内陆已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关键词$台湾水青冈&群落学特征&物种多样性&米仓山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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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水青冈"

!"

#

$%&"

'

"(")

#属壳斗科"

a4*

J

47A4A

#水青冈属"

!"

#

$%

#的落叶乔木!树高可达
!+

3

以上!是中国特有树种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

物*

#

+

'该物种现主要分布于中国台湾岛的北部山

区!在湖北)甘肃)四川和陕西的大巴山脉!以及浙江

临安的清凉峰)永嘉四海山和庆元等地也有分布*

!

+

'

从现有资料来看!针对台湾水青冈的研究侧重点主

要集中在种群更新动态与生境的关系)群落学特征)

物种多样性)密度制约效应及
G>>[*̀P[

体系的优

化等方面!如郭瑞等对清凉峰台湾水青冈种群更新

动态与其生境关系进行了研究*

!

+

&何俊等研究了七

姊妹山和清凉峰等地台湾水青冈的群落学特征*

%*'

+

&

翁东明等*

+

+研究了清凉峰台湾水青冈群落物种多样

性&丁文勇等分别对清凉峰台湾水青冈群落优势种

群的密度制约效应以及
G>>[*̀P[

体系的优化进行

了研究*

$*&

+

'

由于近年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的长期

干扰以及种群自身较弱的更新能力!台湾水青冈的

生存和发展面临着种子散布困难*

)*,

+

!人为破坏严

重*

#"

+

!老树毁坏范围大*

##

+等困境&故深入了解台湾

水青冈群落的特征!掌握其生物多样性状况!揭示其

生存现状对该类植物的保护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四川米仓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米仓山
*

大巴山

山脉西段南坡!地处北亚热带和北温带的交界区域!

也是中国内陆地区首次发现台湾水青冈种群分布的

区域所在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台湾水青冈研究的

区域主要集中在台湾拉拉山)浙江清凉峰)湖北七姊

妹山等地*

%

!

+*$

!

#!

+

!而针对内陆地区台湾水青冈群落

的研究工作并不多见'米仓山山脉与台湾岛相距近

#&""b3

!中间又有台湾海峡相隔!二者在气候)土

壤环境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因此推测分布于米仓山

山脉的台湾水青冈群落特征和多样性水平可能具有

明显的地域特点'本实验以四川米仓山自然保护区

为研究区域!针对不同样地的台湾水青冈群落进行

研究!研究结果为进一步了解和保护台湾水青冈种

群提供理论参考'

#

!

材料和方法

=-=

!

研究区概况

米仓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盆地北缘)米仓山

南麓和旺苍县东北部!地理坐标为
%!̂!,_

&

%!̂'#_

L

!

#"$̂!'_

&

#"$̂%,_2

!总面积
!%'""?3

!

!该区域

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降雨充沛!湿度大'年均

温
#%-+

&

#$-+c

!年降水量达
##""

&

#'""33

'

土壤类型多样且呈垂直地带性分布!主要为黄壤

"

#!""3

以下#)黄棕壤"

#!""

&

!"""3

#和山地棕

壤"

!"""3

以上#

*

#%

+

'植被类型以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为主!兼有落叶阔叶林分布'保护区内共有维管

束植物
#,+

科
,',

属
!+,&

种!分别占全国维管束

植物科属种的
++-!'=

)

!,-)$=

和
,-+&=

!根据陈

坚*

#"

+对米仓山自然保护区水青冈属资源的调查!结

果表明该区域内广泛分布有水青冈"

!"

#

$%,-.

#

/+

0

)(/-,"("

#)亮叶水青冈"

!*,$1/2"

#)台湾水青冈和

米心水青冈"

!*).

#

,)3/"."

#等
'

种水青冈属植物'

=->

!

研究方法

=->-=

!

样地设置和调查方法
!

!"#'

年
&

月对四川

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内的台湾水青冈群落进行野外调

查'鉴于保护区内台湾水青冈群落呈斑块状分布!

故在每个斑块中选取代表性区域布设样地!每个样

地与相邻样地至少相距
!b3

!样方大小为
!"3<

%"3

!共设
#)

个样方!记录样地的坡向)坡度)郁闭

度)海拔及经纬度等信息"表
#

#'

采用常规群落调查方法!对样地内株高在
+-"

3

以上的乔木进行每木调查!记录下树种名称)胸

径)树高)物候)枝下高及冠幅&并在每个样方的四角

和中心分别设置
#

个
+3<+3

的灌木样方和
#

个

#3<#3

的草本样方'记录灌木和草本样方中的

物种名称)高度)盖度)株丛数及基径'

=->->

!

区系及生活型谱分析
!

参照吴征镒*

#'

+对中

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标准!对样地内

台湾水青冈群落中的所有属进行区系划分&根据

[4:1b/4AB

对植物生活型的划分方法*

#+

+

!对保护区

+&#

#

期
!!!!!!!!!

李大东!等$四川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台湾水青冈群落学特征及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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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_!+-)d %!̂%,_%"-'!d

西北
L8BZ?;A0Z #)

轻
>5/

J

?Z '-!" #&)"

>

#)

乌滩
@:Z41 #"$̂%!_+$-$d %!̂'"_#$-&"d

东
240Z %+

轻
>5/

J

?Z +-"" #&&+

内的台湾水青冈群落的生活型谱进行统计分析'

=->-?

!

物种重要值和多样性分析
!

乔木层物种的

重要值参考马克平*

#$

+及马克平和刘玉明*

#&

+生物群

落多样性的测度方法进行'公式如下$

乔木层重要值"

45

#

f

*相对多度"

67

#

D

相对

显著度"

68

#

D

相对频度"

6!

#+%

%

物种多样性分析参考马克平的方法*

#)

+

!分别选

取了
>?41181*@/A1AB

指数"

9

#)

]4B

J

45AO

丰富度指

数"

:

;

#)

/̀A58:

指数"

<

#)

>/3

U

081

指数"

:

=

#作为多

样性的评价指标'公式如下$

>?41181*@/A1AB

指数$

9f(

'

8

/

518

/

]4B

J

45AO

丰富度指数$

:

;

f

"

=(#

#%

51>

/̀A58:

指数$

<f(

'

8

/

518

/

%

51=

>/3

U

081

指数$

:

=

f#(

'

8

!

/

式中!

=

物种数目&

>

为所有物种个体数总和&

8

/

表

示第
/

个物种的个体数与群落总个体数之比'

=->-@

!

种群年龄结构分析
!

根据植物生长发育的

情况并按照曲仲湘等*

#,

+对立木的划分标准为依据!

将样地内的台湾水青冈种群进行
+

级划分&

"

级$高

度
#

%%73

的幼苗&

#

级$高度
$

%%73

胸径
#

!-+

73

的苗木&

(

级$胸径在
!-+

&

&-+73

的幼树&

$

级$胸径在
&-+

&

!!-+73

者&

%

级$胸径
$

!!-+73

者'并根据分级的结果采用
297A5

进行作图统计'

=->-A

!

群落结构的相似性分析
!

运用英国普利茅

斯海洋实验室开发的
B̀/3AB+-"

软件进行群落结

构的相似性分析'首先将所调查的
#)

个台湾水青

冈样地按照布设线路分为
%

个组&其次以
#)

个样地

为样本!各样地中的物种及株数为变量组成原始数

据矩阵&再次采用
gB4

X

*P:BZ/0>/3/54B/Z

X

系数及非

加权的方法建立相似性矩阵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组平

均连接法建立等级聚类分析图&然后建立非度量多

维标度排序"

1813AZB/73:5Z/I/3A10/81450745/1

J

!

简称
]H>

#图分析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内台湾水青冈

群落的结构特征*

!"*!#

+

'最后用相似性分析和胁强系

数来检验不同矩阵间的显著性差异!样本间的距离

表示相似性的高低!相似性越高!距离越近'

!

!

结果与分析

>-=

!

群落的物种组成

样方调查结果显示!米仓山台湾水青冈群落中

的植物共有
#!,

种!隶属
')

科
)%

属"表
!

#'优势

科是蔷薇科"

[8047A4A

!

)

属
##

种#&其次是百合科

"

F/5/47A4A

!

&

属
#"

种#)壳斗科"

a4

J

47A4A

!

+

属
#+

种#和禾本科"

MB43/1A4A

!

+

属
$

种#&其中蕨类植物

共有
+

科
$

属
$

种!占总种数的
'-&=

&裸子植物共

有
!

科
%

属
+

种!占总种数的
%-,=

&被子植物共有

'#

科
&'

属
##)

种!占总种数的
,#-+=

'另有
%

个

科 超过
#"

个种!它们分别为壳斗科
#+

种!蔷薇科

$&#

西
!

北
!

植
!

物
!

学
!

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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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四川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台湾水青冈

群落科)属)种组成

N4Y5A!

!

N?A783

U

80/Z/818O0

U

A7/A0

!

J

A1AB441IO43/5/A08O

!*&"

'

"(")7833:1/Z

X

/1]/741

J

0?41L4Z:BA[A0AB\A

!

>/7?:41

序号

L8-

科名

a43/5

X

143A

属数

L8-8O

J

A1:0

种数

>

U

A7/A0

1:3YAB

#

百合科
F/5/47A4A & #"

!

报春花科
B̀/3:547A4A # #

%

北极花科
F/114A47A4A # #

'

茶科
N?A47A4A ! '

+

灯心草科
R:1747A4A # #

$

冬青科
E

6

:/O85/47A4A # #

&

豆科
FA

J

:3/1804A # #

)

杜鹃花科
2B/747A4A # +

,

海桐花科
/̀ZZ80

U

8B47A4A # #

#"

禾本科
MB43/1A4A + $

##

红豆杉科
N4947A4A # #

#!

胡桃科
R:

J

541I47A4A # #

#%

虎耳草科
>49/OB4

J

47A4A % %

#'

桦木科
gAZ:547A4A ! '

#+

黄杨科
g:947A4A # #

#$

金星蕨科
QA5

XU

ZAB/I47A4A # #

#&

堇菜科
h/8547A4A # %

#)

菊科
P83

U

80/Z4A # #

#,

壳斗科
a4

J

47A4A + #+

!"

兰科
KB7?/I47A4A ! !

!#

鳞毛蕨科
HB

X

8

U

ZAB/I47A4A ! !

!!

鳞始蕨科
F/1I04A47A4A # #

!%

马鞭草科
hABYA147A4A # #

!'

马兜铃科
EB/0Z8587?/47A4A # #

!+

毛茛科
[41:17:547A4A % %

!$

漆树科
E1474BI/47A4A # #

!&

槭树科
E7AB47A4A # $

!)

蔷薇科
[8047A4A ) ##

!,

茄科
>854147A4A # #

%"

忍冬科
P4

U

B/O85/47A4A ! &

%#

瑞香科
N?

X

3A54A47A4A # #

%!

桑科
]8B47A4A # #

%%

莎草科
P

XU

AB47A4A ! %

%'

山矾科
>

X

3

U

58747A4A # !

%+

山茱萸科
P8B147A4A # #

%$

松科
/̀147A4A ! '

%&

铁线蕨科
EI/41Z47A4A # #

%)

碗蕨科
HA110Z4AIZ/47A4A # #

%,

卫矛科
PA540ZB47A4A # !

'"

无患子科
>4

U

/1I47A4A # #

'#

五加科
EB45/47A4A # #

'!

五味子科
>7?/041IB47A4A # #

'%

小檗科
gABYAB/I47A4A ! !

''

悬铃木科
5̀4Z4147A4A # #

'+

远志科
8̀5

XJ

4547A4A # #

'$

芸香科
[:Z47A4A ! !

'&

樟科
F4:B47A4A ! $

')

紫金牛科
]

X

B0/147A4A # #

总计
N8Z45 ') )% #!,

##

种!百合科
#"

种"表
!

#'

>->

!

植物区系组成

由表
%

可知!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内台湾水青冈

群落由
#+

个区系分布类型组成!主要以北温带)泛

热带)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及世界分布为主!分别

占总属数的
%%-&%=

)

#)-"&=

)

,-$'=

和
,-$'=

'

其中北温带分布类型有
!)

属!主要位于群落的乔木

层和草本层!如水青冈属)栎属"

?$)31$%

#)山茱萸属

"

@-3.$%

#和绣线菊属"

=

0

/3")"

#等&泛热带分布类型

有
#+

属!主要位于群落的灌木层和草本层!如卫矛

属"

A$-.

'

B$%

#)冬青属"

4,)C

#)紫金牛属"

732/%/"

#

和菝葜属"

=B/,"C

#等&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类型

有
)

属!以灌木层和乔木层为主!如胡枝子属"

D)%+

0

)2)E"

#)十大功劳属"

;"&-./"

#)石楠属"

8&-(/./"

#

和柯属"

D/(&-1"3

0

$%

#等&世界分布类型有
)

属!以

草本层和灌木层为主!如灯心草属"

<$.1$%

#)堇菜属

"

5/-,"

#)远志属"

8-,

'#

","

#和悬钩子属"

6$F$%

#等'

>-?

!

群落生活型谱

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内台湾水青冈群落的生活型

谱"表
'

#!在
#!,

种植物中!除去少量的藤本植物!

种类最多的为高位芽植物!有
&'

种!占总种数的

$#-#$=

&地下芽植物有
!)

种!占总种数的
!%-#'=

&

地上芽植物
#"

种!占总种数的
)-!$=

&种类较少的

是地面芽"

)

种#和一年生植物"

#

种#!分别占总种数

的
$-$#=

和
"-)%=

'在高位芽植物中!大高位芽最

少"

$

种#&乔灌层物种丰富!小高位芽"

%#

种#!中高

位芽"

!)

种#植物较多!而矮高位芽数量较少"

,

种#'

>-@

!

乔木层物种重要值

由表
+

和图
#

可见!在乔木层中台湾水青冈共

有
'&&

株占据主导地位!具有较大的相对多度!径级

结构主要以第
%

级为主!其中
$

"

#)$

株#)

%

"

#,"

株#级的台湾水青冈占乔木层总株数的
%+-,)=

!相

对显著度大!为
$)-#%=

!其重要值为
'!-%&=

&锐齿

槲栎"

?$)31$%",/)."\4B-"1$()%)33"(" ]49/3-

#株

数较多!相对多度较大!径级主要以第
$

级为主!第

%

级也具有一定比例!其重要值为
&-&"=

位居第二&

米心水青冈株树虽少于台湾水青冈但多于锐齿槲栎!

其径级结构主要以第
$

级为主!重要值为
+-))=

'其

他伴生种如$猫儿刺"

4,)C

0

)3.

'

/aB417?-

#)四川杜鹃

"

6&-2-2).23-.%$(1&$).).%)aB417?-

#和柃木"

A$3

'

"

G

"

0

-./1"N?:1Y-

#等重要值低不超过
+-&$=

'

>-A

!

物种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表
$

#!在台湾水

青冈群落中乔木层的物种数为
%)

!灌木层为
))

!草

&&#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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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层为
%'

&灌木层的
]4B

J

45AO

指数"

)-$+

#大于乔木

层"

+-%!

#和草本层"

'-,)

#&而在多样性指数和均匀

度指数方面乔木层和草本层均大于灌木层'具体

为$乔木层的
>/3

U

081

指数"

"-&&

#大于灌木层"

"-

%%

#和草本层"

"-&!

#&乔木层的
>?41181*@/A1AB

指

数"

!-!&

#大于灌木层"

"-,&

#和草本层"

#-,)

#&乔木

层的
/̀A58:

指数"

"-$!

#大于灌木层"

"-!!

#和草本

层"

"-+$

#'

>-B

!

种群年龄结构

根据
#)

个样地面积的统计结果表明!台湾水青

冈种群处于
"

级的个体有
),

株!

#

级有
&$

株!

(

级

有
#'+

株!

$

级有
#)$

株!

%

级有
#,"

株'

$

)

%

所

占比例较大且接近!分别为
!&-##=

和
!&-&"=

!

(

级所占比例为
!#-#'=

!

#

级所占比例最小!为

表
?

!

四川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台湾水青冈群落维管束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N4Y5A%

!

H/0ZB/Y:Z/81Z

XU

A8O\407:54B

U

541Z

J

A1:08O!*&"

'

"(")7833:1/Z

X

/1]/741

J

0?41L4Z:BA[A0AB\A

!

>/7?:41

分布类型
EBA45*Z

XU

A

属数
L8-8O

J

A1:0

百分比
ÀB7A1Z4

J

A

%

=

#-

世界分布
P8038

U

85/Z41 ) ,-$'

!-

泛热带分布
4̀1ZB8

U

/7 #+ #)-"&

%-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NB8

U

/7E0/441IE3AB/74I/0

.

:17ZAI % %-$#

'-

旧世界热带分布
K5I@8B5INB8

U

/70 # #-!"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NB8

U

/7E0/4Z8NB8

U

/7EOB/74 # #-!"

&-

热带亚洲"印度
*

马来西亚#分布
NB8

U

/7E0/4

"

G1I8*]45A0/4

#

' '-)!

)-

北温带分布
L8BZ?NA3

U

AB4ZA !) %%-&%

)*'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L8BZ?NA3

U

41I>8:Z?NA3

U

I/0

.

:17ZAI # #-!"

,-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240ZE0/441IL8BZ?E3AB/74I/0

.

:17ZAI ) ,-$'

,*#

东亚和墨西哥间断分布
240ZE0/441I]A9/78I/0

.

:17ZAI # #-!"

#"-

旧世界温带分布
K5I@8B5INA3

U

AB4ZA ! !-'#

#'-

东亚分布
240ZE0/4I/0ZB/Y:Z/81 + $-"!

#'*#

中国
*

喜马拉雅
>/18*Q/3454

X

4 ! !-'#

#'*!-

中国
*

日本
>/18*R4

U

41 % %-$#

#+-

中国特有分布
21IA3/7Z8P?/14 # #-!"

合计
N8Z45 )% #""

表
@

!

四川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台湾水青冈群落植物生活型谱

N4Y5A'

!

F/OA*O8B30

U

A7ZB48O!*&"

'

"(")7833:1/Z

X

/1]/741

J

0?41L4Z:BA[A0AB\A

!

>/7?:41

%

=

样地

>43

U

5A

U

58Z

大高位芽

]A

J

4̀?

"

]M̀

#

中高位芽

]A08̀?

"

]>̀

#

小高位芽

]/7B8̀?

"

]P̀

#

矮高位芽

L418̀?

"

L̀

#

地上芽

P?434A

U

?

X

ZA

"

P?

#

地面芽

QA3/7B

XU

Z8

U

?

X

ZA

"

Q

#

地下芽

MA8

U

?

X

ZA

"

M

#

一年生

N?AB8

U

?

X

ZA

"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
!

北
!

植
!

物
!

学
!

报
!!!!!!!!!!!!!!!!!!!

%$

卷



表
A

!

四川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台湾水青冈群落乔木层物种重要值

N4Y5A+

!

G3

U

8BZ41Z\45:A08O0

U

A7/A0/1ZBAA54

X

AB8O!*&"

'

"(")7833:1/Z

X

/1]/741

J

0?41L4Z:BA[A0AB\A

!

>/7?:41

物种

>

U

A7/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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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结构的相似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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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植物群落是生长在某一地区的植物经过长期历

史发展的产物!因此植物群落的特征往往和所处的

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地处北温带

与亚热带的过渡区!区内的植物群落在物种组成)区

,&#

#

期
!!!!!!!!!

李大东!等$四川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台湾水青冈群落学特征及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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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特征和生活型谱等方面也很可能独具特点'我们

发现台湾水青冈群落中共有维管束植物
#!,

种隶属

')

科
)%

属&其中壳斗科)蔷薇科和百合科为优势科

在群落中占据重要地位!且台湾水青冈群落区系中

温带性质属"

N

#所占比例为
$"-!'=

!热带性质属

"

[

#所占比例为
!)-,!=

'根据方全等*

!!

+的研究!

利用区系分析结果中温带属和热带属的比值"温热

比#可以准确揭示植物区系的性质和特点'采用该

方法!我们获得台湾水青冈群落中的温热比"

N

%

[

#

为
!-")

!反映出该区温带属在整个植物区系中占主

导地位'这与应俊生*

!%

+对秦岭植物区系性质的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此外!我们还发现尽管台湾水青

冈群落处于北温带和亚热带的过渡区!但其区系中

缺失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温带亚洲!地中海区西

亚至中亚和中亚及其变型等分布类型!一方面这可

能是本研究只考虑了一种植物群落"台湾水青冈群

落#!而没有考虑其他群落所引起的统计误差'另一

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台湾水青冈群落分布在海拔
#

+""

&

#,""3

的区域内!造成某些热带区系的植物

分布受到限制!从而导致其区系成分的缺失'另外!

我们还发现群落的生活型谱以高位芽植物为主!而

地面芽和一年生植物相对较贫乏!其中高位芽尤以

小高位芽和中高位芽占主导地位!大高位芽植物较

少'根据江洪和于顺利等的研究*

!'*!+

+

!生活型谱的

组成成分往往会受到群落所在地海拔)纬度或水热

条件的影响'为此!对不同海拔段的高位芽植物比

例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随着海拔的增高其比例逐

步下降!低海拔"

#+$+

&

#$!,3

#样地的高位芽植

物平均占比"

)"-&%=

#大于中海拔"

#$)%

&

#&$'

3

#样地"

&,-%%=

#和高海拔"

#&&+

&

#),$3

#样地

"

&#-!)=

#!表现出大高位芽植物的分布主要受海拔

影响的特征!尽管该现象与前人对卧龙植物生活型

垂直分布规律及对喀喇昆仑山
*

昆仑山地区植物生

活型组成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

+

!但由于本研究样

地海拔范围较小"

#+$+

&

#),$3

#!且影响生活型

谱的除了海拔还有纬度)地形)物种年龄等因子!所

以该结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群落聚类

分析可以直观地反映出群落间的相似性'采用

B̀/3AB+-"

软件对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内的
#)

个台

湾水青冈群落进行聚类'结果表明!该区域的台湾

水青冈群落可分为
'

个类群!且
ELK>]

和胁强系

数的显著性检验均表明这
'

个类群间具有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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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结果

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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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群
"

包括了
)

个样地的群落!

在该类群灌木层中冷箭竹占据绝对优势'类群中样

地
,

!样地
#"

和样地
#&

与其他样地在地理位置上

相隔较远'类群
#

包括了
'

个样地的群落!该类群

具有物种丰富的特点'类群中样地
!

和样地
+

与其

他样地在地理位置上相隔较远'类群
$

包括了
+

个

样地的群落!该类群草本层相对丰富'类群样地
'

和样地
#$

与其他样地在地理位置上相隔较远'虽

然上述
%

个类群中各自均分别包含了少数地理位置

相对较远的样地!但根据野外调查的结果!这些样地

与该
%

个类群的其他样地均为黄棕壤具有相似的土

壤理化性质且纬度跨度范围较小降雨丰富!根据前

人对森林群落植被格局的环境解释及对植被覆被与

水热响应的研究表明*

%"*%#

+

!土壤养分和水热组合将

")#

西
!

北
!

植
!

物
!

学
!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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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最终的植物群落类型!故在相似的土壤养分及

水热环境下!群落的植被类型也趋于相似'因此也

表现出与本类群相似的群落组成和物种多样性'此

外!类群
(

与其它类群差异显著!表现出物种种类较

少的特征'根据陈坚*

#"

+的研究!牛撒尿样地地处米

仓山金场坝林场附近!早年曾遭受人为砍伐'所以!

类群
(

表现出与其他
%

类群完全不同的群落特征'

种群年龄结构是种群的一个重要数量特征*

%!

+

!

可以反映出种群的更新状况'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台

湾水青冈种群中幼苗和苗木等幼龄个体较少!大树

和壮树等老年个体相对较多枯落层薄干扰程度轻!

表明该区域内的台湾水青冈种群的自然更新不良!

若一旦受到外界较大的干扰!种群可能出现较大的

波动甚至其年龄结构也将受到影响'从野外调查的

结果来看!台湾水青冈群落在自然演替中!其郁闭度

增加!林内光照减少!导致台湾水青冈幼苗与邻近个

体)灌木及下层乔木间对光环境的竞争加剧!幼苗的

生长不良!死亡率增高'另一方面台湾水青冈本身

自我更新能力相对较弱!扩散能力也很差所致*

)*,

+

'

因此!台湾水青冈自我的扩散能力较差和幼苗的种

间竞争低下是引起其种群更新不良的主要原因'

通过与台湾拉拉山)浙江清凉峰及永嘉四海山

等沿海地区的台湾水青冈群落相比*

'*+

!

#!

+

!发现米仓

山自然保护区台湾水青冈群落具有物种少"仅
#!,

种
)%

属
')

科#)多样性低的特征!另一方面与永嘉

四海山森林公园和清凉峰自然保护区台湾水青冈幼

苗)幼树数量显著多于大树不同!米仓山自然保护区

的台湾水青冈
"

)

#

级个体数量少"

!'-"+=

#!

$

)

%

级个体数量大"

+'-)#=

#!呈现出种群天然更新不良

的特点&此外!在台湾水青冈群落分布高度方面!米

仓山自然保护区与沿海地区差异也较大!浙江四海

山和清凉峰台湾水青冈群落的分布海拔在
$+"

和

#"""3

左右!而米仓山自然保护区台湾水青冈群

落则主要分布于
#+""

&

#,""3

'因此认为米仓山

自然保护区内的台湾水青冈的群落特征和多样性水

平因内陆其独特的气候和水热环境与沿海地区的台

湾水青冈群落相比已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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