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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群落中蕴藏着丰富的野生植物种质资源, 
也为其他生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在人类文明进步

的历史进程中, 植物群落提供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主

要物质资源, 具有不可替代性。由于长期开发和过

度利用, 尤其是 近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我国

的自然植物群落资源受到了严重破坏, 如天然林急

剧减少、草地退化、湿地植被萎缩等。植物群落的

退化或消失是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恶化、生物多

样性严重丧失的 根本原因, 开展植物群落资源调

查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华北地区植物

群落类型多样, 但长期以来受到人类活动的强烈影

响, 在中国具有代表性。2011年7月, 国家科技部科

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启动了“华北地区自然植物群落

资源综合考察”项目(2011FY110300)。该项目组织了

10个科研院校单位, 对华北地区的自然植物群落开

展全面的清查, 对重要的类型和重点区域开展了详

细调查。本专辑是对该成果的概括和总结。 
项目在启动之初, 基于项目组成员长期群落调

查的经验, 充分吸收国内外植物群落的研究成果

(方精云等, 2009), 制定了一套我国植物群落调查的

技术规范和方法体系, 用于本项目的实施, 并为今

后其他区域的群落调查提供标准和规范。严格、统

一的调查标准和技术规范确保了样地布局的系统性

和数据收集的科学性和统一性。该规范对群落样方

的布点、设置、样方大小及形状、调查项目、生态

属性和生境因子的测定项目进行了统一规范和标准

制定; 考虑到不同植被类型的调查方法和观测项目

的差异, 分别为森林、灌丛、草地和湿地(含水体)
等不同类型编制了规范和标准。 

1. 样地布局与样方设置。项目从基准点调查、

清查以及精查3个层次设置样地。基准点调查的目的

是全面掌握华北地区的植物群落现状 , 按0.5° × 
0.5°经纬网格进行机械布点, 对各点进行群落调查, 
部分样点进行环境因子和生态属性测定; 清查的目

的是了解不同区域的群落分布现状, 在自然植物群

落分布的重点区域, 综合考虑自然植物群落的分布

类型和复杂程度、系统性、代表性、可达性, 设置

群落清查样点, 主要进行群落调查; 精查的目的是

掌握地带性植物群落的组成、结构与分布, 在以上

重点区域清查样方的基础上, 重点调查地带性植物

群落, 精查内容包括植物群落调查、土壤调查以及

植物属性调查。 
2. 森林植物群落清查。森林是本项目重点调查

的植被类型。调查样方的面积设为30 m × 20 m, 观
测记录包括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和层间植物(方
精云等, 2009)。具体调查内容如下: (1)乔木层: 记录

样方内出现的全部乔木种, 测量所有胸径(DBH) ≥ 3 
cm的植株DBH和高度, 记录其存活状态。(2)灌木层: 
记录样方内出现的全部灌木种。选择两个面积10 m 
× 10 m的对角小样方进行灌木调查, 对其中全部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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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分种计数。(3)草本层: 记录样方内出现的全部草

本种类。测量和记录样方的四角和中心点上共5个1 
m × 1 m的草本层样方中, 每种草本植物的多度、盖

度和高度。(4)层间植物: 记录出现的全部寄生、附

生植物和攀援藤本植物种类, 并估计其多度和盖度

(方精云等, 2009)。(5)样方环境因子: 包括经纬度、

海拔、坡向、坡度、坡位、干扰状况。(6)土壤理化

性状测定: 在精查和基准点样方内, 取完整土壤剖

面一个, 测定不同深度的土壤质地、容重、有机碳

含量、全氮含量、全磷含量、pH等理化性质。 
3. 灌丛、草地及水生植物群落清查: 全面清查

华北地区灌丛、草地和水生植物群落类型、物种组

成、生境特征、季相变化等。灌丛和草地样方面积

为10 m × 10 m, 具体调查内容包括物种构成、物种

多度、盖度和高度、样方环境因子。土壤理化性状

分析参照森林样地。水生植物群落主要调查物种构

成、物种多度和盖度及环境因子。 
4. 重要植物生态属性的测定: 为了反映植物群

落的主要功能特征, 选择优势物种进行其生态属性

的采样和观测。具体观测指标包括: (1)叶属性: 叶片

比叶面积、碳氮磷含量、叶大小、叶厚度、叶解剖

特征等; (2)根系属性: 比根长、碳氮磷含量等; (3)枝
干属性: 树皮厚度、木材密度、心材/边材比率等。 

经过6年的调查研究, 项目组完成了华北地区

森林、灌丛、草地及水生植物群落的详细调查, 研
究了该区域植物群落分布格局及其构建机制, 并评

估了该区域的群落利用和保护现状。本专辑共收录

11篇论文, 集中报道项目的相关研究成果。 
华北地区森林植被长期遭受人类活动的破坏, 

残存的森林植被呈片段化分布。本专辑论文的主题

涉及森林群落构建、演替、物种多样性以及对全球

变化的敏感性等多个热点, 不仅系统地分析了栎

(Quercus)林等优势的森林类型, 还探讨了落叶松

(Larix)林、胡桃楸(Juglans mandshurica)林等温带地

区有特色的森林类型。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热量主导

了华北地区森林群落的谱系关系, 生境过滤在森林

群落构建中的作用随着年降水量的增加逐渐加强

(许金石等, 2019)。发现中国北方3种落叶松林的林

分径级及树高均为右偏分布, 3种落叶松林均处于相

对稳定的演替阶段, 其 大胸径和 大树高及物种

丰富度均受年降水量影响(方文静等, 2019)。海拔、

坡度、坡位和人为干扰程度是影响华北地区胡桃楸

林空间分布的主要因子, 生态位分化主导了群落内

的物种共存, 其中河北、陕西、天津的胡桃楸林物

种共存过程主要受负密度制约的影响, 北京、山西

的胡桃楸林的物种共存过程主要受环境选择驱动

(唐丽丽等, 2019b)。环境差异对关帝山森林木本植

物的β多样性具有相对较强的作用; 而环境差异和

地理距离共同作用于草本植物的β多样性(秦浩等, 
2019)。面对全球变化, 张雪皎等(2019)利用物种分

布模型研究了未来气候变化对华北及周边地区5种
栎属植物多度的影响, 他们发现未来气候变化背景

下 , 在超过一半面积的分布区 , 麻栎 (Q. acutis-
sima)、槲栎(Q. aliena)、锐齿槲栎(Q. aliena var. 
acuteserrata)和辽东栎 (Q. wutaishanica)的多度减

少。邹安龙等(2019)发现北京东灵山辽东栎林中不

同树种对氮的敏感度不一样, 氮添加促进了辽东栎

但抑制了大叶白蜡(Fraxinus rhynchophylla)的生长。 
华北地区灌丛类型多样, 分布广泛, 本专辑论

文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灌丛群落的分类以及群落特

征。华北地区的灌丛可以划分为5种植被型195个群

系, 灌丛草本层的系统发育结构表现为发散模式, 
而灌木层的系统发育结构表现为聚集模式(柴永福

等, 2019)。唐丽丽等(2019a)发现华北地区荆条(Vitex 
negundo var. heterophylla)灌丛灌木层和草本层的物

种多样性分布格局差异较大, 灌木层物种丰富度随

着纬度的降低而降低, 随着海拔的升高而降低, 而
草本层物种多样性则相反。李紫晶等(2019)总结了

内蒙古西鄂尔多斯地区特有的荒漠半日花(Helian-
themum songaricum)群落的分布、群落特征及其分类, 
发现半日花群落区系地理成分以中亚东部成分为主, 
并根据生活型和优势度, 将半日花群落划分为半日

花-草本荒漠、半日花-灌木-草本荒漠、半日花-半灌

木荒漠3个群丛组共10个群丛。吴盼等(2019)等发现

山东省滨海湿地柽柳(Tamarix chinensis)种群在小尺

度(小于5 m)上表现为聚集分布, 在大尺度(大于15 
m)上表现为随机分布, 总体表现为随空间尺度的增

大, 柽柳种群呈现由聚集分布过渡到随机分布的趋

势; 不同径级两两之间在小尺度上表现为正关联, 
在大尺度上表现为无关联性。 

本专辑也包括了对草本群落的研究, 施晶晶等

(2019)发现扩散限制与环境过滤共同主导了黄土高

原腹地人工林下草本层群落的构建过程。 
虽然本专辑没有涵盖华北地区所有的植被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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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该区域典型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群落构建机

制以及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等的研究, 均有助于了

解华北这一人类活动剧烈地区的植被分布、演替、

生物多样性等主要特征及植被利用与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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