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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江西大岗山生态站低海拔常绿阔叶林乔木层为研究对象，在样地调查的基础
上，开展了物种组成、空间分布、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的研究。 结果表明：１）样地植株密
度为 １６６７ 株·ｈｍ－２，来自于 ２２ 科 ３４ 属 ４１ 种，个体数最多的为樟科、壳斗科和山茶科，其个
体占样地内总个体数的 ５２．４９％，各物种在环境因素、干扰因素与生物学特性相互影响下，
在空间上呈现规律性分布；２）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和 Ｍｅｎｈｉｎｉｃｋ
丰富度指数分别为 ０．８９６、２．６７４、０．７２５ 和 ０．９７８，生物多样性指数低于亚热带其他地区常绿
阔叶林；３）整个样地植株树高阶和径阶均呈现近似倒“ Ｊ”型分布，表现为典型的异龄林结
构，说明群落结构较为稳定，但就每个物种而言，树高阶和径阶具有多种分布形式，如在径
阶分布方面，刨花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ｐａｕｈｏｉ）为类似泊松分布，而丝栗栲（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则为
多峰分布；４）群落处于近顶极群落阶段，建群种为丝栗栲、刨花楠和山矾（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ｓｕｍｕｎ⁃
ｔｉａ），从树高阶分布和径阶分布上看，三者具有稳定的种群结构，有利于整个群落的稳定发
展。 本研究有助于认识多物种组成在演替过程中资源竞争变化规律，为探讨森林群落演替
过程及其维持机制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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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绿阔叶林是亚热带地区的地带性植被，中国

是全球常绿阔叶林分布的主体（陈方敏等，２０１０），
主要是因为面积较大以及发育最为典型（丁晖等，
２０１６）。 常绿阔叶林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具有较

强的生态功能（Ｔｒｕｍｂｏｒ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在维护生态

环境平衡方面作用独特。 但是，由于人们认识的局

限性，忽略了常绿阔叶林的重要作用，再加上人口膨

胀、经济发展以及区域性资源匮乏，导致原始的常绿

阔叶林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部分森林处于人工管

理或自然状态下的次生演替进程中，主要表现在物

种组成简单、群落结构不稳定等方面 （王兵等，
２００５ａ）。

探析生态系统关键过程及生态功能形成与维持

机制的关键在于了解群落物种组成及其空间结构，
进而为研究生态系统时空动态格局提供理论依据

（姚良锦等，２０１７）。 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涵养水源、
固碳释氧、调节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保育等）的提供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森林群落结构，比如：群落生产

力与径级结构及其多样性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近年来，国内外生态学家借助

于动态监测样地开展了大量的森林群落物种组成与

群落结构的研究（Ｇｕａｒｉｇｕａｔ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陈斯， ２０１７； 邹顺等， ２０１８； 钱海源等，
２０１８），在群落结构方面，往往集中在个体密度、径
级结构和树高结构等方面。 除了这几项指标数据较

易获得外，还与其重要的生态学意义有重要的关系，
尤其是在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方面

（Ａｎｄｅｒｅｇ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林分结构决定林分功能，
则生态功能的强弱与群落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

系（岳永杰，２００８）。
江西大岗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以下简称：大岗山森林生态站）位于中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为其地带性植被之一，主要由壳斗

科、樟科、山茶科和金缕梅科常绿树种组成（王兵

等，２００５ａ）。 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常绿阔叶林受

到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分布有大量的常绿阔叶次生

林，林相破碎化严重。 大岗山林区常绿阔叶林有明

显的海拔梯度分布特征，本研究集中在低海拔分布

的常绿阔叶林。 前人关于大岗山森林生态站常绿阔

叶林群落特征研究主要集中在物种组成和生物多样

性等方面（王兵等，２００５ａ，２００５ｂ；王燕等，２００９），未
见对其群落结构的研究。 为此，本研究在低海拔地

区的典型区域布设 １ ｈｍ２常绿阔叶林固定动态监测

样地，在样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其乔木层物种组成及

群落结构开展研究，构建常绿阔叶林长期监测体系

和基础数据库，为保护常绿阔叶林资源及其生态功

能恢复提供技术支撑。

１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大岗山森林生态站，地理坐标为

１１４°３０′Ｅ—１１４°４５′Ｅ，２７°３０′Ｎ—２７°５０′Ｎ。 站区面

积 １ 万 ｈｍ２，地处罗霄山脉北段武功山支脉，地势起

伏较大，以地山丘陵地貌为主。 大岗山森林生态站

位于中亚热带，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区，日照充足，
雨量充沛。 年均温度 １６． ８ ℃， 年均降 雨 量 为

１５９０．０９ ｍｍ，降雨量集中在 ４—６ 月份，约占年总降

雨量的 ４５％。 该区土壤属长江中下游低山丘陵红

壤、黄壤类型，植被类型主要有常绿阔叶林、杉木林、
毛竹林等。 研究区内常绿阔叶林主要由壳斗科、樟
科、山茶科和金缕梅科的树种组成，为地带性植被，
也是本区内天然林演替系列的顶极群落。
１ ２　 样地设置

在江西大岗山森林生态站内，选择具有典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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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区域布设样地，样地面积为 １ ｈｍ２。 按照国

家标准《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方法（ＧＢ ／ Ｔ
３３０２７－２０１６）》中的相关规范进行样地设置，样地四

角埋设涂油红色油漆的 ＰＶＣ 管，用红色塑料绳将样

地划分为 ２５ 个 ２０ ｍ×２０ ｍ 的调查样方。 乔木层的

调查因子包括：树种、坐标、胸径、树高、枝下高、冠幅

和优势度，每株树木按照极坐标的方法定位，并挂上

铝牌。
１ ３　 研究内容

根据大岗山生态站常绿阔叶林分布的特点，并
结合着样地调查数据，进行常绿阔叶林乔木层主要

树种的物种特征、林分密度、树高结构、直径结构和

生物多样性指数的研究。 乔木层主要树种的确定选

择：①至少在超过半数的样方（１３ 个及以上）内出

现；②林分密度在 ２５ 株·ｈｍ－２以上。
１ ３ １　 树高结构　 在林分中，不同高度的林木的分

配状态，称作林分树高结构，亦称林分树高分布（岳
永杰，２００８）。 本研究树高起测高度为 １．５ ｍ，由于

树高分布范围较广，因此，以 ２ ｍ 为树高阶步长对树

高结构进行分析。
１ ３ ２　 直径结构　 在林分内各种大小直径林木的

分配状态，称为林分直径结构（岳永杰，２００８）。 在

所有的林分结构指标中，最重要且最基础的当属林

分直径结构，除了数据较易获取外，它在森林经营技

术中具有十分基础的作用。 本研究以 ３ ｃｍ 为径阶

步长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分析各径阶的分布状况，起
测胸径为 １ ｃｍ。
１ ３ ３　 生物多样性指数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所

有生命形式的总和，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一般分为 ３ 个层次，即遗传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本研究中生物多样

性指的是群落物种多样性。 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是

指群落中物种的数目和每一物种的个体数目及其均

匀度。 本研究将采用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和 Ｍｅｎｈｉｎｉｃｋ 丰富度指数（范高华

等，２０１６）对常绿阔叶林生物多样性进行解释，采用

姚俊宇等（２０１８）研究所采用的计算模型。
１ ４　 数据分析

利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和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进行数据处理

和制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物种组成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样地内乔木层共有 １６６７ 个独立个体，即植株密

度为 １６６７ 株·ｈｍ－２，来自于 ２２ 科 ３４ 属 ４１ 种，个体

数最多的为樟科、壳斗科和山茶科，与大岗山森林生

态站常绿阔叶林主要科类相同，３ 科类的物种个体

占样地内总个体数的 ５２．４９％。 样地内存有两种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分别为香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和苦槠（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一种被

列入了植物红色名录，为紫玉兰（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ｌｉｌｉｉｆｌｏ⁃
ｒａ），也是我国特有植物。

个体数分布较多的树种如表 １ 所示：最多的为

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ｓｕｍｕｎｔｉａ；３４３ 株），其次为刨花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ｐａｕｈｏｉ）和丝栗栲（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三
者占样地内总株数的４６．９７％。各树种的重要值方

表 １　 常绿阔叶林乔木层物种组成及其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树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个体密度
（株·ｈｍ－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树高（ｍ） Ｈｅｉｇｈｔ
最大树高

Ｍａｘ．
最小树高

Ｍｉｎ．
平均树高

Ａｖｅｒ．

胸径（ｃｍ） ＤＢＨ
Ｗ 最大胸径

Ｍａｘ．
最小胸径

Ｍｉｎ．
平均胸径

Ａｖｅｒ．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油桐 Ｖｅｒｎｉｃｉａ ｆｏｒｄｉｉ １０９ ２３．４ ２．５ ９．１ ３１．６ １．７ １１．２ ３．６２
丝栗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２１５ ２２．７ １．５ ９．９ ５０．５ １．３ １９．９ ５．４７
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４２ １８．８ ４．３ １２．９ ３２．２ ６．５ ２１．０ ２．４７
山乌桕 Ｓａｐｉｕｍ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２８ ２３．２ ４．５ １６．２ ４１．６ ２．５ ２８．６ ４．０６
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ｓｕｍｕｎｔｉａ ３４３ １８．２ １．５ ５．４ ３３．５ １．４ ６．１ ４．６６
刨花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ｐａｕｈｏｉ ２２５ ２０．５ １．７ ７．１ ４８．９ １．２ ８．７ ５．０２
拟赤杨 Ａｌ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１２１ １９．８ １．５ ９．１ ４２．０ １．５ １１．４ ４．８１
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 ５７ １９．７ ２．１ ６．７ ４２．２ １．３ ８．３ ４．４２
柃木 Ｅｕ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１８０ １４．８ １．５ ４．３ ２８．２ １．３ ４．１ ４．１４
苦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３４ １６．７ １．５ １１．２ ４２．２ ６．４ ２６．４ ４．３３
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ｄｅｃｉｐｉｅｎｓ ３９ １３．９ ２．５ ６．１ ４０．３ １．６ ８．６ ３．９６
其他 Ｏｔｈｅｒ ２７４ １７．８ １．５ ６．３ ３７．６ １．５ ８．６ ２．１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６６７ ２３．４ １．５ ８．７ ５０．５ １．２ １３．６ ４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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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４ 个树种不同树高区间个体数在样地内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面，较高的为丝栗栲、刨花楠、拟赤杨（ Ａｌ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和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ｓｕｍｕｎｔｉａ），从中可以得

出，本调查样地的建群种为丝栗栲、刨花楠、山矾。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丝栗栲在个体数、平均树高、平
均胸径和重要值上，都在本研究群落中占有优势。

以重要值较高的 ４ 种乔木为例，分析了样地内

树种的空间分布格局（图 １ 和 ２）。 丝栗栲在样地的

中下部分布较多、山矾在样地内均匀分布、刨花楠分

布在样地的中部、拟赤杨分布在样地的中上部。
２ ２　 生物多样性特征

基于诸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所采用指数模型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和

Ｍｅｎｈｉｎｉｃｋ 丰富度指数），对大岗山森林生态站低海

拔常绿阔叶林生物多样性进行分析。 经计算得出

（表 ２）：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为 ０． ８９６、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为

２．６７４、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为 ０．７２５、Ｍｅｎｈｉｎｉｃｋ 丰富度

指数为 ０．９７８。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能很好地表示群落的优

势度，一个或几个物种优势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

整个群落，而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能同时反映群落物种的

丰富度和物种分布的均匀度。 通过 Ｍｅｎｈｉｎｉｃｋ 丰富

度指数可以看出，本研究群落的物种丰富度极高。
但是，本研究群落的均匀度指数较低，主要是因为树

种个体数之间相差很大，例如：山矾个体数为 ３４３
株，而香樟仅有 １ 株。
２ ３　 群落结构特征

２ ３ １　 树高结构　 从表 １ 可以看出，样地内的主要

树种中，平均树高最大的为山乌桕 （ Ｓａｐｉｕｍ ｄｉｓｃｏ⁃
ｌｏｒ），为 １６．２ ｍ，其次为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
ｔａ）和苦槠；最大树高出现在油桐（Ｖｅｒｎｉｃｉａ ｆｏｒｄｉｉ），
为 ２３．４ ｍ，其次为山乌桕和丝栗栲；最小树高的最大

值为山乌桕，为 ４．５ ｍ，其次为杉木、油桐和杜英，表
明样地内树高级结构较复杂，有较高的树种树冠在

表 ２　 常绿阔叶林乔木层生物多样性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ｅｖｅｒ⁃
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生物多样性
指数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Ｍｅｎｈｉｎｉｃｋ
丰富度指数
Ｍｅｎｈｉｎｉｃｋ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指数值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ｌｕｅ

０．８９６ ２．６７４ ０．７２５ ０．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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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４ 个树种不同直径区间个体数在样地内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群落林冠层之上。
从整个样地内的各树高阶个体数来看，全部个

体的树高阶分布呈现近似倒“ Ｊ”型，随着树高阶的

加大，其个体数量逐渐减少，超过一半的个体树高较

小。 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树高分布在 ７ ｍ 以下

的个体数占样地内总个体数的 ６１．５５％，说明本研究

群落自然更新状况良好，能够实现自我更新。 ４、５、
６、７、８、９ 级树高阶个体数所占比值分别为 ８．４２％、
５．１４％、５．９２％、７．４２％、６．４２％和 ５．１４％，其中树高≥
１７ ｍ 的树种，丝栗栲个体数最多，达到了 ２７ 株。 样

地内各主要树高阶个体数分布情况如图 ３ 所示，刨
花楠、山矾、柃木（Ｅｕ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木荷（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
ｐｅｒｂａ）和杜英（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ｄｅｃｉｐｉｅｎｓ）树高阶分布曲

线类似于泊松分布，其树高较小的个体较多，在种群

发展上具有优势，能实现自我更新 （温韩东等，
２０１８）。 而杉木和山乌桕树高阶分布曲线类似于正

态分布，树高较小与较大的个体数分布较少，大部分

集中在 １１～１５ ｍ，从目前的群落优势度来看，二者占

有很大的优势。 但从种群发展来看，杉木不占有优

势，其幼苗被遮挡在冠层下，无法正常实现自我更

新，这一情况与苦槠相同。 拟赤杨和油桐树高分布

类似，除了树高在 ９～１５ ｍ 的个体数较少外，其他树

高阶分布相差不大，因为拟赤杨幼苗在被遮挡的情

况下，成活率很低，但其在无遮挡的区域会迅速地挺

拔于林冠之上。
２ ３ ２　 径阶分布　 从表 １ 可以看出，各主要树种的

平均直径中，最大的为山乌桕，为 ２８．６ ｃｍ，其次为苦

槠和杉木。 最大直径出现在丝栗栲，为 ５０．５ ｃｍ，其
次为刨花楠、木荷和苦槠。 最小直径的最大值出现

在杉木和苦槠，分别为 ６．５ 和 ６．４ ｃｍ，其次为山乌桕

和油桐。 ４ 个主要的树种高度在样地内的空间分布

如图 １ 所示，与不同直径个体数量在空间上的分布

与树高分布相同。
从整个样地的径阶分布来看，与树高阶分布相

同，呈现近似的倒“ Ｊ”型，随着树径阶的增加，其个

体数量逐渐减少，达到一定径阶后，株数减少幅度趋

于平稳（巢林等，２０１４）。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分
布在 ５ ｃｍ 以下的个体数占样地内总个体数的

５３．２６％。 但是，直径≥２１ ｃｍ 的个体数也较多，占总

个体数的 １２．７６％，这部分个体对于维持群落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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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各树种树高阶个体数分布情况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ｏｒｄｅ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ａｃｈ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图 ４　 各树种直径阶个体数分布情况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ｅａｃｈ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样地内各主要径阶个体

数分布情况如图 ４ 所示，山矾、刨花楠、柃木和木荷

的小径阶个体数较多，呈现为近似倒“Ｊ”分布，种群

结构较为稳定，但是，柃木为小乔木，受生物学特性

限制，本身直径就较小，而木荷受限于个体数较少，
不可能成为群落的优势种群。 杉木、山乌桕和苦槠

的大径阶个体数较多，≥２１ ｃｍ 的个体数分别占各

自个体数的 ５４．７６％、７９．３１％和 ６４．７１％，说明这 ３ 个

种群在群落中处于被淘汰的边缘，无法实现正常的

自我更新。 丝栗栲呈现为多峰分布，径阶结构有两

个峰值，个体数大部分集中在了 ３～５ 和 １３ ～ １７ ｃｍ，
表明其种群结构稳定，为群落的优势种群。

３　 讨论与结论

３ １　 讨　 论
了解生态系统过程及生态功能形成与维持机制

的重要途径便是研究群落的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

（Ｇａｍｆｅｌｄ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群落组成结构是功能群划

９８３宋庆丰等：江西大岗山低海拔常绿阔叶林物种组成与群落结构特征



分、群落演替趋势、植被恢复策略研究的基础，具有

重要的生态学意义（陈金磊等，２０１９）。 本研究在样

地调查的基础上，对江西大岗山低海拔地区的常绿

阔叶林乔木层物种组成、生物多样性、物种空间分

布、高度阶以及径阶分布进行了研究。 研究结果表

明：样地内个体数最多的为樟科、壳斗科和山茶科，
与江西大岗山林区常绿阔叶林主要科类相同，三者

的物种个体占样地内总个体数的 ５２．４９％。 大岗山

森林生态站位于中亚热带地区，本区域内常绿阔叶

林的演替序列为马尾松林、马尾松与木荷的针阔混

交林、以栲类为优势种群的常绿阔叶林。 从研究结

果中可以看出，本调查群落位于接近顶极群落演替

阶段，其标志为：栲树在群落中占有优势，木荷次之，
苦槠偶见（王兵等，２００５ａ）。 同时，由于群落中有拟

赤杨种群的存在，说明研究区域遭受到了干扰，王兵

等（２００５ａ）研究发现大岗山林区内常绿阔叶林遭到

破坏之后，使得喜光的拟赤杨、枫香等树种快速生

长，并挺拔于林冠之上，成为群落遭受了干扰的

标志。
空间分布格局反映的是一个群落中同一种群的

个体或不同种群的个体在水平或垂直空间上相互影

响的关系，它是种内竞争和种间竞争及环境相互响

应的现象（胡婷，２０１７）。 物种在空间分布上有一定

的规律性，主要是由于植物区系组成、生境异质性、
人为干扰和植物生物学特性等因素综合响应的结果

（吴东丽等，２００８；曹琳琳等，２０１７）。 每个物种都能

适应一定的环境条件，在群落中占据不同的生态空

间，起着不同的生态作用（刘保双等，２０１３），种群通

过植物性状响应环境变化，并对群落功能及群落结

构产生影响（林勇，２０１７）。 本研究结果显示：丝栗

栲主要分布在山坡中下部，因为中下部距离道路较

远，人为干扰较少，郁闭度高于坡上，由于丝栗栲幼

苗阶段的耐阴性，则山坡中下部的环境非常有利于

丝栗栲种群的幼苗更新（黄玲等，２０１７）。 另外，由
于坡面径流的影响，山坡中下部水肥条件较好，有利

于丝栗栲的生长。 陈睿等（２００３）在研究中揭示：土
壤肥沃的区域能够很大程度地提升丝栗栲的抗逆

性。 童书振等（１９９７）的研究还证明了在立地条件

良好的区域，４～３６ 年生的丝栗栲平均胸径较其他高

出 １６％ ～ ４５％， 树高高出 ５％ ～ ３５％。 钟全林等

（２００２）研究表明，在土壤厚度小于 ４０ ｃｍ 处的刨花

楠生长状况较好，与本研究结果类似。 本研究表明，
样地内刨花楠主要分布在坡中，此处土壤厚度较为

适中，坡上由于水土流失土壤较为瘠薄，而坡底容易

造成土壤的堆积，均对于刨花楠的生长有一定的影

响。 姚俊宇等（２０１８）提出，山矾次生群落对不同程

度的干扰均表现出相应的适应性，其中中度人为干

扰对于群落构建与森林群落生态恢复而言属于增益

性干扰。 本研究结果显示，山矾在样地空间上均匀

分布。 样地的上部临近道路，受干扰较为严重，群落

结构易遭受到破坏，也就给拟赤杨的生长提供了适

宜的环境。 ４ 个主要树种的树高在样地内的空间分

布均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例如：拟赤杨树高较小的

个体分布在坡上的两边，因为这两个位置距离道路

较近，受到干扰非常严重，非常适合拟赤杨幼苗的生

长；反观山矾树高较小的个体分布区域往往是其他

树种个体分布较多的区域，因为其幼苗需要一定的

遮阴才能成活（刘青松等，２００６）。 但是，通过综合

分析树高和直径的空间分布来看，除了拟赤杨分布

与其树高空间分布相同外，其他 ３ 个树种的分布均

呈现为直径较大的个体在坡下分布数量大于树高较

大的分布，可能是在干扰强度较小的情况下，各树种

对于地上空间资源的竞争机会均等，主要在于地下

空间资源的竞争，尤其是对于土壤养分的竞争，因为

在本地区，水分不是影响植物生长的限制性因子

（余华等，２０１８）。
从整个样地树高阶和径阶分布来看，均呈现出

明显的倒“Ｊ”型分布，随着树高阶和径阶的增加，其
个体数量逐渐减少，达到一定树高阶和径阶后，株数

减少幅度趋于平稳（巢林等，２０１４），表现为典型的

异龄林结构，主要优势种群自然更新良好，属于增长

型（林勇，２０１７），说明群落结构较为稳定。 岳永杰

（２００８）在研究中指出，无论是径阶还是树高阶呈现

倒“Ｊ”型分布，说明群落可以实现自我更新，有利于

群落的稳定发展。 温韩东等（２０１８）研究中也得出

了相同的结论。 本样地平均胸径为 １３．６ ｃｍ，从样地

内各树种的平均胸径来看，高于国内其他亚热带地

区的森林动态监测样地。 例如：湖南八大公山样地

平均胸径为 ５．４１ ｃｍ（卢志军等，２０１３）、古田山样地

平均胸径为 ５．２１ ｃｍ（祝燕等，２００８）、湖北七姊妹山

样地平均胸径为 ４．３８ ｃｍ（姚良锦等，２０１７）。 样地

所处区域属于村里的集体林权，但是由于本研究群

落为次生林，没有太大的采伐价值，进而得到了保

护，保留了一定数量的高大个体。 目前，本研究群落

处于近顶极群落阶段，各种群间形成了稳定的维持

机制，也是生物多样性较低的原因，因为在群落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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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自然恢复的中期阶段生物多样性最高（龚直文

等，２００９）。 样地内还存有少量的常绿阔叶林先锋

树种：木荷（５７ 株），其平均树高和平均胸径均较低，
分别为 ６．７ ｍ 和 ８．３ ｃｍ。 同时，样地内已经初步形

成了本区域常绿阔叶林顶极群落物种，丝栗栲和苦

槠，其平均树高分别为 ９．９ 和 １１．２ ｍ、平均胸径分别

为 １９．９ 和 ２６．４ ｃｍ。 另外，丝栗栲的径阶分布较为

合理，有利于种群的稳定发展，这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生态系统服务方面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姚良

锦等，２０１７）。 对受干扰后自然恢复到近顶极群落

的森林生态系统进行长期动态监测，有助于开展多

物种组成在演替过程中资源竞争变化规律的研究，
为探讨森林群落演替过程及其维持机制和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提升提供资源共享平台。 但是，由于本样

地面积较小，还有许多信息没有被发现，将在以后的

扩大样地中进行弥补，探讨更多重要的群落维持机

制与演替信息。
３ ２　 结　 论

本研究样地个体数最多的为樟科、壳斗科和山

茶科，三者的个体占样地内总个体数的 ５２．４９％。 各

种群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主要是由

环境要素、干扰要素和植物生物学特性相互影响的

结果。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和 Ｍｅｎｈｉｎｉｃｋ 丰富度指数分别为 ０．８９６、２．６７４、０．７２５
和 ０．９７８，低于亚热带其他地区常绿阔叶林。

从整个样地树高阶和径阶分布来看，均呈现为

近似倒“Ｊ”型分布，表现为典型的异龄林结构，说明

群落结构较为稳定，有利于群落的稳定发展。
本研究群落处于近顶极群落阶段，建群种为丝

栗栲、刨花楠、山矾，三者种群结构较为稳定，对于维

持整个群落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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