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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屋山常绿阔叶次生林乔木层物种多样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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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四川省凉山州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四川 西昌　６１５０００；２．四川农业大学林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摘　要：采用典型群落样地调查法，对瓦屋山常绿阔叶次生林乔木层物种多样性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１）
瓦屋山常绿阔叶次生林乔木物种共计１７种，隶属１０科１６属；（２）瓦屋山常绿阔叶次生林乔木层的优势种为扁刺
栲（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ｐｌａｔｙａｃａｎｔｈａ）和中华木荷（Ｓｃｈｉｍ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主要伴生树种为硬壳柯、细梗吴茱萸五加、野桐、小叶青
冈等阔叶树种；（３）瓦屋山常绿阔叶次生林乔木层物种多样性（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在１．２５～２．６８之间，生态优势
度在０．１７～０．４５之间，均匀度指数在０．２６～０．４７之间；（４）瓦屋山常绿阔叶次生林在演替进化中，正由双优群落
朝着多优群落的格局演替变化。

关键词：常绿阔叶次生林；乔木层；物种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Ｓ７１８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５０８（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８５－０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ｒｅｅＬａｙｅｒ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Ｗａｗｕ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Ｌ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１　ＭＡＨａｏｙｕ２　ＴＵＬｉｈｕａ２
（１．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ａｎｄＰｌ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Ｘｉｃｈａｎｇ　６１５０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１１３０，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ｙ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ｕｒｖｅｙｐｌｏｔ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ｅｒｅｍａｄｅｏｆｔｒｅｅｌａｙｅ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ｗｕ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１）１７ｓｐｅｃｉｅｓ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ｔｏ１６ｇｅｎｅｒａａｎｄ１０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ｅｖ
ｅｒｇｒｅｅ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ｔｒｅｅｌａｙｅｒｉｎｔｈｅＷａｗｕ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２）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ｅｒｅ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ｐｌａｔｙａｃａｎｔｈａａｎｄＳｃｈｉｍａ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ｎｃｅｉ，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ａｎａｘｅｖｏｄｉａｅｆｏｌｉｕｓ，Ｍａｌｌｏｔ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ｍｙｒｓｉｎｉｆｏｌｉａｅｔｃ．（３）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ｗａ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２５～２６８，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ｗａ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０．１７～０．４５，ａｎｄ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ｗａ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０．２６～０．４７．（４）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ｅｖｏｌｖｅｄ
ｆｒｏｍｄｏｕｂｌ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ｏｗａｒｄｓｄｉｖｅｒｓ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ｗｕ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Ｔｒｅｅｌａｙｅｒ，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生物群落的组成与结构是群落生态学的基础，
不同的植物群落在结构和功能上存在很大差异，这

种差异主要取决于组成物种的不同的生态、生物学

特性及它们的构成方式［１］，这种差异主要通过群落

的物种多样性特征综合反映。

在森林生态系统中，乔木树种是森林群落的主

体，它在生境空间上的分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森林

群落结构特征的空间异质性［２，３］。森林群落结构是



不同类型的生物群体在长期生态学动态变化过程中

多样化组合、多方向发展的综合表现，是群落演替进

化的最终结果。森林群落乔木层物种多样性作为森

林群落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特征，不仅最直观地反

映了群落的组成结构和生态学过程，而且也直接地

影响了林下物种的组成与变化。

目前，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

的高度重视与关注。针对森林群落物种多样性的研

究日益增多，主要集中于不同森林群落类型在不同

演替阶段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变化［４～７］和物种多样性

对于不同干扰程度的响应等方面的研究［８～１０］。这

些研究的结论都建立在各自的地理背景和生产应用

的基础之上，很难在各个地区广泛推广应用，因此，

在使用这些研究结论时，可以从相同群落类型、相同

气候带、相同演替阶段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华西雨屏区”（２９°３０′～３３°Ｎ，１０２°３０′～１０４°
Ｅ）为四川盆地西缘独特的自然地理区域，是川西平
原向川西高山峡谷至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是一个

大尺度、复合型的生态过渡带［１１］。其中心区域内的

瓦屋山常绿阔叶次生林属于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是经破坏后自然恢复起来的一种天然林类型。该林

区地理位置特殊，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建设的

关键区，区域内的常绿阔叶林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水

源涵养、水土保持、维护区域生态平衡等方面有着不

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是长江流域和三峡电站的天

然“绿色屏障”［１２］。本研究拟以瓦屋山常绿阔叶次

生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乔木层物种多样性特征

的研究，揭示常绿阔叶次生林森林群落的结构特征，

为制定该地区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策略提供

基础数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地区地处华西雨屏区中心区域，试验地

（２９°３２′３５″Ｎ，１０３°１５′４１″Ｅ）位于四川盆地西南缘山
地中亚热带湿性常绿阔叶林区代表地段四川洪雅县

南部的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内。该中山地段（海拔

约１６００ｍ，瓦屋山山脚至山顶的植物群落分布均
匀，且该地段群落特征已有研究，本试验可与之形成

对比研究）在被破坏前均为顶级的地带性常绿阔叶

林扁刺栲（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ｐｌａｔｙａｃａｎｔｈａ）＋中华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群落。１９５６年遭到砍伐破坏，遗留
下一些幼树幼苗，后基本上无进一步的干扰破坏而

得以自然恢复。目前已形成以扁刺栲－华木荷为优
势种的次生常绿阔叶林。年均气温１０℃～１４℃，年
日照不足８００ｈ，年降水量达 ２３９８ｍｍ，降水日达
１９９ｄ～２２６ｄ，年均相对空气湿度达 ８５％ ～
９０％［１３］。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设置与调查样方

根据典型性和代表性原则，在常绿阔叶次生林

内随机设置１０个２０ｍ×２０ｍ样方。样方的形状使
用正方形，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保证其投影面

积为４００ｍ２，各样方基本情况见表１。对样方内所
有乔木（胸径≥５ｃｍ）进行每木检尺，记录物种科
名、属名、种名、胸径、树高和冠幅

表１ １０个样方基本情况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ｎｐｌｏｔｓ

样方号 坡度（°） 坡向 海拔（ｍ） 土壤类型 郁闭度

１ ９ ＮＥ １６１９ 山地黄壤 ０．７５
２ １４ Ｗ １６３８ 山地黄壤 ０．７
３ １６ ＮＥ １６４３ 山地黄壤 ０．６５
４ ９ ＮＥ １６５３ 山地黄壤 ０．８
５ １１ ＮＥ １６６３ 山地黄壤 ０．７
６ １２ ＮＥ １６２９ 山地黄壤 ０．６５
７ ９ Ｎ １６２６ 山地黄壤 ０．７５
８ １２ ＮＥ １６２３ 山地黄壤 ０．７
９ ５ Ｎ １６１８ 山地黄壤 ０．８
１０ １３ Ｎ １６１９ 山地黄壤 ０．６

１．２．２　重要值计算
重要值是表示物种在植物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

的综合数量指标。计算公式［１４］为：重要值 ＝（相对
密度＋相对频度＋相对显著度）／３。

其中，相对密度＝某个种的株数／所有种的总株
数×１００％；

相对频度＝某一种出现的样方数目／全部样方
数目×１００％；

相对显著度 ＝某个种的胸高断面积／所有种的
胸高断面积之和 ×１００％。
１．２．３　物种多样性指数计算

采用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丰富度指数、物种多样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Ｓｉｍｐｓｏｎ）、生态优势度和均匀度
指数（Ｐｉｅｌｏｕ）来分析各样地乔木层物种多样性。计
算公式［１５，１６］为：

丰富度指数Ｒ＝Ｓ；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

Ｈ′＝－∑
ｓ

ｉ＝１
Ｐｉｌｏｇ２Ｐ

＝３３２１９（ｌｇＮ－１Ｎ∑
ｎ

ｉ＝１
Ｎｉｌｇ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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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ｍｐｓｏｎ多样性指数：

λ＝１－∑
ｓ

ｉ＝１
Ｐ２ｉ

生态优势度：

Ｃ＝∑
ｓ

ｉ＝１
Ｎｉ（Ｎｉ－１）／Ｎ（Ｎ－１）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
Ｊ＝Ｈ′／ｌｎＳ

式中，Ｓ为群落中的物种种类数目，Ｎｉ为物种 ｉ的个
体数，Ｎ为所在群落的所有物种的个体数之和。Ｐｉ
种的个体数占群落中总个体数的比例，Ｐｉ＝Ｎｉ／Ｎ。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物种组成
在调查总面积为４０００ｍ２的１０个乔木层样方

中，统计瓦屋山常绿阔叶次生林乔木层物种组成情

况。由调查数据可知，该常绿阔叶次生林乔木层出

现物种１７种（表２），隶属１０科１６属。其中有壳斗
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３种３属，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３种２属，
山茶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２种２属，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２种２
属，五加科（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２种 ２属，槭树科（Ａｃｅｒａｃｅ
ａｅ）、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山矾科（Ｓｙｍｐｌｏｃａｃｅ
ａｅ）、杜英科（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虎皮楠科（Ｄａｐｈｎｉｐｈｙｌ
ｌａｃｅａｅ）各出现１树种。
２．２　重要值

重要值是反映群落中不同种植物重要性的指

标，对重要值的分析可找出群落中的主要优势树种，

了解群落的物种组成［１７］。根据１０个样方的调查数
据，计算出了常绿阔叶次生林乔木树种的重要值

（表２）。

表２ 次生林乔木层物种重要值

Ｔａｂ．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ｅａｃｈｔ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

树种 拉丁名 相对密度 相对频度 相对显著度 重要值

扁刺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ｐｌａｔｙａｃａｎｔｈａ ０．３５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５２２ ０．５６９１
中华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３１０３ ０．９０００ ０．３２４７ ０．５１１７
硬壳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ｈａｎｃｅｉ ０．１３４５ ０．７０００ ０．１２６２ ０．３２０２

细梗吴茱萸五加 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ａｎａｘｅｖｏｄｉａｅｆｏｌｉｕｓ ０．０６９０ ０．６０００ ０．０９４５ ０．２５４５
野桐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０．０２４１ ０．４０００ ０．０１４２ ０．１４６１

小叶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ｍｙｒｓ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０．０２０７ ０．３０００ ０．０２０３ ０．１１３７
灰叶稠李 Ｐａｄｕｓｇｒａｙａｎａ ０．０１０３ ０．３０００ ０．０１３１ ０．１０７８
香叶树 Ｌｉｎｄｅｒ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０．０１０３ ０．３０００ ０．００２６ ０．１０４３
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ｎａｎｍｕ ０．０１３８ ０．２０００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７５６
刺楸 Ｋａｌｏｐａｎａｘｓｅｐｔｅｍｌｏｂｕｓ ０．０１０３ ０．２０００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７３４
黑壳楠 Ｌｉｎｄｅｒａｍｅｇａｐｈｙｌｌａ ０．０１０３ ０．２０００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７２５
大果花楸 Ｓｏｒｂｕｓｍｅｇａｌｏｃａｒｐａ ０．００６９ ０．２０００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７０９
中华槭 Ａｃｅｒｐｉｃｔｕｍ ０．００６９ ０．２０００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７０８
铜绿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ａｅｎｅａ ０．００６９ ０．２０００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７０１
虎皮楠 Ｄａｐｈ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ｏｌｄｈａｍｉ ０．００３４ ０．１０００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３５５
大头茶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０．００３４ ０．１０００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３５４
仿栗 Ｓｌｏａｎｅａ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ａ ０．００３４ ０．１０００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３４９

　　常绿阔叶次生林乔木层物种重要值在００３４９
～０５５９１之间，扁刺栲的相对密度、相对频度、相对
显著度及重要值都是最高的，为第一优势种；中华木

荷第二，两者重要值相差不大，均远远大于其他树

种，树种优势度明显。扁刺栲和中华木荷的重要值

之和占乔木层各物种重要值之和的４０５３％，两者
总株数占该常绿阔叶林被调查数的 ６６５５％。因
此，瓦屋山常绿阔叶次生林群落的优势种仍为扁刺

栲和中华木荷，扁刺栲为第一优势种，主要伴生树种

有硬壳柯、细梗吴茱萸五加、野桐、小叶青冈等阔叶

树种。

２．３　不同时期常绿阔叶次生林乔木层主要物种重
要值变化分析

通过将瓦屋山常绿阔叶次生林乔木层几种主要

物种的重要值与前人（１９８２、１９８３、１９９７年）［１８］的研
究进行比较，结果表明：（１）虽然常绿阔叶次生林群
落的优势种仍为扁刺栲和中华木荷，但两者的优势

程度却发生着不同的变化，第一优势种扁刺栲在群

落演替中，其优势程度有明显的减弱现象，而次优势

种中华木荷的优势度在明显增强。（２）在主要伴生
树种中，硬壳柯、细梗吴茱萸五加、野桐、小叶青冈的

优势程度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它们的优势度均有显

７８２期 梁　政，等：瓦屋山常绿阔叶次生林乔木层物种多样性研究 　　



著的上升（表３）。因此，从主要树种的优势程度变
化可看出，常绿阔叶次生林群落正由双优群落朝着

多优群落的格局演替变化，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１８］

是相似的。

表３ 瓦屋山常绿阔叶次生林３１年来主要树种重要值变化
Ｔａｂ．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ｍａｉ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ｏｒ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Ｗａｕｓ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３１ｙｅａｒｓ

树种 拉丁名 １９８２年 １９８３年 １９９７年 ２０１３年
扁刺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ｐｌａｔｙａｃａｎｔｈａ ０．７２１２ ０．７１０４ ０．５４９４ ０．５６９１
中华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０８６４ ０．０８８８ ０．２５７３ ０．５１１７
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ｎａｎｍｕ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７５６
硬壳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ｈａｎｃｅｉ ０．０９１０ ０．０９６３ ０．０９４０ ０．３２０２
小叶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ｍｙｒｓ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０２７ ０．１１３７

细梗吴茱萸五加 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ａｎａｘｅｖｏｄｉａｅｆｏｌｉｕｓ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２８８ ０．２５４５
野桐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８ ０．１４６１
刺楸 Ｋａｌｏｐａｎａｘｓｅｐｔｅｍｌｏｂｕｓ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７３４

２．４　物种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是度量一个群落结构和功能复杂性

的重要指标，表征着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的结构复

杂性，体现了群落的结构类型、组织水平、发展阶段、

稳定程度和生境差异，是揭示植被组织水平的生态

学基础［１９］。研究结果表明，（１）常绿阔叶次生林乔
木层物种多样性指数在 １２５２３～２６８５９之间，生
态优势度在０１６９３～０４５０２之间，均匀度指数在
０２５９１～０４６５５之间。（２）同一常绿阔叶次生林
群落的乔木层，在不同的样方取样调查，其各类物种

多样性指数在有一定的相似性基础上，也存在有较

大差异，这与各样方的物种组成有极大关系（表４）。

表４ １０个样方物种多样性
Ｔａｂ．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ｎｐｌｏｔｓ

样方号
丰富度
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生态
优势度

均匀度
指数

１ ４ １．２５２３ ０．５３７８ ０．４５０２ ０．３１３１
２ ４ １．６３２１ ０．６３８９ ０．３３２０ ０．４０８０
３ ７ ２．１９２０ ０．７２７８ ０．２４３１ ０．３１３１
４ ８ ２．１４２６ ０．７００４ ０．２８４１ ０．２６７８
５ ３ １．３９６５ ０．５７２９ ０．４０２２ ０．４６５５
６ ４ １．５６４５ ０．５６１２ ０．３７６２ ０．３９１１
７ ７ １．８１４０ ０．５６１２ ０．４１８０ ０．２５９１
８ １０ ２．６８５９ ０．７８００ ０．１９３１ ０．２６８５
９ ７ ２．５３０５ ０．８０６２ ０．１６９３ ０．３６１５
１０ ６ ２．２２１３ ０．７３６１ ０．１９７０ ０．３７０２

表５ 不同地区常绿阔叶林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比较

Ｔａｂ．５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ｆｏｒｅ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ｓ

地名 经纬度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 生态优势度 均匀度 参考文献

广东地区 １８°４２′～２５°１５′Ｎ ４．００～５．００ ０．０８～０．１２ ０．７０～０．８０ ［１８］
福建三明 ２６°０７′～２６°１０′Ｎ １．８５～３．９０ ０．０９～０．４０ ０．５１～０．９０ ［１９］
重庆四面山 ２８°３１′～２８°１６′Ｎ １．７０～２．７０ ０．１０～０．３０ ０．６０～０．９０ ［２０］

四川洪雅瓦屋山 ２９°３０′～２９°３３′Ｎ １．２５～２．６８ ０．１７～０．４５ ０．２６～０．４７ 本研究

　　通过将瓦屋山常绿阔叶次生林乔木层物种多样
性与广东地区［２０］、三明格氏栲自然保护区［２１］、重庆

四面山［２２］的常绿阔叶林相比较（表４），可知瓦屋山
常绿阔叶次生林乔木层的物种多样性、均匀度都远

远小于其他３个地区，其生态优势度则刚好相反。
虽然同是常绿阔叶林，但因其生长的区域不同，４个
地区的森林群落的乔木层物种多样性也产生了明显

差异。随纬度的升高，常绿阔叶林乔木层的物种多

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均有所下降，生

态优势度反而有所上升。由此不难看出，生物群落

的均匀度与物种多样性呈正相关关系，而生态优势

度与物种多样性呈负相关关系。

３　讨论

通过１０个样方统计出瓦屋山常绿阔叶次生林
乔木物种有１０科１６属１７种，该群落乔木层物种多
样性（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在１２５～２６８之间，生
态优势度在０１７～０４５之间，均匀度指数在０２６
～０４７之间。根据分析，虽然瓦屋山常绿阔叶次生
林乔木层的优势种仍为扁刺栲和中华木荷，但其优

势度不占绝对优势，其主要伴生树种硬壳柯、细梗吴

茱萸五加等阔叶树种的优势度也随时间的推移，逐

年加强，可能是本研究区次生林自１９５６年恢复至

８８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今，受人为干扰较少，其优势树种扁刺栲和中华木荷

恢复较好，种内竞争增大，使得伴生树种优势度明显

上升。因此，这类阔叶树种数量增加，有利于加强本

地区的群落稳定性。

通过与前人的研究比较，瓦屋山常绿阔叶次生

林群落在自然恢复过程中正由双优群落向多优群落

演替。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与前人的的研究均是

在木姜杠林班的常绿阔叶次生林中进行，不同的是

其他研究仅选取了环境条件基本一致地段的３个固
定样地，而本研究则随机选取的是 １０个代表性样
方。

瓦屋山常绿阔叶次生林乔木层的物种多样性、

均匀度都远远小于广东、三明格氏栲自然保护区、重

庆四面山３个地区，其生态优势度则刚好相反。可
能的原因是：①随纬度的降低，本研究地的光照、水
分、热量等气候条件相对其他３个地区逐步减弱，不
利于当地植物群落的生长，物种多样性也随之降低。

②本研究地海拔较高，温度较低，其他３个地区研究
的海拔相对较低，也可能导致有些树种在此海拔上

分布较少，从而导致物种多样性偏低。③群落的物
种多样性具有很强的复杂性，乔木层物种的遗传特

性，各物种间的种内、种间竞争对其物种多样性也有

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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