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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干扰对不同光照条件下草地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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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学问题，以往的观念是，人类活动是导致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的主要
原因，所以全球范围内都加快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但目前很多的森林、草地及自然资源出现了过度保护现象，导致

生物多样性并没有随着环境保护的加强而增多。为了研究干扰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本文设计了在不同光照条件

下的人为干扰实验，运用Ｍａｒｇａｌｅｆ丰富度指数、Ｓｉｎｍｐｓｏｎ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ｎｅｎｅｒ指数和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研究了
无人为干扰和中度干扰在不同光照条件下对物种多样性和植物生物量的影响，并以此为生态服务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策略提供依据。结果表明，不同人为干扰强度和光照强度对物种的数量特征和分布特征产生了影响，有人为干

扰样方中的物种多样性比无人为干扰样方中的高，中度干扰样方中物种数量多于轻度干扰样方。有光照的样方中

物种数量比荫蔽样方中的物种数量要高。光照强度和人为干扰对地面现存生物量有影响，并且光照强度的影响要

大于人为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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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全球范围内
生态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重要基础［１～２］。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不

断加剧和现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类工业

化程度的越来越高，人类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环境

资源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也逐渐凸

显出来［３］，生物多样性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降

低，并严重影响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与发

展，因此近现代生态学研究已逐步深入到人类活动、

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上来了［４］。以往的观念是，

人类活动是导致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所以全球范围内加快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步伐同时，

也加强了生态环境的保护措施，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几乎到了密不透风的程度，从而导致很多森林、草地

等自然资源出现了过度保护现象，然而生物多样性

不仅没有随着环境保护的加强而增多，反而逐年呈

下降趋势，使得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行

动更加刻不容缓［５］。由此，美国生态学家康奈尔提

出了中度干扰假说，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重视干

扰这一生态因子在提高物种多样性，改善群落结构

方面的作用，同时，他们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大量的研

究，研究表明中度干扰不仅能提高物种多样性，在推

进群落结构进化，促进草地恢复等方面也有很多的

作用［６～１１］，从而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供了科学策略，本文也是基于此目的。

在生态学上干扰行为普遍存在，就其形式和起

源来说，我们可以将干扰分为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

而人为干扰是生态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和手段。

干扰在改变生物环境中资源的有效性和调节群落中

生物的多样性方面有很好的作用［１２～１３］。即使是最

极端的有机论者也认为干扰不仅扰乱顶级群落的稳

定性，对群落的演替进展也有阻碍［１２］。早期的生态

学研究者将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干扰上，比如地震、

洪流、飓风和暴雪暴雨等，这些自然干扰对生态群落

的影响往往是毁灭性，所以他们往往视干扰为生态

研究中的不利因素［１４］。而近代生态学研究者则强

调了干扰在形成群落结构和演替过程中的积极作

用［９］，这些干扰主要是指农、林、牧等人类活动的人

为干扰对自然群落的影响［１５］。

广西大学的杨梅等人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人为

干扰强度不同，群落中的生态因子和种群繁殖策略

发生了显著变化，物种的数量特征和分布特征也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并且在对物种多样性影响方面，中

度干扰高于温和干扰。另外有研究表明，重度干扰

会阻碍和延缓群落的恢复进程［１６］，但是，当这种干

扰强度减弱时，群落中原有的种群又会逐渐出现，并

有新种进入［１７］。伍业钢等指出，干扰是环境与资源

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异质性的来源之一，也是生态系

统得以维持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１８～１９］。众所周

知，生态环境的空间异质性可增加物种的多样性，对

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有有非常重大的意义［２０～２１］。按

照生态学中的冗余理论，在植物生态系统中，中度干

扰之所以能增加物种多样性，是因为中度干扰只是

损害了植物的冗余根系，对植物的整个根系功能并

未破坏，植株能重新发展新根以实现“冗余补充”，

所以中度干扰能促进具有生长冗余器官的植物的大

量繁殖［２２～２３］。

黄石地处地处东经１１３°４１′～１１５°０５′，北纬２９°
５８′～３１°２２′，年平均气温１５．８℃ ～１７．５℃，属北亚
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具有常年雨量丰沛、热量

充足、雨热同季、光热同季、冬冷夏热、四季分明等特

点。

１　实验技术路线

１．１　实验工具与仪器
相机、铲子、游标卡尺、卷尺、封口袋、铅笔、小

刀、样桩、绳子、照度计、记录纸、标本夹、记号笔、烘

箱、分析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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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实验地点
实验样地选择在湖北省黄石市湖北师范大学校

内青山湖旁一块天然环境下自由生长的杂草区域，

样地区域海拔高度为２７ｍ，土壤属潮土类，地处开
阔，沿岸有高大树木遮蔽，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

常年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实验期间的２月—５月正
是各种杂草生长繁盛时期。样地面积约为１００ｍ２，
一半处于自然日照条件下，一半处于荫蔽条件下，所

以光照采用自然光照设计，干扰则采用人为干扰。

１．３　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四个处理组，即自然光照无干扰

（ＮＮ），自然光照中度干扰（ＮＤ），荫蔽无干扰（ＳＮ），
荫蔽有干扰（ＳＤ），每组设３个平行实验，共１２块样
方，样方面积均为１ｍ×１ｍ。

实验从２月出开始进行，光照采用自然光照和
在遮蔽区域再用黑色纱布遮阴，干扰采用人为定期

定时定频率的中度干扰，即每天９：００和１７：００，一
人次以自然走路的方式在干扰实验样方内来回踏遍

一次［１２］。每天１０：００和１５：００进行光照强度测定，
最后取平均光照强度为各样方的光照强度。

于５月末用小铲小心连根收获样地植物，统计
植物的株树，计算每一种植物的密度、盖度，株数；将

样方内的全部植物收齐称重，即地上现存量；鉴定物

种，并计算出各样方内的各物种多样性指数。在每

一样方内，将所有物种进行分类并计数，用封口袋封

好带回实验室，通过游标卡尺测得每种植株周长，然

后把植株根剪去洗净后烘干称量干重。

１．４　实验方法
１．４．１　数量特征计算

物种相对丰度，即相对丰度值（ＲＡ），其计算公
式为：

ＲＡ＝（相对密度＋相对频度）／２ （１）
密度（Ｄｉ），Ｄｉ表示第 ｉ个种的密度，其计算公

式为：

某样方内植株个数／某样方的面积 （２）
相对密度（ＲＤ），其计算公式为：

（Ｄｉ／ＤＳ）×１００％ （３）
式中：Ｄｉ表示第 ｉ个种的密度；ＤＳ表示所有物种的
总密度。

频度（Ｆｉ），其计算公式为：
某物种出现在样方里的样方数／样方总数 （４）

本实验的样方总数为１２。
相对频度（ＲＦ），其计算公式为：

（Ｆｉ／Ｆｓ）×１００％ （５）

式中：Ｆｉ为某物种的频度；Ｆｓ为所有实验样方内的
所有物种的总频度。

优势度或显著度（ＤＥｉ）：即盖度或胸高断面积。
相对优势度或相对显著度（ＲＤＥ），其计算公式

为：

（ＤＥｉ／ＤＥｓ）×１００％ （６）
式中：ＤＥｉ为某物种的优势度或显著度；ＤＥｓ为所有
实验样方内的所有物种的优势度之和。

重要值（ＩＶ），是一个综合数值，表示物种在群
落中的相对重要性，其计算公式为：

重要值（ＩＶ）＝相对多度（ＲＤ％）＋相对频度
（ＲＦ％）＋相对显著度（ＲＰ％）

（７）
式中：相对多度即为（某物种的个体数和所有实验

样方内的所有物种的个体数）×１００％，相对频度即
为（某个植物的频度／所有实验样方内的所有物种
的频度）×１００％，相对显著度即为（某个植物的胸
截面积／所有实验样方内的所有物种的胸截面积）
×１００％。
优势度指数，即生态优势度Ｃ，其计算公式为：

Ｃ＝Ｎｉ（Ｎｉ－１）／（Ｎ（Ｎ－１）） （８）
式中：Ｎ为样方中各物种多度指标的总和，Ｎｉ为第ｉ
个种的多度指标。

１．４．２　α多样性指数
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即物种的丰富度和物种

的均匀度。

（１）Ｍａｒｇａｌｅｆ指数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指数，也就是物种的丰富度，其公式

为：

Ｒ＝（Ｓ－１）ＩｎＮ （９）
在本文中，式中的 Ｓ为实验样方中出现的物种

数，Ｎ为样方中所有物种的个体总数。
（２）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
辛普森多样性指数，又称优势度指数，是与生物

多样性正好相反的一个生态学指标，即集中性的度

量。它是指假设从包含 Ｎ个个体，Ｓ个物种的群落
中，采取不放回方式随机抽取两个个体，如果这两个

个体属于同种的概率大，则有理由认为样方的多样

性低，反之则高。所有辛普森指数可以度量群落的

生态优势度。其公式为：

Ｄ＝１－∑ｐ２ｉ （１０）

式中　Ｐｉ是第ｉ个物种的个体数占群落中所有物种
的总个体数的比例。在本文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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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Ｎｉ（Ｎｉ－１）／Ｎ（Ｎ－１）　（ｉ＝１，
２…Ｓ） （１１）
式中：Ｃ为辛普森多样性指数，Ｎ是样方所有物种的
个体数，Ｎｉ是第ｉ个物种的个体数。

（３）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
香农 －维纳多样性指数利用了信息的不确定

性，即如果从群落中随机抽取一个个体，它将属于哪

个物种是不确定的，并且群落中物种数越多，其不确

定性就越大，因此这种不确定性亦可当作是生物多

样性的一个指标，即香农 －维纳多样性指数。其公
式为：

Ｈ＝－∑（Ｐｉ×ｌｏｇＰｉ） （１２）

式中：Ｈ为香农 －维纳多样性指数；Ｐｉ为抽样个体
属于某一物种的概率Ｐｉ＝Ｎｉ／Ｎ。本文中计算 Ｓｈａｎ
ｎｏｎＷｉｅｎｎｅｒ指数的方法采取：

Ｄ＝－∑ｐｉＩｎｐｉ （１３）

ｉ＝１，２…Ｓ
或：

Ｄ＝３．３２１９（ｌｏｇＮ１０－（１／Ｎ）∑ｎｉｌｏｇｎｉ１０） （１４）

式中：ｎ是群落中所有物种的个体数，ｎｉ是第 ｉ个物
种的个体数，３．３２１９是从 ｌｏｇ１０到 ｌｏｇ２的转化系数。
该指数是以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ｎｅｒ函数为基础的多样性
指数。

（４）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即：

Ｅ＝Ｈ／Ｈｍａｘ （１５）
式中：Ｈ为实际观察的物种多样性指数；Ｈｍａｘ为最大
的物种多样性指数，Ｈｍａｘ＝ＩｎＳ（Ｓ为群落中的总物种
数）

均匀度是指样方中各个物种多度的均匀度，即

为观察多样性与最高多样性的比率，因此本文中均

匀度的计算方法为：

Ｊ＝Ｄ／１４４２７【ＩｎＮ－（１／Ｎ）】｛【α（Ｓ－β）Ｉｎ
α】＋【β（α＋１）Ｉｎ（α＋１）】｝ （１６）

其中，Ｄ为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ｎｅｒ指数；ｎ为群落中所有
物种的总个体数；ｎｉ为第ｉ个物种的个体数；１４４２７
是从ｌｏｇ２到ｌｏｇｅ的转化系数；Ｊ为均匀度；Ｓ为群落
中的总种数；β是 ｎ被 Ｓ整除以外的余数（０≤β≤
ｎ）；α＝（ｎ－β）／Ｓ。
１．５　植物分类、测量和数据计算

对采集回来的所有植物进行整理分类、测量、称

量和计算，并用 ＥＸＣＥＬ等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作
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光照和人为干扰对各群落中物种分布的
影响

从表１中可以看到在有光照无干扰的样方中有
１６种物种，物种出现的总频率数为２２％，有光照中
度干扰样方中有２５种物种，物种出现的频率总数为
３７％，荫蔽无干扰样方中有１６种物种，物种出现的
总频率数为２０％，荫蔽中度干扰样方中有１７种物
种，物种出现的总频率数为２１％，其中有光照样方
的物种数总数为４１，无光照样方的物种总数为３３，
无干扰样方里物种总数为３２，中度干扰样方里的物
种总数为４２。从物种数量上看，有光照中度干扰样
方中物种数最高，其次是荫蔽中度干扰样方，有光照

无干扰样方内的物种数和荫蔽无干扰样方内的相

等。从物种出现的总频数来看，也是有光照中度干

扰样方最高，有光照无干扰样方为其次。而且有光

照的样方和中度干扰的样方物种总数都明显高于无

光照样方和无干扰样方。

表１ 各样方中物种分布情况

Ｔａｂ．１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ｑｕａｄｒａｔ

科名 种名
样方处理

ＮＮ ＮＤ ＳＮ ＳＤ

菊科

苦苣菜Ｓｏｎｃｈｕｓ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 √
√

√
√

鼠曲草ＨｅｒｂａＧｎａｐｈａｉｉＡｆｆｉｎｉｓ √ √ √

艾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ｖｅｒｌｏｔｏｒｕｍＬａｍｏｔｔｅ √
√

√
√
√

一年蓬Ｅｒｉｇｅｒｏｎａｎｎｕｕｓ（Ｌｉｎｎ．）Ｐｅｒｓ． √ √
又蓟 √

十字花科
菜 Ｒｏｒｉｐｐａｃａｎｔｏｎｉｅｎｓｉｓ（Ｌｏｕｒ．）
Ｏｈｗｉ √

大麻科 草Ｈｕｍｕｌｕｓ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 √ √
√

√
√

玄参科 婆婆纳ＶｅｒｏｎｉｃａｐｏｌｉｔａＰｒｉｅｓ
√
√
√

√
√
√

√
√

√
√

禾本科

通泉草 Ｍａｚ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Ｔｈｕｎｂ．）
Ｏ．Ｋｕｎｔｚｅ √ √

野燕麦ＡｖｅｎａｆａｔｕａＬ √
√

√
√ √ √

淡竹叶ＨｅｒｂａＬｏｏｐｈａｔｈｅｒｉ √ √
√

麦娘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ｕｓａｅｑｕａｌｉｓＳｏｂｏｌ √ √

苋科
水花生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 √

√ √

牛膝Ｒａｄｉｘ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ｉｓ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ｅ √ √
石竹科 繁缕ＡｎｄｇａｌｌｉｓａｒｖｅｎｓｉｓＬ．ｖａｒ √ √

茜草科 猪殃殃ＧａｌｉｕｍｔｒｉｆｉｄｕｍＬｉｎｎ √ √
√ √ √

?牛儿苗科
老 鹳 草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ｃａｒｏｌｉｎｉａｎｕｍ
Ｌｉｎｎ．

√
√

４５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４０卷



续表１ 各样方中物种分布情况
Ｃｏｎｔ．Ｔａｂ．１　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ｑｕａｄｒａｔ

科名 种名
样方处理

ＮＮ ＮＤ ＳＮ ＳＤ

伞形科

窃衣Ｇｌｅｈｎｉａ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Ｆ．Ｓｃｈｍｉｄｔｅｘ
Ｍｉｑ．

√
√

√
√

细 叶 旱 芹 Ａｐｉｕｍ ｌｅｐ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ｅｒｓ．）Ｆ．Ｍｕｅｌｌ √ √ √

败酱科
白花败酱 Ｐａｔｒｉｎ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ｅｖｌ．）
Ｋａｉｄｚ

√
√ √ √

蝶形花科 野豌豆Ｖｉｃｉａ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Ｌｉｎｎ． √
√ √

凤尾蕨科 井栏边草ＰｔｅｒｉｓｍｕｌｔｉｆｉｄａＰｏｉｒ． √
√ √

忍冬科 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ｔｅｌｌｍａｎｎｉａｎａ √
√

苎麻科 苎麻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ｎｉｖｅａ（Ｌ．）Ｇａｕｄ． √ √ √ √
莎草科 莎草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ｅｌｅｇａｎｓＬｉｎｄｌ． √
海金沙科 海金沙ＳｐｏｒａＬｙｇｏｄｉｉ √
匍匐科 乌敛霉 √
藜科 灰灰菜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ａｌｂｕｍＬｉｎｎ √ √

炸酱草科
红花炸酱草 Ｏｘａｌｉｓ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ａｓｕｂｓｐ
ｒｕｂｒａ

√
√ √

蓼科 何首乌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 √

蔷薇科
蛇毒 Ｆｏｍｅｓ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Ｖｉｌｌ．Ｅｔ
Ｆｒ．）Ａｍｅｓ √ √ √

觅科
喜旱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ｐｈｉｌｏｘｅ
ｒｏｉｄｅｓ（Ｍａｒｔ．）Ｇｒｉｓｅｂ √ √ √ √

注：ＮＮ光照强度平均值为４１８６７ｌｕｘ（３５２００～４８３００ｌｕｘ），ＮＤ光照
强度平均值为４２５００ｌｕｘ（３６８００～５１１００ｌｕｘ），ＳＮ光照强度平均值
为７２２６ｌｕｘ（３２５０～１３２００ｌｕｘ），ＳＤ光照强度平均值８０２１ｌｕｘ（５
２１４～１１３２４ｌｕｘ）

从物种分布结构来看，有光照的中度干扰样方

里，物种的分布也最均衡，除了一年蓬、淡竹叶、牛

膝、忍冬、海金沙、莎草和廖科没有在这个条件的样

方里出现外，其余物种在此种样方中都有出现，其次

是遮蔽中度干扰样方物种分布也较为均衡。同时，

从表１中还可以看到有９种物种只出现在有中度干
扰的样方里，分别是艾蒿、通泉草、麦娘、井栏边草和

红花酢酱草在有光照和无光照的中度干扰的样方里

都有出现，乌敛霉和菜只出现在有光照的中度干

扰样方里，海金沙和莎草只出现在无光照的中度干

扰样方里，而在无干扰样方里出现，在有干扰样方里

却没有出现的物种只有４种。
结果表明中度干扰不仅能提高物种多样性，对

群落中物种的结构分布也是有影响的，中度干扰在

群落结构的恢复进程中有推进作用。

２．２　不同光照和人为干扰对群落多样性的影响
由表２和图１可以看出有光照中度干扰样方的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指数和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指数最高，其次是
无光照中度干扰的样方。结果说明中度干扰对生物

多样性的提高有明显的作用。另外，无光照样方内

的Ｓｉｎｍｐｓｏｎ指数比同等干扰条件下的有光照样方
内的Ｓｉｎｍｐｓｏｎ指数要高。此结果说明光照强度对
物种多样性也有影响，有光照比无光照的生物多样

性要高。同时，从图１和表２中还可以看到，两个中
度干扰样方内的Ｐｉｅｌｏｕ指数明显比两个无干扰样方
内的Ｐｉｅｄｏｕ高，说明中度干扰不仅可以提高生物多
样性，还可以提高样方内的物种均匀度。

表２ 生物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ａｃｈｑｕａｄｒａｔ

样方
处理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

Ｓｉｎ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ＮＮ ３．８０９０４ １．０８２１ ２．５５２１ １．２１３４１
ＮＤ ６．９７４５２ ２．３２１１ ５．６５７０４ ２．２０５５１
ＳＮ ４．１６３１ １．６０４２５ ３．６２７４２ １．８１０１４
ＳＤ ５．９５６４７ ２．２７２４４ ５．０６３９１ ２．３０４６９

注：各指数为同一条件下各样方的指数和

图１　不同处理样方生物多样性指数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ｅｄｑｕａｄ

ｒａｔｓ

２．３　不同光照和人为干扰对植物生物量的影响
由图２可以看出有光照无干扰处理实验中植物

生物量最多，无光照有干扰的样方中植物生物量最

少，两者之间的生物量差距较大，生物量由高到底分

别是有光照无干扰样方＞有光照中度干扰样方＞无
光照无干扰样方＞无光照中度干扰样方。结果表明
干扰和光照对生物量是有影响的，光照能促进生物

量的增加，干扰减少生物量的增加，但光照强度对生

物量的影响大于干扰对生物量的影响。

图２　不同处理样方内植物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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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干扰和空间异质性一样，是调节植物群落物种

多样性的主要因子。中度干扰不仅能提高物种多样

性，也能提高物种分布的均匀度，从而改善物种的分

布结构，在加速群落演替进程上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所以在现代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观念上，我

们不仅要加强环境保护理念，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

环境的破坏和摧毁，还要充分运用干扰手段，尤其是

人为的中度干扰。

光照条件对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量有一定的影

响，但光照条件会受到植物特性等很多原因的制约，

所以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方面，干扰优于光照。

但在对植物的生物量的影响上，干扰又不于光照的

影响大。所以在我们进行植物生态保护时，在权衡

物种多样性的提高和植物生物量的增加时，要将光

照和干扰结合起来运用。

４　讨论

不同植物对光照有不同的适应性。在实验中出

现了一些喜阳植物物种如苦苣菜、老鹳草、窃衣、野

豌豆只出现在有光照的样方中，喜阴植物如忍冬只

出现在无光照的样方中，所以光照强度对物种的分

布和多样性的影响可能受到植物特性的制约。

由于物种丰富度指数没有利用到物种相对多度

的信息，所以由物种丰富度指数反映出来的物种多

样性不能全面反映群落的多样性水平。同时，影响

物种丰富度的因素有很多，诸如历史因素、物种库的

大小、物种库之间的距离、群落面积和群落内物种间

的相互作用等，所以在实验中选择样方大小时，很难

将这些因素全部考虑到。而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则是更多
的重视了物种的多度，同样忽略了物种的数量，所有

本实验中样方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影响到了

实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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