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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岷江柏（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ｃｈｅｎｇｉａｎａ）是国家Ⅱ级保护物种，主要分布于岷江、大渡河和白龙江流域。不同干扰强度
下的岷江柏群落特征研究鲜有报道。本研究以干扰种类和强度为基础，分析了重度、中度和轻度干扰强度下的岷

江柏群落物种多样性和群落特征。结果表明：重度、中度和轻度干扰强度下的岷江柏群落分别由３０、４３和５０种物
种组成，重度干扰与中、轻度干扰的物种多样性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重、中、轻度干扰强度下乔木层岷江柏重
要值依次为２５６０９、１５４０９和１１６１９，灌木层中岷江柏幼苗幼树的重要值依次为１０７０８、２５４４、２９２７，重要值均高
于其他物种。研究认为，人为干扰对岷江柏群落的物种多样性组成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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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岷江柏（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ｃｈｅｎｇｉａｎａ）是柏科常绿国家
Ⅱ级保护物种，是一种喜阳耐寒、适应性强的树
种［１］。岷江柏生长地区的气候特征冬季较长而严

寒，夏季温凉，冻干春早，干湿季明显，年均温８℃ －
１４℃。有关天然岷江柏的海拔分布文献较多，其结
果存在一定差异。如《中国植物志》（１９７８）报道，岷
江柏生于海拔１２００ｍ～２９００ｍ的干燥阳坡［２］；管

中天（１９８２）在《四川松杉植物地理》中记述，岷江柏
生于海拔１３００ｍ～２８００ｍ，以海拔１８００ｍ～２６００
ｍ为常见［３］；包维楷等（２０１２年）对岷江柏的现存分
布区进行了野外调查研究得出，现在天然岷江柏生

长于海拔１７００ｍ～２９００ｍ［１］。从这些调查结果来
看，天然岷江柏分布的海拔下线在“抬升”，而分布

的海拔上线几乎没有变化，说明低海拔区域的天然

岷江柏林遭受了人为活动干扰破坏。

已有的文献表明，岷江柏林受到的人为干扰主

要包括砍伐、采薪、放牧、枝叶采集等。目前，不同强

度人为干扰下的岷江柏群落特征鲜有研究报道。因

此，本研究将人为干扰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不同

强度等级，研究不同人为干扰强度下的天然岷江柏

群落特征，以期为岷江柏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自然地理概况

现在天然岷江柏林集中分布于大渡河上游的金

川县、小金县、马尔康市和丹巴县。该区域位于青藏

高原东部的大渡河上游地区，按地貌分为高峡区和

山原区，气候垂直变化强于水平变化，并具有复杂多

样性。金川县年均温１１℃以上，马尔康市年平均温
５℃ ～９℃。马尔康市多年平均降水量 ７５０ｍｍ以
上，金川县多年平均降水量仅６１０ｍｍ。冬季受西伯
利亚经青藏高原而来的西风环流控制，降水量较少，

寒冷，夏季受西南和东南暖温气候影响，降水量较

多，温暖。本区多年平均总辐射量１２０ｋＪ·ｃｍ－２～
１２５ｋＪ·ｃｍ－２，年日照时数１６６６ｈ～２３１８ｈ［１］。

由于生境类型复杂，同时受纬度、海拔、地貌变

化的影响，水、热、光等因子的再分配，形成了复杂的

局地气候和小气候。土壤类型多样，垂直地带性明

显，主要土类有棕壤、暗棕壤、草甸土、褐土、高山寒

漠土等。研究区植被隶属于川西高山峡谷针叶林、

川西北高原灌丛－草甸两个地带，植被垂直分异大
于水平分异。在典型的峡谷区，河谷气温高、热量

足、降水量偏低；随海拔高度上升，气温下降、降水量

增加、空气湿度加大、植被组成显著变化。河谷植被

以干旱河谷灌丛和草，海拔１７００ｍ～２１００ｍ为落
叶阔叶混交林，２４００ｍ～３６００ｍ为亚高山针叶林，
３６００ｍ～４０００ｍ则为高山灌丛草甸、高山草甸，
４０００ｍ至雪线基本上为流石滩植被。河谷和中山
平缓地带，村落附近散生耕地与果园，形成栽培植

被。

大渡河上游区域是藏族聚集区，人口稀少，以藏

族为主。当地居民薪材和建材主要砍伐岷江柏、川

滇高山栎（Ｑｕｅｒｃｕｓ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ｏｉｄｅｓ）、大果圆柏（Ｓａｂｉｎａ
ｔｉｂｅｔｉｃａ）、山杨（Ｐｏｐｕｌｕ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和白桦（Ｂｅｔｕｌａ
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等，每户年砍伐薪材可达５ｔ～１０ｔ。由
于岷江柏木材和枝叶具有独特的浓香香味，是藏族

祭祀活动（如煨桑（音译）、藏香）的主要材料。生长

于悬崖峭壁上的岷江柏木材致密坚硬和独特的香气

与留疤色泽，使岷江柏成为制作手串、佛珠的理想材

料之一，加剧了岷江柏的盗伐强度。岷江柏自然分

布区与藏民黄牛、犏牛、山羊放牧区重叠，使得岷江

柏林成为藏民重要的放牧场。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干扰强度划分标准与类型
基于已有文献对干扰强度的划分方法［４～７］，同

时结合野外踏查中所发现的岷江柏林所受干扰类型

及其来源，制定了岷江柏种群及其生境所受干扰强

度的划分标准和类型（表１）。

表１ 干扰强度类型与划分标准描述表

干扰强度 林分郁闭度 干扰种类、特征及其频率等描述

重度干扰 ０．２～０．３ 距离居民聚居点的直线距离≤１ｋｍ，且
有人行小路和牧道可通达岷江柏林，常
见放牧、盗伐大树和砍枝桠的干扰痕迹

中度干扰 ０．４～０．５ 距离民居聚居点的直线距离＞１ｋｍ，不
见人行小路可通达岷江柏林，常见放
牧，少见砍枝桠，未见盗伐痕迹

轻度干扰 ＞０．５ 位于岷江柏州级自然保护区内，林缘偶
见砍枝桠痕迹，未见放牧和盗伐痕迹

２．２　群落调查方法
重度干扰、中度干扰和轻度干扰的岷江柏种群

特征调查采用典型样方法。首先在野外选择具有代

表性的地段划定一定范围大小地块，定量地统计分

析岷江柏的结构特征，样方大小为２０ｍ×２０ｍ。主
要测定指标有岷江柏林的物种、树高、胸径、株数等

常规群落学指标。本调查共设置重度干扰类型８个
样地、中度干扰类型６个样地和轻度干扰类型８个
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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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数据分析方法
群落物种多样性 ＝调查样地内出现的物种总

和［８］。

重 要 值 的 计 算 方 法［９～１３］：重 要 值 ＝
相对密度＋相对盖度＋相对频度

３ 。

其中，相对密度 ＝某一种的个体数
全部种的个体数

×１００％；相

对盖度＝某一种的所有植物的盖度之和
所有种的盖度之和

×１００％；相

对频度 ＝某一种的频度之和
全部种的频度之和

×１００％。本文数据分

析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完成。所有数据均用平
均值表示。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物种多样性
重度干扰强度下的岷江柏群落由３０种物种组

成、中度干扰的岷江柏群落由４３种物种组成、轻度
干扰的岷江柏群落由５０种物种组成（表２）。重度
干扰的岷江柏群落物种多样性与中度和轻度干扰的

岷江柏群落物种多样性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但中度和轻度干扰的岷江柏群落物种多样性没有显

著性差异（Ｐ＞００５）。随着干扰强度的加重，岷江
柏群落的物种多样性越低。

表２不同干扰强度下的岷江柏群落物种组成

干扰强度 层次 物种数

重度干扰 乔木层 ２
灌木层 ９
草本层 １９
小计 ３０

中度干扰 乔木层 ６
灌木层 １２
草本层 ２５
小计 ４３

轻度干扰 乔木层 ７
灌木层 １７
草本层 ２６
小计 ５０

３．２　群落特征
离居民区较近的重度干扰下的岷江柏林，多形

成以岷江柏为优势种的单优群落，其乔木层的岷江

柏重要值为２５６８２；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地段，有少
量侧柏混生在岷江柏林中（表３）。灌木层常见优势
种为岷江柏幼树幼苗、华西小石积、川陕花椒和细枝

绣线菊等，盖度一般在１５％ ～２０％左右；其中，岷江
柏幼树幼苗的重要值为１０７０８，但经常因放牧、剔

枝桠的干扰而长势较差。草本层的常见优势种有丛

毛羊胡子草、糙野青茅、川滇苔草等。由于经常受到

放牧的干扰，林下草本层盖度低于１０％。

表３ 重度干扰下的岷江柏林群落特征

中文名 拉丁名
平均高
（ｍ）

平均密度

（株·ｈｍ－２）重要值

乔木层

　岷江柏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ｃｈｅｎｇｉａｎａ １２．０ ６５３ ２５６．８２
　侧柏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４．５ １００ ４３．６０
灌木层

　岷江柏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ｃｈｅｎｇｉａｎａ ２．２ １１３７ １０７．０８
　川滇小檗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ｊａｍｅｓｉａｎａ ２．１ １２５ ２１．１４
　峨眉蔷薇 Ｒｏｓａ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１．９ ７５ １１．１５
　木蓝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 ２．３ １００ ２２．３５
　华西小石积 Ｏｓｔｅｏｍｅｌｅｓｓｃｈｗｅｒｉｎａｅ ２．４ ２００ ３９．４３
　平枝子 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ｉｓ ２．６ １００ １４．７０
　细枝绣线菊 Ｓｐｉｒａｅａｍｙｒｔｉｌｌｏｉｄｅｓ ２．５ １５０ ２７．０７
　毛柱山梅花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ｕｓｓｕｂｃａｎｕｓ １．８ ５０ ９．９８
　川陕花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２．４ １７５ ３８．２６
　冰川茶子 Ｒｉｂｅｓｇｌａｃｉａｌｅ ２．１ ２５ ８．８１
草本层

　无距耧斗菜 Ａｑｕｉｌｅｇｉａｅｃａｌｃａｒａｔａ ０．１ ５２５ １１．６４
　早熟禾 Ｐｏａａｎｎｕａ ０．１８ １６２５ ２２．４１
　偏翅唐松草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０．２１ ２７５ ７．４２
　金发草 Ｐｏｇｏｎａｔｈｅｒｕｍｐａｎｉｃｅｕｍ ０．１３ ７７５ １４．６４
　细柄茅 Ｐｔｉｌａｇｒｏｓｔｉｓｍｏｎｇｈｏｌｉｃａ ０．１５ １０５０ １６．５８
　知风草 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 ０．１６ ６２５ １３．７６
　丛毛羊胡子草 Ｅｒｉｏｐｈｏｒｕｍｃｏｍｏｓｕｍ ０．２３ ２３７５ ４７．０２
　荩草 Ａｒｔｈｒａｘｏｎｈｉｓｐｉｄｕｓ ０．２１ １６００ ２５．３３
　琉璃草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ｍ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ｍ ０．２４ ４２５ ５．８６
　沿阶草 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０．１２ １０５０ １９．０２
　野燕麦 Ａｖｅｎａｆａｔｕａ ０．３１ ３２５ ５．２７
　川滇苔草 Ｃａｒｅｘ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 ０．０９ １７００ ２８．３６
　臭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ｈｅｄｉｎｉｉ ０．２６ ４２５ ８．３０
　大花糙苏 Ｐｈｌｏｍｉｓｍｅｇａｌａｎｔｈａ ０．２１ ３００ ７．５７
　华鼠尾 Ｓａｌｖ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３７ ２００ ４．５４
　山梗菜 Ｌｏｂｅｌｉａｓｅｓｓｉｌｉｆｏｌｉａ ０．２３ １００ ３．９５
　川西蟹甲草 Ｐａｒａｓｅｎｅｃｉｏｓｏｕｌｉｅｉ ０．２８ ３７５ ５．５７
　糙野青茅 Ｄｅｙｅｕｘｉａｓｃａｂｒｅｓｃｅｎｓ ０．１９ １６７５ ３０．０４
　马唐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ｌｉｓ ０．１７ １５２５ ２２．７４

中度干扰区域的岷江柏林长势较好，基本以岷

江柏木为优势种的单优群落。其中，乔木层的岷江

柏重要值为１５４０９，乔木层中混生少量白桦、油松、
侧柏等（表４）。灌木层常见种有华西小石积、毛柱
山梅花、川陕花椒和岷江柏幼树幼苗等，盖度能达到

３０％～４０％。林下更新的岷江柏幼苗幼树常见，且
长势较好。草本层发育良好，常见种类有丛毛羊胡

子草、中华槲蕨、荩草、川滇苔草和糙野青茅等，盖度

在４０％～６０％左右。
轻度干扰的岷江柏林主要分布于大渡河流域的

热足（梭模河和脚木足河汇合处）以上、梭模河和脚

木足河之间的三角地段。群落林相整齐，形成以岷

江柏为优势的单优群落。在群落分布区的海拔上

限，乔木层混生有少量的川西云杉、白桦；低海拔地

段则混生有少量的栾树、臭樱等（表５）。灌木层常

９２３期 李绪佳，等：干扰对大渡河岷江柏群落特征影响分析 　　



　　表４ 中度干扰下的岷江柏林群落特征

中文名 拉丁名
平均高
（ｍ）

平均密度

（株·ｈｍ－２）重要值

乔木层

　岷江柏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ｃｈｅｎｇｉａｎａ １２ ９７５ １５４．０９
　白桦 Ｂｅｔｕｌａ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 ５ ７５ ２２．４４
　油松 Ｐｉｎｕｓ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４．５ ２７５ ６０．５９
　川西云杉 Ｐｉｃｅａｌｉ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１１ ５０ １７．０４
　刺叶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ｓｐｉｎｏｓａ ５ ７５ ２７．１８
　侧柏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４．５ ７５ １８．６８
灌木层

　岷江柏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ｃｈｅｎｇｉａｎａ ２．２ ６１０ ２５．４４
　油松 Ｐｉｎｕｓ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２ １５０ ７．１１
　黄背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ｐａｎｎｏｓａ １．４ ２００ ９．７２
　刺叶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ｓｐｉｎｏｓａ １．５ １７５ ８．７４
　侧柏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１．８ ３００ １６．８０
　川滇小檗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ｊａｍｅｓｉａｎａ ２．１ ４５０ １８．１１
　南烛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１．６ ２７５ １３．８０
　峨眉蔷薇 Ｒｏｓａ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１．９ ３２５ １５．７７
　木蓝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ｓｐ． ２．３ ５２５ １７．８３
　毛肋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ｉｉ ２．８ ４００ １８．１６
　华西小石积 Ｏｓｔｅｏｍｅｌｅｓｓｃｈｗｅｒｉｎａｅ ２．４ ８００ ２８．６６
　平枝子 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ｉｓ ２．６ ４７５ １８．４５
　细枝绣线菊 Ｓｐｉｒａｅａｍｙｒｔｉｌｌｏｉｄｅｓ ２．５ ６７５ ２３．０９
　毛柱山梅花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ｕｓｓｕｂｃａｎｕｓ １．８ ８００ ２８．０１
　川陕花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２．４ ７００ ２６．６６
　冰川茶子 Ｒｉｂｅｓｇｌａｃｉａｌｅ ２．１ ５２５ ２３．６４
草本层

　中华槲蕨 Ｄｒｙｎａｒｉｓｉｎｉｃａ ０．２５ ９２５ ２０．３６
　马兰 Ｋａｌｉｍｅｒｉｓｉｎｄｉｃａ ０．１２ １０５０ １３．１４
　无距耧斗菜 Ａｑｕｉｌｅｇｉａｅｃａｌｃａｒａｔａ ０．１５ ９２５ １１．８３
　早熟禾 Ｐｏａａｎｎｕａ ０．２３ １３００ １２．６４
　偏翅唐松草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０．３１ ４５０ ７．４５
　金发草 Ｐｏｇｏｎａｔｈｅｒｕｍｐａｎｉｃｅｕｍ ０．１８ ６００ ９．６９
　细柄茅 Ｐｔｉｌａｇｒｏｓｔｉｓｍｏｎｇｈｏｌｉｃａ ０．２ ８００ ９．６９
　知风草 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 ０．２１ １０２５ １２．２６
　短颖鹅观草 Ｒｏｅｇｎｅｒｉａｂｒｅｖｉｇｌｕｍｉｓ ０．２３ ６５０ ７．５１
　丛毛羊胡子草 Ｅｒｉｏｐｈｏｒｕｍｃｏｍｏｓｕｍ ０．２８ ２０５０ ３２．０７
　短柄草 Ｂｒａｃｈｙｐｏｄｉｕｍｓｙｌｖａｔｉｃｕｍ ０．２４ １１５０ １３．４９
　荩草 Ａｒｔｈｒａｘｏｎｈｉｓｐｉｄｕｓ ０．２６ １８７５ １７．３２
　琉璃草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ｍ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ｍ ０．２９ １０５０ ９．９７
　沿阶草 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０．１７ ９７５ １１．９８
　野燕麦 Ａｖｅｎａｆａｔｕａ ０．３６ １０２５ １０．７０
　川滇苔草 Ｃａｒｅｘ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 ０．１４ １０５０ １５．４６
　臭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ｈｅｄｉｎｉｉ ０．３１ ６５０ １２．２３
　甘川紫菀 Ａｓｔｅｒｓｍｉｔｈｉａｎｕｓ ０．２７ ４７５ ６．００
　大花糙苏 Ｐｈｌｏｍｉｓｍｅｇａｌａｎｔｈａ ０．２６ ６００ ５．６９
　华鼠尾 Ｓａｌｖ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４２ ８５０ ８．３６
　山梗菜 Ｌｏｂｅｌｉａｓｅｓｓｉｌｉｆｏｌｉａ ０．２８ ６００ ６．５３
　四川婆婆纳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ｓｚｅｃｈｕａｎｉｃａ ０．１５ ６５０ ８．３５
　川西蟹甲草 Ｐａｒａｓｅｎｅｃｉｏｓｏｕｌｉｅｉ ０．３３ １２７５ １４．０８
　糙野青茅 Ｄｅｙｅｕｘｉａｓｃａｂｒｅｓｃｅｎｓ ０．２４ １１７５ １５．２１
　峨眉鼠尾草 Ｓａｌｖｉａｏｍｅｉａｎａ ０．３９ ５７５ ７．９７

　　表５ 轻度干扰下的岷江柏林群落特征

中文名 拉丁名
平均高
（ｍ）

平均密度

（株·ｈｍ－２）重要值

乔木层

　岷江柏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ｃｈｅｎｇｉａｎａ ２７ ４９４ １１６．１９
　山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１６ １２５ ４０．８２
　白桦 Ｂｅｔｕｌａ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 １６ ５０ ２２．５２
　川西云杉 Ｐｉｃｅａｌｉ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２１ １５０ ４３．２５
　栾树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１６ ７５ ２４．１０
　臭樱 Ｍａｄｄｅｎｉａｈｙｐｏｌｅｕｃａ １２ ７５ １８．２９
　色木槭 Ａｃｅｒｍｏｎｏ ８ ５０ １４．９９
灌木层

　岷江柏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ｃｈｅｎｇｉａｎａ ３．４ ３８７ ２９．２７
　紫花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ｐｏｒｐｈｙｒｅｕｓ ２．２ １７５ １３．９４
　冬青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１．８ １２５ ９．７９
　美容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ｃａｌｏｐｈｙｔｕｍ ３．５ ２００ ２２．６６
　尖叶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ｍｕｃｒｏｎａｔｕｍ ２．６ ３２５ ２６．０４
　川滇小檗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ｊａｍｅｓｉａｎａ １．２ ４５０ １４．８８
　南烛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１．１ ２７５ １０．５６
　毛叶蔷薇 Ｒｏｓａｍａｉｒｅｉ １．９ ７５ ４．６２
　木蓝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ｓｐ． ２．３ ５２５ ２１．５６
　绢毛蔷薇 Ｒｏｓａｓｅｒｉｃｅａ １．７ １５０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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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优势种有岷江柏幼树幼苗、尖叶杜鹃、毛柱山梅

花、美容杜鹃、木蓝和冰川茶子等，盖度 ３０％ ～
４０％左右。林下天然更新的岷江柏木幼苗幼树常
见，其中约有１／３能够穿过灌木层，成长为较高大的
树。草本层长势较差，常见的丛毛羊胡子草、荩草、

川滇苔草、短柄草、四川早熟禾等，盖度一般在２０％

～３０％左右。

４　结论与讨论

重度、中度和轻度干扰强度下的岷江柏群落分

别由３０、４３和５０个物种组成，即随着干扰强度的降

０３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８卷



低，大渡河流域的岷江柏群落的物种多样性越高。

重度干扰的岷江柏群落物种多样性与中度和轻度干

扰的岷江柏群落物种多样性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但中度和轻度干扰的岷江柏群落物种多样
性差异不显著性（Ｐ＞００５）。随着干扰强度的加
重，岷江柏群落的物种多样性降低。其主要原因有：

（１）放牧干扰对林下草本层植物的啃食和践踏导致
草本植物直接丧失和生存环境恶化；（２）因采伐和
采薪直接导致乔木层和灌木层的原生阔叶树或灌丛

丧失；（３）干扰过度导致林下水土流失严重，物种最
基本的生存环境恶化而不利于物种定居和存活。

重度、中度和轻度干扰强度下的岷江柏群落乔

木层中的岷江柏重要值分别为 ２５６０９、１５４０９和
１１６１９，说明干扰越轻，乔木层的物种组成越复杂多
样，岷江柏的优势地位逐步降低。在重度干扰条件

下，岷江柏群落的乔木层郁闭度较低，岷江柏幼苗和

幼树在灌木层中的重要值排在第一位，说明岷江柏

自然更新需要强光照环境，也说明岷江柏的自然更

新良好。随着干扰强度的降低（即郁闭度增加），岷

江柏幼苗和幼树在灌木层中的重要值随之降低。因

此，光照环境是影响岷江柏自然更新的重要因子之

一。

综上所述，人为干扰对岷江柏群落的物种多样

性组成有显著影响，低郁闭度的岷江柏林下天然更

新良好，岷江柏的天然更新需要一定的林下光照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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