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接受日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广东省科技攻关项目’&(("+资助

, 通讯作者 -.//012.34536789:;./

鼎湖山针阔混交林演替过程中

群落组成和结构短期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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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鼎湖山针阔混交林永久样地在 >78 演变过程中群落的物种组成结构、空间结构、物种多样性以及生物量

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群落乔、灌、草 # 层的物种个体数量有很大变化，但其物种组成结构变幅很小；针叶树种马尾松

<!"#$% &’%%(#"’#’+的优势地位逐步丧失，而阔叶树种荷木<)*+"&’ %$,-./’+和锥栗<0’%1’#(,%"% *+"#-#%"%+等优势地位日

益巩固，同时中生性树种的罗伞<2.3"%"’ 4$"#4$-5(#’+和九节<!%6*+(1."’ .$/.’+等地位也在加强，整个群落向常绿阔叶

林演变；群落乔木层的生物量增加而灌木层的生物量逐步减少，但群落总生物量仍在增加；群落各层次物种多样性的

变化及其相互关系较为复杂，但各层次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只表现微小的起伏，说明针阔混交林群落的演替是一种缓慢

的、较为稳定的过程。同时，在群落的演替过程中，偶见种及珍稀植物的保护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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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替是生态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也是植被动

态学的核心内容，一直受到生态学家的关注 !"#$%&，对

其演变方向及其规律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人类更好

地合理开发和利用各种生物资源，也有利于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至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南亚

热带地带性植被—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且还分布

着多种处于不同演替阶段的植被类型’$是研究森林

植物群落演替的理想场所。其中针阔混交林是分布

面积最大的植被类型，面积约 (()*"+,-./，占保护区

总面积的 %)*0(1!(&，主要由 "+02!"+(2 年间人工种

植的马尾松林演变而来，是由人工林过渡到半自然

林的次生演替类型!)&。早在 "+(( 年张宏达和王伯荪

等就对鼎湖山植物群落进行了研究 !3&，其后不断有

相关的研究报道!4#"/&，但主要集中于地带性植被的乔

木层或森林群落的优势种群结构变化上，且研究方

法以“ 时空互代”为主，而对针阔混交林群落动态

的研究较少!4&。由于森林群落的动态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对其规律的掌握需要建立在长期的定位监测

的基础上，迄今为止对针阔混交林群落动态的定位

研究，尤其是乔、灌、草 0 个层次全方位的物种组成

和结构的动态研究还未见报道，这样就很难从整体

上较准确地理解针阔混交林群落的演替规律。本文

对处于鼎湖山演替过程中第三个阶段—以阳生性

阔叶树为主的针阔混交林!""&的演替过程进行定位研

究，从总体上了解该群落各层次的物种组成和结构

的变化特点，以揭示鼎湖山针阔混交林群落的演替

特征及其规律，为鼎湖山乃至南亚热带森林群落的

管理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自然概况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东省肇庆市

东北部，总面积 ","((,-./，属低山丘陵地貌。海拔

"%*"!",222*0,.，海拔 422,. 以下的土壤多为发育于

砂岩和沙页岩母质上的赤红壤和黄壤。本地区属南

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 /2*+!，年均降

雨量 ",+(),..，年相对湿度为 4"*(5!"0&。

针阔叶混交林永久样地位于保护区的缓冲区

内，坡向西南，海拔 /(2$. 左右，坡度约 0("，土壤为

砂质壤土，土层厚薄不均。

/$研究方法

样地设置 "+++ 年在缓冲区内选取有代表

性的针阔混交林群落，参照《 热带森林地区生物多

样性长期监测—永久样地的建立与调查方法》!"%&设

立面积为 "$/22$./ 永久样地，分成 0 个 /2$.#/2$.
的大样方，然后用相邻格子法把每个大样方再细分

为 ") 个 ($.#($. 的小样方。样地用经纬仪测距定

位，并用水泥桩6大样方7和 89: 管6小样方7等作永

久性固定标志。

植被调查 植被分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苗

木层6以下简称草本层70 个层次进行调查：乔木层调

查面积为 ";/22,./，即对样地内的所有 <=>;6胸径7;
! ";?. 的树木进行每木鉴定，记录种名，胸径、树

高、枝下高、冠幅、坐标和生长状态等指标，同时编

号挂牌作永久标记。灌木层的调查面积为 "22;./，

即在样地中随机选取 % 个 (;.#(;. 灌木样方，记录

<=>;@;";?. 且 >;6树高7;A;(2;?. 的乔木幼树和灌

木的种名、基径、树高、冠幅、坐标，并编号挂牌。草

本层的调查面积为 %;./，即在每个灌木样方内各选

一个 ";.#";. 草本样方，记录 <=>;@;";?. 且 >;"
(2;?. 的木本植物幼苗和草本植物的种名、树高、盖

度、坐标。"+++ 年和 /220 年对样地中乔、灌、草本样

方进行两次调查。

分析方法 根据两次调查数据，计算和分析

群落结构成分中的株数、密度、盖度、断面积、重要

值、高度级及立木径级分布等特征的动态变化。针

对群落各层植株的特点和测定指标计算各层物种

的重要值。采用 B-CDDED#FGHDGI 指数!"(&、BH.JKED 指

数!")&;和 8F 指数!"3&分别测度群落的物种多样性、生

态优势度和均匀度。采用相似性系数 B 来测度群落

的物种结构变幅大小!"4&。群落生物量的计算采用前

人在鼎湖山建立的相应生物量回归模型来计算，即

应用彭少麟等、温达志等和张倩媚等 !"+#/"&的回归模

型来分别计算乔木层中的针叶树马尾松、阔叶树和

灌木层的生物量；因草本层的生物量较小，在此忽

略不计。

0;结果和分析

!"# 群落物种结构的变化

0*"*";群落物种消长及其地位的变化

森林群落的演替是以群落结构的变化为表现

0/%;;;;;;;;;;;;;;;;;;;;;;;;;;;;;;;;;;;;;;;;;;;;;;;;;;;;;;;;;;;;;;;;;;;;;;;;;;;;;;;;;;;热 带 亚 热 带 植 物 学 报 第 "/ 卷



特征的 !"#，而群落的物种组成是反映其结构变化的

重要指示因子。从表 $ 可知，乔木层的物种数由 "%
种变为 "& 种，其间有 $ 个物种消失，而灌木层中有

" 个物种进入乔木层。个体数量变化明显，由 %$’ 株

减少到 ()) 株，净减 $*% 株，死亡率为 $(+&,。除中

生性物种罗伞个体数量略有增加外，其余的主要物

种的个体数量都在减少，其中以阳生性物种豺皮樟

-!"#$%& ’(#)*+",(-"& ./0+1 (.-(*/",(-"&2 死亡的数量最

多，达 ’3 株，占死亡个体总数的 *%,。

灌木层有 " 个物种消失，但草本层有 $ 个物种

进入，种数从 $% 种变为 $) 种。个体数量由 () 株减

少到 ’* 株，死亡率达 "4+&,，其中阳生性物种荷木、

三 叉 苦 -01(+"& -%2#&2 和 桃 金 娘 -34(+(56’#)$
#(5%*#($&2 的 种 群 数 量 变 化 较 大 ， 分 别 减 少 了

’)+$,、(4,和 **+*,，而中生性物种九节和朱砂根

-7’+"$"& 8’%*&#&2 等种群数量在增加。同乔木层相

比，灌木层个体数量波动更大一些。

草本层中虽有 $ 个物种消失，但土壤种子库中

提供了 " 个物种幼苗，种数由 ) 种上升到 % 种。个

体数量从 "* 株上升到 ** 株，增长率为 3*+’,，其中

耐 荫 蕨 类 增 加 ) 株 ， 占 草 本 层 新 增 个 体 数 量 的

’4,，而阳生性物种黑莎草-9&4*"& #’"$#"$2的个体数

量减少 34,。与上面两个层次相比，草本层的个体

数量变化幅度最大。

群落 * 个层次的物种数在基数!$ 内波动，群落

各层次的物种成分变化不大，基本上维持了群落物

种的动态平衡与发展。但群落各层的个体数量尤其

是主要物种的个体数量变化较大，其变幅在 $(+&,!
3*+’,之间；群落中阳生性物种的个体数量减少而

中生性物种的个体数量增加。这表明在较短的演替

时间内，针阔混交林物种组成结构的变化较少体现

在物种更替上，而更多地表现在个体数量的变化

上，且灌、草层变化更明显。

重要值是综合衡量物种在群落中地位和作用

的有效指标，可以反映群落演变的方向。从表 $ 可

知，在乔木层中，群落唯一的针叶树种马尾松的重

要值从 %+%) 下降为 %+4$，而优势阔叶树种荷木和锥

栗的重要值分别由 "4+*3 和 $3+&( 上升到 "$+&* 和

表 ! 群落演替过程中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物种消长及其地位的变化

5/6781$19:/;<8=1>;1=?8@>8=1@AB?A=>C>A;1/;D1>B?A0C/;@81./7E81-FG21>;1C088H1=:0E61/;D1:80617/I80=1>;1C:81@ABBE;>CI

种名

J?8@>8=

乔木层 508817/I80 灌木层 J:0E617/I80 草本层 K80617/I80

株数 LA+1AM
1>;D>.>DE/7=

重要值

FG
株数 LA+1AM1
>;D>.>DE/7=

重要值

FG
株数 LA+1AM1
>;D>.>DE/7=

重要值

FG

$&&& "44* $&&& "44* $&&& "44* $&&& "44* $&&& "44* $&&& "44*

荷木 :84"5& $)2%’.& $(* $’’ "4+*3 "$+&* ) * &+’* 3+&)
锥栗 ;&$#&*(2$"$ 84"*%*$"$ 3( 3$ $3+&( $(+"’ $ 4+&) " ’+)31
豺皮樟 !"#$%& ’(#)*+",(-"&

./0+1(.-(*/",(-"&
"4) $’* $3+*$ $*+%$ $) $* "(+*3 ""+44

九节 <$684(#’"& ’).’& $*4 $$3 &+)% $4+*$ ’ ( &+4( $3+)$
马尾松 <"*)$ 5&$$(*"&*& $* $$ %+%) %+4$
黄牛木 ;’&#(=6-(* -"/)$#’"*)5 ’% 3) ’+(" ’+*% ’ $ (+"% $+14(
鸭脚木 :84%,,-%’& (8#(246--& *" "’ 3+4* *+(4
罗伞 7’+"$"& >)"*>)%/(*& *’ *) *+’& 3+$4 " " *+3* 3+(% " $ (+3’ 3+*%
土沉香 7>)"-&’"& $"*%*$"$ "’ $" "+1%’ $+)%
变叶榕 ?"8)$ 1&’"(-($& "" $% "+() "+($ * * *+$$ *+%"
白背算盘子 9-(84"+"(* @’"/4#"" $( $$ "+4) $+%3 " " "+&) *+’4
华润楠 A&84"-)$ 84"*%*$"$ ’ 3 $+(% $+)’
野漆树 34)$ $)88%+&*%& $$ ( $+’( $+4$ $ $ $+*$ $+33
罗浮柿 B"($26’($ 5(’’"$"&*& % % $+*" $+(4 " " "+(* "+%&
降真香 78’(*684"& 2%+)*8)-&#& ’ ’ 4+&( $+4)1
黄果厚壳桂

;’62#(8&’6& 8(*8"**&
( 3 4+&4 4+)%

毛冬青 C-%= 2).%$8%*$ ( ’ 4+%( 4+%" * * ’+%’ )+*’
桃金娘 34(+(56’#)$ #(5%*#($& ( * 4+)( 4+3& ( 3 (+&’ )+43
三叉苦 01(+"& -%2#& ( * 4+(% 4+*% ’ " %+’) 3+%3 $ 3+$$
云南银柴 72(’($& 6)**&*%*$"$ 3 * 4+(’ 4+’(
白楸 A&--(#)$ 2&*"8)-&#)$ * * 4+** 4+*%
红皮紫棱 ;’&"."(+%*+’(*

D@&*/#*)/%*$%
" " 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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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消彼长，表明随着演替的进行，荷木和锥栗

为主的阔叶树种的优势地位在加强，而针叶树种马

尾松的地位在削弱。同时，灌、草层中没有发现马尾

松的幼树和幼苗，说明马尾松不能自然更新，群落将

演替到以阳生植物为主的常绿阔叶林阶段&!!’。此外，

乔、灌、草 ( 个层次中的阳生性物种豺皮樟、黄牛木

)!"#$%&’(%) (*+,-$"*),.*、三叉苦、黑莎草等的重要值

大多下降，而中生性和耐荫性物种罗伞、九节、朱砂

根、蕨类等的重要值在上升，并且荷木和锥栗在灌、

草层的地位下降，甚至丧失，表明群落中阳生性物种

的地位在下降，而中生性物种的地位在上升。

(#!#$ 群落物种结构变幅

相似性系数 + 可反映群落物种结构变化的程度。

经过 ,-. 的演变，乔、灌、草 ( 层的相似性系数分别为

/#0(1(、/#2/1! 和 /#1!!%，可见群落各层的相似性都

较大，即各层的物种结构变幅较小，其中乔木层的变

化程度最小，灌木层次之，草本层最大，这与灌、草层

在演替过程中个体数量更易出现波动的结果相吻

合，同时也说明乔木层比其它层次的稳定性高。

!"# 群落空间结构的变化

(#$#!-群落垂直结构变化

由于 3456!-78 的个体类群不同)木本、草 本

均有9，并且把灌、草层物种的个体数量换算成与乔

种名

+:;7<;=

乔木层 >?;;-@.A;? 灌木层 +B?CD-@.A;? 草本层 5;?D-@.A;?

株数 EF#-FG
-<HI<J<IC.@=

重要值

KL
株数 EF#-FG-
<HI<J<IC.@=

重要值

KL
株数 EF#-FG-
<HI<J<IC.@=

重要值

KL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假苹婆 /$0"1,(*# (#)10%(#$# ! ! /#!1 /#!0
白车 /’2’+*,. (03*)0* ! ! /#!" /#!0
橄榄 !#)#"*,. #(4,. ! ! /#!% /#!2
野牡丹 50(#-$%.# 1#)6*6,. ! ! /#!% /#!"
银柴 78%"%-# 6*%*1# ! ! /#!% /#!"
毛果算盘子 9(%1:*6*%)

0"*%1#"8,.
! /#!,

粗叶榕 ;*1,- :*"$# ! /#!" ( ( ,#(" %#", -
谷木 50.01’(%) (*+,-$"*<%(*,. ! /#!" ! ! $#!! %#/1
朱砂根 7"6*-*# 1"0)#$# $ % $#22 2#%"
肖野牡丹 50(#-$%.# )%".#(0 ! ! !#!/ !#$,
白背叶 5#((%$,- #80($# ! $#%%
斑叶朱砂根 7"6*-*# 8,)1$#$# ! !#!0
黑莎草 9#:)*# $"*-$*- % ( (%#,% $%#"%
淡竹叶 =%8:#$:0",. +"#1*(0 1 !! - $$#,, $$#!/
铁线蕨 76*#)$,.

1#8*((,-M30)0"*-
" 1 !2#2% !(#1$-

乌毛蕨 >(01:),. %"*0)$#(0 ! 1 -"#/% !2#%,
芒萁 ?*1"#)%8$0"*- (*)0#"*-
J.?#-6*1:%$%.#

! ! -%#%( %#1"

未知幼苗一种

+;;I@<HN-CHOHFPH
! %#$(

株数总计 >FQ.@-<HI<J<IC.@= 2!% "11 !// !// "1 %( !// !// $( (( - !// !//
物种数总计 >FQ.@-=:;7<;= $2 $0 !2 !1 1 2

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样方面积分别为 !-$//-8$、!-//-8$ 和 ,-8$。R@FQ-.?;.=-GF?-Q?;;S-=B?CD-.HI-B;?D-@.A;?=-.?;-!-$//S-!//-.HI-,-8$S-
?;=:;7Q<J;@A#

图 !-各树高级的株数和种数的分布

T<N#-!-UB.HN;=-<H-<HI<J<IC.@=-.HI-=:;7<;=-HC8D;?=-
<H-I<GG;?;HQ-Q?;;-B;<NBQ-7@.==;=

------!和"分别表示 !000 年和 $//( 年的株数 EC8D;?-FG-<HI<J<IC.@=-
GF?-!000-.HI-$//(S- ?;=:;7Q<J;@AV--#$分 别 表 示 !000 年 和 $//( 年 的

种数 EC8D;?-FG-=:;7<;=-GF?-!000-.HI-$//(S-?;=:;7Q<J;@A#

续表 !-)UFHQ<HC;I->.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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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层相同面积大小的个体数量不太合乎实际，再加

上灌、草层的种群的生存状态很不稳定，难以充分

表现群落垂直结构的动态趋势，因此在进行本群落

的垂直分布分析时，仅对乔木层!"#$!%&’()木本植

物个体进行分析。按 $ 划分 *+,(，-!.,(，.!%/,(,0,
12!1.,(,和!1.,(,,. 个高度等级；按 "3$ 划分 1!4,’(，

4!-,’(5,-!.,’(5,.!12,’(5,12!42,’( 和!42,’(,,6 个立

木径级7两种划分均采用上限排外法8。
群落高度级分布如图 1 所示：乔木 $*.&( 的个

体数量呈下降趋势，其中 $*-&( 的变化最为明显，

这可能是种群竞争加剧而导致的自疏作用所产生的

结果；$!.&( 的个体数略有增加，其中以 $!42&(
的增加最快，由 9 株增加到 1. 株；群落按高度级组

成的数量金字塔更趋均衡、合理，有利群落的发展。

最高的两个高度级的种数增加，表明群落正向乔木

上层发展，使群落高度级分布更趋复杂和优化，这

将有利于群落充分地利用环境资源。

而群落立木径级的分布却稍有不同 7图 48，除

"3$!42&’( 的个体数量稍有增加外，其余立木径

级都减少，其中 1&’(&""3$*4&’( 的变化显著，减

少了 122 株，说明自疏作用主要发生在较小的立木

径级。各立木径级的种数也呈现相似的变化趋势，

即只有最大立木径级的种数增加，其余大多数立木

径级的种数在减少。这意味着各立木径级个体数量

及种数的组成差异越来越小，即较高立木径级的个

体数量和种数在群落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整个群

落立木径级趋向于稳定的正金字塔型分布，这有利

于群落的进一步发展。

-:4:4&群落的水平结构变化

从表 4 可以看出，随着演替的进展，群落各层

次的个体密度、盖度、断面积变化不尽一致，乔木层

个体密度减少，盖度、断面积增加；灌木层的密度、

盖度和断面积都减少；而只有草本层的个体密度最

大且迅速增加，由 .:;. 株 (<4 上升到 9:4. 株 (<4，这

可能是 =&> 来乔木层的断面积和冠幅不断增大，导

致乔木层的盖幕作用逐渐增强，林内的光照强度减

弱，促使乔木下层和灌木层的阳生性树种竞争加

剧，死亡率上升，因此乔、灌层密度减少，灌木层断

面积也减少，而这为下层的草本层物种提供了更好

的生长空间和环境资源，也有利于土壤中的种子萌

发7锥栗和三叉苦的幼苗出现可以证实8。同时，这也

与草本层中物种的生物学特性相关，其个体所占空

间较小，可容纳更多的个体，因此草本层的个体密

度增加。从总体上来看，群落总的个体密度、盖度和

总的断面积都呈现增加的趋势，这表明针阔叶混交

林在演替过程中的水平结构在不断提高。

表 ! 群落演替过程中密度、盖度和断面积的变化

?>@AB,4,,CD>EFBG,HE,IBEGHJK5,’LMBN>FB&>EI&@>G>A&>NB>&&HE&’L((OEHJK

层次

P>KBNG

&&&密度 "BEGHJK
&7HEIHMHIO>A&(<Q）

盖度 CLMBN>FB
&&&&&（ (Q&(<Q）

断面积 3>G>A
>NB>（ ’(Q&(<Q）

%RSR Q//+ %RRR Q//+ %RRR Q//+

乔木层

?NBB
/:T9 /:U6 Q:;/ +:Q6 QQ:R9 Q+:;V&

灌木层

WDNO@
/:6; /:U+ /:Q+ /:%/ /:U6 /:U%

草本层

$BN@
U:;U 9:QU — /:/; — —

总计

?LJ>A
;:%/ R:+V Q:R+ +:V+ Q+:UV QV:QU

层次 P>KBNG
&&物种丰富度

WXB’HBG&NH’DEBGG
物种多样性指数

"HMBNGHJK&HEIBY
&&&&均匀度

ZMBEEBGG&HEIBY
&&&&&生态优势度

Z’LALFH’>A&IL(HE>E’B
%RRR Q//+ %RRR Q//+ %RRR Q//+ %RRR Q//+

乔木层 ?NBB Q9 QR +:+9QQ +:+VUR /:;/+T /:T999 /:%V+U /:%V;;
灌木层 WDNO@ %9 %; +:TUQ/ +:TV;9 /:9;9% /:9RV/ /:/R;Q /:/R/;
草本层 $BN@ ; 9 Q:V/+% Q:VRUT /:9T// /:9++% /:%9U9 /:%R%+

表 " 群落演替过程中物种多样性变化

?>@AB&+&CD>EFBG&HE&GXB’HBG&IHMBNGHJK&HE&’L((OEHJK

图 Q&&各径级立木的株数和种数分布

[HF:&Q&&CD>EFBG&HE&HEIHMHIO>AG&>EI&GXB’HBG&EO(@BNG&
HE&IH\\BNBEJ&IH>(BJBN&’A>GGBG

&&&&&&&#和$分别表示 %RRR 年和 Q//+ 年的株数 ]O(@BN&L\&HEIHMHIO>AG&
\LN&%RRR&>EI&Q//+5&NBGXB’JHMBAK^,,%&分别表示 %SSS 年和 Q//+ 年的

种数 ]O(@BN,L\,GXB’HBG,\LN,%SSS,>EI,Q//+5,NBGXB’JHMB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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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落物种多样性变化

用物种丰富度、群落多样性指数、群落均匀度

指数和生态优势度可反映群落物种多样性的变化

!表 "#。结果表明，随着群落的演替进程，群落各层

次的物种丰富度变化不大。乔木层和灌木层的物种

多样性指数减少，而草本层增加，但变化不大；灌木

层均匀度增大，其余两层都减小；而生态优势度的

变化正好跟各层的均匀度变化相反。群落各层次物

种多样性表现以下格局：物种丰富度为乔木层 $ 灌

木层 $ 草本层，多样性指数为灌木层 $ 乔木层 $ 草

本层，而均匀度为灌木层 $ 草本层 $ 乔木层，生态

优势度却为草本层 $ 乔木层 $ 灌木层。这是因为随

着群落演替的进行，乔木层的较小植株大量死亡，

使得优势种荷木和锥栗的优势度增加，均匀度有所

减少，导致物种多样性指数轻微下降；灌木层中虽

然均匀度稍增，但物种丰富度的下降致使物种多样

性指数稍减；草本层多样性指数的增加主要与物种

丰富度的增加相关。

!"# 群落的生物量变化

生物量是衡量群落功能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

本文所指的生物量是群落中活的植株总的现存量，

并换算成 %&’() 的数值。从表 * 可以看出，乔木层 *&+
中针叶树马尾松的生物量下降了 %,-.&/&’(0)，年净

减 1,*-&/&’(0)+0%；而优势地位越来越强的阔叶树却由

原来的 %%",1.&/&’(0) 增加为 %)*,2"&/&’(0)，年净增

),3-&/&’(0)+0%，整个乔木层的生物量在 *&+ 里增加了

-,2"&/&’(0)。

灌木层的生物量在 *&+ 中，由 ),)2&&/&’(0) 下降

为 %,32&/&’(0)，这与乔木层盖度的增大导致林下层

树木得不到充足的光照，光合作用减弱和植株大量

死亡有关。在忽略草本层生物量的情况下，群落生

物量从 )%3,"-&/&’(0) 上升为 ))4,2)&/&’(0)，增加了

*,)"5，可见鼎湖山针阔混交林在演替过程中，功能

水平在不断提高。

* 讨论

植物群落的演替是以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的

变化为主要表征的，因此对群落物种组成结构的动

态分析显得很重要6))7。通过对鼎湖山针阔混交林 *8+
来的定位研究，我们发现，群落的乔、灌、草 " 层的

物种组成结构变幅很小，仅在增减 % 个物种的范围

内波动，主要表现在个体数量尤其是主要物种个体

数量的消长。对乔木层而言，%&9(!:;<="&9( 或

<="&( 的幼树是这种变化的主要载体。这说明群落

的演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物种组成结构在演替过

程中保持相对稳定。群落主要的优势树种荷木和锥

栗的地位不断加强，而唯一的针叶树种马尾松的地

位和作用却在减弱，预示着群落向以阳生性植物为

主的常绿阔叶林的方向演变，与彭少麟等的研究结

果6%%7一致。随着演替的进行，群落的偶见种如毛果算

盘 子 !!"#$%&’&#( )*&#$+*,-.> 和 白 背 叶 ?/+""#0-1
+,)"0+>都消失了，还有群落中唯一的国家 " 级保护

植物—土沉香?23-&"+*&+ 1&()(1&1>由 ). 株锐减到 %)
株，死亡率高达 .)5，它们的消亡可能与其不能适

应因演替而改变的环境条件有关。但从保护植物多

样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对那些种群数量小的物

种和珍稀物种给予更多的关注，并采取有效的措施

加以保护。

随着演替发展，群落较低层次的物种逐渐进入

较高层次，使群落上层的种数和个体数量不断增

加，由于乔木层的盖幕作用增强和林内环境的改

变，群落内的自疏作用加剧，致使豺皮樟、黄牛木等

物种种群数量减少以及一些偶见种消失，这使群落

下层种数和个体数量在逐渐减少，最终导致群落的

高度级和立木径级所构成的数量金字塔各级间的

差异减少。同时，由于群落总的个体密度、盖度和总

的断面积都在增加，因而群落的总体水平结构不断

增强。这表明群落的空间结构更加优化，立体空间

分化趋于复杂，这有利于更充分地利用环境资源。

群落各层次的物种多样性变化出现较为复杂

的变化，物种多样性指数出现轻微的波动。一般情

况下，森林植物群落在进展演替过程中，其乔木层

物种多样性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即物种丰富度、

物 种 多 样 性 指 数 和 均 匀 度 都 增 加 ，生 态 优 势 度 减

少 6%)@8)"!).7。但是，本文的结果却是群落乔木层的物种

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在减少，而物种丰富度和生态

层次 A+BCDE %--- )11" 8888年增量 FGGH+I
JG9DC(CG/8?/8’(0)8+0%#

乔木层 KDCC
88针叶树 LMGJNCDMHE %1",13 %1%,%" 01,*-&
&&阔叶树 ;DM+O&IC+PCO %%",1. %)*,2" ),3-
乔木层合计 QHR/M/+I )%2,%" )).,42 ),*%
灌木层 Q’DHR ),)2 %,32 01,%1&
总计 KM/+I )%3,"- ))4,2) ),"%

表 # 群落演替过程中生物量变化

K+RIC&*&&L’+GSCE&JG&RJM(+EE&MN&/DCC&+GO&E’DHR&I+BCDE&JG&9M((HGJ/B

")3&&&&&&&&&&&&&&&&&&&&&&&&&&&&&&&&&&&&&&&&&&&&&&&&&&&&&&&&&&&&&&&&&&&&&&&&&&&&&&&&&&&热 带 亚 热 带 植 物 学 报 第 %) 卷



优势度在增加，与彭少麟等对鼎湖山的厚壳桂群落

动态!""#以及包维楷等对中亚热带湿性常绿阔叶次生

林动态变化研究!$%#的部分结果相似，这可能与森林

所处的演替阶段、群落类型和研究方法有关。而且，

乔、灌、草 & 层的物种多样性变化各不相同，表明森

林群落在演变过程中物种多样性变化呈现多元化

格局，但变化不甚明显，只表现轻微的波动，说明群

落还是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

群落的生物量在 ’() 中由 $*+,&-(./0123 增加到

3345%3/./0123，说明群落的生物量在增加，但不同层

次和同一层次的不同树种之间有差异。鼎湖山针阔

混交林的生物量变化趋势与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

一致!3%23+#。鼎湖山针阔混交林群落正朝着本区的地

带性植被方向迈进，如果以 35&"/./0123)2" 速率来积

累生物量的话，大约需要 &6/) 的时间才能达到季风

常绿阔叶林的生物量水平7$-85%’/./012$9!36#。
综上所述，鼎湖山针阔混交林在 ’() 的演替过

程中，物种组成结构变化不大，空间结构趋于复杂

化和优化，物种多样性呈现多元化格局，生物量水

平在逐步提高，群落正朝着常绿阔叶林的方向演

进，但这种演进是一种缓慢的、较为稳定的，有时出

现轻微波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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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届“ 中 文 核 心 期 刊 ”评 定
《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再次入选

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共同组织评选的第四届“ 中文核心期刊”，近日

通过评审鉴定，《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再次入选。

评审委员会为了使评选做到客观、公正、准确，这次评选同以往一样，仍不通知被评选期刊的单位，也不

收取任何费用，完全根据《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中文报刊社科资料索引数据库》、《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

库》、《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新华文摘》、《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中文报刊论文索引》等上的

“ 被索量”、“ 被摘量”、“ 被引量”及“ 载文量”、“ 被摘率”等统计数据进行筛选。

“ 核心期刊”的概念不同于“ 优秀期刊”，因为两者评选的标准不同。某些发行量大、深受读者欢迎的期

刊，并不入选。核心与非核心的差别在于“ 核心期刊”内容合理覆盖整个学科，信息量大，经常刊登有专家、

学者撰写的学术文章和部分作者高水平的论文，在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和知名度，而一般期刊的这类论文

数量相对少一些。“ 核心期刊”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从这次评定的结果来看，在上届的“ 核心期刊”中，有的

就落选了。原因是有的刊物质量不稳定；有的没有办刊特色；有的缺乏创新和有深度的文章，影响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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