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东 林 业 科 技 2009年第25卷第2期 

深圳梧桐山风景区人工林群落调查分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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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梧桐山风景区管理处；4．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 

摘要 在全面路线踏查的基础上进行典型人工群落样地调查，结果表明：梧桐山人工群落主要有台湾相 

思群系、大叶相思群系、马占相思群系、木荷 +油茶群系等；物种组成共有 l35种54科 109属，并以双子叶植 

物为主，乔木、灌木性植物种类相对草本和藤本状植物较丰富；各群系物种多样性均表现为灌木层>乔木层， 

且乔、灌木层的物种多样性总体上以木荷油茶群系为最高，其次为台湾相思群系，而马占相思群系和大叶相 

思群系为较低。建议遵循地带性群落演替规律并结合景观生态学、森林生态美学等进行阶段性的人工补植 

主要乡土树种，起到改善小气候环境并促进生态功能强、观赏价值高和发展稳定的城市森林群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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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0n all—amund and typical plant community investigati0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plantati0n communities of Wutong Mountain in Shenzhen we1．e Fo丌T1． c口c 口co， e，F0rn1．Acnc 0口u，‘ Z0 白，m ， 

F0rrn．Acnc 0，，}n，lg Mm and F0rrn． ＆ ，nn cr r上￡r上+ C。，， eZf 0 oZe 九 ．There were 135 species in the plant c0m· 

munities belonging to 1 35 genera，54 families， most 0f which weI dic0ts， and the species of the arb0r and the 

shrub were more abundant than the herb and the liana． And the species diversitv 0f every f0rInation was that the 

shIub 1aver> the tree layer，and the species diversity 0f the tree and the shmb layers in the Fo咖 ． ＆  ̂m口c， n口￡0 

+ C0，， eZZ 口。 ，’口was the highest，and the F0邢．Acc c 口c0， 厅岱e to0k sec0nd place，and the others(Form．Ac口一 

c 0 0 ，。 _0，m and F0瑚． Acc c 0，n0， ， )were lower． It was suggested that by Ieplanting the main natiVe 

species in diⅡ．erent phases，with the discipline 0f succession 0f native community and c0mbining with landsc印e e— 

cology and f0rest eco_aesthetics，the urban f0rest communities eould be impr0ved to be more stable and the ecosys— 

tem function can bec0me c0mplete and the visual value als0 wiU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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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为中国首批人选的国际花园式、园林式城市，城市绿化面积大，道路绿化、公园绿化、森林公园、郊 

野公园、自然风景区建设和保护等都得到完善发展，森林覆盖率已达44．90％，但目前天然植被少，人工林面 

积大 j。其中分布在梧桐山风景名胜区(简称梧桐山)的人工林面积共有 5．755 36 km ，占梧桐山总面积 

(31．505 km )的 17．28％，大部分是深圳市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的重要水源涵养林，也是城市生态公益林和 

风景林的主要组成部分，林分恢复期长。所以开展梧桐山人工林群落调查，摸清其物种组成、结构特征和物 

种多样性状况，可有效为该风景区乃至整个深圳市进行人工林改造和可持续性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1 研究方法 

1．1 野外调查方法 

建立在全面路线踏查的基础上进行典型人工群落样地调查，每个群落类型均设立3个面积为400 m 的 

样地，其中(1)乔木层：应用每木检尺法，记录样地内所有乔木物种(胸径≥3 cm)的种名、胸径、树高和冠幅； 

(2)灌木层：在每个 10 m×10 m的小样方第3个象限角处设定 1个5 m×5 m的小样方，记录灌木和更新层 

植物的种名、树高、生长状况以及更新层苗木数量、层问植物种类及其与其他植物的生长关系；(3)草本层： 

同样在每个 10 m×10 m的小样方第 3个象限角处设定 1个2 m×2 m的小样方，记录草本植物的种类和盖 

度；(4)记录植物群落郁闭度、样地海拔和经纬度。 

1．2 数据处理 

1-2．1 群落结构特征分析 参照资料 刮进行乔灌草层树种的相对密度、相对频度、相对显著度和重要值等 

4个指标计算，其中(1)相对多度(RA)=某植物种类株数／所有植物种类株数 ×1o0％；(2)相对频度(RF)： 

某树种的频度／所有各树种的频度 ×100％；(3)相对显著度(RD)：某乔木树种的胸高断面 所有乔木的 

胸高断面积之和x 100％；(4)重要值(Iv)=RA+RF+RD；(5)灌木层和层间植物的重要值为：多频度 =RA 

+RF；(6)草本层仅计算其在小样方内的出现频度(RF)。 

1．2．2 物种多样性分析 本次研究选取乔、灌层进行物种多样性分析，测定指标为：(1)物种丰富度 

(Abundence，s)，用样方内的物种数表示；(2)Margalef指数(MaLrgalef Index，F)：F=(|s一1)／lnⅣ，式中s为 

物种数，Ⅳ为个体总数；(3)Shannon．Wjener指数(Shann0n—Wiener Index， )： = 一∑ ×ln ，式中 为第 
S 

种的相对多度；(4)simps0n多样性指数(simpson Index，D)：D：Ⅳ(Ⅳ一1)／∑ ( —1)，式中s为种数，Ⅳ 

为个体数，n 为第 种的个体数；(5)均匀度指数(Eveness，E)：E= r／ln Js，式中日为 shannon—wiener指数，5 

为种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梧桐山人工林群落所出现的植物物种组成 

根据样地调查结果(见表 1)，梧桐山人工林群落所出现的植物共有 135种54科 109属，其中蕨类植物5 

种5科5属，裸子植物1种 1科 1属，种子植物 l29种48科 103属(包括双子叶植物 121种47科95种，单子 

叶植物8种 1科8属)。可见，梧桐山人工林群落中双子叶植物较为丰富，而蕨类植物和裸子植物种类较少。 

从物种的性状来看，乔木性、灌木性和藤本性的物种几乎属于双子叶植物，而草本植物多为单子叶植物和蕨 

类植物，以禾本科植物为主。 

表 1 梧桐山人工林群落物种组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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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梧桐山人工林群落结构特征分析 

2．2．1 台湾相思群系Fo邢．Ac∞ 0 c0 s8 该群系面积O．621 8 km ，占梧桐山总面积的 1．97％，主要分布 

于梧桐山主人口景区、仙湖植物园和东湖公园的低海拔(海拔 200 m以下)山地上。群落高约7～10 m，林 

冠层起伏波动大，林间空隙大，阳性树种如豺皮樟 如eo rDf nd 如 var．o6fo 施 、黄牛木 C yfum z — 

fr n m、桃金娘 鼢。 om肌 0等已在林中快速生长，丰富了林分结构。群落外貌终年呈深绿色，林层 

层次明显，上层乔木以台湾相思Ac口c c0 僦 为主，伴生有大叶桉 Ⅱ易 r06 、尾叶桉 E 口 t ur0· 

p 等；下木层主要有降真香 cro， ped 聊“ 0、华鼠刺 ∞ ne 、梅叶冬青 0印n 0等耐旱耐 

贫瘠树种；草本层植物种类少，多数以芒萁 D crn加 pe 占优势。该群系共有三个群丛： 

(1)台湾相思 +大叶桉一豺皮樟 +桃金娘一芒萁群丛(表2) 

表 2 台湾相思 +大叶桉一豺皮樟 +桃金娘一芒萁群丛特征 

注：H表示植物平均高，RA表示相对多度，RF表示相对频度，RD表示相对显著度，IV表示重要值。下表均同。 

表 3 台湾相思 +尾叶桉一豺皮樟 +黄牛木一异叶鳞始蕨群丛特征 

九节 t砌 m6m 

豺皮樟 ∞ r0￡“ var．o6Zo 舰 

灌 牛耳枫 D叩 嘲，̂y2Z l c8 num 

木 酸藤果 Elm 胁 

层 栀子花 如n 丘sm 

春花 肋印  ̂ n 

假鹰爪 D c 聊 

其他6种(略) 

0．83 

2．00 

0．27 

0．39 

1．6O 

1．20 

0．70 

28．57 

20．41 

14．29 

6．12 

8．16 

6．12 

4．08 

13．33 

6．67 

6．67 

l3．33 

6．67 

6．67 

6．67 

41．9O 

27．07 

2O．95 

19．46 

14．83 

l2．79 

l0．75 

注：G1表示平均盖度，G2表示相对盖度。下表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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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群丛位于东湖公园，群落高约 9 m，外貌呈深绿色，结构简单，乔木层(7～9 m)以台湾相思和大叶桉为 

主，平均高分别为7．17 m和 8．85 m；下木层(4 m以下)优势树种为豺皮樟和桃金娘，其他常见的有梅叶冬 

青、春花 叩 Dfep nd c0、野漆树 0de舢『r0n s ce 舱口、九节P 0 口m6m和黄牛木等；草本植物比较 

少见，有土麦冬 0 印 0 、扇叶铁线蕨A 0n m 6eZZ fnt m和芒草胍 c口 s 珊 等。 

(2)台湾相思 +尾叶桉一豺皮樟 +黄牛木一异叶鳞始蕨群丛(表3) 

该群丛位于主人口景区，群落高 8～l3 m，林冠不整齐，外貌呈浅绿色。乔木层以台湾相思和尾叶桉为 

主，平均高分别为8．88 m和 l2．30 m；林下灌木主要有豺皮樟、黄牛木、牛耳枫 D印 凡iP zzMm∞ num等； 

草本植物比较少，常见的有异叶鳞始蕨 sc f0m口 眦 ) ZMm、山菅兰 D ne e 等。 

(3)台湾相思一华鼠刺 +降真香一扇叶铁线蕨群丛(表4) 

该群丛主要分布于主人口景区，群落高 8 m，外貌呈深绿色，乔木上层以台湾相思为主，平均高为 7．51 

m，重要值为54．04；下木层主要有华鼠刺和降真香，平均高低于6．50 m；灌木层假鹰爪 D 啪s c砌 、春 

花、豺皮樟、狗骨柴 口加 d“6 、九节等较为常见；草本植物比较少，以扇叶铁线蕨占绝对生长优势。 

表 4 台湾相思一华鼠刺 +豺皮樟一扇叶铁线蕨群丛特征 

2．2．2 马占相思群系F0邢． c∞ ，腿 um 该群系面积为2．517 13 km ，占梧桐山总面积的7．99％，主要 

分布于仙湖植物园和东湖公园，群落高度 14 m，群落外貌呈深绿色，秋冬季呈黄绿色，林冠比较整齐。结构 

简单，乔木层以马占相思Ac 砌 “m占绝对优势，高 11—14 m；下木层以豺皮樟、银柴卸or0sn d 口、降 

真香等物种为主；草本层植物种类组成少，以芒萁和芒为优势。该群系共有2个群丛： 

(1)马占相思一豺皮樟一芒萁群丛(表5) 

该群丛位于东湖公园，乔木层马占相思占绝对优势，平均树高为 13．85 m，平均胸径为 l1．61 cm，而且树 

干笔直，整个群落比较整齐有序，为马占相思纯林；下木层以豺皮樟为主，平均高4．07 m，其他伴生种有降真 

香、野漆树和华鼠刺等；草本层以芒萁为主，平均盖度为l3％。 



48 广 东 林 业 科 技 2009年第 25卷第 2期 

(2)马占相思 +大叶桉一豺皮樟 +桃金娘一芒萁群丛(表6) 

该群丛位于东湖公园，海拔45 m，群落高度 12 m，外貌黄绿色，林分较为成熟，乔木层以马占相思和大叶 

桉占优势，其中马占相思平均树高 l1．71 m，平均胸径 16．O3 cm，大叶桉长势也好，平均树高和平均胸径分别 

为 1O．50 m和 l6．50 cm；下木层植物种类少，以豺皮樟和桃金娘为主，其他伴生种有银柴、野漆树和三叉苦 

等；草本层以芒萁为主，平均高为43 cm，其他常见种类有芒草、山菅兰等。 

表 6 马占相思 +大叶桉一豺皮樟一芒萁群丛特征 

2．2．3 大叶相思群系FoⅢ1．Ac0c 口M “z0咖 (表7) 该群系主要分布于封山育林区，面积为O．961 68 

km ，占梧桐山总面积的3．05％，海拔90 m，东经 14。10 34 ，北纬 22。35 50”。群落平均高度 12．17 m，外貌黄 

绿色，林冠较为整齐，结构简单，分层明显，乔木层(大于 10 m)以大叶相思 c口c 0“ cuz 占绝对优势， 

平均树高 12．17 m；下木层(1～5 m)以豺皮樟、桃金娘和梅叶冬青为主，伴生种主要有三叉苦、黄牛木和山苍 

子 括e0 c如e 等；草本层芒萁最具生长优势，平均盖度 61％，平均高 37 cm，其他常见种有芒草和乌毛蕨 

B n m o n 0fe等。该群系只有一群丛，即大叶相思一豺皮樟 +桃金娘 +梅叶冬青一芒萁群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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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木荷 +油茶一蔓生莠竹群丛特征 

油茶 f2 0Ze rⅡ 

锈毛莓 R“6 “ 

米碎花 E“r' c 

灌 蔷薇叶悬钩子 R 6 cmf 肛 

木 野棉花 U 舳 2o60把 

层 五指毛桃 nc n口 

亮叶冬青 z d 

玉叶金花 肘 s伽n如 p 6 ce 

其他 l5种(略) 

2．06 

0．70 

1．78 

0．48 

0．45 

O．47 

O．34 

0．47 

15．63 

11．46 

9．38 

11．46 

8．33 

4．17 

4．17 

6．25 

6．82 

9．09 

6．82 

4．55 

6．82 

6．82 

6．82 

4．55 

22．44 

20．55 

16．19 

16．00 

15．15 

10．98 

1O．98 

10．80 

2．2．4 黄花风铃木群系Fo砷． 6e6u c n凡 该群系只有一群丛，即黄花风铃木 +山苍子 +黄牛木一 

毛稔一蔓生莠竹群丛，位于梧桐烟云区，面积为0．044 32 km。，占梧桐山总面积的0．14％，海拔 145 m，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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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貌呈黄绿色，林冠不连续，呈未郁闭状态。乔木层以黄花风铃木 6e6 c nn￡ 为主，少数人为保留的 

楹树AZ6 珊 、笔管榕 P 、龙眼D c口 f0ng0 等树种，较为高大，平均高度大于l0 m，平均 

冠幅均大于5 m，最高者楹树平均树高达 l6．86 m，平均胸径 13．92 cm，平均冠幅 5．89 m。灌木层以毛稔 

s口 珊Mm为主，共有91株，占灌木类总数的40．44％。草本层覆盖度高，达到 92％，种类丰富， 

共有 15种，见有白茅 ，mpemf0 r var．m咖r、芒、一点红 Em 口sD 、胜红蓟 Agemt啪 c0 ∞ 、 

芒萁等。藤本植物主要有酸藤果 Em6ef f口以口、白花酸藤果 Em6e2 r 6 、薇甘菊等 9种。 

2．2．5 木荷、油荼群系F0nn．Sc m0 c n口 口+ f2 0ze m(表 8) 该群系分布在小梧桐电视塔附近， 

为人工景观类型一茶海景观林，海拔633 m，群落高度约7 m，外貌淡绿色，林冠参差不齐，连绵起伏。表8结 

果表明，该群落中乔木层物种有 15种，平均高 1．5～7．0 m；灌木层 23种，平均高0．10～2．10 m；草本层 16 

种。乔木层优势种以木荷 ．sc砌腿 s er6口和油茶 n ofe m为主，其中木荷平均高6．34 m，油茶平均高 

3．01 m，而其他物种包括疏齿木荷 &砌m re啪f e舢cn、浙江润楠 淞c砌 、台湾相思等相对多度都 

很低，为 1％ ～8％之间；灌木层物种多，优势种不明显；藤本灌木比较多，有锈毛莓、蔷薇叶悬钩子 Ru6 cm一 

￡neg z 、角花乌蔹梅 cnymf com cufn 和千里光 ．senec sc帆de 等；草本层以蔓生莠竹 sf昭 m睨一 

瑚 占绝对优势，平均盖度为84．50％。该群系只有一群丛，即木荷 +油茶一蔓生莠竹群丛。 

2．2．6 大叶相思、杉木群系Fo邢．Ac 口 Mf0e厂0肌 +c 肌 ， 0m ceoz0 (表9) 该群丛分布于封 

山育林区，海拔 ll5 m。乔木层以大叶相思占绝对优势，平均树高 l1．63 m，重要值为 127．80，杉木 C n 学 

0m ，批。 的分布多呈块状纯林分布，夹杂在大叶相思林问生长，平均高为 7．15 m；下木层植物种类 

少，以桃金娘和鬼灯笼 cfero如 dro凡．加 un0 um为主，其他伴生种有银柴、栀子花 n ． m 肋 、玉叶金 

花 s口e 0 p 6 ce 和三叉苦等，平均高低于2 m；草本层主要分布着大量的芒萁和芒，芒萁平均盖度为 

98％。该群系只有一群丛，即大叶相思 +杉木一桃金娘 +鬼灯笼一芒萁群丛。 

表9 大叶相思+杉木一桃金娘 +鬼灯笼一芒萁群丛特征 

2．3 梧桐山主要人工林群落物种多样性分析 

由表 lO可知，梧桐山人工林群落物种多样性均表现为灌木层 >乔木层；物种丰富度和 M盯g1ef指数(F) 

方面不管是乔木层还是灌木层均以木荷油茶群系最高，其次为台湾相思群系；Shannon指数(H)方面乔木层 

表现为台湾相思群系 >大叶相思群系 =木荷油茶群系 >马占相思群系，灌木层表现为木荷油茶群系 >台湾 

相思群系>大叶相思群系>马占相思群系；simpson指数(D)方面乔木层表现为木荷油茶群系 >台湾相思群 

系>马占相思群系>大叶相思群系，灌木层表现为木荷油茶群系>台湾相思群系>大叶相思群系>马占相 

思群系；均匀度(E)方面乔木层表现为台湾相思群系>马占相思群系>大叶相思群系>木荷油茶群系，灌木 

层表现为大叶相思群系 >台湾相思群系 >马占相思群系>木荷油茶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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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和讨论 

梧桐山人工群落主要有台湾相思群系、大叶相思群系、马占相思群系、木荷油茶群系、黄花风铃木群系、 

荔枝群系等，物种组成共有 l35种54科 109属，并以双子叶植物为主，乔木、灌木性植物种类比草本、藤本状 

的植物多。调查结果表明，各群系物种多样性均表现为灌木层 >乔木层，且乔、灌木层的物种多样性总体上 

以木荷油茶群系为最高，其次为台湾相思群系，而马占相思群系和大叶相思群系较低。 

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呈正相关 J，而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木荷油茶群系物种多样性最高，但均匀度 

最低，这可能是因一直受到人工抚育和依观赏目的而进行的人为物种筛选保留使得群落物种多样性较高。 

另外各群系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呈现灌木层 >乔木层，该垂直变化趋势主要与林下优势种不明显有关。张荣 

京等对深圳大鹏半岛的常绿季雨林进行物种多样性分析结果也表明灌木层 >乔木层，并指出该现象主要与 

林子小生境的分化、林下优势种不明显有关 。 

王周绪在总结中国人工林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时指出人工群落发展不稳定，树种单一，结构简单，生态系 

统比较脆弱，抗病虫害能力差 ，自然演替达到顶级群落需要极其漫长的岁月。经调查发现，梧桐山的人工 

群落同样存在上述问题，而且已出现台湾相思、马占相思枯死。所以在封山育林时，要积极遵循地带性群落 

演替规律进行人工种植阶段性发展的主要乡土树种，同时适当结合景观生态学和森林美学等进行景观生态 

林营造，使得人工林朝向多元化的稳定森林群落发展。如通过疏伐人工林，并在林下及时植入深山含笑 

eZ 口，， 0 d e、黄樟 C nnn，，}omMm P0 e， oa 0n、木莲 ， e 口． ” 凡0、浙江润楠  ̂c Z 聒c e尼 ，l ℃， 、 

红楠 c H 6e 、鸭脚木 sc 乞 e 叩 、香叶树 rn c0mmM 等小苗，起到改善小气候环境并 

促进“近自然乡土植物群落”的恢复形成。在东湖公园、仙湖植物园以及梧桐山的主人口景区的一些重要山 

体背景林，补植的树种还应以季相变化明显和花色鲜艳迷人的为主，如美丽异木棉 咖 、红花羊蹄 

甲 口M硒 6z Ji}e0凡Ⅱ、凤凰木 f0n n 、枫香 g m6 ．厂0 s0凡0、山乌桕 s印 m d c0for、台湾栾树 ez— 

reM er 0厂0，7， 0 0n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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