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广东省森林群落灌木层物种多样性研究


罗　勇　　陈富强　　薛春泉　　刘飞鹏
（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５２０）

摘要　森林群落中的物种多样性对维持森林群落的稳定、发展、演替及碳汇评估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本
研究利用样方调查方法，通过Ｍａｒｇａｌｅｆ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和Ｐｉｅｌｏｕ指数分析广东省不同气候带灌木
植物的物种组成及其多样性。结果表明：广东省中亚热带灌木层物种分属６８科１５６属３０２种，南亚热带分
属５８科１４０属２２５种，北热带分属２０科２７属２９种；灌木层植株密度和平均高度由北向南递减；桃金娘是
广东省灌木群落的主要物种；中、南亚热带内，人工林和天然林中灌木的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相差不大；

人工林灌木物种的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随纬度的降低而逐渐减小，均匀度指数随纬度降低表现出缓慢

的增加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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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所有生物及与其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１］。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最终要依赖于自然界中的生物。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在可持续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２］。生物多样性中，植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基础，是森林植

被恢复重建的指导理论［３］。物种组成是植物森林群落的基本属性，是鉴别不同群落类型依据。植物的种类

组成越多，群落结构越复杂。种群在森林群落中的数量特征反映了其生存状况以及所起的作用，是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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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特征。研究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及其多样性，对于深入了解群落的结构、功能、演替动态和群落的稳定

性具有重要意义［４］。

灌木是森林生态系统及植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乔木幼苗的更新［５６］、养分的循

环［７９］以及维持森林的植物多样性等［１０］，对生态环境建设、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和林业碳汇计量监测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影响。广东省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植物资源丰富。目前，对广东

植物资源、植被和植物区系已经开展了一定的研究［１１１３］，但对广东灌木植物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较

少［１４］。为了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广东省灌木植物资源情况，本项目在广东省森林资源清查第六次复查基础

上，通过对不同气候带森林群落内灌木层物种组成进行调查监测，并采用不同的测度指标对广东省灌木层的

物种数量特征及其多样性进行了初步研究，为进一步认识该区域灌木群落变化及发展趋势，揭示森林生物多

样性的维持机制提供依据，同时也为广东省林业碳汇计量监测、调整林分结构和新一轮广东绿化大行动提供

参考。

１　研究地概况

广东省位于中国东南部，全省陆地面积 １７．８万 ｋｍ２，主要包括山地（３３．７％）、丘陵（２４．９％）、台地
（１４．２％）、平原（２１．７％）、河流和湖泊（５．５％），海洋国土面积约１７万 ｋｍ２。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山地、丘
陵、台地、平原兼有。北回归线横贯全省，除粤北山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外，大部分地区为南亚热带和热带

季风气候类型，是全国光、热和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１月平均气温９～１６℃，７月平均气温２８～２９℃，
年均气温１９～２４℃，年均降水量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ｍｍ。在不同的生物气候条件下，由北向南形成红壤、赤红壤
和砖红壤３种地带性土壤。地带性原生森林植被主要有中亚热带典型常绿阔叶林、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
林、热带季雨林和热带雨林。

广东省植物组成和分布较稳定，植被区系发展悠久，种类丰富。据统计，广东省共有野生维管植物２７９
科、１５９０属、６２６７种（含种下分类单位），约占全国野生维管植物２７０９０种的１／４［１５］，是我国具有最高物种
多样性的地区之一。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样地设置及调查
本研究的灌木层泛指直立灌木、攀援灌木、胸径小于３ｃｍ的小乔木或藤本植物等。
采用样方调查法。在全省范围内按６ｋｍ×８ｋｍ点间距机械布设的３６８５个固定样地（边长２５．８２ｍ、面

积０．０６６７ｈｍ２）中，再按２４ｋｍ×１６ｋｍ点间距抽取４６０个样地，并针对其中２６３个有林地进行调查。每个
样地外的四个角，设置４个２ｍ×２ｍ小样方，进行灌木层植物多样性调查，记录植物种名、株数、高度和盖度
等数据。每个样方同时记录郁闭度、海拔、坡度、坡向等生境因子；样方地点采用 ＧＰＳ定位。在调查的２６３
个有林地样地中，有６个样地林分郁闭度大，林下植被少，２ｍ×２ｍ的样方中无灌木，故实际调查的灌木植
被样地数为２５７个，其中，属中亚热带的有１５１个，南亚热带９４个，北热带１２个。
２．２　数据计算与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和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２．２．１　重要值　重要值是群落中一个种的综合数量指标，用于反映不同植物种群在群落中的作用和地位。
根据外业调查数据，采用以下公式计算灌木层物种的相对密度、相对频度、相对显著度以及重要值：

相对多度＝（某种的个数／全部种的个数之和）×１００％ （１）………………………………………………

相对频度＝（某种的频度／全部种的频度之和）×１００％ （２）………………………………………………

相对显著度＝（某种显著度／全部种的显著度之和）×１００％ （３）…………………………………………

灌木层重要值＝相对多度＋相对频度＋相对显著度 （４）…………………………………………………

２．２．１　物种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测度指数主要包括物种丰富度、物种多样性和均匀度等参数。本研究中采
用Ｍａｒｇａｌｅｆ指数（Ｆ）作为物种丰富度指标，以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Ｈ）作为物种多样性指标，以 Ｐｉｅｌｏｕ指数
（Ｊ）作为均匀度指标。物种多样性中讨论的 “竹林和灌丛”森林类型在森林起源中并入天然林。各指标的
计算公式为：

Ｆ＝（Ｓ－１）／ｌｎＮ （５）…………………………………………………………………………………………

９罗　勇等：　广东省森林群落灌木层物种多样性研究



Ｈ＝－∑
Ｓ

ｉ＝１
ｐｉｌｎｐｉ （６）……………………………………………………………………………………………

Ｊ＝Ｈ／ｌｎＳ （７）…………………………………………………………………………………………………

式（５）～（７）中，Ｓ为物种数，Ｎ为个体总数，ｐｉ为物种ｉ的相对多度。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不同气候带灌木层物种组成特征
调查研究显示，广东省中亚热带灌木层物种分属６８科１５６属３０２种，南亚热带分属５８科１４０属２２５

种，北热带分属２０科２７属２９种（表１）。中亚热带灌木层中，常绿、落叶和攀援种分别占５７．２８％、２８．４８％
和１４．２４％，不同生活型物种在此气候带内所占比例差距较大，以常绿树种为主；南亚热带灌木层中，常绿、落
叶和攀援种类分别占３３．３３％、４１．７８％和２４．８９％，各生活型物种所占比例差距不是很大，落叶树种处于优
势地位；北热带中，生活型植被以常绿和落叶树种为主，占７９．３１％，攀援种类仅占２０．６９％。

表１　广东省不同气候带灌木层物种组成

气候带 科 属 种
生活型

常绿 落叶 攀援

中亚热带 ６８ １５６ ３０２ １７３ ８６ ４３
南亚热带 ５８ １４０ ２２５ ７５ ９４ ５６
北热带 ２０ ２７ ２９ １２ １１ ６

３．２　不同气候带灌木物种数量特征
３．２．１　不同气候带灌木物种密度、高度和盖度　由表２可以看出，不同气候带灌木层植株密度在广东省内
呈现出由北到南依次递减的趋势，中亚热带灌木层植株密度最大，平均每公顷２４１５６株，其次是南亚热带，
平均每公顷１９３８８株，北热带最小，为每公顷７０３１株。灌木层的平均高度也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从平
均盖度来看，中亚热带与南亚热带的灌木层数据大致相等，均接近６０％，北热带最低，为３９％。

表２　广东省不同气候带灌木层物种数量特征

气候带 森林起源 样地数 植株密度／（株·ｈｍ－２） 平均高度／ｃｍ 平均盖度／％

中亚热带 人工林 ６８ ２１７４０．０±０．５ １１４．６±０．８ ５６．００±０．０７
天然林 ８３ ２６５７１．０±０．６ １２６．８±０．５ ６０．００±０．０５

南亚热带 人工林 ６８ １７４４９．０±０．９ ９３．６±０．５ ５４．００±０．１３
天然林 ２６ ２１３２６．０±０．７ １０３．６±０．２ ６４．００±０．２５

北热带 人工林 １２ ７０３１．０±１．０ ７８．０±０．１ ３９．００±０．１５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此表中天然林包括了竹林和灌丛。

３．２．２　中亚热带灌木层物种数量特征　由表３可以看出，中亚热带重要值大于５％的树种有１４个种。从
相对多度来看，桃金娘（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箭竹（Ｆａｒｇｅｓｉａｄｅｍｉｓｓａ）、托竹（Ｐｓｅｕｄｏｓａｓａｃａｎｔｏｒｉ）和地稔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ｄｏｄｅｃａｎｄｒｕｍ）的相对多度均大于５％，其相对多度占灌木层相对多度的５５．１３５％，说明这些种具
有较高的多度，反映了其在群落演替中具有较强的自然更新能力。菝葜（Ｓｍｉｌａｘｃｈｉｎａ）、毛叶木姜子（Ｌｉｔｓ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和岗松（Ｂａｅｃｋｅａ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的相对多度在２％～４％之间，其余灌木植物的相对多度均低于２％，说明这
些种在群落演替过程中自然更新能力相对较弱。从相对频度和相对盖度来看，桃金娘的相对频度和相对盖

度均最高，分别为６．２９５％和８．１６５％，其次为菝葜，分别为５．４１１％和３．８７０％，相对频度最低的为托竹和岗
松，仅０．７７３％，相对盖度最低的为岗松，为１．０６８％。从重要值来看，桃金娘的重要值最高，为２１．０９２％，其
次为箭竹和菝葜，重要值分别为１３．９２５％和１２．８２９％，其余物种的重要值均低于１０％。重要值排在前５位
的依次为桃金娘、箭竹、菝葜、托竹和地稔，其重要值之和占灌木层重要值的５３．１０５％，说明这些物种在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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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对群落的演替和发展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表３　广东省中亚热带灌木层物种数量特征　　　　　　　　　　　　％

中文名 拉丁名 相对多度 相对频度 相对盖度 重要值

桃金娘 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６．６３１ ６．２９５ ８．１６５ ２１．０９２
箭竹 Ｆａｒｇｅｓｉａｄｅｍｉｓｓａ ８．４９９ １．８２２ ３．６０４ １３．９２５
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ｃｈｉｎａ ３．５４７ ５．４１１ ３．８７０ １２．８２９
托竹 Ｐｓｅｕｄｏｓａｓａｃａｎｔｏｒｉ ６．１６９ ０．７７３ ２．０１０ ８．９５１
地稔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ｄｏｄｅｃａｎｄｒｕｍ ５．００３ ０．９３９ １．２２２ ７．１６４

毛叶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ｍｏｌｌｉｓ ２．１７６ ２．２０９ ２．４９０ ６．８７５
钝齿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ｃｒｅｎａｔａ １．８６８ ２．１５４ ２．８０９ ６．８３０
盐肤木 Ｒ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６１１ ２．７０６ ２．４２１ ６．７３８
!

木 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１．４０５ １．８２２ ３．４３９ ６．６６６
红背山麻杆 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ｔｒｅｗｉｏｉｄｅｓ １．９８８ １．７６７ ２．５８６ ６．３４１
粗叶榕 Ｆｉｃｕｓｈｉｒｔａ １．９７１ ２．０４３ ２．１７９ ６．１９２
野牡丹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１．７６５ ２．１５４ ２．１３６ ６．０５５
岗松 Ｂａｅｃｋｅａ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３．５６４ ０．７７３ １．０６８ ５．４０５
山乌桕 Ｓａｐｉｕｍ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１．５０８ １．９８８ １．８８３ ５．３７９

　　注：表中仅列出重要值大于５％的物种。

３．２．３　南亚热带灌木层物种数量特征　由表４可以看出，南亚热带重要值大于５％的树种有１２个，其中茶
竿竹（Ｐｓｅｕｄｏｓａｓａａｍａｂｉｌｉｓ）的相对多度最高，达到１０．６３１％，其次为桃金娘，为８．３６８％，二者的相对多度占灌
木层相对多度的４２．７４７％，粗叶榕（Ｆｉｃｕｓｈｉｒｔａ）和酸果藤（Ｅｍｂｅｌｉａｌａｅｔａ）的相对多度最低，为１．４７５％。从相
对频度和相对盖度来看，桃金娘的相对频度和相对盖度均最高，分别为８．７７６％和１１．７６９％，菝葜、三叉苦
（Ｅｖｏｄｉａｌｅｐｔａ）位居其次，相对频度均为４．６１９％，相对盖度分别为４．７９７％和４．０１５％，其余物种的相对频度
都低于４％，相对盖度都在 ３％以下。从重要值来看，桃金娘的重要值最高，约 ２９％，占灌木层重要值的
２３．７８６％，其次为菝葜、三叉苦和茶竿竹，其重要值在１２％～１３％左右，而其余物种的重要值均在１０％以下。
重要值排在前５位的依次为桃金娘、菝葜、三叉苦、茶竿竹和野牡丹（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ｃａｎｄｉｄｕｍ），其重要值之和占
灌木层重要值的６３．４９７％。值得注意的是，桃金娘的相对频度、相对盖度和重要值均为最高的，由此可见，
在南亚热带区域，桃金娘明显是灌木层的优势种。

表４　广东省南亚热带灌木层物种数量特征　　　　　　　　　　　　％

中文名 拉丁名 相对多度 相对频度 相对盖度 重要值

桃金娘 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８．３６８ ８．７７６ １１．７６９ ２８．９１３
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ｃｈｉｎａ ３．７７２ ４．６１９ ４．７９７ １３．１８８
三叉苦 Ｅｖｏｄｉａｌｅｐｔａ ４．４９２ ４．６１９ ４．０１５ １３．１２７
茶竿竹 Ｐｓｅｕｄｏｓａｓａａｍａｂｉｌｉｓ １０．６３１ ０．４６２ １．６２１ １２．７１４
野牡丹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２．５７２ ３．６９５ ２．９７４ ９．２４２

毛叶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ｍｏｌｌｉｓ ２．２９８ ３．９２６ １．４１７ ７．６４１
盐肤木 Ｒ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４２９ １．７３２ １．５４７ ６．７０９
!

木 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２．１９５ ２．６５６ １．７２７ ６．５７７
粗叶榕 Ｆｉｃｕｓｈｉｒｔａ １．４７５ ３．３４９ １．７４３ ６．５６６
岗松 Ｂａｅｃｋｅａ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１．８１８ １．８４８ ２．３９５ ６．０６０
酸果藤 Ｅｍｂｅｌｉａｌａｅｔａ １．４７５ ２．１９４ １．９０６ ５．５７４

红背山麻杆 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ｔｒｅｗｉｏｉｄｅｓ １．９２０ １．３８６ １．９３８ ５．２４５

　　注：表中仅列出重要值大于５％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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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　北热带灌木层物种数量特征　从表５可以看出，北热带重要值大于５％的物种数高于中亚热带和南
亚热带，达到１９种。其中，黄牛木（Ｃｒａｔｏｘｙｌｕｍ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在此区域处于优势地位，其相对多度、相对频度
以及相对盖度均高于其他物种。从相对多度来看，北热带相对多度在５％以上的物种数较多，达到９种，光
荚含羞草（Ｍｉｍｏｓａｓｅｐｉａｒｉａ）、小果卫矛（Ｅｕｏｎｙｍｕｓ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ｓ）和大叶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ｉｎｅｒｓ）的相对多度最
低，均为０．７４１％。由相对频度可知，黄牛木、大青（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ｃｙｒ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盐肤木（Ｒ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和菝
葜的相对频度均在６％以上，而其余物种的相对频度都低于５％，且主要集中在４．４４４％和２．２２２％。从相对
盖度来看，除黄牛木和光荚含羞草的相对盖度在 １０％以上，山油麻（Ｔｒｅｍａ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ａ）、桃金娘和羊角拗
（Ｓｔｒｏｐｈａｎｔｈｕｓ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ｕｓ）在５％～１０％之间以外，其余树种的相对盖度均在５％以下。从重要值来看，黄牛
木的重要值在２５％以上，其次为山油麻、桃金娘等，其重要值均在１０％以上，重要值排在前５位的依次为黄
牛木、山油麻、桃金娘、大青和盐肤木，其重要值占灌木层重要值的４２．８７９％。值得注意的是，葫芦茶（Ｔａｄｅ
ｈａｇｉｔｒｉｑｕｅｔｒｕｍ）的相对多度、相对频度和相对盖度与其他物种相比均较低。

表５　广东省北热带灌木层物种数量特征　　　　　　　　　　　　％

中文名 拉丁名 相对多度 相对频度 相对盖度 重要值

黄牛木 Ｃｒａｔｏｘｙｌｕｍ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９．６３０ ６．６６７ １０．５８２ ２６．８７８
山油麻 Ｔｒｅｍａ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ａ ８．８８９ ２．２２２ ８．８１８ １９．９２９
桃金娘 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５．９２６ ４．４４４ ７．９３７ １８．３０７
大青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ｃｙｒ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８．１４８ ６．６６７ ２．９９８ １７．８１３
盐肤木 Ｒ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７．４０７ ６．６６７ ２．８２２ １６．８９６
羊角拗 Ｓｔｒｏｐｈａｎｔｈｕｓ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ｕｓ ７．４０７ ２．２２２ ７．０５５ １６．６８４
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ｃｈｉｎａ ５．１８５ ８．８８９ ２．４６９ １６．５４３

光荚含羞草 Ｍｉｍｏｓａｓｅｐｉａｒｉａ ０．７４１ ２．２２２ １０．５８２ １３．５４５
马缨丹 Ｌａｎｔａｎａｃａｍａｒａ ２．２２２ ４．４４４ ３．５２７ １０．１９４

悬铃叶苎麻 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ｓ ５．９２６ ２．２２２ １．７６４ ９．９１２
甜槠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ｅｙｒｅｉ ３．７０４ ２．２２２ ３．５２７ ９．４５３
白背叶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ａｐｅｌｔａ ５．９２６ ２．２２２ ０．８８２ ９．０３０
潺槁树 Ｌｉｔｓｅａ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２．２２２ ２．２２２ ４．４０９ ８．８５４
地桃花 Ｕｒｅｎａｌｏｂａｔａ ２．２２２ ４．４４４ １．２３５ ７．９０１
小果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０．７４１ ２．２２２ ４．４０９ ７．３７２
酸果藤 Ｅｍｂｅｌｉａｌａｅｔａ ２．２２２ ２．２２２ ２．６４６ ７．０９０
大叶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ｉｎｅｒｓ ０．７４１ ２．２２２ ２．６４６ ５．６０８
银柴 Ａｐｏｒｕｓａｄｉｏｉｃａ １．４８１ ２．２２２ １．７６４ ５．４６７
葫芦茶 Ｔａｄｅｈａｇｉｔｒｉｑｕｅｔｒｕｍ ２．２２２ ２．２２２ ０．８８２ ５．３２６

　　注：表中仅列出重要值大于５％的物种。

３．３　灌木层物种多样性分析
物种多样性反映了群落或生境中物种的丰富度、均匀度的时空变化，可用来表示群落特征及其演替规

律［１６］。通过对广东省不同气候带灌木物种的多样性指数的分析（表６），发现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灌木物种
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均表现为：天然林＞人工林＞竹林和灌丛。从丰富度指数来看，人工林中，除北热
带外，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丰富度指数相差不大，约为２．１，而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天然林、竹林和灌丛，
其丰富度指数均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多样性指数来看，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人工林多样性指数相差不大，分

别为１．６７３和１．６３２，而北热带人工林多样性指数却较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要低，仅为１．２７７，中亚热带和南
亚热带天然林多样性指数与人工林较为接近，分别为１．７９６和１．７２６，而这两个气候带的竹林和灌丛林多样
性指数与其丰富度指数类似，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均匀度指数来看，不同气候带同一森林类型以及同一气

候带的不同森林类型，其均匀度指数均相差不大，介于０．７３９～０．８６２之间。由此可见，在中、南亚热带内，人
工林和天然林的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相差不大，但均与竹林和灌丛存在一定差异，而各气候带内的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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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指数均较为接近。

表６　广东省灌木层植物多样性

区域 森林类型（样地数） 丰富度指数（Ｆ） 多样性指数（Ｈ） 均匀度指数（Ｊ）

中亚热带 人工林（６８） ２．１６１±１．０３４ １．６７３±０．５４１ ０．８２６±０．１７７

天然林（７３） ２．４１４±０．９７６ １．７９６±０．５４１ ０．８３５±０．１７５

竹林和灌丛（１０） １．８３０±０．７４９ １．５１５±０．５３３ ０．７９３±０．２０１

南亚热带 人工林（６８） ２．１２５±０．７７９ １．６３２±０．４０８ ０．８４３±０．１１９

天然林（２０） ２．２６６±１．００４ １．７２６±０．４７２ ０．８４０±０．０９２

竹林和灌丛（６） １．５０２±０．７１４ １．２４０±０．３８７ ０．７３９±０．１９１

北热带 人工林（１２） １．４４０±０．３５９ １．２７７±０．３１６ ０．８６２±０．１１２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

在人工林中，除气候、地形等自然因素外，人类活动对其植物种的生长及其分布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从表６可以看出，人工林灌木物种的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随纬度的降低而逐渐减小，从南亚热带到北热
带，其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减小的趋势尤为明显，相反，均匀度指数随纬度降低表现出缓慢的增加趋势。

４　结论与讨论

群落物种多样性的研究对于认识群落结构和功能，控制群落组成和结构的一般规律都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１７］。同时，群落物种多样性可以反映群落和环境的保护状况，对于控制和减少珍稀濒危物种的丧失，维

护森林物种多样性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１］。

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省中亚热带灌木层物种分属６８科１５６属，南亚热带分属５８科１４０属，北热带分属
２０科２７属。灌木层植株密度呈现出由北到南依次递减的趋势。灌木层的平均高度也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
势。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中，桃金娘的相对频度、相对盖度和重要值都较其他灌木物种要高。由此可见，桃

金娘是广东省灌木群落的主要组成成分，对群落的演替、发展和稳定起到重要的作用。不同气候带均匀度指

数介于０．７３９～０．８６２之间，彭少麟等［１８］对亚热带天然常绿阔叶林群落的均匀度指标研究结果为０．７～０．８，
两者结果相近。

广东省人工林灌木物种的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随纬度的降低而逐渐减小。这可能是因为广东省北

部（中、南亚热带）以山地和高丘陵为主，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少。而南部（北热带）以平原为主，受人类活动的

影响较大，人工桉树林种植面积较大，干扰了林下灌木层植被的正常自然演替进程，这与“过强的干扰会降

低物种多样性”的研究结论相一致［１９］。从另一方面讲，由于机械布样无法考虑森林起源和森林类型的缺陷，

造成随机抽取的１２个北热带样地均为人工林、而没有天然林的抽样结果，实际上北热带有少量以湿地红树
林群落、次生季雨林和灌丛为优势的天然林植被分布［２０］，故而造成北热带灌木物种丰富度指数和物种多样

性指数较低，未来需要进一步补充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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