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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莲群落和木榄群落主要种群

分布格局的研究
.

郑松发 郑德璋 廖宝文

(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 业研 究所 )

摘要 本文以样地和无样地取样数据为基础
,

应用 5 种方法研究海南省清澜港海莲
、

木榄两

个植物群落中 5 个主要种群在水平空间上的分布格局
。

结果表明
:
海漆和红树种群为集群分布 ,

木榄种群为随机分布 ; 其余两个种群为集群分布和随机分布的过渡类型
。

本文对形成各种群格局

类型的具体原因作了探讨
,

并在经营和造林实践上提出建议
。

关盆词 红树植物 , 种群 ; 分布格局

种群分布格局与种群本身的特性有关
,

同时也受生境条件或种群间效应的直接影响
。

通

过对群落中主要种群分布格局的测定
,

可以揭示群落空间结构特征
,

有助于了解种群的某些

生物
、

生态学特性及一定环境因子对种群行为或生存的作用
。

得出的分布格局结论和数量指

标可为确定抽样方式
、

数据处理提供理论基础
。

在生产上
,

对于红树林的经营管理和混交林

配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本文用了 5 种方法对海莲
、

木榄两个群落中 5 个主要种群的分布格局作了研究
,

目的是

相互验证其结果
,

以便客观地揭示这些种群在各自的群落中水平空间结构的分布规律
。

1 群落概况

研究的海莲
、

木榄两个植物群落分别位于清澜港红树林保护站附近的霞村和小岛上
,

前

者在高潮带后缘
,

后者在高潮带中
。

群落中由胸径 ) 4c m 的乔木种群组成及其基本的数量特

征见表 1
。

由上表得知海莲群落中的前两个种群
,

木榄群落中的前 3 个种群的相对密度及重要值比

其余种群大得多
,

故选择这 5 个种群作为研究对象
。

其余种群为少见种
,

株数太少
,

不符合

检验要求
。

2 研究方法

2
。

1 棋盘格子样方法

依据红树植物的带状分布
,

在海莲群落中顺着潮滩带设立两个样地
,

面积 分 别 为 1 20 。

m 么
和 600 时

,

分成 10 o m 么
和 50 时 的棋盘格子样方各12 个

,

在木榄群落中同样设立两个样

本文于 1 9 9 0年10 月 4 日收到
。

* 本研究是广东省林业厅科技处资助项目内容之一
。

卢俊培
、

黄全副研究员为本文提出了宝贵意见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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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面积分别为 1 10 0 m :
和 55 o m

之,

分成同样形式的样方各 n 个
,

计数样方中各种群的个体

数
,

得到表 2 的取样数据
。

衰 2 两个屏落姚盘格子取样的种井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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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游程法

从任一点出发
,

沿着一定的方向
,

穿过目的种群生长的地段
,

顺序记录在l m 宽的带内

碰到的个体
,

目的树种的个体记
“ 1 ” ,

其它树种记
“ o ” 。

这样
,

便得到仅有 2 个符号的游程序

列 (表 3 )
。

2
.

3 中心点四分法

沿通过地段的一系列样线设置32 个随机点
,

以随机点为原点设立直角坐标系
,

计数四个

象限中最靠近随机点的目的树种的个体
,

经整理得到表 4 的抽样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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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石 两个群落种群个休的游程序列

群落 种群 游 程 序 列

莲漆海海
海莲群落

1 1 1 1 1 0 0 0 0 1 0 1 1 1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木榄群落

木 榄

木果棣

红 树

1 1 1 0 1 1 0 1 1 0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1 1 1 0 0 0 1 0 0 1 1 0 0 0 1 1

0 0 0 0 1 1 1 1 0 0 1 1 1

裹 4 两个群落
“

中心点四分法
”

取样的种群教据

随机点的

个 体 数

海莲群落各种群侧得的点数 木榄群落各种群侧得的点数

海 莲 海漆 木榄 木果抹 红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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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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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点到点距离比率

在两个群落中分别设置20 个随机点
,

然后分别测定目的种群离随机点最近的植株 距离

(P : )和较近的同一种植株距离 ( P2 )
,

抽样数据见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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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验分析和讨论

3
.

1 方位均值比率 t位脸

这个检验是利用 Poi ss o n 分布方差和均值相等的性质
,

通过计算单位空间个 体 的 均 值

和方差
,

即可作出初步判断
:

: 乞

厅 = 1 为随机分布型 , : “
/ 牙< l 为均匀分布型 , : “

/无> l 为集群分布型
。

最后的判断要通过 t 检验
:

: =
}
:
丫云一 1 }/ 矿习而瓜丽

-

式中
,

N 为样方数
,

自由度为 N 一 1 。

根据表 2 的数据
,

计算结果见表 6
。

衰 6 方 位 均 位 比 率 t 位 住

样 方 面 积 1 0 0 m Z 样 方 面 积 5 0 m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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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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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 2 /又 白由度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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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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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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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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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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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

2
.

0 2 1

2
.

02 1

莲漆海海

一一一
几山内O月O�七,曰八U

⋯
n甘月.Q臼n.八甘八甘1.111n‘�匕一七曰了O曰n材

⋯
n�,自一�木 榄

木果株

红 树

8 2

1 8

1 2
.

7 6

1 3
.

3 6

2 2 0 5

2
.

2 2 8

2
.

2 2 8

2
.

2 28

0
.

6 0

2
.

0 3

3
.

9 1

2
.

2 2 8

2
.

2 2 8

2
.

2 2 8

从表 6 得知
,

在不 同的样方面积中
,

海莲和海漆种群的方差均值 比率 (s
2

/劝 均大于 1 ,

达到显著水平
,

为集群分布 , 木榄种群
: 2 / 无值均小于 1 ,

有均匀分布的倾向
,

只是这种倾向

还没有达到显著的程度 (t < t 。
.

。。

)
,

所以为随机分布 , 同理可判断红树种群为集群分布
。

样方

面积不同对木果谏种群的判断结果是有影响的
,

10 o m ,
的为集群分布

,

50 m
Z

的为随机分布
。

3
.

2 游程检验

把表 3 的游程序列中连续 出现同一符号的一段称作一个游程
。

用 “表示一个序列 的总游

程数
, 。。、 , :

分别表示
“

0
”

和
“ 1 ”

的个数
。

假如群落中某个种群是集群的
,

即在某一地段出

现
,

另一地段不出现
,

序列中的
“ 。”

和
“ 1 ”

将会相应集中
,

这时的
u 值将比较小

,

反之
,

若

某一种群是随机的
,

即同别的种群能充分混和
, “

值将是很大的
。

因此
,

按要求可找到一个

临界值
u J ,

便可对其分布格局作出判断
。

当
u < u .

时为集群分布
,

反之为随机分布
。

由随机格局游程数的概率分布计算
u 。

比较麻烦
,

通常采用近似计算
。

先计算
“
的 期 望

值 玉 和方差 ‘艺:

。 = 1 + 2 : 。, : / ( , 。 + : , )

s 一 2 = 2 , 。n , ( Z n 。: ; 一 。。一 : : ) / ( , 。 + , : ) 2 ( n 。 + n , 一 1 )

然后构造统计量 ‘ :

w = ( u 。
一 云) / : -

当 n ( : = n 。 + n ,

)充分大时
, 留 近似标准正态分布 N (0

, 工)
。

因此
,

对于稍大的
, ,

可用 。 的正

态性确定 uo
。

对于
a = 5 %

,

就有
:

p { }翔 }( 1
.

9 6 } = p {】
u 。
一 云) / 5

.

}( 一 9 6 } == 0
.

9 5

据此 可得出
: 。

以概率95 % 落在区间
:

(云一 1
。

9 6 5 。 ,
云+ 1

.

9 6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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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对于随机格局来说
,

至少
:

赵。
= “ 一 1

。

9 6 5
.

按表 3 的游程序列
,

检验结果见表 7
。

表 7 两个群落中 5个种群的游程检验

海

海

莲

漆

“ O 二 U a

7
.

6 7 2
.

70 4
.

4 5

5
.

8 0 1
.

3 0 3
.

5 6

种 群 刀l ” 。 “ “ 5 2 。 “ 。

判 断

木 榄

木 果 株

红 树

1 2
.

0 8

1 0
.

6 0

7
.

4 6

4
.

46

4 3 5

2
.

9 4

9 4

5 1

1 0

随机 分布

集群分布

随机分布

随机分布

集群分布

3
.

3 中心点四分法检验

检验的基本原理是
,

根据二项分布的概率公式
,

计算具有 x 个个体的点的预期分数
:

p (
二
) = C了p

‘

。‘一‘

式中
, x = 1 , 2 , 3 , 4 , p = 某种的相对密度

, q = 1 一 p
。

从而
,

便能计算出具有 x 个个体

的随机分布格局基础上的预期点数 E :

E = N
·

扒
:

, (N 为随机点数 )

假如某种群偏离随机而趋向均匀
,

实测数据 (O )将表现出具有高和低个体数的点数比预

期的要低些
,

而中间数的点数比预期的要高
。

假如分布趋向集群
,

实测数据的表现正好与上

述相反
。

0 对 E 的偏离程度用 矛 检验取得
。

根据表 4 的抽样数据
,

检验结果见表 8
。

3
·

4 点到点距离比率的检验

利用表 5 的取样数据
,

对每一个随机点的两个数据平方
,

再用 P1
2
除以 几

2

且合 并成一

个比率
,

应用以下公式计算集群系数 (A ) :

A = 〔习(Pl 丫马
2

)〕/n (: 为样点数 )

当 A = 0
.

5 0 0时
,

该种群为随 机分布
,

A < 0
.

5 00 时为均匀分布
,

A > 。
.

5 00 时为集群分

布
。

A 对于。
.

5 00 的偏离程度用 z 公式进行检验
:

_

Z = }0
.

5 0 0 一 A l/ (0
.

2 8 8 7 /了
。 )

式中
, 0

.

2 88 7 为对随机种群 A值的标准差
。

检验结果见表 9
。

3
一

S K值分析

负二项分布 p (x) 二〔(k + x 一 1 ) ! p
“

〕/ 〔x! (k 一 1 ) !扩士门可 用来模拟种群的集群分布
,

其中

的 k 值对模拟的准确性起到关键作用
,

在对集群种群的序贯抽样时也要用到它
。

由于在负二

项分布中方差( 。 )和数学期望 (二 )的关系为
:

。 = 。 + 二2
/ k

当 k , co 时
, v = 二 ,

即负二项分布趋于泊松分布
,

这时种群分布呈完全随机性 ; 当 k* O时
,

v * co
,

种群分布将极不均匀
,

所以 k值可作为分布格局 强 度的定量尺度
。

它的近似值可用

下面公式计算
:

鑫= 无2
/ (

: 2 一厉)

但 k 值的准确值需反复利用下面公式校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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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8
‘

中 心 点 四 分 法
,

种 阵 位 脸

每点的
种 群

植 物

实翻

点致

点的预

期分数

预期点数

(E )
O 一 E 断

(O )

(O 一 E )王

E 到

海

0
.

0 2 2

0
.

1 3 9

·

7 0 ‘
冬

.

4 4 8 夕
1

.

8 4 8 0
.

66 3
x:

二 : 二全华兰
= 1

.

3 97
,

自由度为 1

刃

0
.

3 3 5 1 0
.

7 2 0 一 2
.

7 2 0 0
.

6 9 0

莲 1

:
0

.

3C0

0
.

1 4 5

1 1
.

52 0

4
.

6 4 0 }
0

.

8 4 0 0
.

04 4

在 9 5 1 信度 上X : 表值为 3
.

84 1 > 1
.

3 9 7
,

表明

实侧值对于顶期值没有明且伯差
,

该种群为

随机分布43

1 8

海

、.
.、. ..产

漆

0
.

42 0

0
.

40 7

0
。

1 48

0
。

0 2 4

0
。

0 0 1

1 3
.

4 40

1 3
.

0 2 4

名
.

7 36

0
.

7 6 8

0
,

0 3 2

4
。

56 0

一 7
.

0 2 4

1
.

5 4 7

3
。

78 8

X : = 6
.

43 2 > 3
.

8 4 1 ,

该种群为集群 分布

2
.

46 4 1
.

0 9 7

0
。

0 2 5

0
。

1 52

0
.

8 0 0

4
.

86 4 }
x : = 。

.

87 1 < 3
.

8 41
,

该种群为口机分布

木
一 1

.

6 4 4 0
。

4 89

‘几,曰

0
,1
234
八甘‘人

0
。

3 44

0
.

3 4 7

1 1
.

0 08

1 1
.

1 0 4

2
.

9 9 2 0
。

2 72

视
}

一 ‘
·

, , ‘

2
,U

0
。

1 10

0
.

1 3 1 4
.

1 9 2

0
。

4 0 3

0
.

毛1 1

0
.

1 57

0
.

0 2 7

0
.

0 0 2

1 2
.

8 9 6

1 3
.

1 5 2

5
.

02 4

0
.

86 魂

0
.

0 6电

2
.

10 4

一 3
.

15 2

0
.

3 4 3

0
.

7 5 5

x Z = 1
.

28 3 < 3
.

8 4 1
,

该种群为 艘机 分布

二吸几U45比
l‘玉,二,占‘玉

1
.

0 4 8 0
.

1 85

、...,. .声52

6U‘.1山

木果林

红

气1.,. .护

材

0
。

4 52

0
.

3 9 7

0
.

1 31

0
。

0 1 9

0
.

0 0 1

1 4
.

46 4

1 2
.

7 04

4
.

19 2

0
.

6 0 8

0
.

0 3 2

3
.

53 6

一 5
.

7 0屯

0
.

8 6 4

2
。

5 6 1

x : = ‘
.

39 8 > 3
.

8 41
,

该种群为集群 分布
八甘.人

2
.

1 6 8 0
。

9 7 3

0
�匕7
.001

.二

n口‘,

斑 9 “

点翔点巨离比率法
”

种价位脸

种 群 艺 ( P ; t
/ P

s : ) A Z 2 0
.

0 ,
到 断

Z < 2 0
.

0 : ,

以机分布

Z > 2 0
.

。 : ,

集群 分布

Z < 2 0
.

。、 ,

比机 分布

Z < 2 0
.

。、 ,

口机 分布

Z > 2 0
.

。。 ,

集群 分布

9696969696
.五11111390918397211110

.

5 73

0
.

6 8 7

0
.

3 7 7

0
.

38 2

0
.

6 2 7

20别2020加1 1
。

46 5

1 3
。

7 49

7
.

5 3 0

7
.

6 4 4

1 2
.

5 9 4

澡悦莲抹树海海木

木 果

红

N , n

(
‘+

景)
= :

式中
,

N = 样方总数
, i = l

,
2

,
⋯

,

i

A
二

补 + x

(i 为等式相等时

聆

k 的校正 次 数) , A
二

= 包含多于 : 个

个体的样方数
。

使上式左右相等时的 轰‘值就是 k 的精确值
。

只要将每次校正 的轰
‘
值增加或

减少10 % 的范围即可达到目的
。

利用表 2 的棋盘格子样方资料
,

分析结果如表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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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5 个 种 鲜 k 位 分 析 结 果

海 莲 群 落 木 榄 群 落

样 方 面 积 海 莲 海 漆 木 榄 木 果 株 红 树

定 k 姜 k 鑫 k 鑫 k 蕊 k

50 m 里 3
.

0 9 2
.

3 0 0
.

6 9 0
.

4 5 负 值 2
.

8 9 3
.

3 1 1
.

9 2 1
.

6 1

1 0 0 m Z 6
.

3 3 4
.

6 0 1
.

1 4 1
.

0 1 负 值 2
.

1 4 2
.

0 3 1
.

0 7 0
.

9 9

由表10 可知种群分布的均匀性程度
:
在海莲群落中

,

海漆 < 海莲 , 在木榄群落中
,

红树

< 木果株< 木榄
。

由于较典型集群分布的植物种群的 k 值通常位于O
。

5至 3 之间
,

故可判断海

漆和红树种群的分布格局属较典型的集群分布
。

木榄种群的 k 值出现负值
,

说明该种群的分

布格局不属于集群分布
,

因为负二项分布不能对它进行模拟
。

海莲种群在50 时
、

木果糠种群

在 1 00 m
,

样方面积的规模上的分布格局虽属较典型的集群分布
,

但前者在10 0 m
Z 、

后者在50

砂 样方面积的规模上测得的 k 值却超过 3 的范围
,

够不上典型的集群分布
,

故对它们的格局

类型不能作出明确的判断
。

为了便于综合分析
,

客观地确定各种群的格局类型
,

把上面 5 种方法检验分析结果简要

地列于表1 1
,

并讨论于后
。

衰11 5 种 方 法 位 脸 分 析 结 果

方差均值比率
t 检 验

群 落 种 群

—
点 到 点

游程检验 距 离 中心点四 分法

k 值 分 析

样方面积
5 0 m Z

样方面积
1 0 0 m :

样方面积
5 0 m Z

样方面积
1 00 m 留

木 榄

木果株

红 树

集群

集群

随机

随机

集群

集群

集群

随 机

集群

集群

随机

集群

随机

随机

集群

随机

集群

随机

随机

集群

随机

集群

随机

随机

集群

2
.

3 0

0
.

4 5

4
.

6 0

1
.

01

莲漆海海群落海莲

负值

2
.

03

0
.

99

从表n 看出
,

除了海漆
、

木榄艰功二树种群取得了一致的结果外
,

其余两个种群却出现了

相互矛盾的结果
。

把各个检验方法得出的结果与 k 值分析结果联系起来看
,

不难发现
,

k 值

的大小与其余 4 个方法的检验结果有密切的关系
。

海漆和红树种群的 k值较小
,

分布格局强

度较大
,

各个检验方法均能得出集群分布的结果
。

相反
,

海莲和木果棣种群的 k 值较大
,

分

布格局强度较小
,

所以利用不同尺度对它们作出衡量时得出的结果也就有所不同
。

上面 k 值

分析的结果不能对这两个种群作出明确的判断
,

但却反映了它们有一定的集群倾向
,

方差均

值比率 t检验对这倾向的反映比较明显
,

而其余方法不明显
。

木榄种群的 k 值为负值
,

偏离

了集群分布
,

各检验方法得出的结果均是随机分布
。

为什么使用的三种无样地法对于分布格局强度较小的海莲和木果株种群反映不明显呢 ?

对于游程检验来说
,

目的种群的个体易遇到表 1 中所列的混生种类的少数个体所分隔而使游

程数
:
相应增大并超过临界值

u 。
, 对于中心点四分法和点到点距离比率来说

,

混生种类降低

了前者具有高个体数的随机点数目
,

提高了后者增大几值的机会
,

使P1
2
与几

2 比率的总和相

对降低
,

从而使前者的护值和后者的Z 值受到影响而不能超过临界值
。



林
.

科 学 研 究 5 卷

不同的样方面积和检验方法产生的一些不同结果表明
,

某些种群的格局类型只能是一定

规模和一定方法上的格局类型
。

假如研究范围扩大
,

把具有多种红树植物群落的一个地区当

作一个整体来研究
,

样方面积扩大到一个群落
,

那么
,

由于红树植物的带状分布
,

各群落中

的优势种群对整个地区来说将绝大部分是集群分布
。

但对于一个指定的群落内部来说
,

就不

一定是集群分布了
,

其结果有时依赖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

再从种群特性和生境情况来分析
:
众所周知

,

红树植物带状分布十分明显
。

带状分布状

况与浸水高度有密切关系
,

浸水高度影响了生境各个位置的氧气状况
,

不同红树植物所表现

的适应能力不同
,

反映在适应性器官的发达程度上有明显的差异 [ 3 1
。

在被调查的海莲群落中
,

存在着一些洼地和小沟
,

因浸水过高
,

海莲不能在其上生长
,

造成海莲有一定程度的集群性
。

海漆则生长于一些凸起的小土堆上
,

种群单纯
,

所以形成强度很 大 ( k 值 只有 。
.

45 ~ 1
.

0 1)

的集群分布
。

从清澜港全部红树植物的天然分布位置来看
,

海漆比海莲分布于更 高 的 潮 滩

带
,

所以海莲群落中那些凸起的小土堆为海漆在该群落中生长创造了条件
。

被调查的木榄群

落处于高潮滩中
,

地势较平坦
,

其中的红树原是分布于低潮滩的树种
,

群落的演替使它残存

于木榄群落中
,

长势较差
,

已处于衰退阶段
,

绝大部分生长于高潮滩的前缘
,

因而也为集群

分布
,

强度也较大( k 值为。
.

” ~ 1
.

6 1 )
。

木果棣和木榄种群对生境条件的反应相似
,

两者混

生较为均匀
,

前者只是在 1 00 m : 规模的样方面积 内才表现出集群分布
,

但强度较低 ( k 值为

2
.

0 3 )
,

50 m :
样方面积的方差均值 比率 才检验和其余无样地法检验均为随机分 布 , 后 者的

护/ 无< l( 见表 6 )
、

A < 。
.

5 (见表 9 )和 k 值出现负值
,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均匀性
,

但还够不

上均匀分布
。

一般来说
,

在地势平坦等条件一致的情况下
,

特定群落中的种群由于在果实或

胚轴下落时受到潮汐的作用
,

大部分是随潮水随机扩散而形成随机分布格局
。

种群呈集群分

布是由于群落地形凹凸不平 造成浸水高度不同而各种群适应于不同浸水高度所致
。

4 结论和建议

(1) 海漆和红树种群为集群分布
,

强度高 ; 海莲和木果棣种群具一定程度的集群性
,

强

度较低
,

可视为集群分布和随机分布的过渡类型 , 木榄种群为随机分布
。

它们的分布格局类

型主要与各自的群落内生境的微地形变化有关
。

(2) 采用不 同的样方面积和不同的检验方法有时会得出矛盾的种群分布格局
,

需采用二

种以上的方法相互验证
,

并结合生境情况和种群特性进行分析
。

本文采用的三种无样地检验

方法对物种多样性较低的红树植物群落是适用的
,

其中的游程检验最简便
,

值得选用
。

样地

法的
.

k :值分析能指示出不同种群格局类型的差异
,

对确切了解分布格局很有帮助
。

(3) 在营造海莲
、

海漆
、

木榄
、

木果株
、

红树 5 个树种的混交林时
,

确定配置方式不但

要考虑它们的带状分布
,

而且要考虑整个造林地的地形特征
。

在地形凹凸不平的不规则倩况

下
,

可考虑不规则的块状混交
。

或者为了某种经营目的
,

在造林地中开沟作垄
,

通过改变微

地形可达到促进某个目的树种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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