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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青冈林是我国东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最主要的类型之一。本文应用植物种群生态学

的研究方法, 对浙江建德山区青冈林中主要种群的大小结构和分布格局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其动态

过程及其机制。结果表明该区青冈林中的优势种青冈、石栎的种群结构呈现不规则的倒 J 字型,为

间歇型种群。青冈种群的分布格局随着年龄增长从集群分布变化到随机分布 ,体现了种群的生态策

略和适应机制。本文还详细分析了群落中不同层次主要植物种群的分布格局及其原因,还对无性系

青冈种群数量结构及其动态作了初步的统计分析。

　　关键词　种群结构　种群动态　青冈林　浙江省建德市

　　青冈[ Cyclobalanop sis glauca ( T hunb) Orest . ]林是我国东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最主要

的类型之一, 在我国东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目前对该群落类型

的特征、生产力等已进行了研究[ 1] ,而对群落中种群结构和动态的研究工作近几年才起步, 迄

今还未见到较为详细的研究报告。研究青冈林主要种群的结构及动态特征,对于正确认识这些

种群在常绿阔叶林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研究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动态机制及其适应机理

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地点和群落概况

　　本项研究在浙江省建德市泷江林场进行,该地位于浙江省中西部的富春江畔, 约为 29°24′

N, 119°31′E。该区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受大陆东岸季风影响明显,温暖湿润,阳光充足,

四季分明。年平均温度为 16. 9℃,最热月( 7月)平均气温28. 7℃,最冷月( 1月)平均气温 4. 3

℃,无霜期平均 254 d,年平均降水量 1 502 mm ,年平均相对湿度 77%。全年日照 1 941 h。大

部分土壤为发育较典型的红壤, 部分为山地型黄壤, 土壤呈酸性反应,有机质含量中等
[ 1]
。

常绿阔叶林是其地带性植被,此处常绿阔叶林大多为 1958年砍伐后经封山育林后逐步发

育而成的天然林, 以青冈为优势种的群落类型即青冈常绿阔叶林是该地分布面积最大,也是最

主要的常绿阔叶林植被类型。青冈林的群落结构较复杂,成层现象明显,乔木层的高度一般在

6～16 m (胸径 6～20 cm ) , 郁闭度 0. 6～0. 8左右, 主要由青冈、石栎( L ithocarp us glaber

( Thunb. ) Nakai )、苦槠 ( Castanop sis scer op hy l la ( L indl. ) Scho tt )、木荷 ( Schima sup erba

Gar dn. et Champ. )等组成。灌木层高度在0. 5～3. 5 m 之间, 盖度在20%～50%之间,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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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Lorop etalum chinensi s ( R. Br ) Oliv. )、山矾( Symp locos caud ata Buch. -Ham . )、格药柃

( Eurya muricata Dunn)、连蕊茶( Camellia f r ater na Hance )、马银花 ( Rhododendron ovatum

Planch)、乌药( L indera aggregata Villar )、米饭花( V accinium mandarinorum Diels)、山胡椒

( L ind era glauca ( Sieb. et Zucc. ) Bl. )、华紫珠( Cal licarp a cathayana H. T . Chang )、矩缘叶鼠

刺( It ea chinensis Hook. et A rn. var. oblonga ( Hand. -M azz. ) C. Y . Wu)等组成。草本层较稀

疏,盖度多在 10%以下, 高度在 0. 8 m 以下, 主要由狗脊蕨 (Woodwardia j aponica ( L . f )

Sm. )、鳞毛蕨( Dryop ter is sp. )、苔草( Carex sp. )等组成。另外群落中还有一定数量的藤本和

附生植物,其中藤本以常绿性的木质藤本居多, 如香花崖豆藤(M illettia dielsiana Harms)、络

石( T rachelosp ermum j asminoides ( L indl . ) Lem . ) , 菝葜( Smilax china L. )等,但数目不多。附

生植物苔藓常见于树干或枝条上,但数量不多。地被层多枯枝落叶,厚度一般在 3～5 cm,个别

裸岩和土壤上常铺满藓类植物。

2　研究方法

　　在建德泷江林场内选取 4个代表性的地

段设置永久样地( J1～J4)。采用相邻格子法

进行取样[ 2] ,用每木调查法进行群落和种群

学调查。样方面积为 20 m×20 m ,再隔成 5

m×5 m 小样方 16个,记录每一个样地内所

有种群个体及其无性系分株的数量组成、胸

围、基围、盖度、株高等特征,同时记录群落学

的有关特征, 如群落类型及主要种类组成、群

落高度、盖度、多度等。此外,还记录有关生境

条件(见表 1)。

　　对于青冈种群来说,由于其木材坚硬, 不

易钻取木芯, 因而要确定其个体年龄较为困

表 1　建德泷江青冈林群落基本概况

项　目
样　地　号

J1 J2 J3 J4

地理位置 外雾淞 林场场部 外雾淞 外雾淞

海拔高度( m) 150 100 120 100

坡向 20°SW 7°SW 35°SW 62°SW

坡度 37. 5° 40° 35. 1° 38°

群落透光度( % ) 20 15 20 30

岩石露头率( % ) 10 20 < 5 25

土层厚度( cm) 100 80 > 110 55

人为影响 较少 少 较少 较少

青冈种群密度(株/ hm2) 33 125 61 875 71 875 35 625

群落优势种 Cg、Lg Cg、Lg、Cs Cg、Lg Cg、L g

　　注: Cg——青冈; Lg——石栎; Cs——苦槠。

难,而通过伐木来得到每个个体年龄又破坏性较大。鉴于此, 这里采用大小结构代替年龄结构

分析其结构和动态特征,植物种群大小结构按以下方式划分:胸径< 2. 5 cm 为第Ⅰ级, 第Ⅱ级

为胸径 2. 5～5 cm ,以后按胸径大小, 每增加 2. 5 cm 胸径增加一级
[ 3]
。

空间分布格局动态采用“空间差异代替时间变化的方法”进行分析
[ 4, 5]
。种群的分布格局类

型采用方差/均值、负二项式法测定,集群强度用丛生指标 I、负二项式参数 K、平均拥挤指标

m、聚块性指标 m/ m来度量,其数学模型表述如下:

　　　　负二项分布: K = m
2/ ( S

2- m) ; 丛生指标: I= S
2/m- 1;

　　　　平均拥挤指标 m= m+ I ; 聚块性指标: m /m= 1+ 1/ K。

式中: S
2
是取样单位的方差, m为每个取样单位中个体的平均数目。

3　结果与分析

3. 1　优势种群大小结构及其动态

3. 1. 1　种群的大小结构　年龄结构是种群的重要特征, 许多学者在对种群结构和动态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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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过程中,都采用了大小结构分析法
[ 6～ 11]

。这里也采用大小结构的方法分析优势种群青冈

和石栎的种群结构及动态特点。根据种群大小级的划分标准,将上述样地上的数据进行整理,

以大小级比为横轴,以大小级为纵轴得到浙江省建德市青冈林的优势种群大小结构分布图(图

1) ,结合种群存活曲线(图 2)分析。各样地青冈林优势种青冈的种群大小结构分布图的形状基

本相似,为不规则的倒 J字型, 即幼苗个体较多, 中间阶段的大小级如第Ⅱ、Ⅲ级的个体偏少,

甚至缺失, 而第Ⅳ、Ⅴ级个体数又有所增多, 以后又逐渐减少, 出现两个峰值, 为间歇型种

群[ 12 ]。而从存活曲线来看, 最显著的特点是在曲线前一段出现凹陷,呈现单峰曲线。而石栎种

群也表现出了青冈种群大小结构类似的特征, 即Ⅰ级幼苗数量较多, Ⅱ和Ⅲ级幼树缺失或较

少,Ⅴ级中树又有所增多,以后又逐渐减少,存活曲线的前端出现空缺。

　　图 1　各样地青冈种群( Cgp )、石栎种群( L gp)的大小

结构

(纵坐标为自然对数)

　　图 2　各样地青冈种群( Cgp)、石栎种群( Lgp )的存活

曲线

(纵、横坐标为自然对数,虚线表示不连续)

3. 1. 2　种群大小结构动态　种群中各个体在空间上的差异可以反映种群在时间上的变化。因

此,可以由此分析种群的大小结构动态
[ 9]
。青冈种群所展现出来的大小结构及其存活曲线主要

是由它的生物学特性所决定的。青冈属适应性较强的阳性树种,但其幼苗有较强的耐荫性,加

之其成熟个体每年能产生一定量的种子,并保持一定的萌发率,因此群落中, 幼苗个体往往较

多,明显高于其它各级的个体。在青冈幼苗发育成长为小树、中树和大树的过程中,它则需要充

足的阳光,否则就会有大量幼苗死亡。由于青冈林中郁闭度较大,当林下的幼苗长到一定程度,

由于林内缺乏光线,因此不能很好地生长, 死亡率增高,使得青冈幼树数量明显减少或者缺失。

只有当一些自然的因素(如台风、积雪、病虫害和自然死亡)或人为的因素使得一些大树死亡和

倒伏并在群落中的局部地段形成林窗时,由于林窗下较优越的光照条件,林下的幼苗才有机会

生长,并进入林冠层。树木成熟后,到了一定的生理年龄, 随着个体的增大,由于种内、种群种间

竞争压力的增大,青冈种群的数量又会逐步减少。于是形成上述图中那种不规则倒 J字型大小

结构。尽管由于林中荫蔽使得每年青冈幼苗有大量死亡, 但由于可以不断得到种子库中幼苗的

补充,因此其种群结构仍可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稳定。

3. 1. 3　种群大小级与密度的关系　种群密度是反映种群动态的重要参数之一。将各样地的青

冈、石栎种群野外样地数据进行分级整理, 并将Ⅰ、Ⅱ大小级的个体数进行归并,用最小二乘法

来拟合各样地青冈、石栎种群的密度 D 与大小级 S 的关系,得到的幂回归方程如表 2所示。从

表 2可知,各样地青冈、石栎种群的密度与大小级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随着种群个体的

1011 期　　　　　　　　蔡　飞等: 浙江建德青冈常绿阔叶林种群结构和动态的研究



增大,其个体群的密度呈负增长的性质。
　　表 2　青冈、石栎种群密度 D 与大小级 S 的幂回归方程

样地编号 种群类型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显著性检验

J1 青冈 S= 694. 92D- 0. 007 1 - 0. 740 2 r0. 05( 7) = 0. 666

J2 青冈 S= 375. 22D- 0. 004 3 - 0. 910 6 r0. 05( 3) = 0. 878

J3 青冈 S= 482. 08D- 0. 003 2 - 0. 818 7 r0. 05( 5) = 0. 754

J4 青冈 S= 1 021. 78D- 0. 010 2 - 0. 943 2 r0. 05( 5) = 0. 754

J1 石栎 S= 315. 86D- 0. 005 4 - 0. 656 4 r0. 05( 5) = 0. 754

J2 石栎 S= 371. 85D- 0. 003 3 - 0. 752 6 r0. 05( 5) = 0. 754

J3 石栎 S= 190. 59D- 0. 001 7 - 0. 776 2 r0. 05( 4) = 0. 811

3. 2　青冈林主要种群分布格局

及其动态

3. 2. 1　优势种群青冈的分布格

局　分布格局是植物种群的基本

特征之一, 是种群自身特征、种间

关系及环境条件综合作用的结

果。这里对各样地的种群数据进

行整理,然后用方差/均值比率法判定青冈种群的分布格局, 结果如表 3。由表可见,该地青冈

种群在各样地上均呈集群分布。由于各样地内的环境条件较为相似,没有明显影响种群分布格

局的外界因子存在,因此,可以认为影响其分布格局的主要因素是青冈本身的生物学特性。由

于青冈的果实较重,种子传播距离不远, 一般都落在母树的周围,而且种子每年都能保持一定

的萌发率,经多年积累起来的幼苗和幼树往往集中分布在母树的周围,从而使得青冈种群呈集

群分布。

表 3　优势种群青冈的分布格局测定结果

样地号 S 2 x
-

S 2/ x- t 值 结果
丛生指标

I

负二项

指标 K

平均拥挤

指标 m

聚块性指

标m/ m

J1 5. 896 3. 188 1. 850 2. 328 集群 0. 850 3. 751 4. 038 1. 267

J2 14. 063 6. 063 2. 320 3. 616 集群 1. 320 4. 594 7. 383 1. 218

J3 13. 763 7. 188 1. 915 2. 507 集群 0. 915 7. 857 8. 103 1. 127

J4 8. 229 3. 688 2. 232 3. 374 集群 1. 232 2. 994 4. 919 1. 334

3. 2. 2　优势种群青冈不同大小级分布格局及其动态　长生命期的植物种群, 在其发育过程

中,分布格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间表现出动态变化的过程。这里利用种群不同大小

结构的分布格局的变化来揭示种群发育过程中分布格局的动态变化。具体方法是将样地中的

青冈种群归并为四个大小等级, 其中,幼苗胸径< 2. 5 cm, 幼树胸径为 2. 5～7. 5 cm ,中树胸径

为 7. 5～22. 5 cm ,大树胸径> 22. 5 cm
[ 9]
。然后用方差/均值比率法判定青冈种群不同大小等

级的分布格局,结果如表 4。

从表中可以看出, 青冈种群不同大小级的分布格局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变化,即幼苗等级

的种群分布格局大多呈集群分布型, 幼树和中树等级的种群分布格局均呈随机型。幼苗等级的

青冈种群呈集群分布, 这主要与青冈的生物学特性有关,幼树和中树等级的种群呈随机型, 主

要是由密度制约因素引起的种内和种间竞争加剧,导致种群密度下降而形成的。它显示出了青

冈种群发育和生长过程中的一种生态策略和适应机制。

3. 2. 3　群落中主要种群的分布格局　对群落中不同层次各主要种群的分布格局的测定结果

表明(表 5) ,乔木层中,优势种群和主要种群的分布格局一般呈随机分布, 而灌木层中的大部

分种类如乌药、 木、连蕊茶、厚皮香、格药柃等的种群分布格局则为随机分布类型, 这一方面

与其生物学特性有关, 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群落中的环境条件较为一致,随机分布可以更好地利

用环境资源, 减少种内、种间竞争。而草本层中的主要种类的种群分布格局大都呈集群分布类

型,这种情况与群落中受到一定的干扰作用是分不开的,草本稳定机制较弱, 受干扰因子影响

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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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青冈种群各等级分布格局测定结果

样地号 等 级 S 2 x
-

S 2/ x- T 值 测定结果

J1

幼 苗 4. 117 2. 215 1. 937 2. 566 集 群

幼 树 0. 296 1. 188 1. 578 1. 583 随 机
中 树 0. 800 1. 000 0. 800 0. 548 随 机

大 树 缺乏

J2

幼 苗 5. 317 2. 875 1. 849 2. 325 集 群

幼 树 0. 533 1. 000 1. 533 1. 279 随 机

中 树 2. 429 2. 188 1. 110 0. 301 随 机

大 树 缺乏

J3

幼 苗 6. 496 4. 313 1. 506 1. 386 随 机

幼 树 0. 629 0. 688 0. 915 0. 233 随 机

中 树 2. 563 2. 188 1. 171 0. 468 随 机

大 树 缺乏

J4

幼 苗 3. 329 1. 563 2. 130 3. 095 集 群

幼 树 1. 096 0. 813 1. 349 0. 956 随 机

中 树 2. 230 1. 313 1. 698 1. 912 随 机

大 树 缺乏

表 5　青冈林不同层次主要种群的分布格局

项　　目
样　地　号

J1 J2 J3

层次 种　　名 S 2/ x- t值 格局类型 S 2/ x- t 值 格局类型 S 2/x- t值 格局类型

乔

木

层

青冈 0. 92 0. 21 P 0. 92 0. 21 P 0. 69 0. 85 P

石栎 1. 29 0. 72 P 2. 02 2. 79 C 1. 16 0. 45 P

苦槠 0. 87 0. 36 P 1. 15 0. 40 P 1. 33 0. 91 P

灌

木

层

青冈 1. 98 2. 57 C 1. 85 2. 33 C 1. 51 1. 38 P
石栎 5. 16 2. 31 C 2. 06 2. 90 C 1. 47 1. 28 P
苦槠 1. 16 0. 43 P 1. 63 1. 72 P 1. 92 2. 52 C
木 1. 31 0. 85 P 2. 40 3. 84 C 1. 77 2. 11 P

连蕊茶 1. 10 0. 27 P 1. 45 1. 23 P 0. 62 1. 03 P

山矾 1. 02 0. 06 P 2. 40 3. 83 C 2. 20 3. 29 C

矩缘叶鼠刺 2. 09 2. 99 C 1. 29 0. 80 P 1. 79 2. 16 C

厚皮香 1. 17 0. 47 P 0. 91 0. 25 P 1. 60 1. 64 P

隔药柃 1. 41 1. 12 P 1. 61 1. 68 P 1. 11 0. 29 P

乌药 0. 98 0. 06 P 1. 04 1. 11 P 1. 16 0. 44 P

马银花 1. 88 2. 40 P 0. 87 0. 36 P 1. 87 2. 38 C
米饭花 1. 33 0. 90 P 2. 00 2. 74 C 1. 60 1. 64 P
土茯苓 1. 33 0. 90 P 1. 11 0. 30 P 1. 84 2. 30 C
薄叶山矾 0. 90 0. 29 P 3. 19 6. 00 C 1 0 P
络石 3. 15 5. 88 C 1. 58 1. 59 P 0. 13 0. 36 P

羊角藤 0. 87 0. 36 P 1. 16 0. 44 P 2. 03 2. 82 C

菝葜 1. 02 0. 05 P 2. 53 4. 19 C 1 0 P

香花崖豆藤 3. 57 7. 05 C 0. 87 0. 36 P 0. 86 3. 72 P

短尾越橘 1. 33 0. 90 P 1. 58 1. 59 P 1. 11 0. 29 P

桅子花 1. 38 1. 04 P 1. 58 1. 59 P 1. 09 0. 24 P

石斑木 0. 87 0. 36 P 0. 93 0. 19 P 0. 94 0. 16 P
杜鹃 1. 02 0. 05 P 1. 58 1. 59 P 1. 47 1. 28 P

草

本

层

狗脊蕨 4. 08 8. 43 C 9. 91 24. 4 C 1. 53 1. 46 P
鳞毛蕨 5. 72 2. 91 C 6. 58 15. 3 C 2. 78 4. 87 C
苔草 3. 06 5. 63 C 8. 00 19. 2 C 0. 86 0. 94 P

　　注:表中首次出现树种的拉丁学名: 厚皮香 Ter nst roemia gy mnanther a ( W ight et Arm. ) S prag ue;土茯苓 S imlax g labra

Roxb . ;薄叶山矾 Sy mp loc os anomala Brand;羊角藤Morind a umbellata L . ;短尾越橘 Vacc inium carle si i Dunn ;桅子花 Gard e-

nia j asminoides Ellis ;石斑木 Rhaph iol ep i s ind ica ( L. ) Lindl . ;杜鹃R hod od end ron simsii Pl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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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青冈种群无性系分株(即根株萌条)的数量结构及其动态

在青冈林的更新动态过程中,除了优势种群青冈每年依靠有性繁殖可产生一定量的种子

外,还有很强的无性繁殖能力,其无性繁殖主要依靠根颈部萌芽进行。研究青冈种群无性系分

株(萌枝)数量、结构及自我调节的机制,对于深入了解青冈林的结构和动态具有重要意义。

将样地中青冈根株的年龄划分成不同的大小级,整理样地中的数据,统计结果如表 6。从

表中可以发现,青冈根株因大小级不同,根颈上形成的萌枝数均不相同, Ⅰ级根株不产生萌枝,

在Ⅲ～Ⅶ大小级上形成的萌枝数相对较多,其它大小级的萌枝数较少。这一结果表明该地青冈

种群的无性繁殖能力在胸径 5. 0～7. 5 cm 的小树阶段和胸径 7. 5～17. 5 cm 的中树阶段较大,

而在幼苗期、幼树前期(胸径 2. 5～5. 0 cm) , 以及中树向大树过渡阶段(胸径17. 5～22. 5 cm ) ,

其无性繁殖能力较小, 或者没有。从生物量变化的情况看,也表现出了相似的变化规律,即青冈

种群在Ⅲ～Ⅶ大小级的个体中, 其无性系分株所占有的生物量相对较大,一般可占到根株生物

量的 1/ 6～1/ 3,其它大小级如Ⅰ、Ⅱ、Ⅷ、Ⅸ级的个体, 其无性系分株所占有的生物量相对较小

或没有。

在青冈无性系种群中, 其无性系分株数量不能无限增多, 而与根株所在的无性系分株密度

有关,在高密度压力下, 青冈无性系种群能以自疏方式消除一些萌枝, 而死亡的萌枝数在总萌

枝数中的比率一般较为稳定, 保持在 24%～32%之间。这体现了青冈种群无性繁殖及其生长

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调节能力。

表 6　样地 400 m2 中不同大小根株的无性系分株数量统计

大　小　级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Ⅸ

总根株密度(株) 25 1 12 8 7 3 5 1

无性系分株密度

(株)

胸径< 2. 5 cm - 3 96 56 16 24 59 15

胸径≥2. 5 cm - - 6 3 6 1 3 -

总　和 - 3 102 59 22 25 62 15

无性系分株死亡总数(株) - - 24 15 7 6 20 -

无性系分株平均死亡数(株) - - 2 1. 9 1 2 4 -

无性系分株(活) / (死)比率 - - 4. 3 3. 9 3. 1 4. 2 3. 1 -

无性系分株/根株数比率 - 3 8. 5 7. 4 3. 1 8. 3 12. 4 15

根株生物量( k g) 6. 2 1. 9 205. 5 374. 7 572. 3 305. 1 674. 7 193. 5

无性系分株生物量( kg ) - 0. 7 70. 7 67. 7 34. 3 70. 4 165. 3 < 1

　　 根株生物量和无性系分株生物量根据文献[ 1]中已建立的模型推出。

4　结论与讨论

　　青冈林是亚热带分布较为广泛的常绿阔叶林群落类型,由于其优势种群青冈生态适应性

较为广泛,因而可在裸岩、陡坡或在岩石露头较多的沟谷等地带分布,并形成稳定群落。在浙江

省建德市泷江青冈林群落中,其优势种群青冈和石栎均呈现出不规则的倒 J型种群结构,即胸

径 2. 5～7. 5 cm 之间的大小级个体数量明显缺失,这里称之为间歇型的种群结构。该种群结构

的形成主要与种群的生物学特性以及种内和种间竞争有关。由于该种群结构可通过群落微结

构——林窗的循环更新,维持其相对的稳定,因而也就维持了群落的相对稳定性。由于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的许多优势树种具有与青冈、石栎相似的生态习性,即幼苗耐荫而其树木喜阳, 因

此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的其它优势树种是否同样具有青冈、石栎类似的种群结构,还有待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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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深入研究。

青冈种群在其不同的发育阶段其分布格局是不同的,幼苗时大多为均匀集群分布,幼树和

中树阶段则为随机分布,它体现了种群的发育和生长过程中的一种生态策略和适应机制。青冈

林群落的不同层次各主要种群的分布格局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乔木层中的优势种群的分布格

局一般呈随机分布;灌木层中,林木层中的优势种群的苗木如青冈、石栎等大多呈集群分布,而

大部分其它种类如乌药、 木、连蕊茶、厚皮香、格药柃等的种群分布格局则为随机分布类型;

而草本层中的主要种类的种群分布格局大多呈集群分布类型。青冈种群具有双重的更新方式,

即种子更新和无性萌芽更新。对青冈无性系种群的数量结构的初步研究表明,其数量结构及其

动态特点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有关其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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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Populations of

Cyclobalanopsis glauca in Jiande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Cai Fei　 Chen A ili　 Chen Qichang

　　Abstract　Cyclobalanop sis glauca forest is one of the main types of the evergr een br oad-

leaved forest ( EBLF) in East China Subtropical Area. T he study on the st ructure and dy-

nam ics of populat ions of C. glauca forest w as carried out in Jiande, Zhejiang , w ith the meth-

ods of cont iguous grid quadrats and spatial sere subst itut ing fo r t ime sere. On the basis o f

census of all individuls o f main populat ions in different communit ies, the size st ructure, the

spat ial pat tern of the main populat ions and their dynam ics w ere described. T he r esult show s

that size st ructur e of C. glauca and Li thocarpus glaber appears irr egular inverted J type, but

it is still characterized by stable type. T he spatial pat tern of the C. glauca populat ions is a

contagious type, w hich changes w ith the size classes o f the populat ion. It was found that

seedling o r sapling class show contagious type, w hile the small and middle t ree classes exhibit

radom type. T he r egularity ref lects that spat ial pat tern o f the populations changes w ith t ime

in the development o f forests, and mor eover , it also embodies the ecolog y st rategy or adaptive

mechanism. The spat ial pat terns of main populat ions in communit ies have also been mea-

sured, w hich show that the dom inant populat ions in t ree lay er appear radom type. In the

shrub layer, the seedling or sapling of dominant populat ions follow s contag ious type. In the

herb layer, the spat ial pat tern o f most populat ions exhibit contagious type. Addit ionally , the

quant itat ive st ructur e and dynam ics of propagat iv e module of C. glauca clone populat ions

have been studied.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sults, the dynam ics pro cess or mechanism of C.

glauca forest has been discussed preliminarily .

　　Key words　Cyclobalanop sis glauca forest　populat ion st ructure　populat ion dynamics

Jiande County , Zhejiang Province

　　Cai Fei, As sociate Profes sor, Chen Aili , Chen Qichang ( C ol lege of Life Science, Hangzhou U nivers ity　 Hangzh ou　

310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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