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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大茅山常绿阔叶次生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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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江西省大茅山封山育林后的常绿阔叶次生林和杉木人工林的群落组成、物种多样性

差异、林分生长状况和地上部分生物量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阔叶次生林和杉木纯林的群落组成

特征差异明显; 阔叶次生林的生物多样性指数( Simpson 指数、群落均匀度、物种丰富度)均比杉木

纯林高; 在相同立地条件下,阔叶次生林的单位面积蓄积量和年生物量低于杉木纯林,但地上部分

生物量高于杉木纯林。

　　关键词　封山育林　常绿阔叶次生林　杉木人工林　生物多样性

　　中亚热带阔叶次生林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经破坏后自然恢复起来的一种天然林类型, 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地区生态平衡上有重要作用。由于不合理的采伐,使许多阔叶次生林日

渐消失,而变成了大面积的针叶纯林,造成生态环境退化、维护地力的能力下降等严重后果。封

山育林是我国传统的一种恢复森林的方法。在这方面,我国许多林业工作者都作了卓有成效的

工作,但对于封山后阔叶次生林与人工林的对比研究甚少。江西省德兴市从 1989年起,在全市

推广定点、定期、定向的“三定”封山育林,以有计划、有目的地恢复天然次生林。于 1995年 9月

对江西省德兴市大茅山的阔叶次生林进行了研究,旨在探讨封山育林森林群落结构变化,阔叶

次生林的群落特征,以及阔叶次生林与人工林在林分生长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差异,为恢复与

经营常绿阔叶次生林提供科学依据。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江西省德兴市谭埠林场, 28°57′N, 117°45′E, 属于大茅山低山丘陵区, 中亚热

带温暖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16. 3～19. 7 ℃, 极端最高温度为 44. 9 ℃, 无霜期平均 240～

307 d。年平均降水量为 1 341～1 934 mm ,降水多集中在 3～5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 55%

左右) , 7～9月高温少雨,年平均相对湿度 75%～83%。地带性土壤为红壤, 母质为片麻岩、板

岩和千枚岩等。

2　材料与调查方法

　　研究材料取自该林区 14 块临时标地, 其中杉木纯林 6块,常绿阔叶林 8块, 分布于海拔

150 m 以下的低丘和岗地。土壤为红壤, A 层有机质含量分别为 2%～3% ,样地面积 600 m
2。



采用常规方法调查林分及林下植物群落。样方面积 2 m×3 m ,每块标地机械布置6个小样方。

2. 1　群落特征

以植物种类和植物种的重要值表达。种的重要值:相对多度+ 相对优势度+ 相对频度。

2. 2　物种多样性

采用Simpson指数( D ) ,群落均匀度( J )和物种丰富度( S) 3个指标表示:

D =
1 - ni ( ni - 1)

N ( N - 1)
; J =

( S - ) ( - 1) + ( + 1)
ni ( ni - 1)

式中: N 为样方中总个体数; ni 为第 i种个体数。 为 被S 整除以外的余数, = ( N - ) / S。

丰富度 S 是指群落中乔木层和灌木层种数之和。

2. 3　林下植物的生物量

采用刈割法, 即将各样方的灌木、草(藤)本沿根颈处切断,称总鲜重后剪碎混合, 分别取 8

个以上样本( 200～500 g )称鲜重和干重。

3　结果与分析

3. 1　不同群落类型的群落特征

　　该地区的常绿阔叶次生林在未封山前,人为破坏严重,林相残破,植被少;为了比较封山育

林后常绿阔叶林群落和毗邻的同龄杉木林群落的植物种类组成特征和发育规律, 特列表说明。

由表 1看出杉木纯林的林下植物种主要为 木、淡竹叶、苔草等, 以草本为主。而石栎—甜

槠林群落,林下植物种主要是狗脊、石桢楠、绒楠、朱砂根等,以灌木为主,还有少量的层间植物

表 1　常绿阔叶林与杉木纯林群落特征对比

群　落
林龄

( a)

样地数

(块)
优势种 学　　名

相对

频度

相对

多度

相对

优势度

高度

( cm )
重要值

木 L or oper alum chinensi s ( R .Br ) Oliver 11. 8 7. 9 32. 4 60 52. 1

淡竹叶 L op hanther um g raci le Brongn. 8. 8 18. 7 8. 3 30 35. 8

苔草 Carex spp. 11. 8 12 5. 4 5 29. 2

铁芒箕 Dicr anop teris linearis ( Bu rm. ) U nder w . 2. 9 12 9. 9 35 24. 8

杉木纯林 10 2 腊梅 Chimonanthus pr aecox (L . ) Lin k 5. 9 2. 7 11. 5 185 20. 1

甜槠 Castanop si s eyeri Tutch. 8. 8 9. 1 1. 7 5 19. 6

毛冬青 Il ex p ubesc ens Hook. 5. 9 3. 9 5. 2 140 15. 0

南酸枣 Choe rospondias ax illaris Burt t . 2. 9 1. 3 6. 2 30 10. 4

狗脊 Wood w ardia j ap onica ( L. f . ) Sm. 2. 9 1. 3 6. 2 60 10. 4

狗脊 Wood w ardia j ap onica ( L. f . ) Sm. 14. 3 27. 1 74. 2 80 115. 6

石桢楠 L it sea f aberi Hemsl . 5. 7 5. 7 9. 7 85 21. 1

绒楠 Machi lus v elut ina C hem p ex Bonth . 5. 7 4. 3 9. 7 65 19. 7

朱砂根 A rd isia cronata S ims. 5. 7 8. 7 5. 3 40 19. 7

石栎—甜槠林 10 2 拔葜 S milax china L. 8. 6 7. 1 1. 9 30 17. 6

连蕊茶 Camel lia f rat erna Hance. 2. 8 4. 3 9. 7 90 16. 8

毛冬青 Il ex p ubesc ens Hook. 5. 7 5. 7 4. 8 75 16. 2

紫藤 Wist eria sinensis ( Simg) Sw eet . 5. 7 4. 3 3. 2 45 13. 2

甜槠 Castanop si s eyeri Tutch. 5. 7 5. 7 1. 4 40 12. 8

石栎 L ithocarp us g labra ( Th unb) Nak . 5. 7 2. 9 3. 2 25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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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紫藤等;其中甜槠和石栎的幼苗也占有较大优势。该森林类型经过封山后, 减少了人为破坏,

建群种的生长状况得到改善。可以预见,演替发展的最后阶段仍然是石栎—甜槠林。杉木林中

的甜槠更新较好, 说明该林分如任其自然发展, 很可能被以甜槠为主的次生林所代替。

3. 2　不同群落类型中的物种多样性比较

常绿阔叶林中的生物种质资源极其丰富,是濒危动植物的保护伞。研究地区的常绿阔叶林

(石栎—甜槠林)群落的物种分布和组成情况怎样? 和杉木纯林群落相比又有什么特点呢? 这

些对评价封山育林效果有重要意义。下面用表示物种多样性的三个指数来定量描述。

表 2　常绿阔叶林与杉木纯林物种多样性对比

森林类型 样地数(块) 面积( hm 2) 林龄( a) 群落物种丰富度
Simpson
多样性指数

群落均匀度

石栎—甜槠林 4 0. 066 7 10 27乔+ 48灌 11. 9 32. 0

杉木纯林 2 0. 066 7 10 1乔+ 16灌 2. 8 12. 4

　　从表 2可以明显看出: 石栎—甜槠林和杉木纯林的物种丰富度、Simpson多样性指数和群

落均匀度差异明显。石栎—甜槠林中的乔木伴生种主要有杜英( E laeocarp us decip iens Hem-

sl. )、虎皮楠[ Dap hnip hy l lum olaham ii ( Hemsl. ) Rosenth. ]、木荷( S chim a sup erba Gardn. et

Champ. )、黄瑞木( A dnandr a millet tii Hemsl. )、米槠( Castanop sis carlesii ( Hemsl. ) Hayata]、

杨梅[ Myrica rubra ( Lour. ) Sieb. et Zucc. ]、豹皮樟 [ L it sea votundif olia var. oblongif ol ia

( Nees. ) A llen]、樟[ Cinamomum camphora ( L in. ) Presl ]等树种, 物种繁多, 结构复杂。杉木纯

林中的灌木主要是石楠、绒楠、 木、腊梅等。阔叶次生林植物种类成分比杉木纯林丰富得多,

因而植物多样性群落均匀度都比杉木人工林高。根据森林生态学的原理,一个群落生物多样性

高,结构复杂,其稳定性也强。所以, 石栎—甜槠林群落的系统稳定性比杉木纯林要高;另外也

说明,阔叶次生林生物资源远比人工林丰富,保护这些次生林有利于开展资源的综合利用, 并

给各种动物提供了适生的栖息条件。

3. 3　不同林分生长及生物量比较

对石栎—甜槠林及杉木纯林,各选取 3 块样地, 对常规测树因子及生物量进行了测定, 以

比较其差别。从表 3看出,同是 10年生的幼龄林,除石栎—甜槠林因密度较大而平均胸径较低

外,其它测树因子值均很接近。即常绿阔叶次生林的生长并不慢,生产力也并不低,年生长量可

达 12. 234 m
3 / ( hm

2·a)。

表 3　常绿阔叶次生林与杉木纯林的林分生长情况对比

森林类型
样地数

(块)

面积

( hm2)

林龄

( a)

密度

(株)

林 木平 均生 长 情况

树高

( m )

胸径

( cm)

单株蓄积

( m 3)

蓄积量

( m3)

材积年均

生长量

( m 3/ hm2)

石栎—甜槠林 3 0. 066 7 10 187 9. 5 9. 2 0. 043 63 8. 158 8 12. 234

杉木纯林 3 0. 066 7 10 160 9. 2 12. 0 0. 054 41 8. 705 6 13. 059

　　由表 4进一步看出:相同立地条件上的石栎—甜槠林的森林生产力比杉木人工林的高,其

中石栎—甜槠林的乔木层生物量为 1 925. 89 kg / hm
2
, 下木生物量为 53. 61 kg / hm

2
,草本生物

量为 17. 18 kg / hm
2 ,凋落物量为 385. 3 kg / hm

2; 而杉木人工纯林的乔木层、下木、草本和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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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量分别为 1 671. 58、33. 20、28. 60、333. 3 kg / hm
2
。次生阔叶林乔木层生物总量比杉木纯林高

79. 3% ,而林分地上部分总的现存量高出 80. 2%。阔叶次生林的多层次结构和深厚的地被物,

有利于阻截降水, 减少地表径流,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和维护地力[ 4]。但是, 在林业生产中若以

木材的经济效益为目的,应加强目的树种的培育,以获得更大的蓄积生产量。

表 4　常绿阔叶次生林与杉木纯林的生物量对比 (单位: k g/ hm2)

森林类型
样地

数(块)

面积

(hm2)

乔木层生物量

主干 枝条 叶 总量

下木

生物量

草本

生物量

凋落

物量

地上部分总

的现存量

石栎—甜槠林 1 0. 066 7 1 925. 86 830. 76 396. 86 3 153. 48 53. 01 17. 18 385 3 609. 6

杉木纯林 1 0. 066 7 1 671. 58 342. 61 484. 97 2 499. 16 33. 20 28. 60 333 2 894. 3

4　结　论

　　( 1)石栎—甜槠林的物种多样性指数(群落物种丰富度、Simpson 多样性指数、群落均匀

度)均比杉木林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大,说明石栎—甜槠林的物种比杉木纯林的物种丰富,结构

复杂。

( 2)相同立地条件上的石栎—甜槠林的森林生物生产力比杉木纯林的森林生物生产力高,

但其干材蓄积量稍低于杉木纯林的蓄积量。对经济效益低的次生林应以“封”为主,对以培育生

产用材等的次生林应“封”、“育”结合。

( 3)封山育林使得被破坏的常绿阔叶次生林得以恢复, 保护了生物多样性和林区的环境,

也为发展多种用材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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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Biodiversity of Ever-green Broad-leaved Second

Growth and Plantation in Damaoshan Mountain, Jiangxi Province

Sun Dez hou　Zhan Yousheng　S heng W eitong　X u Bingshan

W ang J ianp ing　Fang Qingbiao

　　Abstract　In 1995, the community characterist ics o f the ever-g reen broad-leaved second

gr ow th and the Chinese fir plantat ion were invest ig ated in Damaoshan M ountain, Jiangxi

Pro vince. T heir biodiv ersity dif ference w ere studied and their for est gr ow th condit ion and

the amount o f above-ground biomass compar ed. The results show ther e are distince dif fer-

ences of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betw een them , and the biodiversity indices ( Simpson di-

versity index , species richness of community , community evenness) of the second grow th are

higher than tho se o f the plantat ion, under the same site condit ions sto ck and gr ow th in unit

area of the second growth ar e low er than those of the plantat ion, but above-g round biomass

of the second gr ow th is higher. All these results proved that the clo sing of fo rest ar ea played

a posit ive ro le in pr otect ing bio sources and biodiv er sity.

　　Key words　clo sing of forest ar ea　ever-g reen broad-leaved second growth　Chinese fir

plantation　biodiver 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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