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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植物大花黄牡丹与生境地群落特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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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濒危植物大花黄牡丹生境地群落学调查的基础上, 划分生境地群落类型, 分析生境地群落特征, 探讨大花黄

牡丹与生境地群落特征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TWINSPAN将大花黄牡丹生境地群落划分为乔木群落和灌木

群落。乔木群落中大花黄牡丹多度显著低于灌木群落, 但大花黄牡丹平均胸径和平均高则与灌木群落无显著差异。

群落特征与大花黄牡丹的相关性分析表明: 大花黄牡丹多度及平均胸径与群落总多度、灌木多度及乔木物种丰富度

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而大花黄牡丹多度与乔木多度存在显著负相关, 大花黄牡丹平均胸径与群落平均高也存在显著

负相关, 大花黄牡丹平均胸径及平均高与藤本物种丰富度则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具有相关性的变量之间可用不同的

回归方程较好的表述。此外, 大花黄牡丹冠幅面积、高度、丛数及幼苗数量均与灌丛的冠幅面积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但大花黄牡丹幼苗数量在两种群落间无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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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stand parameters, species, and structurs of Paeonia ludlowii were investigated on nine

plots ( 20 m×20 m) . Their community types were classified by TWINSPA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eonia

ludlowii and community feature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lant community was classified into tree

community and shrub community by TWINSPAN. The community mean DBH(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 mean

height, and basal areas were higher in the tree community than in the shrub community, however, the abundance

was lower in the tree community than in the shrub community, and the two community type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rown density, elevation, and slope. The species richness was higher in the tree community than in the

shrub community,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ere found in shrub, liana, and herb species richness. It was found

that the tree community had higher abundance of P. ludlowii than the shrub community,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ere found in two communities about mean DBH and mean height of P. ludlowii.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and P. ludlowii was analyzed and it showed that the abundance and mean DBH of P.

ludlowii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mmunity abundance and shrub abundance respectively, and negatively cor-

related with tree species richness respectively. The abundance of P. ludlowii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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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ndance, the mean DBH of P. ludlowii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mmunity mean height, and the mean

DBH and mean height of P. ludlowii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iana species richness. The variables with

correlation could be represented by different regression equations. It also found that crown-area, height, clump and

seedling stems of P. ludlowii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rown-area of thicket, the two community type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edling stems of P. ludlo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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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变暖、森林采伐及景观破碎化的日益

加重, 生物多样性正在迅速降低, 许多物种濒临灭

绝
[ 1 - 4 ]

。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问

题, 保护珍稀濒危物种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 5 ]

。大花

黄牡丹( Paeonia ludlowii( Stern et Taylor) Hong) 系西

藏特有种, 为丛生灌木
[ 6 ] ; 野生植株约有 6 000 株,

分布在西藏林芝地区八一镇至米林县长约 100 km

的开阔河谷地带, 垂直分布范围 2 500 鶫 3 500

m
[ 7]

。它的根、根皮、根茎、皮和花瓣均可入药, 是名

贵的藏药材资源。它具有纯粹且能稳定遗传的黄

色, 是芍药属中开花最多、植株最高大的种, 具有极

高的育种和观赏价值
[ 8]

。由于过度利用和生境干扰

严重等原因, 大花黄牡丹的分布狭窄, 种群数量稀

少, 加之自然更新能力差, 所以被《中国物种红色名

录》( 第一卷 ) 列为极危濒危植物
[ 9]

。为此, 大花黄

牡丹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近年来, 在它的分类地

位
[ 10 - 1 1]

、遗传学
[ 12 ]

、种群数量与结构
[ 6, 13 ]

及繁殖方

法
[ 14]

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但对它的生境地群

落特征及其与大花黄牡丹相互关系的研究鲜有

报道
[ 8]

。

植物群落是一定地段内不同植物在长期历史过

程中逐渐形成的生态复合体
[ 15]

。不同物种组成的

群落具有不同的群落结构特征, 不同的群落结构特

征也会影响群落内物种的生存
[ 16 ]

。研究表明, 群落

的大小结构及外貌特征均对群落内物种更新有着重

要的影响
[ 17 - 1 8] ; 群落结构和物种构成与环境有着密

切的关系
[ 19 - 2 0]

。这是因为不同的群落结构形成了

不同的微环境, 而环境又限制着生存物种的种类及

数量
[ 21]

。可见, 群落及其环境是物种存活的载体,

濒危物种生境地群落结构及其环境对物种的存活和

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鉴于此, 作者通过大花黄牡丹生境地群落的调

查, 分析其群落特征, 探讨群落特征与大花黄牡丹数

量及生长状况间的关系, 找出影响大花黄牡丹数量

及生长状况的因素, 揭示不同群落环境下大花黄牡

丹的生长情况, 分析适合大花黄牡丹生存的环境类

型, 为大花黄牡丹的资源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地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地林芝地区地处青藏高原南缘, 平均海拔

约 2 700 m, 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年平均气温 6. 5

℃, 最冷月平均气温 0. 1 鶫 3. 2 ℃, 最热月平均气温

12. 3 鶫 17. 4 ℃, 无霜期 170 d, 年降水量 600 mm, 平

均相对湿度 66% 。植被类型丰富, 拥有自热带、亚

热带、温带至高山寒带的各种植被。该区土壤类型

主要为山地棕壤和暗棕壤。

1.2 数据收集

大花黄牡丹分布在西藏林芝地区, 目前已查明

的分布点仅有米林县和林芝县的彩门村、加日卡村、

南伊沟、热嘎村和五道班。本研究对 5 个分布点的

大花黄牡丹生境地群落进行了调查。根据大花黄牡

丹种群的大小, 分别在彩门村、加日卡村及五道班设

置样地各 1 块; 在南伊沟和热嘎村各设样地 3 块。

样地面积 20 m×20 m。用网格样方法将样地分割

成 4 个 10 m ×10 m 的样格, 调查样格内的所有植

物, 记录乔木和灌木的名称、高度、胸径 ( 或地径 ) ;

记录草本名称和高度; 藤本则记录物种名称和长度。

单独记录样地中灌丛的物种组成、高度、冠幅长、冠

幅宽、灌丛下是否存在大花黄牡丹及其幼苗, 若存在

则记录大花黄牡丹的冠幅长、冠幅宽、高度、丛数、每

丛株数及其与最近种源的距离。调查中, 记录每个

样地的郁闭度、海拔、坡度等环境因子。

1.3 数据处理及分析

利用二元指示种分析 TWINSPAN( Two-Way In-

dicators Species Analysis) 进行群落数量分类。根据

TWINSPAN划分的群落类型, 统计各个样地的平均

胸径、多度、平均高、胸高断面积等林分因子及郁闭

度、海拔、坡度等环境因子, 计算林分及环境因子。

分别统计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及所有植物种的丰

富度( 平均值 ±标准误) , 比较乔木群落和灌木群落

物种丰富度大小。利用调查数据, 统计各个样地内

884



第 4 期 苏建荣等: 濒危植物大花黄牡丹与生境地群落特征的关系

大花黄牡丹多度、平均胸径、平均高, 计算两种群落

类型之间大花黄牡丹多度、平均胸径及平均高( 平均

值 ±标准误) 。利用调查样地内大花黄牡丹多度、平

均胸径、平均高与林分因子、环境因子、多度及群落

物种丰富度进行相关性检验, 具有显著相关性的 2

个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利用对灌丛的单独调查数

据, 分析大花黄牡丹冠幅面积、高度、丛数及每丛株

数与灌丛冠幅面积、高度之间的相关性。统计各个

样地内大花黄牡丹幼苗株数, 计算乔木群落及灌木

群落大花黄牡丹平均幼苗株数( 平均值 ±标准误) ;

分析幼苗数量与灌丛冠幅面积、高度及种源距离之

间的相关性。研究大花黄 牡丹更新 状况。采用

SPSS13. 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生境地群落数量分类与描述

2. 1. 1 生境地群落数量分类 数据处理过程中, 根

据物种多度选用的假种分级为 5 级: 0、2、5、10、20,

最后列表的最大物种数为 200 种, 用来划分的每一

组中样地个数的最小值为 3( 小于 3 的组则不再进

行划分) , 最大划分分级水平为 6, 每次划分的最多

区别种数目为 5。

二元指示种分析结果 ( 表 1) 表明: 所调查样地

共划分为 2 组, 第 1 组包括 3 个样地( 南伊沟 3, 热嘎

村 1, 热嘎村 2) , 属于灌木群落类型; 第 2 组包括 6

个样地( 彩门村 1, 加日卡村 1, 南伊沟 1, 南伊沟 2,

热嘎村 3, 五道班 1) , 属于乔木群落类型。

表 1 大花黄牡丹生境地群落的 TWINSPAN 分类

分组 样地号 群落类型

1 南伊沟 3, 热嘎村 1, 热嘎村 2 灌木群落

2 彩门村 1, 加日卡村 1 , 南伊沟 1, 南伊沟 2,

热嘎村 3, 五道班 1
乔木群落

2. 1. 2 生境地群落描述  灌木群落类型主要由灌

木物种组成, 大花黄牡丹生境中不存在高大乔木。

灌木是大花黄牡丹生境地主要的植被生长型, 一般

为丛生状, 平均灌丛高度约 2 m, 冠幅长约 2 m, 宽约

2. 3 m。主要灌木种类有鸡骨柴 ( Elsholtzia fruticosa

( D. Don) Rehd. ) 、宽刺 绢 毛 蔷 薇 ( Rosa sericea

Lindl. f. pteracantha Franch. ) 、腺果大叶 蔷薇 ( R.

macrophylla Lindl. var. glandulifera Yüet Ku) 、粉叶

小檗( Berberis pruinosa Franch) 、腰果小檗( B. johan-

nis Ahrendt) 、短柄小檗 ( B. brachypoda Maxim. ) 、西

藏野丁香 ( Leptodermis xizangensis Lo) 及淡黄鼠李

( Rhamnus flavescens Y. L. Chen et P. K. Chou) 等。

乔木群落类型中, 大花黄牡丹生境中存在高大

乔木, 群落中可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及草本层。由于

大花黄牡丹主要分布在林缘、林窗及河谷台地等处,

所以它的生境地群落中乔木的种类及数量相对较

少。乔木种类主要有林芝云杉 ( Picea likiangensis

( Franch. ) Pritz. var. linzhiensis Cheng et L. K. Fu) 、

光核桃 ( Amygdalus mira ( Koehne) Yüet Lu) 、白柳

( Salix alba L. ) 、川滇柳 ( S. rehderiana Schneid. ) 及

白桦( Betula platyphylla Suk. ) 等。在本研究所调查

的样地中, 乔木最大胸径 80 cm, 平均胸径 16. 5 cm,

胸径超过 20 cm 仅有 29 株, 而乔木最大高度为 27

m, 平均高度为 7. 8 m, 树高超过 10 m仅有 19 株。

2.2 大花黄牡丹生境地群落特征

2. 2. 1 林分及环境因子  大花黄牡丹生境地 2 种

群落类型林分因子间存在显著差异( 表 2) 。乔木群

落林分平均胸径、平均高及胸高断面积均显著高于

灌木群落, 但多度显著低于灌木群落。

表 2 2种群落林分及环境因子

分类 乔木群落 灌木群落 差异显著性

林分

因子

平均胸径 / cm 12.4 ±2.4 4.3 ±2.8 0. 008 3

多度 394.7 ±85. 4 888.3 ±186.9 0. 025 7

平均高 / m 2.0 ±0.4 0.6 ±0.0 0. 032 7

胸高断面积 /

( m2·hm- 2 )
20.8 ±6.4 1.3 ±1. 3 0. 008 0

郁闭度 / % 80.0 ±1.8 78.3 ±1.7 0. 581 8

环境 海拔 /m 3 050.2 ±57. 7 3 062.3 ±83.5 0. 907 1

因子 坡度 / ( °) 7.5 ±1.7 5.0 ±0.0 0. 350 6

2. 2. 2 物种丰富度  大花黄牡丹生境地 2 类群落

不同生长型物种丰富度均主要集中于草本, 其次为

灌木, 藤本最小。同一生长型中, 乔木群落中乔木物

种丰富度显著高于灌木群落, 而草本物种丰富度、灌

木物种丰富度、藤本物种丰富度及群落总体物种丰

富度上两种群落间无显著差异( 图 1) 。

图 1 2 种群落物种丰富度比较 ( *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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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种群落类型间大花黄牡丹的比较

乔木群落中大花黄牡丹多度显著低于灌木群

落, 但大花黄牡丹平均胸径和平均高则与灌木群落

无显著差异( 表 3) 。

表 3 2种群落类型间大花黄牡丹数量比较

指标 乔木群落 灌木群落 差异显著性

平均胸径 / cm 1 . 0 ±0. 2 1. 4 ±0. 3 0. 270

多度 287 . 5 ±86. 6 802. 3 ±183 . 6 0. 022

平均高度 /m 1 . 3 ±0. 3 1. 2 ±0. 1 0. 815

2. 4 大花黄牡丹与生境地群落特征间的关系

2. 4. 1 与林分因子间的关系 大花黄牡丹多度、平

均胸径、平均高与生境地群落林分因子之间具有显

著的相关性( 表 4) 。大花黄牡丹多度及平均胸径与

群落多度存在极显著或显著的正相关, 而大花黄牡

丹平均胸径则与群落平均高呈显著的负相关; 同时,

大花黄牡丹平均高与群落平均胸径、群落多度、胸高

断面积均无显著相关性。大花黄牡丹与生境地群落

林分因子之间回归分析显示, 大花黄牡丹多度与群

落多度可用回归方程较好表述 ( R2 = 0. 99, P < 0.

000 1) 。大花黄牡丹的平均胸径与群落多度及群落

平均高用回归方程描述较差( 表 5) 。

表 4 大花黄牡丹与林分因子、环境因子及群落物种

丰富度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分类
大花黄

牡丹多度

大花黄牡丹

平均胸径

大花黄牡丹

平均高度

林分因子 群落平均胸径 - 0.430 - 0.328 0. 430

群落多度 0.995* * 0.747* 0. 243

群落平均高 - 0.658 - 0.717* - 0. 295

胸高断面积 - 0.493 - 0.647 - 0. 031

环境因子 郁闭度 - 0.355 - 0.407 - 0. 646

海拔 0.084 0.369 - 0. 059

坡度 - 0.299 - 0.168 0. 479

多度 乔木多度 - 0.679* - 0.553 - 0. 516

灌木多度 0.998* * 0.757* 0. 274

草本多度 0.547 0.230 - 0. 288

藤本多度 0.533 0.624 0. 475

物种丰富度 物种丰富度 - 0.257 - 0.212 - 0. 508

乔木物种丰富度 - 0.847* * - 0.734* - 0. 611

草本物种丰富度 0.309 0.196 - 0. 193

灌木物种丰富度 - 0.575 - 0.415 - 0. 518

藤本物种丰富度 0.595 0.781* 0. 669*

表 5 大花黄牡丹与生境地群落特征间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 回归方程 R2 P

大花黄牡丹平均胸径 生境地群落平均高度 y = - 0. 225 0 + 2. 881 3 /x - 1. 086 1 /x2 0. 70 0. 136 0

大花黄牡丹平均胸径 生境地群落多度 y = 2.835 9 /[ 1 + exp( 1. 359 3 - 0. 001 7x) ] 0. 54 0. 095 6

大花黄牡丹多度 生境地群落多度 y = - 110. 550 6 + 1. 018 7x 0. 99 0. 000 1

大花黄牡丹多度 乔木物种丰富度 y = 800. 933 5 - 144. 908 2x + 6. 974x2 0. 74 0. 017 4

大花黄牡丹平均胸径 乔木物种丰富度 y = 1.549 4 - 0. 114 3x 0. 53 0. 024 3

大花黄牡丹平均胸径 藤本物种多样性 y = 0.711 3 + 0. 399 9x 0. 61 0. 013 1

大花黄牡丹平均高度 藤本物种多样性 y = 0.821 3 + 0. 392 9x 0. 45 0. 049 2

大花黄牡丹多度 乔木多度 y = 689. 560 6 - 15. 250 3x 0. 46 0. 044 4

大花黄牡丹多度 灌木多度 y = - 33.546 0 + 1.018 6x 0. 99 0. 000 1

大花黄牡丹平均胸径 灌木多度 y = 0.572 1 + 0. 001 2x 0. 57 0. 018 0

2. 4. 2 与群落物种丰富度间的关系  大花黄牡丹

多度、平均胸径、平均高与生境地群落物种丰富度的

相关性分析显示: 大花黄牡丹多度及平均胸径均与

乔木物种丰富度显著负相关 ( 表 4) , 而大花黄牡丹

平均胸径及平均高则与藤本物种丰富度呈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 其余则无显著相关性。

大花黄牡丹多度、平均胸径、平均高与生境地群

落物种丰富度的回归分析显示, 存在显著相关性的

二者之 间 均可 用 不 同的 回 归 方程 较 好 的 表述

( 表 5) 。

2. 4. 3 与群落内的多度间的关系  大花黄牡丹多

度与乔木多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但大花黄牡丹多

度及平均胸径均与灌木多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 表

4) , 并且均可用不同的回归方程较好的描述( 表 5) 。

2. 4 . 4 与群落内的环境因子间的关系 大花黄牡

丹多度、平均胸径、平均高与生境地群落环境因子的

相关性分析显示: 大花黄牡丹多度、平均胸径、平均

高与群落郁闭度、海拔、坡度均无显著的相关性

( 表 4) 。

2.5 大花黄牡丹与灌丛冠幅及高度的关系

相关性分析表明 ( 表 6) : 大花黄牡丹的冠幅面

积、高度及丛数均与灌丛的冠幅面积存在极显著的

正相关; 大花黄牡丹丛数与灌丛高度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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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大花黄牡丹与灌丛冠幅及高度的相关性分析

指标 灌丛冠幅面积 灌丛高度 大花黄牡丹冠幅面积 大花黄牡丹高度 大花黄牡丹每丛株数 大花黄牡丹幼苗数量

灌丛高度 0. 749* * 1  

大花黄牡丹冠幅面积 0. 379* * 0. 138 1  

大花黄牡丹高度 0. 396* * 0. 197 0. 717 * * 1   

大花黄牡丹每丛株数 0. 488* * 0. 249* 0. 094 0. 216 1  

大花黄牡丹幼苗数量 0. 357* * 0. 094 0. 385 * * 0. 405* * 0. 547 * * 1  

最近种源距离 0. 175 - 0. 060 0. 181 0. 099 0. 237 0. 167

  注 : * * 为 P < 0. 01; * 为 P < 0. 05。

2. 6 大花黄牡丹更新状况

2. 6. 1 大花黄牡丹幼苗数量  在所调查的 3 600

m
2
样地中, 共发现大花黄牡丹幼苗 136 株, 平均

0. 04株·m
- 2

, 其中乔木群落 53 株, 平均 0. 02 株·

m- 2 , 灌木群落 85 株 , 平均 0. 07 株·m- 2( 表 7) 。

2. 6. 2 幼苗数量与灌丛的相关性  大花黄牡丹幼

苗数量与灌丛的冠幅面积存在极显著正相关, 而与

灌丛的高度及种源距离无显著相关性( 表 6) 。

表 7 大花黄牡丹幼苗数量

幼苗株数 乔木群落 灌木群落

平均幼苗株数 / 株 8. 3 ±6 . 9 28. 3 ±22. 2

最小值 / 株    11 13

最大值 / 株    42 72

总株数 / 株    53 85

3 结论与讨论

群落数量分类研究表明, 大花黄牡丹生境地群

落可分 2 种群落类型: 一是群落上层存在一定数量

的高大乔木, 如光核桃、白柳、林芝云杉等, 他们对群

落结构及群落环境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将之划分

为乔木群落; 二是群落中没有高大乔木, 即使存在少

量的乔木, 其树高或胸径也均较小, 将之划分为灌木

群落。乔木群落中平均高、平均胸径及胸高断面积

均较高, 但其群落多度明显低于灌木群落, 它的郁闭

度、海拔、坡度等环境因子与灌木群落无显著差异。

除乔木物种丰富度外, 乔木群落与灌木群落在物种

丰富度上也无显著差异, 这说明 2 种群落类型群落

特征类似。

尽管 2 种群落之间在林分及环境因子和物种丰

富度上类似, 但灌木群落中大花黄牡丹多度却显著

高于乔木群落。相关性分析进一步表明, 大花黄牡

丹多度与乔木物种丰富度及多度存在极显著或显著

的负相关, 而与灌木多度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本

研究还发现, 大花黄牡丹冠幅、高度及丛数与灌木的

冠幅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 说明大花黄牡丹的冠幅、

株高等生长状况及其数量与灌木之间存在密切关

系。这与大花黄牡丹本身生物学特性存在密切关

系
[ 7 ]

。大花黄牡丹属丛生落叶灌木, 为喜光植物, 但

种子在强光及土壤持水量低的情况下, 萌发受到影

响, 在半湿润半遮阴的条件下萌发生长良好
[ 8]

。因

此, 大花黄牡丹幼苗更新多在灌丛下方较荫蔽处, 而

在裸地及高大乔木下方极少。此外, 大花黄牡丹萌

生能力较强, 常常在母株周围形成庞大的多代萌生

植株丛
[ 6 ]

。这二者共同形成了大花黄牡丹生长状况

及数量与灌木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大花黄牡丹幼苗

更新的研究同样也证明了这一点, 大花黄牡丹幼苗

数量与灌丛的冠幅长、冠幅宽、冠幅面积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 表 6) ; 此外, 灌木群落中大花黄牡丹幼苗总

数和单位面积上的幼苗数量都高于乔木群落, 说明

大花黄牡丹在灌木群落中更新较乔木群落中良好。

由于灌丛能保护种子不被牲畜取食; 灌丛能为种子

的萌发提供优越的小生境; 灌丛能避免牲畜取食幼

苗, 因此灌丛有利于大花黄牡丹幼苗更新。

人为因素是造成大花黄牡丹濒危的重要原因之

一
[ 1 3]

。频繁的人为干扰活动, 破坏大花黄牡丹的原

生生境, 使它们失去了生长繁殖的空间, 天然更新受

到明显抑制。因此, 对大花黄牡丹的保护, 要在减少

人为采挖活动的基础上, 减少森林砍伐及牲畜活动,

保护大花黄牡丹生境地的植被及生境条件, 还原大

花黄牡丹生存空间, 为大花黄牡丹天然更新创造有

利的条件。建立大花黄牡丹保护区, 采取就地保护

或就地保护结合异地保护的方法可能是扭转大花黄

牡丹濒危的有效办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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