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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样地调查法，对赣中南观光木种群及群落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观光木种群分布格局呈

集群分布，径级结构为衰退型。观光木所在群落有维管植物６０科９４属１１２种，植物生活型以高位芽植物为

主，占总种数的６９．６４％。植物区系起源古老，成分复杂，具有明显的热带性质。群落除Ｐｉｅｌｏｕ指数较高外，

其它各种多样性指数偏低，各样地间多样性指数有一定的差异；测度观光木所在群落物种多样性时，４种多样

性指数未表现出相同的趋势，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和Ｐｉｅｌｏｕ指数在群落不同层次的变化规律为：灌木层＞草本层＞
乔木层，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和物种丰富度指数在群落不同层次的变化规律为：灌木层＞乔木层＞草本层。

观光木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和人类掠夺式的破坏是导致观光木种群濒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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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 光 木（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ｏｄｏｒａ）为 木 兰 科（Ｍａｇｎｏｌｉ－
ａｃｅａｅ）含 笑 属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的 常 绿 树 种 （Ｘｉａ 等，

２００９），是中生代白垩纪的孑遗植物（杨纪，２００３），目
前零星分布于我国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西北

部、广东西北部、海南中部、广西、贵州、云南东南部

和越南北部，生长于海拔３００～１　１００ｍ的山地常绿

阔叶林中（刘 玉 壶 等，１９９６；Ｘｉａ等，２００９）。由 于 生

态环境恶化和人为的破坏，导致生境破碎化，观光木

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加上种群繁殖能力较弱、天然更

新不良，目前天然林中个体数量稀少，成材大树不易

找到，观光木已处于濒危状态，被列为国家Ⅱ级重点

保护濒危物种（傅立国等，１９９２）。国内外学者对观

光木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观光木的生物学特性

与引种繁殖（许 涵 等，２００７）、生 态 学 特 征（许 涵 等，

２００８）、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何开跃等，２００７）、花器

官 发 育（付 琳 等，２００９）、染 色 体 核 型（吴 文 珊 等，

１９９７）等方面，但有关江西观光种群及所在群落特征

的系统研究至今未见报道。观光木自然种群及群落

所在生境的直接破坏是导致观光木种群濒危的主要

原因之一，开展观光木种群及所在群落特征的研究，
探明其种群空间分布格局和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水平

等，为观光木自然种群及所在群落生境的恢复及物种

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通过

实地调查，对分布于江西井冈山、大余、崇义的观光木

种群及所在群落特征进行分析研 究，旨 在 为 观 光 木

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１　研究地区自然概况

赣中南位于江西省的中南部，地处南岭山地罗

霄山脉中段及罗霄山脉、南岭山脉与武夷山脉的交

汇地带，位 于２４°２９′～２７°５７′Ｎ，１１３°３９′～１１６°３８′
Ｅ。境内山地丘陵起伏，地形地貌复杂，最高海拔为

２　１２０ｍ，最低海拔１００ｍ，相对高差２　０２０ｍ，土壤

以山地黄壤和山地黄红壤为主，土质疏松、肥沃。赣

中南属中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日
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１８．３℃，年平均降水

量１　５５０ｍｍ。由于赣中南地处欧亚大陆南亚热带

与中亚热带的过渡地带，长期以来受东亚季风气候

的影响，冬温夏凉、春暖秋爽，加之该地区地势崎岖、
多变，形成了局部气候条件的差异，故孕育了大面积

的森林植被，植被类型主要有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

阔叶混交林、针阔混交林、针叶林、落叶阔叶林、山顶

矮林和山地草甸。

２　研究方法

２．１样地的设置

在赣中南地区的井冈山、大余县和崇义县观光

木所在植物 群 落 中，采 用 典 型 取 样 方 法，设 置９个

２０ｍ×２０ｍ的群落样地，每个样地划分 为４个１０
ｍ×１０ｍ的样方，每个样方内设 置１个５ｍ×５ｍ
的灌木样方，１个２ｍ×２ｍ的草本样方。调查记录

乔木层树种（树 高 ﹥４ｍ，围 径 ﹥１０ｃｍ）的 植 物 名

称、围径、高度、冠幅，草本植物与灌木的植物名称、

株数（株丛）、高度、盖度等。各样地坡向、坡度、海拔

和土壤厚度等 参 数（表１），样 地 土 壤 类 型 为 山 地 黄

壤和山地黄红壤，并且较湿润。

表１　赣中南观光木所在群落样地环境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ｏｔ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ｏｄｏｒ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　Ｊｉａｎｇｘｉ

样地号

Ｐｌｏｔ
Ｎｏ．

地点

Ｐｌａｃｅ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

坡度

Ｓｌｏｐｅ
（°）

土壤厚度

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ｃｍ）

１ 井冈山湘洲 ４２０　 ３０ＥＳ　 ３５　 ５０
２ 井冈山河西垅 ４５０　 ６０ＷＳ　 １０　 ６０
３ 井冈山河西垅 ４４０　 ５０ＷＳ　 ５　 ６５
４ 崇义县芦柴坑 ４３７　 ３０ＳＥ　 ３５　 ５５
５ 崇义县秘溪林场 ４４０　 ４５ＷＳ　 ３０　 ６０
６ 大余县内良乡 ４００　 １５ＳＥ　 ３５　 ５０
７ 大余县长覃里 ４３５　 ６０ＷＳ　 ３０　 ６０
８ 大余县雷公陡 ４５０　 ４５ＷＳ　 ２５　 ５５
９ 大余县鲤麻石 ３９５　 ７５ＷＳ　 ２０　 ５５

２．２资料分析

２．２．１种群特征　种群径级结构采用许涵等（２００７）

的方法，根据胸径大小将观光木植株划分成６个等

级，Ⅰ级（ＤＢＨ＜２．５ｃｍ）、Ⅱ级（２．５ｃｍ ≤ＤＢＨ＜
５ｃｍ）、Ⅲ级（５ｃｍ≤ＤＢＨ＜１０ｃｍ）、Ⅳ级（１０ｃｍ≤
ＤＢＨ＜２０ｃｍ）、Ⅴ级（２０ｃｍ ≤ＤＢＨ＜５０ｃｍ）和Ⅵ
级（ＤＢＨ≥５０ｃｍ）；采用方 差 均 值 比 法 并 用ｔ检 验

法研究观光木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张金屯，２００４），
公式为：

Ｓ２＝Σ（ｘ－ｍ）２／ｎ－１
式中，Ｓ２ 为 种 群 的 分 散 度；ｘ为 各 样 方 实 际 个

体数；ｍ为样 方 平 均 个 体 数；ｎ为 样 方 数。当Ｓ２／ｍ

＜１时，种群为均匀分布；当Ｓ２／ｍ＞１时，种群为集

群分布；当Ｓ２／ｍ＝１时，种群为随机分布。

０８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２卷



２．２．１群落物种多样 性　分 别 计 算 各 样 地 乔 木 层、
灌木层、草本层的重要值，计算公式为：

（１）乔木层的重要值：ＩＶ＝（相对频度﹢相对密

度﹢相对显著度）／３
（２）灌木层及草本层的重要值：ＩＶ＝（相对频度

﹢相对密度）／２
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本文选用应用较广泛（马

克平，１９９４）的４种测度方法：
（１）丰富度（Ｓ），指样地内所有物种数目。

（２）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Ｄ＝１－Σ
ｓ

ｉ＝１

Ｎｉ（Ｎｉ－１）
Ｎ（Ｎ－１）

（３）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Ｈ＝３．３２１９（ｌｏｇＮ－

１／Ｎ）Σ
ｓ

ｉ＝１
ｌｏｇＮｉ

（４）Ｐｉｅｌｏｕ指数：Ｊｗｓ＝－Σ
ｓ

ｉ＝１
ＰｉｌｏｇＰｉ／ｌｏｇＳ

式中，Ｓ为样地中物种的种数；Ｎｉ 为种ｉ的重

要值；Ｎ 为样地中所有物种的重要值之和；Ｐｉ 为种ｉ
的相对重要值，Ｐｉ＝Ｎｉ／Ｎ

图１　赣中南观光木种群的径级结构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ｏｄｏｒ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　Ｊｉａｎｇｘｉ

表２　赣中南观光木所在群落物种组成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ｏｄｏｒａｉｎ　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　Ｊｉａｎｇｘｉ

植物类群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
科数

Ｎｏ．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属数

Ｎｏ．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种数

Ｎｏ．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蕨类植物Ｐｔｅｒｉｄｏｐｈｙｔａ　 １１　 １８．３３　 １４　 １４．９０　 １５　 １３．３９
裸子植物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　 １　 １．６７　 １　 １．０６　 １　 ０．８９
被子植物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　 ４８　 ８０．００　 ７９　 ８４．０４　 ９６　 ８５．７２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６０　 １００　 ９４　 １００　 １１２　 １０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观光木种群特征

３．１．１观光木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　根据所调查的

９个样方资料，计算得到的方差均值比检验中Ｓ２／ｍ
值为１．１２５＞１，显 著 偏 离 了 Ｐｏｉｓｓｏｎ分 布（Ｐ＜
０．０５；自 由 度＝８时，ｔ检 验 临 界 值 分 别 为ｔ０．０５＝
１．８６０、ｔ０．０１＝３．３５５），表 明 赣 中 南 观 光 木 种 群 呈 集

群分布，这与广东南昆山部分样地观光木种群呈集

群分布（许涵等，２００７）结果一致。赣中南野外调查

样地中观光木幼苗和幼树的数量极少，且方差均值

比为１．１２５，表明其分布格局为弱集群分布。

３．１．２观光木种群的径级结构　种群的径级结构不

仅可以反映种群动态及其发展趋势，并可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种群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种群在群落

中的作用和地位（王伯荪等，１９９６）。在９个调查样

方中，观光木植株均较少，以Ⅲ级青年树和Ⅴ级成熟

母树较常见，Ⅱ级小树和Ⅳ级壮年树数量较少，Ⅰ级

幼苗和Ⅵ级衰老树数量极少。根据样方资料进行数

据统计，赣中南观光木种群的径级结构呈倒金字塔

形（图１），为衰退型种群，说明赣中南观光木种群自

然更新能力较差。

３．２群落维管植物统计分析

根据赣中南观光木所在群落样地调查资料，统

计赣中南观光木所在群落有维管植物１１２种，隶属

于６０科９４属，其中蕨类植物１５种，隶属于１１科１４
属，裸子植物１科１属１种，被子植物４８科７９属９６
种（表２）。生活型是植物长期适应外界环境表现出

来的形态特征，组成群落的植物生活型是决定群落

外貌的 主 要 参 数。根 据 Ｒａｕｎｋｉａｅｒ生 活 型 分 类 系

统，１１２种维管 植 物 中，高 位 芽 植 物 占 绝 对 优 势，有

７８种，占总种数的６９．６４％，地上芽植物８种，占总

种数 的 ７．１４％，地 面 芽 植 物 ６ 种，占 总 种 数 的

５．３６％，隐芽植物１７种，占总种数的１５．１８％，一年

生植物３种，占总种数的２．６８％。

３．３群落区系成分分析

根据吴征镒（１９９１）把中国种子植物科、属分为

１５个 分 布 区 类 型３１个 变 型 的 描 述 和 曾 宪 锋 等

（２００９）对蕨类植物科、属分区，将赣中南观光木所在

１８１２期　　　　　　　　　 邓贤兰等：江西中南部观光木种群及所在群落特征研究



群落维管植物６０科９４属１１２种进行分 类（表３）。
赣中南观光木所在群落６０科，分属于６个分布区类

型３个变型；９４属，分属于１１个分布区类型７个变

型。它们表现出如下重要特征：

表３　赣中南观光木所在群落维管植物科、属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ｏｄｏｒａｉｎ　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　Ｊｉａｎｇｘｉ

分布区类型及变型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ａｂｅｒｒａｔｉｏｎ

科数

Ｎｏ．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占总科数

Ｐｅｒｃｅｎ－
ｔａｇｅ（％）

属数

Ｎｏ．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占总属数

Ｐｅｒｃｅｎ－
ｔａｇｅ（％）

１．世界分布 Ｗｏｒｌ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５ － １１ －
２．泛热带分布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９　 ６４．４４　 ２６　 ３１．３３
２－１．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Ｔｒｏｐ．Ａｓｉ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２　 ４．４４
２－２．热带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Ｔｒｏｐ．Ａｓｉａ，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　 １．２０
３．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ｒｏｐ．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３　 ６．６７　 ６　 ７．２４
４．旧世界热带分布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９　 １０．８５
４－１．热带亚洲、非洲和太洋州间断分布Ｔｒｏｐ．Ａｓｉａ，Ａｆｒｉａ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　 １．２０
⒌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州分布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４　 ４．８２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Ａｆｒｉｃ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３　 ３．６１
７．热带亚洲分布 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　 ２．２２　 １２　 １４．４６
７－１．瓜哇、喜马拉雅和华南、西南星散分布Ｇｕａｗａ，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　 １．２０
７－４．越南至华南（或西南）分布Ｖｉｅｔｎａｍ　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ｏｒ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ｄｉｓｔｅ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　 １．２０
⒏北温带分布Ｎｏｒｔ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ｚｏｎ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３　 ６．６７　 ５　 ６．０３
８－４．北温带和南温带（全温带）间断分布Ｎｏｒｔ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ｚｏｎｅ　 ３　 ６．６７
８－５．欧亚和南美洲间断分布Ｅｕｒ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　 ２．２２
９．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３　 ６．６７　 ６　 ７．２４
１０－１．地中海、西亚和东亚间断分布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　 １．２０
１４．东亚分布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３　 ３．６１
１４－１．中国－喜马拉雅Ｓｉｎｏ－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２　 ２．４１
１４－２．中国－日本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　 １　 １．２０
１５．中国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１　 １．２０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６０　 １００　 ９４　 １００

　注：科、属百分率统计不包括世界分布

　Ｎｏｔ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　ｅｘｃｌｕｄｅ　Ｗｏｒｌ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３．３．１植物区系地理 成 分 复 杂，具 有 明 显 的 热 带 性

质　赣中南观光木所在群落物种组成地理成分，从

科级统计来看，除世界分布外，热带性科（第２－７项）

３５个，占总科数的７７．７７％，其中以泛热带分布科及

其变型为主，有３１科，占总科数的６８．８９％，如凤尾

蕨科（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和山茶科（Ｃａ－
ｍｅｌｌｉａｃｅａｅ）等。温 带 性 科（第８－１４项）有１０科，占

总科数 的２２．２３％，如 壳 斗 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和 金 缕 梅

科（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等。世 界 分 布 科 有１０科，如

蕨 科（Ｐｔｅｒｉｄｉａｃｅａｅ）、蔷 薇 科（Ｒｏａｃｅａｅ）和 禾 本 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等。在组成赣中南观光木所在群落的

９４个属中，除 世 界 分 布 属 外，第２－７类 热 带 性 属 有

６４属，占总属数的７７．１１％，其中以泛热带分布属及

其变型最多，有２７属，如金星蕨属（Ｐａｒａ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
ｉｓ）、薯 豆 属（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和 山 矾 属（Ｓｙｍｐｌｏｃａｓ）

等。第 ８－１４ 类 温 带 性 属 有 １８ 属，占 总 属 数 的

２１．６９％，如 栲 属（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南 酸 枣 属（Ｃｈｏ－

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和杜鹃花属（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等。中国

特有分布属，仅杉木属（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１属。

根据以上分析，该群落植物区系地理成分复杂，

无论科或属的地理成分，均以热带性成分为主，占绝

对优势，这反映出赣中南观光木所在群落植物区系

地理成分的复杂性和热带性。

３．３．２植物区系成分古老　赣中南观光木所在群落

分布有丰富的古老和原始科属植物，如组成群落种

子植物的原始科木兰科、壳斗科、金缕梅科和山茶科

等是 侏 罗 纪 的 成 分，栲 属、青 冈 属（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
ｓｉｓ）、樟属、木荷属、柃木属和含笑属等属中的乔灌木

都是在白垩纪发生，一直繁衍兴盛到现代；又如在群

落林下滋生一些古老的中生植物和蕨类植物，如中

生代已生存的芒箕（Ｄｉｃｒａｎｏｐｔｅｒｉｓ　ｐｅｄａｔａ），见于第

三纪的狗脊蕨（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等。

３．４群落物种多样性分析

所调查的９个样地中，样地５为观光木、赤杨叶

２８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２卷



（Ａｌ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和 杉 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组成的 针 阔 混 交 林，样 地６为 观 光 木 和

赤杨叶组成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外，其余７个样

地均为常绿阔叶林；通过计算得到了９个样地不同

生活型植物的４种多样性指数值并作图２。

３．４．１群落不同样地物种多样性的变化　从图２可

知，除Ｐｉｅｌｏｕ指 数 较 高 外，赣 中 南 观 光 木 所 在 群 落

物种多样性指数偏低，因群落类型、生境条件的不同

和人为因子的影响，各样地间的多样性指数测值均

有一 定 差 异。如 样 地６生 境 条 件 差，其 乔 木 层 的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和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分别为０．６５２
和１．８１４；样地３生境条件优越，受人为影响较小，其

乔木层的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为０．９，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

为３．４３３。这与“生境条件优越，人为干扰轻，则多样

性指数就高”这条规律（邓贤兰等，２００４）相一致。

３．４．２群落不同层次物种多样性的变化　赣中南观

光木所在群落的垂直结构主要分为乔木层、灌木层

和草本层３个层次，其中乔木层的生物量及所占空

间均是最大，灌木层次之，草本层最小，但是物种多

样性却表现出不同的趋势。从表４可知，群落不同

层次的物种 多 样 性 不 同，就 各 种 多 样 性 指 数 而 言，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和Ｐｉｅｌｏｕ指数表现为灌木层＞草本层

＞乔木层，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和物种丰富度指数

表现为灌木层＞乔木层＞草本层。群落多样性指数

图２　赣中南观光木所在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

Ｆｉｇ．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ｏｄｏｒａｉｎ　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　Ｊｉａｎｇｘｉ

表４　赣中南观光木所在群落不同层次物种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ｏｄｏｒａｉｎ　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　Ｊｉａｎｇｘｉ

物种多样性指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乔木层（Ａ）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

变异系数

ＣＶ
灌木层（Ａ）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变异系数

ＣＶ
草本层（Ａ）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

变异系数

ＣＶ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０．７７９±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８８４±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７８９±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ｉｎｄｅｘ　 ２．４４４±０．２７８　 ０．１１４　 ３．１３３±０．０９１　 ０．０２９　 ２．３５４±０．２７５　 ０．１１７
Ｐｉｅｌｏｕ指数Ｐｉｅｌｏｕ　ｉｎｄｅｘ　 ０．８８４±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９６６±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５７±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丰富度指数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７．１１１±６．１１１　 ０．８５９　 ９．６６７±４．５００　 ０．０２１　 ５．８８９±５．１１１　 ０．８６８

的这种变化规律，除与不同层次物种数的多少、各物

种在样地中分布的均匀度、群落所处的生境条件及

人为影响有关外，还与所采用的物种多样性指数有

关。物种多 样 性 指 数 是 物 种 丰 富 度 和 均 匀 度 的 函

数，不同多样性指数的差别就在于对这两个变量赋

予的权重不同，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对物种均匀度赋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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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更大，而Ｓｈａｎｉ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则侧重于物种丰

富度（马克平等，１９９５）；因此在赣中南观光木所在群

落中，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和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在群落

不同 层 次 中 的 变 化 规 律 分 别 和 丰 富 度 指 数、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相一致。从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的变异系

数来看，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表现为乔木层＞草本层＞灌

木层，Ｐｉｅｌｏｕ指数，乔 木 层 的 变 异 系 数 最 大，灌 木 层

和草本 层 的 变 异 系 数 为０，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 数 和

物种丰富度指数表现为草本层＞乔木层＞灌木层，
这说明不同样地间灌木层物种多样性变异较小，乔

木层和草本层物种多样性变化较大。

３．５观光木濒危原因探讨

探讨物种的濒危机制是当前生物多样性研究的

热点之一，也是保护生物学的重要研究内容。结合

野外实地调查和前人的研究结果，初步分析观光木

濒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３．５．１内部因素　导致观光木濒危的内部因素主要

为观光木本身的生物学特性。一方面为观光木在大

孢子发生的四分体时期和成熟胚囊期存在异常发育

现象，有一定数量的生殖细胞结构凝缩和解体，最终

导致败育；另一方面是观光木的大量花粉在发育过

程中发生败育（付琳等，２００９）。这样对观光木的传

粉和生殖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观光木自然授粉率

（４７．４６％）和结实率偏低。

３．５．２外部因素　观光木是具有较高应用前景的香

花类常绿树种，随着人们对观光木观赏价值的认识，
许多地方的观光木遭到了掠夺式的破坏。一方面，
因为采集种子，一些观光木母树伤痕累累，只剩下主

干，母树周围的植株及生境也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

面当地农民为了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将群落中观光

木幼树挖掘出来移栽或盆栽出售。这些活动不仅直

接减少了种群自然更新的种源及种群数量，而且也

直接破坏了观光木幼苗生长发育的生态环境，导致

观光木种群数量急剧减少，因此，人类掠夺式的破坏

是导致观光木濒危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其次观光

木种子易受动物啃食以及生态环境对观光木结实的

影响也是导致观光木幼苗数量少，天然更新不良的

一个因素。

４　结论与讨论

赣中南观光木种群分布格局呈集群分布，径级

结构为衰退型。这与观光木本身的生物学和生态学

特性有关外，人类掠夺式的采挖及其所导致的生境破

坏是影响种群分布格局和径级结构的重要因素，在调

查样地中观光木Ⅰ级幼苗极少，Ⅱ级小树也较少。
赣中南观光木所在群落有维管植物６０科９４属

１１２种，科、属、种 的 数 量 均 比 广 东 南 昆 山 观 光 木 群

落（维管植物３５科６４属９９种，许涵等，２００８）和福

建牛姆林自 然 保 护 区 观 光 木 群 落（维 管 植 物５１科

７６属１０２种，潘 文 钻，２００２）高，这 与 所 调 查 群 落 面

积的大小及分布、群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

不同有关。本研究调查样地位于赣中南的井冈山、
大余县和崇义县，样地之间间距较远、生境条件差异

较大，且赣中南处于南亚热带至中亚热带的过渡地

带（吴征镒，１９８０），过渡带内，多种地理气候因子联

合作用强烈，物种的数目和一些种的密度有增大的

趋势，导致物种多样性增高。
赣中南观光木所在群落１１２种维管植物的生活

型以高位芽植物占优势，占总种数的６９．６４％，地上

芽植物、地面芽植物、隐芽植物和一年生植物分别占

总种数的７．１４％、５．３６％、１５．１８％和２．６８％；物 种

生活型组成与福建牛姆林自然保护区观光木群落生

活型组成相似（潘文钻，２００２），说明群落物种组成较

复杂，群落所在地的气候温暖湿润，这与本研究地区

气候环境条件相一致。
观光木所在群落由于受到赣中南山地丘陵地形

和中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反映出典型的中亚热

带植物区系的特点，与陈卫娟（２００６）关于中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植物区系地理研究结果一致。群落中的

伴生种或优势种观光木的分布区类型为热带亚洲分

布的变型：越南至华南（或西南）分布，属于研究群落

区系优势成分，适宜在赣中南这样的环境条件下生

长。群落中处于乔木层的观光木长势良好，可是在

林下观光木的小苗或幼树极少见，这可能与观光木

自然种群及群落所在生境的直接破坏及其本身生物

学和生态学特性所导致的自然更新不良有密切的联

系，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观光木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濒危孑遗物种。近

年来，赣中南天然林中观光木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个
体数量稀少，种群繁殖能力较弱、天然更新不良，小

苗和幼树难以找到，在长期更新演替过程中，可能出

现“青黄不 接”现 象 而 在 竞 争 中 被 淘 汰。因 此，应

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加强对观光木的保护，不仅要

重视对观光木种群及个体的保护，更应重视对其所

（下转第２６０页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ｏｎ　ｐａｇｅ　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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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落及生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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