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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西不同灌丛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及其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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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通过野外设定样方、每木检尺的方法ꎬ调查了桂西 ９ 个市县的 １０ 种不同灌丛类型群落ꎬ分析了

灌丛群落优势种重要值、物种组成、生长指标和物种多样性指数等生物学特征ꎮ 结果表明:桂西灌丛资源丰

富、分布广泛、类型多样ꎬ在调查的 １０ 个群落类型中ꎬ共有灌木树种 ８７ 种ꎬ隶属于 ４７ 科 ７８ 属ꎬ以大戟科、蔷薇

科和马鞭草科的树种较多ꎻ草本 ５６ 种ꎬ隶属于 ３１ 科 ４８ 属ꎬ以禾本科、菊科和蔷薇科为主ꎮ 灌丛群落主要分为

灌木层和草本层ꎬ灌木层盖度为 ３０％~７０％ꎬ灌木的平均高度介于 ０.７５~ ３.２５ ｍ 之间ꎬ一般不超过 ５ ｍꎻ草本层

盖度为 ３％~９０％ꎬ草本的平均高度在 ０.４~１.３ ｍ 之间ꎬ一般在 １ ｍ 以下ꎮ 不同灌丛群落的优势种重要值、物种

多样性均不同ꎬ单优势种群落的优势种重要值普遍较高ꎻ而多优势种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指数较高ꎬ即多优势种

群落的物种数量多、分布均匀、结构更加复杂和稳定ꎮ 物种丰富度 Ｓ、多样性指数 Ｈ′、优势度指数 Ｄ 和均匀度

指数 Ｅ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ꎮ 综合分析ꎬ群落 ９(白栎＋马桑＋火棘灌丛)和群落 １０(黄荆＋灰毛浆果楝灌

丛)的组成丰富、多样性水平较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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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丛指主要由灌木占优势所组成的植被类型ꎬ
群落高度一般在 ５ ｍ 以下ꎬ盖度为 ３０％ ~４０％ꎬ是地

球上分布面积最为广泛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之一ꎬ
具有种类繁多、分布广泛、生命力强、生产力高等特

点ꎬ在群落演替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ꎬ同时在区域生

态环境保护和替代能源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刘国

华等ꎬ２００３ꎻ胡会峰等ꎬ２００６)ꎮ 我国作为世界上灌

丛分布面积最广泛的国家之一ꎬ有灌丛面积近 ２×
１０８ ｈｍ２ꎬ且很多地区的灌丛发展成为相对稳定的群

落(胡会峰等ꎬ２００６)ꎮ 植物的种类组成是植物群落

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ꎬ也是群落形成的基础

(韩天丰等ꎬ２００９)ꎮ 群落物种多样性是一个群落结

构和功能复杂性的量度ꎬ是反映群落特征的重要指

标之一(岳明等ꎬ１９９９)ꎮ 进行群落物种多样性研究

不仅能更好地反映群落在组成、结构、功能和动态等

方面的异质性ꎬ也可以反映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与群

落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茹文明等ꎬ２００６)ꎮ
目前ꎬ对灌丛群落的研究ꎬ主要集中在群落生物

量(Ｇｏｏｄａｌ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２)、碳储量(胡会峰等ꎬ２００６)、
多样性(谢晋阳等ꎬ１９９７)、群落结构特征(张炜银

等ꎬ２００７)等方面ꎬ而针对广西灌丛群落的研究较

少ꎬ仅见庞冬辉等(２０１０)对广西弄拉峰丛洼地灌丛

岩生优势种光合生理生态特征和韦健琳等(２０００)
对桂林石山次生灌丛植物种群分布格局及种间相关

性进行了研究ꎬ尚缺乏对广西灌丛分布特征、物种组

成及物种多样性的研究ꎮ 本研究以我国西南山地灌

丛片区—桂西(广西西部)不同灌丛植物群落为对

象ꎬ分析其群落基本特征、生长指标、生物量和物种

多样性等ꎬ旨在引起人们对广西山地灌丛资源的了

解和重视ꎬ为该地区的生态恢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方调查

在桂西山地选择不同灌丛植物作为研究对象ꎬ采

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布设样方ꎬ在 ９ 个市县(图 １)选
择了 １０ 种不同灌丛群落ꎬ选择灌丛群落内部物种组

成、群落结构和生境相对均匀的地点作为样地ꎬ在样

地位置有代表性的地段设置 ３ 个 ５ ｍ × ５ ｍ 的样方ꎬ
重复样方之间最小距离 ５ ｍꎬ最大距离不超过 ５０ ｍꎬ
共设置样方 ３０ 个ꎮ 调查内容:(１)灌木层: 逐株测定

所有灌木ꎬ记录其种名、树高、基径、胸径和长短轴冠

幅ꎻ (２)草本层: 记录总盖度ꎬ在每个样方的 ４ 个角分

别设置 １ 个 １ ｍ×１ ｍ 的小样方分物种测定草本高度ꎻ
(３)生物量: 在每个样方周边获取 １ 个 １ ｍ × １ ｍ 的

小样方内的所有草本和凋落物ꎬ草本包括地上和地下

部分ꎬ带回室内烘干至恒重ꎻ (４)环境因子: 包括经

纬度、海拔、坡度、坡位和干扰情况等ꎮ
１.２ 数据处理

本文选择应用广泛的物种丰富度(Ｓ)、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Ｄ)
及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Ｅ)来测定物种多样性(方精

云等ꎬ２００４ꎻ马克平等ꎬ１９９４ꎻ汤正辉等ꎬ２０１３)ꎮ 计算

公式:(１)Ｓ＝样地中出现的物种数ꎻ(２)Ｈ′ ＝ － ∑
Ｓ

ｉ ＝ １
Ｐ ｉ

ｌｎＰ ｉꎻ(３)Ｄ ＝ １－ ∑
Ｓ

ｉ ＝ １
Ｐ ｉ

２ꎻ(４)Ｅ ＝ Ｈ′ / Ｈ′ｍａｘ ＝ Ｈ′ / ｌｎＳꎮ

式中ꎬＰ ｉ为第 ｉ 个物种的个体数与所有物种的总个

体数之比ꎬｉ＝ １~ ＳꎬＨ′ｍａｘ为完全均匀情况下的群落物

种多样性ꎮ
灌木层物种重要值 (张宋智等ꎬ２０１０ꎻ马克平

等ꎬ１９９５): ＩＶｓｈ ＝ (相对盖度＋相对高度) / ２ꎬ其值是

介于 ０~１ 之间的小数值ꎻ相对盖度是某个种的盖度

和所有种盖度之和的比值ꎬ相对高度是某个种的平

均高度和所有种平均高度之和的比值ꎮ
应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软件做图和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

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双侧显著性检验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灌丛群落基本特征

广西灌丛资源丰富、分布广泛ꎬ 群落类型多样ꎬ

６６１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图 １　 广西 ９ 个市县灌丛调查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Ｓｈｒｕｂ ｓｕｒｖｅｙ ｍａｐ ｏｆ ｎｉｎ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在调查的桂西 １０ 个不同类型的灌丛群落中ꎬ以灌丛

优势种命名群落类型ꎬ分为 ５ 个单优势种群落(群
落 １~５)和 ５ 个多优势种群落(群落 ６ ~ １０)ꎬ主要分

布于桂西的 ９ 个市、县ꎬ位于 ２１° ~ ２５° Ｎꎬ １０５° ~
１０８° Ｅꎬ海拔为 ３９~１ ２５９ ｍꎬ一般位于山坡的中部、
中下部和下部ꎬ坡度变化大ꎬ陡坡 ７０°ꎬ缓坡仅 ４°ꎬ均
为次生灌丛群落ꎬ土壤水分条件较干燥ꎬ均受到不同

程度的人为干扰ꎬ如放牧、砍伐等ꎮ 灌丛群落调查样

地分布图和基本情况分别见图 １ 和表 １ꎮ
２.２ 灌从群落优势种重要值及物种组成

灌丛群落优势种重要值的计算结果如表 ２ 所

示ꎬ总体而言ꎬ单优势种群落的优势种重要值较高ꎬ
如群落 １(岗松灌丛)和群落 ４(番石榴灌丛)ꎬ其优

势种岗松 ( Ｂａｅｃｋｅａ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和番石榴 ( 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的重要值分别为 ０.５５ 和 ０.５２ꎬ在整个群落

中占绝对优势ꎻ而多优势种群落的优势种重要值较

小ꎬ相对平均一些ꎮ
在调查的 １０ 个群落类型中ꎬ共记录有灌木树种

８７ 种ꎬ隶属于 ４７ 科 ７８ 属ꎬ草本 ５６ 种ꎬ隶属于 ３１ 科

４８ 属ꎬ其中草本以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菊科 (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ａｅ)和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为主ꎻ灌木以岗松、桃
金娘 ( 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番石榴和余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的数量较多ꎬ从科的角度看ꎬ
物种最多的是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ꎬ包含 ９ 种灌

木ꎬ分别是红背山麻杆(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 ｔｒｅｗｉｏｉｄｅｓ)、余甘

子、 白 饭 树 ( Ｆｌｕｅｇｇｅａ ｖｉｒｏｓａ )、 乌 桕 ( Ｓａｐｉｕｍ
ｓｅｂｉｆｅｒｕｍ)、中平树(Ｍａｃａｒａｎｇａ 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ａ)、白背叶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ａｐｅｌｔａ)、野桐(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木本叶

下 珠 (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ｇｌａｕｃｕｓ ) 和 毛 桐 (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ｂａｒｂａｔｕｓ)ꎬ占总物种数的 １０％ꎻ其次是蔷薇科(Ｒｏｓａ￣
ｃｅａｅ)和马鞭草科(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ꎬ均包含 ５ 种灌木ꎻ
草本主要是禾本科、菊科和蔷薇科等ꎮ 灌丛群落物

种组成的详细名录见表 ２ꎬ树种顺序按重要值从大

到小依次排列ꎮ
２.３ 灌从群落生长特征

灌丛群落主要分为灌木层和草本层ꎬ不同灌丛

群落的灌草生长情况不同ꎬ结果见表 ３ꎮ 灌木层盖

度为 ３０％~７０％ꎬ灌木的高度介于 ０.７５ ~ ３.２５ ｍ 之

间ꎬ一般不超过 ５ ｍꎬ灌木植株通常有分枝ꎬ分枝较

多的主要有桃金娘、檵木( 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和

黄荆(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等ꎮ 草本层盖度波动范围大ꎬ
为 ３％ ~ ９０％ꎬ多数灌丛群落草本的盖度较大ꎻ草本

的平均高度在 ０.４~１.３ ｍ 之间ꎬ一般在 １ ｍ 以下ꎬ但
有少数草本高度可达 ２.５ ｍꎬ 如飞机草 (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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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灌丛群落调查样地基本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ｓ ｉｎ ｓｈｒｕｂ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群落号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Ｎｏ.

群落类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ｙｐ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分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海拔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坡度 (°)

Ｓｌｏｐｅ

坡位
Ｓｌｏｐ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干扰类型
Ｄｉｓｔｕｒｂ ｔｙｐｅ
干扰程度

Ｄｉｓｔｕｒｂ ｄｅｇｒｅｅ

水分状况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
灌丛起源
Ｓｈｒｕｂ ｏｒｉｇｉｎ

１ 岗松
Ｂａｅｃｋｅａ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桃金娘科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岗松属
Ｂａｅｃｋｅａ

钦州市
Ｑｉｎｚｈｏｕ
Ｃｔｉｙ

２１°５９.０８′ Ｎ
１０８°３５.３７′ Ｅ

３９
１５

中　 部
Ｍｉｄｄｌｅ

周期性割刈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重度
Ｓｅｒｉｏｕｓ

干燥
Ｄｒｙ
次生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２ 麻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ｌｅｓ

栎属
Ｑｕｅｒｃｕｓ

乐业县
Ｌｅｙｅ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４°４９.８７′ Ｎ
１０６°３０.７０′ Ｅ

１ ０４３
１０

下　 部
Ｌｏｗｅｒ

砍伐
Ｃｈｏｐｐｉｎｇ
重度
Ｓｅｒｉｏｕｓ

干燥
Ｄｒｙ
次生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３ 桃金娘
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桃金娘科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桃金娘属
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

良庆区
Ｌｉａｎｇｑ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２２°２５.００′ Ｎ
１０８°２３.５３′ Ｅ

１２３
４

下　 部
Ｌｏｗｅｒ

砍伐
Ｃｈｏｐｐｉｎｇ
中度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干燥
Ｄｒｙ
次生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４ 番石榴
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

桃金娘科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番石榴属
Ｐｓｉｄｉｕｍ

凭祥市
Ｐ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Ｃｉｔｙ

２２°０７.９１′ Ｎ
１０６°５６.４８′ Ｅ

２３５
１５

中下部
Ｌｏｗｅｒ ｔｏ ｍｉｄｄｌｅ

砍伐
Ｃｈｏｐｐｉｎｇ
中度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干燥
Ｄｒｙ
次生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５ 余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叶下珠属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那坡县
Ｎａｐｏ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３°０６.０３′ Ｎ
１０５°３６.２９′ Ｅ

４９２
７０

下　 部
Ｌｏｗｅｒ

砍伐
Ｃｈｏｐｐｉｎｇ
重度
Ｓｅｒｉｏｕｓ

湿润
Ｍｏｉｓｔ
次生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６ 冬青
Ｉｌｅ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映山红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ｓｉｉ

冬青科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冬青属
Ｉｌｅｘ

杜鹃属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环江县
Ｈｕａｎｊ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５°１１.９０′ Ｎ
１０８°３８.７２′ Ｅ

１ １９６
５０

中　 部
Ｍｉｄｄｌｅ

保护区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轻微
Ｌｉｇｈｔ

干燥
Ｄｒｙ
次生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７ 假鹰爪
Ｄｅｓｍｏ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番石榴
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

番荔枝科
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桃金娘科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假鹰爪属
Ｄｅｓｍｏｓ

番石榴属
Ｐｓｉｄｉｕｍ

大新县
Ｄａｘ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２°４３.９１′ Ｎ
１０７°０７.１６′ Ｅ

２０４
１５

中下部
Ｌｏｗｅｒ ｔｏ
ｍｉｄｄｌｅ

放牧、砍伐
Ｇｒａｚｅｄ ａｎｄ
Ｃｈｏｐｐｉｎｇ
重度
Ｓｅｒｉｏｕｓ

干燥
Ｄｒｙ
次生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８ 余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
桃金娘
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桃金娘科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叶下珠属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桃金娘属

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

田阳县
Ｔｉａｎ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３°４８.０６′ Ｎ
１０６°４８.７９′ Ｅ

２３０
５

中上部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ｏ
ｕｐｐｅｒ

砍伐
Ｃｈｏｐｐｉｎｇ
重度
Ｓｅｒｉｏｕｓ

干燥
Ｄｒｙ
次生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９ 白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ｆａｂｒｉ
马桑
Ｃｏｒｉａｒｉ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火棘
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ｌｅｓ
马桑科

Ｃｏｒｉ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栎属
Ｑｕｅｒｃｕｓ
马桑属
Ｃｏｒｉａｒｉａ
火棘属

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乐业县
Ｌｅｙｅ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４°５０.２７′ Ｎ
１０６°２７.５３′ Ｅ

１２５９
５

中上部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ｏ
ｕｐｐｅｒ

封山育林
Ｃｌｏｓ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轻微
Ｌｉｇｈｔ

干燥
Ｄｒｙ
次生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１０ 黄荆
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灰毛浆果楝
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牡荆属
Ｖｉｔｅｘ

浆果楝属
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平果县
Ｐｉｎｇｇｕｏ
Ｃｏｕｎｔｙ

２３°２４.１０′ Ｎ
１０７°３３.４２′ Ｅ

２３４
１５

下　 部
Ｌｏｗｅｒ

放牧
Ｇｒａｚｅｄ
轻微
Ｌｉｇｈｔ

干燥
Ｄｒｙ
次生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五节芒(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ｆｌｏｒｉｄｕｌｕｓ)和野古草

(Ａ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 ａｎｏｍａｌａ)等ꎮ 从单个群落来看ꎬ群落 ５
(余甘子灌丛)灌木平均高度、胸径、基径以及冠幅

均最大ꎬ灌木层盖度相对较小ꎬ草本的平均高最大ꎻ
群落 １(岗松灌丛)灌木的平均高度、基径、胸径和

冠幅均最小ꎬ平均树高不到１ｍꎬ其草本层的盖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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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灌丛群落灌木物种组成及优势种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ｈｒｕｂ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群落号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Ｎｏ.
优势种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其它组成树种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ｏｄ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１ 岗松
Ｂａｅｃｋｅａ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０.５５ 桃金娘(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白花酸藤子(Ｅｍｂｅｌｉａ ｒｉｂｅｓ)ꎮ

２ 麻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０.２５ 火棘(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盐肤木(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枫香(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香叶树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白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ｆａｂｒｉ)、胡颓子(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ｐｕｎｇｅｎｓ)、小果蔷薇(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
ｓａ)、疏花崖豆藤(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 ｐｕｌｃｈｒａ)、红紫珠(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ｒｕｂｅｌｌａ)、檵木(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西南桦(Ｂｅｔｕｌａ ａｌｎｏｉｄｅｓ)、豆梨(Ｐｙｒｕｓ ｃａｌｌｅｒｙａｎａ)、黄杞(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来江藤
(Ｂｒａｎｄｉｓｉａ ｈａｎｃｅｉ)、马桑(Ｃｏｒｉａｒｉ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十大功劳(Ｍａｈｏｎ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ꎮ

３ 桃金娘
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０.３６ 马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光野漆(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ｕｃｃｅｄａｎｅｕｍ)、越南悬钩子(Ｒｕｂｕｓ ｃｏ￣
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山 黄 麻 ( Ｔｒｅｍ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毛 桐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ｂａｒｂａｔｕｓ )、 苦 里 根 ( Ｒｈａｍｎｕｓ
ｃｒｅｎａｔａ)、路边青(Ｃｌｏ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ｅｙｒ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岗柃(Ｅｕｒｙａ ｇｒｏｆｆｉｉ)、岗松(Ｂａｅｃｋｅａ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马占相思(Ａｃａｃｉａ ｍａｎｇｉｕｍ)、野牡丹(Ｐａｅｏｎｉ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飞龙掌血(Ｔｏｄｄａｌｉ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白花
酸藤子(Ｅｍｂｅｌｉａ ｒｉｂｅｓ)ꎮ

４ 番石榴
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

０.５２ 马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白饭树(Ｆｌｕｅｇｇｅａ ｖｉｒｏｓａ)、毛排钱草(Ｐｈｙｌｌｏｄｉｕｍ ｅｌｅｇａｎｓ)、白背
叶(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ａｐｅｌｔａ)、雀梅藤( Ｓａｇｅｒｅｔｉａ ｔｈｅａ)、余甘子(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灰毛浆果楝
(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了哥王(Ｗｉｋ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ꎮ

５ 余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

０.３６ 白背叶(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ａｐｅｌｔａ)、破布叶(Ｍｉｃｒｏｃｏ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黄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ｕｐｅａｎａ)、水锦树
(Ｗｅｎｄｌａｎｄｉａ ｕｖａｒｉｉｆｏｌｉａ)、木本叶下珠(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ｇｌａｕｃｕｓ)、使君子(Ｑｕｉｓｑｕａｌ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中
平树(Ｍａｃａｒａｎｇａ 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ａ)ꎮ

６ 冬青
Ｉｌｅ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ｉｍｓ

０.２０

映山红
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ｐｕｌｃｈｒｕｍ Ｓｗｅｅｔ

０.１５

枫香(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长蕊杜鹃(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ｔａｍｉｎｅｕｍ)、马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
ａｎａ)、红花荷 ( Ｒｈｏｄｏｌｅｉ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杨桐 ( Ａｄｉｎａｎｄｒａ ｍｉｌｌｅｔｉｉ)、黄杞 (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ａ ｒｏｘ￣
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甜楮(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小果珍珠花( Ｌｙｏｎｉａ ｏｖａｌｉｆｏｌｉａ)、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ꎮ

７ 番石榴
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

０.２５

假鹰爪
Ｄｅｓｍｏ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１５

番荔枝(Ａｎｎｏｎａ ｓｑｕａｍｏｓａ)、柘树(Ｃｕｄｒａｎｉａ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灰毛浆果楝(Ｃ.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扁担
杆(Ｇｒｅｗｉａ ｂｉｌｏｂａ)、柿树(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ｋａｋｉ)、潺槁树( Ｌｉｔｓｅ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山石榴(Ｃａｔｕｎａｒｅｇａｍ
ｓｐｉｎｏｓａ)、白背叶 (Ｍ. ａｐｅｌｔａ)、小花龙血树 ( 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ｎａ)、 龙眼 (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ｎｇａｎ)、九节(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ꎮ

８ 余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

０.３５

桃金娘
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０.１２

密花树(Ｍｙｒｓｉｎｅ ｓｅｇｕｉｎｉｉ)、嘉赐树(Ｃａｓｅａｒｉａ 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ａ)、光荚含羞草(Ｍｉｍｏｓａ ｓｅｐｉａｒｉａ)、潺
槁树( Ｌ.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山芝麻 ( Ｈｅｌｉｃｔｅｒｃｓ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乌桕 ( Ｓａｐｉｕｍ ｓｅｂｉｆｅｒｕｍ)、野牡丹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地桃花(Ｕｒｅｎａ ｌｏｂａｔａ)、东方古柯(Ｅｒｙｔｈｒｏｘｙｌ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了哥王
(Ｗｉｋ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ꎮ

９ 马桑
Ｃｏｒｉａｒｉ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０.１６

白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ｆａｂｒｉ Ｈａｎｃｅ

０.１２

火棘
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

０.０９

胡颓子(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ｐｕｎｇｅｎｓ)、清香木姜子(Ｌｉｔｓｅａ ｅｕｏｓｍａ)、盐肤木(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小果蔷
薇(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ａ)、西南桦(Ｂｅｔｕｌａ ａｌｎｏｉｄｅｓ)、山合欢(Ａｌｂｉｚｉａ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ａ)、悬钩子(Ｒｕｂｕｓ
ｃｏｒｃｈ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ｓ)、尖尾枫(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ａ)、鼠刺( Ｉｔ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八角(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ｖｅｒｕｍ)、
水红木(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ｕｍ)、金丝桃(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 ｍｏｎｏｇｙｎｕｍ)ꎮ

１０ 黄荆
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０.１８

灰毛浆果楝
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

０.１５

红背山麻杆(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 ｔｒｅｗｉｏｉｄｅｓ)、五色梅(Ｌａｎｔａｎａ ｃａｍａｒａ)、扁担杆(Ｇｒｅｗｉａ ｂｉｌｏｂａ)、朴树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紫珠(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野桐(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雀梅藤(Ｓ. ｔｈｅａ)、海
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ｔｏｂｉｒａ)、潺槁树(Ｌｉｔｓｅ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网脉酸藤子(Ｅｍｂｅｌｉａ ｒｕｄｉｓ)、了哥王(Ｗｉｋ￣
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十大功劳(Ｍａｈｏｎ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深裂叶羊蹄甲(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ａ)、竹叶花
椒(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ｒｍａｔｕｍ、盐肤木(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ꎮ

大ꎬ达 ９０％ꎮ 不同灌丛群落的草本生物量和凋落物

量差异很大(表 ３)ꎬ其中群落 ９(白栎＋马桑＋火棘灌

丛)草本层生物量最多ꎬ是群落 ７(番石榴＋假鹰爪)
草本层生物量的 ３.５ 倍ꎻ群落 ４(番石榴灌丛)凋落

物储量最多ꎬ达 １ １０５.２９ ｇｍ￣２ꎬ群落 ８(余甘子＋桃

金娘灌丛)凋落物储量最少ꎬ仅 １０４.５６ ｇｍ￣２ꎮ
２.４ 灌丛群落物种多样性

群落物种多样性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ꎬ１０ 个群落的

多样性指数(Ｈ′)、优势度指数(Ｄ)和均匀度指数

(Ｅ)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ꎬ 均随物种数量的增多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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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灌丛群落生长指标及生物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ｅｓ ｏｆ ｓｈｒｕｂ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群落号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Ｎｏ.

灌木层盖度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灌木平均
基径

Ｓｈｒｕｂ ｍｅａｎ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ｍ)

灌木平均胸径
Ｓｈｒｕｂ ｍｅａ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ｍ)

灌木平均
树髙

Ｓｈｒｕｂ ｍｅａｎ
ｈｅｉｇｈｔ
(ｍ)

灌木平均
冠幅

Ｓｈｒｕｂ ｍｅａｎ
ｃａｎｏｐｙ
(ｍ)

草本层
盖度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草本平均高
Ｈｅｒｂ
ｍｅａｎ
ｈｅｉｇｈｔ
(ｍ)

草本层
生物量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ｇｍ－２)

凋落物储量
Ｌｉｔｔｅｒ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ｇｍ－２)

１ ３０ ０.４４ ０.７３ ０.７５ ０.２３ ９０ ０.６１ ５８１.２３ ２７５.６７

２ ６５ １.８７ １.３５ ２.１０ ０.５５ ８０ ０.５４ ３３６.９９ １７０.５３

３ ４０ １.７５ １.３２ １.８６ ０.６５ ８５ ０.７９ ５２５.６９ ４９５.７０

４ ５０ ２.６９ １.８７ ２.６０ １.１４ ３ １.０６ １８４.２７ １１０５.２９

５ ３０ ４.１２ ３.１３ ３.２５ １.４４ ５０ １.２５ ３４７.２９ ３４３.５３

６ ３５ １.４１ １.０４ １.４３ ０.４７ ６０ ０.６８ ５２０.４６ ４５２.４３

７ ４０ ２.０２ １.４１ ２.００ ０.８７ ４５ ０.５６ １７３.０１ １７１.６０

８ ４０ １.１７ ０.９５ １.０５ ０.５２ １５ ０.９３ ３０４.１４ １０４.５６

９ ６０ ２.４２ １.７９ ２.１２ ０.８３ ８０ ０.５９ ６１０.０６ ４３５.３７

１０ ７０ １.５８ １.２４ １.９７ ０.７０ ６０ ０.４３ ２９１.２６ ３０９.５７

表 ４　 灌丛群落物种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多样性指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群落号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Ｎ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Ｓ ３ １７ １４ ９ ８ １１ １３ １２ １５ １７

Ｈ′ ０.２３ １.７８ １.３６ ０.３４ １.３８ １.５７ １.９０ １.６９ ２.３２ ２.１１

Ｄ ０.１１ ０.６７ ０.５２ ０.１２ ０.６６ ０.６６ ０.７８ ０.７４ ０.８８ ０.８２

Ｅ ０.２１ ０.６３ ０.５２ ０.１５ ０.６６ ０.６５ ０.７４ ０.６８ ０.８６ ０.７５

表 ５　 群落多样性指数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５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多样性指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相关性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 Ｄ Ｅ

Ｈ′ 相关系数 ０.８２３∗∗ ０.９８４∗∗ ０.９７５∗∗

Ｓｉｇ.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Ｓ 相关系数 ０.７３５∗ ０.６８５∗

Ｓｉｇ.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９

Ｄ 相关系数 ０.９９４∗∗

Ｓｉｇ. ０.０００

　 注: ∗ 表示显著性ꎻ ∗∗ 表示极显著性ꎮ
　 Ｎｏｔ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２￣ｔａｉｌｅｄ)ꎻ ∗∗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０.０１ ｌｅｖｅｌ (２￣ｔａｉｌｅｄ) .

加ꎬ且多优势种群落的多样性、优势度和均匀度普遍

高于单优势种群落ꎬ除了单优群落 ２ 多样性指数较

高外ꎮ 从单个多样性指标看ꎬ物种丰富度最高的是

群落 １０(黄荆＋灰毛浆果楝灌丛)和群落 ２(麻栎灌

丛)ꎬ均有 １７ 种ꎬ其次是群落 ９(白栎＋马桑＋火棘灌

丛)ꎬ物种丰富度有 １５ 种ꎬ且群落 ９ 的多样性指数、
优势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最高ꎬ分别为 ２.３２、０.８８
和 ０.８６ꎮ 可见ꎬ该群落类型的物种组成丰富、分布均

匀ꎻ群落 １(岗松灌丛)和群落 ４(番石榴灌丛)物种

丰富度、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相对

较低ꎬ表明岗松灌丛和番石榴灌丛群落物种数少、组
成单一ꎬ优势种对群落多样性指标贡献率大ꎬ分布

不均ꎮ
通过 相 关 性 分 析 表 明ꎬ 物 种 丰 富 度 ( Ｓ )、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

数(Ｄ)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性ꎬ结果见表 ５ꎮ

３　 讨论与结论

灌丛群落类型以优势种来区分ꎬ但灌丛优势种

的结构组成会随着群落演替发生变化(余新晓等ꎬ
２００８)ꎮ 重要值是表示某个种在群落中的地位和作

用的综合数量指标(李杰等ꎬ２００９)ꎬ重要值越大表

明物种优势度越明显ꎮ 广西地处北热带、亚热带湿

０７１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润季风性气候区ꎬ山地面积广ꎬ灌丛资源非常丰富、
类型多样、分布广泛ꎮ 本研究中ꎬ在调查的 １０ 个不

同灌丛群落类型中ꎬ共记录有灌木树种 ８７ 种ꎬ隶属

于 ４７ 科 ７８ 属ꎬ以大戟科、蔷薇科和马鞭草科的树种

较多ꎻ草本 ５６ 种ꎬ隶属于 ３１ 科 ４８ 属ꎬ以禾本科、菊
科和蔷薇科为主ꎮ 不同灌丛类型优势种重要值不

同ꎬ且单优势种群落的优势种重要值普遍高于多优

势种群落ꎮ 灌丛群落主要分为灌木层和草本层ꎬ不
同灌丛群落的灌草生长情况、草本层生物量和凋落

物储量均不同ꎬ灌木层和草本层的盖度和高度的变

化范围都很大ꎬ灌木层盖度为 ３０％ ~７０％ꎬ灌木的平

均高度介于 ０.７５~３.２５ ｍ 之间ꎬ一般不超过 ５ ｍꎻ草
本层盖度为 ３％ ~ ９０％ꎬ草本的平均高度在 ０.４ ~ １.３
ｍ 之间ꎬ一般在 １ ｍ 以下ꎻ灌草的生长情况与张亚茹

等(２０１３)对广东地区灌丛的研究结果类似ꎮ
物种多样性是生境中物种丰富度及分布均匀的

一个数量指标ꎬ表征着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的结构

复杂性ꎬ体现了群落的结构类型、组织水平、发展阶

段、稳定程度和生境差异(王峻玲ꎬ２００８)ꎮ 丰富度

(Ｓ)值越高说明物种越丰富ꎻ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多样性

指数(Ｈ′)反映物种丰富度和群落的均匀度ꎬ数值越

大ꎬ表示物种数量越多、分布越均匀ꎻ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

度指数(Ｄ)侧重物种多度ꎬ反映群落优势度ꎬ其数值

越大表明群落的优势种越不明显ꎬ即物种数量越多ꎻ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Ｅ)反映群落物种分布均匀程

度ꎮ 本研究从群落多样性水平来看ꎬ调查的 １０ 个灌

丛群落多样性指数范围在 ０.２３ ~ ２.３２ 之间ꎬ优势度

指数范围为 ０.１１~０.８８ꎬ均匀度指数 Ｅ 范围为 ０.１５~
０.８６ꎬ多样性指数除了群落 １(岗松灌丛)和群落 ４
(番石榴灌丛)较低ꎬ其变化范围与曾绮微等(２００７)
对香港灌丛植被的研究结果类似ꎮ 群落多样性指

数、优势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ꎬ均
随物种数量的增多而增加ꎬ与茹文明等(２００６)和袁

蕾等(２０１４)研究结果一致ꎮ 相关性分析亦表明物

种丰富度、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之

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ꎬ与张光富(２０００)的研究结

果相符ꎮ 多优势种群落的多样性、优势度和均匀度

普遍高于单优势种群落ꎬ这表明多优势种群落的物

种组成丰富、分布均匀、结构更加复杂和稳定ꎮ 张光

富等(２００２)研究表明ꎬ具有单优和寡优势种的群落

其均匀度较低ꎬ而多优或优势不明显的群落均匀度

较大ꎮ 综合考虑ꎬ群落 ９(白栎＋马桑＋火棘灌丛)和
群落 １０(黄荆＋灰毛浆果楝灌丛)的多样性水平较

高ꎬ受人为干扰轻微ꎬ而群落 １(岗松灌丛)和群落 ４
(番石榴灌丛)的多样性水平较低ꎬ受人为干扰强ꎮ

灌丛以低矮的灌木为主ꎬ极易受到人为活动的

破坏ꎬ所调查的 １０ 个灌丛群落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人

为干扰ꎬ如放牧、砍伐、周期性割刈等ꎬ而群落类型、
生境条件及人为干扰均会对群落物种多样性造成影

响ꎬ尤其是人为因子干扰对物种多样性高低的影响

较大(邓贤兰等ꎬ２００４)ꎮ 因此ꎬ研究桂西灌丛资源

的物种组成和多样性及资源现状ꎬ有利于灌丛群落

的合理保护ꎬ为广西山地植被恢复提供科研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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