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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典型样地取样法，对句容市仑山典型森林植被进行了调查。 仑山森林植被发现有维管植物 ９０ 科 ２００ 属

３５０ 种，其中，裸子植物 ５ 科 １２ 属 １７ 种，被子植物 ７９ 科 １８０ 属 ３２５ 种，蕨类植物 ６ 科 ８ 属 ８ 种。 该森林为人为干扰

后形成的天然次生林，部分地段为人工林，依据主要树种组成可划分为 ６ 种森林群落类型：马尾松＋构树＋冬青混交

林、落叶栎林、盐肤木林、枫杨林、杉木林和竹林。 群落类型不同，植物物种的丰富度、多样性指标存在一定的差异。
由于种群竞争以及人为干扰、有害生物入侵等外界因素的影响，部分森林群落出现退化，应因地制宜地采取抚育措

施对森林进行结构改造，促使仑山森林植被朝着健康、稳定、和谐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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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群落是以木本植物为主体的生物群落，它
是地球上绿色有机体的主体，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

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

加快，人们对优美环境的需求在与日俱增［１－２］。 分

布于城市邻近区域或远郊丘陵山地的森林资源作为

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改善城区生态环

境质量及人居环境的效果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仑山位于江苏省句容市东北部，属苏南宁镇山

脉，为低山丘陵地貌。 这里山清水秀，树木葱茏，鸟
语花香，保存有丰富的自然森林和人文景观，是极佳



的寻绿、旅游胜地。 目前，森林资源分别由句容林

场和高仑村经营管理。 迄今为止，尚没有仑山森林

植被资源的研究数据报道。 为适应当地林业部门

的实际需求，摸清仑山自然物种资源的保存状况，
探索仑山森林资源抚育优化的途径和方法，利用典

型样地取样法，于 ２０１５ 年 ７—１２ 月对句容市仑山典

型森林植被进行了系统调查，共取得样地资料 １２
个。 在对所有样地植物调查、资料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文献资料对调查区发现的植物种类进行了汇

总，对森林群落类型进行了划分［３－４］，并对其森林物

种多样性进行了分析，以期为仑山森林植被资源的

改造提供基本的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调查区位于句容市东北部边城镇的仑山山脉，
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１９ °１２′５４″—１１９ °１５′５４″，北纬

３２°０４′４８″—３２°６′５４″，为宁镇山脉中段。 调查区隶

属于句容林场和高仑村，合计调查区域面积约３ ８００
ｈｍ２。 调查区气候为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

温和，雨水充沛，四季分明。 年均温度 １５ ４ ℃，年日

照２ １１６ ｈ，全年无霜期 ２２９ ｄ。 年降水量为１ ０１８ ６
ｍｍ。 地带性土壤为黄棕壤，非地带性土壤为石灰

岩、砂岩和页岩上发育形成的石灰岩土、紫色土和

老红土，微酸性，ｐＨ 值 ５ ５—６ ５。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样地设置

对仑山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选取有代表性

的群落设置样地。 借助罗盘仪定向，设置 ２０ ｍ×２０
ｍ 的大样方 １２ 个。 为调查样地内乔灌木，统计物种

多样性指标，每大样方又细分为 １６ 个小样方（５ ｍ×
５ ｍ），在每个小样方四角设置 ４ 个草本样方（１ ｍ×１
ｍ），统计草本植物数量。
２．２　 调查方法

在对森林进行踏查的基础上选取有代表性的

大样方进行详细调查， 调查的生境指标有坡位、坡
度、坡向、土壤厚度、岩石裸露度等。 对每个大样方

内的小样方进行详细实测，记录乔木树种（高 ４ ｍ
以上，胸径≥２ ５ ｃｍ）的胸径、树高，并计算多度、频
度指标；灌木树种调查种类、高度和盖度，统计多度

和频度；草本植物（包括蕨类植物） 和层间植物记录

种类和盖度。

２．３　 指标计算与统计

群落调查指标的统计依据文献［３］：乔木重要

值＝（相对密度＋相对频度＋相对显著度） ／ ３；灌木重

要值＝（相对密度＋相对频度＋相对盖度） ／ ３。 其中，

相对密度 ＝ 一个种的密数
所有种的密数

，

相对频度 ＝ 一个种的频度
所有种的频度

，

相对显著度 ＝ 一个种的胸高断面积之和
所有种的胸高断面积之和

，

相对盖度 ＝ 一个种的盖度
所有种的盖度

。

物种多样性指标依据以下公式计算［３］：
（１） Ｐａｔｒｉｃｋ 物种丰富度指数（Ｒ）

Ｒ ＝ Ｓ
　 　 （２）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

Ｈ′ ＝ － ∑
Ｓ

ｉ ＝ １
（Ｐ ｉ·ｌｎＰ ｉ）

　 　 （３） 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Ｄ）

Ｄ ＝ １ － ∑
Ｓ

ｉ ＝ １
Ｐ ｉ

２

　 　 （４）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Ｊ）
Ｊ ＝ Ｈ′ ／ ｌｎＳ

　 　 式中，Ｓ 为每一样方中的物种总数；Ｎ 为 Ｓ 个种

的全部重要值之和； Ｎｉ为第 ｉ 个种的重要值，Ｐ ｉ为样

方中种 ｉ 的相对重要值，Ｐ ｉ ＝Ｎｉ ／ Ｎ。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仑山森林植被植物物种基本组成

据调查，本地区森林现有维管植物 ９０ 科 ２００ 属

３５０ 种。 其中，裸子植物 ５ 科 １２ 属 １７ 种，被子植物

７９ 科 １８０ 属 ３２５ 种，蕨类植物 ６ 科 ８ 属 ８ 种；被子植

物中单子叶植物 ６４ 种，双子叶植物 ２６１ 种（见表 １）。
表 １　 调查区植物物种基本组成

植物类群 科 属 种（变种）

裸子植物 ５ １２ １７

被子
植物

单子叶植物 ７ ３５ ６４

双子叶植物 ７２ １４５ ２６１

合计 ７９ １８０ ３２５

蕨类植物 ６ ８ ８

总计 ９０ ２００ ３５０

　 　 调查区被子植物占绝对优势，其科、属、种分别

占整个植物总数的 ８７ ７７％，９０ ０％和 ９２ ８５％。 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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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植物种类较少，种类占整个调查区植物总数的

５ ８６％。 含 １０ 种及以上的大科有 ５ 个：蔷薇科（Ｒｏ⁃
ｓａｃｅａｅ） （１１ 属 １７ 种）、禾本科（Ｐｏａｃｅａｅ） （２３ 属 ３９
种）、菊科 （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 １２ 属 １５ 种）、蝶形花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８ 属 １２ 种）、莎草科（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
（４ 属 １４ 种）。 包含 ５８ 属， ９７ 种，占全部植物种类

的 ３ ４４％。
３．２　 仑山典型森林群落类型

（１）马尾松＋构树＋冬青混交林：该群落主要建

群树种为马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但由于马尾松

受到松材线虫病的危害明显衰败，上层林木日渐稀

疏，生长不良。 整个林分的郁闭度不高，一般 ０ ３—
０ ４。 上层优势树种除了马尾松，其他常见的阔叶树

种主要有构树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冬青 （ Ｉｌｅ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朴树（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黄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ｕ⁃
ｐｅａｎａ）、榔榆（Ｕｌｍ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等。 灌木层主要组成

树种有冬青、黄檀、牡荆 （ 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野蔷薇

（Ｒｏｓ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构树等幼苗幼树，其中冬青生长

势较强，并逐渐占据上层空间，成为上层林分的替

代树种（见表 ２）。

表 ２　 主要森林群落乔木树种重要值

群落类型 树种组成 相对多度 相对频度 相对显著度 重要值

马尾松＋构树
＋冬青混交林

马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０．４１８ ０．３３９ ０．４７４ ０．４１０
构树（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０．２２９ ０．２８２ ０．３２９ ０．２８０

冬青（ Ｉｌｅ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１６９ ０．２８２ ０．０２１ ０．１５７
黄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ｕｐｅａｎａ） ０．１３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０
榔榆（Ｕｌｍ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９
朴树（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８ ０．１４８ ０．０６４

落叶栎林

麻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０．７１１ ０．８０５ ０．６７２ ０．７２９
栓皮栎（Ｑ．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 ０．１８３ ０．１０７ ０．１９６ ０．１６２
榔榆（Ｕｌｍ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２
朴树（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０

黄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ｕｐｅａｎａ）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９
苦楝（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３

刺楸（Ｋａｌｏｐａｎａｘ ｓｅｐｔｅｍｌｏｂｕｓ）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６
八角枫（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７２９

枫杨林

枫杨（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ｓｔ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０．６６３ ０．９２３ ０．６９２ ０．７５９
苦楝（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 ０．１８８ ０．０２８ ０．１２１ ０．１１２

刺槐（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０．１１２ ０．０３４ ０．１４８ ０．０９８
朴树（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１

杉木林

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０．６１４ ０．７１２ ０．７０２ ０．６７６
枫香树（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０．１２１ ０．１２８ ０．２０８ ０．１５２

麻栎（Ｑ．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０．１１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８
朴树（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０９２ ０．０８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６１

刺槐（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３

盐肤木林

盐肤木（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７２１ ０．８７１ ０．５５２ ０．７１５
构树（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０．１４８ ０．０１５ ０．２２１ ０．１２８
刺槐（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０．１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２１ ０．１１１
柘树（Ｃｕｄｒａｎｉａ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０．０１９ ０．１０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６

　 　 从各组成树种的重要值来看，马尾松重要值最

大 ０ ４１０，其次为构树 ０ ２８０，冬青的重要值 ０ １５７。
而林下灌木层中以冬青、构树生长最为旺盛，表明

该森林群落已经逐渐向常绿阔叶树种为主体的森

林群落演变的趋势明显。 林下草本植物种类主要

有求米草（Ｏｐｌｉｓｍｅｎｕｓ 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ｕｓ）、刻叶紫堇（Ｃｏ⁃
ｒｙｄａｌｉｓ ｉｎｃｉｓａ ）、天葵（Ｓｅｍｉａｑｕｉｌｅｇｉａ ａｄｏｘｏｉｄｅｓ）、爵床

（Ｒｏｓｔｅｌｌｕｌａｒｉａ ｐｒｏｃｕｍｂｅｎｓ）、凤尾蕨（Ｐｔｅｒｉｓ ｃｒｅｔｉｃａ）、麦
冬（ Ｌｉｒｉｏｐｅ ｓｐｉｃａｔａ）、海金沙 （ Ｌｙｇｏ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等，生长繁茂。
（２）落叶栎林：落叶栎林的主要组成树种为麻

栎（Ｑ．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栓皮栎（Ｑ．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和少量白栎

（Ｑ． ｆａｂｒｉ ），有时还夹杂有短柄枹（Ｑ．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ａ）、
槲树（Ｑｕｅｒｃｕｓ ｄｅｎｔａｔａ）等壳斗科植物种类。 此群落

在调查区分布面积很广，为本区典型的地带性森林

群落。 由 于 林 分 茂 密、 尤 其 是 葛 藤 （ Ａｒｇｙｒｅｉａ
ｓｅｇｕｉｎｉｉ）、蔷薇（Ｒｏｓ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等藤本植物生长旺

盛，并已经影响到上层树木的健壮生长，因此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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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开展了森林抚育项目，重点是清理林内的藤

本、杂树，增加林内的透光度、减少乔木林层优势树

种之间的竞争强度。
从各组成树种的重要值来看，麻栎重要值为

０ ７２９，其次为栓皮栎 ０ １６２。 其余夹杂的阔叶树种

还有榔榆、朴树、黄檀、苦楝（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刺楸

（Ｋａｌｏｐａｎａｘ ｓｅｐｔｅｍｌｏｂｕｓ）等。 由于森林抚育的原因，
林内灌木层种类稀少，盖度 ３０％—４０％，主要种类有

八角枫 （ 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牛鼻栓 （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ｒ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茶条槭（Ａｃｅｒ ｇｉｎｎａｌａ）、野蔷薇（Ｒｏｓａ ｍｕｌｔｉ⁃
ｆｌｏｒａ）、山胡椒（Ｌｉｎｄｅｒａ ｇｌａｕｃａ）、算盘子（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ｐｕｂｅｒｕｍ）等。 还常见有构骨（ Ｉｌｅｘ ｃｏｒｎｕｔａ ）、小叶女

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ｑｕｉｈｏｕｉ）、胡颓子（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ｐｕｎｇｅｎｓ）、
六月雪（Ｓｅｒｉｓｓ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等常绿成分。

草本层种类稀少，常见有天葵、荩草（Ａｒｔｈｒａｘｏｎ
ｈｉｓｐｉｄｕｓ）、马兰（Ｋａｌｉｍｅｒ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海金沙、麦冬、酸
模（Ｒｕｍｅｘ ａｃｅｔｏｓａ）、蕨（Ｐｔｅｒｉｄｉｕｍ ａｑｕｉｌｉｎｕｍ ｖａｒ． ｌａｔｉ⁃
ｕｓｃｕｌｕｍ）等。 常见藤本植物有木防己（Ｃｏｃｕｌｕｓ ｔｒｉｌｏ⁃
ｂｕｓ）、菝葜（Ｓｍｉｌａｚ ｃｈｉｎａ）、络石（Ｔｒａｃｈｅ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ｊａｓ⁃
ｍｉｎｏｉｄｅｓ）等。 夏季，森林茂密，森林生物量大，但冬

季落叶，林内空荡，地表扩落物较厚。
（３）枫杨林：枫杨林群落在山坡谷地及高仑村

的农田四旁均有片林分布。 这种群落一般为低湿

生境自然演替的森林群落， 而枫杨 （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ｓｔｅｎｏｐｔｅｒａ）占绝对优势，树龄有 ２０—３０ ａ 的大树，也
有不少幼龄林存在。 由于该林型分布在村周或农

田四旁，受人为干扰尤为严重，林内还常见有农舍、
菜地和坟地。 林分郁闭度较高，０ ７５—０ ８５。 由于

林分多为自然下种更新传播，林木分布不均，并混

有少量阔杂入侵。
从各组成树种的重要值来看，枫杨重要值最大

０ ７５９， 其 次 为 苦 楝 ０ １１２， 刺 槐 （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０ ０９８。 林内灌木层种类稀少，盖度

３０％—３５％，主要种类有构树、朴树、野蔷薇、桑树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白玉兰（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ａｌｂａ）等，但重要值

普遍不高。
草本植物种类稀少，偶见有海金沙、贯众（Ｃｙｒ⁃

ｔｏｍｉ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ａｌａｔｕｓ）、地丁草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商陆（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ｃｉｎｏｓａ）、求
米草（Ｏｐｌｉｓｍｅｎｕｓ 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ｕｓ）等，由于村民放牧、
割草的原因，林下灌木草本盖度较低。

（４）盐肤木林：此群落分布在调查区的东场、芦
塘等海拔相对较高的地段，尤其是采石宕口周边受

严重干扰的退化区，上层植被被损坏，逐渐演替的

退化矮化植物群落。 由于盐肤木（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刺槐、构树等偏喜光，根系发达，繁殖能力强，占据

上层空间，形成景观单调的盐肤木群落。 群落中盐

肤木占绝对优势，重要值最大（０ ７１５），一般 ５—８
年生，林分郁闭度 ０ ６５—０ ７５。 构树个体数量也不

少，重要值为 ０ １２８。 由于林内立地条件较差，林木

生长不良，林层单一，林下灌木层稀少，样地内平均

胸径 ５—６ ５ ｃｍ，高度 ２—２ ５ ｍ。 由于地处偏僻，少
有人光顾，因此植被干扰较轻，但生产力低下，急需

人工抚育管理，适时进行更新补种，扩大物种多样

性，促进群落进展演替。
林下物种较为简单，盖度 ３０％—３５％，主要灌木

种类有耐干旱的木莓（Ｒｕｂｕｓ ｓｗｉｎｈｏｅｉ）、野蔷薇、菝
葜、柘树（Ｃｕｄｒａｎｉａ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等。 草本植物稀少，
只见有少量的贯众、麦冬、络石等。

（５）杉木林：江苏是杉木（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
ｌａｔａ）自然分布的北界，本区杉木主要分布海拔 ２００
ｍ 以下中下坡。 林分建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基本为

纯林，也夹杂有少量的枫香树（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
ｎａ）、朴树、麻栎、刺槐等阔叶植物。 由于为人工营

造，株行距较为整齐，一般沿等高线定植。 行距为

４—６ ｍ，株距 ３—４ ｍ。
群落样方分析表明，杉木的重要值最高，为

０ ６７６，其次为枫香树 ０ １５２，麻栎 ０ ０７８。 由于杉木

人工林林木密集大，林内透光不足，林下灌木层植

物种类稀少，仅有少量的牡荆、构树、木莓、菝葜等，
盖度不足 １０％。

（６）竹林：本群落分布较广，多分布在中下坡的

沟谷或平地，在村镇四旁也有零星分布，均为人工

种植。 该群落组成成分均为毛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ｈｅｔ⁃
ｅｒｏｃｙｃｌａ）。 经调查，毛竹林平均高为 １３ ２０ ｍ，平均

秆径为 ６ ４４ ｃｍ，每平方米立竹数 ４２—６３。 由于竹

林茂密，竹下灌草种类稀少，零星分布一些耐荫草

本，如求米草、莠竹（Ｍｉｃｒ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ｎｏｄｏｓｕｍ）、麦冬、鳞
毛蕨（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ｇｏｅｒｉｎｇｉａｍａ）、海金沙等。 林下枯枝

落叶层深厚，８—１２ ｃｍ，土壤松软、多孔。
３．３　 仑山不同森林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指标

仑山不同森林群落类型的物种多样性指标见表 ３。
就不同群落的丰富度（Ｒ）而言，落叶栎林群落

是植物种类最为丰富的群落类型，植物多样性最

高，这可能与群落内的小环境特点有关。 该群落多

为落叶栎类组成，冬季群落内透光度高，林下枯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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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层深厚，土壤条件好，为其他植物的入侵和繁

衍创造了良好条件。 调查表明，该群落内出现了乔

木 ８ 种，灌木 ９ 种，草本 １２ 种。 马尾松＋构树＋冬青

混交林群落内植物的丰富度也较高，木本植物丰富

度（乔木和灌木）分别为 ５ 和 ９，草本植物 ７ 种。 这

是因为该林型组成上层林的马尾松日渐衰退，为第

２ 林层的阔叶树种，以及位居下层的灌木幼树创造

了旺盛生长的条件，灌木层和草本层物种生长繁

茂，并逐渐上升占据上层林冠；盐肤木群落由于所

处的极端严酷的立地环境出现的植物种类单调、多
样性不高的单优森林群落；枫杨群落和杉木林群落

的丰富度稍低，为人工种植的纯林，并且郁闭度偏

高，林内内环境不利于其他杂种的入侵，呈现出层

次简单、林相单调、物种多样性不高的特征。

表 ３　 不同森林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标

群落类型 层次 Ｒ Ｈ′ Ｄ Ｊ

马尾松＋
构树＋

冬青混交林

乔木层 ５ ０．５２１ ０．２８６ ０．６３１

灌木层 ９ １．４５１ ０．９０２ ０．８１４

草本层 ７ ０．８９２ ０．６８１ ０．３３１

落叶栎林

乔木层 ８ １．５１０ ８ ０．８５１ ０．５６８

灌木层 ９ １．１１５ ０．７４８ ０．８８２

草本层 １２ ０．８８７ ０．４４２ ０．６５３

枫杨林

乔木层 ４ １．２７８ １ ０．７８０ ０．６９３

灌木层 ６ １．７４３ ０．８９２ ０．９２３

草本层 ７ ０．９６８ ０．３２７ ０．５８１

盐肤木林

乔木层 ４ ０．９４６ ０．５２５ ０．８９５

灌木层 ６ １．０５２ ０．７６１ ０．９７３

草本层 ６ １．０３１ ０．６１５ ０．５１４

杉木林

乔木层 ５ １．９４７ ０．８２６ ０．９６２

灌木层 ６ ０．９１９ ０ ０．７６１ ０．９０２

草本层 ８ １．１１２ ０．６１２ ０．６７１

分析比较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Ｄ）、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
数（Ｈ′）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Ｊ） ３ 个指标可以了解

不同群落物种的聚集及分散程度［５－６］。 在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Ｈ′）比较中，５ 种森林群落存在一定的

差异，而以杉木林群落的 Ｈ′ 值最高，乔木层、灌木

层、草本层的 Ｈ′ 值分别为 １ ９４７，０ ９１９，１ １１２。 枫

杨群落的 Ｈ′ 值也较高，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的

Ｈ′ 值分别为 １ ２７８，１ ７４３，０ ９６８。 马尾松＋构树＋
冬青混交林群落和盐肤木群落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
数相对偏低。

就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Ｄ）比较，落叶栎林群落乔木

层 Ｄ 值 最 高 （ ０ ８５１ ）， 杉 木 林 群 落 Ｄ 值 次 之

（０ ８２６），２ 者灌木层的 Ｄ 值分别为 ０ ７４８，０ ７６１。
由于上层林冠马尾松树种的衰败，马尾松＋构树＋冬
青混交林群落的乔木层 Ｄ 值仅为 ０ ２８６，表现为株

数分布严重不均的现状。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Ｊ）表明群落中全部物种个

体数目的分配状况，反映各个物种个体数目分配的

均匀程度［７］。 就乔木树种而言，杉木群落的 Ｊ 值明

显高于马尾松＋构树＋冬青混交林群落和落叶栎林

群落，说明杉木林群落中杉木个体严格按照一定株

行距造林，植物个体分布比较均匀、生长相对一致。
马尾松＋构树＋冬青混交林群落和落叶栎林群落的 Ｊ
值较小（分别为 ０ ６３１，０ ５６８），说明这 ２ 种群落中

物种竞争激烈，并呈现严重分化。 在本次植物调查

中，马尾松＋构树＋冬青混交林中不少松树个体已经

死亡，形成了林隙，林隙的不均匀分布从而影响了

灌木层树种的不均匀分布；灌木层树种的不均匀分

布进一步影响到草本层植物的不均匀分布，因而导

致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偏小。

４　 结论与讨论

（１）调查区森林植被共发现有种子植物 ３５０
种，隶属于 ９０ 科 ２００ 属。 其中，裸子植物 ５ 科 １２ 属

１７ 种，被子植物 ７９ 科 １８０ 属 ３２５ 种，蕨类植物 ６ 科

８ 属 ８ 种；被子植物中单子叶植物 ６４ 种，双子叶植

物 ２６１ 种。 仑山典型森林植被为人为严重干扰后形

成的次生林，部分群落为人工林，植物种类总量

偏少。
（２）仑山森林主要有 ６ 种森林群落类型：马尾

松＋构树＋冬青混交林、落叶栎林、盐肤木林、枫杨

林、杉木林和竹林。 马尾松＋构树＋冬青混交林主要

分布在地理海拔不太高的阳坡，针叶树种组成为马

尾松，但由于日渐衰败，个体数量减少，并逐渐被喜

阳光、耐干旱、生活力强的冬青、构树所代替，演替

为含有常绿成分的落叶阔叶林。 林下灌木幼树竞

争激烈，应加以人为辅助措施，以促使植被健康演

替。 落叶栎林分布广泛，在仑山的南坡、北坡谷地

分布极为普遍，主要组成树种有壳斗科的麻栎、栓
皮栎、白栎、短柄枹，个别地段还见有常绿的苦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胡颓子 （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ｐｕｎ⁃
ｇｅｎｓ）、枸骨（ Ｉｌｅｘ ｃｏｒｎｕｔａ）等，表明该群落所体现的

朝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林群落的顶级演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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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群落植物生长良好，群落稳定，构成北亚热

带特有的落叶阔叶林景观，显得尤为珍贵，应该予

以保护。 枫杨群落主要分布在坡脚、谷地等低湿洼

地，在村镇四周也有片林分布，但由于人为干扰严

重，林相不整，且入侵植物较多，林分生长不良。 杉

木林群落为典型的人工林，树种组成单调，林型整

齐，但物种多样性不高，应因地制宜地进行人工促

进自然更新或抚育改良，促进群落的稳定。 竹林群

落主要分布在地势较缓的谷地或腹地，为人工栽培

的用材林和风景林资源。
（３）群落物种多样性是群落生态结构水平的独

特而可测定的生物学特征，对反映群落的外部特征

和生态功能具有重要意义［６－７］。 本研究表明，森林

群落类型不同，植物物种的丰富度、多样性指标存

在一定的差异。 这一方面取决于不同群落所处的

地理环境不同，另一方面还与不同群落所受到的人

为干扰程度有关［８－９］。 马尾松＋构树＋冬青混交林群

落植物丰富度较高，但该群落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Ｈ′）指数相对偏低，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Ｊ）值较小，
这是该群落森林优势树种组成发生改变过程中表

现出的外部特征。 随着该群落的不断演替，其多样

性指标也随之发生变化。 代表该地区地带性森林

植被特征的落叶栎林中植物种类最为丰富，植物多

样性指标相对较高，而且还出现了常绿阔叶成分。
枫杨群落和杉木林群落为人工种植的纯林，层次简

单，林相单调，物种多样性偏低，但植物竞争激烈，
分化明显，急需人为进行稀疏间伐，促使森林群落

结构稳定、合理演替。 竹林是调查区特殊的一种森

林群落，多为人工风景林资源，重点是作好竹林的

保护，防止土壤退化，并重视作好竹林的抚育与

更新。
（４）仑山森林群落的调查表明，仑山蕴藏有丰

富的物种资源，并已成为当地宝贵的物种资源。 不

乏有诸多大规格树木资源，如调查发现保存有胸径

７１ ｃｍ 和 ５８ ｃｍ 的银杏 ２ 株，胸径 ５０ ｃｍ 以上的朴树

５ 株，５０ ｃｍ 以上枫杨 ５ 株。 这些大规格树木树龄均

在 ５０ ａ 以上，保存至今实为不易，是不可多得的物

种资源，有些还是我国珍贵的树种资源，具有重要

的保存和研究价值，要加强保护。 可因地制宜地采

取人工抚育或适当的围护措施，尽量减少人为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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