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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
�� 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来分析人为 干扰对马尾松次生林木本植物多样性的影

响
，

结 果表明
�

马尾松次生林木本植物多样性指数为 �左右��
�

��� �一 �
�

��� ��
，

均匀度为 �
�

�左右

��
�

��� �一 �
�

��� ��
，

物种多度分布符合对数级数分布
。

不同干扰强度对多样性和均匀度有一定影

响
，

对物种多度分布没有影响
，

对马尾松林的更新有玉要作用
。

关键词 马尾松次生林
，

物种多样性
，

人为干扰
，

物种多度分布

多种多样的生物资源是地球上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础
。

随着人 口的增长
，

人类的活动范围

和强度的不断扩大以及全球环境的变化
，

生物多样性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威胁
，

许多物

种由于人类的掠夺式的开发利用或者对其生存环境的破坏而濒于灭绝
，

因此
，

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和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

三峡地区地带性植被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 〕 ，

由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
，

原生植被 已

丧失殆尽
，

只是在局部地段有小片常绿阔叶林存在
。

由于决策方面的原因
，

目前该地区森林植

被中
，

针叶林占 �� � 以上
，

其中马尾松林又达 �� � 以上川
，

多为中幼林
。

研究在不同干扰强度

下马尾松次生林的物种组成和演替动态的变化
，

将为三峡工程移民和进一步开展生物多样性

的保护研究以及经营开发利用提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
。

� 研究地点概况

�
�

� 自然条件

研究地点选在湖北省兴山县古夫镇 丰邑坪
，

地理位置为东径 ���
�

��
‘ ，

北纬 ��
�

��
‘ ，

海拔

����
。

本地区属中亚热带湿润地区
，

年均温为 ��
�

�℃ ，

年降水量为 ������ 左右
，

主要集中

在夏季
。

土壤为黄壤
。

�
�

� 研究对象

研究地点的马尾松次生林
，

乔术层组成较简单
，

由两个种组成
，

马尾松占 �� �
，

占绝对优

势
，

栓皮栋仅占 �� �
。

乔木层的密度为 � ��� 株��
���。

马尾松平均高度为 �
�

��
，

最高 ��� �

平均胸径为 �
�

���
，

最大 ��
��

。

灌木层盖度约 ���
，

主要种类为栓皮栋
，

短柄泡栋
。

草本层不

，
中国科学院八 五重

�

气项 目
“
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以及�七化 人下生态系统模型的组建

”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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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干扰对马尾松次生林多样性的影响 ���

发达
，

主要种类为芒���
�������

� ��
�

�
、

草草�����

�
� ���������等

。

该类型在库区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
。

� 研究方法

�
�

� 样地的设置与调查

设置固定样地三个
，

大小均为 �� � ���
�，

其中对照样地一个
，

处理样地两个
。

对照样地编号为样地 �
，

不进行任何干扰处理
。

样地 �为处理样地
，

人为将马尾松林下的

灌木
，

草本全都砍伐移出样地
。

样地 �同样为处理样地
，

将马尾松林下的栓皮栋进行抚育
，

具

体作法是保留栓皮栋萌生条 �一�枝
，

其余部分连同其他灌木
、

草本全部移出样方
。

干扰前后
，

在样地内调查记录所有乔灌木种类和个体数
，

对乔木树种测量其高度和胸径
，

调查工作于 ����年 �月至 ����年 �月进行
。

�
�

� 多样性指数的测定

目前
，

对多样性的测定有许多多样性指数可选用闭
，

本研究选用 �����
�� 指数讨论群落的

物种多样性
。

其公式为
�

� � 一 习�����
�

其中 ��是第 �个种的个体数
� 、
占总个体数 � 的比例

，

即 �
，
� ����

。

������� 指数以各个种的相对多度来反映群落的物种多样
，

可较好地反映群落的物种丰

富度 〔，一 ��。

�
�

� 均匀度的计算

均匀度指样方中各个种的多度的均匀程度即每个种个体数量的差异
。

其计算通常是用观

察多样性和最大多样性的比来表示
。

最大多样性即所有种的多度都相同时该样方的多样性
，

计算公式为
�

�� �����〔�〕

其中 � 为 ������� 指数
，
�为样方中物种数

。

�
�

� 物种多度的分布

自然界几乎没有任何群落中各个种的个体数量是相同的
，

有些种个体数很多
，

有些种个体

数较少
，

有些群落各个种的个体分布较均匀
，

有些群落中少数几个种占多数
，

其它种数量较少
。

本研究先根据调查结果绘出各个种个体数的分布图
，

再据此进行分布适合检验
。

� 结果与分析

�
�

� 木本植物物种多样性

各样地木本植物种类干扰前后的数量特征
、

������� 指数及相应的均匀度见表 �
。

�
�

� 不同干扰强度下多样性指数的变化

从表 �可以看出
，

在不同干扰强度下木本植物多样性的变化
。

在对照样地中
，

由于烟管荚

戈数址的减 少
，

使多样 扮州折数减 少
一

�
‘

�
�

��
�

均匀度同徉 厂降 �
�

�� 在样地 ��中
，

物种 多徉

性指数减少 厂�
�

��哄
， ，

均匀度下降了 �
�

�哄
， ，

表明人为强度 干扰
，

使 一些物 种数址增加
，

如马尾

松等
�

徉方 �中
，

多样性指欲 卜降几
‘

�
�

�叭
�

均习 嘴增 训 厂�
�

���
，

王要是干扰后
，

黄擅从徉

方中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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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物种多度的分布

为对各物种多度的分布规律进行检验
，

先对观察的多度值进行分级
，

按 ����
��
和 ����

�

����� �����方法选以 �为底的对数�即物种多度的加倍�作为各个多度级的上限值
，

同时各个

上限值再加 �
�

�以使各级界限更明了
。
圈

。

根据调查资料绘出的物种多度分布图来看
，

多度分布近似于对数级数分布
，

所以首先对各

个种的个体数用对数级数进行预测
，

然后对预测结果进行检验
。

表 � 各物种数�特征及多样性指数

���
�

� ������� �����
�������� ������������ ������� �������

������“
�

样地 �

���� �

华羊地 ��

�，��一 ��

样 地 川

�】‘�一 ���

种 名

�伴
���

·
�

一

�
二

于无前
个体数
闪��一����

��������

���一�一���走川��
、

一

卜扰后

个体数
��������

��一��

��一���一���奋勺���

卜扰前

个体数
��一��一�〕��

�，������

�����一�卜����

干扰后

个休数
火�一������

�「一��

�一�一�二���趁���

����，︸��，泞己��，�
内、︺����，

才，�，一��凡��
，、���������

�������

����������

�勺妇���，﹄

��

马尾松 �，，，，，‘ 、 ，，，“ �、 �，，�‘，。 “

拴皮栋 �
���� ，‘ 、 �，‘ ，下‘，���，�

短栖泡栋 �
�

��‘矛，，‘�，，��户
，、 进 �、 、 ，·

��下�
，��丫�，��

‘一�‘�

华山矾 勺
，，‘��， 了，、 ‘人�，，。 ��，、

盐肤木 撇
，‘、 ‘去�，，尸，，、 ��

铁仔 ��
少，�� 。 ‘才

��、 、 �，���

芫花 �久动，，，，。 岁
，，寿二丫‘

野桐 林
，��‘，�，‘ 、 �犷� ，，‘

����
，‘�

含羞草叶黄擅 �知�加塔���
。 ，
�，， “ �、 ”

而
黄做 �

�

�，‘
加

‘ 。 “

山合欢 八�乙�二二�� �‘����，、 之

烟若英莲���，
，‘ ，一� ，‘ ，， �‘，��。

�

�华胡枝子 �尸、钾�。翻 动
，，，，��，，

细梗胡伎子 �
�

��卿材�

算
�

盘子 ��，�，“ ��，��，‘
加

�，‘ ，，，

小果蔷薇 尺。 、 ‘
叨

，。
叭

，

柿 �，，����，，，、 �‘���

杉木 �，‘ 。 ������
‘ �，，，，� �� ，，。 、 ���，。

金樱子 佑���
‘ 白。 厅邵山�

马棘 ��汀�胆介
，、 ， �、 ，‘汤，��，�‘ ��，�‘�

铁尖杉 ���尸

脚
��� 法，。 �‘�云�，，“

黄护 �����，� “ 、 ‘
昭召洲

�爪 、 ，
�

�，矛一加义丫，矛‘

火棘 �’�，��“ ，，�儿‘子
�

八
，��，‘ ，��� ，，�

朴 �河��
、 、�

�

小典 �奋，·

加
，、 、 、�

物种数

个�水数

����，�，�、 �� 指数

均匀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二 �
�

��� �

�一 ��
�

��� �

�二 ��

� 二 ���

卜�� �
�

��� �

�一 �
�

���� �

��

��

��

�� ��

� � ���

� 二 �
�

����

�

�一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二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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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干扰对马尾松次生林多样性的影响 ���

对数级数分布以下式预测具有一定个体数的物种数 目���
�

�� ， �����
， �����

， … ， ���

�� ���

��
为具有一个个体的物种数

，

���
�� 为具有两个个体的物种数

，

… … ，

��
“

�� 为具有 � 个个体的

物种数
。

其中参数
�
和 � 由下式推算

�

��� � ���一 ���
�〕 〔 一 ����一 ��〕 ���

�为群落中的物种总数
，
� 为群落中个体总数

。

� � ���
一 ���

� ���

将参数
�
和 � 代入���式计算出各个体数的物种数 目预测值后

，

据公式
�

矛 � �观察值 一 预

测值�
��预测值

，

按 自由度 二 多度级数 一 �
，

查 矛 表
，

检查观察值与预测值的差异显著性
，

结果

见表 �
。

表 � 各物种多度分布检验

���〕 �
�

�二‘�泪��邓 ����� �������一������ ���一������ ������������
�

多度级

���黔

��界他

�����

挂��一������

又见察值

��加
���司

预测位

������司

��值
现察仇

���������

预 测值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叹�
�

���

�
�

��

��
�

���

艺
��� �

�

��

日皿且����

����
�

�

��
�

�

样地�

��】��
�

�

� �
�

��

�
��� �

�

��

干扰前

�卜���� ��������
���

干扰后

����� ���������
���

�
�

�

�
�

�

�
�

�

�
�

�

�
�

今

��
�
�几�‘�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掩��

样地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样

�也

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巧

二
�� 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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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表知
，

在 自由度为 �时
，

对
，

� 。
�

。 、 》 二 ��
�

���
，

名��� �

矛
�

， 。
�

。�》 ，

说明观察值与预测值无显

著差异
，

木本植物物种多度分布符合对数级数分布
。

� 讨论

一般 ������� 多样性指数在 �
�

�一 �
�

�之间
，

当 � 值达到 �时
，

物种数 �需在 ��� 左右
，
�

值很少超过 �
�

�圈
。
� 值大小与 �的关系受物种多度分布形式的影响

，

如 � 值相同
，

则物种多

度分布较均匀的群落有相对多的物种数
，

物种多度相差较大的群落则物种数较少川
。

本文中

马尾松次生林中木本植物的多祥性指数在 �左右��
�

��� �一�
�

�����
，

与北温带地区现有结果

相比�� 二 �
�

��� 川
，

这个值是较小的
，

原因在于取样大小不同
，

同时也说明库区森林类型结构

简单
，

多样性较低
。

从物种多度分布来看
，

适合对数级数分布
，

说明该群落类型中物种组成是以少数种占多数

的
。

从 �个样地中可以看出
，

马尾松和栓皮栋两个种的个体数之和占其所在样地物种个体总

数的 ��
�

��
，
��

�

��
，

��
�

��
，

干扰后为 ��
�

��
，

���
，

��
�

��
。

干扰活动对物种多度分布形式

没有影响
。

不同的干扰强度对马尾松次生林中木本植物多样性的一定的影响
，

但对马尾松林的稳定

起到较大的作用
。

马尾松为阳生树种
，

在盖度较大的情况下更新不良
。

干扰后
，

样地 �中的马

尾松个体数量增加了 犯 株
。

因此
，

适当砍伐林下灌木
，

有利于马尾松林的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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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高等学校首届生物多样性研讨会

”
召开

在国家教委科技司及中国植物学会指导下
，

由武汉大学
、

四川联合大学和兰州大学三校联

合发起的
“
全国高等学校首届生物多样性研讨会

”
����年 �月 �� 一�� 日在武汉大学隆重召

开
，

来自全国 ��个省市
、

自治区 ��所高校的 ���多位专家
、

学者参加了会议
。

与会代表在对生物多样性的核心学科—保护生物学的理论
、

原理和方法进行学术交流

的基础上
，

还就 目前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现状
、

保护生物学的发展趋势
、

高校在生物 多样性

研究与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

以及高校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战略和行动大纲等进行了热烈讨

论
。

会议原则上通过了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高等学校与计划编写大纲�》 ，

这对我

国持续而有效地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和培养所急需的合格人才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

代表

们一致建议
�

���尽快成立国务院领导下的生物多样性国家委 员会
，

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开展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

���高校要充分发挥基础研究力量强
、

学科齐全和分布地域广泛等方面的

优势与潜力
，

组织起来
，

积极与国家科委
、

国家环保局等有关主管部门取得联系
，

并通过各种渠

道参与工作
，

密切合作
，

争取高校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应有的位置与支持
。

��� 国家教委应尽快

将保护生物学纳入正常的教学计划
，

积极组织编写和制定有关教材与教学大纲
，

为培养生物多

样性研究所急需的人才提供条件 �与此同时要组织力量对在我国开展保护生物多样性教育的

有效方法与途径进行系统研究
，

包括中小学教育
、

大学教育和普通公众教育
，

普及生态知识
、

培

养生态道德
，

为树立 自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全民意识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

�周 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