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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样方法在四川东拉山大峡谷划定 ２４ 个面积 １０ ｍ×１０ ｍ 的样方，对中国特有植物短丝木犀（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 Ｒｅｈｄ．）的群落物种组成、群落结构、群落物种多样性特征以及种群径级结构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结果表

明：该短丝木犀群落共有维管植物 ７８ 科 １４４ 属 ２３５ 种，包括蕨类植物 ８ 科 ９ 属 １１ 种，裸子植物 ２ 科 ５ 属 ８ 种，被子

植物 ６８ 科 １３０ 属 ２１６ 种；优势科较为明显，包括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虎耳草科（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和忍

冬科（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等。 该群落以中高位芽植物数量最多，其次为小高位芽植物和矮高位芽植物。 该群落季相变

化明显，可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以灌木层种类最多（９８ 种）；乔木层重要值在 ３ ０％以上的种类有 １５ 种，
灌木层重要值在 ５ ０％以上的种类有 １８ 种，草本层重要值在 ５ ０％以上的种类有 １４ 种，其中，短丝木犀的重要值在

乔木层和灌木层中均最高，占据绝对优势。 该群落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以泛热带分布型和北温带分布型为

主，属的分布区类型则以温带成分占绝对优势，且与东亚植物区系和泛热带区系有一定联系。 从该群落物种多样

性指数看，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为灌木层最高、草本层最低，而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均为草本

层最高、乔木层最低；且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与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间的相关性较低，而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与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分别具有显著或极显著相关性。 该群落中短丝木犀种群的径级结构可分为 ５ 级，其中，
Ⅰ级幼树和Ⅴ级大树的数量均较少，Ⅳ级成年个体最多（３９２ 株），且Ⅱ级至Ⅳ级个体的数量相近，总体上以中小径

级的低龄幼树占优势。 综合分析结果显示：该短丝木犀群落是以灌木和草本为主的高山矮林群落，受温带成分影

响明显，并与热带成分有一定联系，显示出区系成分的过渡性和复杂性；该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与其物种数量和分布

均匀性有关；短丝木犀为群落建群种，分布集中且优势明显，但该种群处于由相对稳定的演替中期向衰落期演化的

过渡阶段。 并且，根据调查结果，对该群落的保护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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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ｕｎｇ 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Ⅴ （ｂｉｇ ｔｒｅｅ） ａｒｅ ｌｅｓｓ， ｂｕｔ ｃｌａｓｓ Ⅳ （ ａｄｕｌ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３９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ｃｌａｓｓ Ⅱ ｔｏ ｃｌａｓｓ Ⅳ ａ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ｙｏｕｎｇ
ｔｒｅ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ｍａｌｌ ｔｏ ｍｅｄｉｕ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ｒ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Ｏ．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ａｌｐｉｎｅ ｃｏｐｐｉ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 ｂｙ ｓｈｒｕｂｓ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ａ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Ｏ．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ｆ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ｏｎｇｌ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 Ｒｅｈ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桂花（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ｐ．）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

一，品种繁多，是集绿化、美化和香化为一体的重要园

林观赏树种。 广义的桂花泛指木犀科（Ｏｌｅａｃｅａｅ）木

犀属（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Ｌｏｕｒ．）植物，全世界约有 ３５ 种，主要

分布于亚洲东南部地区；中国共分布有木犀属植物

２４ 种，野生资源集中分布在长江以南区域，特别是西

南地区［１］，是世界木犀属植物的分布中心。
短丝木犀（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 Ｒｅｈｄ．）又名宝兴

桂花，为木犀属特有的春季开花种类之一，具有较高

的开发应用价值。 目前，对短丝木犀的天然分布区域

存在一定争议，据《中国植物志》 ［２］ 记载其在四川、广
西和福建有分布，但季春峰［３］ 认为短丝木犀仅分布

于四川， 广西分 布 的 种 类 可 能 为 网 脉 木 犀 （ Ｏ．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Ｐ． Ｓ． Ｇｒｅｅｎ），福建分布的种类可能为蒙自

桂花（Ｏ． ｈｅｎｒｙｉ Ｐ． Ｓ． Ｇｒｅｅｎ），三者的外部形态虽然相

似，但网脉木犀和蒙自桂花均为秋季开花，与短丝木

犀开花时期明显不同。 作者经过多年的野外实地调

查，发现短丝木犀野生种群受人为干扰严重，分布区

日渐狭窄，生境破碎化、片段化明显，目前仅在四川的

西岭雪山、峨眉山、东拉山、汉源和金口河等区域海拔

１ ８００～２ ０００ ｍ 的山地林中有零星分布，其中，分布

于东拉山海拔 １ ９００ ｍ 的种群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面

积最大的野生桂花种群。
近年来，关于木犀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桂花〔Ｏ．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Ｔｈｕｎｂ．） Ｌｏｕｒ．〕的遗传多样性和基因表达等

方面［４－１６］，而对短丝木犀的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分

子生物学及种子萌发等方面［１７－２０］，对其生态学特征

的研究较少，仅陈俊华等［２１］ 对四川东拉山短丝木犀

群落的优势种生态位进行了初步分析，但短丝木犀群

落的物种组成、结构及多样性等方面均缺乏深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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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鉴于短丝木犀良好的观赏特性及其种群日益缩

减的现状，作者通过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对四川东

拉山短丝木犀群落的物种组成、群落结构、植物生活

型谱、区系特征和物种多样性水平以及种群结构等方

面进行了研究，以期为短丝木犀野生种群的保护和资

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基础数据。

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

东拉山大峡谷地处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

龙门山脉、邛崃山脉南部的宝兴段，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０２°３５′１２″～ １０２°３５′５７″、北纬 ３０°２４′３６″ ～ ３０°２５′２０″，
海拔 １ ８００～５ ３３８ ｍ，具有川西典型的峡谷地貌和雪

山草原自然生态景观［２２］，［２３］１０－１３。 该区属亚热带季风

湿润气候，年均温 １４ ３ ℃，年均降水量 ９８５ ５ ｍｍ，无
霜期 ３１９ ｄ；土壤类型主要为山地褐土和山地棕

壤［２２］，［２３］１０－１３。 受山地海拔影响，植被垂直变化明显，
具有以山地温带为主，从亚热带到高山永冻带的垂直

气候谱，植被类型主要为山地常绿阔叶林、常绿和落

叶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亚高山针叶

林等［２３］３６，天然植被保存完好。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调查方法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至 ８ 月 ６ 日

在东拉山大峡谷赶羊沟短丝木犀集中分布地段，采用

典型样方法设置 ２４ 个面积 １０ ｍ×１０ ｍ 的样方。 其

中，１～ ８ 号样方为西北坡向，坡度约 ４５°；９ ～ １３ 号样

方为南坡向，坡度约 ３０°；１４ ～ １８ 号样方为东北坡向，
坡度约 ３０°；１９～２４ 号样方为北坡向，坡度约 ４０°。 采

用每木记帐法记录样方中所有木本植物的信息，包括

乔木（胸径大于 ２ ｃｍ）的种类、株数、株高、冠幅和胸

径，灌木的种类、平均株高和株数，以及草本的种类和

平均高度等。
１ ２ ２　 各项群落特征指数的计算　 参照中国种子植

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法［２４－２７］，对群落科和属的分

布区类型进行统计分析。 基于 Ｒａｕｎｋｉａｅｒ 生活型分类

系统［２８－２９］对群落植物的生活型进行分析。
参考相关文献［３０］，［３１］６计算样方中各种类的重要

值，计算公式为“重要值 ＝相对多度＋相对频度＋相对

显著度（相对盖度）”；其中，乔木层种类根据相对多

度、相对频度和相对显著度计算重要值，灌木层和草

本层种类根据相对多度、相对频度和相对盖度计算重

要值。 并采用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 （ ｄＭａ ）、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Ｄ）、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Ｈ′）和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包括

Ｊｓｗ和 Ｊｇｉ）分析群落的物种多样性［３０，３２］。
１ ２ ３　 种群年龄结构分析　 采用空间代替时间的方

法估算短丝木犀种群的年龄结构，用径级结构代替年

龄结构。 根据植株的株高（Ｈ）和胸径（ＤＢＨ）划分为

５ 个径级［３０］，［３１］２３－３３，分别为Ⅰ级（Ｈ＜ ３３ ｃｍ）、Ⅱ级

（Ｈ≥３３ ｃｍ，ＤＢＨ＜２ ５ ｃｍ）、Ⅲ级（２ ５ ｃｍ≤ＤＢＨ＜
７ ５ ｃｍ）、Ⅳ级 （ ７ ５ ｃｍ≤ＤＢＨ ＜ ２２ ５ ｃｍ） 和Ⅴ级

（ＤＢＨ≥２２ ５ ｃｍ）。
１ ３　 数据统计和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并采

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群落物种多样性指

数的相关性分析。

２　 结果和分析

２ １　 群落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分析

２ １ １　 群落物种数量和组成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
在 ２４ 个样方中共有野生维管植物 ７８ 科 １４４ 属 ２３５
种，其中，蕨类植物有 ８ 科 ９ 属 １１ 种，分别占群落植

物总科数、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１０ ３％、６ ３％和 ４ ７％；
裸子植物有 ２ 科 ５ 属 ８ 种，分别占群落植物总科数、
总属数和总种数的 ２ ６％、３ ５％和 ３ ４％；被子植物有

６８ 科 １３０ 属 ２１６ 种，分别占群落植物总科数、总属数

和总种数的 ８７ ２％、９０ ３％和 ９１ ９％。
调查结果（表 １）显示：短丝木犀群落的科、属组

成复杂且种类丰富。 含 １０ 种及以上的科有 ４ 科，共
５４ 种，分别占群落植物总科数和总种数的 ５ １％和

２３ ０％，其中，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有 ２１ 种，虎耳草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有 １２ 种，忍冬科（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有 １１
种，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有 １０ 种，槭树科（Ａｃｅｒａｃｅａｅ）有

９ 种，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和山茱萸

科（Ｃｏｒｎａｃｅａｅ）各有 ７ 种；含 ５ ～ ９ 种的科有 １２ 科，共
７２ 种，分别占群落植物总科数和总种数的 １５ ４％和

３０ ６％；含 ２ 种及以下的科有 ４９ 科，共 ６８ 种，分别占

群落植物总科数和总种数的 ６２ ８％和 ２８ ９％。 由此

可见，短丝木犀群落的优势科较为明显，包括蔷薇科、
虎耳草科、忍冬科和樟科等。
２ １ ２　 群落结构分析　 调查结果还显示：短丝木犀

群落镶嵌在常绿和落叶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或针

阔混交林中，主要由常绿和落叶种类混合组成，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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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四川东拉山短丝木犀群落的物种数量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 Ｒｅｈ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ｏｎｇｌ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分级
Ｇｒａｄ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含 １０ 种及以上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１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４ ５ １ ２４ １６ ７ ５４ ２３ ０
含 ５～９ 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５－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２ １５ ４ ３６ ２５ ０ ７２ ３０ ６
含 ３～４ 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３－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３ １６ ７ ２６ １８ １ ４１ １７． ５
含 ２ 种及以下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ｒ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４９ ６２ ８ ５８ ４０ ３ ６８ ２８ 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７８ １００ ０ １４４ １００ ０ ２３５ １００ ０

外貌季相变化明显；群落垂直结构明显，可分为乔木

层、灌木层和草本层 ３ 个层次。 由于该群落所处的海

拔较高，气候条件较为严峻，因此，该群落中植物的个

体均较小。
乔木层分层明显，共有 ７５ 种植物，总株数 １ ７９８

株，以短丝木犀、 云锦杜鹃 （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Ｌｉｎｄｌ．）、 猫 儿 刺 （ Ｉｌｅｘ ｐｅｒｎｙｉ Ｆｒａｎｃｈ．） 和 鹅 耳 枥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ｔｕｒｃｚａｎｉｎｏｗｉｉ Ｈａｎｃｅ）为优势种。 群落中株

高在 ２ ｍ 以上的个体共有 １ ７２４ 株，占乔木层总株数

的 ９５ ９％，平均株高 ２ ５２ ｍ，群落整体高度偏低。 其

中，株高在 ５ ｍ 以上的个体有 ５７５ 株，占乔木层总株

数的 ３２ ０％；株高在 １０ ｍ 以上的个体仅 ２１ 株，株高

最大的为铁杉〔Ｔｓｕｇ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Ｐｒｉｔｚ．〕，高
达 １６ ｍ。

灌木层主要由灌木种类以及乔木的幼树和幼苗

组成，共 ９８ 种，总株数为 ３ ２５９ 株，平均高度 ０ ９５ ｍ。

主要以短丝木犀、多花蔷薇（Ｒｏｓ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Ｔｈｕｎｂ．）、
扁 担 杆 （ Ｇｒｅｗｉａ ｂｉｌｏｂａ Ｇ． Ｄｏｎ ） 和 竹 叶 花 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ｒｍａｔｕｍ ＤＣ．）为优势种，分别占灌木层

总株数的 １３． ８％、８ ４％、８ ２％和 ４ ３％。
草本层共有 ７０ 种植物，其中数量较多的种类有

大叶冷水花〔Ｐｉｌｅａ ｍａｒｔｉｎｉｉ （Ｈ． Ｌéｖｌ．）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虎耳草 （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ｓｔｏｌｏｎｉｆｅｒａ Ｃｕｒｔ．）、紫萁 （Ｏｓｍｕｎｄ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 和尼泊尔蓼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
Ｍｅｉｓｎ．）等。

比较结果显示：该群落灌木层植物种类最多，灌
木层和草本层个体数量丰富，表明该群落是以灌木和

草本为主的矮林群落。
２ ２　 群落种子植物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四川东拉山短丝木犀群落种子植物科和属的分

布区类型统计结果见表 ２。 结果显示：在科水平上，
该群落的种子植物可划分为 ８ 个分布型，其中，世界

表 ２　 四川东拉山短丝木犀群落种子植物科和属的分布区类型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ｕｓ ｏｆ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ｓ ｏｆ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 Ｒｅｈ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ｏｎｇｌ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分布区类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１）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１）

世界分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２７ — １０ —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１９ ４４ ２ １６ １２ ８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４ ９ ３ ３ ２ ４
旧世界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 ０ ０ ０ ４ ３ ２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ｉａ ０ ０ ０ ３ ２ ４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 ０ ０ ０ ２ １ ６
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Ｉｎｄｏ⁃Ｍａｌｅｓｉａ） １ ２ ３ ５ ４ ０
北温带分布 Ｎ． Ｔｅｍｐ． １３ ３０ ２ ５０ ４０ ０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２ ４ ７ １８ １４ ４
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 ０ ０ ０ ４ ３ ２
温带亚洲分布 Ｔｅｍｐ． Ａｓｉａ ０ ０ ０ ３ ２ ４
东亚分布 Ｅ． Ａｓｉａ ３ ７ ０ １４ １１ ２
中国特有分布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１ ２ ３ ３ ２ ４

　 １）—： 不包括世界分布型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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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型有 ２７ 科，占群落种子植物总科数的 ３８ ６％，包
括虎耳草科、菊科、蔷薇科、莎草科（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和禾

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等常见的世界分布型科；热带亚热

带成分有 ２４ 科，占群落种子植物总科数（不包括世界

分布型，下同）的 ５５ ８％，其中泛热带分布型所占比

例最高，达 ４４ ２％，主要包括爵床科（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和
樟科等；温带成分有 １８ 科，占群落种子植物总科数的

４１ ９％，主要为北温带分布型和东亚分布型，包括忍

冬科、山茱萸科、槭树科、椴树科（Ｔｉｌｉａｃｅａｅ）、桦木科

（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和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等典型温带成分；
中国特有分布型仅杜仲科（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ｃｅａｅ）１ 科。

在属水平上，该群落的种子植物可划分为 １３ 个

分布型，其中，世界分布型有 １０ 属，占群落种子植物

总属数的 ７ ４％，包括蓼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ｉｎｎ．）、悬钩子

属（Ｒｕｂｕｓ Ｌｉｎｎ．）和碎米荠属（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Ｌｉｎｎ．）等；温
带成分有 ８９ 属，占群落种子植物总属数（不包括世界

分布型，下同）的 ７１ ２％，具有绝对优势，其中北温带

分布型所占比例最高，达 ４０ ０％，主要包括槭属（Ａｃｅｒ
Ｌｉｎｎ．）、 鹅 耳 枥 属 （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Ｌｉｎｎ．）、 杜 鹃 属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ｉｎｎ．）、梾木属（ Ｓｗｉｄａ Ｏｐｉｚ）、红豆杉

属（Ｔａｘｕｓ Ｌｉｎｎ．）、栒子属（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Ｍｅｄｉｋｕｓ）、水青

冈属（Ｆａｇｕｓ Ｌｉｎｎ．）、虎耳草属（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Ｌｉｎｎ．）和蒿

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Ｌｉｎｎ．）等；热带亚热带成分有 ３３ 属，占
群落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２６ ４％，其中热带性较强的

属有凤仙花属（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Ｌｉｎｎ．）、山胡椒属（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Ｔｈｕｎｂ．）、南五味子 属 （ Ｋａｄｓｕｒａ Ｊｕｓｓ．）、 木 姜 子 属

（Ｌｉｔｓｅａ Ｌａｍ．）和樟属（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Ｓｃｈａｅｆｆ．）等；中国

特有分布型仅箭竹属 （ Ｆａｒｇｅｓｉａ Ｆｒａｎｃｈ．）、杜仲属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 Ｏｌｉｖ．）和华蟹甲属（ Ｓｉｎａｃａｌｉａ Ｈ． Ｒｏｂ． ｅｔ
Ｂｒｅｔｔｅｌｌ）３ 属。
２ ３　 群落植物生活型谱分析

四川东拉山短丝木犀群落植物的生活型分析结

果见表 ３。 结果表明：该群落主要以高位芽植物为

主，有 ２０６ 种，占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８７ ７％。 其中，中
高位芽植物种类最多，有 ７０ 种，占总种数的 ２９ ８％，
包括鹅耳枥、领春木（Ｅｕｐｔｅｌｅａ ｐｌｅｉｏｓｐｅｒｍａ Ｈｏｏｋ． ｆ． ｅｔ
Ｔｈｏｍｓｏｎ）和香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ｓｕｂａｖｅｎｉｕｍ Ｍｉｑ．）等；
小高位芽植物有 ６１ 种，占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２６ ０％，
包括紫果槭（Ａｃｅｒ ｃｏｒｄａｔｕｍ Ｐａｘ）、短丝木犀和大果卫

矛（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ｕｓ Ｈｅｍｓｌ．）等；矮高位芽植物有

５６ 种，占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２３ ８％，包括宝兴茶藨子

（Ｒｉｂｅｓ ｍｏｕｐｉｎｅｎｓｅ Ｆｒａｎｃｈ．）和豆腐柴（Ｐｒｅｍｎａ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表 ３　 四川东拉山短丝木犀群落植物的生活型谱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 Ｒｅｈ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ｏｎｇｌ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大高位芽 Ｍｅｇａ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５ ２ １
中高位芽 Ｍｅｓｏ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７０ ２９ ８
小高位芽 Ｍｉｃｒｏ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６１ ２６ ０
矮高位芽 Ｎａｎｏ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５６ ２３ ８
藤本高位芽 Ｌｉｎｏ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１４ ６ ０
地面芽 Ｈｅｍｉｃｒｙｐｔｏｐｈｙｔｅ １８ ７ ７
地上芽 Ｃｈａｍａｅｐｈｙｔｅ ２ ０ ９
一年生 Ｔｈ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７ ３ ０
隐芽或地下芽 Ｇｅｏｐｈｙｔｅ ２ ０ 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３５ １００ ０

Ｔｕｒｃｚ．）等；藤本高位芽植物有 １４ 种，占群落植物总种

数的 ６ ０％，常见种类有淡红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Ｗａｌｌ．）和中华猕猴桃（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ｌａｎｃｈ．）等；
大高位芽植物仅 ５ 种，即华山松 （ 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云南油杉 （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 ｅｖｅｌｙｎｉａｎａ Ｍａｓｔ．）、铁
杉、云南铁杉〔Ｔｓｕｇａ ｄｕｍｏｓａ （Ｄ． Ｄｏｎ） Ｅｉｃｈｌｅｒ〕和枫

杨（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ｓｔ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Ｃ． ＤＣ．）。
地面芽植物种类也较多，有 １８ 种，占群落植物总

种数的 ７ ７％，包括西南凤尾蕨（Ｐｔｅｒｉ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Ｊ．
Ａｇａｒｄｈ）和川西火绒草（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Ｂｅａｕｖ．）
等种类。 地上芽植物仅 ２ 种，为毛果珍珠茅（Ｓｃｌｅｒｉａ
ｌｅｖｉｓ Ｒｅｔｚ．）和苦苣苔（Ｃｏｎａｎｄｒｏｎ ｒａｍｏｎｄｉｏｉｄｅｓ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一年生植物有 ７ 种，包括齿果酸模（Ｒｕｍｅｘ
ｄｅｎｔａｔｕｓ Ｌｉｎｎ．）、凤仙花（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 Ｌｉｎｎ．）和
水金凤（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ｎｏｌｉ⁃ｔａｎｇｅｒｅ Ｌｉｎｎ．）等种类。 隐芽或

地下 芽 植 物 仅 ２ 种， 分 别 为 夏 天 无 〔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ｄｅｃｕｍｂｅｎｓ （ Ｔｈｕｎｂ．） Ｐｅｒｓ．〕 和 花 南 星 （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ｌｏｂａｔｕｍ Ｅｎｇｌ．）。
２ ４　 群落优势种分析

２ ４ １　 乔木层优势种分析　 四川东拉山短丝木犀群

落乔木层主要种类（重要值在 ３ ０％以上）的统计结

果见表 ４。 结果显示：乔木层主要种类有 １５ 种，其
中，短 丝 木 犀 是 该 群 落 的 建 群 种， 重 要 值 高 达

１０２ １％，在群落中占绝对优势；其后依次为云锦杜

鹃、猫儿刺、鹅耳枥、卵叶钓樟（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ｌｉｍｐｒｉｃｈｔｉｉ Ｈ．
Ｗｉｎｋｌ．）、铁杉、宜昌荚蒾（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ｅｒｏｓｕｍ Ｔｈｕｎｂ．）、
云南冬青 （ Ｉｌｅｘ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宝兴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ｍｏｕ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ｅｃｏｍｔｅ ） 和长叶溲疏 （ Ｄｅｕｔｚ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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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Ｆｒａｎｃｈ．），重要值依次为 ２６ ４％、 １１ ９％、
９ ８％、７ ８％、６ ８％、６ ４％、６ ４％、５ ９％和 ５ ５％；其
余种类的重要值均在 ５ ０％ 以下， 如林柳 （ Ｓａｌｉｘ
ｄｒｉｏｐｈｉｌａ Ｃ． Ｋ． Ｓｃｈｎｅｉｄ．）、 异 色 泡 花 树 （ Ｍｅｌｉｏｓｍａ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ａ ｖａｒ．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Ｄｕｎｎ ） 和 箭 竹 （ Ｆａｒｇｅｓｉａ
ｓｐａｔｈａｃｅａ Ｆｒａｎｃｈ．） 等， 重要值分别为 ４ ６％、 ４ ０％
和 ３ ９％。

２ ４ ２　 灌木层优势种分析　 四川东拉山短丝木犀群

落灌木层主要种类（重要值在 ５ ０％以上）的统计结

果见表 ５。 结果显示：灌木层中主要种类有 １８ 种，其
中短丝木犀幼苗（幼树）在群落中占绝对优势，重要

值达 ４０ ６％；其后依次为多花蔷薇、竹叶花椒和扁担

杆，重要值分别为 １２ ６％、１１ ３％和 １１ ０％；其余种类

的重要值均在 １０ ０％以下，如海州常山（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表 ４　 四川东拉山短丝木犀群落乔木层主要种类（重要值在 ３ ０％以上）的数量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ａｂｏｖｅ ３ ０％） ｉｎ ａｒｂｏｒ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 Ｒｅｈ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ｏｎｇｌ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株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胸高断面积 ／ ｍ２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相对多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相对频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相对显著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重要值 ／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短丝木犀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 ６７４ １１ ４６４ １６ ３７ ４ ８ １ ５６ ６ １０２ １
云锦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１７５ ４ ９１ ９ ７ ５ ３ ８ ７ ２３ ７
猫儿刺 Ｉｌｅｘ ｐｅｒｎｙｉ ４４ ４ ９１ ２ ４ ６ ５ ３ ０ １１ ９
鹅耳枥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ｔｕｒｃｚａｎｉｎｏｗｉｉ １０７ １５ ９０ ５ ９ ２ ４ １ ４ ９ ７
卵叶钓樟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ｌｉｍｐｒｉｃｈｔｉｉ ９５ ４ ９１ ５ ３ ２ ０ ０ ５ ７ ８
铁杉 Ｔｓｕｇ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７ ９６８ ４０ ０ ４ １ ６ ４ ８ ６ ８
宜昌荚蒾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ｅｒｏｓｕｍ ２７ ７ ０７ １ ５ ４ ９ ０ ０ ６ ４
云南冬青 Ｉｌｅｘ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２５ １２ ５７ １ ４ ２ ４ ２ ６ ６ ４
宝兴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ｍｏｕ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８ １５ ９０ １ ０ ２ ９ ２ ０ ５ ９
长叶溲疏 Ｄｅｕｔｚｉａ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１９ １９ ６３ １ １ ２ ４ ２ ０ ５ ５
林柳 Ｓａｌｉｘ ｄｒｉｏｐｈｉｌａ １７ １９ ６３ ０ ９ ２ ９ ０ ８ ４ ６
异色泡花树 Ｍｅｌｉｏｓｍａ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ａ ｖａｒ．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９ １９ ６３ ０ ５ １ ２ ２ ３ ４ ０
箭竹 Ｆａｒｇｅｓｉａ ｓｐａｔｈａｃｅａ ９ ３ １４ ０ ５ ２ ９ ０ ５ ３ ９
中华槭 Ａｃｅｒ ｓｉｎｅｎｓｅ ８ ２８ ２７ ０ ５ １ ６ １ １ ３ ２
领春木 Ｅｕｐｔｅｌｅａ ｐｌｅｉｏｓｐｅｒｍａ ２２ ５０ ２７ １ ２ １ ２ ０ ７ ３ １

表 ５　 四川东拉山短丝木犀群落灌木层主要种类（重要值在 ５ ０％以上）的数量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５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ａｂｏｖｅ ５ ０％） ｉｎ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 Ｒｅｈ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ｏｎｇｌ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株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总盖度 ／ ％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相对频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相对多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相对盖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重要值 ／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短丝木犀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 ４４９ ３９ １ ５ ４ １３ ７ ２１ ５ ４０ ６
多花蔷薇 Ｒｏｓ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１４４ １１ ７ １ ８ ４ ４ ６ ４ １２ ６
竹叶花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ｒｍａｔｕｍ １４０ ７ ３ ３ ０ ４ ３ ４ ０ １１ ３
扁担杆 Ｇｒｅｗｉａ ｂｉｌｏｂａ １７４ ６ ０ ２ ４ ５ ３ ３ ３ １１ ０
海州常山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ｕｍ １３１ ２ ６ ４ ２ ４ ０ １ ５ ９ ７
硕苞蔷薇 Ｒｏｓ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１２５ ８ ３ １ ２ ３ ８ ４ ６ ９ ６
刺槐 Ｒｏｂｉｎｉａ 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７３ ８ ２ ２ ４ ２ ２ ４ ５ ９ １
小花扁担杆 Ｇｒｅｗｉａ ｂｉｌｏｂａ ｖａｒ．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１０２ ３ ７ ２ ４ ３ １ ２ ０ ７ ５
马棘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 ｐｓｅｕｄｏ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９８ ３ ６ ２ ４ ３ ０ ２ ０ ７ ４
云锦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７３ ５ ７ １ ８ ２ ２ ３ １ ７ １
箭竹 Ｆａｒｇｅｓｉａ ｓｐａｔｈａｃｅａ ４７ ５ ７ ２ ４ １ ４ ３ １ ６ ９
三桠乌药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ｏｂｔｕｓｉｌｏｂａ ５６ ４ ０ ３ ０ １ ７ ２ ２ ６ ９
山鼠李 Ｒｈａｍｎｕ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９０ １ ４ ２ ４ ２ ７ ０ ８ ５ ９
川楝 Ｍｅｌｉａ ｔｏｏｓｅｎｄａｎ ７０ ２ ２ ２ ４ ２ １ １ ２ ５ ７
柘树 Ｃｕｄｒａｎｉａ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９８ １ ６ １ ８ ３ ０ ０ ９ ５ ７
唐古特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 ５２ ２ ９ ２ ４ １ ６ １ ６ ５ ６
木防己 Ｃｏｃｃｕｌｕｓ 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１１０ １ ４ １ ２ ３ ４ ０ ７ ５ ３
绢毛稠李 Ｐａｄｕ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５４ ２ ９ １ ８ １ ７ １ ６ ５ １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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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ｕｍ Ｔｈｕｎｂ．）和硕苞蔷薇（Ｒｏｓ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Ｊ． Ｃ．
Ｗｅｎｄｌ．）等种类。
２ ４ ３　 草本层优势种分析　 四川东拉山短丝木犀群

落草本层主要种类（重要值在 ５ ０％以上）的统计结

果见表 ６。 结果显示：草本层主要种类有 １４ 种，其中

大叶冷水花在群落中占优势，重要值为 ３７ ９％；其后

依次为尼泊尔蓼、 四川虎耳草、 紫萁、 有柄石韦

〔Ｐｙｒｒｏｓｉａ ｐｅｔｉｏｌｏｓａ （ Ｃｈｒｉｓｔ ） Ｃｈｉｎｇ 〕、 流 苏 虾 脊 兰

（Ｃａｌａｎｔｈｅ ａｌｐｉｎｅ Ｈｏｏｋ． ｆ． ｅｘ Ｌｉｎｄｌ．）和齿果酸模等种

类，重要值均在 １０ ０％以上，是草本层的优势种。

表 ６　 四川东拉山短丝木犀群落草本层主要种类（重要值在 ５ ０％以上）的数量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６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ａｂｏｖｅ ５ ０％） ｉｎ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 Ｒｅｈ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ｏｎｇｌ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总盖度 ／ ％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相对频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相对多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相对盖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重要值 ／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大叶冷水花 Ｐｉｌｅａ ｍａｒｔｉｎｉｉ ８４ １ ３ ４ １２ １ ２２ ４ ３７ ９
尼泊尔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 ２２ ９ ５ ０ ９ １ ６ １ ２０ ２
四川虎耳草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ｓｕｂｌｉｎｅａｒｉｆｏｌｉａ ３３ ７ ４ ０ ７ ０ ９ ０ ２０ ０
紫萁 Ｏｓｍｕｎｄ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２８ ０ ３ ７ ７ １ ７ ５ １８ ３
有柄石韦 Ｐｙｒｒｏｓｉａ ｐｅｔｉｏｌｏｓａ ２０ １ ２ ３ ７ ８ ５ ４ １５ ５
流苏虾脊兰 Ｃａｌａｎｔｈｅ ａｌｐｉｎａ １９ １ ３ ７ ４ ４ ５ １ １３ ２
齿果酸模 Ｒｕｍｅｘ ｄｅｎｔａｔｕｓ １０ ０ ３ ７ ４ ２ ２ ７ １０ ５
夏天无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ｄｅｃｕｍｂｅｎｓ ６ ８ ３ ７ ４ ４ １ ８ ９ ９
狗脊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１４ ０ ２ ３ ２ ８ ３ ７ ８ ８
柳叶菜 Ｅｐｉｌｏｂｉｕｍ ｈｉｒｓｕｔｕｍ ４ ２ ４ ４ ２ ７ １ １ ８ ２
槲蕨 Ｄｒｙｎａｒｉａ ｒｏｏｓｉｉ １５ ４ １ ７ ２ ３ ４ １ ８ １
黄水枝 Ｔｉａｒｅｌｌａ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１２ ８ ２ ３ ２ １ ３ ４ ７ ８
奇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ｎｏｍａｌａ ６ ９ １ ７ ２ ３ １ ８ ５ ８
西南凤尾蕨 Ｐｔｅｒｉ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１ ７ ３ ４ １ ４ ０ ５ ５ ３

２ ５　 群落物种多样性分析

四川东拉山短丝木犀群落不同层次的物种多样

性指数的计算结果见表 ７；各多样性指数的相关系数

见表 ８。
由表 ７ 可见：该群落物种的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表现为

灌木层最高、乔木层居中、草本层最低，而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均表现为草

本层最高、灌木层居中、乔木层最低。
草本层物种数量最少，但个体数量多，分布相对

均匀，其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与乔木层和灌木层均有较大差

异；乔木层优势物种单一，个体数量少，分布相对集

中，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

均较低。
由表 ８ 可见： 该群落的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与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之间的相关性较低，说明该群落的

物种丰富度受物种优势度和均匀度的影响较小；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与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

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水平，表明该群落

的物种优势度受物种多样性和均匀度的影响明显；而
该群落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与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Ｊｇｉ，基
于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获得）和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的相关系数达

到显著水平，表明该群落的物种数量和分布状态决定

表 ７　 四川东拉山短丝木犀群落不同层次物种多样性指数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 Ｒｅｈ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ｏｎｇｌ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层次
Ｌａｙｅｒ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１） 　 Ｐｉｅｌｏｕ ｉｎｄｅｘ１）

Ｊｓｗ Ｊｇｉ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ｉｎｄｅｘ

乔木层 Ａｒｂｏｒ ｌａｙｅｒ ０ ９５４ ３ ４ １２０ ６ ０ ９５１ ５ ０ ９６７ ０ １０ ００４ ４
灌木层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０ ９８８ ９ ４ ８２４ ８ １ ０５７ １ ０ ９９９ ３ １１ ７６２ ４
草本层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 ０ ９９３ ８ ５ ３８４ ６ １ ２６７ ４ １ ００８ ２ ７ ５６６ ９

　 １） Ｊｓｗ，Ｊｇｉ： 分别为基于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计算的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ａ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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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四川东拉山短丝木犀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间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１）

Ｔａｂｌｅ ８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 Ｒｅｈ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ｏｎｇｌ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

多样性指数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 Ｈ′ Ｊｓｗ Ｊｇｉ ｄＭａ

Ｄ １ ０００ ０
Ｈ′ ０ ８８３ ８∗∗ １ ０００ ０
Ｊｓｗ ０ ７３７ ９∗ ０ ６２３ １ １ ０００ ０
Ｊｇｉ ０ ９７４ １∗∗ ０ ７９４ ９∗ ０ ８４６ ５∗∗ １ ０００ ０
ｄＭａ ０ ３８６ ８ ０ ６６５ ５∗ －０ １６７ ４ ０ １７１ ３ １ ０００ ０

　 １） Ｄ：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 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Ｈ′： Ｓｈａｎｎｏｎ － Ｗｉｅｎｅｒ 指 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Ｊｓｗ： 基于 Ｓｈａｎｎｏｎ － 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计算的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ｉｎｄｅｘ ｉ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Ｊｇｉ： 基于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计算的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ｉｎｄｅｘ ｉ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ｄＭａ：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 数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ｉｎｄｅｘ． ∗∗： Ｐ＜０ ０１； ∗： Ｐ＜０ ０５．

了其物种多样性。
２ ６　 种群径级结构分析

在被调查的四川东拉山短丝木犀群落的 ２４ 个样

方中共有短丝木犀 １ １２３ 株，对该短丝木犀种群径级

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见图 １。

Ｈ： 株高 Ｈｅｉｇｈｔ； ＤＢＨ： 胸径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Ⅰ： Ｈ＜３３ ｃｍ；
Ⅱ： Ｈ≥３３ ｃｍ，ＤＢＨ＜２ ５ ｃｍ； Ⅲ： ２ ５ ｃｍ≤ＤＢＨ＜７ ５ ｃｍ； Ⅳ： ７ ５
ｃｍ≤ＤＢＨ＜２２ ５ ｃｍ； Ⅴ： ＤＢＨ≥２２ ５ ｃｍ．

图 １　 四川东拉山短丝木犀种群的径级结构
Ｆｉｇ． １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
Ｒｅｈｄ． ｉｎ Ｄｏｎｇｌ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结果表明：该种群中Ⅳ级（７ ５≤ＤＢＨ＜２２ ５ ｃｍ）
成年个体最多，有 ３９２ 株；Ⅴ级（ＤＢＨ≥２２ ５ ｃｍ）个体

最少，仅 １０ 株，平均胸径 ２４ ５ ｃｍ；Ⅰ级（Ｈ＜３３ ｃｍ）至
Ⅲ级（２ ５ ｃｍ≤ＤＢＨ＜７ ５ ｃｍ）低龄个体共有 ７２１ 株，
优势明显。 相比较而言，Ⅱ级（Ｈ≥３３ ｃｍ，ＤＢＨ＜２ ５
ｃｍ）至Ⅳ级的个体数量差距较小，但Ⅰ级幼树数量较

少，而且Ⅴ级大树数量稀少，可见，在该群落中，短丝

木犀种群处于较为均衡的状态，呈现出一定的增长

趋势。

３　 讨论和结论

短丝木犀群落是四川西部特有的植物群落，东拉

山大峡谷的短丝木犀种群也是目前发现的较为完整

的野生大型桂花种群。 调查结果表明：该群落共有野

生维管植物 ７８ 科 １４４ 属 ２３５ 种，区系起源和组成复

杂。 在科水平上，热带亚热带成分略高于温带成分，
其中泛热带分布型比例最高，表明该区系与全球大部

分热带地区的植物区系联系密切，而温带成分中北温

带分布型和东亚分布型占主要地位，表明该区系的温

带起源较为简单，估计与该地处于川西亚高山地区，
青藏高原的隆起阻碍了中亚、旧世界温带和温带亚洲

等温带成分的渗入有关［３３］。 在属水平上，该区系受

温带成分影响明显，其中主要以北温带分布型为主，
占群落种子植物总属数（不包括世界分布型，下同）
的 ４０ ０％，同时来自东亚植物区系的东亚和北美洲

间断分布型和东亚分布型分别占群落种子植物总属

数的 １４ ４％和 １１ ２％，表明东亚区系对该区系存在

一定的影响；此外，作为热带亚热带成分代表的泛热

带分布型也占群落种子植物总属数的 １２ ８％，加之

部分以热带分布为主的世界分布型，反映出与该群落

植物区系与热带成分的联系。
东拉山地处川西亚高山地区，地形复杂，在漫长

的地质历史时期由热带亚热带气候逐步转化为与现

代相似的气候分布格局的过程中，形成了目前“热带

起源明显、温带成分占据主导”的复杂的植物区系格

局［３４］，同时也成为一些古老植物的避难所或新生孤

立类群的发源地。 在温带分布型中，杜鹃属、梾木属、
水青冈属、鹅耳枥属和红豆杉属等都是木本植物，也
是东拉山地区植物群落的主要优势种，表明该区域植

物温带起源的特征。 另外，从植物地理分布区看，该
区域处于中亚热带常年湿润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干湿

分明的交界线附近，其植被的区系特征在东西方向上

具有“喜马拉雅－中国－日本植物区系”相互渗透和在

南北方向上具有“北温带－热带亚洲植物区系”相互

交错的过渡特征，表现出较高的复杂性。
在该短丝木犀群落中，中高位芽、小高位芽和矮

高位芽植物是主要的组成成分，且藤本高位芽和地面

芽植物均占有一定比例，主要是由于该群落位于高海

拔的山谷之中，温差和湿度大，是较为典型的高山矮

林群落。 虽然环境对群落植物生活型谱组成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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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影响，但同时也不可忽略人为干扰的影响，如林

下植被砍伐、放牧等情况导致该群落形成现在的生活

型谱。
从群落结构看，该短丝木犀群落外貌季相变化明

显，可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 ３ 个层次，其中短

丝木犀的重要值明显高于其余植物，是群落的建群

种。 从短丝木犀种群的径级结构看，Ⅴ级大树稀少且

Ⅰ级幼树数量也较少，而处于Ⅱ至Ⅳ级的个体数量占

据优势，种群结构相对稳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树木

的胸径与年龄呈正相关，但由于该群落所处的生境条

件较为恶劣，植株生长较为缓慢，实际上短丝木犀成

年个体相对较多，其中Ⅲ级个体中多数可能是成熟个

体，且能够开花结实，因此，该群落的短丝木犀种群实

际可能正处于由相对稳定的演替中期向衰落期演化

的过渡阶段。 同时，短丝木犀野生种群的片段化分布

特征和种子的隔年萌发现象［１９］，以及生境条件的限

制都是导致其天然更新能力弱的重要原因，而且种群

中各径级立木结构相对稳定，幼龄个体在进入上层林

冠阶段时会存在明显的种内和种间竞争，因此，亟需

采取措施保护其种群的繁衍和发展。
从群落的物种多样性看，该短丝木犀群落乔木层

和灌木层的物种丰富度相对较高而均匀度相对较低，
建群种短丝木犀优势明显，占据了极大的生存资源空

间，从而降低了群落的均匀度，使物种均匀度和生态

优势度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３５］；同时，群落物种多样

性指数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短丝木犀群落物种的

数量和分布均匀性决定了该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稳

定的群落中上层植被改善了局部的小生境条件，为林

下草本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３６］，加之土壤肥力高、湿
度大，适宜部分广布性草本生长，使得草本层多样性

程度最高，为短丝木犀幼苗的生长营造了较好的生境

条件，从而导致该种群呈现分布集中、优势明显的

特征。
从调查结果看，导致短丝木犀濒危的主要原因有

２ 个：一是人为破坏及乱砍滥伐，在样地附近可以看

到有砍伐的痕迹；二是短丝木犀种子隔年萌发，生殖

传播能力弱，且生境呈片段化和破碎化［１９］。 这 ２ 个

原因制约了短丝木犀种群发展，因此，在开发旅游资

源的同时，应加强短丝木犀的保护，并适当控制群落

内数量较多的云锦杜鹃和多花蔷薇等种类的生长趋

势，削弱这些种类在群落中上层的高覆盖度，以减小

对短丝木犀生长和存活的限制。 此外，建立保护小区

和种质资源圃，对短丝木犀进行就地和迁地保护，并
强化对短丝木犀濒危机制和生长发育限制因子等方

面的研究，也是短丝木犀种质资源保护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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