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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武夷山国家公园沿海拔梯度不同类型植物群落的分布格局ꎬ在海拔 ８００~２ １００ ｍ 间设置 １４ 个固定样

地ꎬ进行群落学调查以及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和相似性分析ꎮ 结果表明:武夷山国家公园调查样地内共有维管植物

８９ 科 ２２８ 属 ４５０ 种ꎬ其中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１ 种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１２ 种ꎻ近危(ＮＴ)以上等级

植物 １１ 种ꎬ其中极危(ＣＲ)和濒危(ＥＮ)等级各 ２ 种ꎻ中国特有物种 １８０ 种ꎮ 随着海拔的升高ꎬ武夷山国家公园海拔

８００~２ １００ ｍ 的植被类型划分为常绿阔叶林(８００~ １ ２００ ｍ)、针阔混交林(１ ３００~ １ ７００ ｍ)、矮曲林(１ ８００~ １ ９００
ｍ)和中山草甸(２ ０００ ~ ２ １００ ｍ)ꎮ 在海拔 ８００ ~ １ ２００ 以及 １ ３００ ~ １ ７００ ｍ 样地ꎬ乔木层中甜槠〔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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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的垂直分布存在一定的规律ꎬ乔木层和灌木层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整体随海拔的

升高而降低ꎬ垂直地带性特征明显ꎮ 不同海拔区间植物群落的物种相似性差异较大ꎬ海拔 ８００~ １ ２００ ｍ 常绿阔叶

林群落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总体较高ꎬ海拔 １ ８００~１ ９００ ｍ 矮曲林群落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最低ꎮ 综上所述ꎬ武
夷山国家公园植物物种丰富ꎬ珍稀濒危植物种类较多ꎬ植被垂直带谱较明显ꎬ利于森林多样性监测以及山地森林群

落稳定性维持ꎮ

关键词: 武夷山国家公园ꎻ 海拔梯度ꎻ 植物群落ꎻ 物种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 Ｑ１４５＋ .２ꎻ Ｓ７１８.５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４－７８９５(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０１－０９
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７８９５.２０２３.０１.０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ｉｎ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ＣＨＥＮ Ｓｈｕｉｆｅｉ１ꎬ ＸＵ Ｈｕｉ２ꎬ ＬＩＮ Ｗｅｎｊｕｎ３ꎬ ＺＨＥＮＧ Ｘｉａｏ１ꎬ ＸＵ Ｘｉａｎｊｕｎ４ꎬ ＬＩＵ
Ｗｅｎｆａｎｇ５ꎬ ＤＩＮＧ Ｈｕｉ１ꎬ①ꎬ ＣＨＥＮ Ｓｈｉｐｉｎ３ꎬ① (１. Ｓｔａ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ｕｙ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Ｓｔａ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ｎ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４２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Ｆｕｊ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００７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００２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４.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３５４３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ꎬ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３５４３９９ꎬ Ｃｈｉｎａ)ꎬ Ｊ.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 ＆ Ｅｎｖｉｒｏｎ.ꎬ ２０２３ꎬ ３２(１): １－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ｉｎ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ꎬ １４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ｐｌｏ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ｔ ｕｐ ａｔ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８００－２ １００ ｍꎬ



植 物 资 源 与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２ 卷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４５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２２８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８９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ꎬ ｉｎ ｗｈｉｃｈ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ｒｓｔ￣
ｃｌａｓｓ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１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ｃｌａｓｓ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１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ｎｅａｒ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ＮＴ) 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ｇｒａｄｅ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Ｃ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２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１８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ｙｐ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８００ － ２ １００ ｍ ｉｎ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８００－１ ２００ ｍ)ꎬ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１ ３００－１ ７００
ｍ)ꎬ ｅｌｆｉｎ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１ ８００－１ ９００ ｍ)ꎬ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ｍｅａｄｏｗ (２ ０００－２ １００ ｍ).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 (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 Ｔｕｔｃｈ. ａｎｄ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ｉｗａｎｅｎｓｉｓ Ｈａｙ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ｂｏｒ ｌａｙｅｒ ｈａｖ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ｏ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８００－１ ２００ ａｎｄ １ ３００－１ ７００ ｍ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ａｒｂｏｒ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ｚ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ａｒｇ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ａｃｃａｒ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８００－１ ２００ ｍ
ａ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ｈｉｇｈ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ａｔ ｏｆ ｅｌｆｉｎ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 ８００－１ ９００ ｍ 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ꎬ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ｈａ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ｍａｎｙ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ꎻ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ꎻ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生物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分布格局是生物多样

性保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１]ꎮ 海拔梯度包含温

度、湿度和光照等环境因子的梯度效应ꎬ因此海拔变

化也被认为是决定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的主导因子

之一[２]ꎬ研究生物多样性的海拔梯度格局对于揭示

生物多样性的环境梯度变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３－７]ꎮ
已有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地理位置、不同山脉研究

物种多样性沿海拔梯度变化ꎬ所得到的变化规律不尽

相同ꎬ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结论[８]ꎮ 在山地植物群

落中ꎬ物种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变化规律最常见的为

单调下降和单峰曲线[３ꎬ９]ꎬ也有研究者认为两者并无

特定关系[１０]ꎮ 因而ꎬ研究代表性山地植物群落的物

种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变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ꎮ
到目前为止ꎬ中国生态学研究人员已在中国温

带、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建立了多种森林植被类型的固

定样地ꎮ 其中亚热带地区已建的样地多属海拔

１ ５００ ｍ 以下的常绿阔叶林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ꎬ
而针对该气候区内沿海拔梯度设置不同类型植物群

落样地的相关研究较少[１１－１６]ꎮ 武夷山国家公园位于

福建省北部ꎬ以武夷山脉北段的黄岗山、诸母岗山系

为主体ꎬ境内主峰黄岗山海拔 ２ １５８ ｍꎬ是中国东南大

陆的最高峰ꎬ素称“华东屋脊”ꎮ 武夷山国家公园内

有中国东南部陆地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亚

热带森林生态系统ꎬ森林覆盖率 ９６.３％ꎬ该国家公园

内植被类型多样ꎬ包含了中国中亚热带地区所有的植

被类型ꎬ具有中亚热带地区植被类型的典型性、多样

性和系统性ꎮ 武夷山国家公园最低海拔约 ３００ ｍꎬ最
高海拔２ １５８ ｍꎬ相对高差约 １ ８００ ｍꎬ存在着明显的

水热因子组合的垂直变化梯度[１７]ꎮ 因此ꎬ在武夷山

国家公园设置涵盖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矮曲林

和中山草甸的固定样地ꎬ研究植物群落沿海拔梯度的

分布格局ꎬ不仅可为武夷山地区植物资源保护和未来

物种变化提供科学参考ꎬ还对阐明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的形成与群落稳定性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ꎬ也可为亚

热带区域山地群落生物多样性的垂直分布格局研究

提供有力的案例ꎮ

１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武夷山国家公园内ꎬ该国家公园位于

福建省北部闽赣交界处武夷山脉的偏北段ꎬ地处东经

１１７°２７′~ １１７°５１′、北纬 ２７°３３′ ~ ２７°５４′之间ꎬ属中亚

热带季风湿润气候ꎬ年平均气温 １７.０ ℃ ~１８.４ ℃ꎬ年
降水量 １ ８００ ｍｍꎬ年平均日照时数１ ９１０.２ ｈꎬ平均空

气相对湿度 ７５％~８４％ꎬ无霜期 ２２７~２４６ ｄ[１８]ꎮ 随海

拔的递增ꎬ植被垂直带谱明显ꎬ从山脚到山顶依次为

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矮曲林、中山草甸 ４ 个群落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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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貌特征不同的植被带谱ꎬ其分界线清晰可见ꎬ在世

界同纬度地区十分罕见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至 ８ 月ꎬ根据武夷山国家公园海拔、
植被垂直分布情况以及实际地形条件ꎬ按海拔梯度每

升高１００ ｍ 设 １ 个样地的方案设置 ５ 个常绿阔叶林

样地、５ 个针阔混交林样地、２ 个矮曲林样地和 ２ 个中

山草甸样地ꎬ样地概况见表 １ꎮ 每个样地的闭合差均

小于 １ / ２００ꎬ并进行全面的植被群落调查ꎮ 为方便调

查ꎬ中山草甸样地均分成面积 １ ｍ×１ ｍ 的小样方ꎬ其
他样地均分成面积 ５ ｍ×５ ｍ 的小样方ꎬ并进行固定

点标识ꎬ每个固定点埋设 ＰＶＣ 管并编号ꎬ样地设置成

永久性样地ꎮ
采用每木检尺法进行群落调查ꎬ参照 ＨＪ ７１０.１—

２０１４ 中的方法ꎬ详细记录样方内胸径大于等于 １ ｃｍ
的木本植物的种类、株数、所在经纬度、胸径、树高、枝
下高、冠幅、物候期及生长状况等信息ꎻ灌木和草本记

录种类、株数、平均高度和平均盖度等信息ꎬ同时记录

样方的总盖度和海拔ꎮ
检索 «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ｉｐｌａｎｔ. ｃｎ /

ｆｏｃ / )ꎬ核对和记录样地出现的植物种名及其分类

地位ꎮ

表 １　 武夷山国家公园沿海拔梯度植物群落样地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ｉｎ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编号
Ｎｏ.

植被类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经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纬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海拔 / ｍ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面积 / ｍ２

Ａｒｅａ
坡度 / ( °)

Ｓｌｏｐｅ

坡向１)

Ｓｌｏｐｅ
ａｓｐｅｃｔ１)

坡位２)

Ｓｌｏｐ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２)

Ｐ１ 常绿阔叶林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Ｅ１１７°４５′３４″ Ｎ２７°４３′１５″ 　 ８００ ４ ８００ ２３ ＳＥ Ｕ
Ｐ２ 常绿阔叶林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Ｅ１１７°４５′５０″ Ｎ２７°４３′２９″ ９００ ４ ８００ ３７ ＳＥ Ｍ
Ｐ３ 常绿阔叶林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Ｅ１１７°４６′２３″ Ｎ２７°４４′０２″ １ ０００ ４ ８００ ２１ ＳＥ Ｍ
Ｐ４ 常绿阔叶林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Ｅ１１７°４６′０９″ Ｎ２７°４３′５４″ １ １００ ４ ８００ ３６ ＳＥ Ｍ
Ｐ５ 常绿阔叶林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Ｅ１１７°４６′０９″ Ｎ２７°４３′５７″ １ ２００ ４ ８００ ２８ ＳＥ Ｕ
Ｐ６ 针阔混交林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Ｅ１１７°４４′４９″ Ｎ２７°４６′１８″ １ ３００ ２ ０００ ２３ ＳＥ Ｄ
Ｐ７ 针阔混交林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Ｅ１１７°４４′２１″ Ｎ２７°４５′５５″ １ ４００ ２ ０００ ２６ ＳＥ Ｍ
Ｐ８ 针阔混交林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Ｅ１１７°４４′１７″ Ｎ２７°４５′５８″ １ ５００ ２ ０００ ５４ ＳＥ Ｍ
Ｐ９ 针阔混交林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Ｅ１１７°４４′１４″ Ｎ２７°４６′００″ １ ６００ ２ ０００ ３４ ＳＥ Ｕ
Ｐ１０ 针阔混交林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Ｅ１１７°４４′０８″ Ｎ２７°４６′０３″ １ ７００ ２ ０００ ５ ＳＥ Ｔ
Ｐ１１ 矮曲林 Ｅｌｆｉｎ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Ｅ１１７°４７′０５″ Ｎ２７°５２′０７″ １ ８００ ４００ １０ ＮＷ Ｄ
Ｐ１２ 矮曲林 Ｅｌｆｉｎ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Ｅ１１７°４６′２９″ Ｎ２７°５０′２２″ １ ９００ ４００ ３０ Ｓ Ｕ
Ｐ１３ 中山草甸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ｍｅａｄｏｗ Ｅ１１７°４７′１５″ Ｎ２７°５１′３３″ ２ ０００ ４０ ５ ＮＥ Ｕ
Ｐ１４ 中山草甸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ｍｅａｄｏｗ Ｅ１１７°４６′５９″ Ｎ２７°５１′２２″ ２ １００ ４０ １５ ＮＷ Ｕ

　 １) ＳＥ: 东南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ꎻ ＮＷ: 西北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ꎻ Ｓ: 南 Ｓｏｕｔｈꎻ ＮＥ: 东北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２)Ｕ: 上坡 Ｕｐｈｉｌｌꎻ Ｍ: 中坡 Ｍｅｓｏｓｌｏｐｅꎻ Ｄ: 下坡 Ｄｏｗｎｈｉｌｌꎻ Ｔ: 顶坡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１.３　 数据处理和分析

乔木层的重要值根据公式“重要值 ＝ (相对多

度＋相对频度＋相对显著度) / ３”计算ꎬ灌木层和草本

层的重要值根据公式“重要值 ＝ (相对多度＋相对频

度＋相对盖度) / ３”计算ꎮ 参考文献[１９]中的方法计

算 Ｓｈａｎｎｏｎ － 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ꎬ参考文献 [ ２０] 中的方法计算

Ｓｉｍｐｓｏｎ 生态优势度指数ꎮ 参考文献[２１]中的方法

计算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Ｃ ｊ)ꎬ其中ꎬ０.００≤Ｃ ｊ <０.２５ꎬ
群落间极不相似ꎻ０. ２５≤Ｃ ｊ < ０. ５０ꎬ群落间中等不相

似ꎻ０.５０≤Ｃ ｊ<０.７５ꎬ群落间中等相似ꎻ０.７５≤Ｃ ｊ≤１.００ꎬ
群落间极相似ꎮ 利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软件对获得的实

验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ꎮ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物种组成分析

武夷山国家公园沿海拔梯度调查样地内共有维

管植物 ８９ 科 ２２８ 属 ４５０ 种ꎬ包括蕨类植物 １０ 科 ２２
属 ２５ 种ꎬ裸子植物 ２ 科 ３ 属 ４ 种ꎬ被子植物 ７７ 科 ２０３
属 ４２１ 种ꎮ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１ 种ꎬ为南方

红豆杉 〔 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ｍａｉｒｅｉ ( Ｌｅｍｅｅ ｅｔ Ｈ.
Ｌéｖｅｉｌｌé) Ｌ. Ｋ. Ｆｕ ｅｔ Ｎａｎ Ｌｉ〕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 １２ 种ꎬ分别为伯乐树(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Ｈｅｍｓｌ.)、浙江楠(Ｐｈｏｅｂｅ 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Ｃ. Ｂ. Ｓｈａｎｇ)、
中华猕 猴 桃 (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ｌａｎｃｈ.)、 香 果 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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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ｍｅｎｏｐｔｅｒｙｓ ｈｅｎｒｙｉ Ｏｌｉｖ.)、 长 柄 石 杉 〔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 Ｓｗ.) Ｆｒａｓｅｒ￣Ｊｅｎｋ.〕、金线兰 〔 Ａｎｏｅｃ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ｉ (Ｗａｌｌ.) Ｌｉｎｄｌ.〕、浙江金线兰(Ａｎｏｅｃ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Ｚ. Ｗｅｉ ｅｔ Ｙ. Ｂ. Ｃｈａｎｇ)、春兰〔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ｇｏｅｒｉｎｇｉｉ ( Ｒｃｈｂ. ｆ.) Ｒｃｈｂ. ｆ.〕、 寒 兰 (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ｋａｎｒａｎ Ｍａｋｉｎｏ)、蕙兰(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ｆａｂｅｒｉ Ｒｏｌｆｅ)、建兰

〔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ｅｎｓｉｆｏｌｉｕｍ ( Ｌｉｎｎ.) Ｓｗ.〕 和 伞 花 木

〔 Ｅｕｒｙｃｏｒｙｍｂ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 Ｌéｖｌ.) Ｒｅｈｄ. ｅｔ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ꎮ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

卷»评估为近危(ＮＴ)以上等级植物 １１ 种ꎬ其中ꎬ极危

(ＣＲ)等级 ２ 种ꎬ分别为白背瑞木(Ｃｏｒｙｌｏｐ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ｖａｒ. ｎｉｖｅａ Ｃｈａｎｇ)和福建假稠李(Ｍａｄｄｅｎｉａ ｆｕｊ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Ｙ. Ｔ. Ｃｈａｎｇ)ꎻ濒危(ＥＮ)等级 ２ 种ꎬ分别为浙江金线

兰和管叶槽舌兰〔Ｈｏｌｃ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ｋｉｍｂａｌｌｉａｎｕｍ (Ｒｃｈｂ.
ｆ.) Ｇａｒａｙ〕ꎮ 中国特有物种 １８０ 种ꎮ

武夷山国家公园沿海拔梯度植物群落的物种组

成见表 ２ꎮ 结果显示:胸径大于等于 １ ｃｍ 的木本植

物共有２８ ００７ 株(包含分支的个体)ꎮ 随着海拔的升

高ꎬ样地内植物科、属、种的数量总体呈减少的趋势ꎮ
其中ꎬＰ１ 样地内植物的种数和胸径大于等于１ ｃｍ 的

木本植物株数均为最高ꎬＰ１３ 和 Ｐ１４ 样地均为草本植

物ꎬ且种数也较少ꎮ
２.２　 优势种分析

武夷山国家公园沿海拔梯度植物群落各层次优

势种的重要值见表 ３ꎮ 由表 ３ 可见:该国家公园海拔

８００~１ ２００ ｍ 的植被类型为常绿阔叶林ꎮ 该海拔区

间的植物群落中ꎬ乔木层中的甜槠〔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
　 　 　

(Ｃｈａｍｐ. ｅｘ Ｂｅｎｔｈ.) Ｔｕｔｃｈ.〕ꎬ灌木层中的窄基红褐柃

(Ｅｕｒｙａ ｒｕｂｉｇｉｎｏｓａ ｖａｒ.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ａ Ｈ. Ｔ. Ｃｈａｎｇ)ꎬ以及

草本层中的箬竹 〔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ｕｓ ( Ｍｕｎｒｏ )
Ｋｅｎｇ ｆ.〕、肿节少穗竹〔Ｏｌｉｇｏｓｔａｃｈｙｕｍ ｏｅｄ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Ｚ.
Ｐ. Ｗａｎｇ ｅｔ Ｇ. Ｈ. Ｙｅ) Ｑ. Ｆ.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Ｋ. Ｆ. Ｈｕａｎ〕和
里白 〔 Ｈｉｃｒ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 ｅｘ Ｈｏｕｔｔｕｙｎ )
Ｎａｋａｉ〕为主要优势种ꎮ 乔木层中大型乔木甜槠的重

要值在海拔 ８００、９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１００ 和 １ ２００ ｍ 的样地

中均较高ꎬ分别为 １２.４４％、１３.１０％、６.５８％、７.６０％和

　 　 　
表 ２　 武夷山国家公园沿海拔梯度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ｉｎ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１)

编号
Ｎｏ.

海拔 / ｍ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ＮＦ ＮＧ ＮＳ ＮＩ

Ｐ１ 　 ８００ ５６ ９７ １８４ ４ ７２９
Ｐ２ ９００ ４９ ９１ １６０ ３ ２０８
Ｐ３ １ ０００ ５６ ９７ １６７ ４ １２８
Ｐ４ １ １００ ５１ ９２ １４９ ２ ８０５
Ｐ５ １ ２００ ５６ ８９ １５３ ３ ６００
Ｐ６ １ ３００ ５５ ８９ １３０ １ ０９９
Ｐ７ １ ４００ ３８ ７９ １２５ ８８４
Ｐ８ １ ５００ ４３ ６１ ８１ １ ４４１
Ｐ９ １ ６００ ３９ ６４ ８８ １ ９８３
Ｐ１０ １ ７００ ２９ ４５ ６６ ３ ４２８
Ｐ１１ １ ８００ ２０ ２５ ３０ １２１
Ｐ１２ １ ９００ ２２ ３４ ３７ ５８１
Ｐ１３ ２ ０００ １２ １９ ２０ ０
Ｐ１４ ２ １００ １４ ２５ ２９ ０

　 １)ＮＦ: 科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ꎻ ＮＧ: 属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ꎻ ＮＳ: 种
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ꎻ ＮＩ: 胸径大于等于 １ ｃｍ 的木本植物株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ｏｒ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１ ｃｍ.

表 ３　 武夷山国家公园沿海拔梯度植物群落各层次优势种的重要值１)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ｉｎ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１) 　

编号
Ｎｏ.

海拔 / ｍ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乔木层　 Ａｒｂｏｒ ｌａｙｅｒ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Ｖ / ％

灌木层　 Ｓｈｕｒｂ ｌａｙｅｒ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Ｖ / ％

草本层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Ｖ / ％

常绿阔叶林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Ｐ１ ８００ 甜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 １２.４４ 白背瑞木 Ｃｏｒｙｌｏｐ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ｖａｒ. ｎｉｖｅａ
１３.３３ 箬竹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ｕｓ ４１.３３

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６.５６ 窄基红褐柃 Ｅｕｒｙａ ｒｕｂｉｇｉｎｏｓａ
ｖａｒ.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６.８７ 肿节少穗竹 Ｏｌｉｇｏｓｔａｃｈｙｕｍ
ｏｅｄ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２１.１９

满山红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ａｒｉｅｓｉｉ ５.８３ 华南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ａｕｓｔｒｏｓｉｎｅｎｓｅ

５.５５ 里白 Ｈｉｃｒ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７.２３

Ｐ２ ９００ 甜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 １３.１０ 华南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ａｕｓｔｒｏｓｉｎｅｎｓｅ

８.２６ 箬竹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ｕｓ ６５.２２

华南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ａｕｓｔｒｏｓｉｎｅｎｓｅ

８.９６ 窄基红褐柃 Ｅｕｒｙａ ｒｕｂｉｇｉｎｏｓａ
ｖａｒ.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６.５５ 里白 Ｈｉｃｒ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１１.２８

小叶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ｙｒｓ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６.１５ 白背瑞木 Ｃｏｒｙｌｏｐ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ｖａｒ. ｎｉｖｅａ

５.１９ 肿节少穗竹 Ｏｌｉｇｏｓｔａｃｈｙｕｍ
ｏｅｄ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７.４７

４



第 １ 期 陈水飞ꎬ 等: 武夷山国家公园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变化分析

续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编号
Ｎｏ.

海拔 / ｍ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乔木层　 Ａｒｂｏｒ ｌａｙｅｒ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Ｖ / ％

灌木层　 Ｓｈｕｒｂ ｌａｙｅｒ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Ｖ / ％

草本层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Ｖ / ％

Ｐ３ １ ０００ 罗浮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ｂｅｒｉ ７.９５ 马银花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ｖａｔｕｍ ２９.８８ 肿节少穗竹 Ｏｌｉｇｏｓｔａｃｈｙｕｍ
ｏｅｄ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３４.２２

甜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 ６.５８ 窄基红褐柃 Ｅｕｒｙａ ｒｕｂｉｇｉｎｏｓａ
ｖａｒ.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５.０９ 里白 Ｈｉｃｒ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２３.４０

马银花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ｖａｔｕｍ ５.９７ 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３.５６ 箬竹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ｕｓ ２２.６０
Ｐ４ １ １００ 马银花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ｖａｔｕｍ １０.６５ 窄基红褐柃 Ｅｕｒｙａ ｒｕｂｉｇｉｎｏｓａ

ｖａｒ.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１３.５４ 肿节少穗竹 Ｏｌｉｇｏｓｔａｃｈｙｕｍ

ｏｅｄ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６２.２８

甜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 ７.６０ 甜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 ４.２５ 箬竹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ｕｓ １２.６９
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 ５.５４ 尾叶冬青 Ｉｌｅｘ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４.００ 里白 Ｈｉｃｒ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６.８４

Ｐ５ １ ２００ 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１２.４３ 窄基红褐柃 Ｅｕｒｙａ ｒｕｂｉｇｉｎｏｓａ
ｖａｒ.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１２.３５ 里白 Ｈｉｃｒ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４７.０４

马银花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ｖａｔｕｍ ９.７９ 小叶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ｙｒｓ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９.４８ 肿节少穗竹 Ｏｌｉｇｏｓｔａｃｈｙｕｍ
ｏｅｄｏｇｏｎａｔｕｍ

３０.７６

甜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 ６.１０ 贵定桤叶树 Ｃｌｅｔｈｒａ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８.５０ 狗脊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６.３２

针阔混交林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Ｐ６ １ ３００ 黄山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ｉｗ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６.７４ 粉背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 ｈｙｐｏｇｌａｕｃａ ６.８０ 里白 Ｈｉｃｒ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５７.７２
马银花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ｖａｔｕｍ １３.４４ 窄基红褐柃 Ｅｕｒｙａ ｒｕｂｉｇｉｎｏｓａ

ｖａｒ.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６.３８ 扭瓦韦 Ｌｅｐｉｓｏｒｕｓ ｃｏｎｔｏｒｔｕｓ ４.６９

格药柃 Ｅｕｒｙａ ｍｕｒｉｃａｔａ ９.５２ 甜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 ５.２４ 狗脊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４.６７
Ｐ７ １ ４００ 格药柃 Ｅｕｒｙａ ｍｕｒｉｃａｔａ ２２.０６ 光叶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ａ ８.４１ 青绿薹草 Ｃａｒｅｘ ｂｒｅｖｉｃｕｌｍｉｓ ３７.７５

黄山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ｉｗ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７.２６ 多脉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ｎｅｒｖｉｓ

８.３８ 山麦冬 Ｌｉｒｉｏｐｅ ｓｐｉｃａｔａ ３１.５９

马银花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ｖａｔｕｍ ５.１６ 粉背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 ｈｙｐｏｇｌａｕｃａ ８.０７ 求米草 Ｏｐｌｉｓｍｅｎｕｓ
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ｕｓ

１２.９６

Ｐ８ １ ５００ 格药柃 Ｅｕｒｙａ ｍｕｒｉｃａｔａ ２５.８８ 多脉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ｎｅｒｖｉｓ

１５.８０ 青绿薹草 Ｃａｒｅｘ ｂｒｅｖｉｃｕｌｍｉｓ ２８.００

黄山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ｉｗ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５.９０ 尖脉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ａｃｕｔｉｖｅｎａ １３.５５ 扭瓦韦 Ｌｅｐｉｓｏｒｕｓ ｃｏｎｔｏｒｔｕｓ ２４.９３
马银花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ｖａｔｕｍ ６.６６ 光叶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ａ ７.２８ 七星莲 Ｖｉｏｌａ ｄｉｆｆｕｓａ １４.１３

Ｐ９ １ ６００ 黄山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ｉｗ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３.７７ 窄基红褐柃 Ｅｕｒｙａ ｒｕｂｉｇｉｎｏｓａ
ｖａｒ.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１８.８１ 箬竹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ｕｓ ６２.５２

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 ５.３８ 东方古柯 Ｅｒｙｔｈｒｏｘｙｌ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１.７４ 华东瘤足蕨 Ｐｌａｇｉｏｇｙ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１１.３１

港柯 Ｅｒｙｔｈｒｏｘｙｌ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４.９８ 光叶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ａ ６.７２ 青绿薹草 Ｃａｒｅｘ ｂｒｅｖｉｃｕｌｍｉｓ ７.２２
Ｐ１０ １ ７００ 鹿角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ａｅ
１８.６８ 东方古柯 Ｅｒｙｔｈｒｏｘｙｌ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７.５４ 箬竹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ｕｓ ４９.０２

黄山松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ｉｗ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５.７７ 窄基红褐柃 Ｅｕｒｙａ ｒｕｂｉｇｉｎｏｓａ
ｖａｒ.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１５.２８ 青绿薹草 Ｃａｒｅｘ ｂｒｅｖｉｃｕｌｍｉｓ １６.６１

马银花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ｖａｔｕｍ １４.６３ 港柯 Ｅｒｙｔｈｒｏｘｙｌ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９.６３ 大叶金牛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 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ｉ ９.６６

矮曲林 Ｅｌｆｉｎ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Ｐ１１ １ ８００ 岩柃 Ｅｕｒｙａ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 ３９.３０ 雷公鹅耳枥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ｖｉｍｉｎｅａ ２４.１５ 毛竿玉山竹 Ｙｕｓｈａｎｉａ ｈｉｒｔｉｃａｕｌｉｓ ６７.３４
华中樱桃 Ｃｅｒａｓｕｓ ｃｏｎｒａｄｉｎａｅ ６.０９ 铁杉 Ｔｓｕｇ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１.７６ 青绿薹草 Ｃａｒｅｘ ｂｒｅｖｉｃｕｌｍｉｓ １９.６１
云锦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６.０６ 蔓胡颓子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ｇｌａｂｒａ １３.４０ 匙叶草 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ａ ｆｏｋｉｅｎｓｉｓ ３.５４

Ｐ１２ １ ９００ 光亮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ｌｕｃｉｄａ １４.７５ 岩柃 Ｅｕｒｙａ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 ３３.７８ 野青茅 Ｄｅｙｅｕｘｉａ ｐｙｒａｍｉｄａｌｉｓ ３４.７８
白檀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１４.６２ 黄杨 Ｂｕｘｕｓ ｓｉｎｉｃａ １８.５７ 碎米莎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ｉｒｉａ ３４.０６
宜昌荚蒾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ｅｒｏｓｕｍ ８.４４ 宜昌荚蒾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ｅｒｏｓｕｍ １６.２９ 日本麦氏草 Ｍｏｌｉｎ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９.１０

中山草甸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ｍｅａｄｏｗ

Ｐ１３ ２ ０００ — — 芒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１.７０
— — 榄绿果薹草 Ｃａｒｅｘ ｏｌｉｖａｃｅａ ２３.３０
— — 沟稃草 Ａｎｉｓｅｌｙｔｒｏｎ ｔｒｅｕｔｌｅｒｉ １７.４３

Ｐ１４ ２ １００ — — 沟稃草 Ａｎｉｓｅｌｙｔｒｏｎ ｔｒｅｕｔｌｅｒｉ ５８.８６
— — 芒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２.５９
— — 白舌紫菀 Ａｓｔｅｒ ｂａｃｃｈａｒｏｉｄｅｓ ５.７７

　 １) 表中仅列出重要值排名前 ３ 的植物种类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ｏｐ ｔｈｒｅ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ＩＶ: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 无分布 Ｎ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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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０％ꎬ优势明显ꎮ
该国家公园海拔 １ ３００ ~ １ ７００ ｍ 的植被类型为

针阔混交林ꎮ 该海拔区间的植物群落中ꎬ乔木层中的

黄 山 松 ( Ｐｉｎｕｓ ｔａｉｗａｎｅｎｓｉｓ Ｈａｙａｔａ )、 马 银 花

〔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ｖａｔｕｍ ( Ｌｉｎｄｌ.) Ｐｌａｎｃｈ.〕、 格 药 柃

(Ｅｕｒｙａ ｍｕｒｉｃａｔａ Ｄｕｎｎ)ꎬ灌木层中的窄基红褐柃ꎬ草
本层中的箬竹和青绿薹草(Ｃａｒｅｘ ｂｒｅｖｉｃｕｌｍｉｓ Ｒ. Ｂｒ.)
为主要优势种ꎮ 乔木层中大型乔木黄山松的重要值

在海拔 １ ３００、１ ４００、１ ５００、１ ６００ 和 １ ７００ ｍ 的样地

中均较高ꎬ分别为 １６.７４％、１７.２６％、１５.９０％、１３.７７％
和 １５.７７％ꎬ优势明显ꎮ

该国家公园海拔 １ ８００ ~ １ ９００ ｍ 的植被类型为

矮曲林ꎮ 该海拔区间的植物群落中ꎬ乔木层中的岩柃

(Ｅｕｒｙａ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 Ｈ. Ｔ. Ｃｈａｎｇ)、光亮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ｌｕｃｉｄａ (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 ) Ｓｉｅｂｏｌｄ ｅｔ Ｚｕｃｃａｒｉｎｉ 〕 和 白 檀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Ｎａｋａｉ)ꎬ灌木层中的雷公鹅耳

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ｖｉｍｉｎｅａ Ｌｉｎｄｌｅｙ)和岩柃ꎬ草本层中的毛

　 　 　 　 　

竿山玉竹(Ｙｕｓｈａｎｉａ ｈｉｒｔｉｃａｕｌｉｓ Ｗａｎｇ ｅｔ Ｙｅ)、野青茅

〔Ｄｅｙｅｕｘｉａ ｐｙｒａｍｉｄａｌｉｓ (Ｈｏｓｔ) Ｖｅｌｄｋａｍｐ〕和碎米莎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ｉｒｉａ Ｌｉｎｎ.)为主要优势种ꎮ
该国家公园海拔 ２ ０００ ~ ２ １００ ｍ 的植被类型为

中山草甸ꎮ 该海拔区间的群落中ꎬ 主要分布芒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ｅｒｓｓ.)、 沟 稃 草 〔 Ａｎｉｓｅｌｙｔｒｏｎ
ｔｒｅｕｔｌｅｒｉ (Ｋｕｎｔｚｅ) Ｓｏｊａｋ〕和榄绿果薹草(Ｃａｒｅｘ ｏｌｉｖａｃｅａ
Ｂｏｏｔｔ)等草本ꎬ没有乔木和灌木树种分布ꎮ
２.３　 物种多样性分析

为消除不同层次因取样面积不同造成的物种数

量上的差异ꎬ分别统计武夷山国家公园各样地乔木

层、灌木层和草本层物种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生态优势度指数ꎬ结果见图 １ꎮ 结果表明:随着海拔

的升高ꎬ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变化存在一定的规

律ꎬ其中ꎬ乔木层和灌木层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整体表现为随海拔的升高而降

　 　 　

: 乔木层 Ａｒｂｏｒ ｌａｙｅｒꎻ : 灌木层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ꎻ : 草本层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

图 １　 武夷山国家公园沿海拔梯度植物群落多样性指数的变化
Ｆｉｇ. 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ｉｎ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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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趋势ꎬ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垂直地带性特征ꎮ
海拔 ８００~１ ２００ ｍ 的常绿阔叶林群落中ꎬ乔木层

和灌木层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

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基本在同一水平ꎬ且明显高于

草本层ꎻ乔木层和灌木层的 Ｓｉｍｐｓｏｎ 生态优势度指数

也基本在同一水平ꎬ但明显低于草本层ꎮ
海拔 １ ３００~１ ７００ ｍ 的针阔混交林群落中ꎬ不同

层次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总

体上由高到低依次为灌木层、乔木层、草本层ꎻ乔木层

和灌木层的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基本在同一水平ꎬ且
明显高于草本层ꎻ海拔 １ ３００ ~ １ ５００ ｍ 不同层次的

Ｓｉｍｐｓｏｎ 生态优势度指数由高到低依次为草本层、乔
木层、灌木层ꎬ海拔 １ ６００ ~ １ ７００ ｍ 乔木层和灌木层

的 Ｓｉｍｐｓｏｎ 生态优势度指数较高ꎬ草本层的 Ｓｉｍｐｓｏｎ
生态优势度指数较低ꎮ

海拔 １ ８００~１ ９００ ｍ 的矮曲林群落中ꎬ不同层次

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 － 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总体上由高到低依次为乔木层、灌
木层、草本层ꎬＳｉｍｐｓｏｎ 生态优势度指数由高到低依次

为草本层、灌木层、乔木层ꎮ 海拔 ２ ０００ ~ ２ １００ ｍ 的

中山草甸群落仅存在草本层ꎮ
２.４　 物种相似性分析

武夷山国家公园沿海拔梯度植物群落的物种相

似性分析结果见表 ４ꎮ 结果表明:海拔 １ １００ ｍ 与

９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００ ｍ 以及 １ ０００ ｍ 与 １ ２００ ｍ 植物群

落间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均大于等于 ０.５０ 且小于

０.７５ꎬ表现为中等相似ꎻ其余植物群落间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

似性指数均小于 ０.５０ꎬ表现为中等不相似或极不相

似ꎮ 海拔 ８００~１ ２００ ｍ 常绿阔叶林群落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

似性指数在 ４ 种植被类型中总体较高ꎬ最高值为

０.５９５ꎬ最低值为 ０.３２１ꎬ平均值为 ０.４５９ꎻ海拔 １ ３００ ~
１ ７００ ｍ 针阔混交林群落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的最

高值为 ０.４５８ꎬ最低值为 ０.２２４ꎬ平均值为０.３１８ꎻ海拔

１ ８００~１ ９００ ｍ 矮曲林群落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在

４ 种植被类型中最低ꎬ为 ０.１１７ꎬ２ 个矮曲林群落表现

为极不相似ꎻ海拔 ２ ０００ ~ ２ １００ ｍ 中山草甸群落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为 ０.４５７ꎬ２ 个中山草甸群落表现

为中等不相似ꎮ

表 ４　 武夷山国家公园沿海拔梯度植物群落的物种相似性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ｉｎ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海拔 / ｍ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不同海拔植物群落间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　 Ｊａｃｃａｒ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ｍｏ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

８００ ｍ ９００ ｍ １ ０００ ｍ １ １００ ｍ １ ２００ ｍ １ ３００ ｍ １ ４００ ｍ １ ５００ ｍ １ ６００ ｍ １ ７００ ｍ １ ８００ ｍ １ ９００ ｍ ２ ０００ ｍ ２ １００ ｍ
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００ ０.３９８ １.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３２１ ０.４７６ １.０００
１ １００ ０.３８８ ０.５１２ ０.５２４ １.０００
１ ２００ ０.３２８ ０.４６４ ０.５８４ ０.５９５ １.０００
１ ３００ ０.２５１ ０.２３７ ０.２６３ ０.２４９ ０.２７９ １.０００
１ ４００ ０.１９９ ０.１５２ ０.１６５ ０.１６７ ０.１８２ ０.３４７ １.０００
１ ５００ ０.１６３ ０.１２４ ０.１５３ ０.１４４ ０.１７０ ０.３１７ ０.４５８ １.０００
１ ６００ ０.２４３ ０.１９３ ０.２３２ ０.２３３ ０.２５５ ０.３５２ ０.３０９ ０.３２０ １.０００
１ ７００ ０.２２１ ０.１７８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３ ０.２１０ ０.２２４ ０.２５０ ０.２３５ ０.３６３ １.０００
１ ８０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７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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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和结论

物种组成是植物群落的基础ꎬ是植物群落的最基

本特征之一ꎮ 武夷山的自然生境保存良好ꎬ形成了明

显的植被垂直带谱ꎬ成为生物多样性的避难所ꎮ 武夷

山国家公园海拔 ８００ ~ ２ １００ ｍ 样地内共有维管植物

８９ 科 ２２８ 属 ４５０ 种ꎬ包括蕨类植物 １０ 科 ２２ 属 ２５ 种ꎬ
裸子植物 ２ 科 ３ 属 ４ 种ꎬ被子植物 ７７ 科 ２０３ 属 ４２１
种ꎬ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１ 种ꎻ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１２ 种ꎻ«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

录———高等植物卷»评估为近危(ＮＴ)以上等级植物

１１ 种ꎻ中国特有物种 １８０ 种ꎮ 样地内植物物种丰富ꎬ
珍稀濒危植物种类较多ꎬ具有较高的保护和研究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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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ꎮ
水分和能量条件对物种多样性的分布格局具有

重要影响ꎬ在水分充足的湿润地区ꎬ物种多样性总体

上与海拔梯度的能量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ꎬ即随着海

拔的上升ꎬ物种多样性呈单调下降趋势[２２]ꎮ 海拔梯

度作为一种自然地理变化ꎬ会导致温度、光照和水分

等多种环境因子变化ꎬ进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植物群

落结构ꎮ 本研究通过研究分析武夷山国家公园 １４ 个

样地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ꎬ发现常绿阔叶林的物种

多样性明显高于针阔混交林、矮曲林和中山草甸 ３ 种

植被类型ꎮ 武夷山年降水量 １ ８００ ｍｍꎬ降水应该不

是影响该地区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的主要限制因子ꎮ
因此ꎬ推测海拔梯度上能量的递减可能是导致武夷山

国家公园植物群落乔木层和灌木层物种多样性随着

海拔的升高呈现逐渐降低趋势的主要原因ꎮ
Ｒａｐｏｐｏｒｔ 法则认为ꎬ随着海拔的增加ꎬ物种的分

布宽度随之增加ꎬ物种多样性则随之下降[２３]ꎮ 武夷

山国家公园调查样地内物种多样性的垂直梯度变化

规律符合 Ｒａｐｏｐｏｒｔ 法则ꎬ 乔木层 和 灌 木 层 中 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整体呈

现出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的规律ꎮ 朱彪等[２４]在广西

猫儿山以及唐志尧等[２５]在秦岭太白山的研究结果也

表明: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海拔之间有明显的负

相关性ꎬ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一致ꎮ 余娇娥等[２６] 研究

元谋干热河谷海拔梯度下植物群落特征发现ꎬ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随着海拔

的升高呈现出升高的趋势ꎬ这与本文研究结果存在差

异ꎮ 元谋干热河谷属于亚热带干热季风气候ꎬ谷底干

热以及水热条件沿海拔梯度的急剧变化ꎬ年平均降水

量为 ６４２.２ ｍｍꎬ年平均蒸发量为 ３ ９１１.２ ｍｍꎬ蒸发量

大约是降水量的 ６ 倍ꎬ推测这些水热条件的差异性导

致了元谋干热河谷与武夷山国家公园植物群落沿海

拔梯度变化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ꎮ 在干旱缺水地区ꎬ
水分往往成为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的决定因子ꎬ物种

多样性与海拔梯度上的降水量往往呈正相关关系ꎬ即
形成单峰分布格局[２７]ꎮ 海拔 ８００~１ ２００ ｍ 的常绿阔

叶林群落中ꎬ草本层的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低于乔木层

和灌木层ꎬ说明该海拔区间植物群落草本层分布不均

匀ꎬ这与草本层植物处于林分下层且林分的郁闭度较

高有关ꎬ草本层植物能获取的环境资源有限ꎻ乔木层

的 Ｓｉｍｐｓｏｎ 生态优势度指数较低的主要原因是在该

海拔区间植物群落中乔木树种的优势地位不明显ꎬ乔

木层树种间共享环境资源ꎮ 海拔 １ ３００ ~ １ ７００ ｍ 的

针阔混交林群落中ꎬ灌木层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最高ꎬ主要原因是在该海拔区间植物群落中灌木层主

要由灌丛和乔木幼苗组成ꎬ种类丰富ꎻ草本层的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总体上低于乔木层和灌木层ꎬ但差

距比常绿阔叶林群落的小ꎬ说明在该海拔区间植物群

落中ꎬ草本层能获取的环境资源比在常绿阔叶林群落

中多ꎮ 海拔 １ ８００~１ ９００ ｍ 的矮曲林群落中ꎬ草本层

的 Ｓｉｍｐｓｏｎ 生态优势度指数高于同海拔的乔木层和

灌木层ꎬ海拔升高到 ２ ０００ ~ ２ １００ ｍ 时ꎬ仅出现草本

植物群落ꎬ主要原因是在高海拔地区ꎬ乔木层和灌木

层植物的生长受限ꎬ草本植物能够得到更多的生存资

源和生长空间ꎮ
植物群落相似性指数是体现植物群落间异质性

重要标志ꎬ也是植物群落生境条件异质性的表现ꎮ 从

４ 种植被类型间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来看ꎬ同一种

植被类型植物群落间的相似性较高ꎬ不同植被类型植

物群落间的相似性较低ꎬ差异较为明显ꎬ表明武夷山

国家公园内沿海拔梯度的植物群落所处的环境变化

多样ꎬ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植被垂直带谱ꎮ 海拔 ８００ ~
１ ２００ ｍ 常绿阔叶林群落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总体

较高ꎬ说明常绿阔叶林群落间相似度高于其他 ３ 种植

被类型ꎻ海拔 １ ８００ ~ １ ９００ ｍ 矮曲林群落的 Ｊａｃｃａｒｄ
相似性指数最低ꎬ可能是因为海拔 １ ８００ ｍ 样地和海

拔 １ ９００ ｍ 样地之间有一条山沟ꎬ地形和小气候等因

子变化较大ꎬ从而导致 ２ 个矮曲林群落物种组成的差

异明显ꎮ
物种多样性的分布格局与环境条件密切相关ꎬ不

同气候区域沿海拔梯度的物种多样性变化趋势存在

一定差异[２８]ꎮ 开展武夷山国家公园沿海拔梯度不同

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观测和研究ꎬ探究武夷山国家

公园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分布格局ꎬ对
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ꎮ

致谢: 武夷山国家公园提供试验场地ꎬ福建省武夷山生物研

究所江宝兴工程师以及福建农林大学马良、林汝强、曾钦朦、
连辉、罗开金、张世亮、柳明珠、江淑珍、余秋伍、郭钊翔、罗萧、
林汉鹏、付厚华、张中扬、邹福燕、林晟、周宇、陈枳衡、余玉云、
江宇、陈佳新、林毅喆、程安鹏和杨浩雁等同学参加野外调查

和数据整理等工作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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