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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境类型金莲花群落物种多样性比较

马 凯3

!李永宁3

!金 辉3

!龙在海!

!卢银平!

#

3'

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河北 保定
#63###

$

!'

河北省木兰国有林场管理局!河北 承德
#5"48#

%

摘要!采用群落多样性指数中
09:;;%;<=>?;?@

多样性指数"丰富度指数"

)>?&%A

均匀度指数及群落相似性指数中

的
B:CC:@D

指数和
0%@?;E%;

指数!对河北省承德接坝地区
8

种生境条件下金莲花#

!"#$$%&'()%*+*'%'

$群落进行比

较%结果表明!林中空地"湿地"沟谷"荒坡及林下
8

种生境类型金莲花群落共包括
F5

科"

GF

属"

3"!

种!林中空地

物种数最多!林下物种数最少%各群落的物种生态类型均表现为湿生植物多于旱生植物!反映了金莲花喜湿的特

性%

09:;;%;<=>?;?@

多样性指数表现为林中空地
"

沟谷
"

湿地
"

荒坡
"

林下!丰富度指数表现为林中空地
"

湿

地
"

沟谷
"

荒坡
"

林下!均匀度指数表现为沟谷
"

林中空地
"

荒坡
"

湿地
"

林下%群落相似性比较表明!湿地和

林中空地两种生境差异性最小!林下和沟谷差异性最大!群落相似性的比较结果与群落多样性的方差分析结果较

为一致%土壤水分与光照是影响金莲花群落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相似性的主要因子%

关键词!金莲花&生境&物种多样性&群落相似性

中图分类号!

HG4"<38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3##3<#5!G

#

!#33

%

#"<3456<#5

#!

!

金莲花#

!"#$$%&'()%*+*'%'

%为毛茛科#

*:;A;<

CA&:C?:?

%金莲花属#

!"#$$%&'

%多年生草本植物!喜

湿怕涝&生长于海拔
68#

"

!!##I

的山地草坡'疏

林下或沼泽地(

3

)

&世界上金莲花属植物约有
F!

种!

主要分布于北半球温带及寒温带山区(

!

)

&药用金莲

花有宽瓣金莲花#

!,-'%-.%(&'

%'长瓣金莲花#

!,

/-("#

0

+.-$&'

%和短瓣金莲花#

!,$+1+2#&"%

%!分布于

河北'山西'内蒙和东北等地区!其中以河北省承德

地区所产的药材黄酮含量为最佳(

F

)

&近些年!由于

掠夺性采摘!金莲花资源不断减少!面临资源枯竭的

危险!其生境也由于旅游'开荒'放牧等遭到严重破

坏!金莲花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已成为亟待解决的

问题&目前对金莲花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化学成

分'药理作用(

4<6

)

'采集加工及栽培方面(

"<G

)

!金莲花

群落特征的研究局限于简单的定性描述(

3#<33

)

!缺乏

定量研究!对金莲花群落不同生境的物种多样性研

究鲜见报道&本研究采用群落多样性指数与相似性

指数对不同生境类型的金莲花群落进行比较!有助

于了解金莲花群落的定量特征!为金莲花的合理开

发利用与人工栽培提供基础信息&

!

!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设在河北省木兰国有林场管理局下属桃

山林场&桃山林场位于围场县西部!地理位置为

335J!3K

"

33"J34K2

!

43JF8K

"

4!J4#K(

&处于坝下

向坝上高原的过渡地带!为燕山山脉余脉&属于半

干旱向半湿润'暖温带向寒温带过渡的大陆性'季风

型高原山地气候!冬春寒冷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

雨!无霜期
33#D

!年平均气温
FL

!年均降水量
48#

II

!且主要集中在
67G

月!年蒸发量
3F8#II

&

区域内平均海拔
3!8#I

!土壤多为黑色棕壤土和

沙壤土&桃山林场总经营面积
3'8"

万
9I

!

!有林地

面积
3'!4

万
9I

!

!林木总面积
5G'6

万
I

F

&区域内

林下非木质资源丰富!主要有金莲花'蘑菇'榛子

#

3'."

4

#

0

'%'1-5%1%-*-

%'蕨菜#

6.+"%1%&/-

7

&%$%8

*&/

%等!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但由于当地森林与

农田插花分布!资源具有非排它性!存在掠夺性采摘

现象!资源及其生境破坏严重&

"

!

研究方法

"'!

样地调查
!

金莲花群落生境划分为湿地'林

中空地'林下'沟谷'荒坡
8

种类型(

33

)

&在抽取的样

地内每隔
8#

或
3##I

确定一条样线!在不同样线上

每隔
8I

或
3#I

设置一个
3IM3I

的样方&为

反映不同生境类型金莲花群落内物种多样性的整体

情况!按各生境类型的面积'样地数量与形状确定调

查样方数量!共调查了
G#

个样方!分别为
F6

'

!8

'

38

'

"

'

8

个&样方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草本植物种类'

高度'盖度及株数!以及海拔'坡向'坡度'坡位'林分

#

收稿日期*

!#3#<33<#4

!!

接受日期*

!#33<#F<3F

基金项目*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

!##5N+O!FN#!#F<3

%

作者简介*马凯#

3G"4<

%!女!河北藁城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
事森林资源调查与信息管理研究&

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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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3!8

#

3!5'C%I

通信作者*李永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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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优势树种'树高'郁闭度等生境因子&

"'"

分析方法

"'"'!

物种丰富度指数
!

选用物种丰富度指数

#

O

3

%'

09:;;%;<=>?;?@

多样性指数#

S

%和
)>?&%A

均

匀度指数#

B

9

%

(

3!<38

)进行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测度&

物种丰富度指数#

O

3

%*

9

3

T

:73

&;;

$

09:;;%;<=>?;?@

指数#

S

%*

<T7

$

'

%T3

6

%

&;6

%

$

)>?&%A

均匀度指数#

B

9

%*

=

)

T<

"

&;:

&

式中!

;

为样方内所有物种的总个体数$

;

%

为物种

%

出现的频数$

6

%

为物种
%

的相对多度!

6

%

T;

%

"

;

$

:

为所有物种数&

"'"'"

物种相似性指数
!

在众多的相似性指数中!

应用最广'效果最好的是
B:CC:@D

指数#

-

U

%和
0%@?;<

E%;

指数#

-

E

%

(

35<36

)

&

B:CC:@D

指数#

-

U

%*

>

?

T

?

"#

-V27

?

%$

!

(

?

T37>

?

$

0%@?;E%;

指数#

-

E

%*

>

'

T!

?

"#

-V2

%$

!

('

T37>

'

&

式中!

?

为两个群落共有物种的种数$

-

和
2

分别为

群落
+

和群落
N

的物种数$

>

?

和
>

'

指数越大!

!

(

?

和

!

('

指数越小&

"'"'#

数据处理
!

数据通过
2WC?&!##F

'中国林科

院资信所开发的
X%@0Y:Y!'3

及
0)0036'#

进行处

理&

#

!

结果与分析

#'!

不同生境类型金莲花群落物种种类成分

#'!'!

不同生境类型金莲花群落物种组成
!

金莲花

群落调查共记录到
3"!

种草本植物!分属
F5

科!

GF

属&所有生境类型的金莲花群落都含有菊科#

-%I<

Z

%E>Y:?

%'蔷薇科#

*%E:C?:?

%

!

个优势科#表
3

%&

8

种生境类型的金莲花群落!林中空地和湿地的科数

较多!分别占总科数的
"F'F[

与
""'G[

!荒坡'沟谷

及林下的科数相对较少且较为相近!分别占总科数

的
5F'G[

'

5G'4[

'

53'3[

!荒坡所含科数最少!且

单一科较多&林中空地和湿地物种数较多!分别占

物种总数的
4#'3[

和
F3'F[

!其他
F

种群落的物种

数相近!各占
!5'#[

左右&相比较而言!林中空地

和湿地中物种组成比较丰富!荒坡'林下及沟谷物种

组成相对简单&

#'!'"

不同生境类型金莲花群落植物生活型比较
!

植物的生活型是植物对综合生境条件的长期适应而

在其生理'结构尤其是在外部形态上反映出来的植

表
!

!

不同生境类型金莲花群落物种组成

生境类型 科数 属数 物种数 主要科
!!

主要属
!!

主要植物种类

荒坡
!F 44 84

菊科#

-%I

Z

%E>Y:?

%'

蔷薇科#

*%E:C?:?

%

风毛菊属#

:-&''&"+-

%'

蓼属#

6#$

4@

#*&/

%'

蒿属#

A".+/%'%-

%'

野豌豆属#

B%(%-

%

草地 风 毛 菊 #

:,-/-"-

%'珠 芽 蓼 #

6,

5%5%

0

-"&/

%'变蒿#

A,

0

&2+'(+*'

%'广布野

豌豆#

B,("-((-

%'藜#

>)+*#

0

#1%&/-$8

2&/

%

湿地
F! 8! 86

菊科'毛茛科'蔷薇科'

禾本科#

\@:I>;?:?

%

地榆属#

:-*

@

&%'#"2-

%'

蒿属'苔草属#

>-"+C

%

地榆#

:,#

DD

%(%*-$%'

%'变蒿'灰脉苔草

#

>,-

00

+*1%(&$-.-

%

沟谷
!8 FG 4G

菊科'禾本科'

毛茛科'蔷薇科

风毛菊属'蒿属'

蚊子草属#

E%$%

0

+*1&$-

%

变蒿'蚊子草#

E,

0

-$/-.-

%'龙江风毛菊

#

:,-/&"+*'%'

%'紫 苞 风 毛 菊 #

:,

0

&"8

0

&"-'(+*'

%

林下
!! 4# 46

菊科'蔷薇科'石竹科

#

-:@

Q

%

Z

9

Q

&&:C?:?

%

萱草属#

<+/+"#(-$$%'

%'

菊属#

9+*1"-*.)+/-

%'

繁缕属#

:.+$$-"%-

%

萱草#

<,

D

&$5-

%'小红菊#

9,()-*+.%%

%'

牛繁缕#

F-$-()%&/-

7

&-.%(&/

%'黄花萱

草#

<,$%$%#8-'

0

)#1+$&'

%

林中空地
F# 54 6F

菊科'毛茛科'蔷薇科

鼻花属#

G)%*-*.)&'

%'

草属#

:(%"

0

&'

%'

老鹳草属#

H+"-*%&/

%

草#

:,."%

7

&+.+"

%'草地老鹳草#

H,

0

"-.8

+*'+

%'鼻花#

G,

@

$-2+"

%'老鹳草#

H,I%$8

D

#"1%%

%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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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物类型 (

3"<3G

)

&整体上!金莲花群落中多年生草本较

多!占
"#[

以上$而两年和一年生草本相对较少!大

多数低于
3#[

&不同生境的金莲花群落相比!多年

生草本物种数相差较小!而两年与一年生草本物种

数差异较大&湿地中两年生草本所占比例最高!一

年生草本所占比例最低$荒坡中一年生草本所占比

例最高!两年生草本所占比例最低#表
!

%&

#'!'#

不同生境类型金莲花群落植物生态类型比较

!

根据植物对水分的依赖程度!可将陆生植物划分

为湿生'中生'旱生
F

种类型(

!#

)

&在所有金莲花群

落中!中生植物均占绝大多数!超过物种数的
"8[

$

湿生与旱生植物均较少!且表现为湿生植物多于旱

生植物#表
F

%&

金莲花群落中湿生植物多于旱生植物!主要是

因为金莲花喜湿怕涝!生长于地势低洼处或低凹的

小地形上!土壤含水量较高!环境条件较适合湿生植

物生长&

8

种生境类型相比!湿地与林中空地中湿

生植物较多!且都与林下'荒坡有显著差异#

6

%

#'#8

%#表
F

%!主要是由于湿地中+踏头,草甸提供了

较为湿润的环境条件!而林中空地除土壤具有一定

的含水量外!还有一定的侧方蔽阴!也较适合湿生植

物的生长!使得这两种生境类型的湿生植物种类比

其他生境多!且二者之间差异不大!都含有草'灰

脉苔草与驴蹄草#

>-$.)-

0

-$&'."%'

%!但湿地中这
F

种植物的密度与平均高度都高于林中空地&

8

种生境类型的金莲花群落中旱生植物均较

少!相比较而言!荒坡中旱生植物最多!且除沟谷外

与其他
F

种生境均差异显著#

6

%

#,#8

%#表
F

%!主要

是由于荒坡有一定坡度且没有高大植物蔽阴!土壤

较为干旱&旱生物种主要为变蒿'车前#

6$-*.-

@

#

-'%-.%(-

%与鹤虱#

J-

00

&$-/

4

#'#.%'

%等&

#'"

不同生境类型金莲花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比较
!

不同生境类型的群落!光照'土壤水分等环

境因子不同!会影响植物的生长#包括物种种数'数

量等%!从而导致物种多样性产生差异(

!3<!F

)

&

8

种生

表
"

!

不同生境类型金莲花群落的生活型比较

生境

类型

多年生草本

物种比例#

[

% 主要物种

两年生草本

物种比例#

[

% 主要物种

一年生草本

物种比例#

[

% 主要物种

荒坡
"4,F3

地榆'早熟禾
3,G5

独 活 #

<+"-($+&/

)+/'$+

4

-*&/

%

3F,6F

小飞蓬#

>#*

4

K-(-*-1+*'%'

%'

酸模叶蓼#

6,$-

0

-.)%

D

#$%&/

%

湿地
"3,#3

草'早熟禾
3!,55

乌苏 里 风 毛 菊 #

:,

&''&"%+*'%'

%

5,FF

小飞蓬'叉分蓼

#

6,1%5-"%(-.&/

%

沟谷
"",63

硬质早熟禾'

灰脉苔草
4,65

独活
6,G4

叉分蓼

林下
"#,#3

小红菊
8,!5

乌苏里风毛菊
3#,8F

小藜#

>,'+"#.%*&/

%

林中空地
"4,!3

早熟禾'老鹳

草'水毛茛
6,85

独活'西伯利亚花锚

#

<-$+*%-'%2%"%(-

%

","5

酸模叶蓼

表
#

!

不同生境下金莲花群落的植物生态类型比较

生境类型
湿生

物种数 占生境#

[

%

$

T#'#8

旱生

物种数 占生境#

[

%

$

T#'#8

中生

物种数 占生境#

[

%

$

T#'#8

荒坡
4 6'" D F 8'G : 46 "5'F :

湿地
G 33'# :] 3 3'! ]C 46 "6'" :

沟谷
6 3#'G :]C ! F'3 :] 4# "8'G :

林下
4 "'8 CD 7 7 7 53 G3'8 :

林中空地
3# 3!'! : ! !'4 ]C 53 "8'4 :

!

注*同列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6

"

#,#8

%!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6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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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不同生境类型金莲花群落多样性比较

境类型金莲花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比较表明!不同生境

类型的丰富度指数与多样性指数均有较大差异!且变

化规律较为相似!而均匀度指数则差异较小#图
3

%&

#'"'!

物种丰富度比较
!

植物种的丰富度是决定物

种多样性的主要因子!分析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度是

物种多样性研究的基础(

!4

)

&由图
3+

可知!不同生

境金莲花群落的物种丰富度指数大小变化为林中空

地
"

湿地
"

沟谷
"

荒坡
"

林下&

8

种生境间丰富度

指数差异较大!林中空地的丰富度 指 数 最 高

#

36'!!

%!而林下的最低#

5'3!

%!前者约为后者的
F

倍&在显著水平为
#'#8

条件下!林中空地与其他
4

种生境类型间有显著差异#

6

%

#,#8

%&林中空地多

呈带状!两侧较高'中间地势较低!能聚集并保存较

多的土壤水分!并有较为充足的光照条件!物种数较

多!物种丰富度指数最高&林下生境的林分类型多

为华北落叶松#

J-"%C

0

"%*(%

0

%'8"&

00

"+().%%

%纯林

和落叶松'桦树#

L+.&$-

0

$-.

40

)

4

$$-

%混交林!郁闭

度在
#'F

"

#'"

!由于松针覆盖与土壤酸化!且受林

冠层蔽荫的影响使林下光照不足!物种数量较少'物

种组成也较简单!丰富度指数较低&

#'"'"

物种多样性比较
!

在一个局部地区!物种多

样性受到资源#如养分'水分和光照%的利用情况'竞

争'演替地位'散布以及捕食等影响(

!8

)

&由图
3N

可

知!不同生境的金莲花群落
09:;;%;<=>?;?@

多样性

指数与物种丰富度指数变化规律相近!大小变化为

林中空地
"

沟谷
"

湿地
"

荒坡
"

林下&林中空地的

09:;;%;<=>?;?@

多样性指数最高#

#'G6

%$林下的最

低#

#'G3

%$在显著水平为
#'#8

条件下!林下与其他

4

种生境间均有显著差异&但与丰富度指数的变化

不同!湿地的多样性指数却低于沟谷!主要是由于湿

地具有较为独特的环境条件!在不规则分布的+踏

头,上!物种种类较多且生长繁茂!而在有季节性积

水的地方则种类单一'分布较稀疏!相对于沟谷而

言!虽然其植物种类较多!但各物种的数量却差异较

大!使得物种多样性指数低于沟谷&

#'"'#

物种均匀度比较
!

金莲花群落的
)>?&%A

均匀

度指数与多样性'丰富度指数的变化规律不同!整体

表现为沟谷
"

林中空地
"

荒坡
"

湿地
"

林下!其中!

沟谷的均匀度指数最大!为
#'G4

!林下的最低!为

#'"5

#图
3-

%&

沟谷的物种数及多样性指数虽不是
8

种生境中

最大的!但其物种丰富度指数居中!而多样性指数较

大!使得均匀度指数最大&林下植物则受上层乔木

的影响较大!物种在
8

种生境中最少!小红菊'牛繁

缕'紫斑风铃草#

>-/

0

-*&$-

0

&*(-.-.-

%等草本零

星分布!且单一科较多!有柳叶菜科#

;̂:

R

@:C?:?

%'

败酱科#

$:&?@>:;:C?:?

%'桔梗科#

-:I

Z

:;A&:C?:?

%'

兰科#

@̂C9>D:C?:?

%等
G

种单一科属!使得物种分布

的均匀程度最低!与其他生境间有显著差异&

#'#

不同生境类型金莲花群落相似性比较
!

相似性指数有助于表明群落内或群落间异质性的大

小及其对物种的影响(

38

!

!5

)

&由群落相似性系数的

计算结果可知#表
4

%!不同生境类型金莲花群落的

%

CE

指数'

%

C

U

指数变化趋势较为一致!

8

种生境间!湿

地和林中空地的差异性最小!沟谷和林下的差异性

最大!荒坡与其他生境类型的差异均较小!而林下与

其他生境类型的差异均较大&

!!

湿地和林中空地两种生境间差异性最小!主要

是由于两种生境都有较大面积的汇水区及开阔的地

势!能满足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水热条件!且都含有菊

科'毛茛科'豆科'蔷薇科
4

种优势科!共有的物种数

较多!为
8G

种!主要为早熟禾'老鹳草'灰脉苔草'

草及驴蹄草等&

#6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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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业
!

科
!

学 #第
!"

卷
#"

期%

表
$

!

不同生境类型
%

CE

和
%

C

U

指数

生境类型
%

CE

荒坡 湿地 沟谷 林下 林中空地

%

CE

荒坡 湿地 沟谷 林下 林中空地

荒坡
7 #'4353 #'4F8G #'4488 #'FG!5 7 #'8"65 #'5#63 #'5354 #'8"35

湿地
#'4353 7 #'46F# #'85#5 #'F#8G #'8"65 7 #'54!! #'63"4 #'45"8

沟谷
#'4F8G #'46F# 7 #'5#63 #'44## #'5#63 #'54!! 7 #'6885 #'5333

林下
#'4488 #'85#5 #'5#63 7 #'8!!4 #'5354 #'63"4 #'6885 7 #'5"5F

林中空地
#'FG!5 #'F#8G #'44## #'8!!4 7 #'8"35 #'45"8 #'5333 #'5"5F 7

!!

沟谷和林下两种生境间的差异性最大!主要是

由于沟谷不但具有较高的土壤水分!且由于两侧山

体不高'坡度较缓!也具有较好的光照条件!植被繁

茂且生长较好!物种数及多样性较高$林下生境有一

定的坡度!与沟谷相比土壤水分条件较差!并且由于

上层林冠遮盖!林下光照较差!使得林下草本植物的

种类与数量较少!物种多样性较低&两种生境共有

物种数较少!

%

CE

指数与
%

C

U

指数均为最大&

荒坡与其他生境类型差异较小&主要是由于荒

坡坡度较缓!能达到一定的水分条件!且光照较为充

足!植被生长较好!与其他生境类型的共有种也较

多!与湿地'林下'沟谷'林中空地的共有种分别为

4#

'

!"

'

FF

和
43

种!使得荒坡与其他
4

种生境间的

差异较小&

$

!

结论

3

%

8

种生境类型金莲花群落共包括
F5

科'

GF

属'

3"!

种&林中空地物种数最多!林下物种数最

少&金莲花群落以多年生草本为主!两年和一年生

草本相对较少$湿地中两年生草本所占比例最高!一

年生草本所占比例最低$荒坡中一年生草本所占比

例最高!两年生草本所占比例最低&金莲花群落中

中生植物占绝大多数!湿生植物略多于旱生植物!这

与金莲花喜湿喜光的生物学特性有关!林中空地和

湿地中的湿生植物较多!荒坡中旱生植物较多&

!

%

8

种生境类型金莲花群落中!多样性指数由

大到小为林中空地
"

沟谷
"

湿地
"

荒坡
"

林下$丰

富度指数为林中空地
"

湿地
"

沟谷
"

荒坡
"

林下$

均匀度指数为沟谷
"

林中空地
"

荒坡
"

湿地
"

林

下&林中空地的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最高!沟

谷的均匀度指数最高$林下生境金莲花群落的
F

种

群落多样性指数都是最低的&

F

%由群落相似性的比较可知!

8

种生境类型金

莲花群落间!湿地和林中空地的差异性最小!沟谷和

林下的差异性最大$荒坡与其他生境类型的差异均

较小!而林下与其他生境类型的差异均较大&群落

相似性的比较结果与群落多样性的方差分析结果较

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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