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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大岗山植被类型及其自然度

与经营集约度的划分和评价
’

王 丽丽 郭晶华

摘要 采用样地法和点四分法在江西大岗山年珠
、

上村林场进行植被调查 主要植被类型

有 拷楠常绿林
、

针阔混交林
、

竹阔混交林
、

衫木人工林
、

毛竹林
、

灌木林和山顶草地
。

该地区主要经

营大面积杉木人工林和毛竹林
,

原地带性植被只剩下林相残破
、

零星分布的常绿阔叶林
。

提出自

然度 植被与顶极群落的距离
,

分 级 与经营集约度 人工经营程度
,

共 等 对两林场进行了划分

与双重评价
。

占人工林总面积 肠的人工林经营良好
,

” 经营中下 天然林占 ”
,

都

处于低集约度 水平

关锥词 江西大岗山
、

植被类型
、

自然度
、

经营集约度

植物群落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个地区的人工群落的经营
,

必须符合该地 区

自然植被带的基本特性
,

才能与其生态环境相适应
,

从而得到稳定的存在
、

发展并产生较高的

生物生产力
。

因此
,

认识
、

掌握当地植物群落特点并合理运用其规律
,

在人工林的经营管理中能

够达到减少水土流失
、

保持土壤养分
、

促进有利的演替和更新
、

增加林业经济副产品等多种有

益的效果
。

然而
,

人工群落和在人为干扰下的植被特征以及动态规律是植物生态学研究中的薄

弱部分
,

吴征槛  
、

候学煌  在中国植被类型的区划中均以生态外貌和区系组成为依据 林英

等 
‘ ’
对江西植被的研究也多考虑气候和历史 因素 也有用数量化方法来划分次生林类型 

。

本文在研究植被类型的基础上
,

用 自然度和经营集约度来评价天然植被与人工植被的现状
,

有

利于两林场今后的发展和宏观调控
。

这一新方法给人工群落和人为干扰的自然群落的生态学

研究提供了资料积累和理论依据
。

自然概况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江西大岗山亚热带实验 中心年珠
、

上村林场位于
“ ‘ , ,

。

属于罗霄 山脉北端的武功山支脉
,

境内山峦起伏较大
,

海拔
,

属低山地带
。

气

候属亚热带湿润型
,

年均气温为 ℃
,

月平均最高温度为 ℃
,

月平均最低温

一 ℃
。

全年日照平均时数 旧 照百分率
,

年均太阳总辐射为 气

一 一 收稿
。

王丽丽助理研究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 北京 郭晶华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亚热带林业实验

中心
。

,

本文系 年国家自然科学墓金
“

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 、

中国林科院
“

七五
”

重点课题
“

上村
、

年

珠林场综合经营技术及效益研究
”

的部分内容
。

文章得到 了蒋有绪
、

盛炜彤研究员帮助和指导
,

特此致谢

林 英 江西植被与植物资探分布概况 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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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降水量为
,

月降雨量占全年的
,

一 月降水量只占全年  
。

年平均相对湿度
,

年平均蒸发量为
,

无霜期 “
。

成土母岩为砂岩
、

砂页岩
、

片麻岩
、

千枚岩
、

页岩
、

板岩
、

石灰岩
、

花岗岩
。

土壤发育良好
,

按海拔垂直分布自上而下顺序为

黄棕壤一黄壤一红壤
。

除黄棕壤外
,

其它有交错复区分布现象
。

植被属江南山地丘陵
、

常绿拷

楠林
、

油茶林
、

松杉地区
。

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
,

但以人工林为主
。

植被种类达 种
,

分

属仑 科
,

属
,

其中木本植物 种 当地 种
,

引种 种
。

研究方法

选取不同植被类型
、

不同海拔高度
、

受人为干扰较少并具有代表性的地段
,

设立面积为

的样地 块
,

测定乔木树高
、

胸径和冠幅
。

在样地四角设 小样方
,

调查灌

木和地被的基径和盖度
。

在样地附近沿海拔高向低拉 样线
,

每 用无样地法进行乔木

调查
,

同时作 小样方调查
。

排列出乔木
、

灌木和草本的顺序
,

参考前人所作的植被调

查报告
,

,

” ,

确定植被基本类型中的主要成分及其主要植物群系和群丛
。

根据林相图和植被生

长现状
,

在年珠
、

上村林场的底图上分别划出自然度和经营集约度的等级图
,

两图叠加后用求

积仪求出各林型所占总面积的比例
。

主要植被类型

常绿阔叶林

本地区天然林由于长期严重的人为干扰
,

原始天然常绿阔叶林已不复存在
,

现存的次生常

绿阔叶林支离破碎
,

一般分布在海拔
,

沟谷两旁或山腰的缓坡上
,

林相残破
,

群落

结构很不稳定
。

构成常绿阔叶林的主要树种有 苦储
、

丝栗拷
、

罗浮拷
、

甜储
、

钩拷
、

柯
、

多穗柯
、

绵柯
、

岭南

柯
、

青冈栋
、

青稠
、

鹅耳杨
、

黄檀
、

刨花楠
、

黑壳楠
、

豹皮樟
、

樟
、

杜英
、

银木荷
、

木荷
。

落叶树种有

麻栗
、

锥栗
、

擦木
、

拟赤杨
、

枫香
、

化香
、

玉兰
、

山合欢
、

野漆树
。

林下灌木有 杜茎山
、

拎木
、

桂木
、

鼠刺
、

杜鹃
、

乌饭树
、

油茶
、

石斑木
、

连蕊茶
。

林下草本有 狗脊蔽
、

铁芒其
、

树参
、

淡竹叶
、

朱砂根
、

五节芒
、

苔草
。

层间植物有 络石
、

钩藤
、

香花崖豆藤
、

山药 海风藤
、

爬山虎
、

菠葵
。

拷楠常绿林

丝栗拷 苦储 拎木 分布在海拔 左右以丝栗拷为主的阔叶林最接近原始

林的群系
,

现存面积很小
。

主要有苦储
、

罗浮拷
、

甜储
、

钩拷
、

绵柯
、

刨花楠
、

豹皮樟
、

木荷等
。

苦储 拟赤杨 桂木 一般分布在海拔 以下的山坡和山洼上部
,

主要含有

红楠
、

黑壳楠
、

丝栗拷
、

假肉桂和杜英科的树种
。

青冈株 大 叶青冈 杜 鹃 一般分布在海拔 之间
,

常见的还有银木

荷
、

苦储
、

天 目紫懂
、

木兰
、

锻树等
。

中国林科院 江西大岗山实验局森林施业案编制课题组 大岗山实验局植被调查报告

中国林科院林研所经营室 江西大岗山实验局年珠
、

上村林场植被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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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稠 鹅耳杨十杜鹃 在海拔 之间的常绿
、

落叶混交林
,

由于海拔高
,

部分乔木已呈小乔木状
。

主要组成为 擦木
、

锥栗
、

四照花
、

茅栗
、

锻树
、

漆树
。

下木为杜鹃
、

山胡

椒
、

石灰花揪
。

针阔混交林

杉木 木荷 只分布在年珠 自然保护区中海拔 左右
,

常见的还有马尾松
、

苦

储
、

豹皮樟
、

拟赤杨等
。

下木主要有拎木
、

杜茎山
、

桂木
、

连蕊茶等
。

马尾松 拟赤杨 一般位于海拔 以上的山脊
,

伴生种为落叶栋类和旱生树

种
。

毛竹 十针叶
、

阔叶混交林 毛竹与针叶
、

阔叶树的混交在两林场海拔 以下普遍

分布
。

 毛竹 阔叶林

毛竹 针阔混交林

杉木林

当地的杉木天然林已基本绝迹
,

只有零星单株与阔叶树混生
。

杉木人工林是 当地的主要用材林
,

栽培面积大
,

林相整齐
,

长势良好
。

分布于海拔

之间
。

偶有若干落叶阔叶树种渗入
,

如 干年桐
、

擦木
、

柿树
、

枫香
、

拟赤杨
。

林下灌木有

纵木
、

构树
、

榷木
、

鼠刺
、

拎木
、

杜茎山
、

油茶
、

鹿角杜鹃
、

郁香野茉莉
、

乌饭树
、

映山红
。

林下草本

有 狗脊旅
、

马旅
、

苔草
、

铁芒其
、

五节芒
、

菠葵
、

淡竹叶
、

寒萄
、

玉竹
、

海金沙
。

层间植物有 钩藤
。

衫木 拎木 狗奋 这一类型一般分布在海拔 以下山坡 中下部和 山洼上部
,

立地指数为
,

杉木生长 良好
。

下木 主要有拎木
,

连蕊茶
、

山药
、

悬钩子等
,

狗脊旅是此群

丛的指示植物
。

衫木 萦麻 鱼腥草 这一群丛主要分布在山洼和山脚下水沟旁
。

立地指数达 以

上
,

杉木生长非常好
。

常见下木有杜茎山
,

连蕊茶
、

紫麻
、

鱼腥草
、

茸草
、

皱叶草等
。

杉木 映 山红 铁芒其 多位于山脊或山坡上部
,

海拔 一 左右
,

立地指数

小于
,

下木多为拎木
、

映山红
、

杜茎山
、

乌饭
、

铁芒其
。

铁芒其是地力较差的指示植物
。

杉木 五节芒 造林失败或抚育工作没跟上的林地
,

五节芒侵入后盖度可达 以

上
。

·

毛竹林

毛竹林在大岗山地区为优势植被型
,

分布于海拔
。

在年珠林场呈片状分布
,

常

与阔叶林镶嵌或混交
。

上村林场由于近年进行毛竹林低产改造和强度抚育
,

大面积毛竹林林相

整齐
,

生长良好
。

在郁闭度 中等的毛竹林内
,

也有其它树种散生
,

如杉木
、

干年橱
、

枫

香
、

拟赤杨
、

钩拷
、

极木等
。

林下灌木有 拎木
、

橙木
、

青榨械
、

油茶
、

杜茎山
、

鼠材
、

紫弹树
、

山香

圆
、

寒墓
、

胡枝子
、

树参
、

紫金牛
、

五加等 草本植物有 茸麻
、

鱼腥草
、

千里光
、

狗脊
、

葬
、

草草
、

淡

竹叶
、

肥肉草
、

油点草
、

菠葵等
。

毛竹林下植物比较简单
,

除山洼
、

沟底以外
,

其它地方变化不大
。

毛竹 淡竹叶 油 点草 这一类型普遍存在
。

林下植物主要有拎木
、

油茶
、

限祠
、

淡竹

叶
、

油点草
、

寒毒
、

千里光
、

狗脊等
。

毛竹 茸麻 鱼腥草 此类型生长在山洼和水沟旁
,

称麻和鱼理草盖度达 以上
,

其它地被还有山香圆
、

树参
、

青榨械
、

萝
、

草草
、

肥肉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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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竹 油茶十寒毒 这是海拔 以上的类型
,

阔叶树还有紫弹树
、

蓝果树
、

豹皮

樟
。

洛木林

主要分布在海拔 之间
,

是常绿阔叶林向山顶草地过渡的群落类型
。

仅有的乔

木呈小乔木状
,

主要有青稠
、

红楠
、

鹅耳杨
、

四照花
、

黑壳楠
、

白栋
、

化香
、

山合欢
、

玉兰
、

黄檀
、

盐

肤木
、

茅栗等
。

灌木树种有 杜鹃
、

紫花杜鹃
、

映山红
、

油茶
、

石斑木
、

山植
、

胡枝子
、

山胡椒
、

拎木
、

乌饭树
、

南蚀
、

冻绿
、

腊连绣球
、

南方荚迷等
。

草本层主要有 紫其
、

狗脊
、

铁芒箕
、

淡竹叶
、

桑蝴

蝶
、

络石等
。

低山灌木林一般分布在山路两旁和 山脊
。

主要有白栋
、

茅栗
、

极木
、

红淡
、

油茶
、

乌药
、

化香
、

山合欢
、

樱桃
、

乌饭树
、

弥猴桃
、

野 山植
、

黄植
、

山胡桃
、

盐肤木和杜鹃
。

山顶草地

一般分布在海拔 以上
,

盖度
,

主要由禾本科草类组成
,

间或掺杂着珍珠

菜
、

艾篙
、

蔗类等
。

常有簇状低矮竹丛镶嵌
。

在低海拔处还有以五节芒为绝对优势的荒草坡
,

主要分布在公路两旁和造林失败的杉木

林边角地带
。

自然度与经 营集约度的划分

随着人 口的增长
,

人们对木材
、

薪炭等林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

对森林的干扰破坏程度

亦越来越强
。

目前
,

对大岗山现存植被的研究
,

用其理论上的典型植被已无任何意义
,

必须考虑

人为干扰程度对植被现状的影响及植被在干扰下演替发展的方向闭
。

年珠
、

上村两林场是用材林集约经营基地
,

并划有 自然保护区以恢复天然植被
,

保护次生

林和非宜林植被
。

为了林区长远发展的宏观调控
,

即在

发展林业生产的同时保持森林生态 系统的平衡和稳

定
,

对两林场当前植被利用采用
“

自然度
”

与
“

经营集约

度
”

双重评价体系来进行评价
,

使其现状和发展前景得

到明确的
、

恰当的分析
,

以期达到高集约度经营与良好

的生态环境的最佳配合
。

自然度是指地段的植被状况与原始顶极群落的距

离或次生群落位于演替中的阶段
。

对人工经营的群落

指其中天然成分的比例
。

两林场植被自然度共分 级 图

人为强度干扰
,

破坏殆尽的林地 在干旱区可

成为裸地 或精耕细作
、

无天然成分侵入的农田
。

人为干扰极大
、

演替逆行
、

林相残破的次生天

然群落 或经营较好
、

天然成分不明显的人工群落
。

人为干扰很大的次生群落
,

处于次生演替中

期阶段 或天然成分侵入明显
,

有一定程度荒芜化的人
图 年珠

、

上村林场植被自然度的划分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卷

工群落
。

有明显人为干扰的天然植被或处于演替后期的次生群落
。

原始或基本原始的植被
。

集约度是指对人工群落经营管理的集约程度
,

即人们按经营目的积极干预群落的作用的

大小或对天然群落积极保护的程度
。

两林场经营集约度分 级 图
 

完全荒芜的撂荒地或完全不予保护的天然群落
。

2

.

经营极差
,

半荒芜或基本荒芜的人工群落或基

本不予保护的天然群落
。

3

.

经营一般
,

天然成分占明显地位的人工群落或

保护不力的天然群落
。

4

.

经营较好
,

天然成分很少的人工群落或保护一

般的天然群落
。

5

.

高度集约的人工 群落
,

如精耕细作的农 田
、

林

地
、

苗圃和温室或在人为高度保护下的天然群落
。

依 自然度和集约度两个指标评价植被利用将形成

如下类型 (表 1)
。

表 1 两林场自然度与集约度的双, 评价

_ 二
_ 自 然 度

果 约压

—
11.Iy丫

图 2 年珠
、

上村林场经营集约度的划分

自然度与集约度两列指标是从两个不同角度对植被现状的评价
。

它们相互有关联
,

但并不

总是呈负相关
,

即 自然度高集约度低或集约度高自然度低的关系
。

例如在科学管理下取得天然

林持续稳定的高生产力
,

其自然度与集约度都可以达到最高值 v5
,

而严重破坏或侵蚀的 荒地

或裸地
,

其评价可能为 1 1
.

对于大岗山区年珠
、

上村两场植被现状
,

用自然度与集约度相结合进行双重评价
,

其各类

型面积比例见表 2
。

表 2 年珠
、

上村两林场植被类型面积按自然度
、

集约度划分比例 (单位
:
% )

类 型 1 4 一4 一2 一3 I Z IV Z 小 计 备 注

杉木林

毛竹林

天然林

农 田

总 计

23
。

2 8 3

.

0
8 3

1

.

3 3

1 2

。

2 4 6

.

7
0

2 7

.

9 2

1 8

.

1 8 1 1

.

8 0 3 5

.

9 9

总计不足

100 部 分

(1
.
21 )为道

路与居民区

32
.
26 6

。

0 1 1 7

。

2 1 1 8

。

1 8 2 1

.

5 8 9 8

.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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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见
,

两场植被中近三分之一是经营集约度良好( 1 4) 的人工林
,

多在海拔 600 m

以下
,

立地指数较高(大于 14 )
,

人工管理方便
,

是林场的主要经营对象
。

占总面积四分之一的

人工林处于经营中等或不 良的状况
,

多分布于海拔 600 m 以上的山脊和立地指数小于 14 的地

段
。

加强对此类地段的抚育和施肥管理
,

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手段
。

但占总面积 36 % 的天然林

都处于低集约度水平
,

自然度较好的( ,
,

IV ) 几乎都是 800 m 以上的落叶常绿混交林
、

灌丛和

山顶草地
。

海拔 600 m 以下
,

包括自然保护区的零星常绿阔叶林处于 自然度与集约度都很低

( 1 2) 的水平
,

有待于积极的保护措施
,

如挖防护沟
,

禁止砍柴放牧等等
。

由此可见
,

两场的经营

潜力依然很大
,

一方面提高人工林的集约度 以促进生产的发展
,

另一方面
,

对天然植被施行保

护性经营措施
,

用提高集约度来带动自然度的提高
,

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生产力的双

重效益
。

5 结论与建议

(1) 大岗山林区地处中亚热带
,

地带性植被常绿阔叶林基本上 已破坏贻尽
,

但区系组成
、

地

理成分和植被类型均很丰富
。

据统计现有植物达 1 182 种
,

分别属于 253 个科
,

8
44 个属

,

其中

木本植物 782 种
。

这些植物种包含了全球 15 个地理成份中的 12 个成份
,

其中以热带亚洲
、

东

亚
、

北美和北温带成份为主
。

是植物生态学研究的 良好地区
,

并可对人工群落提供借鉴依据
。

( 2) 由于 600 m 以下的常绿阔叶林受到强烈的人为干扰
,

郁闭度降低
,

分布零散
。

不但有

针叶成分混入
,

而且受到毛竹侵入的威胁
,

逐渐被毛竹林成片吞噬
。

要加强保护和恢复常绿阔

叶林这一地带性植被
,

应改变当地砍柴
、

放牧的封山习惯
,

把 自然保护 区真正封闭
、

保护起来
,

禁止任何人
、

畜上山活动
。

在常绿阔叶林缘应挖防护沟
,

防止毛竹的侵入
,

应设置长期固定调查

样地
,

积累天然植被演替恢复过程的科学资料
。

( 3) 对于非宜林的灌丛草地应合理利用
,

禁止滥牧
,

防止土壤侵蚀
、

水土流失
,

也逐步使之

增加其 自然度
,

尽可能恢复天然面 目
。

( 4) 对于海拔 600 ~ 800 m 的杉木人工林和毛竹林
,

应加强科学管理和抚育
,

提高竹木生

产力
。

这不仅是实验林场的示范任务
,

而且是林场集约经营挖掘潜力
,

实行生态经济管理的重

要道路
。

(5 ) 为了提高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

稳定性
,

应进行混交林及复层经营的模式试验
,

这样

才能把高生物生产力与系统的高稳定性
,

良性的生态平均相结合
,

在山区发展上做出示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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