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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岭林区山杨林、辽东栎林及其
混交林植物多样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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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陕西 杨陵 712100 ;

2 中国科学院 水土保持研究所 ,陕西 杨陵 712100)

[摘 　要] 　为了研究混交林群落植物多样性 ,对黄土高原子午岭林区山杨纯林、辽东栎纯林及山杨2辽东栎混交

林 3 种林型植物多样性的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子午岭林区由先锋群落 (山杨纯林)向顶极群落 (辽东栎纯林)

演替的过程中 ,其群落物种丰富度指数与植物种类多样性均呈下降趋势 ,而混交林类型是处于演替的中间过渡阶

段 ,所以其物种丰富度与植物种类多样性也介于以上两种林型之间 ,即山杨纯林 > 山杨2辽东栎混交林 > 辽东栎纯

林。山杨纯林、山杨2辽东栎混交林和辽东栎纯林的群落物种丰富度指数 ( Gleason 指数与 Margalef 指数) 与植物物

种多样性指数 (Shannon2Wiener 指数)在草本层、灌木层及乔木层均呈下降趋势 ,除辽东栎纯林的乔木层外 , Pielou 均

匀度指数在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差异较小。植物种类多样性与森林群落稳定性之间存在一个最优点 ,植物种类

的多样性并不能完全代表群落的稳定性 ,但却是反映森林群落稳定性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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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plant diversity of the t hree types of forest s : Pop ul us davi di ana , Quercus l i aot ungensis ,

and Pop ul us davi di ana2Quercus l i aot un gensis mixed forest in Ziwuling forest area of the Loess Plateau

was st udied. The result s showed t hat in t he p roccss of f rom t he vanguard community ( Pop ul us davi di ana)

to t he climax community ( Quercus l i aot ungensis) succession ,t he plant species richness index and plant di2
versity index assumed the drop tendency ,but t he mixed forest type was in t he middle stage of succession ,

t herefore it s species richness index and plant diversity index was also between t he two kinds of forest

types , namely , Pop ul us davi di ana > Pop ul us davi di ana2Quercus l i aot ungensis mixed forest > Quercus li2
aot ungensis. Each of t he change of plant species richness index ( Gleason index and Margalef index) ,and di2
versity index (Shannon2Wiener index) in herbage layer、shrub layer and arbor layer both assumed t he drop

tendency. There are lit tle difference of pielou evenness index in t he arbor layer ,shrab layer and herbage lay2
er ,except in t he arbor layer of cuercus liaotangensis. In t he study of t he plant diversity and relation of co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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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ty′s stability of forest ,we found an advantageous point exist between t he plant diversity and stability

of t he forest community ,namely ,t he plant diversity can not totally rep resent t he stability of community ,

but it is an essential index to show t he forest community’s stability.

Key words : Pop ul us davi di ana ; Quercus l i aot un gensis ; Pop ul us davi di ana2Quercus l i aot un gensis

mixed forest ;plant diversity ;community stability ;Ziwuling forest area

　　随着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 ,构建与环境

资源相协调的、结构良好的、生态功能优化的森林植

被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国森林植被的现

状为纯林多、混交林少 ,由于纯林树种单一、层次结

构简单及生物多样性低 ,而导致土壤质量退化、病虫

害严重 ,生态经济效益较差。与纯林相比 ,混交林可

以明显地改善植物对水分、养分以及资源空间利用

的有效性[1 ] ,增加混交林群落植物物种的多样性 ,减

少地表径流的发生[223 ] 。因此 ,对混交林植物物种多

样性变化的研究 ,对于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子午岭林区是黄土高原地区森林植被现存较为

完整的次生林区 ,是该区重要的水源涵养林与生态

林 ,在维护区域生态平衡、调节气候方面具有重要的

作用。辽东栎 ( Quercus l i aot ungensis ) 和 山杨

( Pop ul us davi di ana) 等树种有较强的适应性和抗

逆性 ,具有良好的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及改良土壤的

作用 ,被认为是黄土高原地区退耕还林的首选树种 ,

并已在黄土高原地区占有相当比例[425 ] 。近年来 ,关

于子午岭植被结构[6 ] 、植被恢复[7 ] 、养分循环与植被

演替[ 829 ]等方面已有不少的研究报道 ,但对于黄土丘

陵区子午岭林区山杨2辽东栎混交林群落植物多样

性变化的研究还较少。为此 ,本研究以黄土丘陵区

的子午岭为研究区域 ,对地带性演替顶级群落辽东

栎、亚顶级群落山杨间混交林植物多样性的变化进

行分析 ,以期为混交林群落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研究

及黄土丘陵区植被恢复与生态重建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子午岭北部甘肃省合水县连家砭林

场 ,属黄土丘陵沟壑区 ,海拔 1 200～1 600 m ,相对

高差 100～300 m ,梁峁顶部浑圆平缓 ,斜倾 3°～5°,

沟坡上斜下陡 ,坡度为 10°～35°。该区 25 年平均气

温 7. 4 ℃,年均降雨量 587. 6 mm ,年平均相对湿度

63 %～68 % , ≥10 ℃积温 2 671. 0 ℃, 干燥度 0. 97 ,

阴阳坡水热条件变化较大 ,但无气候的垂直带状变

化。土壤为原生 (山坡) 或次生 (沟谷) 黄土 ,厚度一

般为 50～100 m ,其下为厚约 80～100 m 的红土 ,以

石灰性褐土为主 ,其次为粗骨褐色土。子午岭北部

植被是在 1866 年当地人口外迁后 ,主要在弃耕地基

础上恢复起来的天然林[7 ,10 ] 。

子午岭林区的主要森林群系有油松林 ( Pi nus

t abul ae f ormis) 、辽东栎林 ( Quercus l i aot ungensis) 、

山杨林 ( Pop ul us davi di ana ) 、白桦林 ( B et ul a

pl at y p hy l l a) 等 ,还有辽东栎纯林与白桦、山杨、油

松等混交林。本研究的主要对象为天然分布的山杨

纯林、辽东栎纯林和山杨2辽东栎混交林 ,其林下灌

木主要有黄刺玫 ( Rosa x ant hi na) 、胡枝子 ( L es pe2
dez a bicolor) 、尖叶四照花 ( Dend robent hami a an2
g ust at a) 等 ,林下草本主要有披针苔草 ( Carex l an2
ceol at a) 、白头翁 ( Pulsati l l a chi nensis ) 、长芒草

( S t i p a bungeana) 、铁杆蒿 ( A rtemisi a gmel i ni i) 等 ,

所选 3 个研究样地的基本特性如表 1 所示。

1. 2 　研究方法

在野外调查中发现 ,坡向对植被分布影响较明

显。山杨纯林、辽东栎纯林及山杨2辽东栎混交林都

主要分布于阴坡或半阴坡 ,采用标准方法[11 ] 对这 3

种林型进行了野外调查与数据分析。主要调查群落

的物种组成与数量 ,并对每个样地的植物种类多样

性进行了分析计算。物种多样性测度采用物种丰富

度指数 ( Gleason 指数与 Margalef 指数) 、多样性指

数 ( Shannon2Wiener 指数) 和 Pielou 均匀度指数 3

类指标进行评价[11212 ] ,各项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Gleason 指数 ( IGl ) :

IGl = S/ lnA ; (1)

Margalef 指数 ( IMa ) :

IMa = ( S - 1) / ln N ; (2)

Shannon2Wiener 指数 ( Isw ) :

Isw = - ∑( Pi ×ln Pi ) ; (3)

Pielou 均匀度指数 ( J ) 的计算公式 :

J = ( - ∑( Pi ×ln Pi ) ) / lnS。 (4)

式中 :S 为物种数 ; A 为样方面积 , m2 ; N 为物

种的个体总数 ; Pi = N i / N ,其中 N i 为样方中第 i 种

物种的个体数 ,且 ∑N i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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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子午岭林区 3 个样地的基本概况

Table 1 　General situation in the sample plot s

林　型
Forest types

地形地貌特征 Topographical feature

海拔/ m
Altitude

坡向
Slope aspect

坡度/ (°)
Slope degree

土层
Soil layer

林龄/ a
Forest age

林分特征 Stand characteristics

树高/ m
Tree height

胸径/ cm
Tree

diameter

郁闭度
Canopy
density

林分密度/ hm2

Stand
density

山杨纯林
Populus
davi diana

1 445

阴坡、阳坡下部
Nort h slope or
lower position
on sout h slope

18～19
深厚
Deep

32 8～10 14. 9 0. 5～0. 8 2 100

辽东栎纯
林 Quercus
liaotun2
gensis

1 427

阴坡、半阴坡、
半阳坡 Nort h
slope ,half of
nort h slope ,
half of sout h
slope

25～26
深厚
Deep

45 9～12 15 0. 6～0. 85 800

山杨2辽东
栎混交林
P. davi di2
ana2Q . li2
aotungen2
sis

1 460

半阴坡、半阳坡
Half of nort h
slope or half
of sout h slope

15～16
深厚
Deep

25 (山杨)
25 ( P. da2
vi diana)
37 (辽东
栎) 37 ( Q.
l iaotun2
gensis)

6 (山杨)
6 ( P. davi2
diana) 8 . 5
( 辽东栎 )
8 . 5 ( Q. li2
aotungensis
)

10 (山杨)
10 ( P. da2
vi diana)
12 . 7 (辽东
栎) 12 . 7
( Q. li ao
tungensis)

0. 6～0. 8 1 590

林　型
Forest types

林下灌木 Shrubs 活地被物 Herbs and moss

盖度/ %
Coverage

高度/ m
Height

草本盖度/ %
Coverage of herbs

主要草本
Main herbs

主要伴生乔木树种
Main composition of arbor t rees

山杨纯林
Populus
davi diana

30 < 2 15～25

披针苔草、白头翁、
铁 杆 蒿 Carex lanceolata ,
Pulsat i l la chinensis , A rtemis2

ia gmelinii

白桦、辽东栎、油松、茶条槭、山杏、杜
梨、丁香、山榆 Betula plat y phy lla ,
Quercus liaotungensis , Pinus tabulae2
f ormis , A . f l abel latum , A rmeniaca
sibi rica , Py rus betulae f ol ia , S y ringa
oblate ,Ulmuslaevis

辽东栎纯林
Quercus liao2
t ungensis

20 < 2 15～30
披针苔草、铁杆蒿
Carex lanceolata ,
A rtemisia gmelinii

山杨、白桦、油松 Populus davi diana ,
B etula plat y phy lla , Pinus tabulaef or2
mis

山杨2辽东栎
混交林
P. davi di2
ana2Q. lia2
otungensis

25 < 2 10～20
披针苔草、长芒草
Carex lanceolata ,
S ti pa bungeana

茶条槭、丁香、杜梨、漆树 A . f label2
latum , S y ringa oblate , Py rus betulae2
f olia , Tox icodendron vernici f lnum

2 　结果与分析

2. 1 　子午岭林区 3 种林型植物物种的组成

在调查中发现 ,山杨属广生态幅树种 ,遍布子午

岭林区的土石或石砾山地上 ,其纯林和混交林面积

占子午岭林区森林面积的 11. 8 % ,为林区第二位优

势森林群落。山杨林一般分布在梁峁缓坡、阴坡和

阳坡下部等 ,常成小片纯林或与白桦、辽东栎形成混

交林 ,生长较慢。在草本层中其优势种为披针苔草 ,

其优势度明显高于其他草本伴生种。一般其林下灌

木盖度为 30 % ,草本的盖度为 15 %～25 %。辽东栎

林遍布整个林区 ,其纯林和混交林面积占子午岭林

区森林面积的 37. 2 % ,为林区第一位优势森林群

落。辽东栋林常分布在梁峁缓坡及阴坡、半阴坡、半

阳坡 ,除局部林内辽东栋林与其他林木混交外 ,一般

均为纯林。以辽东栎为建群种的森林群落稳定性

高 ,是该区气候类型的演替顶极群落。从总体来看 ,

子午岭林区的辽东栎林多处于中幼龄林阶段 ,分枝

多、密度大 ,林下灌木、草本生长旺盛 ,覆盖度大 ,林

内湿润。一般其林下灌木盖度为 20 % ,草本盖度为

15 %～30 %。山杨2辽东栎混交林中 ,辽东栎所占比

例较大、山杨所占比例较小 ,辽东栎与山杨的数量比

约为 3 ∶2 ,一般其林下灌木盖度为 25 % ,草本盖度

为 10 %～20 %(表 1) 。

由表 2 可以看出 ,在天然山杨纯林乔木层中 ,其

伴生的主要植物种类有白桦、辽东栎、油松、茶条槭、

山杏、杜梨、山榆和丁香等 ,其乔木层主要的伴生植

物种类较多 ;而在天然辽东栎纯林乔木层中 ,仅见极

少数的白桦、山杨或人工油松林 ,说明辽东栎林乔木

层则主要以辽东栎纯林占优势 ;在山杨2辽东栎混交

林中 ,除了山杨和辽东栎两种主要树种外 ,还伴生有

茶条槭、杜梨、漆树和丁香等物种。在 3 种林型草本

层也可见到披针苔草、茜草、白头翁和铁杆蒿等大量

物种。在 3 种林型的灌木层中 ,尖叶四照花 ,柔毛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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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菌 ,黄刺玟 ,胡颓子等物种均较为常见 ,且大量分

布。以上的这些常见物种构成不同演替阶段植物群

落的建群种或优势种 ,其中对植被演替有重要影响

的植物种类主要有山杨、白桦、辽东栎、油松、茶条

槭、披针苔草及许多蒿属的植物。

由表 2 还可知 ,在山杨纯林的灌木层和草本层

中出现一些藤本植物 ,如乌头叶蛇葡萄、茜草、穿龙

薯蓣等 ,其中也有一些少见的物种零星出现在调查

样方内 ,如甘肃山楂、茶镳子、冰草等 ,而这些物种在

辽东栎纯林及山杨2辽东栎混交林调查样方中均未

出现。在辽东栎纯林灌木层和草本层中也出现一些

其他两种林型未出现的物种 ,如山荆子、野豌豆、大

油芒和紫苏等少见物种。在山杨2辽东栎混交林的

灌木层和草本层中 ,则出现了在两种纯林样方中交

叉出现的物种 ,如刚毛忍冬、胡颓子、灰栒子、黄檗、

多花胡枝子、山茱萸、山樱桃、悬钩子、长芒草和凤毛

菊等物种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在 2 种纯林类型中均

出现的少数物种 ,如细裂槭、拔契、卫矛、山葡萄和栾

树等。说明在山杨林与辽东栎林混交情况下 ,样方

中会出现一些新的物种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混交

林类型植物物种的多样性。

表 2 　子午岭林区 3 种林型植物物种的组成

Table 2 　Composition of the plant species in three types of forest s in Ziwuling area

林　型
Forest types

乔木层
Arbor layer

草本层
Herbage layer

山杨纯林
Populus davi diana

白桦、辽东栎、油松、茶条槭、山杏、杜梨、山榆、丁香等
B et ula plat y phy lla , Quercus liaotungensis , Pinus tabu2
lae f ormis , A cer f label latum , A rmeniaca sibi rica , Py rus
betulae f olia ,Ulmus laevis , S y ringa oblata ,et al

披针苔草、茜草、白头翁、长芒草、铁杆蒿、冰草、穿龙薯
蓣等 Carex lanceolata , R ubia cordi f oli a , Pulsati l la
chinensis , S ti pa bungeana , A rtemisia gmelinii , A gropy2
ron cristatum , Dioscorea ni p ponica ,et al

辽东栎纯林
Quercus li aotungen2
sis

极少数的白桦、山杨、油松 (人工林) Betula plat y phy l2
la , Populus davi diana , Pinus tabulae f ormis

披针苔草、风毛菊、茜草、白头翁、铁杆蒿、野豌豆、大油
芒、紫苏等 Carex lanceolata , S aussurea j aponica , Rubia
cordi f olia , Pulsat i l la chinensis , A rtemisia gmelinii ,V i2
cia amoena , S podiopogon cotul i f era , Peri l la f rutes2
cens ,et al

山杨2辽东栎混交林
P. davi diana2Q. li2
aotungensis

茶条槭、杜梨、漆树、丁香等 A cer f l abel latum , Py rus
betulae f olia , Tox icodendron vernici f lnum , S y ringa
oblata ,et al

披针苔草、穿龙薯蓣、白头翁、长芒草、铁杆蒿、风毛菊、
茜草等 Carex lanceolata , Dioscorea ni p ponica , Pul2
sat i l la chinensis , S ti pa bungeana , A rtemisia gmelinii ,
S aussurea j aponica , Rubia cordi f olia ,et al

林　型
Forest types

灌木层
Shrub layer

山杨纯林
Populus davi diana

尖叶四照花、刚毛忍冬、柔毛绣线菊、水栒子、乌头叶蛇葡萄、胡颓子、黄刺玫、甘肃山楂、茶镳子、山茱
萸、山樱桃、悬钩子、漆树、黄檗等 Dendrobenthamia angustata , L onicera His pit a , S pi raea pubescens ,
Cotoneaster multi f lorus , A m pelopsis aconiti f olia , Elaeagnus pungens , Rosa x anthina , Crataegus kan2
suensis , Ribes , M acrocarpium of f icinalis , Prunus , R ubus parvi f oli us , Tox icodendron vernici f lnum ,
Phellodendron amurense ,et al

辽东栎纯林
Quercus liaotungensis

柔毛绣线菊、尖叶四照花、胡颓子、黄刺玫、杜梨、水栒子、多花胡枝子、茶条槭、山荆子、漆树等 S pi raea
pubescens , Dendrobenthamia angustata , Elaeagnus pungens , Rosa x anthina , Py rus betulae f olia , Coto2
neaster m ulti f lorus , L espedesa f loribunda , A cer f l abel lat um , M alus baccata , Tox icodendron vernici f l2
num ,et al

山杨2辽东栎混交林
P. davi diana2Q . li aotungensis

尖叶四照花、山茱萸、柔毛绣线菊、刚毛忍冬、黄刺玫、胡颓子、灰栒子、山榆、细裂槭、黄檗、山杏、多花胡
枝子、山樱桃、拔契、悬钩子、卫矛、山葡萄、栾树等 Dendrobenthamia angustata , M acrocarpium of f ici2
nalis , S pi raea pubescens , L onicera hispita , Rosa x anthina , Elaeagnus pungens , Cotoneaster acuti f oli us ,
Ulm us laevis , A cer stenolobum , Phellodendron amurense , A rmeniaca sibi rica , L espedez a bicolor ,
Prunus , S milax china , Prunus , Euony mus alatus , A m pelos pis heterophy lla , Koel reuteria paniculata ,et
al

2. 2 　子午岭林区 3 种林型的植物多样性

表 3 表明 ,山杨纯林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的

群落物种丰富度指数 ( Gleason 指数与 Margalef 指

数)与植物物种多样性指数 ( Shannon2Wiener 指数)

均最高 ,而辽东栎纯林的均最低 ,山杨2辽东栎混交

林的均介于以上两种纯林之间。在 3 种林型的乔木

层、灌木层及草本层中 , Shannon2Wiener 指数变化

幅度稍大 ,对多样性的变化更敏感 ,其中在乔木层 ,

山杨纯林 Shannon2Wiener 指数最高为 1. 57 ,而辽

东栎纯林的最低 ,为 0. 00。3 种林型乔木层、灌木层

及草本层的 Pielou 均匀度指数差异不大 ,为 0. 78～

0. 81 ,只有辽东栎纯林乔木层的均匀度指数为0. 00。

总体上看 ,在 3 种林型中 ,山杨纯林和山杨2辽东栎

混交林的物种较为丰富且分布均匀、多样性大 ,而辽

东栎纯林乔木层多样性较差、物种不丰富且分布不

均匀。对 3 种林型乔本层、灌木层和草木层的物种

种类多样性比较可知 ,均为山杨纯林 > 山杨2辽东栎

混交林 > 辽东栎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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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子午岭林区 3 种林型植物多样性的特征

Table 3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 diversity for three types of forest s in Ziwuling area

林型
Forest types

分层
Layers

S I Gl IMa ISW J

山杨纯林
Populus davi diana

　　乔木层 Arbor layer 7 1. 17 1. 04 1. 57 0. 81

　　灌木层 Shrub layer 22 6. 83 2. 48 2. 44 0. 79

　　草本层 Herbage layer 40 28. 85 2. 90 2. 97 0. 81

辽东栎纯林
Quercus
liaotungensis

　　乔木层 Arbor layer 1 0. 17 0. 00 0. 00 0. 00

　　灌木层 Shrub layer 20 6. 21 1. 95 2. 34 0. 78

　　草本层 Herbage layer 34 24. 53 2. 50 2. 82 0. 80

山杨2辽东栎混交林
P. davi diana2Q .
liaotungensis

　　乔木层 Arbor layer 6 1. 00 0. 87 1. 43 0. 80

　　灌木层 Shrub layer 21 6. 52 2. 05 2. 37 0. 78

　　草本层 Herbage layer 36 25. 97 2. 75 2. 86 0. 80

　　由表 3 还可知 ,3 种林型乔木层群落物种丰富

度指数与植物物种多样性指数均低于灌木层 ,而灌

木层又低于草本层 ,即草本层 > 灌木层 > 乔木层。

由于山杨纯林是子午岭林区先锋森林群落 ,山

杨2辽东栎混交林群落是中间过渡类型 ,而辽东栎纯

林是群落演替的顶级阶段 ,所以植物群落在由山杨

纯林、山杨2辽东栎混交林向辽东栎纯林演替过程

中 ,植物物种的丰富度指数逐渐降低 ,群落优势种也

逐渐减少 ,并且在群落的演替后期 ,乔木层、灌木层

和草本层的优势种均在向少数物种集中 ,因而群落

的植物物种多样性指数趋于降低。如辽东栎纯林为

演替的顶级群落 ,其乔木层 Shannon2Wiener 多样性

指数为 0. 00 ,表明演替顶极群落阶段优势种 (辽东

栎纯林) 的优势度较高 ,其群落物种丰富度指数、物

种多样性指数均最低。

2. 3 　子午岭林区 3 种林型植物多样性与其群落稳

定性的关系

植物群落稳定性与植物多样性有密切的关

系[13215 ] 。物种多样性是影响群落稳定性的一个重要

因素 ,但由于对群落稳定性还没有具体的衡量指标 ,

目前多数研究者仍主要以群落多样性作为衡量群落

稳定性的指标[12 ] 。根据生态学原理 ,顶级群落的稳

定性一般要高于演替群落初期阶段及中间过渡阶段

的稳定性。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生态学家普遍

认为群落的多样性导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 ,一些生态学家通过理论研究和野

外考察发现 ,多样性并不一定导致稳定性 ,它们之间

有着复杂的关系 ,且受许多因素的制约[16 ] 。

在黄土高原子午岭林区通过对 3 种林型植物多

样性的研究结果 (表 2 和表 3) 发现 ,处于演替系列

群落 (山杨纯林、山杨2辽东栎混交林) 的植物物种多

样性指数较辽东栎纯林顶级群落高 ,即无论是乔木

层、灌木层还是草本层其植物多样性所达到的最高

点均不是出现在优势顶级森林群落 (辽东栎纯林) ,

而是出现在处于演替系列的森林群落 (山杨纯林) 。

3 种林型的植物物种多样性指数及群落物种丰富度

指数在乔木层、灌木层及草本层均为山杨纯林 > 山

杨2辽东栎混交林 > 辽东栎纯林 ,而辽东栎纯林在乔

木层其 Margalef 指数、Shannon2Wiener 指数和

Pielou 均匀度指数均为 0. 00 ,这说明顶级森林群落

辽东栎纯林 ,在乔木层其植物物种多样性差、分布的

植物种类少、物种不丰富且分布不均匀 ;山杨纯林的

植物物种多样性最大、植物种类分布广、物种丰富且

分布均匀 ;山杨2辽东栎混交林的群落物种丰富度、

植物物种多样性及分布均匀度均介于以上两种纯林

类型之间。这说明并非植物物种的多样性越大 ,森

林群落越稳定 ,当然也并不能说明植物物种的多样

性越小 ,森林群落越稳定 ,他们之间往往存在着复杂

的关系 ,森林群落的稳定性在一定范围内可能会随

着物种多样性的增加而增加 ,也可能会随物种多样

性的增加而降低 ,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个最优点 ,使

森林群落的这种稳定性达到最高。因此 ,植物种类

的多样性并不能完全代表群落的稳定性 ,但却是森

林群落稳定性的必要条件 ,森林群落的稳定性体现

在更多方面或者多种生物组织层次意义上的多样

性 ,例如表现在生态系统、群落、种群、个体甚至基因

水平上的多样性[17 ] 。

3 　结　论

在黄土高原子午岭林区 ,通过对山杨纯林、辽东

栎纯林、山杨2辽东栎混交林 3 种林型植物种类多样

性的比较可知 ,子午岭林区先锋群落 (山杨纯林) 在

向顶极群落 (辽东栎纯林) 演替的过程中 ,群落物种

丰富度指数与植物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呈下降趋势 ,

而山杨2辽东栎混交林类型处于演替的中间过渡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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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化对作物的生长发育是否会产生不良影响 ,尚有

待进一步的研究。土壤电导率虽较高 ,但尚未达到

对作物生长发育产生明显不良影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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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所以其物种丰富度与植物种类多样性也介于山

杨纯林和辽东栎纯林之间 ,即山杨纯林 > 山杨2辽东

栎混交林 > 辽东栎纯林。山杨纯林、山杨2辽东栎混

交林和辽东栎纯林的群落物种丰富度指数 ( Gleason

指数与 Margalef 指数) 与植物物种多样性指数

(Shannon2Wiener 指数)由草本层、灌木层向乔木层

呈下降趋势 ,即 :草本层 > 灌木层 > 乔木层 , Pielou

均匀度指数在草本层、灌木层和乔木层差异不大。

对 3 种林型植物多样性与群落的稳定性分析发

现 ,两者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群落的稳定性既不完全

随着物种多样性的增加而线性增加 ,也不完全随着

物种多样性的增加而线性减少 ,而是会存在一个最

优点 ,使森林群落的这种稳定性达到最高。因此 ,植

物种类的多样性并不能完全代表群落的稳定性 ,但

却是森林群落稳定性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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