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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喀斯特山地蚬木优势群落物种组成及多样性特征，可为喀斯特地区植被恢
复、蚬木种群的保护及其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依据。 通过调查和分析广西 ８ 个不同地区蚬
木优势群落物种组成及多样性，结果表明：８ 个蚬木群落共调查到维管植物 ２４８ 种，隶属于
９５ 科 １６４ 属，其中乔木层物种较为丰富，其伴生种主要有广西澄广花（Ｏｒｏｐｈｅａ ａｎｃｅｐｓ）、苹
婆（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ｎｏｂｉｌｉｓ）等，灌木层除了乔木层主要树种外，主要有鹅掌柴（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ｏｃｔｏｐｈｙｌ⁃
ｌａ）、红背山麻杆（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 ｔｒｅｗｉｏｉｄｅｓ）等物种；草本层以蕨类植物居多，而中间层藤本植物
主要以豆科植物为主。 不同地区蚬木群落各层次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Ｈ）、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Ｄ）及均
匀度指数（Ｊ）大小顺序均保持一致的变化趋势。 不同地区蚬木群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
地理位置相对靠近的蚬木群落则表现有更高的相似度。 从蚬木乔木层生物多样性指数分
析，那坡及龙州弄岗蚬木群落恢复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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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斯特山地季节性雨林是在热带气候条件下碳

酸盐岩基质上发生发展起来的特殊植被类型，是全

球最为独特的喀斯特森林，被认为是隐地带性的土

壤演替顶极群落（孙鸿烈，２００５）。 桂西南喀斯特山

地既是广西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也是我国生物多

样性 ３ 个特有分布中心之一（Ｈ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其

特殊的地上地下双层空间结构，以及过去人类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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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干扰，导致植被退化，甚至形成石漠化，已严重威

胁着区域生态和人类生存，与此同时，喀斯特季节性

雨林及其中孕育的巨大生物多样性也正面临严重威

胁（Ｃｌｅｍｅｎｔ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Ｓｏｄｈ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岩溶地

区的植被恢复与重建也已成为我国退化生态系统恢

复与重建的重点和难点区域（贺庆棠等，２００６）。
植被恢复与重建是退化生态系统重建的第一步

（彭少麟，１９９６），其总体朝向生态多样性复杂的方

向构建，而其关键则是植物多样性的构建（王伯荪

等，１９９７）。 物种多样性不仅可反映群落或生境中

物种的丰富度、变化程度或均匀度、定量表征群落和

生态系统的特征，包括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群落和生

态系统的结构类型、组织水平、发展阶段、稳定程度、
生境差异等（张丽霞等，２０００），还可反映不同自然

地理条件与群落的相互关系（林波等，２００４）。 因

此，研究群落物种多样性是认识群落组成结构、功能

状态的基础，也是研究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方面（马
克平等，１９９５）。

蚬木（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 是桂西南喀斯

特地区特有的原生性树种之一（李先琨等，２００８），
在维持桂西南区域生物多样性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蚬木作为我国著名硬木和优

良材用树种（唐玉贵等，２００８），长期遭受着乱砍滥

伐，这导致其野生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现已被列为国

家二级保护植物。 目前对蚬木的研究仅限于其生物

学特性（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鲁莹莹等，２０１５）、繁殖生

物学（高辉等，２００６）、种群动态和群落结构描述（王
斌，２０１２；向悟生等，２０１３）等方面，对蚬木群落物种

组成及生物多样性的研究较少（欧芷阳等，２０１４），
而关于不同种群蚬木群落之间的物种组成及生物多

样性特征差异尚未见报道。 通过研究广西区内不同

蚬木优势群落将有利于了解不同群落受干扰情况，
何种蚬木群落为更合理的恢复状态，掌握蚬木群落

特征，以更好地为蚬木种群的保护、蚬木资源的合理

利用和群落稳定性的提高等提供指导。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 １　 样地基本情况调查

由于蚬木天然林分较为破碎，较少能够大面积

存在，因此，本文在选择蚬木优势群落的同时，根据

群落具体情况，在 ８ 个县的蚬木群落用全站仪共设

置了 ２４ 个 ２０ ｍ×２０ ｍ 的样方（每个地区调查一个

蚬木群落，设置 ３ 个 ２０ ｍ×２０ ｍ 的样方），再把每个

样方划分成 ４ 个 １０ ｍ×１０ ｍ 进行乔木层调查，分别

对每个样地中胸径大于 １ ｃｍ 的乔木进行每木检尺，
利用测树围尺实测林木胸径，目测估计林木树高、枝
下高和冠幅并记录；每个 ２０ ｍ×２０ ｍ 样方的 ４ 个角

以及对角线中间各设置 １ 个 ２ ｍ×２ ｍ 的小样方进

行灌木层的调查（每个地区 １５ 个，共设置 １２０ 个）；
在每个样方与灌木层调查同一位置 １ ｍ２（１ ｍ×１ ｍ）
的范围内进行草本层生物多样性的调查，灌木及草

本记录种名、盖度、个体数、平均高度等。 选定样地

后，记录样地周边营林小班情况，以及样地的经纬

度、海拔、坡度、坡向、坡位等基础信息，具体见表 １
和图 １。 另外，武鸣蚬木群落分布在四周高山环绕

的小石山峰上，气候类型较为封闭，具有明显的干湿

季节，位于路边人类活动较为频繁；那坡蚬木群落位

于村口，人们以风水林对其进行保护，靠近云南，地
处较高海拔地区，终年云雾缭绕，空气湿度较高。 靖

西蚬木群落为与越南交界的靖西邦亮长臂猿自然保

护区内，附近虽有村落，但较少人进入林内，地被苔

藓植物较为丰富，全年气候较温和，素有气候“小昆

明”之称。
１ ２　 物种多样性计算

计算这些药用植物的重要值、物种丰富度（Ｓ）、
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Ｄ）、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Ｈ）、

表 １　 不同地区蚬木群落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ｔｅｓ
地点 林分类型 郁闭度

（％）
坡向
（°）

坡度
（°）

海拔
（ｍ）

平均胸径
（ｃｍ）

最大胸径
（ｃｍ）

坡位 岩石裸
露率（％）

人类活动

那坡 天然林 ８５ １５３ ２５ ８３０ １８．２ ９５．０ 中下 ０．９０ 较少

武鸣 天然林 ９０ １９４ ３５ ２７１ １２．４ ３６．５ 下 ０．９５ 较多

龙州蚬木林场 人工林 ８５ ２６１ ３０ １４５ １２．７ ２６．８ 中下 ０．８０ 频繁

靖西 天然林 ９０ ３５３ ４０ ３５３ ５．０ ３６．４ 中上 ０．９０ 较少

天等 天然林 ９０ ７５ ４０ ４２９ ９．０ １３０．１ 下 ０．９５ 较少

隆安 天然林 ９０ １０８ ４８ ４３２ ６．７ ２４．５ 中 ０．９５ 较少

龙州弄岗 天然林 ８５ ２０７ ４５ １９８ １５．０ ３９．４ 下 ０．７０ 较少

大新 天然林 ９０ １９０ ３５ ４０６ ５．８ ２４．５ 中下 ０．９５ 较少

５０２１申文辉等：桂西南蚬木优势群落物种组成及多样性特征



图 １　 调查样地区位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

均匀度指数（Ｊ）及不同群落物种组成的相似性系数

（Ｃｓ）：

Ｈ ＝－ ∑
Ｓ

ｉ ＝ １
Ｐ ｉ ｌｎＰ ｉ （１）

Ｄ ＝ １ － ∑
Ｓ

ｉ ＝ １
Ｐ ｉ

２ （２）

Ｊ ＝ Ｈ
ｌｎＳ

（３）

式中：Ｐ ｉ ＝ ｎｉ ／ Ｎｉ代表第 ｉ 个物种的个体数 ｎｉ占所有

个体总数 Ｎｉ的比例，Ｓ 为物种数。
物种重要值 ＩＶ：
乔木层：ＩＶ＝ （相对多度＋相对频度＋相对显著

度） ／ ３（胸径≥１．０ ｃｍ 的木本植物） （４）
灌木层和草本层：ＩＶ＝（相对多度＋相对频度＋相

对盖度） ／ ３ （５）
不同群落物种组成的相似性系数（Ｃｓ）：
Ｃｓ ＝ ２ａ ／ （Ａ＋Ｂ） （６）

式中：Ａ 和 Ｂ 分别为样地 １ 和样地 ２ 的物种数；ａ 为

２ 个样地共有的物种数（康冰等，２０１２）。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物种组成特征

２ １ １　 所有群落的物种组成　 不同地区的 ８ 个蚬

木群落共调查到维管植物 ２４８ 种，隶属于 ９５ 科 １６４
属，其中含有 ５ 种及以上的科有：大戟科（含 ９ 属 １２
种）、豆科（含 ８ 属 １２ 种）、番荔枝科（含 ６ 属 ９ 种）、
兰科（含 ５ 属 ５ 种）、楝科（含 ５ 属 ５ 种）、葡萄科（含
３ 属 ７ 种）、荨麻科（含 ５ 属 ６ 种）、茜草科（含 １０ 属

１２ 种）、桑科（含 ３ 属 １３ 种）、柿科（含 １ 属 ５ 种）、铁
角蕨科（含 １ 属 ５ 种）、芸香科（含 ６ 属 １０ 种）、樟科

（含 ４ 属 １１ 种）、紫金牛科（含 ４ 属 ５ 种），占调查植

被科、属、种总数的 １４．７４％、４２．６８％和 ４７．１８％；其中

３１ 科只有一种，占总科数的 ３２．６３％。
２ １ ２　 不同地区蚬木群落物种组成　 从表 ２ 可以看

出，不同地区蚬木群落含物种数大小顺序为大新＞
龙州弄岗＞靖西＞隆安＞天等＞那坡＞武鸣＞龙州蚬木

林场；大新蚬木优势群落所拥有植物科属种均为最

多，拥有科属种数均为最少的为龙州蚬木林场；而龙

州弄岗含 ３ 个物种以上科数最多占该地区总科数的

２７．２７％，那坡则为最少，仅有 １ 个科含 ３ 种以上

物种。
２ １ ３　 不同层次蚬木群落物种组成　 从表 ３ 可以

看出，总体而言，不同层次物种数及各层次物种隶属

的科、属总数大小顺序均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
中间层。 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及中间层分别有 ６
个、５ 个、２ 个和 １ 个科包含 ５ 个及以上种。
２ ２　 不同地区蚬木群落的物种重要值

从表４可以看出，不同蚬木群落乔木层重要值

表 ２　 不同地区蚬木群落物种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ｔｅｓ
地点 各样方科

属种数
科 属 种

含 ３ 种以上的科
及其包含属、种数
科　 　 属 种

占总科、属、
种数（％）

科 属 种

那坡 ３１ ３８ ４２ 兰科 ３ ３ ３．２３ ７．８９ ７．１４

武鸣 ２４ ３５ ４１
大戟科
豆科
买麻藤科
荨麻科

５
３
１
３

５
３
３
３

１６．６７ ３４．２９ ３４．１５

龙州蚬
木林场

２０ ２４ ３０ 大戟科
豆科

３
２

３
４

１０．００ ２０．８３ ２３．３３

靖西 ３７ ５２ ５６ 大戟科
荨麻科
茜草科
樟科

４
３
３
３

４
３
３
５

１０．８１ ２５．００ ２６．７９

天等 ３７ ４４ ４８ 豆科
樟科

３
２

３
３

５．４１ １１．３６ １２．５０

隆安 ３４ ４６ ５１ 大戟科
豆科
芸香科

３
５
３

３
５
３

８．８２ ２３．９１ ２１．５７

龙州弄岗 ３３ ５０ ６０ 大戟科
豆科
椴树科
番荔枝科
木犀科
茜草科
桑科
柿科
芸香科

３
４
３
５
２
３
３
１
３

３
４
３
５
３
３
３
３
３

２７．２７ ５４．００ ５０．００

大新 ３９ ５８ ７０ 大戟科
番荔枝科
荨麻科
桑科
水龙骨科
芸香科

３
３
３
２
３
３

４
３
３
６
３
４

１５．３８ ２９．３１ ３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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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层次蚬木群落物种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ｙｅｒｓ
层次 不同层次科属种数

科 属 种

含 ５ 种以上的科及其包含属、种数

科 属 种

占总科、属、种数（％）
科 属 种

乔木层 ４２ ８８ １１７ 大戟科
番荔枝科
楝科
茜草科
桑科
樟科

８
５
５
８
２
４

９
５
５
８
１０
１０

１４．２９ ３６．３６ ４０．１７

灌木层 ３１ ８１ １０２ 大戟科
豆科
番荔枝科
桑科
芸香科

６
５
５
３
４

９
５
６
６
７

１６．１３ ２８．４０ ３２．３５

草本层 ３０ ４８ ６８ 兰科
铁角蕨科

５
２

６
５

６．６７ １４．５８ １６．１８

中间层 １０ １４ ２０ 豆科 ３ ６ １０．００ ２１．４０ ３０．００

表 ４　 不同地区乔木层排名前 ５ 位树种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ｏｐ 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ｔｅｓ
地点 种名 重要值 地点 种名 重要值

大新 蚬木（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 １７６．８５
广西澄广花（Ｏｒｏｐｈｅａ ａｎｃｅｐｓ） １４．７８
榔榆（Ｕｌｍ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１０．０６
翻白叶树（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９．０４
鱼骨木（Ｃａｎｔｈｉｕｍ ｄｉｃｏｃｃｕｍ） ８．４６
总计 ２１９．２２

那坡 蚬木（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 １０３．４４
苹婆（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ｎｏｂｉｌｉｓ ） ２５．６７
樟叶槭（Ａｃｅｒ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ｉｆｏｌｉｕｍ） ２３．０３
鹅掌柴（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ｏｃｔｏｐｈｙｌｌａ） １４．６５
斜叶榕（Ｆｉｃｕ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１１．８４
总计 １７８．６２

隆安 蚬木（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 １４７．３７
多花白头树（Ｇａ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ｉ） ２４．５６
九里香（Ｍｕｒｒａｙａ ｅｘｏｔｉｃａ） １６．３９
青檀（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１３．３６
肥牛树（Ｃｅｐｈａｌｏｍａｐｐ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３．２３
总计 ２１４．９３

武鸣 蚬木（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 ２０９．９３
苹婆（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ｎｏｂｉｌｉｓ ） ２２．２４
菜豆树（Ｒａｄｅｒｍａｃｈｅｒａ ｓｉｎｉｃａ ） １３．７１
刺叶桂樱（Ｌａｕｒｏｃｅｒａｓｕｓ ｓｐｉｎｕｌｏｓａ） ９．７７
黄荆（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８．６８
总计 ２６４．３４

龙州弄岗 蚬木（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 １０８．６３
金丝李（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 ３７．０８
广西澄广花（Ｏｒｏｐｈｅａ ａｎｃｅｐｓ） ３３．６４
山榄叶柿（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ｓｉｄ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２１．４１
扣匹（Ｕｖａｒ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３．２８
总计 ２１４．０６

靖西 蚬木（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 １０９．４４
岩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ｓａｘａｔｉｌｅ） ５９．６６
驳骨九节（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 ｐｒａｉｎｉｉ ） ３１．２５
银柴（Ａｐｏｒｕｓａ ｄｉｏｉｃａ） １６．４１
苹婆（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ｎｏｂｉｌｉｓ ） １４．０４
总计 ２３０．８３

龙州蚬 蚬木（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 ２２１．５２
木林场 灰毛浆果楝（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 ２７．１３

盐肤木（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９．３３
土蜜树（Ｂｒｉｄｅｌ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９．００
木棉（Ｂｏｍｂａｘ ｍａｌａｂａｒｉｃｕｍ） ４．８１
总计 ２７１．８０

天等 蚬木（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 １４５．０２
广西澄广花（Ｏｒｏｐｈｅａ ａｎｃｅｐｓ） ３４．６３
金丝李（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 ２７．６６
野独活（Ｍｉｌｉｕｓａ ｃｈｕｎｉｉ） １５．３６
异叶榕（Ｆｉｃ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ｍｏｒｐｈａ） １２．５４
总计 ２３５．２３

最大种的均为蚬木，其乔木层伴生种主要有广西澄

广花（Ｏｒｏｐｈｅａ ａｎｃｅｐｓ）、苹婆（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ｎｏｂｉｌｉｓ ）、多花

白头树 （ Ｇａ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ｉ）、 金丝李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岩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ｓａｘａｔｉｌｅ）
等；从表 ５ 和表 ６ 可以看出，蚬木群落中灌木层及草

本层植物种不同地区差异较大，优势种和非优势种

分化比较明显，草本层中蕨类植物为蚬木群落中的

常见植物。

２ ３　 不同地区蚬木群落中物种多样性指数

由表 ７ 可知，总体而言，蚬木群落不同层次物种

丰富度大小顺序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蚬木群

落不同层次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Ｈ）、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Ｄ）及
均匀度指数（Ｊ）大小顺序均为灌木层＞草本层＞乔木

层。 说明在蚬木群落中，灌木层包含了较大的信息

量，结构较其他层次稳定，优势度物种最小，其物种

丰富度最高，物种分布也最为均匀。其中乔木层物

７０２１申文辉等：桂西南蚬木优势群落物种组成及多样性特征



表 ５　 不同地区灌木层排名前 ５ 位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５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ｏｐ 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地点 种名 重要值 地点 种名 重要值

大新 蚬木（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 １１．３４
红背山麻杆（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 ｔｒｅｗｉｏｉｄｅｓ） １０．１０
柏拉木（Ｂｌａｓｔｕｓ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７．２５
光叶紫玉盘（Ｕｖａｒｉａ ｂｏｎｉａｎａ） ７．２４
葡萄叶艾麻（Ｌａｐｏｒｔｅａ ｖｉｏｌａｃｅａ） ６．４４
总计 ４２．３６

那坡 鹅掌柴（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ｏｃｔｏｐｈｙｌｌａ） ３４．１６
蚬木（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 ２６．３８
石柑子（Ｐｏｔｈｏ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９．６９
樟叶槭（Ａｃｅｒ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ｉｆｏｌｉｕｍ） ９．０９
红车（Ｅｕｇｅｎｉａ ｏｌｉｅｎａ） ６．５３
总计 ８５．８４

隆安 广豆根（Ｓｏｐｈｏｒ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３．３４
九里香（Ｍｕｒｒａｙａ ｅｘｏｔｉｃａ） ９．５０
南川前胡（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ｕｍ） ８．１２
锈毛梭子果（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ｔｉａ ａｕｒａｔａ） ７．２２
肥牛树（Ｃｅｐｈａｌｏｍａｐｐ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６．７５
总计 ６４．９２

武鸣 广豆根（Ｓｏｐｈｏｒ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 ４５．１１
素馨花（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７．７９
潺槁树（Ｌｉｔｓｅａ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６．７９
黄荆（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４．２１
黑面神（Ｂｒｅｙｎｉ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４．０４
总计 ６７．９５

龙州弄岗 素馨花（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１５．２５
广西澄广花（Ｏｒｏｐｈｅａ ａｎｃｅｐｓ） １３．１９
鹰爪花（Ａｒｔａｂｏｔｒｙｓ ｈｅｘａｐｅｔａｌｕｓ） ９．６４
九里香（Ｍｕｒｒａｙａ ｅｘｏｔｉｃａ） ９．６０
金丝李（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 ６．０４
总计 ５３．７２

靖西 苎麻（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ｎｉｖｅａ） ４４．９９
岩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ｓａｘａｔｉｌｅ） ２０．１９
蚬木（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 １１．２８
琴叶榕（Ｆｉｃｕｓ ｐａｎｄｕｒａｔａ） ７．００
竹叶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ｂａｍｂｕｓａｅｆｏｌｉａ ） ５．７２
总计 ８９．１８

龙州蚬 剑叶山芝麻（Ｐｔｅｒｉｓ ｅｎｓｉｆｏｒｍｉｓ） ３９．４７
木林场 牛筋藤（Ｍａｌａｉｓｉａ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１３．６２

蚬木（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 １３．３５
灰毛浆果楝（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 ８．４８
潺槁树（Ｌｉｔｓｅ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４．８８
总计 ７９．７９

天等 花椒簕（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１７．７５
锈毛梭子果（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ｔｉａ ａｕｒａｔａ） １６．２６
广西澄广花（Ｏｒｏｐｈｅａ ａｎｃｅｐｓ） １４．５７
野独活（Ｍｉｌｉｕｓａ ｃｈｕｎｉｉ） １０．７７
素馨花（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 ６．５７
总计 ６５．９３

表 ６　 不同地区草本层排名前 ５ 位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６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ｏｐ 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ｔｅｓ
地点 种名 重要值 地点 种名 重要值

大新 石山棕（Ｇｕｉｈａｉａ ａｒｇｙｒａｔａ） ３２．４３
江南卷柏（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 ｍｏｅｌｌｅｎｄｏｒｆｆｉｉ） １２．６１
铁角蕨（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ｔｒｉｃｈｏｍａｎｅｓ） ９．２６
石韦（Ｐｙｒｒｏｓｉａ ｌｉｎｇｕａ） ８．１８
槲蕨 （Ｄｒｙｎａｒｉａ ｒｏｏｓｉｉ） ７．９２
总计 ７０．３９

那坡 紫鸭跖草（Ｓｅｔｃｒｅａｓ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２２．２８
巢蕨（Ｎｅｏｔ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ｎｉｄｕｓ） １６．５３
贯众（Ｃｙｒｔｏｍｉ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１１．８０
肾蕨（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ｓ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９．９５
艾麻（Ｌａｐｏｒｔｅａ 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８．５６
总计 ６９．１１

隆安 沿阶草 （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４１．２５
褐果薹草（Ｃａｒｅｘ ｂｒｕｎｎｅａ） １２．８６
崖爬藤 （Ｔｅｔｒａｓｔｉｇｍａ ｏｂｔｅｃｔｕｍ） １０．３４
大叶买麻藤（Ｇｎｅｔｕｍ ｍｏｎｔａｎｕｍ） ８．４０
南川前胡（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ｕｍ） ６．５５
总计 ７９．４１

武鸣 肾蕨 （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ｓ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６６．８２
艾麻 （Ｌａｐｏｒｔｅａ 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１６．９０
鞭叶铁线蕨（Ａｄｉａｎｔｕｍ ｃａｕｄａｔｕｍ） ７．６１
硬叶兰（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 ｂｉｃｏｌｏｒ） ３．０２
石生铁角蕨（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 ２．８９
总计 ９７．２４

龙州弄岗 崖姜（Ｐｓｅｕｄｏｄｒｙｎａｒｉａ ｃｏｒｏｎａｎｓ） ４５．５１
鞭叶铁线蕨（Ａｄｉａｎｔｕｍ ｃａｕｄａｔｕｍ） １６．３０
铁线蕨（Ａｄｉａｎｔｕｍ ｃａｐｉｌｌｕｓ⁃ｖｅｎｅｒｉｓ） １１．４９
石山铁角蕨（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ｓａｘｉｃｏｌａ） ９．１８
竹叶草（Ｏｐｌｉｓｍｅｎｕ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ｕｓ） ７．４９
总计 ８９．９７

靖西 紫鸭跖草（Ｓｅｔｃｒｅａｓｅ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 ２３．０３
肾蕨（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ｓ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１１．４６
龟背竹（Ｍｏｎｓｔｅｒａ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１０．８９
蔓生莠竹（Ｍｉｃｒ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ｖａｇａｎｓ） １０．２２
艾麻（Ｌａｐｏｒｔｅａ 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６．０３
总计 ６１．６４

龙州蚬 剑叶山芝麻（Ｐｔｅｒｉｓ ｅｎｓｉｆｏｒｍｉｓ） ４８．１２
木林场 肾蕨（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ｓ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３０．４６

飞机草（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 ６．４７
鸭跖草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５．０９
鸡矢藤（Ｐａｅｄｅｒｉａ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５．０４
总计 ９５．１７

天等 肾蕨 （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ｓ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１６．５２
龟背竹（Ｍｏｎｓｔｅｒａ ｄｅｌｉｃｉｏｓａ） １１．８７
丝穗金粟兰（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１０．９９
狭叶沿阶草（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 ｓｔ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８．０６
石韦（Ｐｙｒｒｏｓｉａ ｌｉｎｇｕａ） ７．６５
总计 ５５．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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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物种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ｙ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ｔｅｓ
层次 地点 Ｓ Ｈ Ｄ Ｊ

乔木层 大新 ２９ １．４０３ ０．４７２ ０．４１６
那坡 ２３ ２．５２６ ０．８６２ ０．８０５
隆安 ２８ ２．０３６ ０．７３１ ０．６１１
武鸣 ２３ １．０７５ ０．４２１ ０．３４２
龙州弄岗 ３７ ２．３８２ ０．８５６ ０．６５９
龙州蚬木林场 １１ ０．８７１ ０．３５０ ０．３６３
靖西 ２８ ２．０１６ ０．７５７ ０．６０５
天等 ２３ １．８０６ ０．６８６ ０．５７６
均值 ２５ １．７６４ ０．６４２ ０．５４７

灌木层 大新 ３６ ３．０７５ ０．９３５ ０．８５８
那坡 ９ １．７２２ ０．７６８ ０．７８３
隆安 ２２ ２．２２９ ０．７８５ ０．７２１
武鸣 １７ １．５６４ ０．５７４ ０．５５２
龙州弄岗 ２３ ２．６８４ ０．９０８ ０．８５６
龙州蚬木林场 １５ １．３２５ ０．５８５ ０．４８９
靖西 ８ １．３８４ ０．６４０ ０．６６５
天等 １８ ２．４４４ ０．８９１ ０．８４５
均值 １９ ２．０５３ ０．７６１ ０．７２１

草本层 大新 ２０ ２．２５９ ０．８３７ ０．７５４
那坡 １６ ２．１０５ ０．８２５ ０．７５９
隆安 １０ １．７９０ ０．７６６ ０．７７７
武鸣 ６ ０．７６６ ０．３５６ ０．４２７
龙州弄岗 ７ １．６５０ ０．７７８ ０．８４８
龙州蚬木林场 ６ ０．９８４ ０．４９８ ０．５４９
靖西 ２１ ２．２１０ ０．８２７ ０．７２６
天等 １４ ２．４５４ ０．９００ ０．９３０
均值 １３ １．７７７ ０．７２３ ０．７２１

种丰富度大小顺序为龙州弄岗＞大新≥隆安＞靖西＞
那坡≥武鸣≥天等＞龙州蚬木林场；灌木层物种丰富

度大小顺序为：大新＞龙州弄岗＞隆安＞天等＞武鸣＞
龙州蚬木林场＞那坡＞靖西；草本层物种丰富度大小

顺序为：靖西＞大新＞那坡＞天等＞隆安＞龙州弄岗＞
武鸣＞龙州蚬木林场。

不同地区蚬木群落乔木层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Ｈ）、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Ｄ）及均匀度指数（Ｊ）均排在前 ２ 名的

为那坡和龙州弄岗，均排在后 ２ 名的是武鸣和龙州

蚬木林场；灌木层均排在前 ２ 名的为大新和龙州弄

岗，均排在后 ２ 名的为武鸣和龙州蚬木林场；草本层

均排在第一名的为天等，均排在后 ２ 名的为武鸣和

龙州蚬木林场。 说明武鸣、龙州蚬木林场各层次包

含的信息量均较小，物种单一优势度高，物种分布也

不均匀；而龙州弄岗在乔木层及灌木层、天等在草本

层、那坡在乔木层、大新在灌木层有较高的信息量，
物种分布也较为均匀。

２ ４　 群落间相似性

由表 ８ 可以看出，蚬木群落总体物种组成相似

性系数（Ｃｓ）除龙州蚬木林场与大新（０．０６４）外，其
他蚬木群落之间相似性系数均大于 ０．１，其中最高的

是天等与武鸣，达到 ０．３６４，其次是靖西与那坡、天等

与隆安，其值分别为 ０．３２６、０．３１９，相似度最低的是

龙州弄岗与那坡、龙州蚬木林场与靖西，其值分别为

０．１０１、０．１０３。 由表 ９ 可见，蚬木群落乔木层物种组

成相似性系数 （ Ｃｓ ） 最高的是天等与靖西，达到

０．３５３，其次是天等与大新，相似度最低的是龙州蚬

木林场与天等，其值为 ０．０５９。 由表 １０ 可以看出，蚬
木群落灌木层物种组成相似性系数（Ｃｓ）最高的是

天等与武鸣为 ０．３５３，其次是隆安与天等、武鸣，相似

度最低的是龙州弄岗与那坡、靖西，相似性系数值为

０。 由表 １１ 可以看出，蚬木群落草本层物种组成相

似性系数（Ｃｓ）超过 ０．３ 的有：龙州弄岗与武鸣、靖西

与那坡、靖西与武鸣、天等与武鸣，其中靖西与那坡

相似性系数最高为 ０．４４４；相似性系数最低为 ０ 的

有：龙州弄岗与隆安、龙州蚬木林场与大新、那坡与

龙州弄岗、龙州蚬木林场与龙州弄岗、龙州蚬木林场

与天等。

表 ８　 不同地区蚬木群落中物种组成的相似性
Ｔａｂｌｅ ８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ｔｅｓ
地点 隆安 龙州弄岗 那坡 武鸣 靖西 天等 龙州蚬

木林场

大新 ０．２０７ ０．２０５ ０．１１１ ０．２２２ ０．１６７ ０．２８１ ０．０６４
隆安 ０．１６８ ０．１５９ ０．２２８ ０．１４０ ０．３１９ ０．１３５
龙州弄岗 ０．１０１ ０．１５６ ０．１０８ ０．２６７ ０．１４１
那坡 ０．１６９ ０．３２６ ０．１１６ ０．１５２
武鸣 ０．２１７ ０．３６４ ０．１７５
靖西 ０．３０６ ０．１０３
天等 ０．１１１

表 ９　 不同地区蚬木群落中乔木层物种组成的相似性
Ｔａｂｌｅ 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Ｅｘ⁃
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ｔｅｓ
地点 隆安 龙州弄岗 那坡 武鸣 靖西 天等 龙州蚬

木林场

大新 ０．２４６ ０．２１２ ０．１５４ ０．０７７ ０．１４０ ０．３０８ ０．１００
隆安 ０．１５４ ０．２３５ ０．１１８ ０．１０７ ０．２３５ ０．１０３
龙州弄岗 ０．１３３ ０．０６７ ０．１５４ ０．２６７ ０．１２５
那坡 ０．１３０ ０．１９６ ０．１３０ ０．１１８
武鸣 ０．１５７ ０．１３０ ０．１１８
靖西 ０．３５３ ０．１０３
天等 ０．０５９

９０２１申文辉等：桂西南蚬木优势群落物种组成及多样性特征



表 １０　 不同地区蚬木群落中灌木层物种组成的相似性
Ｔａｂｌｅ １０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ｔｅｓ
地点 隆安 龙州弄岗 那坡 武鸣 靖西 天等 龙州蚬

木林场

大新 ０．１７５ ０．２１１ ０．０９１ ０．１９２ ０．０９１ ０．２３１ ０．０４０
隆安 ０．１８２ ０．０６５ ０．３０８ ０．１２９ ０．３０８ ０．０５４
龙州弄岗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４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６ ０．１６２
那坡 ０．１５４ ０．１１１ ０．０７７ ０．２５０
武鸣 ０．０７７ ０．３５３ ０．１８８
靖西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３
天等 ０．１２５

表 １１　 不同地区蚬木群落中草本层物种组成的相似性
Ｔａｂｌｅ １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ｈｓｉｅｎｍｕ⁃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ｔｅｓ
地点 隆安 龙州弄岗 那坡 武鸣 靖西 天等 龙州蚬

木林场

大新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４ ０．１１１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０ ０．２９４ ０．０００
隆安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７ ０．２５０ ０．０６７ ０．２５０ ０．１２５
龙州弄岗 ０．０００ ０．３０８ ０．１４８ ０．０９５ ０．０００
那坡 ０．１８２ ０．４４４ ０．１３３ ０．１８２
武鸣 ０．３０８ ０．４００ ０．１６７
靖西 ０．３５３ ０．０７７
天等 ０．０００

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得出，不同地区蚬木群落不同层次物种

丰富度、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Ｈ）、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Ｄ）及均匀

度指数（Ｊ）均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大小顺序均保持一

致的变化趋势。 除武鸣、龙州蚬木林场外，其他地区

各层次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Ｈ）均在 １．４０３～３．０７５，这基本

符合 Ｍａｑｕｒｒａｎ（１９８８）认为的 Ｈ 值一般在 １．５ ～ ３．５
的范围。 总体而言，蚬木乔木层虽然有较高的物种

丰富度值，但由于其单一物种的个体数较多、数量分

布不均匀，其生态优势度指数低于灌、草层。 而欧芷

阳等（２０１４）以广西平果县蚬木群落为研究对象得

出，群落各层的物种数、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

度指数表现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同时，其在

调查的蚬木群落拥有共 １９９ 种维管植物，而本次调

查各地区蚬木优势群落均在 ３０ ～ ７０ 种。 研究结果

存在差异，可能与人为取样策略（如取样面积和坡

向等）的不同而不同（方精云等，２００４）。 比较其他

研究者在桂西南地区其他森林群落研究结果（黄松

殿等，２０１１；袁铁象，２０１４）可知，蚬木优势群落物种

多样性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这可能是因为蚬木是强

喜光的阳性阔叶树种，多生长于岩石裸露率较高的

石山陡坡上（王斌，２０１２），并且其冠层结构遮光度

较高，林内光线较弱，较少物种能适应这样的生境，
从而引起群落多样性的降低。

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不仅受群落构建种本身生

物学特性、发展阶段等自身因子（兰国玉等，２０１３；
马姜明等，２０１３）的影响，通常也受到纬度、海拔、地
形及人类活动等因子的影响（方精云等，２００４；Ｏｎａ⁃
ｉｎｄ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Ｚｕ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杨青等，２０１４）。
天等与那坡蚬木群落均在村口，但其草本层均有较

高的物种丰富度、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Ｈ）、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Ｄ）及均匀度指数（Ｊ），说明其可能受人为干扰层度

较轻，并且蚬木母株均较其他蚬木群落要大，这可能

与当地村民将其视为风水林，而将其进行保护；而那

坡调查样地地处海拔较高，阳光较为充足，并且终年

雾气较大，水分易充足，而当地群众对该林分具有崇

高信仰，林分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发育。 龙州天然

林位于龙州弄岗国家自然保护区内，保护区内人烟

稀少，并且林地岩石裸露率较低，这为大多植物提供

了有力的生存基础；武鸣虽然林分也得到了较好的

保护，但由于林分密度较高，并且近村落和道路，当
地村民偶会进入林内砍柴或采集中药材，并且该地

岩石裸露率较高，在 ９５％以上，林内难能看到土壤，
并且该地气候相对封闭，干湿季节较为明显，这些自

然及人为活动因子可能是导致该林分物种多样性低

的主要原因；龙州蚬木林场为 ７０ 年代由龙州蚬木林

场进行人工种植的林分，虽然林内岩石裸露率较低，
但人类活动频繁，人类的经营干扰导致了其林分物

种组成较为单一。 本研究未能对蚬木优势群落内土

壤进行采集及分析测定，因此未能了解其对群落中

物种组成及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并且目前保存较好

的蚬木群落均较为零碎化、存在面积范围较小，具体

何种地理、气候及自然因子是影响蚬木群落物种多

样性的主要因子将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对次生林而言，如果任其自由发展，有可能顺向

演替为原来的状态，这是植被自然趋同的结果，也是

次生林经营的基础，但这一过程相当漫长（朱教君，
２００２）。 本研究得出：不同地区蚬木群落具有一定

的相似性，其中乔木层较灌木层及草本层相似性要

高。 而地理位置相对靠近的蚬木群落则表现了更高

的相似度。 蚬木人工林（龙州蚬木林场）与其他天

然林蚬木群落相似度均表现较低，这说明了人工经

营对植物群落物种组成改变较大，这与较多学者的

研究结果一致（Ｍａｃｋｅ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一般情况下，未

０１２１ 　 　 　 　 　 　 　 　 　 　 　 　 　 　 　 　 　 　 　 　 　 　 　 　 　 　 生态学杂志　 第 ３５ 卷　 第 ５ 期　



受干扰的天然林群落要比受干扰的林分物种丰富度

要高（刘文桢，２０１４）。
喻理飞等（２００２）通过茂兰喀斯特自然保护区

植物群落多样性变化数据分析得出：总体上看，群落

恢复趋势向组成物种增多，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

上升而生态优势度降低的方向发展。 袁金凤等

（２０１１）则认为，当森林群落演替到中龄林和近熟林

时期，物种丰富度与森林演替阶段并无显著相关性。
马姜明等（２０１３）认为，乔木层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和均匀

度指数随檵木（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群落的恢复呈

现增大的趋势。 一般来说在受保护的植物群落中，
乔木层往往受人为活动因子的影响较少（白帆等，
２００８），通过分析 ８ 个不同地区蚬木群落乔木层生物

多样性指数可知，那坡及龙州弄岗蚬木群落具有较

高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因此，该地区两片

蚬木群落恢复较为稳定。 而 Ｗａｎｇ 等（２００６）关于从

演替早期到后期群落物种多样性呈现先高后低的趋

势的观点，同时也表明群落稳定性有着更为广泛的

内涵，植物多样性可能仅仅是群落稳定的基础或必

要条件（李裕元等，２００４）。 本研究揭示了不同地区

蚬木群落的物种组成及生物多样性特征，这将为西

南喀斯特地区植被恢复以及蚬木植被演替提供一定

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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