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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云南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林窗更新状况的调查结果表明
,

林内优势树种在林窗阶段不

占优势
,

其在林窗内的重要值显著低于成熟林分 ;林窗内外的乔木幼苗在组成上存在较大差异
,

林窗内的

幼苗多样性 (H = 2
.

7 3
,

D = 0
.

8 9 )高于林冠下(H = 2 2 5
,

D = 0 8 2 )
,

二者的 J
a ee a rd 相似系数只有 0

.

6
,

许多

树种的幼苗只 出现在林窗内
;
林窗内的乔木幼苗密度 (38 63 6 株

·

hm
一 2

)远远高于林冠下 (17 32 3 株
·

hm
一 2

)
.

林窗内和林冠下的乔木幼苗(H毛 50
。m )均以高度为 11 一 20

c m 幼苗的在数量上占优势
,

但林窗内

高度超过 20
c m 的幼苗比例明显高于林冠下 ;林窗大小对乔木幼苗更新有重要影响

,

不同树种的幼苗密度

高峰出现在不同大小级别的林窗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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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d e n sity o f t r e e s e edlin g s in

the g a p s
(3 5 6 3 6 N

·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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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a s m u e h hig he : th a n tha t , n the n o n
一

g a p S t a n d (1 7 32 3 N
·

hm
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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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 言

林窗是森林内普遍存在的干扰方式之一
,

通常

是指由一株或数株冠层树 木死亡或倒伏后
,

森林冠

层空间在地面的垂直投影 区域 [ 5
,

“5 !
.

它是森林进行

自我更新的重要途径之一 林窗形成后
,

林下环境发

生了很大变化
,

微地形因树倒坑
、

树倒丘的存在而有

别于一般的林地地表
;
光照强度

、

光质
、

土壤和空气

温度
、

湿度
、

土壤养分资源的有效性等都发生 了较大

变化
,

与林冠下 的小环境存在着较大差异〔
’

,

4
,

’
,

’“]
.

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
,

许多在土壤中休眠的以及外

来的种子由于受到林窗内光照增加
、

温度升高等条

件的诱导开始萌发
、

生长仁”
,

“o }
,

使林窗 内的植物种

类组成
、

群落结构发生改变
,

从而推动 了森林的更

新
.

因此林窗过程是森林更新的一个重要机制
,

对林

窗过程的探讨也 日益成为森林更新研究中的一个重

要领域
,

在国外[’
,

6
,

” 一 ‘’)和 国内[ 8
,

‘9
,

’2
·

’‘
,

’6
,

2 , ]都对

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

目前国 内外关于常绿阔叶林

林窗更新动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林 窗树木更新规

律 [’4
,

‘”1
、

林窗内的微环境变异与物种多样性 [4 ]以及

树种对林窗大小
、

年龄的反应 「” ]等过程中
,

而关于

林窗对乔木幼苗更新影响的研究则报道较少
.

本研

究选取 云南省山地垂 直带上分布的代表植 被类

,

中国科学院
“

九
·

五
’‘

科技攻关重大项 目(K Z9 51
一

A l
一

10 4 )
、

中国科
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 目(K ZCxl

一

SW
一

O卜02 )和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知 识创新 工程所长基金资助项 目 (SJ IO G
一

COO
-

、

0 1 )
.

“ 通讯联系人
.

20 0 1 一 1 1 一 2 3 收稿
,

2 0 0 2 一 0 5 一 2 4 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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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为研究对象

,

重点

探讨林窗对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主要乔木树种幼苗

更新的影响
.

2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2
.

1 研究地区概况

以云南省徐家坝地区为中心的哀牢山 自然保护区位 于

2 4
’

3 2
’

N
,

1 ()1
0

0 1
’

E
,

海拔 2 4 0 0 一 2 6 0 0 m
.

年平均温度 1 1
,

3

℃
,

月平均最高温 1 5
.

6 ℃ (7 月 )
,

月平均最低温 5
.

4 ℃ (1

月 )
,

妻 10 ℃的活动积温在 3 420 ℃ 左右
.

年平均降雨量为

1 9 3 1
.

l m m
,

8 5 % 以上的降雨集中分布在雨季 (5 一 10 月 )
.

年蒸发量小于降雨量
,

仅为 1 845
.

9 m m
,

气候温凉而潮湿
.

森林分布区的土壤主要为山地黄棕壤
.

以木果柯 (肠之九r 口r -

PU
,

.

U 公泊Z

rP
“s

)为标志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普遍分布于徐

家坝地区海拔 2 400 一 2 6 00 m 之间广阔的平缓坡地和 山脊

上
,

面积约 2 9
.

22 km Z ,

占全 区总 面积的 77
.

49 %
,

而且连接

成大片
,

是本区分布最广
、

面积最大的森林植物群落
.

本实验

样地选定 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森林生

态系统定位站附近的三棵树
.

2
.

2 研究方法

2
.

2
.

1 样地设置 在三棵树附近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内
,

寻找林窗并测量林窗的最大直径(L )和与其中心相垂直的

直径(W )
,

假定林窗形状为一椭圆形
,

以公式 A =
礼W /4

计算其面积 !26]
.

在林窗内采用随机取样方法
,

以 l m 义 Z m

样方对林窗内 H 簇50
C m 的乔木幼苗进行调查(根据林窗面

积的大小
,

每个林窗内 3 一 5 个样方 不等 )
.

同时在每个林窗

附近的林冠下 以 l m 只 Z m 样方对林冠下 H ( 50
c m 的乔木

幼苗做对照调查
.

与乔木幼苗调查相对应
,

根据林窗大小在

林窗内设 3 一 5 个 4 m 义 4 m 大样方对 200
c m 以上的乔木

进行调查
,

同时在每个林窗附近的非林窗林分 (距离 10 m )

设一个 l() m 又
10 m 的大样方进行对照调查

.

在约 5
.

5 hm Z

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内
,

共调查到面积全巧 m Z
的林窗 25

个
.

林窗内和林冠下分别调查 lm x Z m 样方 99 个 ;林窗内 4

m 又 4 m 样方 9 9 个 : 非林窗林分内共调查 1 0 m X zo m 样方

2 5 个
.

2
.

2
.

2 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 以下 3 类多样性指数测度

林窗内和林冠下乔木幼苗的物种多样性 [ ‘“]
.

1) 丰富度 s
:

指

样地内记录的物种数量 ; 2 ) Sha nn on
一

w ien er 指数
:

H = 一 艺

丸In p
; ; 3 )Si m pso n

指数
: D 二 1 一

弓丸
,

.

式中
,

p
;

是第 i 种的

个体数占该样地内总个体数的比例
.

另外
,

还采用了 Jac ca rd 相似性系数〔‘, ] :

乓一 j/ (
。 + b -

j)
.

式中
,

J 是两个样地中共有种的数量 ; a
是样地A 中的物

种数量 ;b 是样地 B 中的物种数量
.

3 结果与分析

3
.

1 林窗内外乔木树种的组成差异

在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25 个林窗内通过样方

调查共记录到 H 全2 0 0 Cm 的乔木树种 3 3 种
,

非林

窗林分 31 种
,

二者共有种类 28 种
.

表 1 列出了其中

主要树种在林窗内外重要值的数量特征
.

根据树种

在林窗内外重要值的差异
,

可将中山湿性常绿阔叶

林内的主要乔木树种分为 3 类
:

1) 林窗内的重要值

远远小于非林窗林分
.

这一类树种多为中山湿性常

绿阔叶林的优势树种
,

如硬壳柯 (Li th oca rP us ha
n -

ce i )
、

南洋木荷 (及五i , , Za n o ro n ha 。 )
、

木果柯等
,

其在

林窗内的重要值依次为 3
.

87
、

2
.

59 和 0
.

91
,

位序较

为靠后 ; 而其在非林 窗林分内的重要值位序则紧靠

前列
,

数值显著增加
,

依次为 23
.

79
、

22
.

34 和 19
.

23
,

重要值在林窗内外的差异达到了 20 左右
.

这类树种

还包括变色锥 (曲
sta n

oPs is 八(脚ce ns )和南亚泡花树

(八玉绝los
n o a二ot t ia n a )等

.

重要值大小所表明的是

一个树种在群落中的优势地位
,

在一定程度上表 明

了一个种相对于群落中其他种对生态资源的占据和

利用能力的大小 重要值越大
,

位序越居前的树种
,

表明其对生态资源的利用和竞争能力越强
.

中山湿

性常绿阔叶林优势树种重要值在林窗内外的这种变

化
,

预示着其地位在林窗更新过程中逐渐得以巩固
,

对生态位的占据能力不断加强
.

另一方面
,

从树种的

生长规律来看
,

木果柯
、

变色锥需要 40 一 50 年才能

达到生长盛期
,

比其他树种滞后f” ]
,

这也可能是造

成木果柯
、

变色锥等树种在林窗阶段重要值位序低

的一个重要原因
.

2) 林窗内外重要值顺序的变化与

上述情况恰好相反
.

这类树种如多花 山矾(匆
n PI。

-

cos ra , , 2 0 5 1二12 , Za )
、

山矾 (助冲ZOC a , 、u n , u n t ia )
、

川冬

青(Ilex
s之自消二。 , 7en s is )

、

南 亚批把 (E r io bo t
, be n -

岁le n s is )和大花八角 (Il lic iu , , , , , , a c ra n th u , , , )等
.

它

们在林窗阶段占据 了较大的优势
,

重要值位序比较

靠前
,

而到了森林成熟阶段重要值位序则明显下降
.

说明这类树种随着林窗的逐渐郁闭
,

环境对其越来

越不利
,

在与适于非林窗生境树种的竞争中处于劣

势
,

从而作为伴生树种出现于乔木层 中
.

3) 林窗内

外重要值差异不大
.

这类树种如绿叶润楠帆血ch il us

饭 r id ls) 和红花木莲(八工2
吧li et 故 i;l s

lgn is )等
,

在林窗

内外的重要值差异不大
,

表明这类树种能充分利用

林窗内外的环境资源
,

保持自己在森林内优势地位

的稳定性
.

3
.

2 林窗对乔木幼苗更新的影响

3
.

2
.

1 林窗内与林冠下乔木幼苗组成的差异 幼苗

的萌发及生长与其周 围的小环境密切相关
,

林窗内

小环境的改变往往会导致幼苗组成上的巨大差异
.

在 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内
,

林窗内与林冠下乔木幼



9 期 何永涛等
:

哀牢山 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林窗更新研究 1 4 0 1

表 l 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林窗内及非林窗林分乔木树种(高) 2 00
c m )的数里特征

T a b le 1 Q u a n tit a tiv e c ha r a e te r istic o f m aj o r t理e sp e e ie s 《H ) 2 0 0 c m ) in g a p s a n d n o n
·

g a p s in the m id d 一e m . 、u n ta in m o is t e v e rg r代 n b r佃d 一e a v e d fo r
·

e s t

相对密度
R

e
l
a t lv e d

e n , : ty (% )
相对频度

R
e
l
a tiv e fre q u e n e y (% )

相对显著度
R o

l
a t: v e

d o m in a n e e

(% )
重要值 IV

m Po r t a n t v a
lu e

种印

G aP N o n
一

g a P G a P N o n
一

g a p G
o P N o n 一

g a P G
a P N o n 一

g a P

7053312(]549580504761438860225()5020702279471764346()21丘丘l()231335丘12认丘,已L氏9从么叭23卜从王22么094847286989978212()9256348433098766]568785766859012825242423222()19131211876544443222228908385808931327630737040103824737749764l()2754封25住住住ol(]住20L牛卜住么住00么让住卜王o或住12住29()9385198514028邓091118阴7524397881143617()632铭2()6丘13co45136566,
�10|013200001129240567884829244502244540812464262143698183218621认王生丘丘丘734么王40()王王丘L,

4
11()么L4L4799828899942388231265237()171265595359121259530653aa丘丘g下或丘牛么么众王王么么L住L么么LO卜0388895583935084438518238叭384438577582465607880813月王t王氏68,�王421住0么工J住,

.
8住2卜丘L小花 rU茶 山

n : el l。 户rrer
t ii

多花 山矾 段户
沪2户乙气仍 ra 脚雌“切似

南亚批把 石尹
.

勿 /x; t
秘 加、

ga 如。
、

山 矾
.

马
”2户l以 “‘ su ”, u z‘t故

绿叶润楠 八吸之动 ilu 、 : 厅月刁i、

川冬青 了Z
硬汀

~ 人、
, , e ,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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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苗组成上的差异正说明了这一点
.

25 个林窗内 19 8

m Z 的取样面积上共记录到 H 镇父 c m 的乔木幼苗

38 种
,

而在林冠下对照调查样地中的乔木幼苗种类

只有 2 6 种
,

前者乔木幼苗的物种多样性明显高于后

者(表 2 )
.

二者共有乔木幼苗种类 24 种
,

Ja cc a rd 相

似系数仅为 0
.

6
.

表 2 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林窗及林冠下的树种幼苗 (H 毛 50
c m )多样性
’

ra b le 2 T r e e s , d lin g ( H毛 50 c m ) s p e c ie s d i、
,

e r s it y i n d e x o s in g a p 、 a n d

n 一) n 吧 aP s ta n d in t he n 一id d le m o u n t a i n m o i{, t e v e rg r e e n b r《) a d
·

le a 、
r

七 d

fo re st

样地面积
S
a n lp l

匕 a r t兰a

(
n 、2 )

物种数 sl
la 「I n o n 一

s
. n 、p、 「,

指数
闪

u m l
, e ; o

f w
:。n e : 指数 S

, rn ps 、; n ’
s

t re e se e
dl

i n g s}
la n n (〕rl一

d
一v 匕r 5 lty

s p e e le s
w

一e n e r ’5
d i

v e r s一ty 一r1
J
e x

in d
e x

8982林窗内G
a ps

林冠下 }:; ;
.

;:
邓26

N o n
一

g a p sta n
d

_ _
在 幼苗 密 度 方 面

,

除 吴 茱 英五 加 ( A ca n -

th 口产Zna 二 e 了人灭lia 哟/bl iu : )
、

七 裂 械 ( A ce : h eP
-

ta肋
u , , , )

、

云南越桔 ( Va cc i , 21, , , , , d u e lo u 二11 ) 和海桐

樟( Ci n
。

。2 0 , 刀 u o Z PiztO S
加

r

ide
s ) 外

,

其它树 种的幼

苗在林窗内的密度都远远高于林冠下
,

林 窗内乔木

幼苗的密度平均达到了 38 6 36 株
·

hm
一 “ ,

而对应林

冠下乔木幼苗的密度平均只有 17 3 23 株
·

hm
一 2 ,

前

者比后者高出一倍多
.

有些树种 的幼苗只出现在林

窗内
,

如海桐一l一矾 (助
, ,
P I
~

h e ish a n e , , 5 15 )
、

多花含

笑 (林从el l敌 fi or il, 。 。cla )
、

厚 皮 香 ( Te rn st o m l’a

删
, , , Za , Zth e

ra )
、

珍珠花 ( I明
, , l:a o二l的l敌 )

、

薄 叶 ; l-

矾 (与
, , , Po lo( o 、 a , , ‘。, , Za la )

、

云南怜 ( E u

明 ob liq u :

户
-

l放 )
、

南亚批把
、

水红木 ( Vi b u r n u , , ,

州i , ,d r i u , , , )
、

薄

叶马银花 ( R h 伙讥火关廿
, ,汀

, 二n leP to t人: i u , , , )
、

荷包 山桂花

(Po l男召 la ar “la ta )
、

近轮叶木姜子 ( 公 t
sea

e lo) ,
邵ta

v a r .

、u b ve rl i e illa ta )
、

南亚泡花树帆玉
廿
2105 , , :a a r 、o t

-

t ia n a )
、

穗序鹅掌柴 ( 反人以刀
己ra de la 二少 ) 和变色锥

(肠
s la

, 了

oP3*
i、 r :‘

孙、
, , : )等 (表 3 )

,

可见这些树种的

更新与林窗有着密切的关系
.

在林窗内和林冠下 占优势地位的乔木幼苗种类

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

由表 3 可以明显看出
,

林窗内

的乔木幼苗组成表现为种类多
,

一

单种 的优势相对不

甚明显
.

其优势种类主要是多花山矾和绿叶润楠
,

密

度达到 8 18 2 和 7 12 1 株
·

hm
一 “ ,

分别占统计幼苗
J

总

数的 2 1
.

18 % 和 18
.

43 %
.

比例在 0
.

5 % 以下的乔木

幼苗多达 14 种
,

占统计幼苗种类的36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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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林窗内及林冠下乔木幼苗(H 成50
c m )的组成特征
T a h l。 3 T r e e 哭e d 一in g sp e e ie s (H 毛 50 em ) c o m 即

sitio n in , p s a n d u n
-

d e r c a n o Py in th e m id d le mo
u n ta in

咖
is t e v e r g ree n b

roa
d

·

Ie a ved 拓res t

种名
SPec le s

多花山矶枷
,

应()s ,a l)1 优瑞阴心

绿叶润楠M 山人11。 。八口2

多果新木姜 N
绝
戒才二户

,式林二咖
山樱桃 尸护训 。。

〔

,
矛飞才口舀

之山

小叶冬青拢
I

sP

大花八角了lllc!
u ))]

~ ra n l/l u m

瑞丽鹅掌柴反加刀乙
, 召 劝二以。二

黄丹木姜子 L叮* 南恻
似

团花新木姜入冶
刀
Z左。 加口J油、

tha
硬壳柯 几ha

二 ,

扭
、加”、了

树茵芋 从。
, 。,。 u

而饮价 ,J

变色锥 6
汉污
翔。)P\ 。 八斌石悦。。

小花山茶自m ell 二 为。对
: :

海桐山矾 与刃 z户乙
山
os 八绝劝

“ ,

~
。

翅柄紫茎品左“厅故 户八肖价 艺了品功刁

)11冬青 了花
之

二人二。

~山 矾 5 w 2尹户乙
山
。 、l}l u 解似

毛柱野茉莉
.

夕, 在 : 户甲袭l) 。
、

滇毒鼠子刀八八刁别
“lu m 名而

,2。云儿场

多花含笑
」

切么九报Z由加
I
访u ,

汕
南洋木荷纵阴二 二

,“ ,

赫
红花木莲肠州戒二 动

jZ写刀。

厚皮香 五” J豆
。,)1 友汪幻

刃 2

7la
n
从
考”止

珍珠花 Z小。、la , 。l口孔lla

薄叶山矾 气”
, ,

和乙
及
仍 “、。 I} 二 /a

德氏女贞 L卿
材。。

.
孟丫

以 ; ‘
,

”才、I‘))I

木果何L涌伏召

r/,u
、

、

: :记口二
尹
了砚 、

云南怜肠
,

脚 蒯
;

qu 加lla

南亚批把 乃教 6 材 ,脚 加召
a左润 户。

水红木 认z心r1l 。
, ‘

夕、11 111 阴

薄叶马银花彪
之众
石互孟

,

动。

人介 诚月u,)
,

滇山杨几户
才
lu

,

洲 n 椒删
之

仍

荷包山桂花 I毛匀, 白
a八 l左

之Ia

近轮叶木姜子 L从。 从以尹故
v“r

‘灵功二矜 了I(
褚

加ta
一

七裂械爪。榔
la
腼t})]

南亚泡花树
J

怀了邢
刀心 “冷Iol tla na

穗序鹅掌柴及九刃乙
, 二 从血 7

妙
吴茱荧五加几。 , 了动

趁
丫划、

:

‘
,

为

加刁汉、
云南越枯 愉

、
一

:
。ul) 2

du’南
陡二

海桐樟已 、、 ,)II ),} 川
n ,

Pll ltJ 甲U 了
一

瀚
合 计 T o ta }

密度氏
n
sit y 相对多度(% )

(N
·

hm
一 2 ) R ela , iv e a b

u n
d

an e e

林窗 林冠下 林窗 林冠下
G ap N o n 一

g a p G aP NO
n 一

g aP

818 2 28 79 2 1
.

18 16 62

712 1 59 60 18
.

4 3 34
.

40

373 7 2 525 9
.

67 14
‘

58

257 6 5 1 6
.

67 0
.

2 9

22 73 25 3 5 88 1
.

4 6

18 69 7 58 4
.

84 4 37

16 16 10 1 4
.

18 0
.

58

14 14 8 59 3
.

6 6 4
.

93

11 11 2 02 2
.

8 8 1 17

90 9 4 55 2
.

3 5 2
.

62

75 8 5 1 1
.

9 6 () 29

70 7 () 1 8 3 0

7()7 859 1
.

8 3 4
.

96

6 57 0 1
.

70 0

60 6 10 1 1
.

5 7 0
.

58

5()5 354 1
.

3 1 2 04

50 5 152 1
.

3 1 0 87

4《)4 10 1 1 0 5 0 58

4()4 5】 1
.

0 5 0
.

29

3 54 0 0
.

9 2 0

3()3 152 0
.

78 0
.

87

2 53 10 1 0
.

65 0
.

58

2 53 0 0 65 0

2 02 () 0
.

52 ()

152 0 0
.

39 ()

152 1()! 0
.

39 0
.

5 8

152 25 3 0 39 1
.

4 6

152 0 0 39 0

1()1 0 0
.

2 60

l()1 0 0 26 0

5 1 0 0
.

13 0

5 1 10 1 0
.

13 0
.

58

5 1 0 0
.

13 0

5 】 0 0 】3 0

5 1 6()6 ()
.

13 3
.

5 0

5 1 () 0 13 0

5 1 () 0
.

13 0

5 1 20 2 0
.

13 1
.

17

林窗内外乔木幼苗组成上的这种差异进一步说

明了林窗的形成使小环境发生了改变
,

诱导 了森林

土壤内休眠种子和外来种子的萌发
,

使许多不能在

林冠下正常更新的树种得以在林窗内生长
,

增加了

林窗内幼苗的种类和数量
,

削弱 了单种的相对优势

地位
,

从而改变了林下幼苗原有的组成
,

推动了森林

的 自然更新过程
.

3
,

2
.

2 林窗内与林冠下乔木幼苗的高度结构的差别

幼苗是植物生活史中对环境最敏感的一个阶段
,

其生长过程受周 围小环境的影响很大
,

高度生长能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生活小环境的差异
.

总体来看
,

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林窗内外的乔木幼苗都以高度

在 n 一 20 c m 这一阶段的幼苗占优势
,

其他高度的

幼苗所占比例则相对较少
,

但林冠下这一阶段的幼

苗优势更为明显
,

达到总数 的 62
.

2 %
.

此外
,

在林窗

内高度超过 20
c m 幼 苗所 占的 比例明显高于林冠

下
,

达 37
.

5 %
,

而林冠下这一阶段 的幼苗只 占其总

数的 1 5
.

9 % (图 1)
.

这说明林冠下的幼苗由于林下

光照不足等原因
,

大多数幼苗都处于一种缓慢的生

长状态
,

而林窗的形成改变了林下的小环境
,

幼苗生

长速度相对较快
,

使林窗内的幼苗高度结构发生 了

变化
.

�岁�。日朋口。层山瓣求冲

11~ 20 2 1一 3 0 3 1 ~ 40 4 1~ 50

幼苗高度级H e igh t c la ss o f s e e d lin g (e m )

()

0

38 63 6

5 l

5 l

173 23

l

{
。 l

,

;:
,

表中相对多度
= 某种的个体扮全部种的个体数之和

x 100 R el at o e a
b
o n -

d
a n e 。 = No o

f
o v e ry t 。。。 、。

d l
: n g s p e e tes / T

o ta ! tree 、dl
, n g s 义 100

.

林冠下的乔木幼苗组成存在着明显的优势种
.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绿叶润楠
,

尽管其密度只有 5 96 0

株
·

hm
一 2 ,

低于林窗内绿叶润楠的密度
,

但其数量 比

例却达到了 34
.

4 0 %
,

在林冠下的幼苗中处于绝对

的优势地位
.

其次是多花 山矾和多果 新木姜 ( Ne
-

c)li t
sea 加适林双

尹了双 )
,

三者共 占林下统计幼苗总数的

65
.

60 %
,

而其他幼苗所 占比例则都不超过总数的

5 %
.

比例在 0
.

5 % 以下的幼苗仅有 5 种
,

远远少于

林窗内
.

图 l 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窗内和林冠下幼苗的高度结构
F ig

.

l H e , g h t s t r u e tu r e o f rr e e so e
d l

, n g s in th e m id d le m o u n ta in rn o is r

e v e
眼

r e e n b
ro a

d
一

l
e a v e d fo

r e s t
.

1
.

林窗内 G a p s ; 11
.

林冠下 U n d
e rs to r e y

3
,

2
.

3 林窗大小对乔木幼苗更新的影响 林窗大小

是林窗的重要特征之一
,

影响着林窗内的光照强度
、

大气湿度等环境因子
,

从而对林窗内幼苗的更新产

生重要的影响
.

不同的乔木树种适应于不同的萌发

条件
,

从而出现在不同大小的林窗内
,

使林窗内的幼

苗组成产生差异
.

在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内随着林

窗面积的变化
,

各级林窗内占优势的幼苗种类也不

尽相 同
.

在 巧 一 5 0 m Z
的林窗 内占优势的乔木幼苗

是绿叶润楠和多果新木姜 ; 51 一 1 0 0 m Z 的林窗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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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的乔木幼苗是绿叶润楠 ; 10 1 一 1 50 0 m Z 的林窗

内占优势的是绿叶润楠和多花山矾 ; 而在 1 51 一2 00

衬 的林窗内占优势的则是多花 山矾
,

其密度达到

29 00 0 株
·

m
一 2 ,

相对多度达到 64
.

09 %
,

占据 了绝

对的优势地位
.

总体来看
,

绿叶润楠和多花山矾在各

级别的林窗内都保持了较高的密度
,

这也为它们在

林窗内高 ) 2 00
c m 的乔木中 占据优势地位提供了

基础
.

由表 4 还可以看出
,

许多乔木的幼苗只出现在

小 面 积 的 林 窗 内
,

如 德 氏 女 贞 (L烤、st ru m

汰了z口z ‘ , Z n u 。, )
、

厚 皮香
、

滇毒 鼠子 (D i
而娜

a zu n Z

ge lo;
Zio 应人巧 )

、

川冬青等
.

这与这些树种多为乔木亚层

树种
,

其生长发育过程需要一定 的庇荫条件这些树

表 4 不同大小林隙内主要树种幼苗的平均密度和相对多度
’

塑竺二竺燮竺坐丝些哩 塑些竺丝 巨些少
5 in g a p , 。r d irre re n t , i z e , in

种名

种的生长特性有关
, .

而面积较小的林窗则为其提供

很好的条件
,

既可以使其接受一定条件的光照
,

又能

满足其庇荫的要求
.

按不同大小林窗内乔木幼苗密度的变化
,

可 以

将乔木幼苗对林窗大小的反应分为以 下几类
,

其一

是随林窗面积的增加
,

幼苗密度逐渐增加
,

如多花山

矾
、

变色锥等 ;其二是幼苗密度在中等大小的林窗内

密度最大
,

这一类的乔木树种最多
,

如绿叶润楠
、

小

叶冬青 (刀己 2
,

S p )
、

大花八角
、

瑞丽鹅掌柴 (111 介l’u m

从ac ra n从u m )
、

硬壳柯等
.

其三是幼苗密度随林窗面

积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

如多果新木姜等
.

由此可见
,

不同大小林窗的存在从客观上为不同树种的幼苗更

新提供了条件
.

th e m id d le mo
. n t a in m o is t e v e r g r e e n b ro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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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相刘多度
= 某种的个体数/ 全部种的个体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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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林窗内的乔木更新主要有两个来源
,

一是林窗

形成前已存在于林下的幼苗库
,

二是来自于土壤种

子库中种子的萌发
.

前者多为一些能在林下更新
,

形

成幼苗库耐荫的顶极树种 ; 而后者则主要是一些喜

光的先锋树种进行更新 的主 要方 式(6. ‘8
,

20, 川
.

此

外
,

土壤中先锋植物的种子能在土壤种子库中存活

很长时间叫
,

以休眠状态保存在土壤 中
,

林 窗一旦

形成
,

林窗内生态小环境 的变化刺激 了休眠的种子
,

它们便迅速萌发
、

生长
,

在林窗 内占据优势的地位
.

先锋树种种子这种休眠的特性和动物对其有效种子

的散布促进了这些树种在顶极群落内的更新
.

结合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
,

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

叶林林窗内和非林窗内的乔木幼苗组 成差异较大
,

二者的 Ja cc ar d 相似性系数只有 0
.

60
,

而且林窗内

的幼苗密度达到了 38 6 36 株
·

hm
一 2 ,

而林冠下只有

17 32 3 株
·

h m
一 “ ,

林窗 内的幼苗密度远远高于林冠

下
,

也进一步说明了林窗内环境的改变促进 了土壤

种子库中休眠种子的萌发
.

安树青川 对江苏宝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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