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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2年3月在经过炼山同一坡面相同海拔高度的杉木人工林采伐迹地上营造尾巨桉(Eucalyptus

urophylla×E．grandis)和厚荚相思(Acacia crassicarpa)人工林。2007年10～12月以灌草坡自然恢复植被

作为对照，设置样方调查2种短周期人工林的林下植物多样性和生物量。结果表明，2种短周期人工林的林下

植物物种均为27种，均比对照的43种减少37．2％；对于灌木层．尾巨桉和厚荚相思人工林的物种丰富度指

数分别比对照的减少36．4％和18．2％，Shannon—Wiener指数分别比对照的增加8．9％和27．4％。Pielou均匀

度指数分别比对照增加27．5％和36．3％}对于草木层，尾巨桉和厚荚相思人工林物种丰富度指数分别比对照

的减少38．1％和57．1％，尾巨桉Shannon—Wiener指数比对照的减少72．7％、厚荚相思比对照的增加

29．8％，尾巨桉人工林Pielou均匀度指数比对照的减少67．6％。而厚荚相思人工林比对照的增加79．9％；尾

巨桉和厚荚相思人工林的林下植物牛物量分别比对照的减少40．8％和83．2％，2种短周期人工林的林下灌

草植物生物量分配分别与对照的分配规律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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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ucalyptus urophylla X E．grandis and Acacia crassicarpa plantations were planted on

the same slope and altitude，where on the fir plantation was cutting and burning in March 2002．

The undergrowth plant diversity and biomass of tWO short—period plantations were investigated

between October and December 2007。which the natural vegetation recovery of shrub—herb slope

was used as contr01．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pecies of both tWO short—period plantations’

undergrowth plant was 27，which iS 37．2％less than that on shrub—herb slope(43 species)．

Compared with，in shrub layer，the species richness index of E．urophylla×E．grandis and

A．crassicarpa plantations was 36．4％and 1 8．2％respectively less than that on the shrub—herb

slope．Shannon—Wiener index was 8．9％and 27．4％respectively higher than that on the shrub

herb slope．Pielou evenness index was 27．5％and 36．3％respectively higher than that on the

shrub herb slope．In herb layer．the species richness index of E．uroph ylla×E．grandis and

A．crassicarpa plantations were 38．1％and 57．1％respectively less than that on the shrub herb

slope；Shannon—Wiener index of E．urophylla×E．grandis was 72．7％less and A．crassicarpa

was 29．8％higher than that on the shrub herb slope．Pielou evenness index of E．urophylla×

E．grandis iS 67．6％less and A．crassicarpa 79．9％higher than that on the shrub herb slope．

The undergrowth biomass of E．urophylla×E．grandis and A．crassicarpa plantations were

40．8 o／and 83．2％respectively less than that on the shrub herb slope．The biomass distribution

of the shrub and herb layer was the same as that of natural recovery vegetation of shrub—h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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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量有95％以上是由植物的光合作用所形成，人和

动物的生存都依赖于植物多样性。生物量作为植物

群落最重要的数量特征之一，它直接反映了生态系

统生产者的物质生产量，也是生态系统生产力的重

要体现。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生物质能源(比

如：木材等)的需求越来越大，桉树作为我国华南地

区栽培面积最大的人工林之一，在获得巨大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其一些负面效应开始凸现，

其中包括对林下植物多样性和生物量影响。而厚荚

相思(Acacia crassicarpa)作为近年来在华南地区推

广营造的豆科树种，其生长对林下植物多样性和生

物量的影响如何，国内至今未见报道。本文以自然恢

复的灌草坡植被为对照，研究尾巨桉(Eucalyptus

urophylla×E．grandis)和厚荚相思人工林的林下

植物多样性和生物量的特点。客观评价2种人工林

对林下植物多样性和生物量的影响，为短周期人工

林经营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区自然概况和研究方法

1．1研究区的自然概况

研究区位于南宁市北部约25km的丘陵地带，

地理坐标在108。21 7E，22。577N，海拔高200～250m。

土壤为新生代第四纪沙页岩发育的赤红壤，土层厚

度80"--150cm。据南宁市气象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

21．6 C。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28．3 C，最冷月(1

月)平均气温12．8 C，极端低温一2．1‘C，极端高温

40．4℃，年平均降水量1300．6ram，年平均蒸发量

1643．4ram，年平均相对湿度79％，年平均日照时数

1827．0h，年平均风速1．8m／s，无霜期360d，属南亚

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型[1]。

研究前植被为杉木人工林，经皆伐炼山后，于

2002年3月分别营造尾巨桉和厚荚相思人工林以

及自然恢复的灌草坡植被(不造林)，坡度在31～

32。之间，坡向西北坡。2007年10月植被概况为：尾

巨桉人工林平均高18．0m，平均胸径11．5cm，郁闭

度0．6；林下灌草层平均高35cm，平均盖度95％。厚

荚相思人工林平均高10．1m，平均胸径10．7cm，郁

闭度0．7；林下灌草层平均高34em，平均盖度92％。

灌草坡灌草层平均高70cm，平均盖度100％。

I．2研究方法

1．2．1 样地的设置与林下植物多样性调查方法

在尾巨桉和厚荚相思人工林以及自然恢复的灌

草坡3种植被类型中分别设置面积为5m×20m样

地各1块。2007年10"--,12月分别调查林下灌木(含

乔木树种的幼树幼苗和层间植物)的物种名、株数、

盖度、高度；草本的物种名、多度、盖度、高度。

1．2．2林下物种多样性指数计算方法

林下物种多样性采用物种丰富度指数(S)、物

种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和物种Pielou

的均匀度指数(Jsw)3个指标乜~53来测定。

S一出现在样方的物种数，

H7=一∑PilnPi，

，H’

√删一丽，
其中Pi=Ni／N，为种i的相对多度(或相对盖度)；

Ni为种i的个体数(或盖度)；N为种i所在样方的所

有物种的个体数(或盖度)之和。

1．2．3林下植物生物量调查与取样

在样地附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段，按上坡、中

坡和下坡3个不同坡位各设置lmx lm小样方3

块，采取全收割法，按灌木层、草本层分别称重取样

带回室内烘干求算单位面积干重”引。

2结果与分析

2．1灌草层的物种组成

表l调查结果表明，2种人工林的林下物种科

属种均分别比灌草坡自然恢复植被的明显减少，其

中尾巨桉人工林的林下有19科27属27种，厚荚相

思人工林的林下有21科27属27种，灌草坡有28

科41属43种。就物种而言，尾巨桉和厚荚相思人工

林林下分别比灌草坡减少37．2％。造成这一现象的

主要原因是随着林龄的增大，林冠阻挡了大量的太

阳光线，使林内光照强度显著减少(据测定，尾巨桉

和厚荚相思人工林的林内平均光照强度分别为灌草

坡的50．4％和36．0％)，从而不同程度地制约中、阳

性植物种类的生存与生长。

表l 2种短周期人工林的林下物种组成

2．2灌草层的物种多样性指数

2．2．1灌木层物种多样性指数

由表2结果可以看出，尾巨桉和厚荚相思人工

林的林下灌木层物种丰富度指数为14和18，分别

比灌草坡(22)减少36．4％和18．2％；Shannon—

Wiener指数为2．07946和2．43468，分别比灌草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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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37)增加8．9％和27．4 0A；Pielou均匀度指数

为0．78796和0．84234，分别比灌草坡(O．61803)增

加27．5％和36．3％，与Shannon—Wiener指数变化

规律一致。

表2 2种短周期人工林的林下灌木层物种多样性指数

2．2．2草本层物种多样性指数

由表3结果可以看出，尾巨桉和厚荚相思林下

草本层物种丰富度指数分别为13和9，分别比灌草

坡(21)减少38．1％和57．1％；尾巨桉人工林的林下

草本层Shannon—Wiener指数为0．16087，比灌草坡

(0．58939)减少72．7％，厚荚相思人工林的为

0．76499，比灌草坡增加29．8％；尾巨桉人工林的林

下草本层的Pielou均匀度指数为0．06272，比灌草

坡(0．19359)减少67．6％，而厚荚相思人工林为

0．34816，比灌草坡增加79．9 0A。表明厚荚相思林下

草本层物种分布较均匀。

衰3 2种短周期人工林的林下草本层物种多样性指数

2．3林下植物的生物量

从表4结果可以看出，厚荚相思与尾巨桉人工

林的林下植物生物量分别为1．56t／hm2和5．47 t／

hm2，分别比灌草坡自然恢复植被的(9．24t／hm2)减

少83．2％和40．8％，这是因为厚荚相思林分郁闭度

较大(0．7)，而尾巨桉林分郁闭度较小(o．6)所致。灌

草植物生物量的分配，显示出地上部分生物量(占

24．9％～59．4％)>地下部分生物量(占5．8％～

13．3％)的规律，与灌草坡自然恢复植被的分配规律

相一致。

表4 2种短周期人工林的林下植物生物量’

．X-括号内的数据为所占百分比。

3结论

尾巨桉和厚荚相思人工林的林下植物种类数目

各为27种，均分别小于灌草坡(43种)，由此可见，

在林分营造、抚育、环境条件相似的情况下，营造尾

巨桉和厚荚相思人工林，虽然树种不同，但是林下植

物种类数董相差不大。

厚荚相思林下的物种多样性指数比尾巨桉林下

和灌草坡自然恢复植被的都好，说明厚荚相思林下

植物多样性在三者中最丰富，这可能与厚荚相思有

根瘤菌，能富土和促进林下植物生长，以及Pielou均

匀度指数较高有关。厚荚相思人工林的Pielou均匀

度指数高于尾巨桉人工林和灌草坡自然恢复植被，

说明该人工林林下物种分布较为均匀。

3种植被类型的植物生物量以灌草坡最大，其

次是尾巨桉林下，分别是厚荚相思林下的6．16倍和

3．52倍。同时林下植物生物量的组成也存在明显的

差异，灌草坡和尾巨桉林均以草本植物生物量占明

显优势，尾巨桉林下则以灌木层为主。综合考虑3种

植被对林下植物种类组成、生物量及其分配以及土

壤养分性状的影响，表明厚荚相思林更有利于林下

植物向进展趋势发展。而尾巨桉林与厚荚相思林相

比，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林下植物进展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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