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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浙江新昌穿岩十九峰和千丈幽谷两处典型丹霞地貌为例，采用典型样方法对其岩生植被群落进行调
查研究．结果表明，该区域内植物种类较少，共有维管束植物 30 科 39 属 48 种，地理成分复杂，主要由北温带
和泛热带成分组成，并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群落类型主要有山类芦(Neyraudia montana)草甸、晚红瓦松
(Orostachys erubescens)＋藓状景天(Sedum polytrichoides)、薜荔(Ficus pumila)灌丛等．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从
大到小依次为：草本层、灌木层、苔藓层；均匀度指数从大到小依次为灌木层、苔藓层、草本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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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e Changyanshijiufeng and Qianzhangyougu in Xinchang, Zhejiang as examples ,this paper made a survey 
on the rock vegetation in Danxia landfor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30 families, 39 genus and 48 species vascular plants 
were found there. The main community types were Form. Neyraudia montana, Form. Orostachys erubescens+Sedum 
polytrichoides , form. Ficus pumila and so on. The composition of flora was complex, and the north temperate and 
pantropic floristic elements occupied a certain proportion with especially obvious transitional character. The order of 
species richness and diversity index were: herb layer＞shrub layer＞moss layer, and the evenness index was: shrub layer
＞moss layer＞herb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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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丹霞地貌[1]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地

质等方面[2-4]，对其植被状况的研究[5-7]
1  自然地理概况 

较少．笔者
调查浙江新昌穿岩十九峰和千丈幽谷两处典型丹
霞地貌岩生植被群落，分析岩生植被的群落特征和
物种多样性，以期为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丹霞
地貌提供参考依据. 

新昌行政区隶属浙江绍兴市，位于浙江省东
部，曹娥江上游，东邻奉化、宁波，南界台州、温
州，西接金华、丽水，北通绍兴、杭州．主要山峰
均在海拔 600 m以上，最高峰海拔 996 m，最低处
海拔 28 m．地理位置处于中、北亚热带过渡区，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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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温暖湿润，雨量充
沛，年平均气温 16.6 ℃，年均降水量 1 497.4 mm；
降雨集中在 4～9 月，降水量 679.4～1 638.8 mm，
占全年降水量的 70%～85%[8]．植物区系属泛北极
区，中国日本森林亚区的华东区；地带性植被主要
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内植物种类丰富，共有
种子植物 141 科、580 属、1 138 种[9]

2  调查方法及数据处理 

. 

2.1  调查方法 

在现场踏勘基础上，采用典型样方法对穿岩十
九峰和千丈幽谷两处典型丹霞地貌岩生植被进行
调查，共获得 28 个样方，其中，4 m×4 m样方 8 个，
2 m×2 m样方 17 个，1 m×1 m样方 3 个，总面积 199 
m2

2.2  数据处理 

．因样方面积都较小，且大多数群落植物生长稀
疏，对所选样方内植物进行全面调查，以实测为主，
受地形等环境条件限制无法实测的改用估测．灌木
层、草本层主要记录植物种类、株数或丛数、高度
和盖度；苔藓层主要记录植物种类和盖度；同时记
录海拔、坡度、坡向等生境条件. 

灌木、草本和苔藓植物的重要值及多样性的计
算参照文献[10～12]，频度级划分参照文献[13]. 

3 结果与分析 

3.1  植物组成与群落类型 

在调查的 28 个样方中，共记录到维管束植物 30
科、39 属、48 种，其中种子植物 25 科、32 属、39
种，蕨类植物 5 科、7 属、9 种．苔藓植物 11 科、
11 属、13 种．木本植物以灌木为主，草本植物占数
量上优势．生态幅广，对气候与环境适应能力强的
科、属在岩生植被群落中处优势地位，如草本层中
的景天科 Crassulaceae(3 属、4 种)、灌木层中蔷薇科
Rosaceae(3 属、5 种)、蝶形花科 Fabaceae(4 属、4 种). 

根据群落的建群种、优势种以及群落相似性特
征，将群落划分为以下几个类型：山类芦(Neyraudia 
montana)草甸、薜荔(Ficus pumila)灌丛、晚红瓦松
(Orostachys erubescens) ＋ 藓 状 景 天 (Sedum 
polytrichoides)、牡荆 (Vitex negundo)灌丛、槲蕨

(Drynaria roosii)草甸、瓦韦(Lepisorus thunbergianus)
草甸等．其中山类芦草甸是主要类型，出现频率为
21.43%，分布广泛；其次是晚红瓦松＋藓状景天草
甸，出现频率为 17.86%，分布于向阳迎风面，岩生
裸露率较高区域；薜荔灌丛、槲蕨草甸等生于半阴
坡，分布区域较为狭窄. 

3.2  区系地理成分 

根据吴征镒[14] 

世界分布的属仅有 1 个，即沼兰属Malaxis，由
于该分布区类型很难看出群落的区系特点，所以在
区系分析中没有实质性意义．温带分布的属(8~14
类)有 16 个，占总属数(除世界分布属，下同)的
51.61%，其中北温带分布最多，有 5 个属，主要有
景天属(Sedum)、槭属(Acer)、蒿属(Artemisia)等，
其次是温带亚洲分布和东亚北美间断分布型．热带
分布的属(2~7 类)有 15 个，占总属数的 48.39%，其
中泛热带分布最多，有 11 属，主要有木蓝属
(Indigofera)、崖豆藤属(Millettia)、冷水花属(Pilea)
等．温带成分略高于热带成分，且泛热带与北温带
这两属在这类地理分布上占优势，与金明龙

关于中国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
型，对岩生植被群落的 32 个种子植物属进行划分，
可分为 13 个分布型，其中无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
间断分布型和中国特有分布型. 

[9]

3.3  垂直结构 

的新
昌县种子植物区系的研究结论一致. 

岩生植物生长在几乎无土层、坡度大、风速大
和水分残存量小的恶劣环境中，导致群落垂直结构
较为简单，仅有灌木层和草本层，无乔木层．由于
苔藓植物具有独特的生活型，且占有较大比例，将
苔藓植物单独列层. 

灌木层：高度0.5～1.6 m，盖度5%～60%，主
要由小叶朴(Celtis bungeana)、牡荆 (Vitex negundo)、
白绢梅 (Exochorda racemosa) 、山合欢 (Albizia 
kalkora)、榔榆 (Ulmus parvifolia)、檵木(Loropetalum 
chinense)等组成．从重要值(表1)分析可知，小叶朴
和牡荆重要值达10%以上，远高于其他种，是群落
中的优势种. 

草本层：高度 0.05～0.6 m，盖度 15%～80%，
络石、薜荔等少量藤本植物几乎全部平铺于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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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有层间植物，将其放入草本层分析．主要由山
类芦(Neyraudia montana)、藓状景天(Sedum polytri- 
choides)、薜荔 (Ficus pumila)、络石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东南景天(Sedum alfredii)等组成．从
重要值分析可知，山类芦和藓状景天重要值达 10%
以上，其中，山类芦的重要值高达 14.78%，其相对
多度、相对频度、相对盖度都占有绝对优势. 

苔藓层：盖度为 5%～30%，主要由节茎曲柄藓

(Campylopus umbellatus)、密叶绢藓(Entodon compre- 
ssus)、矮锦藓(Sematophyllum. Subhumile)、侧枝匍
灯藓 (Plagiomnium maximoviczii) 、北方紫萼藓
(Grimmia decipiens)、大羽藓(Thuidium cymbifolium)
等组成．从重要值分析可知，优势种为节茎曲柄藓、
矮锦藓、密叶绢藓，重要值均超过 10%．北方紫萼
藓虽然组成比例不大，但它是迎风向阳面自然条件
下分布最多的苔藓种类. 

表 1  群落不同层次物种的重要值(前 10 位) 
                            Table 1  Importance values of species of different layers in the community (top 10 )                      % 

灌木 重要值  草本 重要值  苔藓 重要值 

小叶朴(Celtis bungeana) 11.48  山类芦(Neyraudia montana) 14.78  节茎曲柄藓(Campylopus umbellatus) 16.20 

牡荆(Vitex negundo)  10.51  藓状景天(Sedum polytrichoides) 10.95  矮锦藓(Sematophyllum subhumile) 14.24 

山合欢(Albizia kalkora)  7.50  薜荔( Ficus pumila) 6.38  密叶绢藓(Entodon compressus) 13.23 

白绢梅(Exochorda racemosa) 6.70  络石(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6.32  侧枝匍灯藓(Plagiomnium maximoviczii) 9.37 

檵木( Loropetalum chinense) 5.92  东南景天(Sedum alfredii) 5.97  华东锦藓(Sematophyllum henryi) 7.68 

中华绣线菊(Spiraea chinensis) 5.86  晚红瓦松(Orostachys erubescens) 5.40  真藓(Bryum argenteum) 6.03 

榔榆(Ulmus parvifolia) 5.65  大叶火焰草(Sedum drymarioides) 4.84  北方紫萼藓(Grimmia decipiens) 5.86 

毛黄栌(Cotinus coggygria 5.20  槲蕨(Drynaria roosii) 3.75  大羽藓(Thuidium cymbifolium) 5.79 

绣球绣线菊(Spiraea blumei) 4.94  垂盆草(Sedum sarmentosum) 3.14  灰藓(Hypnum cupressiforme) 5.48 

小蜡(Ligustrum sinense) 4.92  瓦韦(Lepisorus thunbergianus) 3.05  绿叶绢藓(Entodon viridulus) 4.85 
 

3.4  物种多样性 

表 2 结果表明，物种丰富度指数、Simpson 指
数和 Shannon-wiener 指数均有一致的趋势，即从大
到小依次为草本层、灌木层、苔藓层．对于稳定型
的群落，由于木本层能给草本层提供小环境，草本
层植物多样性指数一般高于木本层．在本次调查
中，虽然草本层各种多样性指数均大于灌木层，符
合此规律，但就数值比较而言，灌木层与草本层之
间差距很小(Simpson 指数差距 0.034，Shannon- 

wiener 指数差距为 0.295)，表明植物群落不稳定，
灌木层为草本层提供小环境的能力有限，同时也
说明草本层在维持群落的稳定上与灌木层相差
不大. 

均匀度采用指数Pielou和Alatalo，两者的结论
一致，从大到小依次均为灌木层、苔藓层、草本层
(表2)．由于群落均匀度与其优势度呈负相关[15]

表 2  新昌丹霞地貌岩生植物群落各生长型的多样性和丰

富度及均匀度指数 

，灌
木层的均匀度在这三者中最高，其优势度最低，优
势不明显，相对而言，草本层和苔藓层的优势度高，
在群落组成中起重要作用． 

Table 2  Diversity indexes, richness indexes, evenness indexes of 
growth of several forest communities in the sample plot in 
Xinchang 

群落 丰富度 
指数 

Simpson Shannon-wiener Pielou Alatalo 
灌木层 20 0.935 8 2.847 6 0.950 5 0.896 7 
草本层 31 0.969 7 3.142 6 0.891 2 0.702 7 
苔藓层 13 0.896 2 2.402 2 0.936 6 0.859 0 

 
3.5 Raunkiaer 频度分析 

对于植物物种在样地中出现的频度，Raunkiaer
标准频度级别关系为A＞B＞C＞D＜E，且A和E级
别大小成正比，稳定性较高而物种分布较均匀的植
物群落符合此规律．其中A级别所占比例高，表明
群落内物种分配均匀，每个物种都占据一定的生态
位；E级别所占比例高，表明群落中优势种的优势
度明显，优势种的分布范围广泛．笔者按Raunkiaer
频度指数划分标准，对每一物种在样地内出现的频
度进行统计，得出的频度级关系是：A(82.35%)＞
B(13.24%)＞C(1.49%)＞D(1.45%)＞E(0%)，其中，
A级别所占比例远大于其他级别，而E级别最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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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Raunkiaer标准频度有着一定差异，此频度级别分
布状况显示出研究区域内植物优势种优势度不明
显，群落结构不稳定，有着分化和演替的趋势[16]

[3 ]  陈谅闻．浙江丹霞地貌风景区的旅游资源优势[J]．浙
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00，27(5)：56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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