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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样地法,研究了湖南省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毛竹林群落特征。结果表明:阳明山毛竹林主要有

毛竹纯林群落、甜槠+毛竹群落、毛竹+马尾松群落和毛竹+南方红豆杉群落4种类型,其中毛竹纯林群落占地

面积最大;组成该毛竹林群落主要有46种植物,隶属41属26科8个地理分布型,温带分布的属(51.2%)略高

于热带分布的属(48.8%)。群落结构较简单,乔木层以毛竹单优种为主。群落的生活型以高位芽(63.04%)为
主,叶的性质以中型叶、单叶、革质叶、全缘叶为主。不同毛竹林群落的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平均树间距不

同。通过径级和龄级分析表明:阳明山毛竹林属衰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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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竹(Phyllostachyspubescens)为单轴型散生

竹,是我国竹林中分布最广的一种竹类植物,主要分

布于我国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在湖南省内主

要分布 在 雪 峰 山、罗 霄 山、连 云 山、阳 明 山 等 地

区[1-2]。
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对毛竹群落进行了研究,但

主要致力于毛竹丰产栽培,生物量、能量的分配及不

同类型生态系统之间的能流比较等方面的研究[3-6]。
也有一些学者对毛竹群落特征、毛竹在其他植物群

落中的特征、毛竹群落的生态作用及其城市中的应

用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研究和报道[7-11]。本研究主要

对阳明山毛竹的区系结构、外貌特征、物种多样性以

及竹龄和胸径组成等群落特征进行了分析,旨在为

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毛竹群落的开发利用提供基础

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地概况

湖南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以下简称阳明山)位
于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的东北部,属南岭支脉群山

区,地 处 东 经 111°50′59″~111°58′47″,北 纬

26°01′06″~26°09′31″,南北长1516km,东西宽

1313km,总面积12795hm2。阳明山属中亚热带

北部亚地带向中亚热带南部亚地带过渡,华中、华
东、华南植物区系成分相互渗透。地带性植被为典

型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湿

润气候,年 平 均 气 温14.2℃,月 平 均 最 高 气 温

19.0℃;雨量丰富;年均降水量为1607.5mm,相
对湿度78%。

阳明山毛竹林分布区海拔400~1200m,主要

土壤类型为红壤、山地黄壤,母岩大多为花岗岩、板
页岩。区内毛竹林分布范围广,每年可提供商品竹

近百万根,占该阳明山森林资源的40%左右。毛竹

是阳明山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是阳明山的重要

旅游资源之一。
1.2 研究方法

在毛竹林群落分布区进行全面踏查的基础上,
采用样地法调查,样地面积为800m2,每一种竹林

类型选取6~8个具代表性样地。调查并记录乔木

树种(高3m或胸径大于3cm)的种类、胸径、树高、
冠幅、枝下高、生长状况等;灌木及草本层调查并记

录其种类、平均高度、多度、盖度等,同时记录样地海

拔、坡度、坡位、土壤、人为因素等生态环境因子和经

营状况。
根据外业调查数据,计算各个群落的重要值、植

物间距、多样性指数、竹龄结构和胸径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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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多度 AR=(某种的个体数/全部种的个体

数之和)×100;
相对显著度 DR=(某种的显著度/全部种的显

著度之和)×100;
相对频度 FR=(某种的频度/全部种的频度之

和)×100;
重要值 VI=AR+DR+FR;
个体间的距离 L=(A/N)1/2-d;

Simpson多样性指数 Ds=1-∑Pi
2;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

Hs=-∑PilnPi;

Pielou均匀度指数

Jsw=Hs/lns,Jsi=Ds/(1-1/s);
其中显著度等于某种植物的胸高断面积,A 为

群落面积,N 为植物个体数,d为树木的平均胸径,s
为群落中的物种数目,Pi 为群落中某个种的相对多

度[12-14]。

2 结果与分析

2.1 群落区系结构

阳明山毛竹林植物种类较丰富,调查发现,群落

中有维管束植物46种,隶属于26科41属。其中蕨

类植物1科1属1种,裸子植物2科2属2种,被子

植物23科38属43种(包括双子叶植物22科31属

37种,单子叶植物2科4属4种)。乔、灌木34种,
占总种数的73.9%,草本植物6种,占总种数的

13%,藤本植物有6种,占13%,反映出阳明山毛竹

林以乔、灌木为主(表1)。
表1 毛竹林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Table1 Areal-typesofgenerainthePhyllostachyspubescensforests

分布区类型

Distributiontype
种

Species
属

Genera
属数

No.ofgenus
占总属数百分比

Percentage/%

热带成分

Tropical
composition

泛热带分布

Pantropic
菝葜、冬青、鸭脚木、黄檀、
藤黄檀、异叶榕、红紫珠

菝葜属、冬青属、鹅掌柴属、黄檀
属、榕属、紫珠属 6 15.0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分布

Trop.Asia&Trop.Amer.
淡竹叶、柃木、细枝柃 柃属、淡竹叶属 2 5.0

旧世界热带分布

OldWorldTropics
杜茎山、乌蔹莓、野桐 杜茎山属、乌蔹莓属、野桐属 3 7.5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Trop.Asia&TropAfrica
荩草 荩草属 1 2.5

热带亚洲分布

Trop.Asia

交让木、鳞毛蕨、楼梯草、
银木荷、青冈栎、红楠、山
胡椒、松风草

虎皮楠属、鳞毛蕨属、楼梯草属、
木荷属、青冈栎属、润楠属、山胡
椒属、松风草属

8 20.0

温带成分

Temperate
composition

北温带分布

NorthTemperate

鹿角杜鹃、马银花、映山
红、南方红豆杉、腺叶桂
樱、樱 桃、短 柄 枹 栎、茅
栗、杨 梅、乌 饭、圆 锥 绣
球、马尾松

杜鹃花属、红豆杉属、樱属、桂樱
属、栎属、栗属、杨梅属、越橘属、
荚蒾属、松属

10 22.5

东亚及北美间断分布

E.Asia&N.Amer.
disjuncted

甜槠、络 石、南 烛、爬 山
虎、蛇葡萄、阔叶十大功
劳、小叶石楠、一叶兰

栲属、络 石 属、南 烛 属、爬 山 虎
属、蛇葡萄属、十大功劳属、石楠
属、蜘蛛抱蛋属

8 20.0

温带亚洲分布

Temp.Asia
毛竹、头状四照花、吴茱
萸五加

刚竹属、四照花属、五加属 3 7.5

合计 Total - - 41 100.0

  按照吴征镒[15]的划分,阳明山毛竹群落中植物

泛热带分布属6个、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分布属2
个、旧世界热带分布属3个、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

布属1个、热带亚洲分布属8个,共计各种热带分布

属20个,占总属的48.8%;北温带分布属10个、东
亚及北美间断分布属8个,温带亚洲分布属3个,共
计各种温带分布属21个,占总属的51.2% (表1)。

这说明阳明山毛竹林中温带成分略高于热带成分,
因此,阳明山毛竹林植物群落组成具有热带、亚热带

性质,并具有较强的过渡性,这与阳明山大的植物区

系相吻合[16]。
2.2 群落外貌特征

1)群落层次结构特征。根据多个样地综合统计

分析,阳明山毛竹林可分出4种不同的群落类型: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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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纯林群落 Phyllostachyspubescenscommunity、
甜槠+毛竹群落Castanopsiseyrei+Phyllostachys
pubescenscommunity、毛竹+马尾松群落 Phyl-
lostachyspubescens+Pinusmassonianacommuni-
ty、毛 竹 + 南 方 红 豆 杉 群 落 Phyllostachyspu-
bescens+Taxuschinensisvar.maireicommunity。

4种不同群落类型的垂直结构主要有3层:乔
木层、灌木层、草本层,还有少量层外层植物(藤本植

物),其中毛竹纯林群落、毛竹+马尾松群落以及毛

竹+南方红豆杉群落这3种类型乔木层优势种都是

毛竹,并且大部分灌木层和草本层植物都很低矮

(表2)。其中乔木层有13个树种,高5~25m,可分

为2个亚层:第Ⅰ亚层,高13~25m,毛竹纯林群

落、甜槠+毛竹群落和毛竹+南方红豆杉群落3种

群落类型第Ⅰ亚层树种只有毛竹,毛竹+马尾松群

落第Ⅰ亚层树种由毛竹和马尾松组成,层盖度约为

60%。第Ⅱ亚层,高5~13m,树种有11种,层盖度

约30%,主要由吴茱萸五加、鹿角杜鹃、青冈栎、杨
梅、甜槠、马银花、樱桃、黄檀、南方红豆杉、银木荷、
毛竹等常绿、落叶阔叶林树种组成(表2)。

表2 毛竹林主要树种成分分析

Table2 TheanalysisofmainspeciescompositioninthePhyllostachyspubescensforests

群落名称

Community
name

树种

Species

树高 Height/m
平均

Average
最高

Max
最低

Min

多度

Abundance

相对多度

Relative
abundance

频度

Frequency

相对频度

Relative
frequency

显著度

Dominance

相对显著度

Relative
dominance

重要值

Important
value

毛竹纯林群落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community

毛竹 14.30 20.9 10.0 242 83.20 100 25.00 2.18 91.52 199.68
吴茱萸五加 6.55 12.7 4.0 14 4.10 75 19.00 0.03 1.23 24.10
鹿角杜鹃 3.92 5.3 1.5 20 6.10 100 25.00 0.06 2.36 33.50
青冈栎 6.62 7.9 4.4 10 3.30 75 19.00 0.08 3.35 25.36
杨梅 5.91 6.9 4.9 5 1.70 50 13.00 0.04 1.54 15.73
合计 291 9.00 400 100.00 2.38 100.00 298.37

甜槠+毛竹
混交群落

Castanopsiseyrei+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community

甜槠 9.00 12.5 3.3 34 16.59 100 16.67 5.63 80.76 114.00
毛竹 17.40 24.9 10.2 115 56.10 100 16.67 1.12 16.79 89.55

马银花 4.74 5.8 3.2 18 8.78 100 16.67 0.02 0.21 25.66
樱桃 4.40 5.1 3.9 14 6.83 100 16.67 0.12 1.73 25.23

吴茱萸五加 3.90 5.2 5.2 12 5.85 100 16.67 0.02 0.31 22.83
青冈栎 6.20 11.5 4.5 12 5.85 100 16.67 0.01 0.20 22.72
合计 205 100.00 600 100.00 6.97 100.00 300.00

毛竹+马尾
松群落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Pinusmassoniana
community

毛竹 17.10 25.0 10.0 215 80.00 100 40.00 2.75 47.00 166.60
马尾松 17.20 21.0 14.3 46 17.00 100 40.00 3.08 52.00 109.40
青冈栎 8.78 20.6 4.5 4 1.00 25 10.00 0.04 1.00 12.10
黄檀 5.00 5.5 4.5 4 1.00 25 10.00 0.03 0.40 11.90
合计 269 100.00 250 100.00 5.89 100.00 300.00

毛竹+南方红
豆杉群落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Taxuschinensis
var.maireic
community

毛竹 18.20 24.9 10.4 110 53.40 100 29.63 0.70 48.73 131.76
南方红豆杉 4.77 9.0 2.0 85 41.26 100 29.63 0.67 46.34 117.23

银木荷 5.52 6.0 4.3 6 2.91 75 22.22 0.03 2.38 27.52
黄檀 5.10 5.3 5.0 3 1.46 37.50 11.11 0.01 0.93 13.50
红楠 3.00 3.0 3.0 1 0.49 12.50 3.70 0.01 0.47 4.66
甜槠 6.00 6.0 6.0 1 0.49 12.50 3.70 0.02 1.15 5.34
合计 206 100.00 337.50 100.00 1.44 100.00 300.00

  2)生活型。根据调查数据,按照Raunkiaer[17]

系统编制了阳明山毛竹林的生活型谱。阳明山毛竹

林植物中以高位芽为主,占63.04%;其次是藤本植

物和地上芽植物,各占10.87%;1a生植物8.70%,
地面芽植物占4.40%,地下芽植物占2.20%。在高

位芽植物中,以小高位芽植物最多,占43.48%;其次

是中高 位 芽 植 物,占10.87%;矮 高 位 芽 植 物 占

8.70%。通过生活型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了阳明山毛

竹林群落中的植物以乔、灌木为主。

3)叶的性质。叶的性质是构成群落外貌的显著

标志之一,叶的性质包括叶级、叶型、叶质、叶缘等。
调查结果显示:阳明山毛竹林的叶级以中型叶为主,
有33种,占73.3%;小型叶次之,占22.2%,微型叶

最少,占 4.5%;叶 型 以 单 叶 为 主,有 38 种,占

84.4%;叶质以革质为主,有23种,占51.1%,其次

是膜质叶,有19种,占42.2%,草质叶植物很少,仅

3种,占6.7%;全缘叶(60%)多于非全缘叶(40%)。
综上所述,中型叶、单叶、革质叶、全缘叶是阳明山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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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群落的主要成员,决定了群落的外貌特征,而叶

的性质也反映了该阳明山属温暖湿润的气候特点。
2.3 毛竹林群落多样性

阳明山毛竹林的物种多样性和株间距见表3。
从表中可以发现,4种群落类型中,毛竹+马尾松群

落的Ds、Hs、Jsw和Jsi指数及平均株间距均为最低;

而甜槠+毛竹群落的Ds、Hs、Jsw和Jsi指数最高,但
其平均株间距则仅大于毛竹+马尾松群落,比毛竹

纯林群落和毛竹+南方红豆杉群落均低;毛竹+南

方红豆杉群落的Ds、Hs、Jsi指数及平均株间距均高

于毛竹纯林群落,但其Jsi指数稍低于毛竹纯林群

落。
表3 毛竹林群落多样性分析

Table3 ThediversityindexesinthePhyllostachyspubescensforests

多样性指数

Diversityindex

毛竹纯林群落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community

甜槠+毛竹群落

Castanopsiseyrei+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community

毛竹+马尾松群落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Pinusmassoniana
community

毛竹+南方红豆杉群落

Phyllostachys
pubescens+Taxus
chinensisvar.

maireiccommunity

Simpson多样性指数Simpsondiversityindex(Ds) 0.40 0.64 0.33 0.54

香农-威尔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erindex(Hs) 0.79 1.35 0.61 0.92

Pielou均匀度指数Pielouevenness(Jsw) 0.32 0.47 0.20 0.31

Pielou均匀度指数Pielouevenness(Jsi) 0.44 0.68 0.35 0.57

平均株间距 Averagedistancebetweentrees 1.86 1.83 1.59 1.90

2.4 毛竹林竹龄和胸径组成特点

毛竹是禾本科植物,出土后,茎不再长粗,只可

长高,胸径大小与年龄结构无相关性。阳明山毛竹

径级分析显示(表4),胸径主要为8~13cm,平均胸

径主要为10cm,V度竹(9~10a生竹)很少,平均

胸径为6.0cm,这说明阳明山经营管理时,主要保

留了10cm左右的竹子。
阳明山毛竹林Ⅰ、Ⅱ、Ⅲ度(2a为1度)竹分别

占54.33%、25.82%、15.97%,Ⅳ度以上占3.88%。

这说明一二年生竹几乎没有被砍伐,但三四年生竹

子砍伐比较严重;III度竹砍伐特别严重,以至于Ⅳ
度以上的竹仅占3.88%,这种结构将会严重影响毛

竹自然更新。
毛竹林自然更新不良,可能引起发笋量变少,竹

林逐渐稀疏,甜槠、红楠、马尾松等种子入侵,毛竹群

落就转化为竹阔混交林或针竹混交林,最终还可能

转化为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或常绿针

叶林。
表4 毛竹的竹龄和胸径分析

Table4 Theanalysisofageanddiameteratbreastheightofbamboo

龄级(度)
Ageclass
(degree)

径阶/cm
Diametergrade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株数

Number

占总株数比例/%
Ratioof

totalnumber

平均胸径/cm
MeanD.b.h.

Ⅰ 2 8 10 14 30 44 78 67 67 30 13 1 364 54.3 10.3

Ⅱ 0 5 1 12 18 26 34 37 23 12 5 0 173 25.8 9.2

Ⅲ 1 2 4 7 14 21 27 17 11 2 1 0 107 16.0 9.5

Ⅳ 0 0 0 2 2 7 6 2 2 3 1 0 25 3.7 10.1

Ⅴ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2 6.0
合计 Total 3 15 16 35 64 98 145 123 103 47 20 1 670 100.0 -

比例

Ratio/%
0.5 2.2 2.4 5.2 9.5 14.6 21.6 18.4 15.4 7.0 3.0 0.2 - - -

3 讨 论

3.1 毛竹纯林与毛竹混交林比较

毛竹林属暖性竹林类型丘陵山地竹林群系组,
主要分布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在自然条件下,
毛竹具有强大的横向穿透性,短期内可以独自成林,
但叶量少,自行施肥能力差,容易导致发笋量变少,

竹林逐渐稀疏,阔叶树或针叶树种子入侵,形成相对

稳定的毛竹混交林。因此,天然的毛竹林多为毛竹

纯林、毛竹和常绿阔叶树或针叶树混交林、毛竹与常

绿阔叶树或针叶树交错分布林,伴生种类主要有栲

属、青冈属、润楠属、裸子植物等[1-2]。
阳明山毛竹林是一种类似复层的林相,毛竹多

居于林冠的上层,针阔叶树多位于第2层,针阔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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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龄要大于毛竹立竹的年龄。样地调查结果显

示,阳明山毛竹林主要有4种群落类型:毛竹纯

林、甜槠+毛竹群落、毛竹+马尾松群落、毛竹+
南方红 豆 杉 群 落,其 中 竹 木 的 混 交 比 例 分 别 是

5∶1、13∶10、4∶1、1∶1,针阔叶树更新基本正

常,这说明阳明山毛竹混交林生态系统处于基本

稳定的阶段。
本研究显示,阳明山毛竹林中主要针阔叶树种

有吴茱萸五加、鹿角杜鹃、青冈栎、杨梅、甜槠、马银

花、樱桃、马尾松、黄檀、南方红豆杉、银木荷、红楠

等,结合每类毛竹群落分布范围分析发现,阳明山毛

竹林以毛竹纯林为主,竹阔混交林次之,针竹混交林

最少。
毛竹林是一个独特的森林类型,由于毛竹的鞭

根系统具有旺盛的无性繁殖能力及喜温暖、湿润、肥
沃的特点,所以在与其它树种的竞争过程中经常处

于 绝 对 优 势;其 中 毛 竹 纯 林 群 落 毛 竹 重 要 值

(199.68)最高,其次为毛竹+马尾松群落 (166.6),
次后为毛竹+南方红豆杉群落 (131.76),最后是毛

竹+甜槠群落(89.55)。表明毛竹纯林中毛竹的优

势度达到最大,与马尾松、南方红豆杉混交次之,
而与甜槠混交时,毛竹的优势度最小,这说明毛竹

与针叶树混交有利于毛竹的生长和繁殖。这与洪

伟等[7]对福建省毛竹混交林群落结构特征的研究

结果一致。
本研究中物种多样性指数Simpson指数 Hs、

Shannon-Wiener指 数 Hsw,毛 竹 纯 林 (分 别 为

(0.40、0.79)稍高于毛竹+马尾松混交林的 Hs

(0.33)和 Hsw(0.61),稍 低 于 甜 槠+毛 竹 群 落

(0.64、1.35)和 毛 竹+南 方 红 豆 杉 群 落(0.54、

0.92),这说明了毛竹纯林要比毛竹+马尾松混交林

物种丰富,结构复杂,但不如甜槠+毛竹群落和毛

竹+南方红豆杉群落物种丰富、结构复杂。根据森

林生态学的原理,一个群落生物多样性高,结构复

杂,那么其稳定性也强。因此,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

林下植被保存完好的甜槠+毛竹群落和毛竹+南方

红豆杉群落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最高,林下植被保

存较好的毛竹纯林群落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次之,
毛竹+马尾松混交林的生态系统最差,这可能与阳

明山先后被批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1982年)、国家

森林公园(1992年)以后,加强了森林资源保护有

关,保护了甜槠+毛竹群落、毛竹+南方红豆杉群落

类型及其生态系统,致使甜槠+毛竹群落、毛竹+南

方红豆杉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偏高;也可能与阳明

山注重取材于毛竹和马尾松,大量砍除林下植被的

管理方式有关,导致了毛竹纯林和毛竹+马尾松混

交林物种多样性指数偏低。
3.2 毛竹林龄级组成

为了保持正常更新,毛竹林中Ⅰ、Ⅱ、Ⅲ度竹和

Ⅳ度以上竹各应占25%[2]。阳明山毛竹胸径主要

为8~13cm,占76.6%,比10a前阳明山毛竹(平
均胸径大于15cm,当地调查所得)小了很多。并且

Ⅰ度 竹 (54.33%)、Ⅱ 度 竹 (25.82%)、Ⅲ 度 竹

(15.97%)、Ⅳ度以上(3.88%)比例严重失调,可能

是由于阳明山耕地少,其他产业缺乏,毛竹林成为当

地经济的重要来源,每年采伐量大,而且阳明山的林

地大部分为集体所有,农民承包后,为了获得最快的

经济来源,在采伐时选取径阶大的,一旦毛竹成熟到

可采伐时就立即采伐,从而造成了毛竹胸径的不断

下降以及毛竹龄级结构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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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sampleplots,PhyllostachyspubescenscommunitycharacteristicsinYangmings-
hanNationalForestParkwereanalyzed.Resultsshowedthattherearefourcommunitytypes,pure
Phyllostachyspubescensforest,Castanopsiseyrei+Phyllostachyspubescensforest,Phyllostachyspu-
bescens+PinusmassonianaforestandPhyllostachyspubescens+Taxuschinensisvarmaireiforest.Pure
Phyllostachyspubescensforestisthelargestinarea.Thereare46species,belongingto41genera,26
families,8geographicaldistributiontypes.Ratiooftemperategenera(51.2%)isslightlyhigherthan
thatofthetropical(48.8%).Thecommunitystructureisrelativelysimple,Phyllostachyspubescensis
thesingledominantspecies.Thelife-formofPhyllostachyspubescenscommunityiscomposedofphaen-
erophytes,andleavesaremainlymesophyll,simple,coriaceous,entireleaf.DifferentPhyllostachyspu-
bescenscommunitytypeshavedifferentrichnessindex,diversityindexandaveragespacesbetweentrees.
ResultsofanalysisonthelevelofdiameterandageshowedthatPhyllostachyspubescenscommunityin
YangmingMountainisdeclined.

Keywords Phyllostachyspubescens;communitycharacteristics;Yangmingshan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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