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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栖息地
的植物群落分类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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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植物社会学调查方法ꎬ 对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栖息地植物群落进行了调查ꎬ 并对 １２７
个植物样方调查资料进行了聚类分析ꎮ 综合数量分类及植物社会学的分类标准ꎬ 将神农架川金丝猴栖息地植被

划分为 １３ 个群丛和 ４ 个群落ꎻ 分析了各群丛的结构特征、 地理分布特征(海拔、 地形等)以及不同群丛的植物组

成和食源植物状况ꎬ 同时对各群丛乔木层的胸径等级和高度进行了分析ꎮ 结果表明: 群丛Ⅰ(华山松 －金佛山箬

竹 －湖北大戟)、 群丛Ⅵ(巴山冷杉 ＋红桦 －箭竹 ＋兴山五味子 －抱茎风毛菊)、 群丛Ⅸ(华山松 －鄂西绣线菊 －中

日金星蕨)以及群丛Ⅻ(巴山冷杉 ＋华山松 －鞘柄菝葜 ＋鄂西绣线菊 －中日金星蕨) ４ 个群丛所含物种数最多ꎬ 其

中群丛Ⅰ、 Ⅵ、 Ⅸ所含食源植物种数也最多ꎻ 群丛Ⅳ(红桦 －湖北花楸 －离舌橐吾)胸径大于 ３０ ｃｍ 的树木所占

比例及乔木层平均高度均最大ꎻ 这 ５ 个群丛是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栖息地的主要植被类型ꎮ 该研

究可为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栖息地的植被保护与恢复提供重要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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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栖息地的植被组成和类型与灵长类动物的生物

量、 食性、 时间分配和栖息地选择等有着密切联

系ꎬ 尤其是食源植物的分布、 数量及质量直接影响

着它们的行为、 生存和繁衍[１]ꎮ 川金丝猴 (Ｒｈｉ￣
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ｒｏｘｅｌｌａｎａ)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ꎬ 国

家Ⅰ级保护动物ꎬ 目前分布于我国陕西、 四川、 甘

肃及湖北等地[２]ꎮ 湖北神农架是川金丝猴分布的

最东端[３]ꎬ 在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主要分

布于金猴岭、 红石子沟、 大龙潭、 千家坪等地区ꎬ
现有 ８ 群约 １２００ 只[１ꎬ３ꎬ４]ꎮ

对神农架川金丝猴生态学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ꎮ 研究主要集中在川金丝猴的生理和行

为[５－１１]、 食源植物的分布和数量[１ꎬ１２－１７] 以及川金

丝猴栖息地的植物组成和多样性特征[３ꎬ１８ꎬ１９] 等方

面ꎬ 但有关川金丝猴栖息地的植被分类方面的研究

较少ꎬ 导致对神农架川金丝猴栖息地植被类型的现

状认识不足ꎮ 李广良等[３ꎬ２０ꎬ２１]对神农架川金丝猴栖

息地的植被进行了初步分类ꎬ 但这些分类多基于大

的植被型(亚型)、 群系ꎬ 以样方为基础进行基本

分类的数据尚不足ꎬ 特别是对植被分类的基本单

位———群丛未提及ꎬ 使整个分类系统不够完整ꎮ 本

研究以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栖息地的森林群

落为对象ꎬ 采用植物社会学方法对该区的千家坪、
金猴岭、 大龙潭、 红石子沟等地进行样方调查(调
查范围基本涵盖了神农架川金丝猴主要栖息地)ꎬ
综合 １２７ 个调查样方ꎬ 利用数量分类(聚类分析)
方法并结合植物社会学分类标准ꎬ 对神农架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栖息地各植被类型以群丛为单

位进行系统划分ꎬ 同时从植物组成、 结构、 生境特

征、 食源植物组成及乔木层胸径等级和高度等多方

面对各群丛进行比较分析ꎮ 旨在为进一步认识神农

架川金丝猴栖息地植被类型的现状ꎬ 补充完善其分

类体系提供基础数据ꎬ 同时为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川金丝猴栖息地的植被保护与恢复、 重建物种

的选择以及川金丝猴的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研究区域自然概况

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湖北省巴东县、
兴山县、 房县三县交界处ꎬ 神农架林区的西南部ꎬ 东

与湖北省保康县接壤ꎬ 西与重庆市巫山县毗邻ꎬ 南依

兴山、 巴东ꎬ 北倚房县、 竹山ꎮ 保护区地理位置为

北纬 ３１°２１′２０″ ~３１°３６′２０″ꎬ 东经 １１０°０３′０５″ ~
１１０°３３′５０″ꎬ 总面积 ７０４６７ ｈｍ２ꎬ 分东西两片ꎬ 东

片以老君山为中心ꎬ 面积 １０４６７ ｈｍ２ꎻ 西片以大、
小神农架为中心ꎬ 面积 ６００００ ｈｍ２ꎮ 保护区中的核

心区 占 ５４５％、 缓 冲 区 占 １３３％、 实 验 区 占

３２２％[２２]ꎮ
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 １８００ ｍꎬ

以神农顶最高ꎬ 海拔 ３１０６２ ｍꎬ 也是大巴山脉的

主峰和华中地区最高点ꎻ 最低点为下谷坪乡的石柱

河ꎬ 海拔 ３９８ ｍꎬ 相对高差 ２７０８２ ｍꎮ 保护区位

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ꎬ 是亚热带气候向温带气候

过渡区域ꎮ 年降水量 ８００~２５００ ｍｍꎬ 年平均温度

约 １２℃ꎬ 全年 ８０％的时间盛行东南风ꎮ 该区土壤

类型多样ꎬ 主要有黄棕壤、 棕壤、 暗棕壤、 石灰

石、 紫色土等[２３－２５]ꎮ 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独

特的地理位置及受第四纪冰川的影响较小ꎬ 造就了

这里植物物种的丰富性与古老性ꎬ 是我国生物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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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护的关键区域之一[２６ꎬ２７]ꎮ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样方设置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９ 月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先后两次对

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栖息地进行野外

样地调查ꎮ 根据当地向导指引ꎬ 并结合川金丝猴野

外活动痕迹(遗留粪便和采食痕迹等)及研究区域

川金丝猴长期监测资料ꎬ 共设置了 １２７ 个样方(图
１)进行调查ꎮ

!��"
20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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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3100
2:480

图 １　 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
栖息地调查样方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Ｒｈｉ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ｒｏｘｅｌｌａｎａ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２ ２　 调查方法

采用植物社会学的方法[２８ꎬ２９] 进行植被调查ꎻ
即: 分别在不同的地域依据不同的地形及海拔选取

一定面积均质的样方 (每个样方 > ２００ ｍ２)ꎬ 分层

(乔木层 Ｔ１、 乔木亚层 Ｔ２、 灌木层 Ｓ、 草本层 Ｈ )
记录各层出现的植物种类及优势度、 多度ꎻ 并记录

调查地的位置(经度、 纬度)、 地形、 方位、 坡度、
海拔高度、 土壤与地质条件、 风的强度、 干扰状况

等ꎮ 进行植物社会学调查的同时ꎬ 选择建群种进行

每木调查ꎬ 测定调查目标种在各层立木(ＤＢＨ >
２ ｃｍ)的胸径及株数ꎬ 对目标种进行立木分析[３０]ꎮ

物种的优势度、 多度采用 Ｂｒａｕｎ￣Ｂｌａｎｑｕｅｔ 优
势度、 多度综合级[２８]ꎬ 其中优势度、 多度最大的

物种为群落的优势种ꎮ
２ ３　 数据分析与群丛命名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对物种优势度进行

分析ꎬ 由于聚类图的数据基于物种的优势度ꎬ 因

此ꎬ 系统聚类能够很好地反应群落的实际情况ꎮ 选

用组间连接(类间平均距离)和欧氏距离为分类标

准进行数据处理ꎮ 植被数据选取样地中的植物种类

数(即: Ｓ ＝ 全部出现的物种数－所有样地中只出

现 １ 次的偶见种数)在 １２７ 个样方中的优势度构成

的 Ｓ × １２７ 维优势度的矩阵ꎬ 以 Ｓ × １２７ 维优势度

矩阵进行数量分析ꎮ
用聚类分析进行数量分类ꎬ 并以各层优势种来

命名群丛ꎮ 群丛的确定采用综合数量分类结果与植

物社会学分类标准的方法ꎬ 将样方数 > ３ 个的确定

为群丛 (Ａｓｓ.)、 样方数 ≤ ３ 个的暂定为群落

(Ｃｏｍｍ.)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植被数量分类

调查统计结果表明ꎬ 样方中出现的植物种共有

６４１ 种ꎬ 删除在所有样地中只出现 １ 次的偶见种得

到 ４５１ 种ꎮ 植被数据是由 ４５１ 种植物在 １２７ 个样

方中的优势度构成的 ４５１ × １２７ 维优势度的矩阵ꎬ
以 ４５１ ×１２７ 维优势度矩阵进行聚类分析ꎮ 综合考

虑样地间的聚类图以及植物区系组成、 生态外貌、
动态特征、 环境条件等因子ꎬ 选取欧式距离 Ｄ ＝
１５ 为截值划分群丛标准ꎮ 神农架川金丝猴栖息地

植被可划分为以下 １３ 个群丛和 ４ 个群落(图 ２)ꎮ
各群丛(或群落)分布特征见表 １ꎮ

(１)群丛Ⅰ: 华山松－金佛山箬竹－湖北大戟群

丛(Ａｓｓ. 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ｎｕｂｉｇｅｎｕｓ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ｙｌｏｎｏｍａ)ꎮ 该群丛主要分布在小千

家坪、 千家坪实验站、 道长崖屋等地的中坡和山脊

台地ꎬ 海拔 １８００ ~２１００ ｍꎬ 坡度 １０° ~４５°ꎬ 凋落

物层厚度 ０５ ~３ ｃｍꎮ 调查样方数为 １９ 个ꎬ 包含

样方 ４８ ~ ５０、 ５２、 ５４ ~ ６７ꎬ ７６ꎮ 华山松(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为乔木层的优势种ꎬ 主要伴生

种为红桦(Ｂｅｔｕｌａ ａｌｂｏ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ｕｒｋ.)、 米心水青

冈( Ｆａｇｕｓ ｅｎｇｌｅｒｉａｎａ Ｓｅｅｍ.)、 小叶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ｓｉｍｏｎｉｉ Ｃａｒｒ.)、 锐齿槲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ｌｉｅｎａ Ｂｌ. ｖａｒ.
ａｃｕｔｉｓｅｒｒａｔａ Ｍａｘｉｍ. ｅｘ Ｗｅｎｚ.)、 藏刺榛(Ｃｏｒｙｌｕｓ
ｆｅｒｏｘ Ｗａｌｌ. ｖａｒ. ｔｈｉｂｅｔｉｃａ (Ｂａｔａｌ.) Ｆｒａｎｃｈ.)ꎻ 灌木

层优势种为金佛山箬竹(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ｎｕｂｉｇｅｎｕｓ
(Ｋｅｎｇ ｆ.) Ｙｉ ｅｘ Ｈ. Ｒ. Ｚｈａｏ ｅｔ Ｙ. Ｌ. Ｙａｎｇ)ꎬ 主

要伴生种为中华绣线菊 ( Ｓｐｉｒａ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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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ｍ.)、 尾萼蔷薇(Ｒｏｓａ ｃａｕｄａｔａ Ｂａｋｅｒ)、 二翅六

道木(Ａｂｅｌｉａ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 Ｒ. Ｂｒ.)、 灰毛栒子(Ｃｏｔｏｎｅａ￣
ｓｔｅｒ ａｃｕｔｉｆｏｌｉｕｓ Ｔｕｒｃｚ. ｖａｒ. ｖｉｌｌｏｓｕｌｕｓ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ꎻ 草本层优势种为湖北大戟(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ｙ￣
ｌｏｎｏｍａ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ꎬ 主要伴生种为地榆(Ｓａｎ￣
ｇｕｉｓｏｒｂ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Ｌ.)、 过 路 黄 (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ｅ Ｈａｎｃｅ )、 藏 苔 草 ( Ｃａｒｅｘ ｔｈｉｂｅｔｉｃａ
Ｆｒａｎｃｈ.)、 东方草莓 (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Ｌｏｚｉｎ￣
ｓｋ.)、 淡红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Ｗａｌｌ.)ꎮ

(２)群丛Ⅱ: 华山松 ＋山杨 －金佛山箬竹 －六
叶葎 ＋牛尾菜群丛(Ａｓｓ. 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ｎｕｂｉｇｅｎｕｓ－Ｇａｌｉｕｍ ａｓｐｅ￣
ｒｕｌｏｉｄｅｓ ｓｕｂｓｐ. ｈｏｆｆｍｅｉｓｔｅｒｉ ＋ Ｓｍｉｌａｘ ｒｉｐａｒｉａ) ꎮ 该

群丛主要分布在大、 小千家坪的上坡和台地ꎬ 海拔

２１００ ~ ２２００ ｍꎬ 坡度 ２０° ~ ３５°ꎬ 凋落物层厚度

０ ５ ~ １５ ｃｍꎮ 调查样方为 ４ 个ꎬ 包含样方 ６８、
７１、 ７２、 ７７ꎮ 乔木层优势种为山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ｄａ￣
ｖｉｄｉａｎａ Ｄｏｄｅ)、 华山松ꎬ 主要伴生种为山荆子

(Ｍａｌｕｓ ｂａｃｃａｔａ (Ｌ.) Ｂｏｒｋｈ.)、 红桦ꎻ 灌木层优

势种为金佛山箬竹ꎬ 主要伴生种为中华绣线菊、 麻

核栒子(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ｆｏｖｅｏｌａｔｕｓ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华中山楂(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Ｓａｒｇ.)ꎻ 草本层优势

种为牛尾菜(Ｓｍｉｌａｘ ｒｉｐａｒｉａ Ａ. ＤＣ.)和六叶葎(Ｇａ￣
ｌｉｕｍ ａｓｐｅｒｕｌｏｉｄｅｓ Ｅｄｇｅｗ. ｓｕｂｓｐ. ｈｏｆｆｍｅｉｓｔｅｒｉ
(Ｋｌｏｔｚｓｃｈ) Ｈａｒａ)ꎬ 主要伴生种为唐松草(Ｔｈａｌｉｃ￣
ｔｒｕｍ ａｑｕｉｌｅｇｉｆｏｌｉｕｍ Ｌｉｎｎ. ｖａｒ.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Ｒｅｇｅｌ ｅｔ
Ｔｉｌｉｎｇ)、 莎草(Ｃｙｐｅｒｕｓ ｓｐ. Ｌｉｎｎ.)ꎮ

(３) 群丛Ⅲ: 锐齿槲栎 ＋刺叶高山栎 －金佛山

箬竹 －淡红忍冬群丛 ( Ａｓｓ.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ｌｉｅｎａ ｖａｒ.
ａｃｕｔｉｓｅｒｒａｔａ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ａ －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ｎｕ￣
ｂｉｇｅｎｕｓ －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ꎮ 该群丛主要分布

在小千家坪的下坡ꎬ 海拔 １７００ ~ ２２００ ｍꎬ 坡度

２２° ~３５°ꎬ 凋落物层厚度 １ ~１５ ｃｍꎮ 调查样方为

４ 个ꎬ 包含样方 ５１、 ５３、 ６９、 ７０ꎮ 乔木层优势种

为锐齿槲栎、 刺叶高山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ａ Ｄａｖｉｄ
ｅｘ Ｆｒａｎｃｈ.)ꎬ 主要伴生种为华山松、 杈叶槭(Ａｃｅｒ
ｒｏｂｕｓｔｕｍ Ｐａｘ )、 四蕊 槭 ( Ａｃｅｒ ｓｔａｃｈｙ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Ｈｉｅｒｎ ｓｕｂｓｐ. ｔｅｔｒａｍｅｒｕｍ (Ｐａｘ) Ａ. Ｅ. Ｍｕｒｒａｙ)、
漆树(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ｖｅｒｎｉｃｉｆｌｕｕｍ (Ｓｔｏｋｅｓ) Ｆ. Ａ.
Ｂａｒｋ.)ꎬ 灌木层优势种为金佛山箬竹ꎬ 主要伴生种

为卫矛(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ａｌａｔｕｓ (Ｔｈｕｎｂ.) Ｓｉｅｂ.)、 山胡

椒(Ｌｉｎｄｅｒａ ｇｌａｕｃ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Ｂｌ)、 湖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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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坐标数字 １ ~１２７ 为样地编号ꎮⅠ~ⅩⅢ为群丛编号ꎬ １ ~ ４ 为群落
编号ꎮ
１ ~１２７ ｉ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ｑｕａｄｒａｔ ｎｕｍｂｅｒｓ.Ⅰ－ⅩⅢ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ꎬ １ － 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ｎｕｍ￣
ｂｅｒｓ.
图 ２　 神农架川金丝猴栖息地森林群落样地的聚类分析

Ｆｉｇ 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ｌｏｔｓ
ｉｎ Ｒｈｉ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ｒｏｘｅｌｌａｎａ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ｏｆ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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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神农架川金丝猴栖息地各群丛分布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ｈｉ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ｒｏｘｅｌｌａｎａ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ｏｆ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

植被类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主要分布地
Ｍａ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地形地貌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坡度
Ｓｌｏｐｅ
(°)

凋落层
Ｌｉｔｔｅｒ ｌａｙｅｒ

(ｃｍ)

样方数
Ｎｏ.

Ａｓｓ. Ⅰ
小千家坪、千家坪实验站、道长崖屋
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ｊｉａｐｉｎｇꎬ Ｑｉａｎｊｉａｐ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ꎬ Ｄａｏｚｈａｎｇｙａｗｕ

中坡、山脊台地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ｌｏｐｅꎬ ｒｉｄｇｅ ｔａｂｌｅｌａｎｄ １８００~２１００ １０~４５ ０.５~３.０ １９

Ａｓｓ. Ⅱ 大、小千家坪
Ｄａｑｉａｎｊｉａｐｉｎｇꎬ 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ｊｉａｐｉｎｇ

上坡、台地
Ｕｐｐｅｒ ｓｌｏｐｅꎬ ｒｉｄｇｅ ｔａｂｌｅｌａｎｄ 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２０~３５ ０.５~１.５ ４

Ａｓｓ. Ⅲ 小千家坪
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ｊｉａｐｉｎｇ

下坡
Ｌｏｗｅｒ ｓｌｏｐｅ １７００~２２００ ２２~３５ １.０~１.５ ４

Ａｓｓ. Ⅳ 金猴岭、红石子沟
Ｊｉｎｈｏｕｌｉｎｇꎬ Ｈｏｎｇｓｈｉｚｉｇｏｕ

上坡
Ｕｐｐｅｒ ｓｌｏｐｅ ２０００~２６００ １５~５５ ０.２~２.０ ７

Ａｓｓ. Ⅴ 小龙潭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ｔａｎ

下坡
Ｌｏｗｅｒ ｓｌｏｐｅ ２０００~２４００ ２５~３０ ０.５~２.０ ６

Ａｓｓ. Ⅵ 小龙潭、神农源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ｔａｎꎬ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ｙｕａｎ

上坡、台地
Ｕｐｐｅｒ ｓｌｏｐｅꎬ ｔａｂｌｅｌａｎｄ ２２００~２６００ １０~４５ ０.１~２.０ ２２

Ａｓｓ. Ⅶ 红石子沟
Ｈｏｎｇｓｈｉｚｉｇｏｕ

上坡、山脊
Ｕｐｐｅｒ ｓｌｏｐｅꎬ ｒｉｄｇｅ ２１００~２３００ ５~３５ ０.２~１.５ ７

Ａｓｓ. Ⅷ 观音洞、胜利桥
Ｇｕａｎｙｉｎｄｏｎｇꎬ Ｓｈｅｎｇｌｉｑｉａｏ

上坡
Ｕｐｐｅｒ ｓｌｏｐｅ ２１００~２５００ ２５~５０ ０.５~４.０ ４

Ａｓｓ. Ⅸ
观音洞、胜利桥、大湾、道长崖屋
Ｇｕａｎｙｉｎｄｏｎｇꎬ Ｓｈｅｎｇｌｉｑｉａｏꎬ Ｄａｗａｎꎬ
Ｄａｏｚｈａｎｇｙａｗｕ

上坡、山脊台地
Ｕｐｐｅｒ ｓｌｏｐｅꎬ ｒｉｄｇｅ ｔａｂｌｅｌａｎｄ ２１００~２６００ ２０~５５ １.０~４.０ １２

Ａｓｓ. Ⅹ 胜利桥、罗圈套、水金湾
Ｓｈｅｎｇｌｉｑｉａｏꎬ Ｌｕｏｑｕａｎｔａｏꎬ Ｓｈｕｉｊｉｎｗａｎ

上坡
Ｕｐｐｅｒ ｓｌｏｐｅ ２０００~２５００ ３０~４０ １.０~４.０ ６

Ａｓｓ. Ⅺ 胜利桥、大湾
Ｓｈｅｎｇｌｉｑｉａｏꎬ Ｄａｗａｎ

下坡
Ｌｏｗｅｒ ｓｌｏｐｅ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２５~４２ １.０~２.０ ４

Ａｓｓ. Ⅻ 观音洞、罗圈套、大湾
Ｇｕａｎｙｉｎｄｏｎｇꎬ Ｌｕｏｑｕａｎｔａｏꎬ Ｄａｗａｎ

上坡、山脊
Ｕｐｐｅｒ ｓｌｏｐｅ ２３００~２７００ ２５~６５ １.０~５.０ １６

Ａｓｓ.ⅩⅢ 大千家坪、金猴岭、红石子沟
Ｄａｑｉａｎｊｉａｐｉｎｇꎬ Ｊｉｎｈｏｕｌｉｎｇꎬ Ｈｏｎｇｓｈｉｚｉｇｏｕ

上坡
Ｕｐｐｅｒ ｓｌｏｐｅ ２１００~２５００ １０~３５ ０.２~１.０ ７

Ｃｏｍｍ. １ 大、小千家坪
Ｄａｑｉａｎｊｉａｐｉｎｇꎬ 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ｊｉａｐｉｎｇ

上坡、台地
Ｕｐｐｅｒ ｓｌｏｐｅꎬ ｔａｂｌｅｌａｎｄ ２０００~２２００ １５ ０.５~１.５ ３

Ｃｏｍｍ. ２ 大湾、胜利桥
Ｄａｗａｎꎬ Ｓｈｅｎｇｌｉｑｉａｏ

下坡
Ｌｏｗｅｒ ｓｌｏｐｅ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 ２５~３８ ０.５~３.０ ３

Ｃｏｍｍ. ３ 胜利桥
Ｓｈｅｎｇｌｉｑｉａｏ

上坡
Ｕｐｐｅｒ ｓｌｏｐｅ 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２０~４５ ２.０~３.０ ２

Ｃｏｍｍ. ４ 红石子沟
Ｈｏｎｇｓｈｉｚｉｇｏｕ

上坡
Ｕｐｐｅｒ ｓｌｏｐｅ ２１２１ １０ ０.２ １

檗(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ｇａｇｎｅｐａｉｎｉｉ Ｓｃｈｎｅｉｄ.)、 小叶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Ｃ. Ｈ. Ｗｒｉｇｈｔ)、 峨眉蔷薇

(Ｒｏｓａ 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Ｒｏｌｆｅ)ꎻ 草本层优势种为淡红忍

冬ꎬ 主要伴生种为湖北大戟、 三脉紫菀(Ａｓｔｅｒ ａｇ￣
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 Ｔｕｒｃｚ.)、 酢 浆 草 (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Ｌ.)、 独活 (Ｈｅｒａｃｌｅｕｍ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ｕｍ Ｄｉｅｌｓ)、 风

毛菊(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 ＤＣ.)ꎮ
(４) 群丛Ⅳ: 红桦 －湖北花楸 －离舌橐吾群丛

(Ａｓｓ. Ｂｅｔｕｌａ ａｌｂｏ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Ｓｏｒｂｕｓ ｈｕｐｅｈｅｎｓｉｓ
－ 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 ｖｅｉｔｃｈｉａｎａ)ꎮ 该群丛主要分布在金猴岭

和红石子沟等地的上坡ꎬ 海拔 ２０００ ~ ２６００ ｍꎬ 坡

度 １５° ~ ５５°ꎬ 凋落物层厚度 ０２ ~ ２０ ｃｍꎮ 调查

样方为 ７ 个ꎬ 包含样方 ８３ ~８８、 １２３ꎮ 乔木层优势

种为红桦ꎬ 主要伴生种为巴山冷杉(Ａｂｉｅ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 大叶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ｌａｓｉｏｃａｒｐａ Ｏｌｉｖ.)、 多

齿长尾槭(Ａｃｅｒ ｃａｕｄａｔｕｍ Ｗａｌｌ.)、 华山松、 五尖

槭(Ａｃｅｒ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ｉ Ｐａｘ)ꎻ 灌木层优势种为湖

北花楸(Ｓｏｒｂｕｓ ｈｕｐｅｈｅｎｓｉｓ Ｓｃｈｎｅｉｄ.)ꎬ 主要伴生

种为峨眉蔷薇、 中华绣线菊、 垂丝丁香(Ｓｙｒｉｎｇａ
ｋｏｍａｒｏｗｉｉ Ｓｃｈｎｅｉｄ. ｖａｒ. ｒｅｆｌｅｘａ (Ｓｃｈｎｅｉｄ.) Ｊｉ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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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 Ｍ. Ｃ. Ｃｈａｎｇ)ꎻ 草本层优势种为离舌橐吾

(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 ｖｅｉｔｃｈｉａｎａ (Ｈｅｍｓｌ.) Ｇｒｅｅｎｍ.)ꎬ 主要

伴生种为六叶葎、 顶蕊三角咪(Ｐａｃｈｙｓａｎｄｒａ ｔｅｒ￣
ｍｉｎａｌｉｓ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三脉紫菀、 东方草莓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Ｌｏｚｉｎｓｋ.)、 松荫蓼 ( Ｐｏｌｙｇｏ￣
ｎｕｍ ｐｉｎｅｔｏｒｕｍ Ｈｅｍｓｌ.)ꎮ

(５) 群丛Ⅴ: 红桦 －宜昌木姜子 ＋兴山五味子

－中日金星蕨群丛 (Ａｓｓ. Ｂｅｔｕｌａ ａｌｂｏ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ｉｔ￣
ｓｅａ 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ａ －Ｐａｒａｔｈｅ￣
ｌｙｐｔｅｒｉｓ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ꎮ 该群丛主要分布在小龙潭的

下坡ꎬ 海拔 ２０００ ~２４００ ｍꎬ 坡度 ２５° ~３０°ꎬ 凋落

物层厚度 ０５ ~ ２０ ｃｍꎮ 调查样方为 ６ 个ꎬ 包含样

方 ９９ ~ １０２、 １２０、 １２１ꎮ 乔木层优势种为红桦ꎬ
主要伴生种为华山松、 漆树、 四蕊槭、 五尖槭ꎻ 灌

木层优势种为宜昌木姜子 ( Ｌｉｔｓｅａ 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Ｇａｍｂｌｅ)、 兴 山 五 味 子 (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ａ
Ｓｔａｐｆ)ꎬ 主要伴生种为湖北蔷薇 ( Ｒｏｓ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Ｂｏｕｌｅｎｇ.)、 华中山楂、 尾萼蔷薇、 湖北花楸、 喜

阴悬钩子(Ｒｕｂｕｓ ｍｅｓｏｇａｅｕｓ Ｆｏｃｋｅ)ꎻ 草本层优

势种 为 中 日 金 星 蕨 ( Ｐａｒａ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ｓ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ｔ Ｓａｖ.) Ｃｈｉｎｇ)ꎬ 主要伴生种为落新妇

(Ａｓｔｉｌｂｅ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Ｍａｘｉｍ.)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ｔ Ｓａｖａｔ.)、
茜草 (Ｒｕｂｉ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Ｌ.)、 抱茎风毛菊 ( Ｓａｕｓ￣
ｓｕｒｅａ ｃｈｉｎｇｉａｎａ 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ꎮ

(６) 群丛Ⅵ: 巴山冷杉 ＋红桦 －箭竹 ＋兴山五

味子 －抱茎风毛菊群丛(Ａｓｓ. Ａｂｉｅ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 Ｂｅｔ￣
ｕｌａ ａｌｂｏ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ａ ｓｐａｔｈａｃｅａ ＋ Ｓｃｈｉｓａｎ￣
ｄｒａ 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ａ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ｃｈｉｎｇｉａｎａ)ꎮ 该群丛主

要分布在小龙潭和神农源等地上坡和台地ꎬ 海拔

２２００ ~ ２６００ ｍꎬ 坡度 １０° ~ ４５°ꎬ 凋落物层厚度

０ １ ~２０ ｃｍꎮ 调查样方为 ２２ 个ꎬ 包含样方 １０３ ~
１１９、 １２２、 １２４ ~１２７ꎮ 乔木层优势种为巴山冷杉、
红桦ꎬ 主要伴生种为华山松、 山杨、 四蕊槭、 五尖

槭ꎻ 灌木层优势种为箭竹 ( Ｆａｒｇｅｓｉａ ｓｐａｔｈａｃｅａ
Ｆｒａｎｃｈ.)和兴山五味子ꎬ 主要伴生种为湖北花楸、
湖北蔷薇、 峨眉蔷薇、 华中山楂ꎻ 草本层优势种为

抱茎风毛菊ꎬ 主要伴生种为深山蟹甲草(Ｐａｒａｓｅ￣
ｎｅｃｉｏ ｐｒｏｆｕｎｄｏｒｕｍ (Ｄｕｎｎ) Ｙ. Ｌ. Ｃｈｅｎ)、 落新

妇、 三 脉 紫 菀、 黑 心 蕨 ( Ｄｏ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Ｌａｎｇｓｄ. ｅｔ Ｆｉｓｃｈ.) Ｋｕｈｎ)、 松荫蓼ꎮ

(７) 群丛Ⅶ: 华山松 －二翅六道木 ＋兴山五味

子 －抱茎风毛菊群丛(Ａｓｓ. 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Ａｂｅ￣

ｌｉａ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ｅ－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ｃｈｉｎ￣
ｇｉａｎａ)ꎮ 该群丛主要分布在红石子沟等地的上坡和

山脊ꎬ 海拔 ２１００ ~ ２３００ ｍꎬ 坡度 ５° ~ ３５°ꎬ 凋落

物层厚度 ０２ ~ １５ ｃｍꎮ 调查样方为 ７ 个ꎬ 包含样

方 ９１ ~ ９７ꎮ 乔木层优势种为华山松ꎬ 主要伴生种

为巴山冷杉、 大叶杨、 四蕊槭、 五尖槭、 坚桦

(Ｂｅｔｕｌ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Ｍａｘｉｍ.)ꎻ 灌木层优势种为二翅

六道木、 兴山五味子ꎬ 主要伴生种为峨眉蔷薇、 尾

萼蔷薇、 鞘柄菝葜(Ｓｍｉｌａｘ ｓｔａｎｓ Ｍａｘｉｍ.)、 湖北

花楸、 毒漆藤 ( 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ｒａｄｉｃａｎｓ ( Ｌ.) Ｏ.
Ｋｕｎｔｚｅ)ꎻ 草本层优势种为抱茎风毛菊ꎬ 主要伴生

种为茜草、 细辛(Ａｓａｒｕｍ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Ｍｉｑ.)、 散序地

杨梅(Ｌｕｚｕｌａ ｅｆｆｕｓａ Ｂｕｃｈｅｎ.)ꎮ
(８) 群丛Ⅷ: 华山松 －拐棍竹 －湖北大戟 ＋三

脉紫菀群丛 ( Ａｓｓ. 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 Ｆａｒｇｅｓｉａ ｒｏ￣
ｂｕｓｔａ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ｙｌｏｎｏｍａ ＋Ａｓｔｅｒ ａｇ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ꎮ
该群丛主要分布在观音洞、 胜利桥等地的上坡ꎬ 海

拔 ２１００ ~２５００ ｍꎬ 坡度 ２５° ~５０°ꎬ 凋落物层厚度

０ ５ ~ ４０ ｃｍꎮ 调查样方为 ４ 个ꎬ 包含样方 １２、
４２ ~ ４４ꎮ 乔木层优势种为华山松ꎬ 主要伴生种为

铁坚杉(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Ｂｅｒｔｒ.) Ｂｅｉｓｓｎ.)、
巴山冷杉ꎻ 灌木层优势种为拐棍竹(Ｆａｒｇｅｓｉａ ｒｏ￣
ｂｕｓｔａ Ｙｉ)ꎬ 主要伴生种为芒齿小檗(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ｔｒｉａ￣
ｃａｎｔｈｏｐｈｏｒａ Ｆｅｄｄｅ )、 五 味 子 (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Ｔｕｒｃｚ.) Ｂａｉｌｌ.)、 桦叶荚蒾(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ｂｅ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Ｂａｔａｌ.)、 鞘柄菝葜、 湖北花楸ꎻ 草本

层优势种为湖北大戟和三脉紫菀ꎬ 主要伴生种为翅

柄风 毛 菊 (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ａｌａｔｉｐｅｓ Ｈｅｍｓｌ.)、 升 麻

(Ｃｉｍｉｃｉｆｕｇａ ｆｏｅｔｉｄａ Ｌ.)ꎮ
(９) 群丛Ⅸ: 华山松 －鄂西绣线菊 －中日金星

蕨群丛 (Ａｓｓ. 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 Ｓｐｉｒａｅａ ｖｅｉｔｃｈｉｉ －
Ｐａｒａ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ｓ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ꎮ 该群丛主要分布在观

音洞、 胜利桥、 大湾、 道长崖屋、 水金湾等地的上

坡和山脊台地ꎬ 海拔 ２１００ ~ ２６００ ｍꎬ 坡度 ２０° ~
５５°ꎬ 凋落物层厚度 １０ ~ ４０ ｃｍꎮ 调查样方为 １２
个ꎬ 包含样方 １、 ２、 １１、 １４ ~ １７、 ２４、 ３０、 ４５ ~
４７ꎮ 乔木层优势种为华山松ꎬ 主要伴生种为红桦、
巴山冷杉、 青榨槭(Ａｃｅｒ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ꎻ 灌木

层优势种为鄂西绣线菊(Ｓｐｉｒａｅａ ｖｅｉｔｃｈｉｉ Ｈｅｍｓｌ.)ꎬ
主要 伴 生 种 为 菰 帽 悬 钩 子 ( Ｒｕｂｕｓ ｐｉｌｅａｔｕｓ
Ｆｏｃｋｅ)、 尾萼蔷薇、 华中山楂、 灰毛栒子ꎻ 草本

层优势种为中日金星蕨ꎬ 主要伴生种为黑心蕨、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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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草莓、 茜草ꎮ
(１０) 群丛Ⅹ: 米心水青冈 ＋华山松 －湖北花

楸 ＋山胡椒 －三脉紫菀群丛 (Ａｓｓ. Ｆａｇｕｓ ｅｎｇｌｅ￣
ｒｉａｎａ ＋ 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 Ｓｏｒｂｕｓ ｈｕｐｅｈｅｎｓｉｓ ＋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ｇｌａｕｃａ － Ａｓｔｅｒ ａｇ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ꎮ 该群丛主要

分布在胜利桥、 罗圈套、 水金湾等地的上坡ꎬ 海拔

２０００ ~ ２５００ ｍꎬ 坡度 ３０° ~ ４０°ꎬ 凋落物层厚度

１ ０ ~ ４０ ｃｍꎮ 调查样方为 ６ 个ꎬ 包含样方 １８、
２３、 ３４ ~ ３７ꎮ 乔木层优势种为米心水青冈、 华山

松ꎬ 主要伴生种为红桦、 青榨槭、 华西枫杨(Ｐｔｅｒｏ￣
ｃａｒｙ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 )ꎻ 灌木层优势种为湖

北花楸、 山胡椒ꎬ 主要伴生种为五味子、 鞘柄菝

葜、 鄂西绣线菊、 三桠乌药 (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ｏｂｔｕｓｉｌｏｂａ
Ｂｌ. Ｍｕｓ. Ｂｏｔ.)ꎻ 草本层优势种为三脉紫菀ꎬ 主要

伴生种为翅柄风毛菊、 淡红忍冬、 中日金星蕨ꎮ
(１１) 群丛Ⅺ: 华山松＋红桦－鞘柄菝葜＋桦叶

荚蒾 －中日金星蕨群丛 ( Ａｓｓ. 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
Ｂｅｔｕｌａ ａｌｂｏ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Ｓｍｉｌａｘ ｓｔａｎｓ ＋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ｂｅ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ｍ － Ｐａｒａ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ｓ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ꎮ 该群丛

主要分布在胜利桥、 大湾等地的下坡ꎬ 海拔 １９００
~ ２１００ ｍꎬ 坡度 ２５° ~ ４２°ꎬ 凋落物层厚度 １０ ~
２ ０ ｃｍꎮ 调查样方为 ４ 个ꎬ 包含样方 １９、 ３２、
３８、 ３９ꎮ 乔木层优势种为华山松、 红桦ꎬ 主要伴

生种为小叶柳(Ｓａｌｉｘ ｈｙｐｏｌｅｕｃａ Ｓｅｅｍｅｎ)、 青榨

槭、 漆树ꎻ 灌木层优势种为鞘柄菝葜、 桦叶荚蒾ꎬ
主要 伴 生 种 为 茶 荚 蒾 (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ｓｅｔｉｇｅｒｕｍ
Ｈａｎｃｅ)、 五味子、 毛灰栒子(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ａｃｕｔｉｆｏ￣
ｌｉｕｓ ｖａｒ. ｖｉｌｌｏｓｕｌｕｓ Ｒｅｈｄ.)、 鄂西绣线菊ꎻ 草本层

优势种为中日金星蕨ꎬ 主要伴生种为淡红忍冬、 丝

叶苔草(Ｃａｒｅｘ ｃａｐｉｌ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荚果蕨(Ｍａｔ￣
ｔｅｕｃｃｉａ ｓｔｒｕｔｈ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Ｌ.) Ｔｏｄａｒｏ)、 六叶葎ꎮ

(１２) 群丛Ⅻ: 巴山冷杉 ＋华山松 －鞘柄菝葜＋
鄂西绣线菊 －中日金星蕨群丛(Ａｓｓ. Ａｂｉｅ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Ｓｍｉｌａｘ ｓｔａｎｓ ＋ Ｓｐｉｒａｅａ ｖｅｉｔｃｈｉｉ
－ Ｐａｒａ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ｓ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ꎮ 该群丛主要分布在

观音洞、 罗圈套、 大湾等地的上坡和山脊ꎬ 海拔

２３００ ~ ２７００ ｍꎬ 坡度 ２５° ~ ６５°ꎬ 凋落物层厚度

１ ０ ~ ５０ ｃｍꎮ 调查样方为 １６ 个ꎬ 包含样方 ３ ~
１０、 １３、 ２０ ~ ２２、 ２５ ~ ２８ꎮ 乔木层优势种为巴山

冷杉、 华山松ꎬ 主要伴生种为红桦、 青榨槭ꎻ 灌木

层优势种为鞘柄菝葜、 鄂西绣线菊ꎬ 主要伴生种为

湖 北 花 楸、 箭 竹、 插 田 泡 ( Ｒｕｂｕｓ ｃｏｒｅａｎｕｓ

Ｍｉｑ.)、 毛灰栒子ꎻ 草本层优势种为中日金星蕨ꎬ
主要伴生种为湖北大戟、 黑心蕨、 东方草莓、 甘肃

耧斗菜(Ａｑｕｉｌｅｇｉａ ｏｘｙｓｅｐａｌａ Ｔｒａｕｔｖ. ｅｔ Ｍｅｙ. ｖａｒ.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Ｂｒｕｈｌ)ꎮ

(１３) 群丛ⅩⅢ: 巴山冷杉 ＋山杨 －中华绣线菊

＋金佛山箬竹 －松荫蓼群丛(Ａｓｓ. Ａｂｉｅ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Ｓｐｉｒａ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
ｍｕｓ ｎｕｂｉｇｅｎｕｓ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ｉｎｅｔｏｒｕｍ)ꎮ 该群丛

主要分布在大千家坪、 金猴岭、 红石子沟等地的上

坡ꎬ 海拔 ２１００ ~２５００ ｍꎬ 坡度 １０° ~３５°ꎬ 凋落物

层厚度 ０２ ~ １０ ｃｍꎮ 调查样方为 ７ 个ꎬ 包含样方

７８ ~ ８２、 ８９、 ９０ꎮ 乔木层优势种为巴山冷杉、 山

杨ꎬ 主要伴生种为华山松、 红桦、 五尖槭ꎻ 灌木层

优势种为金佛山箬竹、 中华绣线菊ꎬ 主要伴生种为

鞘柄菝葜、 华中山楂、 箭竹ꎻ 草本层优势种为松荫

蓼ꎬ 主 要 伴 生 种 为 藁 本 (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
Ｏｌｉｖ.)、 兴 山 五 味 子、 蕨 ( Ｐｔｅｒｉｄｉｕｍ ａｑｕｉｌｉｎｕｍ
(Ｌ.) Ｋｕｈｎ)ꎮ

(１４) 群落 １: 华山松 ＋红桦 －金佛山箬竹 －湖
北大戟 ＋藏苔草群落 (Ｃｏｍｍ. 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
Ｂｅｔｕｌａ ａｌｂｏ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ｎｕｂｉｇｅｎｕｓ －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ｈｙｌｏｎｏｍａ ＋Ｃａｒｅｘ ｔｈｉｂｅｔｉｃａ)ꎮ 调查样方

只有 ３ 个(样方 ７３、 ７４、 ７５)ꎮ 该群落主要分布在

大、 小千家坪等地的上坡和台地ꎬ 海拔 ２０００ ~
２２００ ｍꎬ 坡度 １５°ꎬ 凋落物层厚度 ０５ ~ １５ ｃｍꎮ
乔木层优势种为红桦、 华山松ꎬ 主要伴生种为山荆

子、 青榨槭、 锐齿槲栎ꎻ 灌木层优势种为金佛山箬

竹ꎬ 主要伴生种为白檀 (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Ｍｉｑ.)、 二翅六道木、 中华绣线菊、 卫

矛ꎻ 草本层优势种为藏苔草、 湖北大戟ꎬ 主要伴生

种为牛尾菜、 升麻ꎮ
(１５) 群落 ２: 米心水青冈－茶荚蒾＋二翅六道

木 －翅柄风毛菊群落(Ｃｏｍｍ. Ｆａｇｕｓ ｅｎｇｌｅｒｉａｎａ －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ｓｅｔｉｇｅｒｕｍ ＋ Ａｂｅｌｉａ ｕｎｉｆｌｏｒａ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ａｌａｔｉｐｅｓ)ꎮ 调查样方只有 ３ 个 ( 样方 ２９、 ３１、
３２)ꎮ 该群落主要分布在大湾、 胜利桥等地的下

坡ꎬ 海拔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 ｍꎬ 坡度 ２５° ~３８°ꎬ 凋落物

层厚度 ０５ ~ ３０ ｃｍꎮ 乔木层优势种为米心水青

冈ꎬ 主要伴生种为巴山冷杉、 梾木(Ｓｗｉｄａ ｍａｃｒｏ￣
ｐｈｙｌｌａ (Ｗａｌｌ.) Ｓｏｊáｋ)、 红桦、 青榨槭ꎻ 灌木层优

势种为茶荚蒾、 二翅六道木ꎬ 主要伴生种为三桠乌

药(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ｏｂｔｕｓｉｌｏｂａ Ｂｌ. Ｍｕｓ. Ｂｏｔ.)、 山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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鞘柄菝葜、 插田泡ꎻ 草本层优势种为翅柄风毛菊ꎬ
主要伴生种为水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Ｍｉｑ.)、 淡红

忍冬、 金线草(Ａｎｔｅｎｏｒｏｎ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ｅ (Ｔｈｕｎｂ.) Ｒｏｂ.
ｅｔ Ｖａｕｔ.)ꎮ

(１６) 群落 ３: 铁坚杉 ＋华山松 －尾萼蔷薇 ＋五
味子 －翅柄风毛菊群落(Ｃｏｍｍ. 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 ｄａｖｉ￣
ｄｉａｎａ ＋ 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Ｒｏｓａ ｃａｕｄａｔａ ＋ Ｓｃｈｉｓａｎ￣
ｄｒ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ａｌａｔｉｐｅｓ)ꎮ 调查样方只

有 ２ 个(样方 ４０、 ４１)ꎮ 该群落主要分布在胜利桥

等地的上坡ꎬ 海拔 ２１００ ~ ２２００ ｍꎬ 坡度 ２０° ~
４５°ꎬ 凋落物层厚度 ２０ ~ ３０ ｃｍꎮ 乔木层优势种

为铁坚杉、 华山松ꎬ 主要伴生种为麦吊云杉(Ｐｉ￣
ｃｅａ ｂｒａｃｈｙｔｙｌａ (Ｆｒａｎｃｈ.) Ｐｒｉｔｚ.)ꎻ 灌木层优势种

为尾萼蔷薇、 五味子ꎬ 主要伴生种为芒齿小檗、 鞘

柄菝葜、 藏刺榛、 拐棍竹ꎻ 草本层优势种为翅柄风

毛菊ꎬ 主要伴生种为淡红忍冬、 三脉紫菀ꎮ
(１７) 群落 ４:巴山冷杉－五裂槭＋青荚叶－松荫

蓼群落(Ｃｏｍｍ. Ａｂｉｅ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Ａｃｅｒ ｏｌｉｖｅｒｉａｎｕｍ ＋
Ｈｅｌｗｉｎｇ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ｉｎｅｔｏｒｕｍ)ꎮ 该

群落分布在红石子沟ꎬ 海拔 ２１２１ ｍꎬ 调查样方只

有 １ 个(样方 ９８)ꎬ 在植被系统中暂定为群落ꎮ 乔

木层优势种为巴山冷杉ꎬ 伴生种为红桦、 华山松、

小叶杨ꎻ 灌木层优势种为五裂槭、 青荚叶ꎬ 主要伴

生种为二翅六道木ꎻ 草本层优势种为松荫蓼ꎬ 主要

伴生种为毒漆藤ꎮ
３ ２　 各群丛的植物组成及食源植物

调查结果显示ꎬ 各群丛中物种多样性大小为:
草本层 > 灌木层 > 乔木层(表 ２)ꎮ 物种数最多的

为群丛Ⅸꎬ 有 ２３８ 种ꎻ 其次是群丛Ⅻ、 群丛Ⅰ和

群丛Ⅵꎬ 分别为 ２３４ 种、 ２１７ 种和 １９６ 种ꎻ 这 ４ 个

群丛植物种数较多ꎬ 主要是由于其在神农架川金丝

猴活动区域分布广ꎬ 而且群丛海拔较高ꎬ 人为干扰

较少ꎮ 物种数最少的是群丛Ⅱꎬ 只有 ７１ 种ꎬ 其分

布在千家坪的上坡和台地ꎬ 这片区域灌木层金佛山

箬竹盖度超过 ９０％ꎬ 草本层植物很难生长ꎮ
各群丛中ꎬ 乔木层优势种多为华山松、 红桦、

巴山冷杉、 米心水青冈、 锐齿槲栎、 山杨ꎬ 主要伴

生种常见的有湖北花楸、 五裂槭、 青榨槭、 二翅六

道木、 卫矛、 鞘柄菝葜、 木姜子以及蔷薇属、 五味

子属植物ꎬ 这些植物几乎都为川金丝猴的食源植

物ꎮ 其中群丛Ⅸ所含的食源植物种数最多ꎬ 有 ４９
种ꎻ 其次是群丛Ⅰ和群丛Ⅵꎬ 均有 ３７ 种ꎮ 而群丛

Ⅱ和群丛Ⅲ所含种数最少ꎮ 从食源植物来看ꎬ 群丛

Ⅸ、 Ⅰ、 Ⅵ有利于川金丝猴种群的生存ꎬ 同时这 ３

表 ２　 神农架川金丝猴栖息地不同群丛的乔、 灌、 草及食源植物物种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ｒｅｅꎬ ｓｈｒｕｂꎬ ｈｅｒｂ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ｈｉ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ｒｏｘｅｌｌａｎａ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ｔ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

植被类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乔木种数
Ｔｒｅｅ

灌木种数
Ｓｈｒｕｂ

草本种数
Ｈｅｒｂ

总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食源植物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ｏｏ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Ⅰ ２６ ８９ １４８ ２１７ ３７

Ａｓｓ.Ⅱ ８ ３４ ３６ ７１ １８

Ａｓｓ.Ⅲ １３ ３９ ５２ ９４ ２４

Ａｓｓ.Ⅳ １４ ５９ １０４ １５９ ３５

Ａｓｓ.Ⅴ １８ ５４ ８８ １２８ ３１

Ａｓｓ.Ⅵ ２７ ７１ １５３ １９６ ３７

Ａｓｓ.Ⅶ １６ ５１ １０２ １３８ ３２

Ａｓｓ.Ⅷ １７ ４７ ６７ １１４ ２５

Ａｓｓ.Ⅸ ４１ ８８ １６１ ２３８ ４９

Ａｓｓ.Ⅹ ３０ ５６ １０１ １６２ ３１

Ａｓｓ.Ⅺ ２８ ６２ １００ １６１ ３５

Ａｓｓ.Ⅻ ２３ ７２ １８４ ２３４ ３０

Ａｓｓ.ⅩⅢ ９ ５３ ６４ １０９ ３２

Ｃｏｍｍ. １ ６ ３６ ５４ ８７ ２４

Ｃｏｍｍ. ２ １８ ５０ ９１ １３８ ３３

Ｃｏｍｍ. ３ １３ ３８ ６２ １００ ２８

Ｃｏｍｍ. ４ １１ １６ ３８ ６５ １９

０７５ 植 物 科 学 学 报 第 ３４ 卷　



个群丛植物种数最多、 分布较广ꎬ 也是川金丝猴栖

息地的主要植被类型ꎮ
３ ３　 群丛乔木层胸径等级与高度分析

川金丝猴是典型的森林树栖灵长类动物ꎬ 由建

群种形成的栖息地乔木层为其提供了活动和觅食的

场所ꎬ 因此乔木层的结构对川金丝猴种群的生存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由表 ３ 可见ꎬ 群丛Ⅳ中胸径大

于 ３０ ｃｍ 的乔木所占比例在各群丛中最大ꎬ 达到

了 ２８６％(２１８ 与 ６８ 之和)ꎻ 其次是群丛Ⅵꎬ 该

比例为 ２５％ꎮ 就高度而言ꎬ 群丛Ⅳ中乔木层平均

高度为 ２３ ｍꎬ 在所有群丛中平均高度最高ꎮ 一般

而言ꎬ 乔木层胸径越大ꎬ 承载能力则越强ꎻ 高度越

大ꎬ 金丝猴越容易躲避各类干扰和人类猎杀ꎮ 因

此ꎬ 就群丛的乔木层结构而言ꎬ 群丛Ⅳ最有利于金

丝猴种群的生存和持续发展ꎮ
对各群丛乔木胸径等级进行比较分析可见ꎬ 胸

径小于 １５ ｃｍ 的株数所占比例最高的是群丛Ⅲꎬ
达 ４３１％ꎬ 该群丛平均树高只有 １５ ｍꎬ 在各群丛

中最低ꎮ 相对而言ꎬ 其隐蔽性较差ꎬ 不利于川金丝

猴栖息活动ꎮ

４　 讨论

本研究应用植物社会学和数量分类方法对神农

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栖息地植被进行了调

查和分类ꎮ 采用植物社会学方法进行植物样方调

查ꎬ 该方法强调调查样地的均质性ꎬ 不限定样地形

状与面积[２８]ꎬ 能更好地体现植被类型与环境的相

关性ꎻ 同时该调查方法要求样方中所出现的全部植

物种类都要分层进行识别、 记录ꎬ 以保证调查资料

的准确性[３１]ꎮ 但是植物社会学的植被分类方法操

作较为复杂ꎬ 而数量分类的方法操作简单方便ꎬ 结

果也比较客观ꎬ 因此本文在进行植被分类时应用了

数量分类方法中的等级聚类法ꎮ 在群丛设立标准

上ꎬ 本文参考了植物社会学中有关样方标准的规

则ꎬ 力求使群丛分类更加客观ꎮ 本文的植被分类

中ꎬ 有 ４ 个群落因样方量较少ꎬ 不足以确定为群

丛ꎬ 本文未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ꎬ 今后对神农架川

金丝猴栖息地的调查中ꎬ 随着样方数量的积累ꎬ 可

重新对 ４ 个群落的样方进行划分ꎬ 将其归入相应的

群丛ꎮ
李广良等[２０ꎬ２１] 对神农架川金丝猴栖息地植被

进行了以群系(群丛的上一级单位)为单位的分类ꎬ
将其划分为 ９ 个群系ꎮ 将本文群丛划分结果与李广

良等的植被分类结果进行比较ꎬ 综合考虑建群种和

海拔高度ꎬ 可将本研究中群丛Ⅻ归入李广良等划分

的巴山冷杉 －粉红杜鹃 ＋箭竹 －玉竹 ＋西南草莓群

表 ３　 神农架川金丝猴栖息地各群丛(或群落)不同乔木胸径等级的株数比例及乔木层平均高度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ｒｅ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ＤＢＨ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ｈｉｎ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ｒｏｘｅｌｌａｎａ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ｔ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ａ

植被类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不同乔木胸径等级的株数比例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ｅｅｓ ｉｎ ＤＢＨ ｃｌａｓｓｅｓ

５ ｃｍ <Ｄ≤１５ ｃｍ １５ ｃｍ <Ｄ≤３０ ｃｍ ３０ ｃｍ <Ｄ≤４５ ｃｍ Ｄ >４５ ｃｍ

平均树高(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ｒｅｅ

Ａｓｓ.Ⅰ ３０.５ ６０.３ ８.４ ０.８ １７
Ａｓｓ.Ⅱ ２４.３ ６６.２ ８.１ １.４ １８
Ａｓｓ.Ⅲ ４３.１ ４４.８ ６.９ ５.２ １５
Ａｓｓ.Ⅳ ５ ６６.４ ２１.８ ６.８ ２３
Ａｓｓ.Ⅴ ２６.４ ６０.１ １３.５ ０ １６
Ａｓｓ.Ⅵ １４.８ ６０.２ １９ ６ ２１
Ａｓｓ.Ⅶ ３１.２ ４７.７ １４.７ ６.４ １８
Ａｓｓ.Ⅷ ２.９ ７３.５ ２２.１ １.５ ２２
Ａｓｓ.Ⅸ ９.２ ７８.１ １２.７ ０ １６
Ａｓｓ.Ⅹ ９ ６６.７ １９.８ ４.５ ２２
Ａｓｓ.Ⅺ ２５ ５２ １３.６ ９.４ １７
Ａｓｓ.Ⅻ ５.１ ７３.５ １８.８ ２.６ １６
Ａｓｓ.ⅩⅢ ２２.９ ５４.２ １３.３ ９.６ ２０
Ｃｏｍｍ. １ １４.３ ７４.２ ８.６ ２.９ １７
Ｃｏｍｍ. ２ ０ ７９.５ １７.９ ２.６ ２２
Ｃｏｍｍ. ３ １７.７ ７３.５ ８.８ ０ １６
Ｃｏｍｍ. ４ ４.８ ６１.９ ３０.９ ２.４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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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Ｆｏｒｍ. Ａｂｉｅ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ｒｅｏ￣
ｄｏｘａ ＋Ｆａｒｇｅｓｉａ ｓｐａｔｈａｃｅａ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ｏｄｏｒａ￣
ｔｕｍ ＋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ｍｏｕｐｉｎｅｎｓｉｓ)ꎻ 群丛Ⅵ和ⅩⅢ可归

入巴山冷杉 ＋糙皮桦 －大齿槭 ＋尾萼蔷薇 －高原露

珠草 ＋星果草群系(Ｆｏｒｍ. Ａｂｉｅ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Ｂｅｔｕｌａ
ｕｔｉｌｉｓ －Ａｃｅｒ ｍｅｇａｌｏｄｕｍ ＋Ｒｏｓａ ｃａｕｄａｔａ －Ｃｉｒｃａｅａ
ａｌｐｉｎｅ ＋ Ａｓｔｅｒｏｐｙｒｕｍ ｐｅｌｔａｔｕｍ)ꎻ 群丛Ⅲ可归入

锐齿槲栎 ＋米心水青冈 －宜昌荚蒾 ＋猫儿刺 －丝柄

苔草 ＋鹿蹄草 ＋中日金星蕨群系(Ｆｏｒｍ.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ｌｉｅｎａ ＋ Ｆａｇｕｓ ｅｎｇｌｅｒｉａｎａ －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ｅｒｏｓｕｍ ＋
Ｉｌｅｘ ｐｅｒｎｙｉ － Ｃａｒｅｘ ｆｉｌｉｐｅｓ ＋ Ｐｙｒｏｌａ ｃａｌｌｉａｎｔｈａ ＋
Ｐａｒａ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ｓ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 )ꎻ 群 丛 Ⅰ、 Ⅱ、 Ⅶ、
Ⅷ、 Ⅸ、 Ⅹ、 Ⅺ可归入华山松 ＋华中樱桃 －广椭绣

线菊 ＋暗红栒子 － 丝柄苔草 ＋ 中日金星蕨群系

(Ｆｏｒｍ. Ｐｉｎｕｓ ａｒｍａｎｄｉｉ ＋ Ｃｅｒａｓｕｓ ｃｏｎｒａｄｉｎａｅ －
Ｓｐｉｒａｅａ ｏｖａｌｉｓ ＋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ｏｂｓｃｕｒｅｓ－Ｃａｒｅｘ ｆｉｌｉ￣
ｐｅｓ ＋ Ｐａｒａ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ｓ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ꎮ 群丛Ⅳ和Ⅴ的

建群种为红桦ꎬ 且海拔分布较高ꎬ 都在 ２０００ ｍ 以

上ꎬ 考虑建群种和海拔高度ꎬ 这 ２ 个群丛不属于李

广良等划分的 ９ 大群系ꎬ 应属于新的群系ꎬ 限于样

方数量ꎬ 对于群系及以上水平的分类仍有待进一步

研究ꎮ
川金丝猴是典型的树栖灵长类动物ꎬ 丰富的食

物来源、 广阔的活动空间和较好的隐蔽场所是川金

丝猴最基本的生存要素[４]ꎮ 对各群丛的物种组成

及食源植物进行分析发现ꎬ 各群丛的优势种及主要

伴生种ꎬ 大部分为金丝猴的食源植物ꎬ 其中Ⅸ、
Ⅰ、 Ⅵ群丛所含种数最多ꎬ 是川金丝猴栖息地的主

要植被类型ꎮ 可见ꎬ 丰富的食物来源是川金丝猴选

择栖息地的关键因素 ꎬ 因此对川金丝猴栖息地的保

护应优先考虑对食源植物物种的保护ꎮ
有研究表明ꎬ 川金丝猴的活动和觅食行为几乎

均在栖息地高大乔木树种上完成ꎬ 很少在地下活

动[２]ꎬ 因此ꎬ 栖息地森林乔木层树种的结构特点

对川金丝猴的栖息和生存有较大影响ꎮ 胸径大的树

木所占的比例较高说明群丛树木年龄较大ꎬ 比较原

始[３２]ꎬ 受到的干扰较小ꎻ 同时ꎬ 树木胸径越大ꎬ
承载能力越强ꎬ 川金丝猴在取食和游荡时折断树枝

跌落的风险就小ꎮ 因此ꎬ 若群丛中胸径大的树木占

有比例较高ꎬ 将有利于川金丝猴种群的生存和持续

发展ꎮ 而树木的高度则可以作为躲避地面天敌捕食

或人类干扰的指标ꎬ 一般情况下ꎬ 树木越高ꎬ 被天

敌和人类威胁的几率越小ꎬ 对川金丝猴的安全越有

利[３３]ꎮ 从分析结果来看ꎬ 群丛 ＩＶ 胸径大于 ３０ ｃｍ
的树木所占比例及乔木层平均高度均是各群丛中最

大的ꎬ 该群丛是神农架川金丝猴栖息地的主要植被

类型之一ꎮ
综上分析可知ꎬ 川金丝猴之所以喜好这种植被

类型的栖息地ꎬ 是因为这些群丛不仅为它们提供了

丰富的食源植物ꎬ 同时群丛中的高大乔木也为川金

丝猴提供了安全的庇护场所ꎮ 今后在川金丝猴保育

工作中ꎬ 对其栖息地的选择及植被恢复应重点考虑

这两个要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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