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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湾湿地桐花树种群空间分布格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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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样带法对泉州湾桐花树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桐花树种群趋于 随机分布；桐花 

树种群的丛生指数 ，，扩散指数 厶，聚块性指数 m·／m等指标值对 1．0的离差没有显著偏离，负二项式参数 

值为负值。从幼苗群、小树群到大树群，桐花树植物种群分布格局的动态规律为随机型一随机型一集群型或随 

机型；秋茄种群分布格局的动态规律为集群型一随机型一随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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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花树(Aegiceras cornicalarum)是热带海岸 

红树林湿地的主要树种之一。桐花树适应的环境 

条件较宽，从港湾外侧至湾内海岔尾部潮沟，甚至 

河口内缘、溺谷湾；从较干实的高潮滩至中潮滩，甚 

至柔软的低潮滩 ；从淤泥深厚的土壤至半泥半沙 

壤 ，甚至卵石沙泥土都有它的分布，且其在天然条 

件下种群更新的能力极强。 

1 试验地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福建省惠安县洛阳镇的屿头湾 

海埭，118。46 E，24。50 N。研究的林段位于钦州市 

龙门镇西村茅墩海湾海岔尾部潮沟上，面积约有 

21．2 hm2
，为天然分布连片的桐花树纯林，但在林 

缘或林中亦伴生有极少量零星的秋茄树(Kandelia 

candel Druce)植株。该林段 由于受人为的干扰破 

坏程度较轻，保存较完整，林相整齐，但群落结构极 

其简单，只有一层，植株主干细长，呈灌木状，生长 

良好。因受周期性退潮水的影响，林 内很少残留 

物，亦无附生和寄生植物。植株平均高1．8 m左 

右，密度为 14～15株／m ，基径范围为2．5～10．0 

cm，群落覆盖度为 95％以上。 

2 研究方法 

2．1 野外取样 

在对群落全面踏勘的基础上 ，以滩位为主导因 

子，选择了 5个具有代表性 的群落地段作为样地 

(表 1)，采用 15个 1m×1m小样方组成 的样带进 

行取样，调查每个样方所有种群个体的株高、基围、 

冠幅等测树因子特征⋯1，各样地的取样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1 泉州湾 5个样地桐花树种群特征及其环境因子 

Table 1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ve Aegiceras eornicalarum plant populations 

on wetlands in Quanzhou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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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泉州湾 5个湿地桐花树种群样地的取样数据(株) 

Table 2 Sampling data of the five Aegiceras cornicalarum plan populations on wetlands in Quanzhou Bay 

样 方 编 号 
样地编号 群落类型 种 群 — —  

l 2 3 4 5 6 7 8 9 l0 l1 l2 l3 14 l5 

Q， 桐花树群落 

Q 桐花树群落 

Q3 

Q4 

Q5 

桐花树群落 

桐花树群落 

桐花树群落 

桐花树 

秋 茄 

桐花树 

秋 茄 

桐花树 

桐花树 

桐花树 

l3 l8 20 l7 

l 0 0 l 

l8 l7 l6 ll 

l 0 0 l 

l8 l6 l5 l6 

14 l7 l8 l9 

l8 20 l6 l3 

2．2 数据处理 

2．2．1 格局类型 

采用方差(S )／均值( )比率和 t检验判断测 

得的比率对 1．0的离差的显著度方法来测定[2l： 

S2 
—  

n∑ 一(∑ ) 

式中 n为样方种数； 为第 i(i=1，2，⋯，n) 

个样方中种群的个体数。 

当 S ／ =1时，种群遵循随机分布，当 S ／ 

>1时，种群趋于集群分布，当 S ／ <1时，种群 

趋于均匀分布。 

S ／ 对 1．0的偏离程度由下式确定 ： 

(2) 2) 

2．2．2 集聚强度l3 J 

Water负二项参数(K)： 

K ： ／(S 一 ) (3) 

K值与种群密度无关，尺值 愈小 ，聚集度愈 

大。如果尺值趋于无穷大(一般为8以上)E4 J，则接 

近随机分布。 

David和 Moore丛生指标(，)： 

，：( ／ )一1 (4) 

当 ，=0时，随机分布；，>0时，集群分布；，< 

0时，均匀分布。 

森下正明的扩散指标(，6)： 

，6= 事 × (5) 
当 ，6=1时，为随机分布 ；为 ，6>1时，为聚集 

分布。，6的最大优点是不受样方大小的影 响，求 

出的值可表明个体在空间散布的非随机性，因而可 

以直接相互比较 5。 

聚块性指标(m‘／m)与平均拥挤度(m‘)： 

—

m
—

： 1+ 1 (6) 
rn A  

∑ f 

m‘=岢  (7) 
式中 K为负二项分布值；m‘表示平均每个个 

体有多少个在同单位的其他个体数 ，m 表示均值。 

当 m‘／m：1时，为随机分 布；当 m‘／m >1 

时，为集群分布；当 m。／m<1为均匀分布。 

2．2．3 格局动态 

根据特定 的时间调查 方法 的理论 81，用不 

同径级大小个体群的分布格局的变化情况来揭示 

种群发育过程中分布格局的动态变化。具体的方 

法是根据桐花树植物的基径大小分布的特点及其 

与生长发育的关系，将桐花树植物种群分为 3个体 

群：①大树 群，基径 ≥8 cm；②小树群，基径 2～8 

cm；③幼苗群 ，基径 <2 cm 。把野外取样数据根 

据不同个体群进行处理 (表 3)，然后 ，用方差／均值 

比率 t检验法测定各个体群的空间分布格局。 

3 结果与讨论 

3．1 格局类型 

本文采用方差／均值比率和 t检验法来测定泉 

州湾桐花树种群分布格局的类型。由表 4可知，秋 

茄植物在该地区呈现随机分布，而各样地中的桐花 

树种群均呈随机分布。这与南亚热带森林群落中 

的大乔木优势种表现为随机分布规律相一致。这 

些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随机型，主要是受到种 

群生长的环境条件相对均匀 ，环境因子对种群个体 

综合性影响较为一致 ，同时也是种群内对环境资源 

竞争而引起种群密度下降的结果。 

O O ” H 

：2 O O ：2 9 

他 O O H ¨ m 

m 2 H O ¨ H B 

O ：2 O ：2 

O ：2 

O O B ：2 

：2 O H O ” 

M O O ：2 H 

H 

O ：2 O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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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泉州弯 5个湿地桐花树种群的个体群 

Table 3 Individual of the five Aegiceras cornicalarum plant populations on wetlands in Quanzhou Bay 

3．2 集聚强度 

集聚强度是度量一个种群空间格局的集聚程 

度，它可用于比较同一种群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 

生境中集聚强度的变化 ，或者比较不同的种群在同 
一

时间、同类生境中所呈现的集聚状况。据表 4可 

知 ，各样地的桐花树种群的 ，，16，m’／m等指标值 

对 1．0的离差没有显著偏离，值为负值符合随机分 

布的种群特征。因此，表 4中的各个集聚强度指标 

的数据进一步说 明了泉州湾各样地上的桐花树种 

群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随机型特征。 

表 4 泉州湾湿地桐花树种群的分布格局 

Table 4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egiceras cornicalarum plant populations on wetlands in Quanzhou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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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格局动态 

植物种群 ，特别是长命多年生植物种群 ，在其 

发育过程中，分布格局呈现动态的变化 ，从而影响 

着其组成群落的结构和演替等。因此，对群落中植 

物种群的分布格局进行动态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桐花树是灌木状的多年生植物种群 ，由于海岸 

滩涂生境条件的限制，生长较为缓慢。因此，难于 

追踪种群整个发育过程 中来找出其分布格局的动 

态规律。种群稳定的径级结构具有类似于稳定的 

年龄结构的性质，所以我们借鉴不少学者在进行乔 

木种群生态学研究时采用的径级代替年龄级的方 

法来分析种群的结构和动态特征l J。对于植物 

种群发育过程中分布格局动态的分析，可以根据一 

次性的野外调查结果 ，对取样资料进行径级的划分 

和统计整理 ，然后对不同径级大小的个体群进行分 

布格局的测定，由此揭示植物种群分布格局的动态 

变化。本文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泉州湾桐花 

树植物种群的格局动态变化。 

据表 5可知，桐花树种群个体群的分 布格局 

为：幼苗群的分布格局呈随机型 ，小树群的分布格 

局呈随机型 ，而大树群则呈集聚型或随机型 ，即桐 

花树种群的分布格局呈现动态的变化。而秋茄个 

体群的分布格局为幼苗群的分布格局呈集聚型，小 

树群和大树群的分布格局均呈随机型。 

表 5 泉州湾桐花树植物种群的格局动态 

Table 5 Dynamics pattern of Aegiceras cornicalarum plant populations on wetlands in Quanzhou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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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egiceras Cornicalarum 

Populations on Wetlands in Quanzhou Bay 

HONG Zhi—Meng ，CUI Li·Juan2，ZHANG Jian—Sheng4，LIU Rong—Cheng4 

YE Gong—Fu ，LIN Hong—Bin4，FAN Shao-Hui2·3 

(1．Fujian Academy of Forestry，Fuzhou，Fujian 350012 China；2．Research Institute of Forestry CAF，mqing 100091， 

China；3．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Bamboo and Rattan，Beqing 100102，China；4．Forestry Bureau of Huian County， 

Huian，Fujian 36210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egiceras cornicalarum plant populations in Quan· 

zhoubay used transect metho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pulations tend to be randomly distributed．On the 

subject of population aggregated intensity，there are no evident deviations of，6 and m‘／m to 1．0 deviation 

value and the K values are negative one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from seedlings，young tree 

to adult tree，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 changes as folioWS：(1)Aegiceras cornicalarum plant：rail· 

dom type-*random type--~Contagious type or random type；(2)Kandelia candel plant：Contagious ype 

random tyD random type ． 

Key words：mangrove；aegiceras cornicalarum ；plant population；distribution pa 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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