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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白山针阔混交林种群结构及环境解释》分析了长白山针阔混交林不同演替阶段（次生杨桦林
、次生针阔混交林、原始阔叶红松林）森林群落内树木种群的空间格局，检验了环境控制模型对当前
植物空间分布的解释能力。
同时，以长白山针阔混交林内雌雄异株树种山杨、水曲柳、东北红豆杉为模式树种，分析了雌雄异株
树种重要种群特征——种群性比格局，研究了雌雄异株树种参与的树种共存机制以及不同性别个体对
外界环境因子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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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除了环境因素外，包括动物活动、人类干扰以及林冠干扰等很多其它因子都会影响
树种的空间分布和发育动态。
例如，星鸭和松鼠的种子贮藏行为对红松发育早期的萌发和建立格局影响很大（鲁长虎等，2001；刘
足根等，2005）。
啮齿动物对水曲柳（韩有志等，2002）和蒙古栎种子（Miyaki & Kikuzawa，1988：Iida，2004）的捕食
行为也会影响它们的更新格局。
冬季食物缺乏，幼年植物肉质多汁的茎干容易成为啮齿动物取食对象。
我们2005年野外观察中发现，样地中所有胸径小于6 cm的臭松中，高达13.76％植株的根部树皮被啃食
，并且导致高达9.96％的死亡率。
此外，人类活动也影响着树种的空间分布格局，尤其是红松的空间分布。
由于连续的商业性松果采摘，红松果实数量在采摘季节急剧地下降（刘足根等，2005）。
因此，红松种子的缺乏将强烈地改变红松的空间分布，尤其是松果采摘活动较严重的最近十余年内的
红松幼苗、幼树分布。
此外，林冠干扰对林分内树种的空间分布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上层树木死亡以后，形成的林冠空隙为树木的补充提供了机会。
森林林冠干扰直接取决于树木死亡的尺度、强度和分布（Sherman et al.，2000）。
林冠空隙的大小、数量和分布直接作用于幼苗的建立和存活，决定了未来群落水平上的更新状况
（Schupp et al.，1989）。
杨桦等先锋树种的林冠个体主要是由林隙内幼苗、幼树更新起来的。
松树、曲柳、栎树、槭树、椴树等耐荫性树种也需要特定的干扰才能达到林冠层或亚林冠层。
未来研究中应检验小尺度干扰格局对树种补充格局的支配性作用。
此外，森林收获事件也具有调整群落结构的作用。
 臭松、鱼鳞松幼苗与非同种成树显著正相关（表5-3），说明臭松、鱼鳞松的幼苗可以忍耐上层林冠
个体的庇荫（图5-2）。
青楷槭、假色槭幼苗与同种成树显著正相关，红松、紫椴、蒙古栎和春榆幼苗与非同种成树显著负相
关（表5—3）。
幼苗与成树之间的空间关系，与种子的有限传播能力以及幼苗与同种成树相似的生境需求有关。
 5.4.3 种群及群落空间变异的环境解释 以前的研究表明，干旱季节栖息地环境（包括低营养水平、高
光照、高温度、低湿度）通常被看做是幼苗建立和存活的限制性因子（Uhl et al.，1988；Nepstad
，1989；Gerhardt，1993；Hooperet al，2002）。
与以往研究一致（Okland & Eilertsen，1994；王国宏等，2001；张文辉等，2004；刘秋锋等，2006），
我们的研究显示，环境因子对群落的空间结构具有重要影响，解释能力高达21.18％。
变异分割显示具有空间结构的环境因子是群落空间结构的主要来源（图5-3）。
因此树木群落空间结构主要是由树木种群对环境因子的空间依赖性导致的（Dray et al.，2006）。
 对绝大多数树种而言，仅考虑土壤和林冠结构时，环境因子对当前树种分布格局的贡献较小。
然而，一些环境变量也强烈地影响着一些树种的空间分布。
例如，土壤全磷、土壤pH解释了簇毛槭10.8％的空间结构变异。
土壤全磷、土壤水分、平均叶面角能够解释假色槭15.77％的空间变异，解释鱼鳞松27.9％的空间变异
。
土壤水分能够解释水曲柳40.3％的空间变异（表5-5，表5-6）。
6个耐荫性林下层或非耐荫性林冠层树种的空间分布结构与林冠结构（平均叶面角、林冠空隙度）相
关显著（图5-2，表5-5），暗示着耐荫性林下树种或非耐荫性林冠层树种空间分布结构对冠层结构更
敏感，而耐荫性林冠层树种空间分布结构受冠层结构影响较小。
由于绝大多数树种表现为聚集性分布（表5-1，表5-2）。
并且，空间梯度对树种空间分布结构的影响比环境因子要大得多（表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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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仍有一些未知的空间过程在支配着该林分群落结构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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