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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国家森林公园人工森林植被调查及区系研究

赵一亮

"镇江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江苏2镇江21$1%%0$

摘2要!对南山国家森林公园主要植被物种资源进行调查和区系结构研究$ 结果表明#南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

/'S#自然生态系统中目前已知的高等植物&藻菌"苔藓"地衣除外'共计有 /0 科"1R$ 属"'0% 种$ 构成镇江市区各类植被

的优势成分共有约 1/ 种#其中东亚分布的种占 RR&)S#热带分布为主的植物占 /&0S#连同东亚分布以及我国特有热带"亚

热带分布为主的成分#一起可达 44&(S$ 南山国家森林公园植被在区系组成上具有明显的亚热带特点#同时也反映出一定

的过渡性#与江苏省森林木本植物区系分布特点基本一致$

关键词!植被调查%区系%南山国家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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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一亮&$(41('#男#高级工程师#大学本科#主要

从事环境保护工作$

22城市扩张早期#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导致自然
生态系统生境破碎严重#植被砍伐破坏#矿山开发
利用#使其丧失了应有的生态效益与功能#森林生
态系统首当其冲$ 随着生态城市建设发展#人们越
来越关注城市植被生态系统#湿地红线保护"裸露
山体修复"城市公共绿地建设等工程正不断地修复
森林生态系统

)$ Q'* $ 现对南山国家森林公园主要
植被物种资源进行调查和区系结构研究#分析天然
植被群落受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变化$

<=研究区域
镇江市南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镇江市城区南

部#于 $((R 年由国家林业局批建#现归镇江市金山
焦山北固山南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管辖#1%$R
年划分为太湖流域水生态环境+级功能区 )0* &镇
江北部重要物种保护 Q水文调节功能区'#总面积

约 $)&$ `<1#距市中心 1&R `<$ 该地段属北亚热
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 $R&0 n#
四季分明#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年降水量约
$ %/0 <<$

山系属宁镇山脉的余脉#经亿万年地质的构造
剥蚀#而成若断若续的众多低山#海拔自 '% U$4R <
&九华山峰'$ 区内有黄鹤山"磨笄山"黄山"砚山"九
华山"小龙山"招隐山"观音山等横踞北部%中部有东
西走向的刺山"鸡笼山"回龙山和小砚山%南部也有
较低的安山到馒头山一线#西部则群山起伏#形成
了南缓北急"西高东低的 N字形山系$ 在谷地之
间又分布有水库河渠#北部的珍珠水库"中部的八
公洞水库"枣林水库#南部的回龙水库形成了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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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水源涵养区$ 南山丘陵地貌景观独居特色#
森林覆盖率达 /'S#有树木 )% 余种#飞禽 /% 多
类$ 山地为角砾砂粉土#岗地"坡地为黏土"亚黏
土#同时还蕴藏着石灰石"白云石"膨润土"铁"煤等
多种矿产$

图 <=研究区域地理位置

@=研究方法
1&$2调查方法

调查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先对主要
植被覆盖地区进行定性调查#搞清南山国家森林公
园树种和植被分布的总体特点#然后在定性调查的
基础上选择典型的植物群落进行定量分析#调查方
法采用环境保护部 1%$% 年发布的-全国植物物种
资源调查技术规定&试行'. ) R *

的方法进行$ 设 4
块标准地#每块标准地面积 1R <]1% <$ 对乔木
层采用每木调查法#记载树高"胸径"冠幅%调查灌
木层和草本层的种类"多度"盖度等指标$ 调查时
间为 1%$0 年 1 月(1%$) 年 1 月#确保在不同的季
节开展调查 1 次以上$
1&12统计方法

&$' 相对密度!指某种植物个体在单位面积上
的植株数量相对其他全部植物的比例$

密度&!' \某样方内某种植物的个体数*样方
面积

相对密度 &O!' \&某种植物的密度*全部植
物的总密度' ]$%%S

&1' 相对优势度!表示植物群落内各植物种类
处于何种优势或劣势状态的群落测定度#是强调种
间相对优劣关系的优势度$

优势度& 6' \指样方内某种植物的胸高断面

积*样地面积
相对优势度&O6' \&样方中该种个体胸面积

和*样方中全部个体胸面积总和' ]$%%S
1&'2植物区系的研究方法

参照-上海植物志. -中国树木志. -中国高等
植物图鉴. )) Q4* #依吴征镒等的分类标准 )( Q$%* #记
录各植物科"属的地理分布范围#对植物区系科和
属的分布区类型进行统计"分析"整理$

B=结果与分析
'&$2群落结构及特点分析

镇江市区自然生态系统中目前已知的高等植

物共计有 /0 科"1R$ 属"'0% 种 )4* $ 根据调查结果
显示#南山国家森林公园目前落叶乔木依然占据主
要优势#但近几十年来#南山原有的植被屡遭破坏#
在原来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的基础上#又出现了
落叶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灌丛"草丛"裸地等#释
放出灌木树种"竹林逐步取代乔木层的逆行演替信
号$ 目前#仅在八公洞水库北面及观音山东麓等少
数地段还残留有面积不大"种类组成#结构特征上保
留原有森林性质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2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南山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主要分布在八公
洞周围的次生性植被$ 林地内土层较厚#岩石露头
少#相对生境条件较好$ 按种类组成#结构特征划
分为两类!

&$'槲栎 构树共优群落$ 该群落分布于八公
洞以北#马家坟以南的山坡上#林地坡向东北#坡度
1Rm$ 群落内乔木层高度不一#大致可以分为 1 个
亚层#上层为槲栎为主的落叶阔叶乔木亚层#平均
高度 $% <#最大高度 $) <#平均胸径 )&/ J<#最大
胸径 ''&$ J<$ 第二亚层优势种为构树#平均高度
/ <#最大高度 $% <#平均胸径 /&) J<#最大胸径
1R&1 J<$ 总密度为 %&')4 株*<1$ 除上述优势种
外#乔木层内还杂生有黄连木"红果钓樟"枫香"朴
树"黄檀"青桐"琅榆"麻栎"女贞"栓皮栎"枫杨等$
灌木层主要有山胡椒#草本层主要分布络石%

&1'枫香群落$ 群落分布在八公洞以西的南
山度假村周围的山坡上$ 乔木层郁闭度较高#植株
高度不一#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亚层!第一亚层是以
枫香为主的落叶阔叶乔木亚层#平均高度 $R <#最
大高 度 1/ <# 平 均 胸 径 '%&) J<# 最 大 胸 径
RR&$ J<$第二亚层优势种为槲栎和刺楸$ 整个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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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层总密度为 %&$01 株*<1$ 草本层优势种是金
线草#灌木层优势种为红果钓樟$ 幼苗及树蘖萌苗
的种类与乔木层基本类似#表明该群落的演替基本
已达到成熟稳定的地带性植被阶段#没有受到人为
破坏的影响$
'&$&12落叶阔叶林

&$'栓皮栎群落$ 该林分布在九华山山腰#距
离原电视塔 '%% <左右的山坡上#坡度 'RmU0%m$
林地内有机质较多#枯枝落叶层厚 $ J<#落叶为
主#盖度约 4%S#分解程度一般$ 各层次主要特征
是#乔木层郁闭度约 %&/#主要优势种为栓皮栎#树
高一般 / U$1 <#最高 $R <#胸径平均 $% U$R J<#
最大胸径 10&4 J<$ 草本层主要是苔草$ 幼苗及
树蘖萌苗以山胡椒和红果钓樟最多#说明该群落在
适当保护的条件下有加速向常绿(落叶阔叶林方
向发展的趋势$ 该群落中植物重要值名列前三位
的分别是栓皮栎"槲栎和朴树%

&1'栓皮栎 Q构树共优群落$ 该林地分布在
九华山山脚的斜坡上#林地的群落结构和组成与上
述九华山山腰的落叶阔叶林类似#不同之处在于乔
木层的优势种增加了构树$ 林地主要优势种构树"
栓皮栎等树高一般 / U$1 <#最高 $) <#胸径平均
$1&/ J<#最大胸径 ''&/ J<$ 灌木层以红果钓樟
为主#还有少量小叶冻绿"竹叶椒"无患子和五角枫
等$ 草本层主要是苔草$ 幼苗及树蘖萌苗以山胡
椒和红果钓樟为主$ 该群落中植物重要值名列前
三位的分别是栓皮栎"构树和朴树$
'&$&'2针阔混交林

&$'侧柏群落$ 该类型位于九华山脚水塘边
的坡地上#坡度 $%mU$Rm$ 乔木层郁闭度约 %&)#
树高比较一致#分层不明显#平均树高 4 <#最大高
度 $1 <#平均胸径 $$ J<#最大胸径 1' J<#整个乔
木层总密度为 %&110 株*<1$ 乔木层中侧柏占绝
对优势#相对优势度达 R'S#其次是栓皮栎#相对
优势度达 $$S#此外还有糙叶树"麻栎"构树"朴
树"小叶栎"杨树"槲栎等分布$ 灌木层以八角枫为
主#草本层主要是苔草%

&1'马尾松群落$ 该类型位于磨笄山山腰#坡
度 'Rm$ 该林地在镇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遭受的
人为破坏较严重$ 从群落组成上看数量最多的是
构树和朴树#而作为主要针叶树的马尾松仅有 $1
颗$ 乔木层中马尾松虽然数量不多仍为优势种#朴
树和构树数量众多#此外还分布有牡荆和山胡椒"

黄连木等$ 树高 4 U1% <#最大高度 1) <#平均胸
径 4&4 J<#最大胸径 ') J<#整个乔木层总密度为
%&'$) 株*<1$ 灌木层优势种为八角枫#草本层主
要是青茅$ 幼苗及树蘖萌苗以构树最多#说明该群
落正朝落叶阔叶林方向发展%

&''构树 黑松群落$ 该林地位于黄鹤山西北
部#坡度 1%m$ 相对优势度最大的却是黑松#此外
还有朴树"盐肤木"女贞"侧柏和落叶松"鸡桑和琅
笽榆等$ 树高 ) U$% <#最大高度 $R <#平均胸径
$%&% J<#最大胸径 '% J<#整个乔木层总密度为 %&
1/ 株*<1$ 灌木层优势种为八角枫#草本层主要是
苔草$ 幼苗及树蘖萌苗以构树最多#说明该群落正
朝落叶阔叶林方向发展$
'&$&02竹林

热带"亚热带特殊的森林类型#由木本状多年
生常绿的竹类植物所组成$ 毛竹林主要分布在八
公洞和竹林寺周围$ 该类型群落郁闭度约 %&4#毛
竹占绝对优势$ 毛竹高度一般 4 U$% <#最大高度
$R <#平均胸径 / J<#最大胸径 1$ J<#整个乔木层
总密度为 %&R'1 株*<1$ 除毛竹外#还有构树"枫
香"山胡椒"朴树和槲栎等分布$ 竹林内的幼苗以
竹子幼树为主#但落叶树种幼树数量也呈现增长趋
势#鉴于竹子较强的生活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群落能保持相对稳定$
'&12优势种区系组成

-江苏省森林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考察报
告.根据对江苏森林木本植物区系分布类型的划
分#将镇江市区的全部植物科"属分为 ) 种类型$
其中#构成镇江市区各类植被的优势成分共有约
1/ 种 )$$* #这些植物的主要分布区见表 $$ 其中#我
国特有的种又以热带"亚热带为主要分布区$

由表 $ 可见#东亚分布的种占 RR&)S#这类植
物主要分布在亚洲喜马拉雅山以东至日本的广大

亚热带地区#其中包括中国(喜马拉雅和中国(日
本两个亚型#许多都是第三纪植物区系的后裔#区
系的古老性明显%以热带分布为主的植物占/&0S#
连同东亚分布以及我国特有热带"亚热带分布为主
的成分#一起可达 44&(S$ 这些表明南山国家森
林公园植被在区系组成上具有明显的亚热带特点#
同时也反映出一定的过渡性$

依据-中国自然区划.#镇江全市被划为中国
亚热带北部或称北亚热带#其北界是灌溉总渠#与
文章中阐述的过渡带特点一致$ 南山国家森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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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类植被优势成分分布区类型

分布区类型 植物名称 小计*种 占比*S
泛热带 热带到亚热带

热带到温带

黄连木"朴树 1 /&0

东亚 栓皮栎"槲栎"麻栎"青冈"卫茅"茅莓"山胡椒"六月雪"山
蚂蟥"野鸦春"美丽胡枝子"乌头"阔叶麦冬"麦冬"沿阶草

$R RR&)

温带 温带到热带山区 响叶杨 $ '&/
温带 野青茅 $ '&/

世界广布 苔草 $ '&/
中国特有 枫香"老鸦柿"油茶"女贞"满山红"多花胡枝子"马尾松 / 1R&(
合计 1/ $%%

园的植物区系上许多热带分布的科属如八角枫"
樟"山胡椒"青冈栎"油茶"毛竹等植物在本区已达
到或接近它们的北界%一些广泛分布在华北"东北
区的种类#如茶条"卫矛"五角枫"槲栎等#这里达到
或接近它们的南界$ 此外#山胡椒属"胡颓子属"杜
鹃花属等在这里同时出现常绿和落叶种类$ 南山
国家森林公园的植物区系与镇江句容市宝华山森

林木本植物区系分布特点基本一致$

F=建议
0&$2科学规划#加强管护

近年来#南山国家森林公园不断新建绿色园林
休闲广场"跑步绿岛等工程$ 在对南山国家森林公
园整体规划与合理开发利用的同时#管护措施必须
不断加强#并进行科学布局与功能区划分$ 对重点
保护的核心区与缓冲区采取封山育林等措施#隔离
干扰%旅游开发"科学研究等其他工作要以保护当
地人工森林植被为首要原则#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利
用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策略$
0&12林相改造#科学恢复

对呈现逆向演替趋势的森林生态系统进行林

相改造#保护措施与植被恢复工作应协调进行$ 南
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区地带性植被主要为常绿落叶

阔叶混交林及落叶阔叶林#因此林相改造工作应引
导植被向演替顶级群落演替$ 鉴于人工森林植被
更新及演替进程缓慢#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对逆向演
替群落进行科学清理或抑制#补栽地区地带性植被#
为植物群落的自然演替提供种源与演替驱动力$
0&'2近自然经营保护地带性植物

对南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区森林植被?取近自

然经营的理念与方法#造林选种主要以地带性植物

为主#避免单纯追求美观与经济利益而盲目引种移
植外来物种$

综上所述#镇江南山良好的自然条件#植物本
身较强的适应性与人为破坏#这两者互相对立#相
互作用的结果将制约各类群落的演替方向和速度$
从南山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人为破坏减轻或消
除#并采用符合演替规律的人工促进更新措施#绝
大部分森林群落类型顺行演替是可以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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