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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福建海岸带的灌丛分布在植被

区划上的热量指示意义

林承超 丘喜昭 张烧挺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系
,

福州
,

3 5 0 0 0 7 ) `厦门大学生物系
,

厦门
, 36 20 0 5 )

摘要 据对福建全海岸带选取 8 个地区含 36 处样地
、

4 80 m Z 面积的灌丛群落调查数据
,

以地区间灌木种

多频度相似性指数作地区聚类和 排序分析
,

得到闽东南部和 闽东北部两个地区组合
,

且它们依温度变化

成有规律的分布格局
,

划分结果同福建省气候区划
、

福建省植被区划均基本吻合
。

另据 以上地区灌丛群落

的灌木地理成分及其种优势度分析
,

也都取得和地区聚类
、

排序相对应的结果
,

这均表明福建海岸带灌丛

群落的分布在植被区划上具热量指示意义
。

关键词
:

海岸带
,

灌丛
,

植被区划
,

福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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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海岸地带历史上开发较早
,

其地带性植被南亚热带雨林 目前仅存几处风水林性残

迹
,

现状植被多见较低矮稀疏的荒山灌丛
,

其中有的群落以草本植物较占优势而应总称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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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丛
。

笔者对其调查发现
,

群落中的灌木种类分布有自北 向南则热带性种类渐增而温性种

类渐减的趋势
,

显示一定的地域性差异
。

笔者曾报道 l[,
2〕

,

将福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壳斗

科树种或该地带典型森林类型甜储 (Ca st na Po ssi
` y er )i 林树种

,

采用树种重要值相似性指数

作其分布县
、

市的聚类分析
,

划分的县
、

市组合同福建植被区划 s[j 基本吻合
,

揭示了树种分

布的纬度热量特征和用聚类方法作植被区划的可行性
。

本文是用该方法对福建海岸带灌丛

群落分布特点的探讨
。

1 海岸带的自然概况

福建海岸带 (图 l )位于北纬 2 3
0

3 0 `

一 2 7
0

1 1 ` ,

从海岸线向陆伸展 1 0 k m
,

属亚热带季风

气候区
。

依福建气候区划闭划分
,

海岸带 自闽江 口 以南为闽东南沿海气候省
,

以北为闽东

北沿海气候省
。

前者年均温大多在 19 一 2 2 c
,

) 10 ℃年积温 6 3 0 0一 7 7 0 0 ℃ ,

无霜期 3 10 一

3 6 o d ;
年降水量 1 0 0 0一 1 7 0 0 m m

。

后者分别相应为 1 7~ 2 0 ℃
,

5 0 0 0 ~ 6 1 0 0 ℃
,

2 6 0一 3 1 o d
,

1 4 0 0 ~ 1 8 0 0 m m
。

全海岸带地形大多是海拔 50 o m 以下丘陵地
,

曲折而多港湾
、

岛屿
。

土壤

以花岗岩发育的赤红壤和红壤为主
,

海边有风沙土
、

盐渍土
。

2 灌丛群落分布特点的探讨

2
.

1 灌木种类分布的地区聚类和排序分析

七 少石

Q
,

了令户》、
Q 2

, 、

抓
。

图 1 福建省海岸带简图

F lg
.

1 S k e t e h m a p o f t h e e o a s t a l z o n e i n F u j ia n

A
:

南亚热带植被地带

S o t lt h
一 s u b t r o p i e a l v e g e t a t io n z o n e

B
:

中亚热带植被地带

M id
一 s u b t r o p ie a l v e g e t a t io n z o n e

算这三段海岸的地 区年均温平均值为

从福建全海岸带较均匀地选取笔者调查的福

安至东山 8 个地 区的海拔 4 50 m 以下荒山共含 36

处样地
、

48 0 m
Z

面积的灌丛群落数据
,

将其中灌木

种 (含少量苗木 ) 以地区为单位组成统计样方表
,

求算各个种的多频度 (相对多度加相对频度之和
,

每地区总值为 2 0 0 ) (表 I )
,

再按 B r a y
一

C u r t is
公式

:

C 一 Zw / ( “ + b )川求算地区间种类多频度相似性指

数 C
,

用
“

组平均法
”
川作地区聚类分析

。

结果 (图

2) 显示
,

如 以 C 一 。
.

24 作 闽值下限则可划分为两

个地 区组合
,

即闽东南部 (含 Q
、 ,

Q
S ,

Q
6 ,

Q
: ,

Q
S

)组

合和 闽东北部 (含 Q
, ,

Q
: ,

Q
3

)组合
。

将此对照图 1

可见
,

这两组合的分布区恰 以闽江 口 为界
,

而可

分别对应于福建气候区划中的闽东南沿海气候省

和闽东北沿海气候省位置
,

同时也 同福建植被区

划中的两个植被地带在沿海的范围基本吻合
。

为进一步探讨海岸带灌丛同其分布地区气候

的关系
,

义将以上相异性指数 ( D 一 1一 c) 接 Br ya
-

C ur sti 公式
: x 或 y 一 (厂 + D 里+ D聋) / ZL

, ` 一

在不享困求算各地区的 二
、

, 值
,

进而作地区的

两维极点排序 (图 3) 显示
,

随 x 值的增加则由地

处海岸南部的 Q
6 、

Q
: 、

Q
S

逐渐过渡到海岸中部的

Q
S 、

Q
4 ,

再至海岸北部的 Q
3 、

Q
l 、

Q
Z ,

同时相应计

2 0
.

8℃ ~ 19
.

9
`

C ~ 18
.

9℃即温度递减
。

显然 x
、

y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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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别同纬度
、

温度相对应
。

经计算
,

x 和 y 呈极显著负相关
。

从而表明福建海岸带灌丛群

落的分布具较明显指示地区热量的特点
。

表 1 福建海岸带灌丛群落灌木种的多频度

T a b l e 1 R
.

A
.

a n d R
.

F
.

o f s h r u b s
讲

e ei s o f s h r u b b e d e s f r

mo
t h e e o a s t a l z o n e in F u j ia n

Q
` ) 1

Q
Z

Q
3 Q `

Q
S

Q
6

Q
;

Q ,

乌 饭 30
.

5 杜 鹃 29
.

4 野牡丹 36
.

8 算盘子 25
.

3 山芝麻 3 3
.

2 马缨丹 2 9
.

3 黑面神 2 6
.

3 黄桅子 38
.

9

华山矾 2 8
.

2 黄瑞木 2 5
.

6 黄瑞木 25
.

7 野牡丹 21
.

。 山乌珠 2 4
.

。 牡 荆 22
.

7 黄桅子 24
.

8 石斑木 20
.

2

黄瑞木 2 4
.

6 华山矾 2 3
.

8 菠 羹 2 4
.

6 桃金娘 20
.

8 了哥王 1 9
.

2 雀梅藤 1 8
.

6 桃金娘 2 4
.

7 黑面神 1 9
.

5

胡枝子 22
.

8 山 萄 20
.

。 乌 饭 2压 6 芫 花 15
.

7 车桑子 18
.

9 石斑木 1 7
.

7 山芝麻 24
.

7 了哥王 18
.

4

盐肤木 19
.

8 金樱子 18
.

9 朱砂根 18
.

4 油 茶 巧
.

7 馒头果 14
.

4 山芝麻 17
.

1 馒头果 18
.

6 馒头果 16
.

1

藤黄檀 18
.

7 荚 莲 15
.

4 油 茶 16
.

3 嘉赐树 15
.

5 桃金娘 1 2
.

7 黑面神 15
.

。 菠 羹 1 1
.

1 山芝麻 15
.

9

菠 奠 15
.

4 胡枝子 15
.

4 山 矾 10
.

4 朱砂根 15
.

5 黄桅子 1 2
.

5 桃金娘 15
.

0 车桑子 10
.

9 车桑子 14
.

3

黄桅子 14
.

3 芫 花 14
.

6 水团花 8
.

6 黄桅子 14
.

5 石斑木 11
.

6 黄桅子 14
.

6 了哥王 10
.

5 牡 荆 12
.

1

乌 药 10
.

6 拎 木 14
.

2 米饭花 8
.

6 黑面神 n
.

1 黑面神 10
.

8 车桑子 13
.

1 石斑木 8
.

2 桃金娘 1 1
.

7

石斑木 6
.

2 紫金牛 10
.

2 毛冬青 8
.

6 杜 鹃 8
.

1 算盘子 9
.

6 馒头果 12
.

。 牡 荆 7
.

8 蛇婆子 7
.

7

余 2 种
2,

余 2种
3,

余 4 种
4 ,

余 5 种
5 ,

余 8 种
6 ,

余 9 种
7,

余 7 种
8,

余 8 种
9 ,

8
.

9 1 2
.

5 2 1
.

4 3 6
.

8 3 3
.

1 2 4
.

9 3 2
.

4 2 5
.

2

1 ) 地区代号 A r e a m a r k
:

Q
l

福安溪尾 F u a n x iw e i Q :
霞浦下浒 x ia p u x i a h u

Q
3 罗源起步 L u o y u a n q ; b u

Q
;

平潭君 山

P in g t a句u n s h a n
Q

:

莆田忠门 P u t i a n z
h o n g m e n

Q
。
泉州东海 Q

u a n z
h o u d o n g h a i Q

:

厦门海沧 X i a

me
n h a i e a n g Q

:
东山西

埔 E七n g s h a n x ip u Z )其他几种 O t h e r m o n e s p e e ie s :

毛冬青
、

金樱子 3 ) 布迷木
、

盐肤木 4 ) 幸迷木
、

山鸡椒
、

连蕊茶
、

鼠矢

5) 滨拎
、

鼠矢
、

郁李
、

两面针
、

九里香
、

菠契
、

异叶紫弹
、

算盘子
、

海桐
、

两丙针
、

了哥王
、

铁包金 8) 柞木
、

马缨丹
、

算盘子
、

油茶
、

九节木
、

鸦旦子
、

蛇婆子 9) 马缨丹
、

虎皮楠
、

柞木
、

海桐
、

华山矾
、

潺稿树
、

鸦旦子
、

鸡骨香
。

种的拉丁学名附于文后

L a t i n
na m e o f s P e e i e s b e h in d t h e P a P e r

.

n月n6

:
11n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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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昙厂
-

一了
月

n :

L }·

昌
一 ’ 一

! }
召 「 一土

. Q .

0
.

4

Q 2 .

口̀心̀.0.0

撼积划眯奥

”` 志喻满浦浏了改
一

亩太
地区代号 人 t ea m ar k

岔刁一万
令

. `
花、当兮。

,山ēU.0.0

图 2 调查地区的聚类分析

F ig
.

2 A g g l o m e r a t iv e e l a s s
f ie a t io n o f s u r v e y in g a r e a

调查地区的极点排序

23.0图

F ig
.

3 P o la r o r d in a t io n o f s u r v e y i n g a r e a

2
.

2 灌木地理成分及其种优势度分析

为旁证以上分析结果
,

再按图 3 中的地区分布
,

分别统计海岸南部 (含 Q
S

Q
6

Q
7

Q
S

和海

岸北部 (含 Q
I

Q
Z

Q
3

Q
4

)两组灌丛的灌木地理成分叫及其种优势度以作对比
。

结果表明
,

海岸

南部灌木的热带性成分 (泛热带加各类热带分布成分 )占总数的 7 9
.

4 %
,

温带分布成分仅占

1 1
.

8 %
。

海岸北部灌木则分别相应为 60
.

1 %和 20
.

。%
,

这又体现其地理成分和地区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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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的相应性
。

其次
,

从灌木种优势度 (将海岸南
、

北部各 4 个地区灌木组成统计样方表求

算的种多频度 )显示
,

海岸南部共 44 个种中数值较大的前 10 个主要种 (依次是山芝麻
、

黄

桅子
、

黑面神
、

桃金娘
、

馒头果
、

车桑子
、

了哥王
、

石斑木
、

牡荆和马缨丹 )的合计值占总值的

67 %
,

而它们全属福建南亚热带低海拔山地灌草丛中占优势或很常见的灌木种
。

海岸北部

共 36 个种中前 10 个主要种 (黄瑞木
、

乌饭
、

华山矾
、

杜鹃
、

胡枝子
、

榷木
、

油茶
、

野牡丹
、

菠葵

和芫花 ) 的合计值占总值的 50 %
,

而它们则大多是福建中亚热带 (尤其是南部亚地带 ) 山地

灌草丛中占优势或很常见的灌木种闭
。

这再表明海岸南
、

北部灌丛的灌木种成分及其长势

同福建植被区划的较大相似性
。

因而以上分析都取得和地区聚类
、

排序相对应的结果
。

3 结语

作为次生植被的灌丛在我国沿海山地现状植被中一般占较大面积
。

本文揭示了福建海

岸带灌丛群落的分布也类似于福建地带性森林具较明显指示地区热量的特点
,

从而本文研

究结果及其方法可供福建和华南沿海地带的植被和环境区划
、

农林业规划和 自然资源保护

等工作为参考依据
。

附一一文中植物拉丁学名名录
:

乌饭 Va “ ni ui m b r a c

eatt
u m 米饭花 V

.

护阳 ng “ 华山矾 S ) 刀王P I伏刀占 。 h

~
台 山矾 5

.

。
ua da at 鼠矢 5

.

, et all sri 黄瑞木

A d、 nd ar 扭沁 tt “ 胡枝子 乙“ 介刁 e za of 而别乃 a

na 藤黄檀 Da lbe r g必 ha nc ` 菠羹 S m山 x hc 、 黄桅子 Ga
r d

亡湘必 夕山爪-i

刀 。心 es 乌药 五动 d ear
st yr hc n斌of l必 石斑木 Ra 神诫加耐初 毛冬青 eIl x P ub二

e
ns 梅叶冬青 1

.

as p r e l l口 金樱子 尺仍口

al 记沈甩 g at a 杜鹃 Rh 心优众耐~
s

如蔽 山幕 R u bu
: “ 冲

口

动切
.

确 zusi 荚莲 v 动“ nr u m d山 ut m 芫花 Da 户h ne 名. 1版到 a

拎木 E梦

yar aj 声̀
刀

;ca 滨拎 E
.

e m a

gr 二 at 紫金牛 为材舀敌
s
沥

o

dl ii 朱砂根 A
.

` er 、 at 摧木 肠
r

印以口ul m hc net
n es 盐肤木 Rh us

hc

~
花椒 Z nat ho x 夕 l u m bun ge na

u m 两面针 2
.

放心
u , 野牡丹 M eal

s t o阴 a :

na d应l u m 油茶 Ca
n “ .11故 硫汀云八

之
连蕊

茶 c
.

afr et ~ 水团花 Ad 二 户以 l之di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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