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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红 树 群 落 的 数 量 分 类

梁 士 楚

(广西 红 树林研 究 中心 北海 536 000)

摘耍 本文应 用系统聚 类分析方法
,

对 广 西 红 树群落进行 了中级分类单位 的划分
。

根据
《中国植被 》确定的分类原则

、

单 位和 系统
,

广西 的红 树群落可划 分为 6 个群系
: ( 1 ) 白

骨城群系 , ( 2) 秋茄群系
;
(3 ) 海漆群系 , ( 4) 木榄群系 ; ( 5) 桐花树群系 , (6) 红海

榄群系
.

同时
,

对这些 群 系特征 作 了简要 的描述
。

关橄询 红树群落 数 t 分类 群 系

植物 群落 的数盘分类研 究始 于 50 年代
, G。 。da l l ( 19 53) 首先 把数量分 类方法 引入 植 物生

态 学研 究中田
。

此 后
,

随着 电子 计 算机 技术 的发展
,

数 量分 类方法在 植被研 究中应用 日益广泛
,

并 对 常绿 阔叶林
、

针 阔混 交林
、

灌丛
、

草地 等进行 了 研究 “ 一 5 , 。

数量 分类的优 点是有数 学理论

基 础 和 客观性
,

即同 一群 落样地用 相同 的方法所 得 的数 据分 类结果 不 会因 人而 异
,

并 能作 出

定量 的解释
。

本 文通 过 对 广西 沿海 各地 的红 树群 落进行数量分 类
,

说 明数量分类 方法 在红树

群 落分类 中的适用性 和 特殊性
,

为 广 西 红 树 群落数量 生 态 学 研 究奠定基 础
。

1 材料与方法

采 用的红 树 群落样地 资料除部 分根据文 献 《广西壮族 自治 区海岸带 和海 涂资源综 合调查

报告 》 (第 七 卷 ) 重新整 理获得 外
,

多数是 我们近 年来调 查的红 树群 落生态资料
。

群落 样地分

别 设在北 海
、

合浦
、

钦州和 防城 的主 要 红 树林 区 内
,

群落的取 样面积 是 10 x l om , ,

各植 物种

类成 分的数 t 特征
,

按 D om in 一Kr iaj an 盖度 一 多度值 ` 幻 计测
,

由此 得 到 的广 西 红 树群 落样地 资

料如 表 1 所 示
。

对红 树 群落 的数量分类 采 用 等 级制 的系统聚类分 析法 ` 幻 进行
。

其 中
,

样地 间的

距 离系数 采用 B ar y 一 c ur it : 相异 性 公 式 ( 尸D ) 来计 测
。

Z X 刀 〔爪 认 ( x
` , , x `。

)〕
1 一 一半二一下一一 ( l )

`

三
, ` , +

`

三
` “

由于 下 一 轮 聚类 内的样地 对 间的 距 心 距 离 会 小 于 上 一 轮 聚类 内某 一 对 样地 间 的距 心 距

离
,

距 心 策 略 s( t ar 协 gy) 常 出现 聚类 结果颠倒 的现 象
。

因 此
,

本文采 用既 空间保 持且 单 调的

可伸缩性 聚合策略 (日= 一 0
.

25) 进行 群落样 地聚 类
。

所 有 的数据处理 和数 学分 析过 程 均 为用 B A sl c 语 言编 写的 相应 的程序 在 I BM 一 cP 型 微

机上 进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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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与分析

本文根据 中国 植被分 类的原则
、

单位 和 系统 ` 门 ,

对广 西 红 树群 落进行 群 系 (oF r m iat on ) 一

级的分类
。

群 系是 植被 分类 系 统 中一 个 重 要 的 中级 分类 单位
,

是 建群 种 或 共建种相 同 的植物

群落联 合 ; 同 一 群 系的结构
、

区系组 成
、

生 物生 产 力 以 及 动 态 特点 等相似
。

2
.

1 相异 性系数距 阵 、

利 用表 1 中的 D o m in 一 rK iaj n a 盖 度一 多度值作为原 始数据矩 阵 x 6 x Z。 ,

然后 根据公式 ( 1)

计算 得到 的 20 个红 树群落 样地 间的相 异性 系数抢阵如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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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聚 类树状 图

根据公式 ( l) 得 到 20 个红 树群落 样地 间的 B ar y 一Cur ist 相 异性 系数后
,

为 了更 直观地反

映相异性 系数矩 阵所包含 的全 部信 息
,

必 须对 其 进行聚类 处 理
,

即根据相 异 性 系数对 各群 落

样地进 行 系统 聚类 (等级 聚类 )
。

按 可伸缩性聚 合策略
,

20 个 红 树群 落样 地的等级 聚类树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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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n dr go ar m ) 如 图 1
。

从 图 1 的 树 状 图 中 便 可 一 口 了然 地 看 出 了 各 样 地 间 的 亲 疏 关 系 以 及 等

级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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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群 系 的 划 分 和 分 类

虽 然 从 聚 类 树 状 图可 看 出 各 群 落 样 地 间 的 分 类关 系
.

但 其 分 类 阑 值 要 根 据野 外 调 查 的 群

落 生 态 资 料 加 以 确 定
。

选 用 的 闭值 不 同
,

所 划 分 得 的 样 地 聚 合组 数 不 同
。

阑 值 (相 异 性 系

数 ) 越 低
,

划 分 出 的 样 地 组 越 多
,

反 之 则 少
。

结 合各 红 树 群 落 样 地 野 外调 查 资 料 分 析 结 果 表

明
,

当 以 0
.

5 0 作 为 分 类 阑值 时
,

20 个 红 树群 落样 地 聚 合成 的 样地 组 符合红 树 群 落 的 自然分 类

状 况
,

即 分 类 阑 值 》一 0
.

50 时
.

2 0 个 样 地 聚 合成 6 个 样 地 组
:

样 地 组 I
,

含 样 地 1
、

2
、

12
、

1 3
、

1 4 和 7J ; 样 地 组 I
,

含 样地 3 和 4 ; 样 地 组 l
,

含 样 地 15
、

16 和 18 ; 样 地 组 VI
.

含 样地 10

和 11 ; 样 地 组 v
.

含 样 地 5
、

6
、

7 和 19 ; 样 地 组 vI
,

含 样 地 8
、

9 和 20
。

按 照 中 国 植 被 的 群

落 分 类系 统 ` 7〕进 行 分 类
,

划 分 出 的 这 些 红 树群 落样 地 组 分别是 不 同 的 红 树 群 系
:

( 1 ) 样 地 组 I 一~ 白 骨 壤 群 系 ( F o r m
.

月。` 〔 e n n i。 。` a , i n。 )

( 2 ) 样 地 组 x ~ ~ 秋 茄 群 系 ( F o r m
.

尤 a 耐 e z`。 。 a耐 e l )

( 3 ) 样 地 组 l ~ ~ 海 漆 群 系 ( F o r m
.

E之℃ 。 e a r o a 夕a l zo 。如 )

( 4) 样 地 组 VI ~ ~ 木 榄 群 系 (F or m
.

价啊 瓜 , 。

好 111 、。 ill ; 。
)

( 5 ) 样 地 组 V ~ ~ 桐 花 树 群 系 ( F o r m
.

月 e夕` e e, a 、 e o , n ` 。u za t u。 )

( 6 ) 样地 组 VI ~ ~ 红 海榄 群 系 ( F
o r rn

.

Rh i : 。尹h o , a 、 t , 20、。
)

以 上 群 系 分 类 的 结 果 反 映 了 广 西 红 树 群 落 的概貌 和 主 要 植 物 成分 的组 成情 况
。

红 树 科
、

紫

金 牛科
、

马 鞭 草科和 大 戟科的 红 树植 物 种 类是 广 西 红 树 群 落的优 势 成 分和 建群 成 分
。

2
.

4 群 系 的 简要 描述

2
.

4
.

1 白骨 壤 群 系 分 布普遍
,

不 同 的滩 位 或土 壤 质地 (淤 泥
、

半泥 沙或 沙质 ) 均 有分 布
。

群 落外 貌 银 灰 色
,

高 1
.

0一 2
.

s m
,

覆 盖度 40 % 一 90 %
。

组 成 种类简单
,

以 白骨 壤占优 势 ; 白

骨 壤 在 不 同 的 滩 位 或 土 壤质 地 中
,

生 长 状 况迥 异
.

在 中 内滩的淤 泥 生 境 中
,

生 长较 好
,

高达

2
.

s m
,

有 明 显 主 干
,

基 径 达 1 c8 m ; 而 在 其 它 生 境 中
,

多 生 长 较差
,

且 从 根 颈 处 分 枝
,

无 明 显

主 干
,

呈 灌木 丛 状
。

伴 生 种 常 为 桐 花 树
.

此 外 偶 有 秋 茄 等 种 类 散 生
。

群 落 结 构 单层 或 二 层
。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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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内土 壤 表面 密 布指 状 的呼 吸 根
。

主 要 的群 丛 类型 有 白骨 壤群 丛 (肋落 ce服 `。 。 , 认“ A二
.

) 和 白骨 壤 一桐 花 树 群 丛 ( vA毗耽 记

, a , i” a

一 A e夕i印 , a 。

二
n i c o la to m ^ 55

.

) 等
。

2
.

4
.

2 秋茄 群 系 分 布 不 普遍
,

除马 兰 基 港 有 较大 的连 片分布外
,

其它 滩 段 多 为 小块 零星 ;

常见 于 中滩 至 中外滩
,

土 壤为 半泥 沙或 含 沙量 较 多 的淤泥
。

群落外貌 青绿 色 ; 高 一 般 1
.

8~

2
.

s m
,

覆 盖度 60 % 一 85 %
,

被反 复砍伐的 则 呈 灌丛 状
,

高 .1 0一 1
.

s m
。

组成种 类以 秋 茄为 主
,

秋茄 具 有 不 发 达 的板 状 根 ; 伴生种 为桐 花 树
、

白骨 壤 等 种类
。

群 落结 构多 呈 二 层
。

主 要 的 群 丛 类 型 有 秋 茄 一 桐 花 树 群 丛 ( 无 a耐 e z; a 〔
·

a , ` e z一月 e , ie e , 。、 。 o , n , eo za t。。 ^ 55
.

)

等
。

2
.

4
.

3 海 漆群 系 分 布 于 英 罗湾
、

钦 州湾
、

铁 山港
、

马 兰 基 港等地
,

多 沿 高 潮 线分 布
。

被 反

复 砍 伐的群 落 呈 灌丛 状
,

高 0
.

8~ 1
.

s m ,

覆 盖 度 30 %~ 50 %
。

组 成 种 类以 海漆 为 主
,

局 部滩

段 还 有 秋 茄
、

桐花 树 等 种类
。

群 落结构单 层 或二 层
。

主要 的群丛 类型 有海漆群 丛 ( 爪
c
oc , ia 叩 all 、 ha A ss

.

) 和 海漆一 桐 花 树群 丛 ( 肠。 ca 八。

a夕a l lo e
ha 一 A e夕i e , a s e

,
n`。 l a t u ǹ A ss

.

) 等
。

2
.

4
.

4 木 榄群 系 目前 见于 马 兰 基 港 和 英 罗湾 等地
,

沿 内滩 边 缘 成 狭 带状 分 布
.

土 壤 为 淤泥

或半硬 化淤泥
。

群 落外貌 平 整
、

深 绿或 凹 凸起 伏
、

黄绿 相映 ; 高 4
.

5~ 7
.

om ; 覆 盖 度 60 写~

85 %
。

组 成 种 类 以木 榄 为 主
,

伴生 种 常 为 桐 花 树
,

某些 地 方 还 有秋 茄 等 种 类散 生
。

群 落 结构

多 呈 二 层
。

主 要 的群 丛 类型 有 木榄 群 丛 ( 价叩 。

淤
。 刀 。 , 从 沥 A ss

·

) 和 木 榄 一桐 花 树 群 丛 ( 阶 gu廊、

则 m , o , , hi朋一月叩￡e , a s e o , , i e u l a tu o A ss
.

) 等
。

2
.

4
.

5 桐 花 树群 系 分 布 普遍
,

尤 以 海 滩 外 缘或 海 湾河 口 汇 合处 最 多
。

群落外貌 黄绿 色 ; 高
1

.

0~ 1
.

sm
,

覆 盖 度 50 %~ 95 %
。

组 成种 类 以 桐 花 树 占绝 对 优势
,

其植 株 基 部 萌 枝 多
,

而 呈 灌

丛 状 ; 某 些 地 段 还 有 少 量 白骨 壤
、

木 榄
、

秋 茄 等种 类混 生
。

群 落结 构极 简单
,

只有 一 层
。

主 要 的群 丛 类 型 有桐 花 树群 丛 ( eA 乒
c
, as

c
,

。 ic以 at u o A ss
.

) 等
。

2
.

4
.

6 红 海 榄 群 系 目前 见 于 英罗 湾等 地
,

分 布 在 内滩 至 中内 滩
,

土 壤 为 淤 泥 质
。

群 落外 貌

深 绿 色 ; 高 3
.

5一 6
.

s m ; 覆 盖度 80 % ~ 90 %
。

组 成 种 类 以 红 海 榄 占 绝 对 优 势
,

它 的 支 柱 根 极

发 达
,

形 成 高 1
.

0~ 2
.

om 的拱 状 支柱 根 系 ; 此 外还 有 少 量 木 榄
、

秋 茄
、

桐 花 树 等 种 类 散 生
。

群

落结构 简单
,

只有 一 层
。

主 要 的群 丛 类型 有红 海 榄 群 丛 ( R无i : o

琳 o , 。 、t ; zo as A s s
.

) 等
。

3 讨论

植物 群 落 数量分类 技术 在我 国 植 被研究 中应 用 已 日益 广 泛 〔2〕 ,

它 是 用 数量分类 方法 来 评

价植 物群落 间的相似性
,

并 根据 相似 程 度对 不 同类 型 群落进行 归 并
,

形 成 具 有 秩 级 层 次的 树

状 分类 系统
。

植 物群 落数量分 类 是以 群 落 样地 为基 础
,

根据样地 属 性 (种 类 ) 大小
,

按照 一

定的 数学 模型
,

应 用 电 子 计算机 运 算得 出 的结 果
, .

因而 能 比较 客观地 对 植 物群落作 出定 量分

类
,

克 服 了 传统 定性 分类的 主 观 性
。

然而
,

我 国 生 态 环 境复杂
,

植 被 类 型 多 样
,

因 此
,

针对

不 同 植被类型 的特殊 性
,

选择 恰 当 的数量 指 标和 数量 分类方 法 十分重 要
。

种的重 要 值是 目前

广泛 使 用 的确定 种 在 植 物群 落 中的 重 要 性 的 数量 指 标
,

而 被直 接 用 于 植 物 群 落 的分 类 和 排

序〔2
·

` , 。

但是
,

将取 样 中 种的重要 值作 为原 始 数 据
,

进行 数 量 分类
,

其 结 果 可 能 会 夸 大 了 优 势

种 的 作 用
,

而 忽 略 了 其 它 有鉴 别价值 的 种 类 〔幻 ,

或 者 受群 落 中 个 体 数量虽 然 极 少
,

但 胸径 很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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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树 的 影 响 较大 〔 2, 。

另外
,

对 于 红 树群落 而 言
,

由于 其 组成 种类生 物生 态 学 特 征 的特殊性
,

如 支柱根发达
、

主 茎 明 显 退 化
,

因 生态 环 境条件恶 劣而 矮 化成 灌丛 状 等
,

要 按 常规定量测 定

红树群 落 中种 的重要 值较 为困 难
。

盖 度 一 多 度值是 测定植物 群 落 中种的相对数量 的 目测估 计

指 标之一
,

其 特点 是数据 收集方 便
、

迅 速
,

并能较 好 地避 免过 分 夸大优势种的作 用 和 个别 大

树 的影 响
,

而 在 许多植 物群 落数量 分 类 中同 样十分 有效 〔,
,

’
,

幻
。

本文 对 广西 红 树 群落的数量 分

类研 究结果也表 明了采 用 D 。

~ 一Kr aj in a 盖 度值 指标来 衡量红 树群落样地 属 性 (种类 ) 的大

小
,

进 行群落 的系 统聚类分 类
,

其效 果较 好
,

既 能 够获得群 落特征 的重 要 信息
,

又 可便于 数

学 处 理
,

这对 于 工 作 环 境 比 较恶劣 的红 树 群 落的数量 生态 学研 究具有 十分重 要 的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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