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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研究广西马山县 拉典型峰丛洼地生态系统中小气候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化规律 ,于 2002年 7～ 8月在

拉鸡蛋堡的下坡、中坡和山顶分别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草丛群落、灌丛群落、青冈 (Cyclobalanopsis glauca)幼林

群落、山中部青冈林群落和山顶部青冈林群落 ,测定群落高度为 0 m、 0. 5 m、 1. 5 m、 3 m的光照强度、空气温湿

度、地表和 - 5cm处的土壤温度。测定时间为每日 9: 00至 17: 00间隔 2h同时观测 1次 ,中午 12: 00和 14: 00各加密监

测 1次。结果是 5个群落对环境调蓄能力的高低顺序是:山中部的青冈林群落 ,青冈幼林群落 ,灌丛群落 ,草丛群

落 ,山顶的青冈林群落。山顶青林冈群落内的日平均相对湿度最高只有 71. 6% ,山中部青冈林群落的平均相对湿

度最高为 91% ,山顶部和中部的日平均相对湿度差值为 19. 4%。山顶部和中部的气温差高达 5℃ ,土下 5 cm的温

度差也有 1. 9℃。山中部所接受的光量仅为顶部的 5. 4% ,山中部群落内的相对光照强度只有 1. 82% ,山顶的相对

光照强度为 37. 37%。典型峰丛洼地生态系统中不同地貌的小气候差别很大 ,主要的影响因子是水因子。

关键词　小气候　峰丛洼地　青冈林　群落

中图法分类号　 Q948

Abstract　 In o rder to find out the rule of micro-climate in vertical direction in tipical peak clump

depression ecological system, we choose five tipical communi ties in three dif ferent place in Jidan

mountain in Nongla f rom seven month to eight month in 2002, and then measure the light

indensity , the air humidity and soil temperature. Every day f rom 9 pm to 17pm , w e observ e it ev ery

tw o hours. We aded an ex t ra observ ation between 12 pm and 14 pm. The order of the ability of

improving the micro-climate in the fiv e communities is: theCyclobalanopsis glauca community in the

middle of the mountain, the younger Cyclobalanopsis glauca community, bush communi ty, herb

community , the Cyclobalanopsis glauca communi ty on the top of the muntain. The highest relative

humidi ty in community 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is only 71. 6% , w hile is 91% in community in

the middle of the mountain. The air temperature in communi ty 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is 6℃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iddle of the mountain. The soi l temperature in communi ty 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is also 1. 9℃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iddle of the mountain. The highest relative light

indensity in communi ty in the middle of the mountain is only 1. 82% , w hile is 37. 37% in

community 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Briefly, the main factor in peak clump depression ecological

system is water.

Key words　 micro-climate, peak clump depression,

Cyclobalanopsis glauca, commun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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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群落和周围环境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每时每

刻都在进行 ,森林的水热状况等气象要素既是这一交

换的现象结果 ,又是构成这一交换的未来条件。一方

面 ,树木各组织器官的生长发育、光合蒸腾作用等生

理活动受到生境微气象因子的限制。另一方面 ,森林

群落也强烈地改变着森林的小气候条件。因此 ,森林

小气候的研究无疑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研究具有

重要的意义
[1 ]
。

　　小气候是指由于下垫面的某些构造特征所引起

的近地面大气层中和上层土壤中的小范围气候 [2 ]。近

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草原、农田、沙漠等下垫面的小气

候及热量平衡特征进行了许多研究
[3～ 7 ]

,对岩溶区的

小气候研究多在植被不同演替阶段上。峰丛洼地生态

系统中地形地貌的不同 ,尤其是从山顶到洼地的光照

强度、空气湿度等小气候有明显差异 ,从而引起岩溶

作用强度不同 ,引起植被类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

要受湿度条件制约 ,从洼地到山顶 ,因湿度条件的变

化而产生一系列的生态系列 [8 ]。本文对广西马山县

拉典型峰丛洼地生态系统中不同地貌类型的青冈

(Cyclobalanopsis glauca)群落内的小气候进行分析

比较 ,将丰富生态学、岩溶学的理论和内容。

1　材料和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拉位于广西南宁市马山县的东南部 ,距县城约

25 km ,地理坐标为东经 108°19′E,北纬 23°29′N,作为

古零镇的一个自然屯 ,国土面积约 1 km
2 ,总人口 125

人。 拉地貌类型为典型的峰丛洼地地貌 ,属于亚热

带季风气候区 ,气候特点是高温多雨、降雨集中、湿度

大 ,多年平均气温 19. 84℃ ,平均降雨量 1700 mm, 4～

10月雨量占年降雨量的 82% ,年均相对湿度 85% 。

拉的地质背景为泥盆系东岗岭组中段 ( D2d2 ) ,岩性比

较复杂 ,以含泥硅质的白云岩为主 ,局部有纯的灰岩

或纯白云岩出露 ,西北部山坡白云岩夹钙质页岩 ,区

内很多地点的裂隙中充填有红色角砾等 [9 ]。 拉的天

然林已于 1958～ 1963年全部砍光 , 1964年开始对鸡蛋

堡、田湾山、下 拉东等几个泉水源地的山峰封山育

林 ,到 80年代 ,这些山峰重新形成了以常绿阔叶林为

主的茂密次生林。现在 ,树龄 30多年的乔木都已达

10m高 ,胸径超过 10 cm。在鸡蛋堡 ,青冈、 阴香

(Cinnamomum burmanni Bl. )、石山樟 (Cinnamomum

sax itilis )等树种相对较多。

1. 2　样地状况

　　在 拉鸡蛋堡的顶部和中部分别选择具有代表

性的青冈林群落 ,另外再选择 3个不同植被类型的群

落作对照。样地地理自然状况见表 1,群落特征简要描

述如下。

　　 ( 1)草丛群落: 该群落为放牧、取薪后产生的草丛

群落。群落以类芦 (N eyraudia reynaudiana)、白茅

( Imperata cyl indrical var. major )、 蔓 生 莠 竹

(Microstegium vagans )为优势 , 出现有黄荆 (Vitex

negundo)等灌木 ,群落高度为 1. 5 m,盖度 98%。

　　 ( 2)灌丛群落:该群落为严重人为干扰后缓慢恢

复的藤刺灌丛群落 ,群落高度 3 m ,总盖度 90% ,灌木

以云实 (Caesalpinia sepiaria Roxb. )为优势 ,草本层

有蔓生莠竹 ,类芦等 ,无阴生树种幼苗出现。土壤覆盖

率为 80% ,厚度 30～ 50 cm,岩石裸露较少。样地位于

小山峰的下方。

　　 ( 3)青冈幼林群落: 该群落为生长近 20 a的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 ,群落高度 8 m,总盖度 95%。乔木郁

闭度 0. 85,以青冈、石山樟 (Cinnamomum saxatile )、

酸枣 (Choerospondias ax illaris )为主 ;灌层高度为 2. 5

m ,覆盖率为 60% ,以黄荆、盐肤木 ( Rhus chinensis

Mill)、红背山麻杆 ( Alchornea trewioides )为主 ;草本

层高 1. 2 m,覆盖率为 85% ,以肾蕨 [Nephrolepis

condi fol ia ( L. ) Presl ]、莎草 (Cyperus sp. )为主。

　　 ( 4)山中部青冈林群落: 该群落为封山约 50a形

成的常绿阔叶林群落 ,群落高度 16 m,覆盖率为

95% ,郁闭度约 0. 92,以中性树种青冈占优势 ,最大胸

径达 34 cm,最大基径达 50 cm。青冈群落是亚热带石

灰岩山区常见的稳定群落 [10, 11 ] ,从群落演替阶段来

看是一种顶级群落。受一定的人为干扰 ,林下灌木较

少 ( 40% ) ,草本也较少 ( 35% )。褐色石灰土 ,厚度约 24

cm。
表 1　各群落的地理自然状况

Table 1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distribution sites of

diff erent communit ies

不同群落
Dif ferent

communi ty
N E

海拔
Alt.
( m)

坡向
S. dire-
ction(°)

坡位
S.

place

坡度
S. de-

gree(°)

草丛
Werb

communi ty
23°38. 884′ 108°19. 091′ 400 SE60

下坡
Th e

bot tom
25

灌丛
Bush

communi ty
23°39. 815′ 108°19. 180′ 500 N E20

中坡
Th e

middle
15

青冈幼林
Young

C . glauca
communi ty

23°39. 810′ 108°19. 360′ 560 N E25
中坡
Th e

middle
25

山中部青冈林
C . glauca in
the middle

23°39. 819′ 108°19. 360′ 550 SE70
中坡
Th e

middle
40

山顶青冈林
C . glauca
communi ty
on th e top

23°39. 500′ 108°19. 467′ 620 -
山顶
Th e
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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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山顶青冈林群落:群落高度为 6 m,覆盖率为

65% ,郁闭度 0. 7。群落分三层 ,第一层以青冈为主 , 5

～ 6 m,覆盖率为 40% ,第二层以红果木 (Dysoxylum

hongkongense ( Tutch. ) Merr. )为主 , 2～ 3 m,覆盖率

为 50% ,第三层以岩棕 ( Pleomele cochinchinensis)为

主 ,高 0. 5～ 1 m,覆盖率为 50% ,岩石裸露面积大 ,黑

色石灰土 ,多为石缝土 ,地表为枯枝落叶层 ,厚 1～ 3

cm。

1. 3　研究方法

　　 2002年 7～ 8月选择典型天气 (晴日 ) ,测定群落高

度: 0 m、 0. 5 m、 1. 5 m、 3 m的光照强度和空气温湿

度 ,用 ZDS-10型照度计测定光照强度 ,用电子时钟温

湿度计测定气温和相对湿度。曲管地温表测定 - 5 cm

处的土壤温度 ,水银温度计测地表土温。每个指标分

别选择 3个典型点 ,取平均值 ,同时监测林外照度 ,以

计算相对照度。每日从 9: 00至 17: 00间隔 2 h同时观

测 1次 ,中午 12: 00和 14: 00各加密监测 1次。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群落的空气湿度变化特征

　　从表 2可知 ,山顶青冈群落由于地处山顶 ,风速

大 ,水蒸气的散发快 ,群落内的湿度小 ,日平均相对湿

度最高只有 71. 6% ,最低相对湿度为 55% ,与没有森

林覆盖的地方差不多。草丛的日平均相对湿度为

86. 5% 。山中部的青冈群落内湿度大 ,最低的也有

82. 3% ,日变幅较小 ,比较稳定 ,有利于青冈得到较为

稳定的生长环境。从图 1可以看出山顶青冈群落的相

对湿度的日变幅要比山中部的青冈要剧烈得多 ,特别

是近地表的空气相对湿度很低 ,日变幅大 ,这是因为

山顶青冈群落植被稀疏且缺少草本层 ,空气流动性

好 ,水蒸气散发快。草丛和灌丛 0 m和 0. 5 m处的空

气相对湿度比山顶青冈群落内的大。山中部青冈群落

内的空气相对湿度在任何高度都是最大的 ,并且日变

幅最小。

2. 2　不同群落的空气温度变化特征

　　从表 3可知 ,山顶青冈群落的最高温度达 38. 9℃ ,

最低温度也有 25. 6℃ ,其变幅也较大 ,在 5℃左右。位

于山中部的青冈群落最高温度为 28. 9℃ ,最低温度为

26℃ ,日温差在 2℃以下。青冈幼林的最高温度为

31. 8℃ ,日温差约 4℃。同一天内 ,山顶与山中部的温

差高达 5℃。从图 2可以看出 ,山顶青冈群落的平均温

度的日变幅要比位于山中部的青冈要剧烈得多 ,与草

丛和灌丛的相当。

2. 3　不同群落的土壤温度变化特征

　　从表 4可知 ,山顶青冈群落郁闭度较小且缺少草

本层 ,土下 5 cm的最高温度达 27. 0℃ ,最低温度也有

24. 8℃ ,日变幅达 3. 0℃ ,比草丛的日温差 ( 2. 1℃ )还

大 ,如此高的土温对土壤水分的流失有很大的影响 ,

可以加速水分的蒸发 ,同时不利于青冈根系对水分的

吸收。山中部青冈群落内的温度比较稳定 ,土下 5 cm

的最高温度是 24. 5℃ ,日变幅为 0. 5℃。山顶和山中部

的平均土温相差有 1. 9℃ ,地面温差高达 4. 3℃。从图 3

可知 ,土温相对于气温而言 ,受气候的影响较小。山顶

的土温日变化与草丛的土温日变化相当。
表 2　不同群落的空气湿度变化

Tabl e 2　 The variety of air relative humidity in dif ferent communit ies

不同群落
Dif feren t
community

地表的相对湿度
The earth 's su rface

relative haminidi ty(% )

0. 5 m的相对湿度
0. 5 m relativ e
h uminidi ty(% )

1. 5 m的相对湿度
1. 5 m relative
h uminidi ty(% )

3 m的相对湿度
3 m relativ e

huminidi ty(% )

日平均
Mean

最低
Low es t

最高
High est

变幅
Diurnal
variation

日平均
Mean

最低
Low est

最高
Highes t

变幅
Diurnal
variation

日平均
M ean

最低
Low est

最高
Highest

变幅
Diu rnal
v ariation

日平均
Mean

最低
Low est

最高
High est

变幅
Diurnal
variation

草丛
Werb

community
86. 5 79. 3 97 17. 7 80. 0 68. 3 95. 3 27 72. 8 59. 0 89 30. 0 67. 6 52. 7 86. 3 33. 7

灌丛
Bush

community
89. 4 83. 7 97 13. 3 85. 4 80. 3 94. 3 14. 0 79. 5 73. 3 91 18. 0 64. 2 53. 3 86 32. 7

青冈幼林
Young
C. glauca
community

89. 6 83. 7 96 12. 7 87. 2 80. 3 93 12. 7 82. 0 73. 3 92 18. 7 78. 2 70. 3 85 18. 3

中部青冈林
C. glauca in
th e middle

91 88. 7 94 5. 3 88. 4 83. 0 92 9. 0 85. 3 83. 0 89. 3 6. 3 82. 3 72. 7 88. 3 15. 7

山顶青冈林
C. glauca
community
on the top

71. 6 56. 0 88. 7 32. 7 68. 9 54. 7 84 29. 3 66. 5 55. 0 82. 3 27. 3 64. 3 57. 0 79 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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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群落内相对湿度的日变化
　　 Fig. 1　 Diurnal v aria tion of the air relativ e h umidity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 a ) 0m; ( b) 0. 5m; ( c) 1. 5m; ( d) 3m。
　　■ : 草丛 ;　● :灌丛 ;　▲ :青冈幼林 ;　 :山中部青冈

林 ;　◆ :山顶青冈林。
　　 ■ : Herb community; 　 ● : Bush community; 　 ▲ :

Y oung C. glauca community;　 : C . glauca comm unity in the

middle;　◆ : C. glauca comm unity on th e top.

2. 4　不同群落的光照强度特征

　　从表 5可以看出 ,不同群落内、同一群落不同高度

的平均相对照度不一样 ,位于山顶的青冈群落远比山

中部的大 ,同时也比青冈幼林群落的大 ,其平均值介

于草丛和灌丛群落之间 ,同是封山 50 a形成的群落 ,

差异如此大 ,说明在岩溶区 ,不同的地貌类型 ,群落的

发育进程是不同的。

　　群落的光照日变化明显受群落结构、高度和天气

图 2　不同群落内气温的日变化
　　 Fig. 2　 Diurna l va riation of the air temperature in the

different communities

　　 ( a) 0 m; ( b) 0. 5 m; ( c ) 1. 5 m; ( d) 3 m。
　　■ : 草丛 ;　● : 灌丛 ;　▲ :青冈幼林 ;　 :山中部青冈

林 ;　◆ :山顶青冈林。
　　■ : Herb community; 　● : Bush community; 　▲ :

Young C. glauca community;　 : C. glauca community in the

middle;　◆ : C. glauca community on the top.

状况的影响。位于山顶的青冈群落的光照日变化都是

最强烈的 ,光照最强 ,变幅最大。特别是 0m和 0. 5m

处的光照强度无论是强度还是变幅都很大 ,比草丛和

灌丛的要大的多 (图 4) ,而草丛和灌丛都是不太稳定

的群落 ,从群落的发展来说处于初期级段 ,改善环境

和生产力的能力都比较低。山中部青冈群落的光照日

变幅小 ,光照强度也最小 ,林内相对照度均不足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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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群落的空气温度变化

Tabl e 3　 The variety of air temperature in diff erent communities

不同群落
Dif feren t
community

地表温度
The earth 's su rface
temperatu re(℃ )

0. 5 m温度
0. 5 m temperatu re(℃ )

1. 5 m温度
1. 5 m tem perature(℃ )

3 m温度
3 m temperature(℃ )

日平均
Mean

最低
Low es t

最高
High est

变幅
Diurnal
variation

日平均
Mean

最低
Low est

最高
Highes t

变幅
Diurnal
variation

日平均
M ean

最低
Low est

最高
Highest

变幅
Diu rnal
v ariation

日平均
Mean

最低
Low est

最高
High est

变幅
Diurnal
variation

草丛
Werb

community
30. 9 27. 4 33. 6 6. 2 31. 0 27 35. 3 8. 3 31. 3 27. 1 35. 5 8. 4 31. 7 27. 5 36. 4 8. 9

灌丛
Bush

community
27. 7 24. 8 29. 1 4. 3 28. 4 25. 8 30. 6 4. 8 31. 0 25. 9 34. 1 8. 2 34. 4 26. 7 38. 7 11. 9

青冈幼林
Young
C. glauca
community

27. 7 25. 9 29. 7 3. 8 27. 8 26. 1 30. 4 2. 1 28. 3 26. 4 31. 1 4. 7 28. 8 26. 6 31. 8 5. 2

山中部青冈林
C. glauca in
th e middle

26. 7 26 27. 2 1. 2 27. 0 26. 3 27. 8 1. 4 27. 5 26. 7 28. 4 1. 7 28. 0 27 28. 9 1. 9

山顶青冈林
C. glauca
community
on the top

32. 2 25. 6 38. 9 3. 3 32. 2 27. 9 35. 7 7. 8 32. 7 28. 7 35. 6 6. 9 33. 0 29. 5 35. 6 6. 1

表 4　不同群落的土壤温度变化

Tabl e 4　 The variety of soil temperature in dif f erent

communities

不同群落
Different

community

地表土壤温度
The earth 's surface 's
soil t emperature(℃ )

- 5 cm土壤温度
- 5 cm soil

t emperature(℃ )

日平均

Mean

最低

Low est

最高

Highest

变幅

Diurnal
varia tion

日平均

Mean

最低

Lowest

最高

Highest

变幅

Diurna l
v ariation

草丛
Werb

community
29. 7 27. 0 32. 0 5. 0 26. 4 24. 9 27. 0 2. 1

灌丛
Bush

community
26. 5 25. 0 27. 5 2. 5 24. 7 23. 5 25. 3 1. 8

青冈幼林
Young
C. glauca
community

28. 3 27. 0 29. 7 2. 7 25. 5 24. 3 26. 0 1. 7

山中部青冈林
C. gl auca in
the middle

26. 6 26. 0 27. 0 1. 0 24. 4 24. 0 24. 5 0. 5

山顶青冈林
C. glauca

community
on the top

31. 9 29. 7 34. 0 2. 2 26. 3 24. 8 27. 0 3. 0

表现出顶级群落所特有的特征。青冈幼林群落的光照

强度和变幅均在两者之间。山顶群落的平均相对照度

高达 37. 37% ,而山中部青冈群落的只有 1. 82% (表

5) ,位于山中部的青冈由于山体的遮蔽 ,所接受的光

量仅为顶部 5. 4%。

图 3　不同群落内的土温日变化

　　 Fig. 3　 Diurna l va riation o f the soil tempera ture in the

different communities

　　 ( a)地表土温 ; ( b) - 5cm土温

　　 ( a) The ea rth 's sur face soil temperature; ( b) - 5 cm soil

tempera ture

　　■ : 草丛 ;　● : 灌丛 ;　▲ :青冈幼林 ;　 :山中部青冈

林 ;　◆ :山顶青冈林。

　　■ : Herb community; 　● : Bush community; 　▲ :

Young C. glauca community;　 : C. glauca community in the

middle;　◆ : C. glauca community on the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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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群落内的光照强度日变化
　　 Fig. 4　 Diurnal va riation of the ligh t indensity in the

different communities

( a)地表光照强度 ; ( b) 0. 5光照强度 ; ( c) 1. 5m光照强度 ; ( d )

3m光照强度。
( a ) The ea rth 's surface ligh t indensity; ( b ) 0. 5 m light

indensity; ( c) 1. 5 m light indensity; ( d) 3 m ligh t indensity .

　　■ : 草丛 ;　● :灌丛 ;　▲ :青冈幼林 ;　 :山中部青冈

林 ;　◆ :山顶青冈林。
　　 ■ : Herb community; 　 ● : Bush community; 　 ▲ :

Y oung C. glauca community;　 : C . glauca comm unity in the

middle;　◆ : C. glauca comm unity on th e top.

表 5　不同群落内的相对照强度

Tabl e 5　 The rel ative l ight indensity in the dif f erent

communities

不同群落
Dif feren t
community

平均相对照度
Average retalivel

li gh t indensi ty(% )

地表
The earth 's

surface
0. 5 m 1. 5 m 3 m

平均值
Mean

草丛
Werb

community
　 2. 09 　 5. 58 　 91. 69　 100 　 49. 84

灌丛
Bush

community
3. 07 4. 81 20. 6 100 32. 12

青冈幼林
Young
C. glauca
community

8. 14 11. 17 18. 93 31. 25 17. 37

山中部青冈林
C. glauca in
the middle

1. 29 1. 59 1. 92 2. 47 1. 82

山顶青冈林
C. glauca
community
on the top

11. 81 18. 94 34. 86 83. 86 37. 37

3　讨论

　　 ( 1)峰丛洼地生态系统中 ,山顶的岩石表面由于

雨水的冲蚀 ,成尖齿状 ,岩石裸露率高 ,土壤极少 ,多

为石缝土。土壤水分缺乏 ,生境干旱 ,同时由于地处山

顶 ,受太阳直射光照时间长 ,白天岩面温度很高 ,晚上

散热快 ,温度很快降低 ,因而昼夜温差变化大。山中部

的空气相对湿度、光照强度、空气温度和土壤温度的

日变化较小 ,小气候比较稳定。由于小环境的不同 ,影

响植物的生长发育 ,使得植物在长期的生长过程中形

成一系列的适应性 ,这种影响主要受水分条件的制

约。

　　 ( 2)山顶的青冈群落植被稀疏、郁闭度小、缺少草

本层 ,群落改善小气候的能力较差。山顶由于没有山

体的阻隔 ,风大且干燥 ,带走了大量的水分 ,空气相对

湿度较低 ,日平均相对湿度最高只有 71. 6% ,最低相

对湿度为 55% 。白天 ,山顶岩面接受强烈的阳光辐射 ,

温度较高 ,群落内的最高温度达 38. 9℃ ,最低温度也

有 25. 6℃ ,晚上岩面散热很快 ,温度急剧下降 ,其温度

日变幅均在 5℃左右。土下 5 cm 的最高温度达

27. 0℃ ,最低温度也有 24. 8℃ ,日变幅达 3. 0℃。光照

日变化强烈 ,光照也最强烈。山顶青冈群落的空气相

对湿度、空气温度、土壤温度和光照强度的日变化都

很强烈。

　　 ( 3)山中部的青冈群落改善环境的能力较强 ,其

小气候的变化特征与顶级群落所具有的特征相似。山

中部有山体的阻隔 ,能保持相当大的湿度 ,最低的空

气相对湿度也有 82. 3% ,日变幅较小。最高温度为

28. 9℃ ,最低温度 26℃ ,日温差均 2℃以下。土层下

5cm的最高温度是 24. 5℃ ,日变幅 0. 5℃。山中部青冈

群落的平均相对照度只有 1. 82% 。群落内的空气相对

湿度、气温、土温和光照强度的日变化都比较稳定。

　　 ( 4)从群落内的相对湿度、空气温度、土壤温度和

光照强度的变化来看 , 5个群落对环境调蓄能力的高

低顺序是:山中部的青冈林 ,青冈幼林 ,灌丛 ,草丛 ,山

顶的青冈林。从群落的发展来看 ,草丛和灌丛都是不

太稳定的群落 ,处于初期级段 ,改善环境和生产力的

能力都比较低。但是岩溶地形特有的生态变形——山

顶矮林 ,其改善环境的能力与群落发展的初期阶段的

草丛和灌丛相当。山顶的青冈群落从群落发育的角度

上看 ,还处于初级阶段 ,不但比其封山迟 30 a的青冈

幼林的环境调蓄能力差 ,某些方面比草丛和灌丛的调

蓄能力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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