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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保护雷山杜鹃这一贵州特有野生杜鹃种，调查了雷山杜鹃野生资源及生境状

况，并对其群落基本特征和物种多样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雷山杜鹃分布范围狭窄，仅集

中分布在雷公山上部海拔 2155m 左右的区域，仅有 1 个雷山杜鹃群落，且林下仅见一、二年

生幼苗；雷山杜鹃群落由多种生活型植物组成，其中以高位芽植物占优势，垂直结构以雷山

杜鹃为主的乔木层占优势，主要灌木和草本植物均呈斑块状镶嵌；雷山杜鹃群落多样性特征

表现为：Pielou 指数，草本层>灌木层>乔木层；Shannon-Wiener 指数，草本层〉灌木层〉乔

木层；Simpson 指数，乔木层〉草本层〉灌木层，根据以上数值可知雷山杜鹃群落草本层的物

种最为丰富，分布更为均勾，乔木层与草本层的优势种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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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山杜鸦（Rhododendron Leishanicum Fang et S.S.Chang ex D.F_Chamb.)为杜鹃花科杜鹃花属

常绿灌木至小乔木，为贵州特有种。树干弯曲，树皮灰色，有皱纹，树形呈半圆形或伞形，总状伞形

花序，有花 3~5 朵，花冠钟状，紫红色，可用于城市行道树或公园、庭院布置，是一种十分珍贵、美

丽的园林绿化树种。早期植物志记载的雷山杜鹃仅分布于雷公山，为贵州特有种。但国内到目前为止

仅有 5 篇关于雷山杜鹃的研究报道，且其研究区域并未涉及该模式标本分布地，研究内容仅包含雷山

杜鹃的种子萌发和菌根真菌浸染方面的内容，未见引种保育的相关报道，可见雷山杜鹃目前仍处于野

生和不被重视的状态。而关于雷山杜鹃的群落物种多样性方面的研究则少有报道。群落物种多样性是

表征群落学的重要指标，在反映植物群落的生境差异、群落结构组成和稳定性程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本研究对雷公山地区的雷山杜鹃的群落物种多样性特征进行调查及分析，目的在于明确雷山杜鹃

的群落特征及其物种多样性状况，探讨其资源量少、自然分布狭窄的主要生态原因，及其群落结构的

稳定性情况，为雷山杜鹃群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管理，以及雷山杜鹃种质资源的原地和迁地保护，

及其开发利用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雷公山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北纬 26°15'~26°32'，东经 108°5'~108°24'，海拔 650m~2178.8m

，属于亚热带湿润型气候，年平均气温因海拔高度而异，山麓为 14~16 丈、山腰为 11.7 丈、山顶为 9.2T

。无霜期 230d 以上，有结冰现象，结冰期约 20d;年降水量 1400mm〜1600mm,多集中在 4-9 月。雷公山

地区山地土壤垂直带显明，自山麓至山顶分布有山地黄壤、山地黄棕壤和山地灌丛草甸土。

2 材料与方法

2.1 样地设置与调查方法

本研究选取雷山杜鹃模式标本采集地——雷山雷公山，采用群落学、植物分类学和生态学方法，

分别于 5 月和 11 月对雷公山地区的雷山杜鹃生境和群落状况进行实地调查，采用样方调查法进行野外

调查，设置 20mx20m 样方调査乔木层，在 20mx20m 样方内 8 个面积 5mx5m 有代表性的样方调查灌木层

，在每个 5mx5m 样方中间设 1mxlm 的样方调查草本层。详细调查其生长分布地点、生长所需的土壤类

型、数量、影响其生长的环境因子、生长分布的海拔、调查树种的各项生长指标（冠幅、地径、树高

、胸径、生长势等）以及伴生树种的各项指标（冠幅、地径、树高、胸径、生长势等）。

2.2 数据处理方法



3 结果与分析

3.1 雷山杜鹃群落生境状况

由表 1 可知，雷山杜鹃集中分布在雷公山上部海拔 2155m 左右的接近山脊的陡峻山坡，坡向为东

、南向，坡度较大，达 70°以上，越过山脊则无雷山杜鹃分布，可见雷山杜鹃林为生态幅度比较狭窄

的植被类型。群落地区土壤类型是高山草甸土，土质较肥沃，但土层较薄，部分地块密被藓类植物，

其下即为岩石，而雷山杜鹃扎根其中。

群落中的雷山杜鹃开花情况良好，但结实情况一般(调查中发现 5 月开放的大部分花朵未结果）。

由表 2 可以看出，群落中可见一、二年生幼苗，仅见 1 株 3 年生小苗，可见雷山杜鹃的天然更新情况

不好。

3.2 雷山杜鹃群落结构与组成

调査结果显示，雷公山地区仅有 1 个雷山杜鹃群落，群落类型为雷山杜鹃+大箭竹+细叶青毛藓，

群落总郁闭度在 80%〜90%。



由表 3 知，雷山杜鹃群落由多种生活型的植物组成，其中高位芽植物 9 种，占种数的 40.91%，地

上芽植物 3 种，占种数的 13.64%，地面芽植物 6 种，占种数的 27.27%，隐芽植物 4 种，占种数的 18.

〗8%。高位芽植物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可见该群落所处地区为温暖、潮湿气候地区。

从垂直结构来看，雷山杜鹃的群落结构在层次构造上表现较为清楚，按植物个体的空间分布高度

可以划分出灌木层、乔木层、草本层（含地被植物），成层现象明显。但乔木层的数量较多，种类较

少，主要有雷山杜鹃、云锦杜鹃，平均树高 4m，覆盖率约为 80%;而草本层和灌木层的数量较少，种类

多，灌木层主要有大箭竹，平均树高约 1m、平均层覆盖率为 30%，草本层极不发育，以细叶青毛藓居

多，这与该地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关，层平均树高 0.1m，覆盖率约为 10%。

从水平结构看，除雷山杜鹃外，分布较多还有云锦杜鹃、大箭竹、细叶青毛藓，其他仅为少数几

株分布，且大部分为幼苗。而大箭竹和细叶青毛藓均呈斑块状分布，其中大箭竹呈斑块状分布主要是

由群落植被的遮荫作用导致的，因群落中的大箭竹生长在光照条件较好的林窗之下；细叶青毛藓呈斑

块状分布的原因可能与岩石分布状况有关，因其主要生长在岩石上。



3.3 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分析

图 1 显示了雷山杜鹃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值。该群落的物种丰富度 S 为 17。从图 1 可知，乔、

灌、草三个层次的多样性指数均表现为 Shannon-Wiener 指数高于 Pielou 指数，Simpson 指数值最低，

多样性指数值最高的为草本层的 Shannon-Wiener 指数值，而灌木层的 Simpson 指数值最低，已为负值

。

灌木层、乔木层、草本层在 Shannon-Wiener 指数上差异较大，草本层和灌木层的指数远大于乔木

层，值与物种丰富度紧密相关，并且呈正相关关系，由此表明草本层物种丰富度高。Pielou 指数 E 是

指群落中各个种的多度或重要值的均勻程度，由图 1 可以看出，均匀度指数表现为草本层>灌木层>乔

木层，草本层的物种分布更为均匀。Simpson 指数 P 群落中种数越多，各种个体分配越均匀，指数越高

，指示群落多样性好，是群落集中性的度量。从图 1 可知，群落中 Simpson 指数为乔木层>草本层>灌

木层，说明了大部分乔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数量主要集中于少数物种，优势种比较明显，其他树种占



很小的比例，而灌木层优势种并不明显。

4 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雷山杜鹃在雷公山地区的分布范围狭窄，仅集中分布在雷公山上部海拔 2155m 左右的

区域，未见单株分布情况，大部分植株生长良好，并见部分一、二年生幼苗，表明天然更新遇到一定

阻碍，而调查过程中并未发现人畜破坏现象，分析其原因：一方面，调查所见雷山杜鹃幼苗均生长在

林下细叶青毛藓中，而细叶青毛藓之下即为岩石，可能由于没有足够养分供幼苗成长；另一方面，可

能由于雷山杜鹃大树枝叶茂密，林下光照条件较差，致使幼苗得不到足够的光照继续生长，无法形成

大树。

雷山杜鹃群落包含有多种生活型植物，其中比较占优势的是高位芽植物，这说明此地区是潮湿、

温暖的气候地区，这与该地区的大环境气候一致。从水平结构来看，群落中分布较多的大箭竹和细叶

青毛藓呈斑块状镶嵌，很多学者认为，群落多样性之所以能够得到很好的维持，离不开植物群落斑状

结构的出现和维持[14]，可见这一结构对于群落多样性的维持具有积极作用。其中，大箭竹呈斑块状

镶嵌主要由群落植被的遮荫作用导致的。而群落中分布较多的地被植物细叶青毛藓亦呈斑块状镶嵌，

其形成原因可能与岩石分布（该藓主要分布在岩石上）和群落湿度有关。

雷公山地区雷山杜鹃群落物种多样性以草本层的物种丰富度最高，这与马克平等对山地森林植被

群落物种多样性分析中指出群落总丰富度主要受草本层丰富度的影响，草本层对群落物种多样性的贡

献最大的结论一致:11]。群落灌木层优势种不明显与调查中见到小群大箭竹植物似乎有矛盾，这可能

是雷山杜鹃等乔木层植物枝叶较为茂密的原因导致林下光照条件较差，林下灌木分布较少，多分布于

林缘。

稳定性学说认为物种越丰富，物种多样性越好，此区域生态环境就相对稳定。雷公山雷山杜鹃群

落的多样性值比较低，数值最高的草本层#值也仅为 2.3,由此得出地区的物种多样性较为一般，其生态



环境的稳定性较差。作为贵州特有的野生植物，雷山杜鹃应该予以重视和保护，然而，现实是：雷山

杜鹃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及保护，这从最近几年的研究报道便可探知，而现有分布区域，其资源量非

常有限，自然条件的限制又使得该资源难以完成自然更新，因此，应该加强对雷山杜鹃这一资源进行

基础性的调査研究，建立种质资源的原地和异地保育基地，从而有效地保护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

展其园林、庭园造景等景观运用研究，使其优美的姿态得以展示和利用，实现其生态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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