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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江夏区花山森林植被的演替趋势及对策 

袁率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0） 

【摘 要】江夏区花山森林植被的经过30 年的生长，原来的马尾松林已不适应现在的森林环境，通过调查该地

森林植被的现状，根据生态学原理，该地森林植被将演替为以樟树、槲栎、苦槠等为主常绿阔叶林。采用适当的方

式，可促进该地森林植被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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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有地球之肺的美称，它能大量地吸收二氧化碳及有害气体，不断制造人类和其他生物所需的氧气，净化空气，改善湿

度，是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是可再生资源，是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在国家经济建设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群落的演替关乎森林质量。本文以江夏区花山为例，研究该

地森林演替的趋势，对整个武汉地区的森林演替有重大意义。 

1 江夏区及花山地理情况 

江夏区坐落于长江中游南岸， 地处东经114º01’ ～114º35’、北纬29º58’～ 30º32’。全区地形以平原地形为主，主要

为滨江冲积平原，中部有成片海拔150m 的岗丘。江夏区属中亚热带过渡的湿润季风气候，其年平均气温介于15.9 ～ 17.9℃之

间，历年平均值为16.8℃，年总降水量为889.2 ～ 1 862.6mm，年平均降水量为1347.7mm，日照时数为1450 ～ 2050 小时之间，

温暖湿润、四季鲜明、热量丰富、降水充沛、光照充足，雨热同季。 

2 研究方法 

2.1 典型地块普查 

选取一定面积具有代表性的地块对区域内的所有植被进行清查，记录数量、种类科属，调查植被的来源及生长状况，作为

数据分析的基础。 

2.2 演替分析 

根据普查的数据，结合植被演替的种类及特点，对研究地域的森林群落发展的方向进行判断及预测。 

3 花山南麓森林植被普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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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山森林是江夏区重要的森林资源之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花山南麓森林（湖北生态职业技术学院校内）面积有7hm2，经

过森林调查，现有乔木植物36 种，灌木23 种，草本39 种，藤本5 种。 

3.1 区域植被生长型情况（见表 1） 

 

3.2 区域植被科属情况（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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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区域内植被多度情况 

成团状分布的植被有马尾松、樟树、檫木、苦槠、枫香、山胡椒、苦槠、大青、槲栎、冬青、构树。 

成散状分布的植被有君迁子、黄连木、花榈木、杜仲、黄檗、夹竹桃、芫花、多花蔷薇等。 

偶见植被有榔榆、泡桐、野山楂、福建柏、茶、龙爪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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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区域内植被来源情况 

3.4.1 乡土植被。马尾松、樟树、檫木、苦槠、山胡椒、苦槠、大青、槲栎、冬青、构树。 

3.4.2 园林绿化带入植被。榔榆、龙爪槐、夹竹桃、紫丁香、小叶朴、羽衣甘蓝、羽叶薰衣草。 

3.4.3 人为栽植药用植被。杜仲、厚朴、丹参、沙参、桔梗、竹叶柴胡、茵陈蒿、白术、射干。 

4 演替趋势 

根据典型地块的普查，发现经过30 多年的森林成长，目前占据森林植被的主林层主要仍为马尾松针叶林，但生长趋势减退，

林地内未见马尾松林自然更新，部分马尾松出现枯死及自然稀疏现象，其他常绿阔叶植物已陆续占据次林层，以樟树、槲栎、

苦槠、檫木居多，森林内有自然更新，灌木层多以大青、山胡椒为主。根据林地的现状及江夏区气候的特征，花山森林植被未

来由以马尾松为优势种的森林群落将演替为樟树、槲栎、苦槠为主常绿阔叶林。马尾松林将进一步减少及自然死亡，而替代的

樟树、槲栎、苦槠等将进一步占据主林层，成为森林的优势种群。真阔混交林将逐步过渡到纯常绿阔叶林。 

5 对策 

5.1 加快对马尾松植株的利用 

马尾松在整个森林植被所起的作用已经变小，其盖度在缩小，马尾松林的适度采伐将不会对现有植被造成损害，而有利于

腾出生态位利于其他植被的生长，可以有计划的对马尾松进行砍伐。首先采伐枯死及生长趋势已经停止的植株，其次，分年度

根据森林内马尾松的分布及密度，制订采伐计划，采取砍小留大，砍衰留旺的方法，均匀的采伐森林内马尾松。最终达到马尾

松林同常绿阔叶林的正常过渡。 

5.2 建立良好的森林生态关系 

在森林演替过程中，由于原马尾松林的环境，下层灌木生长旺盛，如果不对下层灌木进行管理，林地内将很难形成健康的

乔木林，故在演替过程中，还要对底层的灌木进行适当的割灌处理，为培育新的阔叶林提供生长空间。可在每年秋冬季节对林

内的较集中的灌木带进行割灌，为阔叶乔木提供空间。 

5.3 保护好伴生树种 

对森林内偶见的伴生树种，在采伐及割灌过程中要重点保护，不能清除。伴生树种对森林质量的提高有重要作用。而人为

栽植药用植被、绿化带入植被，具有生态入侵的植被要坚决清除，其他植被根据其生长情况让其自然竞争，最终达到森林内部

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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