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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甘肃省正宁县中湾林场为研究点, 采用标准样地调查法, 应用物种丰富度、Sim pson 指数、Shannon

Wiener指数、P ielou均匀度指数分析了人工油松林和天然油松林群落 多样性动态特征、群落结构特征及群

落相似性。结果表明,人工油松林和天然油松林均具有比较丰富的物种组成,分别为 69 种和 57 种,两种群落

多样性指数变化规律一致,依次为灌木层、草本层和乔木层。群落总体的多样性除 Pielou 指数的最大值出现

在阴坡的天然林外,群落总体的物种丰富度、Simpson 指数、Shannon 指数均在阴坡的人工林达到最高峰, 表

明生长在阴坡的人工油松林,其群落总体的多样性指数较大。不同坡向的天然林群落相似性显著高于处于不

同坡向的人工林,无论在物种组成还是在多样性及群落空间结构上, 天然林和人工林均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在黄土丘陵区通过适当人工抚育措施可以有效地增加林下植被的种类和盖度, 促进人工林的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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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feature o f the community diversity no t only gives insight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he

fo rest , but also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increasing the product ivity of the fo rest . T he community diver

sity and the comparability indices o f the natural Pinus tabulaef ormis and ar tif icial Pinus tabulaef or

mis in Z iw uling r eg ion w er e comparat ively studied by standar d quadrat ic method and using the meth

ods of species abundance, Simpson index , Shannon Wienner index, P ielou's evenness index . T he re

sults show ed that the art if icial Pinus tabulaef ormis and natural Pinus tabulaef ormis bo th had the

quite rich species composit ion, they are 69 and 57, r espect ively. T his tw o forest types had similar

tr ends o f the community div ersity as shrubs > herbs> tr ees.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w ho le communi

ty diversity, the average of the relat iv e thickness of the leaf lay er and the relative coverage of each liv

ing form w ere used as w eighting parameter s. 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 art if icial P inus tabulaef or

mis in shade slope had the highest community div ersity . T he result of sim ilar ity comparison indicated

that ther e had the highest comparability indices of natur al P inus tabulaef ormis forests in different

slopes. Regardless of the species composit ion and the community spat ial st ructure o f the natural fo rest

and the artif icial fo rest , this tw o forest types had the high similarity . It w as proved that the proper ar

t if icial measures can increase both the quant ity and the coverage of the forestla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 tif icial for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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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子午岭林区是泾河和洛河两大水系

的分水岭,是该区惟一保存较完整的次生林区,在

区域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作

用。子午岭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不同的生态环境为

各类生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 使子午岭不仅

有比较丰富的植物资源, 而且成为西北半湿润、

半干旱地区重要的天然种质资源库, 同时也成为

研究黄土高原植被演替、气候变迁、土壤侵蚀及生

物多样性监测的重点区域
[ 1]
。子午岭林区目前幸

存的天然林资源经过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的双重

影响,森林植被面积逐渐缩小,林分质量也呈降低

的趋势[ 2]。但是由于黄土丘陵区的地理条件限

制, 人工林建设一直以来受该地区水热条件限

制
[ 3]
,加上造林密度过大,导致土壤干燥化现象的

出现,人工林自然更新不良[ 4] , 造林成活率不高、

林分质量差[ 5]。因此, 对黄土丘陵区森林植被多

样性及其功能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油松( Pinus tabulaef ormis )是黄土高原地区

广泛分布的常绿针叶树种,也是暖温带湿润半湿

润气候区的地带性植被[ 6] , 它在保持水土、涵养水

源及改良土壤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有关黄土

区油松林地群落结构、生物生产力、水源涵养功能

及养分问题研究有过不少报道
[ 4 9]

,目前对人工林

群落结构的研究主要针对乔木层
[ 9 10]
和林下草

本层
[ 11 12]

; 李裕元
[ 13]
探讨了黄土高原子午岭林

区主要次生天然林和人工林在群落特征、多样性

方面的差异。但对黄土高原不同立地条件下同种

林分的人工林和天然林群落结构特征与生物多样

性差异还缺乏深入探讨。本研究以黄土高原子午

岭林区的天然油松林和人工油松林为研究对象,

应用时空互代法对两种林分群落结构特征、群落

多样性进行分析, 以探讨人工油松林和天然油松

林的群落结构特征及多样性差异, 揭示不同森林

管理方式对森林群落结构和群落多样性的影响,

为黄土高原地区的植被重建与人工林的天然恢复

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自然概况

研究区位于黄土高原中部子午岭林区南端的

甘肃正宁县中湾林场, 地理坐标为 108 27!E, 35 

17!N,属黄土丘陵沟壑地貌, 海拔 1 246~ 1 756

m, 坡度大多在 15 ~ 35 间。多年平均降水量
588. 2 mm, 其中 7~ 9 月份降水占到 63%, 年蒸

发量 1 228. 3 mm ,干燥度 0. 72。土壤以森林灰

褐土为主, 7. 5~ 8. 2。由于受自然地理和气候条

件的影响,该区森林植被及其资源的分布在阴阳

坡差异很大, 一般阳坡、梁峁少林或无林, 多为灌

木林或草本, 阴坡和沟谷多为天然次生林。由于

相对高差不大,森林植被的垂直分布不明显,但因

地形受长期流水的侵蚀而形成很多的沟谷,导致

生态环境的不断变化, 使森林植被的水平分布变

得较为复杂[ 9]。

该区油松林层次分化明显, 天然油松常形成

单优群落,主林层主要由油松占据,但混有一定数

量的演替先锋树种, 如山杨 ( Populus d avidi

ana )、杜梨( P y rus betulaef olia) 等。同时随林龄

阶段的变化亦出现由幼苗组成的更新层和幼树组

成的更替层, 并出现了大量的辽东栎(Qer cu sl i

aotung ensi s )、漆树 ( Tox icodendr on ver nici f l

num)等阔叶树种, 表现出良好的恢复和向原始

类型靠近的发展趋势 [ 5]。林下灌木层有虎榛子

(Qst ry op si s dav idiana )、胡枝子( L esp edez a bi

color )、黄刺玫 ( Rose x anthina )、麻叶绣线菊

( Sp ir aea cantoniensis )、毛樱桃( P runusto mento

sa )、茶条槭( A cer ginnala )、陕西荚蒾( Vibur num

schensianum)、鞘柄菝契( Smilax stans)、北京丁

香( S yr ingap ek inensi s)、卫矛( Euonymusalatus)

等;草本层主要有披针苔草( Carex lanceolata)、

瓣蕊唐松草( T hal ictr um petaliodeum )等。

2 研究方法

2. 1 样地设置与调查

在立地条件基本一致的人工油松林和天然油

松林,按照不同坡向(阴坡和阳坡)选取 4块样地

(表 1) , 在不同坡向的人工油松林和天然油松林,

分别设置 20 m ∀ 20 m 的样方 10个, 共调查 20

m ∀ 20 m 的样方 40个,调查乔木每木高度、胸径

和冠幅、数量及盖度等项目; 将每个样方细分为 5

m ∀ 5 m 的小样方, 调查乔木幼树和灌木的高度、

盖度、株(丛)数;在每个 5 m ∀ 5m 的小样方的右

下方设置 1个 1 m ∀ 1 m 的小样方,调查草本的

高度、盖度、株丛数等, 同时记录样地的经度、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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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海拔、坡度、坡向等。

2. 2 重要值( IV)计算

重要值( IV)是以综合数值来表示群落中不

同种群的相对重要性, 它是研究群落结构的重要

指标之一,主要依据宋永昌( 2001)方法来分析乔

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重要值的变化[ 14]。

2. 3 多样性指数计算

植物群落多样性选择了物种丰富度 ( S)、多

样性指数( Simpson 指数 ( D) , Shannon Wienner

指数( H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和相似性指数

( Is)进行了测度 [ 15 16]。

2. 4 群落多样性指数加权参数计算

根据森林群落的垂直结构, 特别是不同生长

型的叶层(林冠)的相对厚度和相对盖度之和, 作

为测度群落总体多样性指数时对不同生长型的多

样性指数进行加权的参数[ 17] , 在计算分析过程

中,乔木层的叶层(林冠)厚度按乔木层高度的1/ 3

计算,灌木层按 1/ 2 计算, 草本层按草本层高度

100%计算。

表 1 子午岭天然油松林和人工油松林林龄与立地条件

Table 1 Tree ages and site conditions of the selected natural Pinus tabulaef ormis

and artificial Pinus tabulaef ormis in Ziwuling

森林类型
Forest
types

立地条件
S ite

condit ion

平均
林龄
For est
ag e
/ a

海拔
Alt itu de

/ m

坡向
Slop e

direct ion

地理位置
Geographical

posit ion

坡度
S lope
/ 

平均
树高

Average
height
/ m

植物
种数

Number
of

species

郁闭度
C anopy
closure

人工油松林
P. tabu lae f omis p lanj tation

Asu 30 1592
阳坡

Sunn y s lope
N35 26!41. 4∃
E108 34!00. 3∃ 21~ 23 10. 70 48 0. 65

人工油松林
P. tabu lae f omis p lanj tation

Acu 30 1606
阴坡

Cloudy slope
N35 26!40. 5∃
E108 33!48. 9∃ 15~ 24 11. 70 69 0. 70

天然油松林
P. tabu lae f omis f or est

Ncu 40 1610
阴坡

Cloudy slope
N35 27!23. 3∃
E108 35!32. 9∃ 18~ 25 12. 83 47 0. 60

天然油松林
P. tabu lae f omis f or est

Nsu 41 1610
阳坡

Sunn y s lope
N35 27!11. 2∃
E108 35!38. 9∃ 20~ 28 12. 07 51 0. 50

天然油松林
P. tabu lae f omis f or est

Ncv 41 1479
阴坡谷底

Valley in clou dy slope
N35 27!31. 8∃
E108 35!23. 5∃ 20~ 28 17. 03 57 0. 40

注: Asu.人工油松林阳坡上坡位; Acu.人工油松林阴坡上坡位; Ncu. 天然油松林阴坡上坡位; Nsu. 天然油松林阳坡上坡位; Ncv. 天

然油松林阴坡谷底; 下同。

Note: Asu. U phill posit ion in Sunny s lope of art if icial p. tabulaefomis forest ; Acu. U phill posit ion in cloudy s lope of art if icial p. tabulae

fomis for est ; Ncu. Uphil l posit ion in cloudy slope of natural p. tab ulaefomis forest ; Nsu. U phill posit ion in sunny slope of natu ral p. tabu

laefomis fores t; Ncv. Val ley in cloudy slope of natu ral p. tabulaefomis for est . Th e same below.

3 结果与分析

3. 1 人工油松林和天然油松林的 多样性比较

3. 1. 1 草本层的多样性指数 在阴坡的天然油

松林, Simpson指数达到最高峰, P ielou 指数在谷

底的天然油松林达到峰值, 而物种丰富度 S 和

Shannon 指数在阴坡的人工油松林达到峰值,

Simpson指数最大的天然油松阳坡, 物种丰富度

却不是最大(图 1)。以上结果表明, 草本层的多

样性,阳坡的天然林除了均匀度指数外,其物种丰

富度指数、Simpson 指数及 Shannon指数均高于

人工林,而阴坡的天然林各指数均小于人工林;阴

坡的人工林多样性和物种丰富度高于阳坡的人工

林;而对于天然林结果却相反,阳坡比阴坡物种丰

富,多样性也高于阴坡;谷底的天然林多样性指数

和物种丰富度略高于上坡位的天然林, 这说明不

同地形条件对群落多样性有很大的影响。均匀度

指数在各样地差异不明显。

D. Simp son index; H. S han non W ien ner in dex; J . Pielou%

even nes s id ex; S. Species richness index

图 1 子午岭人工油松林和天然油松林

群落草本层物种多样性变化

Fig. 1 The species diversities in the herb layer of the

natural Pinus tabulaef ormis and artificial

Pinus tabulaef ormis in Ziw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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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灌木层的多样性指数 灌木层的物种丰

富度峰值达到 42,物种丰富度都比较大, 有较高

的多样性。物种丰富度指数的峰值出现在阴坡的

人工林,而 Simpson指数、Shannon指数和 Pielou

指数的峰值均出现阴坡谷底的天然林, 物种丰富

度指数和 Shannon 指数最小值出现在阳坡的天

然林(图 2)。阳坡的人工林除了均匀度低于阳坡

的天然林外, Simpson指数、Shannon指数以及丰

富度指数均大于阳坡天然林; 阴坡的人工林物种

丰富度和多样性都高于阴坡天然林。阴坡的人工

林无论是物种丰富度还是多样性均高于阳坡的人

工林;而阳坡的天然林除了物种丰富度低于阴坡

天然林外, Simpson指数、Shannon 指数和 Pielou

指数都高于阴坡天然林;谷底的天然林多样性各

指标和物种丰富度一致高于上坡位的天然林, 其

结果与草本层结果基本一致。除了阳坡人工林的

均匀度 Pielou 指数外, 在其余 4个样地均匀度几

乎没有差异; Simpson指数在各样地均差别不大。

图 2 子午岭人工油松林和天然油松林群落

灌木层物种多样性变化

Fig. 2 The species diversities in the shrub layer of

the natural Pinus tabulaef ormis and artificial

Pinus tabulaef ormis in Ziwuling

3. 1. 3 乔木层的多样性指数 由于该区的油松

林是纯林,乔木层物种组成单一。天然林内, 出现

了少数的辽东栎( Qer cu sl iaotungensis ) , 而在人

工林内几乎没有其他树种,该区的油松林乔木层

物种组成不丰富,多样性低(图 3)。

3. 2 群落总体的 多样性特征

多样性指数的加权参数(W i )计算结果表明,

乔木层对油松林群落组成、功能、生产力、动态与

稳定性等方面的贡献最大,灌木次之,草本对群落

影响作用最小(表 2)。乔木层的生长发育特征直

接影响着灌木层和草本层的组成和结构,而且影

响着群落整体的组成和结构特征。

利用 W i 值对人工油松林和天然油松林的各

层次群落多样性进行加权, 除 Pielou 指数的最大

值出现在阴坡的天然林外,群落总体的物种丰富

度、Simpson指数、Shannon指数均在阴坡的人工

林达到最高峰(表 3) ,这说明适当的人工抚育措

施,能够促进森林生长。在不同地形两种林分的

对比中,谷底的天然油松林明显优于上坡位的天

然油松林,这说明不同地形和环境,对林分多样性

具有重要的影响。

图 3 子午岭人工油松林和天然油松林

群落乔木层物种多样性变化

Fig. 3 The species diversities in the tree layer of the

natural Pinus tabulaef ormis and artificial

Pinus tabulaef ormis in Ziwuling

3. 3 人工林和天然林群落相似性比较

由于乔木层物种组成单一, 各类型林分的乔

木层基本相似(表 4)。结果表明, 天然林阴阳坡

的油松林相似性最高, 灌木层主要的相同物种有

茶条槭、刚毛忍冬( L onicera hisp id a)、杜梨、胡颓

子( Elaeag uns pung ens ) 胡枝子、黄刺檗 ( Ber

ber i s. aggr eata. schneid )、黄刺玫、金银忍冬

( L onicer a maack il l )、毛药忍冬 ( L onicera ser re

ana )、辽东栎、毛樱桃、鞘柄菝契、漆树、南蛇藤

( Celastr us or biculatus )、陕西荚蒾、麻叶绣线菊

等,辽东栎和陕西荚蒾是显著的优势种。草本层

的共有物种主要有披针苔草、蛇莓 ( Duchesnea

indica)、北千里光( Senecio dubi tabil i s )、甘肃臭

草(M el ica p r z ew alsky i )、紫穗槐( A morp ha f ru

ticosa)等,其中披针苔草为草本层中优势种。人

工林和天然林也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草本均以披

针苔草为群落的优势种,北千里光等均在两种群

落中出现;灌木层以茶条槭、胡颓子、胡枝子、黄刺

檗、黄刺玫、辽东栎、鞘柄菝契、陕西荚蒾等为共有

种,辽东栎在所有群落中均为优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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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子午岭人工油松林和天然油松林群落 W i 值的变化

Table 2 Wi value of the natural Pinus tabulaef ormis and artificial Pinus tabulaef ormis in Ziwuling

项目
Item

人工阳坡林 Asu
P . tabulaef omis

planjtat ion

人工林阴坡 Acu
P. tabu lae f omis

planjtat ion

天然林阳坡 Nsu
P . ta bulaef omis

f orest

天然林阴坡 Ncu
P. tabu lae f omis

f orest

天然林谷底阴坡 Ncv
P . ta bulaef omis

f orest

W1 0. 666 0. 663 0. 704 0. 661 0. 619

W2 0. 304 0. 311 0. 288 0. 313 0. 357

W3 0. 030 0. 026 0. 035 0. 026 0. 024

表 3 子午岭人工油松林和天然油松林群落总体的多样性指数

Table 3 The general diversity indices of the natural Pinus tabulaef ormis

and artificial Pinus tabulaef ormis in Ziwuling

多样性指数
Divers ity indices

人工阳坡林
Asu

人工林阴坡
Acu

天然林阳坡
Nsu

天然林阴坡
Ncu

天然林谷底阴坡
Ncv

物种丰富度指数 S 19 30 23 19 24

S impson指数 D 0. 797 0. 851 0. 850 0. 829 0. 846

Shannon指数 H 1. 008 1. 166 1. 067 0. 980 1. 102

Pielou 指数 J 0. 787 0. 782 0. 781 0. 806 0. 803

表 4 子午岭人工油松林和天然油松林相似性指数( Is)

Table 4 The comparison of the comparability indices of the natural Pinus

tabulaef ormis and artificial Pinus tabulaef ormis in Ziwuling

项目
Item

人工阳 人工阴
Asu Acu

人工阳天然阳
Asu Ncu

天然阳 天然阴
Nsu Ncu

人工阴 天然阴
Acu Ncu

天然阴天然谷底
Ncu Ncv

草本层 Herb lay er 44. 44 33. 33 54. 55 45. 16 50. 00

灌木层 Shrub layer 56. 52 57. 5 74. 29 60. 00 66. 67

乔木层 Tree layer 100. 00 33. 33 100. 00 50. 00 50. 00

群落组成 IV 的分层计算结果表明草本层的

优势种的优势度明显高于灌木层优势种,其中披

针苔草在各落群落中均占有绝对的优势,披针苔

草是喜阴的草本, 比较容易适应油松林冠下的环

境条件。在灌木层内, 其优势种的优势度相对较

低,由 5个以上 IV 比较相近的物种组成,形成共

优群落(表 5)。但是从灌木层的物种组成来看,

其共优群落物种存在一定差异, 人工林的共优群

落由荀子( Cotoneaster mult if lor us Bunge )、辽东

栎、麻叶绣线菊和陕西莢蒾构成;天然林的共优群

落由荀子、辽东栎、黄刺玫、陕西莢蒾和红瑞木组

成;而谷底的天然林共优群落组成则差异较大,主

要由辽东栎、胡枝子、茶条槭、荀子和虎榛子组成。

表 5 子午岭人工油松林和天然油松林群落主要组成与重要值

Table 5 The importances values( IV) of the domain components in the natural

Pinus tabulaef ormis and aritif icial Pinus tabulaef ormis in Ziwuling

森林类型
Forest
types

乔木层 T ree layer

种名
Species name

重要值
IV

灌木层 Shrub layer

种名
Species n am e

重要值
IV

草本层 H erb layer

种名
Species name

重要值
IV

人工油松林 阳坡
Arti ficial

油松 P inustabu lae f ormi s 83. 37
荀子 Cotoneast er mult i f l o
rus Bung e

8. 94 披针苔草 Car ex lance olata 46. 41

P. tabulaef omis
p lanj tat ion Asu

漆树 Tox icod endr on de la
vay i

16. 63 红瑞木 Sw ida alba 6. 99
穿龙薯蓣 Dioscor ea nip pon
ica

12. 95

辽东栎 Quer cus w utai shani
ca

6. 88 云南紫菀 A ste r yu nnanensis 6. 39

麻叶绣线菊 S p i raea can
toniensi s

5. 93
二苞黄精 Polyg onatum in
voluc ratum

5. 48

陕西莢蒾 Viburnum sch ens
ianum

5. 73 紫穗槐 Amorp ha f rut i cosa 5. 24
人工油松林 阴坡
Ar ti f icial P . tabu
lae f omis p lanj ta
tion A cu

油松 Pinus tabulaef or mis 100
辽东栎 Quer cus w utai shani
ca

7. 71 披针苔草 Carex lanc eolata 36. 40

红瑞木 Sw ida alba 6. 93
穿龙薯蓣 Dioscor ea nip pon
ica

9. 94

麻叶绣线菊 S p i raea can
toniensi s

6. 59 茜草 R ubiacord igf ol ia 7. 84

陕西莢蒾 Vibur num sch ens
ianum

6. 05 北千里光 S enecio d ubi tabi li s 6.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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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森林类型
Forest
types

乔木层 T ree layer

种名
Species name

重要值
IV

灌木层 Shrub layer

种名
Species n am e

重要值
IV

草本层 H erb layer

种名
Species name

重要值
IV

荀子 Cotoneast er mult i f l o
rus Bung e

5. 60 紫穗槐 A morp ha f r ut ic osa 5. 75

天然油松林 阳坡
Natura l P . tabulae
f omis f orest N su

油松 Pin us tabulaeform is 100
荀子 Cotoneast er mult i f l o
rus Bung e

9. 04 披针苔草 Car ex lance olata 44. 87

辽东栎 Quer cus w utaishan
ica

2. 79
辽东栎 Quer cus w utai shani
ca

8. 53 莎草 Cyp eru s 12. 39

黄刺玫 R osa x anth ina 7. 18 北千里光 S enecio d ubi tabi li s 8. 44

陕西莢蒾 Vibur num sch ens
ianum

6. 07
甘肃臭草 Mel ica p rz ew al
skyi

8. 04

红瑞木 Sw ida alba 5. 88
二苞黄精 Polyg onatum in
voluc ratum

7. 17

天然油松林 阴坡
Natura l P . tabulae
f omis f orest N cu

油松 Pinus tabulaef or mis 56. 70
辽东栎 Quer cus w utai shani
ca

13.11 披针苔草 Carex lanc eolata 31. 39

辽东栎 Quer cus w utaishan
ica 14. 18

荀子 Cotoneast er mult i f l o
rus Bung e 10.30 北千里光 S ene cio d ubi tabi li s 17. 58

黄刺玫 R osa x anth ina 8. 15 铁杆蒿 Ar temisia sac rorum 12. 09

陕西莢蒾 Viburnum sch ens
ianum

6. 46 三叶草 Tr if olium p ratense 11. 01

胡枝子 L esp ed ez a bicolor 6. 41
三褶脉紫菀 A ster age ra
toide s T urc z

6. 29

天然油松林谷底阴
坡 Natur al P . tabu
lae f omis f orest N cv

油松 Pinus tabulaef or mis 100
辽东栎 Quer cus w utai shani
ca

8. 48 披针苔草 Car ex lance olata 34. 95

荀子 Cotoneast er mult i f l o
rus Bung e

6. 81 北千里光 S enecio d ubi tabi li s 20. 62

胡枝子 L esp ed ez a bicolor 6. 15 铁杆蒿 Ar temisia sac rorum 9. 11

茶条槭 A . g innala 5. 50
穿龙薯蓣 Dioscor ea nip pon
ica

6. 63

虎榛子 Ost ry op si s d av idian 4. 97 蛇莓 Duchesnea ind ica 6. 52

4 小结

黄土高原子午岭林区人工油松林和天然油松

林均具有比较丰富的物种组成, 植物多样性主要

体现在灌木层的多样性上,其乔木层的多样性显

著偏低。群落多样性指数在各群落中呈现相同规

律:灌木层> 草本层> 乔木层。利用群落各生长

型的叶层相对厚度和相对盖度作为加权参数, 对

群落总体的物种多样性指数进行了测度,结果表

明, 在阴坡的人工油松林群落多样性指数较大。

人工油松林和天然油松林群落结构发育完全,乔、

灌、草层次结构明显。

天然油松林和人工油松林相比,无论在物种

组成还是在多样性及群落空间结构上, 均具有较

高的相似性。同处于阴坡的人工林和天然林的相

似性大于处于其他坡向的人工林。不同坡向的天

然油松林的物种组成相似性最大, 人工油松林和

天然油松林亦具有很高的相似性, 该结果不仅说

明了在研究区, 人工油松林和天然油松林立地条

件非常相似,同时人工油松林多样性高于天然油

松林也证明了适当的人工抚育措施能促进植株的

生长和林下植被种类和盖度的增加, 维持林分稳

定。在子午岭林区, 人工油松林和天然油松多样

性均比较高, 林分生长状况良好, 少有出现小老

树,该现象说明油松林是黄土高原地区造林的首

选优良树种,也进一步证明了在黄土高原水土保

持生态环境工程中人工林建设中遵循适地适树的

科学性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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