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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峡水库 %H* : 蓄水后，消落带内植物种类组成、空间分布格局以及多样性发生巨大变化。"##I 年 F J $ 月对

开县澎溪河及支流白夹溪沿岸海拔 %FH : 以下范围的植被进行调查：在澎溪河设置 D 个样带，在白夹溪设置 " 个样

带，共 %#I 个草本样方。结果表明：共发现 $I 种维管植物，分属于 DI 科 "$ 属，其中水生、湿生植物 H" 种；一年生植

物和隐芽植物种类丰富，分别占 H") #K 和 D%) *K ；调查区域内植被可划分为 %% 个群丛；沿河流侧向空间梯度可分为

河漫滩一年生草本植物带、苍耳带、双穗雀稗带、白茅带 + 个植物带；土壤含水率的变化及分布格局对消落带植物带

状分布有较大影响。研究表明消落带内植物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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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是湿地生态系统的基本生态因子和重要控制

因素［%］。湿地水位的高低、涨落、变动频率、持续时

间、发生时间等特征［"］影响着植物群落的种类组

成［D］、空间分布、生产量［+］、密度［H］以及生活史策

略［*］。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三峡水

库消落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库消落带之一。库区

实现 %FH : 蓄水后，三峡水库消落带总面积将达

D+I) D$ O:"［F］。"##* 年 %% 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至

%H* :。截止 "##I 年 I 月，在近 " 年的时间里，长期

的水淹和水位的季节变动导致消落带内植物种类组

成、植被空间分布格局及多样性发生巨大变化。为

此，本研究以三峡水库腹地的开县澎溪河湿地自然

保护区为研究区域，选取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消

落带区域，开展植物群落生态学的研究，着重阐述三

峡水库 %H* : 蓄水后消落带植物群落的种类组成、

植被类型、空间分布格局和多样性特征，并对水文条

件变化对植被格局及多样性的影响进行分析。本研

究旨在积累大型水库消落带植被变化的长期生态学

数据，并为水库消落带湿地生态保护、恢复重建及合

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 % 研究区域概况

开县澎溪河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东北

部，地处大巴山南麓、三峡库区腹地、长江三峡水库

支流 澎 溪 河 回 水 末 端。保 护 区 地 理 坐 标 为 东 经

%#IP"FQ+H) #HR J %#IPDHQ#) #HR，北纬 D%PHQDF) F+R J
D%P%"QD#) "*R，总面积 D*) I* O:"。保护区属于丘陵

低山地貌。由于受地质构造和岩性的控制，呈现狭

长条形山脉与丘陵相间的“ 平行岭谷”景观，形成

“四山三丘三分坝”的地貌特征。保护区属亚热带

湿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I) H S，极端最高气

温 +" S，极端最低气温G%) H S；多年平均降水量

% DIH ::。保护区内云雾较多，日照偏少，全年平均

日照总时数为 % D%* 5；相对湿度 I+ K 。澎溪河湿

地自然保护区地处三里河谷，地势平坦，消落带面积

广阔。

%) " 湿地土壤及水位变动

澎溪河河漫滩底质以小鹅卵石和粗砂为主。澎

溪河河岸二级阶地原分布有成片冬水田。冬水田土

壤为水稻土。每千克土壤中硝态氮含量、铵态氮含

量、总氮含量、总磷含量分别为（"*) # T I) D）、（%$) #
T %D) +）、（#) F T #) %）和（%) $ T #) I）:6。由于移民

外迁和三峡蓄水，大部分水田已撂荒。"##* 年三峡

水库 %H* : 蓄水后，水位呈现季节性变动。"##*—

"##F 年蓄水水位高 于 %H# : 的 天 数 约 为 %$# U。

"##F—"##I 年蓄水水位高于 %H# : 天数约为"## U。

%) D 野外调查及取样

"##I 年的 F J $ 月在澎溪河及其支流白夹溪沿

岸海拔 %FH : 以下范围进行野外调查及取样。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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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侧 向 空 间 梯 度，即 垂 直 于 河 岸 的 方 向，从 海 拔

!"# $处开始到海拔 !%# $，设置样带。每个样带

中，海拔每升高 # $，设置 ! 个采样断面。每个采样

断面中，选取代表性样地，设置 & ’ " 个 ! $ (! $ 草

本样方。本次调查在澎溪河设置 & 个样带，在白夹

溪设置 ) 个样带，共 !*+ 个草本样方。样方调查记

录植物种类、数量、高度、盖度。每个样方内取 * ’
# ,$和 # ’ !* ,$ 两层土样各一份，带回实验室，采

用烘干法测量土壤含水率。

!- "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丰富度指数（!!）［+］、./011213456167 多样性

指数（"8）、956:2; 均匀度指数（#）、.5$<=21 优势度指

数（$）［>］对植物群落多样性进行分析，用 .9..!#- *
进行方差分析，并运用 ?;1,01 多重比较法（?;1,01@=

$;:A5<:6 701B6 A6=A，?CDE）进行多重比较。

) 结果与分析

)- ! 植物种类组成

所有样方中，共调查 >+ 种维管植物，分属于 &+
科 )> 属（表 !）。物种数目较多的科为禾本科、莎草

科、菊科、蓼科、伞形科、玄参科等。禾本科物种数量

最多，占本次调查总物种数目的 !%- "F 。莎草科、

菊科、蓼 科 物 种 数 量 分 别 占 总 物 种 数 的 !*- *F 、

>G !+F 、H- !F ，其余各科物种所占比例均低于 #F 。

>+ 种植物中，一年生植物比例最高占 #)- *F ，隐芽

植物占 &!- HF ，地面芽植物占 !#- &F 。高位芽植物

数量最少，仅有白苞蒿 ! 种。水生、湿生植物物种丰

富，合计 #) 种，占总物种数的 #&- !F 。

表 !I 澎溪河消落带 !%# $ 以下区域植物种类

E0J- !I E/6 <:01A 2K 961BL5 75M67’N0A673:6M6:3K:;,A;0A521 ;1O67 !%# $ 0:A5A;O6

编号 中文名 拉丁名 科 属 D0;1P5067 生活型

! 井栏边草 %&’()* +,-&).)/0 凤尾蕨科 凤尾蕨属 Q7

) 问荆 #1,)*’&,+ 0(2’3*’ 木贼科 木贼属 Q7

& 披散木贼 #4 /)..,*,+ 木贼科 木贼属 Q7

" 笔管草 #4 (0+5*)**)+,+ 木贼科 木贼属 Q7

# 苹 60(*)-’0 1,0/().5-)0 苹科 苹属 Q7

H 蕺菜 "5,&&,73)0 85(/0&0 三白草科 蕺菜属 Q7

% 西南毛茛 !03,38,-,* .)80()).5-),* 毛茛科 毛茛属 E

+ 石龙芮 !4 *8’-’(0&,* 毛茛科 毛茛属 E

> 金鱼藻 9’(0&5:;7--,+ /’+’(*,+ 金鱼藻科 金鱼藻属 Q7

!* 莲 <’-,+=5 3,8).’(0 睡莲科 莲属 Q7

!! 水芹 >’303&;’ ?0:53)80 伞形科 水芹属 E

!) 野胡萝卜 $0,8,* 80(5&0 伞形科 胡萝卜属 E

!& 积雪草 9’3&’--0 0*)0&)80 伞形科 积雪草属 R

!" 天胡荽 "7/(585&7-’ *)=&;5(:)5)/’* 伞形科 天胡荽属 R

!# 酸模 !,+’@ 08’&5*0 蓼科 酸模属 E

!H 水蓼 %5-7A53,+ ;7/(5:):’( 蓼科 蓼属 E

!% 尼泊尔蓼 %4 3’:0-’3*’ 蓼科 蓼属 E

!+ 酸模叶蓼 %4 -0:0&;).5-),+ 蓼科 蓼属 E

!> 红蓼 %4 5()’3&0-’ 蓼科 蓼属 E

)* 杠板归 %4 :’(.5-)0&,+ 蓼科 蓼属 E

)! 喜旱莲子草 B-&’(303&;’(0 :;)-5@’(5)/’* 苋科 莲子草属 R

)) 青葙 9’-5*)0 0(A’3&’0 苋科 青葙属 E

)& 苋 B+0(03&;,* &()85-5( 苋科 苋属 E

)" 弹裂碎米荠 90(/0+)3’4 )+:0&)’3* 十字花科 碎米荠属 E

)# 合萌 B’*8;735+’3’ )3/)80 豆科 田皂角属 E

)H 野苜蓿 6’/)80A5 .0-80&0 豆科 苜蓿属 R

)% 圆叶节节菜 !5&0-0 (5&,3/).5-)0 千屈菜科 节节菜属 E

)+ 丁香蓼 C,/D)A)0 :(5*&(0&0 柳叶菜科 丁香蓼 E

)> 穗状狐尾藻 67()5:;7--,+ *:)80&,+ 小二仙草科 狐尾藻属 Q7

&* 鳢肠 #8-):&0 :(5*&(0&0 菊科 醴肠属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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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编号 中文名 拉丁名 科 属 "#$%&’#() 生活型

*! 鬼针草 !"#$%& ’"()&* 菊科 鬼针属 +

*, 苍耳 +*%,-"./ &"0"1"2./ 菊科 苍耳属 +

** 小蓬草 3)%45* 2*%*#$%&"& 菊科 白酒草属 +

*- 钻叶紫菀 6&,$1 &.0.(*,.& 菊科 紫菀属 +

*. 飞蓬 71"8$1)% *2$1 菊科 飞蓬属 +

*/ 艾 61,$/"&"* *184" 菊科 蒿属 +

*0 青蒿 69 2*1:";)("* 菊科 蒿属 +

*1 白苞蒿 69 (*2,";()1* 菊科 蒿属 2

*3 石龙尾 <"/%)’-"(* &$&&"(";()1* 玄参科 石龙尾属 4)

-5 陌上菜 <"%#$1%"* ’1)2./0$%& 玄参科 母草属 +

-! 泥花草 <9 *%,"’)#* 玄参科 母草属 +

-, 通泉草 =*5.& >*’)%"2.& 玄参科 通泉草属 +

-* 南方狸藻 ?,1"2.(*1"* *.&,1*("& 狸藻科 狸藻属 4)

-- 紫苏 @$1"((* ;1.,$&2$%& 唇形科 紫苏属 +

-. 益母草 <$)%.1.& *1,$/"&"* 唇形科 益母草属 +

-/ 薄荷 =$%,-* -*’()2*(4A 唇形科 薄荷属 +

-0 黑藻 B4#1"((* :$1,"2"((*,* 水鳖科 黑藻属 4)

-1 矮慈姑 C*8",,*1"* ’48/*$* 泽泻科 慈姑属 +

-3 欧洲慈姑 C9 &*8",,";)("* 泽泻科 慈姑属 4)

.5 眼子菜 @),*/)8$,)% #"&,"%2,.& 眼子菜科 眼子菜属 4)

.! 菹草 @9 21"&’.& 眼子菜科 眼子菜属 4)

., 篦齿眼子菜 @9 ’$2,"%*,.& 眼子菜科 眼子菜属 4)

.* 草茨藻 D*>*& 81*/"%$* 茨藻科 茨藻属 +

.- 小茨藻 D9 /"%)1 茨藻科 茨藻属 +

.. 鸭跖草 3)//$("%* 2)//.%"& 鸭跖草科 鸭跖草属 4)

./ 凤眼蓝 7"2--)1%"* 21*&&"’$& 雨久花科 凤眼蓝属 4)

.0 鸭舌草 =)%)2-)1"* :*8"%*("& 雨久花科 雨久花属 4)

.1 雨久花 =9 E)1&*E)F"" 雨久花科 雨久花属 4)

.3 芋 3)()2*&"* $&2.($%,* 天南星科 芋属 4)

/5 浮萍 <$/%* /"%)1 浮萍科 浮萍属 +

/! 紫萍 C’"1)#$(* ’)(411-"5* 浮萍科 紫萍属 +

/, 宽叶香蒲 G4’-* (*,";)("* 香蒲科 香蒲属 4)

/* 翅茎灯心草 H.%2.& *(*,.& 灯心草科 灯心草属 4)

/- 灯心草 H9 $;;.&.& 灯心草科 灯心草属 4)

/. 香附子 34’$1.& 1),.%#.& 莎草科 莎草属 4)

// 碎米莎草 39 "1"* 莎草科 莎草属 +

/0 异型莎草 39 #";;)1/"& 莎草科 莎草属 +

/1 红鳞扁莎 @421$.& &*%8."%)($%,.& 莎草科 扁莎草属 +

/3 短叶水蜈蚣 I4(("%8* 01$:";)("* 莎草科 水蜈蚣属 +

05 藨草 C2"1’.& ,1"J.$,$1 莎草科 藨草属 4)

0! 萤蔺 C9 >.%2)"#$& 莎草科 藨草属 4)

0, 木贼状荸荠 B$($)2-*1"& $J."&$,"%* 莎草科 荸荠属 4)

0* 牛毛毡 B9 4)E)&2$%&"& 莎草科 荸荠属 4)

0- 水虱草 K"/01"&,4("& /"("*2$* 莎草科 飘拂草属 +

0. 稗 72-"%)2-()* 21.&8*((" 禾本科 稗属 +

0/ 扁穗牛鞭草 B$/*1,-1"* 2)/’1$&&* 禾本科 牛鞭草属 6

00 双穗雀稗 @*&’*(./ ’*&’*()"#$& 禾本科 雀稗属 6

01 棒头草 @)(4’)8)% ;.8*A 禾本科 棒头草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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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编号 中文名 拉丁名 科 属 "#$%&’#() 生活型

*+ 菰 !"#$%"$ &$’"()&"$ 禾本科 菰属 ,)

-. 稻 *+,#$ -$’".$ 禾本科 稻属 /

-! 五节芒 /"-0$%’12- (&)+"32&2- 禾本科 芒属 0

-1 薏苡 4)"5 &$0+,6$78)9" 禾本科 薏苡属 0

-2 芦竹 :+2%3) 3)%$5 禾本科 芦竹属 0

-3 黑麦草 ;)&"26 <=+=%%= 禾本科 黑麦草属 /

-4 狗牙根 4,%)3)% 3$0’,&)% 禾本科 狗牙根属 0

-5 荩草 :+’1+$5)% 1"-<"32- 禾本科 荩草属 /

-* 光稃野燕麦 :.=%$ ($’2$ 禾本科 燕麦属 /

-- 白茅 >6<=+$’$ 0,&"%3+"0$ 禾本科 白茅属 0

-+ 硬秆子草 4$<"&&"<=3"26 $--"6"&= 禾本科 细柄草属 0

+. 马唐 ?"@"’$+"$ -$%@2"%$&" 禾本科 马唐属 /

+! 牛筋草 A&=2-"%= "%3"0$ 禾本科 穇属 0

+1 蕹菜 ><)6)=$ $B2$’"0$ 旋花科 番薯属 ,)

+2 龙葵 C)&$%26 %"@+26 茄科 茄属 /

+3 地果 D"02- ’"E)2$ 桑科 无花果属 0

+4 土荆芥 41=%)<)3"26 $69+)-")"3=- 藜科 藜属 /

+5 藜 4F $&926 藜科 藜属 /

+* 蛇莓 ?201=-%=$ "%3"0$ 蔷薇科 蛇莓属 0

+- 苎麻 G)=16=+"$ %".=$ 荨麻科 麻属 /

6 6 注：/———一年生植物；,)———隐芽植物；0———地面芽植物；7———高位芽植物。

18 1 植物群落类型

按照《中国植被》分类系统［!.］，并结合野外调查

结果，将调查区域内植被划分为 !! 个群丛。

白 茅 群 丛（ 9:: >6<=+$’$ 0,&"%3+"0$）：总 盖 度

*.; < +4; 。优势种为白茅，且多为单种群落，罕

见伴生种。

白茅—小 蓬 草 群 丛（ 9:: >6<=+$’$ 0,&"%3+"0$7
4)%,#$ 0$%$3=%-"-）：优势种为白茅、小蓬草。群落高

度 -. < !1. =>，总盖度 34; < +.;。伴生种主要有

荩草、双穗雀稗、飞蓬、狗牙根、地果、蛇莓。

艾—小蓬 草 群 丛（ 9:: :+’=6"-"$ $+@,"74)%,#$
0$%$3=%-"-）：优势种为艾、小蓬草。群落高度2. =>，

总盖度 5.; 。伴生种主要有狗牙根、蛇莓、荩草、苎

麻、井栏边草。

苍耳群丛（9:: H$%’1"26 -"9"+"026）：优势种为苍

耳。群落高度 *. < !1. =>，总盖度 !..; 。苍耳高

度 *4 < !2. =>，盖度 -.; < !..; 。伴生种主要有

双穗雀稗、狗牙根。偶见种为藜、笔管草、喜旱莲子

草、鳢肠、青葙、紫苏等。

双穗雀稗群丛（9:: I$-<$&26 <$-<$&)"3=-）：优势

种为双穗雀稗。群落高度 3. < 4. =>，总盖度 *.;
<+.; 。伴生种主要有萤蔺、水蓼、圆叶节节菜、苹、

喜旱莲子草、笔管草、狗牙根。偶见种为荩草、聚雪

草、眼子菜、青葙、牛筋草、青蒿、苍耳、白茅、红蓼。

藨 草—双 穗 雀 稗 群 丛（ 9:: C0"+<2- ’+"B2=’=+7
I$-<$&26 <$-<$&)"3=-）：优 势 种 为 藨 草、双 穗 雀 稗。

群落高度 3. < +.=>，总盖度 -.; <+.;。藨草高度

+. < !.. =>，盖度 2.; < 34; 。双穗雀稗高度 34 <
5. =>，盖度 4.; < *.;。伴生种主要有南方狸藻、

喜旱莲子草，偶见种为苹、聚雪草、水蓼。

喜 旱 莲 子 草 群 丛（ 9:: :&’=+%$%’1=+$ <1"&)5=+7
)"3=-）：优 势 种 为 喜 旱 莲 子 草。 群 落 高 度 34 <
4. =>，总盖度 54; < *4; 。伴生种主要有紫苑、小

蓬草、荩草。偶见种为白茅、紫苏。

萤蔺群丛（9:: C0"+<2- 82%0)"3=-）：优势种为萤

蔺。群落高度 3. < 4. =>，总盖度 *4; < +.; 。萤

蔺高度 5. < -. =>，盖度 2.; < 4.;。伴生种主要

有圆叶节节菜、水蓼、田子萍、喜旱莲子草、双穗雀

稗。偶见种为稗、眼子菜、藨草、紫苑。

酸模—香附子群丛（9:: J26=5 $0=’)-$74,<=+2-
+)’2%32-）：优势种为酸模、香附子。群落高度!3 =>，

总盖度 !.; 。偶见种为通泉草、陌上菜、稗、鳢肠。

宽叶香蒲群丛（9:: K,<1$ &$’"()&"$）：优势种为

宽叶香蒲。群落高度 !2. =>，总盖度 -.; 。伴生种

主要有喜旱莲子草、水蓼。

水蓼群丛（9:: I)&,@)%26 1,3+)<"<=+）：优势种

为水蓼。群落高度 3. =>，总盖度 14; 。伴生种主

要有苋菜、青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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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植被空间分布格局

$%& ’ 蓄水后，沿河流侧向空间梯度调查区域

内植物群落可分为 ( 个植物带。

河漫滩一年生草本植物带：位于消落带最低水

位线（$(% ’）的河漫滩。植被以一年生草本为主，

如青葙、水蓼、酸模等。植物密度、盖度均较低。主

要植物群落有水蓼群丛、酸模—香附子群丛。

苍耳带：分布在河岸一级阶地和二级阶地之间

的坡坎上，呈带状分布，带宽 % ) #* ’。苍耳密度在

#* 株 + ’! 左右。

双穗雀稗带：主要分布在河岸二级阶地的地势

低洼处，分布面积较大。优势群落为双穗雀稗群丛，

此外还有成斑块状镶嵌分布的藨草—双穗雀稗群

丛、宽叶香蒲群丛、喜旱莲子草群丛、萤蔺群丛分布。

白茅带：广泛分布在海拔 $%& ’ 以上的撂荒旱

地内。主要植物群落为白茅群丛。在白茅群丛边

缘，有白茅—小蓬草群丛分布。

!" ( 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

比较不同植物群落的多样性特征（ 图 $），可以

发现艾—小蓬草群丛的 !$ 值和 "#值最高，分别为

&$ %$ 和 $$ ,-。酸模—香附子群丛的 % 值最高。白

茅群丛为单种群落，物种丰富度多样性最低，& 值最

大。各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度指数、物种多样性指数

和均匀度指数均表现出大体相同的变化趋势，与优

势度指数的变化相反。总体上看，各植物群落类型

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较低。

!" % 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的空间格局

( 个植被带中，双穗雀稗带 !$ 值最高，为 #$ .$，

然后是是河漫滩上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带，!$ 值为

#/ &-，其次是苍耳带（图 !）。白茅带 !$ 值最低。"#
值、% 值的变化趋势与 !$ 值的变化趋势大体相同。

$：河漫滩一年生草本植物带；!：苍耳带；#：双穗雀稗带；(：白茅带

图 !0 沿澎溪河河流侧向的消落带植物

群落物种多样性格局

123" !0 456 789:29; 89::6<= >? 8;9=: @>’’A=2:B C2>D2E6<72:B 2=
F6=3G2 <2E6<’H9:6<I;6E6;I?;A@:A9:2>=

# 讨论

水因子控制着植物群落的生长和分布。三峡水

库 $%& ’ 蓄水后，消落带内原来的陆生生态系统转

变成湿地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水文过程与土壤水分

$：水蓼群丛；!：宽叶香蒲群丛；#：酸模—香附子群丛；(：萤蔺群丛；%：喜旱莲子草群丛；&：

藨草—双穗雀稗群丛；-：双穗雀稗群丛；,：苍耳群丛；.：艾—小蓬草群丛；$*：白茅—小蓬

草群丛；$$：白茅群丛

图 $0 澎溪河消落带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

123" $0 J2>D2E6<72:B >? 8;9=: @>’’A=2:B 2= H9:6<I;6E6;I
?;A@:A9:2>= K>=6 >? F6=3G2 L2E6<

分布格局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退水后，$%& ’ 以下区域，地势低

洼平坦，土壤为保水能力能很强的水

稻土，有机质含量高，因此形成大片积

水洼地。* ) % @’ 层和 % ) $* @’ 层土

壤含 水 率 分 别 为（!!" % M -" #）N 和

（!$" % M (" !）N（图 #），与河漫滩土壤

以及 $%& ’ 以上的撂荒旱地土壤含水

率差异显著（’ O *" *%）。土壤含水率

的增加为湿地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

的环境。双穗雀稗群丛成为澎溪河消

落带内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的植物群

落。

澎溪河河漫滩底质以砂石为主。

退水后，土壤水分丧失快，土壤含水率

最低（ 图 #）。同时由于基质不稳，植

物以一年生草本为主，植被稀疏、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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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幅图片中相同字母代表差异不显著，显著水平为 !" !#

图 $% 土壤含水率沿河流侧向的变化

&’(" $% )*+(’,-.’+/0 12/+(3 *4 5*’0 6/,37 1*+,3+,

低。澎溪河河岸一级阶地和二级阶地之间的土壤以

沙土为主，排水良好，! 8 # 19 层和 # 8 :! 19 层土壤

含水 率 分 别 为（ :;" <$ = :" #; ）> 和（ :?" @! =
:A :@）> 。苍耳成为河岸一级阶地和二级阶地之间

坡坎上的优势物种。澎溪河河岸海拔 :#? 9 以上的

撂荒旱地中，! 8 # 19 层和 # 8 :! 19 层土壤含水率

分别为（::" B# = :" C$）> 和（:!" <# = :" <!）> 。由

于土壤含水率低，光照充足，白茅在 :#? 9 以上的撂

荒旱地内迅速蔓延，成为优势种。退水后，土壤含水

率的变化及分布格局对消落带植物带状分布有较大

影响。

水文过程对湿地物种组成和多样性的影响具有

两面性（限制或促进）［::］。水文周期常常会决定这

% %

种影响的性质。三峡水库 :#? 9 蓄水期间，水位大

于 :#! 9 的天数长达半年。长期的水淹必然会选择

耐淹种类，排除不耐淹种类，同是降低植物物种多样

性。本次调查中发现 #B 种水生、湿生植物，占总物

种数的 #$" :> 。@ 个植被带中，双穗雀稗带和一年

生草本植物带物种多样性最高，但是一年生草本植

物带植物密度、盖度均低。苍耳带中，苍耳植株高、

盖度大、数量多，优势度显著，抑制了其它植物的生

长。白茅带中，白茅根深，地下茎节发达，繁殖蔓延

和生长能力强［:B］，植株密度高，其它植物难以生长，

常常出现白茅单种群落。因此，苍耳带和白茅带物

种多样性相对较低。总之，三峡水库 :#? 9 蓄水后，

长达半年的水淹使得澎溪河消落带内植物群落的物

种丰富度和多样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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