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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群落全層物種多樣性指數估算法 

殷祚雲 

（仲愷農業工程學院園藝園林學院，廣東 廣州 510230） 

 
摘要：森林群落研究中，通常採用樣方法分多層取樣調查每個物種的多度（株數、個體數），再計算各層的

物種多樣性指數，鮮見對整個群落全部層次（全層）的多樣性指數進行估算。本文基於類似Hubbell中性理

論的假設即群落中每個物種的多度與取樣面積成正比，估算群落全層的物種多樣性指數（以Shannon-

Wiener信息論指數和Simpson概率論指數為例）。分3層（如在喬木層樣方中再設置多個灌木層亞樣方和多個

草本層小樣方）進行群落調查時，取樣面積分別設為AQ、AG、AC且有AQ＞AG＞AC（如1999年廣東肇慶鼎湖山森

林生態系統定位站所設1 ha樣方中AQ＝10,000 m
2
, AG＝625 m

2
, AC＝25 m

2
）。各層物種多度進行尺度轉換，

即統一換算成取樣面積為三層中最小AC時的多度，再分種類彙總為群落全層各物種的多度，則群落全層的

Shannon-Wiener物種多樣性指數為DSW＝－∑pilog2pi；Simpson物種多樣性指數為DSim＝1－∑pi
2
，兩式中：i

＝1, 2, …, S，S為包含全部灌木層亞樣方和草本層小樣方的喬木層樣方中物種總數即S＝SQ＋SG＋SC－S∩，

其中SQ、SG、SC和S∩分別為喬灌草三層中物種數及各層間共有種數；pi是指群落全層中第i個物種多度Ni佔所

有物種總多度N的比例，即：pi＝Ni／N＝(NQiAC/AQ＋NGiAC/AG＋NCi)／(NQAC/AQ＋NGAC/AG＋NC)，其中NQi、NGi和NCi

分別為喬木層樣方、灌木層亞樣方和草本層小樣方中第i個物種多度，NQ、NG和NC分別是上述3層樣方中所有

物種的總多度。同理，若以1.5 m高為界劃分為相互獨立的林上層（喬木層）和林下層（灌木草本層）2層

進行調查，則有：pi＝Ni／N＝(NQiAGC/AQ＋NGCi)／(NQAGC/AQ＋NGC)，式中GC指灌草層。統一面積尺度彙總後的

群落全層物種多度數據｛Ni｝可用來擬合對數正態分佈、對數柯西分佈、廣義泊松分佈等各種物種多度分

佈（Species Abundance Distribution, SAD）模型，從而進行不同群落整體之間內在數量特徵的比較。除

多度外，分層調查所得的各物種垂直投影面積（蓋度）、佔有空間體積、重要值、生物量、碳匯量、淨初級

生產力等指標也可進行同樣的尺度轉換，再分物種（或以上分類單元）彙總以估算群落整體的相應指標；

這種估算法照樣適用於分生活型調查所得數據。 

 

關鍵詞：森林群落；分層取樣；尺度轉換；分種彙總；多樣性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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