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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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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空问代替时间和相邻格子样方法阐明了望天树种群的结构类型和群落演替模

式
,

结果表明其种群结构类型可分为初始增长型 (类型工 )
,

增长型种群前期类型 (类型11 )
,

增

长型种群 (类型 111 ) 和稳定性种群 (类型W )
.

其群落演替模式遵从类型工一类型 n 一类型 111 一类

型W模式
,

即具有更新镶嵌和循环的特点
.

探讨了群落演替过程中伴生种的变化规律
,

并就望天

树种群的合理保护和群落重建提出了建议
.

关键词 望天树 ; 种群结构 ; 种群动态 ; 群落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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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天树 (尸a r“ s h口 e ra h c l’ n enss i)是国家一级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
,

热带雨林的重要标志种和

代表种 〔 ’ 〕
.

研究其种群结构动态及群落的演替
,

对于正确认识该物种在热带雨林中的地位和作

用
,

进一步开展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
,

热区生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生物多样

性监测
,

以及热带雨林的修复和重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

自然地理及植被简况

望天树仅局部分布在滇南的励腊县
,

滇东南的河口县和桂西南的那坡
,

田阳
,

都安
,

龙州和

巴马等县
,

目前除动腊县南腊河流域的补蚌地区 (2 1
“ 2 5 `

沁 2 1
“
2 8 了 N

,

10 1
“
3 4 `

一 10 1
0

5 2
`

E )

尚有较集 中的分布外
,

其它分布区数量都较少
,

十分零星
.

本研究在补蚌地区进行
.

补蚌地区望天树林主要顺沟谷呈间断分布
,

垂直海拔 70 0 ~ 1 00 0 m
.

该区域处于热带北

缘
,

常年高温
,

年均温 20 ℃ 左右
,

全年无霜
,

年降雨量 1 500 m m
,

相对湿度 86 % ; 有明显的干

湿季之分
,

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区
。

地带性土壤为砖红壤性红壤
.

望天树林具有典型的热带雨林的基本结构和外貌
。

乔木层大致可以分为 4 层
,

第 1层高 35

一 5 0 m
,

几乎全由望天树组成最高一层不完全连续的林冠
,

郁闭度约 0
.

;4 第 2 层高 2 0一 25 m
,

郁闭度 .0 5 左右
,

组成种类较多
,

除望天树外
,

常见的还有番龙眼 (尸 0 m et t’a ot m en ot sa )
,

高山

榕 ( p .lc u s a lt is s i川 a
)

,

红光树 (众
e m a

fu fur
r a c c a )

,

缅漆 ( se m e c a , u s r e r ic u al r a ) 等 ; 第 3层高

10一 Zo m
,

郁闭度 0
.

3
,

常见的有肉豆寇 (刀夕r is r ic a 夕u n n a n e n s .ls )
,

云树 ( G a cr i n ia e o w a )
,

金勾

花 ( p se u
du

v ar ia in do ch ine n

iss ) 等
,

在上层缺乏望天树时
,

此层及第 4 层望天树小树相对较多 ;

第 4 层高 l一 s m
,

郁闭度 0
.

3
,

常见有披针叶楠木 ( p h o e b e al n c e o al r a )
,

假海桐 ( p i t t o 护o
or iss

ke rr l’i)
,

木奶果 ( B ac ca ur ae ; “ m必ar ) 等
.

树种在各层间有交叉
。

灌木草本均不发达
,

种类较

少
,

常见有染木 ( ￡即
r o

sm
a r e r n a t u m )

,

抱茎山丹 ( xI o r a a

仰le x ic a u lis )
,

木冬叶 ( p h口
n .lu m

c
aP l’t at u m ) 等

。

木质藤本数量多且粗大
,

常见有扁担藤 ( eT t ar st ig m a p al n ic a u le )
,

弯刺山黄皮

( R an ida ib sP in o as ) 等
。

在乔木大树上常附生有大量 的附生和半 附生植物
,

常见有鸟巢获

(Ne
o r t op r e r s o m o n s i a n a

)
,

爬树龙 ( R op h i峨)P h o r a de e u r is v a
) 等

。

2 研究方法

2
.

1 样地的选择与调查

根据望天树的分布现状
,

采用相邻格子样方法进行野外取样
,

调查了补蚌地区望天树相对较

为集中的 n 块样地
,

基本代表了该区域望天树种群的所有分布类型
。

样方根据种群径级大小分

为 10 m
x 10 m (样地 l一样地 8 ) 和 2 0 m x 2 0 m (样地 9一样地 1 1 ) 两种

。

合计调查面积

18 6 0 0 m Z。

样方调查对乔木进行每木调查
,

每一样方右下角用 2 m x Z m 的小样方调查幼苗幼

树
。

乔木记录各个体的胸径
、

高度
、

冠幅
、

生活力等 ; 幼苗记录苗高
、

地径等
.

2
.

2 种群环境调查

对每一块样地进行群落学调查
,

记录群落的分层情况
,

每层的郁闭度
、

主要种类
、

生活力及

物候特征
,

种群所在群落所处的自然环境状况
。

包括地理位置
、

海拔
、

坡向
、

坡度
、

坡位
、

土壤

特征
、

小气候状况
、

人为影响程度和方式等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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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一u口日̀coJò月忽。工侧椒攘巷

日公
益 已 圣

.

圣 里 圣 圣 虽 季秦轰
留=d̀品币恒裂扮

冬
O O
O O, ~ 叫 , ~ 叫 昌

O O
嘴二翻 C 铆
护 . 月 门~ 叫 等 寡 寻下à

艺一dJO
召J目O一S川闪蒲握长转祷娜

O一O一。 日 日 日 日 。 口 配 侧 ,
习。一d

óO

J公q日口之橄权抢

O O

C 匀 丫、

尸 1 洲、

O O

C ) 时 ,

r . 、 r 闷 羚 日
O O

门二 】 甘、

叫 N

O O

C 脚 C 翻

N
r 护1

胜01的侧璐

08国之

0

0娇沐之
o

妈9沙之0

0州田S
0

0价闪之
O妈山之om因的

.

价仍山的
o

的m国S
o

协价囚的
0

0价田S弓艺之坦娜

`二 C J
宜、 0 0

侧 二 以 翻

C , C ,

侧 , 侧 ,

侧 , 翻二

.
口 C,

r 电
.

卜、
口: 亡目

O C ,
、
口 七目
口 二 吐、 电

C 翻 口二 】

门r , `
O

侧 , 口 , 吴ǎ日à
10̂Ul巴SUAOq目

uoō1.卜。l囚侧健粼撇

:u县U
卜u目uu,A
卜..uuq的u.nqsōXu一sóo侧.己1.妇.ùuo乍云名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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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望天树种群样地分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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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l at in o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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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u ab gn a

n a
,

Y u n n a n ,

C hi n a
·

S iz e e】a s s es

项 目 S 2 S 3

大小级

S 5 S 6 S 8 合 计
N o

·
o f H > 3 3 3 3 < H H > 200 2

.

5 < D 7
.

5 < D 2 2
.

5 < 5 0 < D 5 0 < D 1 10 < n l如 < D s u n
·

loP
t I t e m < 加o D < 2

.

5 < 7
.

5 < 2 2
.

5 n < 5 0 < 5 0 < 1 10 < 14 0 < 17 0 (哟

(N ) (N ) (琦 (N ) (N ) (N ) (N’) (N’) (N ) (N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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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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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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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
.

1 种群结构及类型

根据望天树的种群生物学特性
、

径级分布特点及其与生活史的关系 2( 〕
,

并参照曲仲湘

( 19 52 ) 林木级划分法
〔 3 〕 ,

将望天树种群个体划分为 10 个大小等级阶段 (表 2) : 即幼苗株高 。

一 3 3 e m
,

3 3 ~ 2 0 0 e m 为第 l 和第 2 级 ; 幼树株高大于 Z m
,

胸径小于 2
.

5 e
m 为第 3 级 ; 第 4

、

5
、

6 级胸径分别为 2
.

5一 7
.

5 e m
,

7
.

5一 2 2
.

5 e m
,

2 2
.

5一 5 0 e m ; 大于 5 0 e m 的乔木个体按胸径每

增加 30 cm 为一级划分
.

结果望天树种群大小级结构如图 1所示
。

根据 11 个样地所示的年龄结

构
,

望天树种群在不同的分布点可以分成四种类型
:

类型 I : 初始增长型种群
,

包括 乌
、

P : 两块样地
.

年龄结

构成凸型
,

只有小径级个体而缺

乏大径级个体
,

幼苗 占总数的

90 % 以上
,

但第 1 级 幼苗较

少
,

第 2 级幼苗较多
,

可能是第

2 级幼苗量大且占有有利空间而

造成对第 1级幼苗的抑制
.

样地

内未发现径级大于 20 c m 的个

体
,

种群不具有繁殖能力
.

样地

种群密 度约为 26 0() 0 ~ 3 4 0以)

株 / h扩
,

数量较大
,

径级度 4

~ 13 cm
,

存活 曲线 ( 图 2
,

乌
,

几 ) 略有 凸型而接近于直

线
,

伴生树种主要有八宝树
、

印

度拷
、

团花
、

黄祀
、

长柄血桐
、

山棣
、

中平树等
.

L ca k .w .B

指出
,

乔木种群存活曲线若为一

直线则表示种群是稳定种群 ; 若

为
“

凹型
“ ,

则为增长种群 ; 若为
“

凸型
’ ,

为下降种群 (4 〕
。

因此

类型 I 是处于增长种群的初期类

PPP 777

!
P ””

lllllll

)))
P `

l
’

P `。。

2 3 4 5 6 7 8 9 1 2 3通 5 6 7 8 9 1 2 3 4 5 6 7 8 9

图 l 大小级

图 l 望天树种群各样地大小级结构图

F i.g 1 T h e s
证

s t
cur

t u er o f P a ar hs o r e a e h in e n is s

po Pu la t io n fo r e
ve

r y lP o t

型
.

这类种群常分布于人为开垦雨林后丢荒而附近有望天树母树的沟谷两侧土壤湿润阳光充足的

坡地上
,

如样地 7
,

样地 .8

类型n : 增长型种群前期类型
,

包括 几
.

年龄结构呈金字塔状
,

幼苗占总数的 8 4%
,

其中

1一 Z a 生幼苗占 4 0%
,

缺乏大径级个体 (胸径大于 50
c m )

,

种群无繁殖能力
。

样地种群密度

5 67 0 株 / h扩
,

径级度仅有 3I cm
,

存活曲线 (图 2
,

P S ) 略有凹陷而接近于直线
,

伴生树种主

要有云树
、

山桂花
、

滇南杜英
、

长柄油丹等
.

这类种群分布于沟谷两侧土壤湿润且附近有望天树

母树种群的地段
.

类型111 : 增长型种群
,

包括 P l , P Z ,

几
,

P ; 和 几 五块样地
。

种群年龄结构呈典型金字塔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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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lP
,

P Z ,

几
,

P 4 , 和 氏 )
,

在样地内从幼苗到成年大树各大小级个体均有
,

且幼苗数量 占总数

的 8 7% 一 9 6%
,

有较多的小径级个体和较少的大径级个体
,

样地内种群密度 2 300 ~ 8 0 00 株

/ h m Z , 径级度在 62 一 79
。 m 之间

,

各立木级个体呈逐渐减少趋势
,

且存活曲线均有一个凹陷

处
,

分别在第 3 级至第 5 级处
,

各样地不尽相同
,

这是由于先前侵人的望天树个体处于旺盛生长

阶段且无繁殖能力
,

以及适于外来个体侵人的林窗空隙缺乏所造成的间隙所致 ; 随着这批个体进

人上层且具有繁殖能力
,

由于对原处于冠层的其它喜阳树种的荫蔽
,

使得部分处于衰老阶段的其

它树种个体死亡倒伏
,

为望天树新的幼苗
、

小树留下可以生存的林窗空间
,

因此存活曲线的中部

有一凹陷处
。

这类种群分布于沟谷两侧土壤较为湿润
、

坡度为 25 一 30
”

的东坡中下坡位
,

如灰

阴河
,

斑松警河的局部地段
。

伴生树种主要有云树
、

金刀木
、

金勾花
、

云南岩摩
、

红光树
、

缅漆

等
,

乔木层有四层
。

类型W : 稳定型种群
,

包括

乌
,

lP
。 ,

P , ; 三块样地
。

种群年

龄结构也呈金字塔状
,

各径级个

体均有
,

但小径级幼苗所占比例

高达 9 6
.

5% 一 9 7%
,

其中 l一 2

a 生幼苗 占 85 % 以上
,

大径级

个体所占比例较少
,

但绝对数量

较类型 111 多 (表 2)
。

样地内种群

密 度 达 2 0 0 0 0 一 5 0 0 0 0 株

/ hm Z ,

径级度 高达 1 14 一 12 3

e m
,

存活 曲线 ( 图 2
,

P g ,

P 10
,

P ; 1 ) 均略有凹陷而与直线

较为接近
,

表明这类种群处于从

增长种群至稳定种群的过渡阶段

而接近于稳定种群
,

即预顶级阶

段
.

这类种群分布于沟谷两侧土

壤较为湿润
,

坡度为 20 一 3 0
”

的北坡的中下坡位
,

如北沙河
、

斑松普局部地段
。

伴生树种主要

有金刀木
、

番龙眼
、

金勾花
、

缅

漆
、

毗黎勒和云树等
。

3
.

2 种群结构动态与群落演替

模式

义义义 飞
F ““

飞
” `̀

入入入入
P ’’ P 333

狡狡狡狡 卜卜

斌斌斌斌
666

认
222

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 PPPPP 555

又又\\\\\\\\\
1 2 3 4 5 6 了 8 9 改 2 3 4 5 6 7 8 9 一 2 3 呜 5 6 了 8 9

图 2 大小级

图 2 望天树种群各样地存活曲线
F ig

.

2 T h e s u vr iv o sr h i P e u vr e o f P a ar hs
o er a c h in e n

廊
po P u la t io n fo r e

ve yr P lo t

补蚌地区分布的望天树是热带东南亚雨林占优势的龙脑香科的最北缘的种类之一
,

其分布区

处于热带雨林向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的过渡地带
,

具有适应季节性干季和喜阳喜湿润的明显特

点
,

更新方式以迹地更新为主 (5 〕
.

望天树种群结构动态与以望天树为优势种的群落演替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

种群大小结构随

着群落演替发生变化
,

群落演替现存各阶段在空间上的差异可以反映种群在时间上的进程 〔2气

因此可用望天树群落的不同阶段中望天树种群大小结构的差异来表示其大小结构在时间上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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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表 3
、

图 ) 3
.

热带雨林被砍伐或垦殖几年后的弃

耕地
,

一般首先被以飞机草等为绝对优

势的热带灌草丛所占领 ; 随后由于水土

条件的改善
,

以中平树为代表的喜阳树

种侵人形成中平树藤冠群落 ; 进而以团

花
、

八宝树等为代表的速生喜阳树种侵

人形成以团花
、

八宝树等为优势的次生

热带雨林 ; 随着水土条件进一步改善
,

表 3

T的 k
·

3 1、 吧
望天树种群结韵麟理曦
灯睡口 l 扭 b k of OP 脚加 6加 目 n 砚加比 加 r

尸恤阳喇切 r 日口 亡知的e川血

种群大小结构类型

1、 e t y声 。 fs 泳 类型 I

s t r u c t u区记 o f yT pe l

po P侧恤山 n

类型n

yT pe ll

类型111

T yl 邓111

类型W

yT pe VI

样地 P拓 t 7P
,

8P 巧
lP

,

入 巧

几 P’

入 P . 0,

P一

为以望天树为代表的典型雨林树种的侵人创造了条件
,

望天树幼苗的不断生长
,

它们逐步在群落

种群大小结构类型

到
一

因
~

图
一

甲
一

回
一

回
,

一

牵
林问空地

或 林 窗

十现望天树幼苗 、
望天树及其

它优势种大

树衰老死亡

热带祖草丛 热带旅冠群落

以团花 人宝材
、

中平材
、

印度拷

为优势的次生雨

林群落

以云株 望天材
、

山桂花
.

该南杜

英为优势的季节

雨林

以望天材
、

云

材
、

金勾花
、

红光树
、

缅漆

为优势的季节

雨林

以望天株 番

龙眼为优势的

季节雨椒顶
级群粉

拜落演替阶段

图 3 不同生境和不同演替阶段中望天树种群的大小级结构及群落演替模式
F够 3 1飞巴 s

证
s t n 队才. m 幼d co

uunnn
i t y s以众. 如 . al . 团e l of .P c板欣用公 op 脚 la t沁n in d汪比代 n t

恤b i扭 . 扭n d s u o a 巨` 沁 . 目 s扭g 留

中的乔木下层占有一定份倾
,

种群结构为类型 I
,

即初始增长型
。

由于望天树和其它典型热带雨

林树种的不断生长并逐步侵人群落的乔木中层
,

使得群落内的环境条件朝着更接近热带雨林方面

发展
,

以团花
、

八宝树为代表的强阳性树种 (次生树种 ) 逐渐失去生存条件 以至衰老死亡退出

群落
,

种群结构为类型 n
,

即增长种群前期类型
。

当望天树和其它典型热带雨林树种生长到乔木

第一
、

二层并有繁殖能力后
,

群落便具有了热带雨林的特征
,

此时种群处于典型的增长型种群阶
·

段
,

即类型 l
。

当望天树不断增长
,

并突出群落
,

完全占有乔木第一层时
,

群落几乎发展到该区

域的顶级群落阶段
,

此时望天树种群为稳定型种群
,

即类型W
,

它具有在一定区域内通过林窗迹

地进行不断的循环更新能力 (图 3)
。

4
’

结论与讨论

望天树是我国热带雨林的标志树种和主要优势种之一
,

采用空间代替时间和相邻格子取样阐

明其种群结构类型和群落演替过程是可靠而适合的
.

研究表明
,

西双版纳补蚌地区的望天树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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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可分为四个类型
:即初始增长型种群 (类型工 )

,

增长型种群前期类型 (类型 n )
,

增长型

种群 (类型111 )
,

稳定型种群 (类型W )
.

各类型之间有交叉和过渡
,

不能严格区分
.

以望天树

为优势的群落其更新模式遵循于类型工—
类型n — 类型 111

— 类型W
,

即热带雨林更新镶嵌

和循环的特点 〔6 〕
。

随着群落演替过程的继续
,

各层次的优势种类不断进行更替和变换
,

从以中

平树
、

团花
、

八宝树等喜阳耐旱的种类逐步过渡到以云树
、

山桂花
、

滇南杜英
、

金勾花等为代表

的雨林种类
,

最后到以望天树
、

番龙眼
、

金刀木
、

缅漆等为代表的典型东南亚热带雨林种类
.

望天树林过去在该区域是连续的群落
,

由于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强及开发利用的不合理
,

使得

望天树林呈间断分布并且仅有局部残存
.

因此只有在绝对保护现有群落的基础上
,

根据其种群结

构特点及在群落中的更替过程模式
,

种群与其它热带雨林优势种的关系
,

辅 以合乎其生物生态特

性的人工措施
,

使望天树这一珍贵的种质资源得以较好的保存
,

为热带雨林的合理保护和生存发

展创造条件
,

使之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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