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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花椒园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的群落生态学特征 

施济普1，常艳芬 
(1．中国科学院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昆明分部， 

， 徐成东2，朱 华1 
昆明 650223；2．楚雄师范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摘 要：基于 2O个样方(各样方面积为 25 m×20 nl，总面积 1 hm0)调查，研究了楚雄花椒园自然保护区元江 

栲 米饭花林的群落生态学特征。该群落以壳斗科、越桔科 、山茶科√ 角科 、山矾科植物为乔木层主要成分 ， 

并以壳斗科植物占绝对优势，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不高。木本植物以非全缘 、革质、常绿、小叶等为其特征 ，反映 

该群落生境偏干，为典型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由于该群落分布海拔较高，林内苔藓类附生植物较多。也存 

在一些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的常见物种，有向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过渡的特征，是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中较为 

特殊的一个群落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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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cological studies on the semi--humid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in Huaj iaoyuan Nature 
Reserve，Chuxiong，Yunnan 

SHI Ji—Pu ，CHANG Yan-Fen ，XU Cheng-Dong ，ZHU Hua 

(1．Xishunagbannan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unming 

650223，China；2．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Chuxiong 6750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2O sample plots(the area of each plot is 25 mX 2O I11，total area is 1 hm0)survey，a synecological 

study was conducted on the Castanopsis orthacantha—Vaccinium duclouxii community in Huajiaoyuan Nature in 

Chuxiong prefecture，Yunnan Province．The forest is mainly composed of Fagaceae，Vacciniaceae，Theaceae，Illiciaceae 

and Symplocaceae，of which Fagaceae fs the most dominant family．The species diversity of the forest is relatively 

low．The forest is characterized by trees with no-entire，leathery and evergreen microphyllous leaves，and considered 

to be an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However，some species of middle mountain humid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 

ests Occur and epiphytic mosses are abundant in the forest due to its distribution at a higher elevation．The forest is a 

particular type of semi humid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with some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to the middle moun— 

tain humid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Key words：semi—humid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synecological；plant diversity 

半湿润常绿阔叶林是云南中部高原具有代表性 

的基本植被类型 ，也是我 国常绿阔叶林西部中亚热 

带类型的代表，它主要分布在海拔 1 700～2 500 m 

范围，与整个高原面的起伏高度基本一致 (金振洲， 

1979；吴征镒等，1987)。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的分布 

海拔范围是滇中地区主要 的农业 活动 区域，由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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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人为经济活动 ，特别是砍伐栎木作为薪炭 ，以及 

林下放牧等影响 ，目前原始 状态 的森林 已很少 见。 

主要是在寺庙附近的一些残留林片 ，一般面积较小 ， 

林下均受强烈的影响(吴征镒等，1987)。滇中零星 

保存的小片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大都为高达 10～15 

m 的萌生林 ，群落的种类组成也都 比较简单 。半湿 

润常绿阔叶林破坏后一般 为云南松林所取代(金振 

洲 ，1979)。云南松在滇中地区基本上已取代了原有 

的常绿阔叶林 ，成为全省最广泛分布的植被类型(黄 

海魁 ，2000)。因此，保存较好 的半湿润常绿 阔叶林 

不仅保存 了一些特有物种 ，为相关研究 、利用提供理 

想的场所 (吴征镒等 ，1987；彭华等 ，2001)，而且可为 

此类森林生态系统 的恢复提供本底资料 。 

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具有一些偏 于的特征，是在 

“干湿季分 明”的季风气候下长期发展 的结果 (李志 

敏等 ，2006)。由于这一植被类型在垂直海拔范围上 

纵跨了近 1 000 m，故在不 同海拔 ，不同地形 的水热 

条件 下 ，在 群 落组 成 上 仍 存 在 差 异 (吴 征镒 等， 

1987)。楚雄州姚安县花椒 园州级 自然保护区所保 

存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海拔分布较高，达 2 600 m， 

是 目前滇中高原难得的一片保存较好的半湿润常绿 

阔叶林 。本文对其群落生态学进行 了初步研究 ，旨 

在为此类森林 的保护、恢复重建和利用提供理论依 

据和参考。 

1 研究地概况 

花椒园 自然保 护区位 于 i00。56 38 ～101。1l 

O5 E，25。57 2O”～25。42 59 之间，地处云南省楚雄 

州姚安县西部 ，整个保护区总面积 37 061．2 hm ，其 

东西距 24 km，南北距 28 km。保护区地处横断山 

脉云岭山系，系燕山运动和喜 马拉雅造 山期形成的 

褶皱带 ，具有山字形和 S形构造，以剥蚀地 形为主， 

切割深，山形坡度在 15。～35。之 问。区内最高峰海 

拔 2 771．9 m，全区地貌 以中切割 中山地貌 和深切 

割中山地貌居多 ，有部分浅切割中山地貌 ，属于金沙 

江流域 ，也是 当地农业、工业 、生活用水 的主要源区。 

该地区气候上既有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特征 ，又 

有一般 山地气候特点 。以左 门乡(海拔 2 480 m)为 

例，日照时数为年 l 126 h，年均温 11．5℃，极端高 

温 27℃，极端低温一7℃，年积温 4 126。C，年降雨量 

943 mL，干燥指数 0．58。保护区内的主要土壤为棕 

壤和黄棕壤 ，森林 以天然起源的次生林为主，有少量 

的原始林和人工林分布 ，主要保护对象是具有较强 

水源涵养功能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及其次生森林生 

态系统 。我们的研究样方设置在海拔 2600 m处保 

存相对较好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中。 

2 研究方法 

设置 2O个面积为 25 m×20 m 样方 ，基本上涵 

盖该地区半湿润常绿 阔叶林各种生境地段，样方面 

积累计 1 hm 。采用记名记数样 方调查法 ，乔木层 

记录样方中出现的每一株胸径 1 cm 以上的植 物种 

类。在大样方 四角和正 中设 置 5个小样方 (2．5 m 

×2 m)调查灌 、草层 ，记录小样方 内出现的灌木 、草 

本 、藤本 、乔木幼苗的种类和株数(或丛数)。对于在 

样方中出现，但未进入大样方和小样方调查范围的 

其它植物种类则只记录其名称。乔木层重要值计算 

公式 ：IV=RA+RD+RF，式 中：n 重要值 ；RA相 

对密度 ；RD 相对 优势 度 ；RF一相对 频度。Simpson 

指数 D一 1一∑P ；Shannon—Wiener指数 H 一～∑ 

(P ×lnP )(董鸣 ，1996)。叶级谱按 以下标准进行 

划分 (复叶按小叶计)：细叶，叶面积为<25 rD．m。；微 

叶 ，叶面积为 26～225 mm ；小叶 ，叶面积为 226～ 

2 025 mm ；中叶，叶面积为 2 026～18 225 mm ；大 

叶，叶面积为 18 226～164 025 mm。；巨叶 ，叶面积 

>164 025 mm (王伯荪 ，1987)。群 落 中物种 的生 

活型根据广泛采用 的丹麦植物学家瑙基耶尔 (Runi— 

kiaer，1934)的划分标 准 和方 法 ：(1)高 位芽植 物 ； 

(2)地上芽植物；(3)地面芽植物 ；(4)隐芽植 物；(5) 

一 年生植物。对于乔 、灌种类进一步 区分其常绿或 

落叶特征(王伯荪 ，1987)，并对高位芽植物进一步区 

分为大、中、小 、矮和藤本高位芽植物。以物种个体 

数量多少次序为横坐标 ，种群个体数量在群落 中的 

百分比为纵坐标(纵坐标取对数刻度)绘制群落种序 

图；累计各样方面积为横坐标 ，累计样方中的物种数 

为纵坐标绘制种面积 曲线 。 

3 研究结果 

3．1群落物种组成、垂直结构和外貌 

花椒园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群落优势种树冠基本 

连续在一个大的平面之上 ，可分为明显的三个层次 ， 

上层树种 以元江栲 (Castanopsis orthacantha)、滇石 

栎 (Lithocarpus dealbatus)、银 木 荷 (Schima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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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tea)为优势，各树种树冠多呈扁球状，树冠基本 

连续 ，群落高约为 20 m，盖度在 9O 以上 ；第二层主 

要 由米饭 花 (Vaccinium duclouxii)、西 南 红 山茶 

(Camellia pitardii)、厚 皮香 (Ternstroemia gym— 

nanthera)等小乔木组成 ，高度约 3～8 m，但盖度可 

达 50 以上。下层主要 以乔木幼树及灌木臭荚 蓬 

(VibbtrHUln foetidum)、卡瑞 香 (Daphne papyra— 

cea)和草 本 植 物沿 阶草 (Ophiopogon wallichia— 

nus)、兔儿风 (Ainsliaea latifolia)等组成 ，偶有箭 

竹属植 物 (Fargesia sp．)出现 ，但个 体数 量较 少。 

群落下层地表总体上枯落物比较厚 ，覆盖广，植物稀 

少单调。附生维管束植物种类少 ，但有 明显的苔藓 

类植物附生。乔木物种组成 以壳斗科 (Fagaceae)， 

越桔科 (Vacciniaceae)，山茶科 (Theaceae)、八角科 

(Illiciaceae)、山矾科(Symplocaceae)为主，其中壳斗 

科植物在群落 中 占绝 对优势，其次是 山茶科 植物。 

群落 中胸径 大于 l crn的物种共记 录有 28种 (表 

1)，以元 江 栲 在 群 落 中最 为 优 势，其 重 要 值 为 

l【)0．72。滇石栎、银木荷的重要值基本相当，但银木 

荷在群落中个体数量远多于滇石栎 ，这主要是银木 

荷在群落中有较多的幼树存在 。群落中针叶树种如 

华山松(Pinus armandi)有少量出现 ，但未见云南松 

(Pinusyunnanensis)。因此 ，群落可命名为元江栲 
～

米饭花群落(Castanopsis orthacantha—Vaccinium 

duclouxii community)。 

3．2群落结构 

3．2．1群落植物叶的特征及生活型谱 在样方 中出 

现的 36种木本植物中，绝大多数表现为非全缘、革 

质 、常绿 、小叶等特征 ，反映该群落生境偏干(表 2)。 

在群落总的 64种植物 中，以高位芽为 主(表 3)，但 

群落中缺乏大高位芽植物，由于对群落的调查时间 

正值冬季 ，记录有较多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缺乏一年 

生草本植物，并有一些藤本及附生植物 出现 ，群落中 

总体上缺乏大型木质藤本 ，附生植物种类比较单调 。 

3．2．2群落径级分布特征 群落 中径级 (图 1)在 1 

～ 10 cm之间的幼树有较多个体，10--25 cm之间的 

小径级个 体较少，大多数成年个 体胸径在 25～65 

cm之间，大于 65 cm 的个体则相对较少 ，这种径级 

分布特征与云南其它地区的一些常绿阔叶林基本相 

似(何勇涛等 ，2000)，群落总体 上更新 良好。 

3．2．3群落种序图和种 面积 曲线 从 图 2来看 ，仅 

有 4个物种个体 比例在 10 以上 ，少数物种个体 比 

例在 l 以上，大多数物种在群落 中只有数 量相对 

较少的个体 ，但群落 中仅具 1～2个体 的物种也仅 6 

种 ，物种个体分布不均匀是导致该群落物种多样性 

指数及均匀度较低的原因之一。群落乔木层物种丰 

表 1 乔木层树种重要值表 

Table 1 Important value of tree species 

注 ：RA—relative abundance；RD relative dominance；RF relative 

frequency；IV-importance value index；海拔：2 600 1711；样方数量和 

大小 ：2O×(25 m×20 n1)；坡 度 ：15。～35。；坡 向：西北 ；盖 度 > 

9O ；株数为 3 093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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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群落叶缘、叶质、叶尖、叶级谱及落叶习性 

Table 2 Spectra of leaf margin，texture，apex and deciduous habit and leaf scale of the community 

注 ：松、蕨类 未包括 Conifers and ferns are included 

表 3 生活型谱 

Table 3 The spectra of life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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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群落径级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s of tree in DBH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classes of the community 

富度不高，植物种数随样方面积增大有上升趋势 (图 

3)。如果 分别 用对数模型 和直线 模型对其 进行摸 

拟 ，结果显示直线模型相对于对数模 型有更好 的拟 

合效果。由于直线模型反映的是物种单调递增这一 

特殊情形 ，显然 不能真实反 映群落种 一面积关 系。 

如果以物种数增幅趋 于平缓为群落表现面积，直线 

模型暗示群落的表现面积应在 500 m 以下 。对数 

模型反映的种面积关系在理论上则更接近于真实情 

况。图中当群落的样方面积到 4 000 m 后 ，物种数 

随样方面积的增加物种增加数很少(图 3)。如果把 

4 000 m 作为该群落 的表现面积 ，这个数值甚至超 

过了一些热带雨林 中所需的最 小表现 面积 (戴小华 

等，2004)，这也与常识相悖 ，但暗示 了楚雄元江栲一 

米饭花群落生境特征的复杂性。 

3．3群落物种多样性特点 

群落中乔木层各样方 Simpson物种多样性指数 

O 

薏 

g 

羹。 
种序 (Spec i es squence) 

图 2 群落种序 图 

Fig．2 Rank／abundance diagram of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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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种面积关系图 

Fig．3 Diagram of species area relationship 

在 0．8548~0．2816之间，灌木 、草本层则在 0．9047 

0．7112之间。乔木层 Shannon-Wiener指数在 2．1817 

～ 0．5506之 间，灌木 、草本层则 在 2．4627～1．0537 

之间。乔木层均匀度指数平均值为 0．6613，而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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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草本层为 0．7976。乔木层平均每 500 m 的样 

方内有约 1O种植物 ，灌木草本层则在 5个 2．5 m× 

2 m面积内有约 16种植物 。总体上群落物种多样 

性各指数不高 ，从实际调查的情况来看 ，在部分接近 

山脊的样方中，无论是乔木或灌木种类均比较少，而 

在相对平缓的地方有较高的物种多样性(表 4)。 

表 4 各样方植物多样性指数表 

Table 4 Plant diversity index in each plots 

D—Simpson index；H 一Shannon Wiener index；J 一 Pielou evenness；S— No．of species． 

4 讨论 

花椒园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群落总体上物种多样 

性不高 ，从物种组成上看 ，特别是在优势物种组成上 

为典型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例如群落中较多数量 

的元江栲 、滇石栎等 ，但 群落 由于所处位置海拔较 

高 ，受海拔升高空气湿度增大的影响，群落内可观察 

到明显的苔藓附生现象 。一些在其它半湿润常绿阔 

叶林中很少见但在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中较为常见 

的物种开 始 出现 ，如群落 中的大 花八角 (Illicium 

acranthum)和光叶山矾(Symplocos dryophila)， 

在样方 中分 别计 282和 1l3株 ，重要 值则分 别达 

14．35和 11．78。因此 ，群落在总体上可归为常绿阔 

叶植被型中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植被亚型，但具有 

向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过渡的特征 ，是半湿润常绿 

阔叶林 中相对较为特殊的一个群落类型。 

云南金沙江流域既是森林生态系统最为复杂 的 

地区之一，又是长江流域生态最为脆弱的地区。但 

是金沙江流域天然林由于遭到长期过度采伐面积减 

少，质量下降，致使金沙江流域的森林生态功能不断 

削弱 ，严重影响到长江中下游社会经济发展(李贵祥 

等，2008；和丽萍等 ，2007)。楚雄花椒 园自然保护区 

正位于这一流域地区。虽然 目前因作为当地的重要 

水源林得到较好地保护 ，但 由于距村寨较近，其受到 

各种破坏和干扰的可能性仍然较大，一经破坏将较 

难恢复 ，这不仅会影响到下中下游社会经济发展 ，而 

且将可能永远失去这一特殊的群落类型。 

致谢 本文在野外调查中得到楚雄洲姚安县林 

业局主要领导和职工董旺先生、陈洪刚先生、李兴民 

先生、及左门乡花椒 园村魁建华先生一 家的大力支 

持与协助。在此一并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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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倍体变种之间则是二倍体与同源四倍体的关系， 

这在高江云(2008)对姜科植物繁殖生态学的研究 中 

已经被证明。由此可以认为，在姜花属中，经历杂交 

而起源的多倍体即异源多倍体之间可以划分为不 同 

的种 ，非杂交起源的同源多倍体之问适宜划分为种 

下等级。 

3．4减数分裂时期染色体形态和数 目观察的意义 

在植物的染色体研究 中，常会遇到难于计数的 

情形 ，特别是染色体较小、数 目较多细胞质内含物多 

难于解离干净的类群。由于减数分裂时期细胞和染 

色体较大 ，小孢子母细胞细胞壁薄内含物少易于解 

离，同源染色体配对而使数 目减半 、染色体的形态较 

为清晰等优点，通过观察减数分裂终变期染色体的 

数 目和形态可以有效 的辅助染色体 的计数 ，并可通 

过进一步观察和比较减数分裂时期同源染色体配对 

的形态研究各种类之间的分类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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