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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概述了在广西沿海西部 山心
、

巫头和沥尾岛特殊环境条件下植被的性质及主要类

型
,

初步分析了岛屿上主要森林植被群落的基本特点
,

并根据岛屿上主要植被类型组合
、

分布及

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

从植物生态学的角度上提出了森林植被恢复的途径
.

关键词 山心岛 ; 巫头岛 ; 沥尾岛 ; 植被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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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海岸线 (曲线 ) 长 1 37 9 k m
,

岸前海域有大小岛屿 6 5 1 个
.

1989一 199 2 年进行广

西海岛资源综合调查
,

较详尽地调查 了其中 9 个主要岛屿的植被
,

本文着重讨论其中三个岛

屿的植被
,

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植被的恢复途径
,

为广西海岛恢复植被
、

改造生境
、

维护

自然生态平衡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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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概况

山心
、

巫头和沥尾岛为我国京族同胞聚居地
,

故又惯称京族三岛
,

位于广西海洋带的最

西端 ( 108
“

06
`
一 108

”

1 1
`
E

,

2 1
“

3 1
产
一 2 1

0

36
`
N )

,

与越南近海相隔
,

属防城港市江平镇

管辖
,

土地总面积 69 .6 7 h m Z
。

原为浅海沟分割的这三个相互独立 的海岛
,

建国以来
,

几经

较大规模的筑堤围垦
,

现 已与江平滨海平原连成一片
,

成为三面临海的连陆岛
。

这三个岛屿 同处于 我国东部北 热带季风区 〔 ’ 〕
,

据附近气象站资料
,

常年平均 气温

2 .2 3℃
,

极端最低温 .2 8℃
,

最冷月 ( 1 月 ) 平均气温 14
.

1℃ ; 年平均降雨量 2 7 65
.

0 m m
,

多集中在 5一 10 月份
,

占全年降雨量 的 88 .6 %
,

年均相对湿度 81 .0 %
,

气候有 日照长
、

气

温高
、

冷期短
、

雨量分配不均等特点
。

此外
,

岛上常风大
,

年均风速 5
.

l m / s
,

夏秋两季常

有台风侵袭
,

平均每年 3 次
。

地质属 中生代侏罗系构成的江平断陷盆地的一部分
,

基岩为砂岩
,

但经漫长的浅海沉积

抬升成现代巨厚沙层覆盖全岛
。

岛上地势坦平
,

为海拔 5一 s m 的海积平原
。

陆域上的土壤

属风沙土类型
,

无层次结构
,

据所取土样分析资料表明
,

土壤的有机质含量甚少
,

有效养分

贫乏
,

肥力低下 (表 l)
。

表 1 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营养状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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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广西农业大学林学院森林生态研究室梁宏温助理研究员分析
.

采样时问和天气 : 19 91 一 12一习月一 12 { 6
,

晴天
.

2 植被的性质和主要类型

植被是自然条件的长期综合反映
。

根据组成植被的植物区系成分和当地的水热条件
,

地

带性植被为常绿季雨林 〔 ’
,

2 〕 。

但因水分在时空上分布不均和常风大的影响
,

森林植被群落

的种类组成和层次结构趋于简单
,

群落偏矮 (平均高 or m 左右 )
.

现状植被按生境条件特

点及群落组成成份
、

外貌和结构特征 〔 2 〕 ,

可划分出 7 个群系 21 个群落
。

而本文不拟对植

被系统全面讨论
,

仅就陆域上现状的主要植被类型群落特点进行分析
。

为使能大致地了解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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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的植被状况
,

也把陆域之下滩涂植被的主要类型一并列 出
,

并按从陆域到潮滩的分布及其

发生或演替的先后排列如下 :

陆域上的

I 常绿季雨林

1 1
红鳞蒲桃

、

狭叶蒲桃一鸭脚木一龙船花
、

酒饼勒群落

I :
红鳞蒲桃一酒饼羁一竹节草群落

1
3
含水翁的鸭脚木一酒饼勒群落

n 灌丛

n ;
含红鳞蒲桃的假轮叶厚皮香

、

打铁树为主的疏灌丛

n s 以酒饼籁
、

长叶柞木
、

打铁树为主的刺灌丛

111 灌草丛

111 6
薄果草

、

岗松一石松
、

芒穗鸭嘴草群落

W 草丛

W : 以绢毛飘拂草
、

麦穗茅根为主的稀矮草丛

VI : 以牛毛毡
、

谷精草
、

小画眉草为主的湿润撩荒地矮草丛

V 木麻黄林
V

g
木麻黄群落 V 13

木麻黄一桃金娘群落

V
l。
木麻黄一豺皮樟一小叶乌药群落 V l ;

木麻黄一露莞羁群落

V
11
木麻黄一岗松一小叶乌药群落 V 15 木麻黄一薄果草群落

V
l : 木麻黄一打铁树群落

潮上带沙滩土的

VI 盐渍沙滩 (生 ) 植被

Vl 16
厚藤

、

嚣刺
、

露莞勒盐渍沙生草丛

潮问带的

VII 红树林和半红树林

珊 , :
海榄雌群落 Vll Z。

老鼠勒群落

VII , 8 秋茄树群落 Vll 2 1
海漆群落

Vll lg 桐花树群落

3 常绿季雨林的基本类型

海岛沙地土层保蓄水性差
,

又无常年性的地表逸流
,

土壤干旱性明显
。

但地下水位浅
,

一般离地面 3一 4 m (雨季 可升至 2 一 3 m )
。

而在岛屿周 边和 中间地带
,

经长期侵蚀 (风

蚀
,

水蚀等 )
,

或经人为生产性活动则形成低于地平面 2一 3 m 的低洼地或低槽地
,

那里的

地下水更浅
,

雨季积水或成浅沼
,

旱季地面湿润至潮湿
。

因而
,

在以水分为差异的两类不同

环境中
,

形成两类不同性质的常绿季雨林
。

3
.

1 干旱型的常绿季雨林
3

.

1
.

1 红鳞蒲桃
、

狭叶蒲桃一鸭脚木一龙船花
、

酒饼场群落

为村旁林片
,

样地设在民房后面
,

海拔约 5
.

0 m 林地枯枝落叶常被刮取作薪
,

因私人管

护未成破坏性
,

仍保留着约 1
.

0 c
m 厚的凋落层

,

但不均匀
。

土壤从表面至根际层 ( 60 c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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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松散无结构性的灰白细沙
,

含少量贝壳
。

0一 30 c m 土层的 p H 为 4
.

0
,

含水率 .2 93 % ;

30 ~ 60 c m 的 p H 值 .5 5
,

含水率 .0 67 %
,

土壤干旱性明显
。

养分较贫痔 (表 1 )
。

群落高 11
.

s m
,

林冠平展
,

总覆盖度 85 ~ 90 %
。

乔木层盖度 75 一 85 %
,

可划分为二亚

层
,

工亚层高 or 一 12 m
,

含 4一 5 个树种
,

主要是两种蒲桃占优势 ; n 亚层高 4 一 g m
,

计

有 14 一 15 种
,

其中鸭脚木株数较多
,

锈毛红厚壳和绒毛润楠次之
。

灌木层高 1一 Z m
,

覆盖

度 35 一 45 %
,

大部分种类为乔木层的幼树
,

真正灌木仅 7 种
,

草本层缺乏 (表 2)
。

群落旱生性状明显
,

上层乔木和灌木层的优势种类多为小型叶
、

厚革质叶为主
,

特别是

灌木层中
,

叶质厚而光亮
、

具刺 (如酒饼霸等 ) ; 下层乔木 以中型叶为主
,

个别为大型叶

(如鸭脚木 )
。

组成种类 95 % 为热带区系成分
,

其中锈毛红厚壳为广西及中国首次记录的热

带树种
。

乔木层除普遍矮化外
,

胸径大小差异也很明显
,

工亚层中两种蒲桃的胸径一般 20 一 30

c m
,

最大达 41 一 55 c m
,

其中少部分植株主干 出现空心
,

到 了成熟和过熟年龄
,

其它处于

中龄期
.

这种年龄结构上的差异
,

反映出群落经过保护得到恢复和发展
。

群落的天然更新较

好
,

但种间差异颇大
。

两种蒲桃天然更新很弱
,

n 亚层中无植株
,

灌木层 中仅有个别幼树
,

且发现林下幼苗高 5一 10 c m 时便枯死的现象
,

表明林冠盖度在 85 一 90 时
,

它们天然更新受

抑 ; 嚎果皂帽花的种群结构较完整
,

在群落中具各龄级树木和幼树幼苗 ; 其次是锈毛红厚

壳
。

根据现阶段群落的更新和种群结构状况
,

未来的发展
,

上层乔木的红鳞蒲桃
、

狭叶蒲桃

将为咏果皂毛花和锈毛红厚壳取代
。

其他村旁保存下来总覆盖度达 85 % 左右的
,

以红鳞蒲

桃为主的群落也有类似特征
,

只不过是各林片的次优势种不同
,

未来上层林的替代种也不一

样罢了
。

但是在林缘或林窗下
,

红鳞蒲桃的幼树幼苗不少
,

说明只要有母树存在
,

这类群落

仍具 自我扩张的能力
。

3
.

1
.

2 红鳞蒲桃一酒饼筋一竹节草群落
。

属村外林片
,

距离村庄 400 m 处
,

地势坦平
.

土壤为松散无结构性的细沙土
,

O~ 30 m c 土
·

层 p H 值 4
.

0
,

30一 60 e m 的 P H 值 5
.

0
,

土壤较干燥
.

该林片受经常性的人畜活动影响
,

破坏强度大
,

林木稀疏
,

600 m
Z
样地内只有乔木 18

株 4 个树种 ; 其中红鳞蒲桃 13 株
,

占绝对优势
,

紫荆木 3 株
,

膝柄木和锈毛红厚壳各 1

株
。

平均树高 .9 2 m
,

最高 12 .6 m
,

平均胸径 29 .8 c m
,

最大胸径 55
.

0 c m
,

树冠宽阔平展
,

相互基本连接
,

覆盖度为 60 %
,

下层灌木分布不均
,

酒饼羁为主
,

乔木幼树也不少
,

高 .0 8

一 1
.

5 m
,

盖度 25 %
。

草本层盖度 70 %
,

主要由耐践踏的竹节草
、

假俭草组成
,

高 0
.

1一 0 .3

m (表 3 )
。

林片外缘为空旷地或有少量零散孤立木
,

因此群落内散射光充足
,

而与前述的以红鳞蒲

桃为主的群落不 同
。

这里的红鳞蒲桃天然下种更新良好
,

1 m Z
内有红鳞蒲桃幼苗 20 一 54

株
,

高 5一 2 0 e m
,

每株有真叶 3 ~ 5 片
,

生长正常 ; 鸭脚木 1一 2 株
,

高 10一 2 7 e m ; 打铁

树 1一4 株
,

高 5一 14 c m ; 其它还有豺皮樟
、

异株木犀榄
、

绒毛润楠各 1 株
。

这些幼苗由于

不断地受到人畜践踏
,

大多数难以发育成幼树
。

但是反映出红鳞蒲桃在这干热松散的沙土

上
,

只要满足一定的光照条件
,

能正常地自然下种更新
,

若排除人畜干挠破坏
,

群落完全可

以得到恢复和发展
。

不过红鳞蒲桃的种子细小
,

在这流动和半流动性的沙地上常被埋没过

深
,

很难萌发生地面
,

从而又成为其天然更新的限制条件
。

3
.

1
.

3 含红鳞蒲桃的假轮叶厚皮香
、

打铁树硫灌丛

通常 以面积不大的小片 出现
,

所在地系村外缓起伏沙地
。

土壤为半固定 细沙土
,

表层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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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红鳞蒲桃
、

狭叶蒲桃一鸭脚木一龙船花
、

酒饼翁群落种类组成概况
Ta b le 2e T

s i t ng es r
u ls to fSy y zg iu m a ho c e i

,

5
.

t os o gn ii--一召` h咤刀7e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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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红鳞蒲桃一酒饼翁一竹节草群落种类组成概况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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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n g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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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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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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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脉上疏被长柔毛
,

折扇状脉每

边 8一 11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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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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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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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面具槽
,

向下逐渐扩

大
,

基部宽达 4 c m
,

背面密被绒毛
,

最下部毛变锈色
。

花草 自叶腋抽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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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圆柱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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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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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 4一 5 c m (苞片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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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期 4一 5 月
。

本种与大叶仙茅 C
.

c
aP it u al al ( L o ur

.

) 0
.

K t ez
.

很接近
,

但叶片革质
,

宽约 19 一 20
c m ; 总状花序球果状

,

长卵球形
,

长达 14 c m ; 苞片长 .2 5 ~ 7 c m ; 花梗长 3一 4 m m ; 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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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流失起到 良好作用
。

也可通过人为措施改造成湿润型的人工阔叶林
。

表 4 含红鳞蒲桃的假轮叶厚皮香
、

打铁树为主的疏灌丛种类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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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n
e a r is

潺稿树 L it se a g lu t in 口 as

降真香 A c or 月y c h ia eP d
“ n c “

al at

灰毛杜英 刀d e o c a , u s ` p

乌饭树 V a e c in iu n : b ar c t e a ru n :

小叶乌药 L in de ar 口 g g r ge at a
va

r
.

尸叔咖 ir ii

桃金娘 R h
o
do

n沙 r ru s r on
: e n t o as

野牡丹 M
e al st o n: a c o n d i du

n ,

岗 松 aB
e c
ke

a
fr

u t e cs
e n s

九 节 p sy c
h
o r r ia ; u b r a

链荚豆 A ly
s ic 口 rP “ , v

ag in a
ils

木麻黄 C a翻 a r in a e叮u

ise r
lfo il a

芒穗鸭嘴草 scI h a e川 u n : a

isr
t a r u n :

绢毛飘拂草 月刀 : br is yt ils se icr ae

麦穗茅根 eP or ist ho der 扣 nr ils

小画眉草 肠
口g or st is o ion

;

毛穗画眉草 .E s .P

鹤鸽草 rE ia e h n e户a
lle sc e n s

马 唐 D ig it ar ia sa gn
u in a

ils

阔叶沿阶草 O P hi o Pog
o n P la tyP 勺 lI t,s

铺地黍 p a n ic u n :

err
e n s

鸡眼藤 M
口 ir n

da P ar y

扣 ial

无根藤 C a

ssy
tha 刀 l扣 nr ils

锈毛络石 rT ac he loP
e

mr un du nn ii 5 0 1

注 : 样地面积 4 00 m Z

4 木麻黄林及其主要类型

木麻黄林分布在这三个岛屿的海岸沙地
、

农田四旁及村落旁
,

是 70 年代后人工相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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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起来的防风固沙林
,

绝大多数是单层纯林
。

但在长期人为管护下
,

其间已有一小部分发展

成为与本地树种混生的复层林
,

这些处在半自然状态下的林分
,

其郁闭程度较高
,

防风固沙

效果比单层木麻黄纯林好
,

主要有如下类型
。

表 5 含水翁的鸭脚木一酒饼叶群落种类组成概况
T a b l e 5 T e s it n g er s u l t s o f cS h叨 e7 r a o e t op hy lla 一刀 e

sm
o s e o c h in e h i n e n iss

e o m m u n i yt icn lu山 n g C le ist o e a ly x op e cr u la t u s

株数或

多 度

树高(m ) 胸径 ( c m )
植 物 名 称

平均 最高 平均 最大

茂盛

度

生活

型

层次

乔 木 层

鸭脚木 cS h司刃
e ar o e r即妙 lla 1 10 6

.

0 7
.

0 一2
.

5 24
.

0 好 乔

水 翁 C le ist
o e a

ly x op
e cr ula

ru s 1 3 6
.

0 6
.

5 19
.

0 20
.

0 好 乔

红润楠 M
a c h ilu

s rh u n b e心 11
.

1 2 6
.

5 7
.

5 2 0
.

0 2 1
.

0 中 乔

榕 木 icF
u s n : ic r o c a , a 1 1 6

.

0 13
.

0 中 乔

乌 材 D ot 习刁 r o s e

iar
n th a

11 1 4
.

5 5
.

0 中 乔

假苹婆 S r e r c u
ial aI n c e o al r a 11 1 4

.

5 10
.

0 中 乔

海南密花树 R即
a n e a

af b e r i 11 1 4
.

2 5
.

0 中 乔

异株木犀榄 口 le a sP
.

n 1 .4 5 .6 0 中 乔

冬 青 leJ x s .P 1 1 7
.

0 4 5
.

0 中 乔

灌 木 层

酒饼叶 D e
拼

: 0 5 e o e h i n e h in
e n

廊 5 0 1 0
.

6 1
.

5 好 灌

龙船花 xI
o ar 。 h in en iss S of .0 4 L O 中 灌

酒饼荡 A t a al n r ia b u x

扣 lia 5 0 1 0
.

5 1
.

0 中 灌

滨木患 A yr et ar itI ot ar ils 5 01 卫.0 .2 0 好 幼树

乌 材 D ot 习刀
尹r o s e r ia n rh a 5 0 1 0

.

7 1
.

5 好 幼树

红鳞蒲桃 yS yz g iu n : h a n e e i 5 0 1 1
.

0 1
.

7 好 幼树

红润楠材
a c
h il

u s th u n b e心 11 5 0 1 0
.

5 1
.

5 中 幼树

棱枝冬青 leI x a
gn aul at 5 01 .0 6 L S 中 幼树

海南密花树 R aP an ae af b er i 5 01 L O .3 0 好 幼树

鸭脚木 cS h心刃
e ar co toP妙 alI 5 01 .0 7 .2 0 中 幼树

草 本 层

火炭母 尸 o

gly
o n u n: c h in e n

se S p 0
.

3 中 草本

淡竹叶 L叩 ha th e r u n: g r a c
ile 5 0 1 0

.

2 中 草本

东方乌毛蔗刀距
e h n u n : o r ie n ra le 5 0 1 0

.

1 中 蔗类

半边旗 p re r is se m iP in n a t a 5 0 1 0
.

3 好 破类

藤 本

须叶藤 月叮 aell iar in idc
o 5 01 .5 0 10 .0

`

好 大藤本

黄 藤 D a e n: o n o

orr
s

am心
a r i t a e 5 0 1 3

.

0 5
.

0 好 大藤本

注 : 样地而积 ]OO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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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木麻黄一豺皮樟 , 刁、叶乌药群落

本类型处在村落旁
,

所在地的土壤条件与上述的干热沙地相同
。

70 年代前期为红鳞蒲

桃为主 的林片
,

70 年代后期被伐去上层乔木
,

并选用外来优良树种木麻黄进行更生造林
。

由于原林地上的灌木和乔木幼树幼苗未遭受到大的破坏
,

随着木麻黄的生长郁闭成林
,

那些

早已寄居在它下面的中生性或耐阴性的乔木幼树幼苗也同时发展起来进人乔木层和灌木层
,

从而形成现在多树种混生的复层结构群落
。

群落高达 14 m 左右
,

总覆盖度在 90% 以上
。

其

中乔木层盖度为 65 %
,

明显地分出两个亚层 : 工亚层林木高 9一 14 m
,

木麻黄 占绝对优

势 ; n 亚层林木高 4一 s m
,

由 4 个树种组成
。

灌木层组成种类虽不丰富
,

但生长发育 良

好
,

高 1一 Z m
,

盖度为 50 %
。

同时也由于群落环境得到稳定或趋于稳定 (主要是土壤湿度

和肥力的提高 )
,

群落内本地树种天然更新良好
,

幼树幼苗较多 (表 7)
。

表 ` 薄果草
、

岗松一石松
、

芒穗鸭嘴草群落种类组成概况
T a b le te s it n g er s u lt s o f L尸尸t o e a rP u s id suj

n e ru s ,

aB
e e k e a fr u r e cs e n --S 气匀

,c OP o id u n : e al v a t u 。
,

csI h a e n , u m a r

ist a t u m e o m m u n iyt

生型活茂盛度频度%高度(m )

植 物 名 称

株数

或

多度 最高

好中差中中差差差

on
ù
000nU

凡jtU了0,111

.08.08.05.03.02

5424211)5
`卜洲
-

“叭
r

“!洲n0000000、一

==oo]]solsP即oj50501501S]薄果草乙印 t o e a , u s

idsj
u n c ru s

岗 松 B a e c
ke

a
fr

u t e cs
e n s

野牡丹 M
e al st o n故 c a n id d“ n :

石 松匀
`
oP

o
id

u n : c al v a t u n :

芒穗鸭嘴草 csI h a e。 , u n a r
ist

a run
:

铁芒箕 D ic ar n
op et isr

才in ea isr

短穗画眉草 rE ag or st is cy iln d r i c a

链荚豆 A lys ica rP us
v
ag in a

ils

锦地罗 D r o
se ar b

u rn : a n n i

平均

0
.

6 1oo

1oo

10 中

半灌木

灌木

灌木

截类

禾草

蔗类

禾草

半灌木

草本

注 : 样方面积 10 m x 1 m
.

4
.

2 木麻黄一岗松一小叶乌药群落

本群落的形成与前一类型一样
,

也是原生群落的乔木层遭到破坏后通过人工营造木麻黄

树种而发展形成的另一类型
。

因其所在的环境与周边地下水位仅差 1
.

5 m 左右
,

因而林地的

土壤并不显得过分干燥
。

群落的外貌发育较为完整
,

且明显的层次结构
。

其中乔木层高 4一

14 m
,

可分成两个亚层
,

原为典型灌木的岗松高达 4 m 进人了乔木下层
。

灌木层一般高 1
.

0

一 2
.

0 m
,

个别高可达 .2 5 m
,

种类较多
,

生长也较好 (表 8) ; 灌丛间还有一些稀疏的草本

植物生长和纤细的鸡眼藤攀援
,

总覆盖度 90 %
。

显然群落是经过长期保护发展起来的
。

除上述两个类型外
,

还有木麻黄一打铁树群落
、

木麻黄一桃金娘群落
。

这些人工营造的

林片中
,

既引进了外来优良树种
,

同时又能保护其中的本地树种 (包括乔木和灌木 )
,

最后

发展形成半自然状态的复层林
,

弥补了木麻黄纯林林冠稀疏的缺陷
,

提高了防护效能
。

反映

出在该气候条件下
,

对于森林砍伐迹地上的更新造林
,

只要迹地上还保存有原森林植物的种

质
,

那么单一树种营造的人工林
,

在人为措施的保护下
,

也可在短期来发展到多树种的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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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

也展示了这类海积沙地上人工促进阔叶林扩展的光明前景
。

5 森林植被恢复途径

根据本岛屿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和植被现状特点
,

对恢复森林植被问题提出如下几

个方面意见
.

表 7 木麻黄一豺皮樟一小叶乌药群落种类组成概况
T a b le 7 T e s it n g er s u lt o f C a su

a r in a e 叮u is e t
晌左

口一 L i tse a or r u n J以b lia 一 L in de
r a a g g r

叮 a t a va
r

·

P l ay fo i r ii e o m m u n i t y

层 株数 高度(m ) 胸径c( m ) 茂 生

植 物 名 称 或

— —
盛 活

次 多度 平均 最高 平均 最大 度 型

乔 木 层

木麻黄 C a

asu
r

ian 叩
u

iBS t晌 ial 1 9 9
.

5 14
.

0 1 1
.

4 18
.

0 中 乔

豺皮樟 L it se a r o ru n
成f bial 11 4 7

.

1 9
.

0 1 0
.

3 15
.

0 好 乔

’

红鳞蒲桃匀砂 g iu n : h a cn
e i 11 1 5

.

5 8
.

8 好 乔

打铁树 R叹p a n e a

inI
e a r is 11 2 4

.

6 5
.

0 6
.

0 6
.

5 好 乔

咏果皂帽花 D a 妙 n : a
cs h

a ot n ; o s t r a r u n : 11 1 4
.

0 3
.

0 好 乔

灌 木 层

酒饼筋 tA
a al nt ia bu

x

如 ial 50 1 .0 5 L S 中 灌

桃金娘 R h o do
n明 r thus t o m e n : t o s a 5 0 1 1

.

5 2
.

5 好 灌

九 节 P砂 c h o zr ia ;
ub ar 5 0 1 0

.

6 1
.

0 中 灌

小叶乌药 L认滋
r a a g君 r

叮
a t a , a r

.

夕抽乃自 i r i i C o p 2
.

0 3
.

5 好 幼树

打铁树 R aP
a n
ae iI n e a r i: 5 0 1 1

.

0 3
.

0 好 幼树

豺皮樟 乙i rse
a r o t u n

或户 il a 5 0 1 0
.

5 0
.

5 中 幼树

巫山新木姜 Ne
口 itI se a , u hs an ic a s p .0 2 .0 4 中 幼树

注 : 样地面积 10 0 m 2
.

5
.

1 采取封育措施
,

加强现有森林保护

实践证明
,

封山育林是加速天然植被恢复的有效途径
。

因此
,

对 目前岛上幸存的天然次

生林
、

灌丛
、

树丛应实行长期封禁和保护
,

制止乱砍滥伐和刮取地被物
,

以保证各类型群落

正常生长繁衍
,

逐步扩大天然林
。

在封育过程中
,

若能结合做好育林工作 (例如对萌生的幼

树和天然下种更新的幼苗加强管理
、

对更新稀疏的地段进行补播或补植
、

对土壤环境严重退

化封后林木生长不 良的疏灌草地进行引种改造 )
,

逐步实现合理经营管理
,

则天然森林植被

恢复的速度就会更快
。

5
.

2 大力开展植树造林
,

尽快完善防护林体系

目前岛上仍有相当面积地面裸露
,

或植被覆盖度低
,

沙土流动 ; 有不少地方缺少农田林

网和
“

四旁
”

绿化
,

或林带间距过宽等情况
,

遇到灾害性天气
,

对农作物和人畜安全危害很

大
。

因此
,

这些地段都要全面加强人工造林
,

并使之与原有林片
、

林带相互衔接联系起来
,

尽快形成综合性防护林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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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由于本岛立地条件特殊
,

微域地形也存在着较大变异
.

因此造林绿化之前必须要注

意合理规划
,

全面安排
,

因地制宜
,

明确重点
,

要按不同宜林地类型选用适宜树种
、

决定造

林方法和营林措施
,

尽可能做到适地适树
.

初期营造 的林片
、

林带
、

林网或
“

四旁
”

绿化树

种
,

最好选用抗性强
、

生长快
、

易于成活成林的种类
,

以求迅速形成森林
。

待有了森林
,

微

域气候
、

土壤均逐渐改变
,

那时再选用对立地要求较高的树种
,

开始切忌强求
“

珍贵
”

树种
。

根据树种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和现有人工林生长情况分析
,

初期造林的树种仍以木麻黄为佳
,

各类土壤都能适应 ; 个别地段
,

如高潮线上的沙滩
,

常受潮水影响
,

土壤含量较高
,

初期造

表 8 木麻黄一岗松一小叶乌药群落种类组成概况
T a b l e 8 T e s it n g r e s u l t o f C a su

a r
i
n a e q u ise r沙 Iia 一刀口 e e k e a fr u r e cs e n

~
L i n de ar a g g r ge

a r a v a r
.

P I公户i r i i e o m m u城 yt

层 株数 高度(m ) 胸径c( m) 茂 生

植 物 名 称 或

— —
盛 活

次 多度 平均 最高 平均 最大 度 型

乔 木 层

木麻黄 C a

asu
r

ian
e叮u

ise
t扣iaI 1 15 8

.

7 14
.

0 1 1
.

6 18
.

7 好 乔

岗 松 aB
e c k e a fr

u t e cs
e n s ll 一9 东 3 5

.

5 3
.

5 5
.

5 好 灌

小叶乌药 L切 de
r a a g g r

明
a r a v a .r 尸勿 J少瓦ir ii 11 5 4

.

0 5
.

0 4
.

1 5
.

5 好 乔

红鳞蒲桃 yS z, 瞥 iu川 h
a n e e i 11 1 4

.

5 3
.

2 好 乔

打铁树 R即
a n e a L in e a r is 11 1 4

.

0 3
.

3 好 乔

咏果皂帽花 D a sy m a
cs ha ot n or st ar 扭川 n 2 .4 5 5.0 .6 3 .6 5 好 乔

灌 木 层

酒饼荡 tA
a al nt ia 加 x晌 ial S p .0 6 1.7 好 灌

龙船花众
口 ar ch in e n s绍 5 01 .0 5 L S 好 灌

桃金娘 R h
o
do

n明 r r su ro m e n t o as 5 0 1 0
.

7 2
.

0 好 灌

野牡丹 M
e al st o n : a c a n d idu

n: 5 0 1 0
.

5 一。 好 灌

九 节 尸砂` h o tiar ur b
r a 5 0 1 0

.

5 1
.

0 好 灌

岗 松 aB
e e
ke

a
fr

u t e cs
e n s 5 0 1 1

.

0 2
.

6 中 灌

小叶乌药 L in de ar 口 g g r
ge at

a
va

r
.

p l处af iiir S p L O .2 5 好 幼树

打铁树 R叩
a n e a il n e a r is 5 0 1 0

.

8 2
.

0 好 幼树

咏果皂帽花 D a sy n : a
cs h a ot n or st r a t u n: 5 0 1 1

.

0 2
.

5 好 幼树

红鳞蒲桃 yS 夏,g) iu
n :
h
a n e e i 5 0 1 1

.

5 2
.

7 好 幼树

乌 材 D io syr or s e r l’a n rh a 5 0 1 0
.

7 1
.

0 中 幼树

豺皮樟 L it se
a or t u n d以乙ila 5 01 .0 5 .0 8 好 幼树

绒毛润楠 M
a e h ih招 v e lu r in a 5 0 1 1

.

2 2
.

3 中 幼树

注
:
样地面积 10 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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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时只能选耐盐耐水湿的树种 (如海漆
、

海芒果
、

黄模
、

银叶树等 )
,

才能适应那里的生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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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人工混交复层植被
,

稳定群落结构
,

增强植被防风固沙能力

本岛现有的人工林几乎全是木麻黄林
。

这一树种
,

初期长势虽好
,

但其缺点是本身真叶

已退化
,

树冠稀疏
,

防护性能较差
。

因而单一的木麻黄纯林不足以解决海岛这种风
、

沙
、

干

热的环境问题
。

所以
,

从长远考虑
,

采用更适宜的本地树来接替或混交
,

建立抗性强
、

生长

好
、

稳定性大的复层林是必要的
。

特别是在今后防风固沙林营造和更新过程中
,

要注意配合

本地速生树种
,

采用株间混交或行间混交或块状
、

团状混交等方式
,

发展人工混交复层林
。

在混交树种的选择和搭配上
,

则要因树因地而为
,

前述的由木麻黄人工林发育起来的多树种

多层结构的群落
,

无疑就是一个最好的示范
,

其中一些种类
,

如嚎果皂帽花
、

打铁树
、

狭叶

蒲桃
、

红鳞蒲桃
、

下龙新木姜
、

锈毛红厚壳
、

薄叶红厚壳
、

小叶乌药
、

乌材
、

海南密花树

等
,

都是本地适沙树种
,

具有较强抗逆能力
,

值得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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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争取输人石化燃料
,

解决居民能源

迄今
,

岛上居民生活所需的能源
,

全依赖于植物能源
,

除部分来 自农作物秸秆外
,

大部

分是取自森林和枯枝落叶
,

造成植被遭受破坏
,

或林木打枝过度
、

伤 口过多而影响正常生

长
.

事实上
,

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合理利用现象
.

因此
,

解决岛上居民生活能源问

题
,

也是森林植被恢复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

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

决
,

岛上的天然林
、

灌丛林和人工林很难得到保护和恢复发展
.

然而
,

从目前岛上土地利用

现状和各类防护林发展需要情况看
,

又不可能腾出足够的土地来发展薪炭林
。

由此看来
,

只

能争取输人石化燃料
,

引导居 民改炉用煤
,

同时创造条件利用太阳能
、

风能和潮汐能等能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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