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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棱栎是现存壳斗科植物的原始类群2是受国家 !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树木H调查表明2三棱栎在云南孟连6澜沧6西盟6沧

源及泰国北部清莱9%UOVKhTVO?等地仍有小面积分布2在云南呈现单株散生6萌生林6单优次生种林和共优种林 "种群落类型H
单株散生6萌生林和单优次生林是当地人群不合理利用山地资源和对植被破坏的结果=共优种林属原始植被2但未见大面积单

优势种群落2常小斑块状镶嵌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H在被严重破坏后进行封山管理的植被中发现一株高 7;R的三棱栎孤立

木2其周围 F##R!内有 7;E株三棱栎小树和幼苗2并开始形成小种群H三棱栎结实量大2而有胚种子比例仅 FvG77v2种子萌

发不困难2有胚种子的发芽率达 >#v以上H迁地保育试验显示2三棱栎在昆明可露地栽培后表现出速生性H目前2分布区土著民

族仍在不同程度地对三棱栎进行砍伐利用2加上紫茎泽兰等外来植物对种群的入侵2使其面临严重威胁H建议在自然保护区外

建立三棱栎保护点2扩大异地繁育栽培面积2进行种质资源的有效保护和资源的持续利用H
关键词@三棱栎=濒危植物=分布现状=种群特征=生物学特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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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棱栎 5%10&+&])()+̂7,&1L$)+0*+717是壳斗科三棱栎属中唯一分布在中国的种类n‘ofp.为栎亚科 jC;=IB@4;!;中较原始类

群nhp.有古老的地史.是研究壳斗科植物系统演化及大陆漂移和环境变迁的重要材料q由于分布区域狭窄.植株稀少.又因砍伐

森林和毁林开荒.现处于濒危状态nhp.早在 ‘blf年就被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对象dnlfp国环字第 aae号文

件g.在 ‘bbb年 l月 f日国务院批准的r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d第一批gsdnbbp国家林业局t农业部第 f号令g也将其列为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种类q自从三棱栎属建立以来nk.ip.国内外学者对该属植物的系统演化nc.lo‘‘p和植物区系成分n‘ep等进行了较

为 深入的研究.主张把三棱栎属分为 5%10&+&])()+̂7d5J6*%-1L1(()-)g.u&%’)+&,*+,%&+duJ,&1L$)+0*+717g和 #&(&’]&])()+̂7

d#J*vL*(7)gc个狭域分布的单型属q三棱栎作为一种珍稀濒危植物.仅周元等对其种子萌发进行了初步研究q为有效保护和持

续利用三棱栎这一珍稀的物种资源.两年多来对其分布现状t种群特征t破坏种群恢复潜力t异地繁育等进行了研究.现整理部

分资料报道如下q

w 调查地区和研究方法

调查以三棱栎在我国分布区为主.其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处于云南植物区系分区中的滇南t滇西南小区n‘cp.在哀牢山山系

南端和中怒山山系南端.东经 bbx‘kyo‘a‘xafy和北纬 e‘xebyoecxabyz之间q分布区的气候属南亚热带气候类型.年平均温度

‘h{co‘l{h|.极端温度为 ch{h|和Qk{k|.}‘a|积温 hih‘{aokbhb{c|.年降雨量 ‘cle{fo‘iib{bDD.且降雨多集中在

ho‘a月份.年平均相对湿度 ic~ol‘~.土壤为砖红壤性红壤n‘fpq

w{w 研究地区

在查阅大量研究资料t标本采集记录的基础上进行踏查.选取三棱栎自然分布区内的孟连县灯掌寨后山t澜沧东回骂黑山t
西盟孟梭后山和沧源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木料山为主要研究地区d点g.每个地区的三棱栎为一个自然种群进行调查研究q

w{! 研究方法

w{!{w 采取踏查法和生态学样方法来开展野外调查q结合相关研究材料的采集.调查工作集中在三棱栎开花期及盛果期q根据

不同地区三棱栎的群落现状及三棱栎的生长发育阶段.设置了 ‘aD"eaD.eaD"eaD.caD"caD和 haD"kaD等 f种样地q
记录样地海拔t坡度t坡向t土壤状况以及人为干扰程度等.实测样地内三棱栎的株数t株高t胸径t基径和冠幅.统计鉴定主要伴

生植物q

w{!{! 开花结实特性及种子萌发规律q观察不同分布点的三棱栎的开花结实物候q在调查样方内.每个居群随机采集 ea株树

上的种子若干.混合后晾干纸袋包装.置于 foh|的冰箱内备用q随机取种子 ‘aa粒df个重复g用手术刀拨去坚果果皮.统计有

胚坚果数量.计算结实率q将不同种群的种子分别用相同的基质d‘#e红土$‘#e腐叶土g在昆明的晚春df月初g进行播种试验q
以口径 ck{hID.底径 ei{hID.高 ‘h{aID土盆为容器.基质充分吸水后把种子播在表面.再覆土 a{ho‘{aIDq播种盆口用玻

璃覆盖保湿.每天检查记录种子萌发q

w{!{% 种群恢复潜力及土著民族对资源的利用q在实地调查和当地居民访谈的基础上.选择植被曾遭破坏后被严格保护三棱

栎群落为研究对象.调查各龄级三棱栎的比例及每个单株生长发育状况.评价种群的恢复能力q采用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方法.调

查土著民族对三棱栎的认识t利用以及对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意识q观察样地内或样地周围外来物种对现存三棱栎种群的危害

及其种群发展的影响q

! 结果与分析

!{w 三棱栎的分布现状t种群特征及主要伴生植物

三 棱栎首次记载分布于泰国nip.为我国新纪录属d种gn‘p.中国植物红皮书d稀有濒危植物第一册g记载在我国分布于云南

思茅地区的孟连t澜沧t西盟及西双版纳州的勐腊等地nhpq目前的野外调查和研究材料采集表明.三棱栎在云南省的孟连d凭证

标本 O&’aeMaa‘oaeagt澜沧d凭证标本 O&’aeMae‘oafagt西盟d凭证标本 O&’aeMaf‘oakagt沧源d凭证标本 O&’aeMak‘

oalag以及泰国北部 (9@!3E=!@省的 ’!3R)C3R*!BGd凭证标本 O&’aeMal‘o‘aag等地仍有其种群分布q对西双版纳植物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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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三棱栎栎本查证表明其不是三棱栎!在其记载采集地也未见有三棱栎分布"
生 态 学 样 方 调 查 表 明!三 棱 栎 不 像 滇 石 栎 #$%&’()*+,-./)01)%,-2高 山 栲 3)-%)4’+-$-./0)5)6$2滇 青 冈 36(0’1)0)4’+-$-

70),(’$./-和栓皮栎8,/*(,-5)*$)1$0$-等壳斗科植物那样以较大的种群呈单优势种群落!常数株形成小片块或零星单株散生于

常绿阔叶林中"除沧源南滚河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内种群属相对保存较好的原始类型外!其它地区的种群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人为

破坏"9个主要分布点的三棱栎种群所处的群落外貌2个体发育2植物种类组成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目前!自然分布的三棱栎

种群呈现以下特征"

:;<;< 散生单株 散生单株的三棱栎多见于山地小路两侧的杂木林中2村寨周围2山地中!同时在原生常绿阔叶林内也偶见单

株 或极为零星的植株"在澜沧东回乡海拔 =99>?处的山路旁!发现有 =株高约 @?三棱栎!在山路两侧 A>?的范围内未发现

三棱栎小树或小苗"西盟县孟梭乡B海拔 =>9>?C后山的植被曾遭砍伐破坏!为了保护那里的自然景观!乡政府从 =D@9年开始

进 行 了 严 格 的E封 山F管 理!在 对E封 山F区 域 调 查 发 现 了 散 生 的 三 棱 栎!在 这 些 散 生 的 三 棱 栎 群 落 中 杯 状 栲 3)-%)4’+-$-

()0)%&$G’*H$-2短 刺 栲 3)-%)4’+-$-/(&$4’()*+)2华 南 石 栎 #$%&’()*+,-G/4/-%*)%,-2红 木 荷 I(&$H)J)00$(&$$2茶 梨 K44/-0/)

G*)7*)4-等亚热带常绿阔叶树种已成为优势种类!但在散生的三棱栎大树周围发现少量三棱栎的小苗或小树"在孟连2沧源等

地的调查时!种植农作物的山地中偶见三棱栎的成年单株!但未见三棱栎小苗或小树"
三棱栎散生单株多是毁林开荒扩增农用耕地而形成的!是分布区内最脆弱的类型!这些单株极易被人类的进一步破坏2濒

危生境形成或其它植物的更替等而不断流失"

:;<;: 萌生林 多分布在村社周围的山地缓坡上!是当地居民在根据三棱栎极强的萌生特性而进行E半保护式F薪炭砍伐利用

的结果"孟连县灯掌寨后山海拔 =>L>?处的三棱栎群落属萌生林"灯掌寨的傣族对三棱栎极为熟悉!他们在对薪炭树种利用

中发现三棱栎的萌生力强!从而进行了较原始的保护性砍伐利用"由于人的濒繁活动!萌生林内的三棱栎种群表现出特殊的树

体 形状2株高结构和丰富的物种成分B表 =C"株高约 9?的三棱栎就能开花结实!但群落内三棱栎株高不超过 =M?!平均株高约

N?!未发现自然枯死植株"种群结构中有近 N@;NO三棱栎植株处于花果期!株高 =?以下的植株比率是调查的 9个种群中比

率最高的B达 LN;AOC!株高 LPM?的幼树也占较大比率"萌生的三棱栎基部粗壮!植株矮小!一些株高 =L?左右的三棱栎基

径可达到 M@Q?R而沧源南滚河自然保护区木料山和东回骂黑山B表 =C内!相同株高的三棱栎基径多在 =NQ?以下!基径 M>Q?
的三棱栎株高都在 L>?以上"因此!若没有人为干扰!萌生林中的三棱栎会有许多株高 L>?以上的大树"三棱栎在乔灌层中

为 优 势 树 种!伴 生 有 高 等 植 物 N>余 种"伴 生 的 木 本 植 物 有 乌 饭 树 S)(($4,H1*)(%/)%,H2红 锥 3)-%)4’+-$-&6-%*$T2短 刺 栲

3)-%)4’+-$-/(&$4’()*+)2华南石栎 #$%&’()*+,-G/4/-%*)%,-2截头石栎 #$%&’()*+,-%*,4()%,-2泡花树 3*)$1$’./4.*’4-%/00)%,H2茶

梨 K44/-0/)G*)7*)4-U2厚 皮 香 V/*4-%*’/H$)76H4)4%&/*)2红 木 荷 I(&$H)J)00$(&$$2母 猪 果 W/0$($)4$0)7$*$()2水 锦 树

X/4.0)4.$)%$4(%’*$)2多 花 野 牡 丹 Y/0)-%’H)+’06)4%&,H2三 匹 叶 3)H+60’%*’+$-5/0,%$4)等 近 M>种!草 本 植 物 有 滇 缅 班 鸠 菊

S/*4’4$)+)*$-&$$2白牛胆 Z4’0)()++)2矛叶荩草 K*%&*)T’40)4(/’0)%,-2山 子 3)*/T1)(()4-2野姜 [$47$1/*-%*$’0)%,H等 =>余

种!在木本植物上还有光叶瘤蕨 \&6H)%’./-0,($.)2大花万代兰 S)4.)()/*,0/)2指叶毛兰 ]*$)+)44/)等多种附生植物"
薪炭材利用中的三棱栎萌生林!虽不是毁灭性的利用!但人为地阻止了植株正常的生长发育!多数植株不能长成大树!生殖

生长受到阻碍!导致种群发展缓慢!基因交流和重组的机会受抑!难于形成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萌生林是人为干扰下的脆弱群

体!应禁止进一步的砍伐利用!促使种群的恢复"

:U<Û 单优种次生林 在澜沧东回骂黑山B表 =C等地!三棱栎为片状矮小优势林散生于常绿阔叶次生林中"林中三棱栎高度

不超过 =>?!平均高度约 N;A?!高于 9?的开花结果植株比率达到了 _L;DO!L=;9O的三棱栎为 LPM?的幼树!小于 =?的

幼树和幼苗的比率相对较低约 N;_O"群落中三棱栎个体表现出较强的生长势!呈单优势种群落状"统计发现其伴生的高等植

物约 M>种!其中多数木本植物与萌生林内的种类相同!但草本层和附生植物种类相对较少"也发现沙针 ‘-6*$-J$7&%$)4)2水红

木 S$*1,*4,H(60$4.*$(,H2构树 a*’,--’4/%$)+)+6*$G/*)2余 甘 子 \&600)4%&,-/H10$()2多 穗 石 栎 #$%&’()*+,-+’06-%)(&6,-等 萌

生林内没有的种类"次生矮林中的三棱栎是正在发展中的2生长能力极强的种群!若能得到较好的保护!种群可能在较短的时间

内得到恢复"

:;<;b 共优种林 调查发现在保护区的原始林中分布的三棱栎!常呈小斑块镶嵌于大面积的常绿阔叶林中!基本没有大面积

的三棱栎林分"对沧源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木料山海拔 =N>>P=@>>?的种群结构调查表明B表 =C!小斑块镶嵌于常绿阔

叶林中的三棱栎成年树B株高 9?以上C比率高!株高在 L>?以上的大树多"小斑块状镶嵌的三棱栎在种群株高结构2群落外貌

上差异明显"在木料山 M个不同地段设置样方代表了三棱栎的 M种不同的株高结构B表 =Cc结构 d种群内株高eL>?的大树占

N>O以上!株高e9?成年树超过 D>O!幼树和幼苗的比率极低!无自然枯死的植株"样方中最大的三棱栎株高达 MN?!基径为

DLQ?!胸径 _MQ?!冠幅约 9>>?LR结构dd种群内成年树比率达 A>O 以上!幼树和幼苗比例约 M@;NO!eL>?的大树占 N;DO!
有 =A;@O左右2株高 =;NP=>?三棱栎自然枯死"样方中最大三棱栎高达 M>?!基径 D>Q?左右!胸径约 A>Q?!冠幅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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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种群内 %&’以上的三棱栎为 ()"&!的成年树*"&!以上的大树和 +!以下的小树或幼苗极少*有 +,-.’/株高 .

)+0!的植株自然枯死1样方中三棱栎最大植株高可达 ",!*基径达 023!*胸径近 4&3!*冠幅约 ,2!"1从群落外相上看*该

种群结构内的三棱栎个体均匀*株高整齐一致1比较 .个样方中三棱栎个体结构发现*结构 $$和结构 $$$的三棱栎单位面积数

量都明显大于结构 $*但都有一定比率的幼树在逐渐枯死1在调查中也发现一些自然死亡后倒伏于林中的三棱栎大树*其中一

株株高 "+!*基径 0&3!/胸径 2(3!1可推论5在常绿阔叶林中小片状镶嵌的三棱栎天然林是一个不断演化/发展的共优群落*
结构 $$和结构 $$$内的个体在竞争壤营养/阳光/生存空间过程中*部分植株逐渐死亡后*逐步形成少数个体占有较大空间的结

构 $*在部分大树衰老或逐渐死亡的过程中*三棱栎的种子又能有效地掉落于林内萌发生长*开始新的个体发育和种群构建1

表 6 不同群落内三棱栎的种群结构特征

789:;6 <=>?:8@A=BCD8E8C@;EAF@ACF=GHIJKLMLNOPOMQRSLJTUOMKVMRJRABWAGG;E;B@C=XX?BA@A;F
群落类型

YZ!![\]̂]_‘

萌生林

ab

单优种次生林

acd

共优种林

YdY
地点

eZ3fg]̂]_‘

孟连县灯掌寨

后山 ddh

澜沧县东回骂

黑山 ija

沧源南滚河自然保护区木料山k株高结构liea
结构 $kjmal 结构 $$knoal 结构 $$$kidal

海拔 pĝqk!l +&"& +(,& +,,& +,%& +4.&

坡向/坡度 agZr_‘
北坡/.&s

t*.&u_vw__‘

西坡/(&s
c*(&u_vw__‘

东南坡/(&s
ax*(&u_vw__‘

南坡/.&s
a*.&u_vw__‘

南坡/.&s
a*.&u_vw__‘

盖度 YZy_wfv_k’l z %& z %& z %, z %, z %,
规格 ‘]{_ "&!|(&! "&!|"&! 2&!|,&! "&!|.&! "&!|"&!
三棱栎总株数 mtmd +%, +(& (+ +&+ ++0

三棱栎株数 md}+&&k!"l "( ., ~" +4 .&

三棱栎平均高 pjmdk!l ,-+ ,-2 +4-% 2-0 +(-(

最高 j‘̂-}最低 a!̂qk!l +.-,}&-" %-,}&-. .,}&-( ."}&-"0 "&}&-"

株高 md""&!植株k’l # # ,+-" ,-% &-0

株高 md"(!植株k’l ,0-, 4"-% (.-% ,,-( %+-,

株高 md").!的幼树k’l +(-% "+-( # ""-4 ,-+

md$+!植株k’l ",-2 ,-4 (-% +,-0 .-.

枯死株 d_fumdk’l # # # +2-0 +,-.

枯死株 d_fumdk!l # # # +-,)+& .-,)+0

伴生植物 p33Z!rf\]_w‘ (,种 ‘r_3]_‘ .&种 ‘r_3]_‘ ",种 ‘r_3]_‘ "4种 ‘r_3]_‘ ",种 ‘r_3]_‘

伴生植物k乔木层l
if]\f33Z!rf\]_w‘
kmZrgf%_wl

&乌饭树 ’短刺

栲 (红锥

&乌饭树 ’短刺

栲 (红锥

)杯状栲

*红木荷

)杯状栲

*红木荷

)杯状栲

*红木荷

结构评价

xyfg[f̂]Z\

干扰下的变化

种群 jdj

恢复中的演变

结构 +n

相对稳定

的结构 naa

演变中的不

稳定结构 ,ad

演变中单优

结构 iad

tẐ_‘5ab arwZ[̂]\v-Zw_‘̂#acd a_3Z\ufw%u.fw-.ZZu‘#YdY YZ/uZ!]\f\̂ 3Z!![\]̂]_‘#ddh m!_!]gg‘]u_0_‘]u_ !̂_

d_\v{!f\v{!f]#ija m!_if!_]‘!f\i q̂#iea i[g]fZ‘!f\i q̂#jma j[v_/̂w__‘̂w[3̂[w_#noa n_gf̂]y_g%0fgf\3_‘̂w[3̂[w_#ida

iZ\Z/uZ!]\f\̂ ‘̂w[3̂[w_#pĝq pĝ]̂[u_#mtmd mẐfg\[!0_w‘Z-1q2345678978:4:#md 1;49383<=>=8?:23456=8978:4:#pjmd py_wfv_

!_]v!̂ Z-md#j‘̂ j]v!_‘̂#a!̂ a!Zŵ_‘̂#jdj j_fy]g%u]‘̂[w0_u0%![!f\f3̂]y]̂]_‘#+n +Zr[gf̂]Z\]\w_3Zy_w]\v#naa n_gf̂]y_g%

‘̂f0g_‘̂w[3̂[w_#,ad ,\‘̂f0g_‘̂w[3̂[w_]\u_y_gZr]\v#iad iZ\Z/uZ!]\f\̂ ‘̂w[3̂[w_]\u_y_gZr]\v#& @=5548?A <;=5B7=B?A ’

C=:B=83D:4:7564835=;D=(C=:B=83D:4:6E:B;4F)C=:B=83D:4:5=>=B64G3;A4:*H564A=I=>>45644

伴生主要植物约 ",种1伴生的优势植物有杯状栲 C=:B=83D:4:5=>=B64G3;A4:/刺头石栎 J4B635=;D?:756483B63>?:/华南石栎

J4B635=;D?:G787:B;=B?:/红木荷等常*其中杯状栲常成高 "&!以上的大树与三棱栎混生#此外还有红花木樨榄 K>7=;3:7=/大花

枇杷 L;43<3B;E=5=M=>7;474/钝叶桂 C488=A3A?A<7N3>963B=/小叶楠 O637<7A=5;3D6E>>=/母猪果/厚皮香/叶萼核果茶 OE;78=;4=

243:DE;45=;D=/围延树 O4B6757>>3<4?A5>ED7=;4=/岗柃 L?;E=9;3GG44等1

P-P 开花结实/种子萌发及种群自然恢复能力

P-P-6 开花结实习性及种子萌发 三棱栎在株高约 (!就进入生殖阶段1三棱栎花单性*雌雄同株*雄花多数呈小球状簇生于

序轴节上* 荑状花序单生于叶腋或簇生于无叶短枝上*长 0)+(3!*雄花多数*雄蕊 2*花药长 &-4,!!1雌花 +).朵聚生于序

轴各节上*直立的穗状花序单生于顶端小枝叶腋内*子房明显具 .翅*长 "!!*.室*每室含 "枚胚珠1不同种群或种群内不同

小环境下的始花期略有不同*纬度最北/海拔最高的k+,,&)+4.&!l的沧源南滚河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的植株开花最早*低海拔

,,."期 孙卫邦等5三棱栎的分布现状/种群特征/生物学特性及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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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纬度的孟连灯掌寨相对较晚(但多数植株的花果期为 "#月份至翌年 )月份*
三 棱 栎 的 开 花 结 实 习 性 较 为 特 殊(其 始 花 期 是 群 落 中 其 它 壳 斗 科 植 物 如 刺 栲 +,-.,/01-2-34-.526’杯 状 栲 +,-.,/01-2-

7,8,.32905:2-’短刺栲 +,-.,/01-2-;732</07,51,’华南石栎 =2.307,51>-9;/;-.5,.>-等的果熟期(而其果熟期又是其它壳斗科植物

的始花期*壳斗科为风媒或虫媒传粉植物?@A(分布于马来亚半岛’加里曼丹岛和苏拉威西岛的轮叶三棱栎BCD;5.27288,.,的雄花

序直立(虫媒花?")A*三棱栎的雄花序挺直或曲折可能体现着由虫媒至风媒的一个环节?"A(对三棱栎新鲜雄花在体视解剖镜下观

察发现(一些小甲虫等濒繁访问花药并携带花粉(这些小甲虫可能也参了传粉过程(其传粉机制有待深入研究*三棱栎瓣裂的壳

斗内通常有 "EF个坚果?@A(观察发现每瓣裂壳斗内 @个坚果的情况也较普遍(偶见 G个坚果壳斗*每成熟坚果内仅含 "枚种皮

半透明’无胚乳的种子*对 )个种群内采集的坚果!俗称种子&解剖显示(含种子的坚果比率仅 HCIJ(种群内单株间或种群间的

差异不显著*

图 " 不同种群种子!坚果&的萌发率比较

KLMN" OPPQP%PRMPSTPRUVPWXBN<0273,/Y;/-2-XRW% QLXXPRPSV

ZWZ[\UVLWS]

昆 明 春 季 播 种!温 度 "IE$)̂ &试 验 结 果!图 "&显 示(播 种

后 第 I天可见 $片!偶 F片&扇形子叶露出土面*萌发时胚根先

突 破 果 皮 形 成 主 根(同 时 上 下 胚 珠 迅 速 生 长 将 子 叶 顶 出 播 种 基

质(随后子叶变绿(子叶出土后约 ""Q真叶开始发育生长(约 $#

Q完成萌发*孟连灯盏寨种群的萌发率最高达 HC)J(沧源种群

的萌发率最低为 ICFJ_不同种群间的萌发率差异不明显*有种

子坚果的平均萌发率可在 G#J以上!发芽果实‘有种胚果实&*在

昆明植物园育苗栽培试验表明(三棱栎实生苗露地栽培后(生长

发育正常("年生苗株高最高可达 "F#T%(基径 "C$E$C)T%*

aCaCa 人工管护下的三棱栎种群恢复潜力 对b封山c管理 "GU
的西盟县孟梭乡后山的一株高约 "d%三棱栎孤立木调查发现(
其周围已经开始形成有一定株高结构的小种群!图 $&*在 H##%$

的样方中共发现 "dI株三棱栎(其中 $株已开始开花结实(株高

F#T%以下的幼苗最多达 ")$株*幼苗多见于荫蔽潮湿的地段’

图 $ 恢复中的三棱栎小种群株高结构

KLMN$ e\USVfPLMfV]VR[TV[RPWXVfPRPTWgPRLSMZWZ[\UVLWSURW[SQ

USL]W\UVPQUQ[\VVRPPWXBN<0273,/Y;/-2-

灌 木 或 草 丛 中(幼 树 和 成 年 树 生 长 在 郁 闭 度 低 的 开 阔 地 带*因

此(荫蔽潮湿的环境有利有三棱栎实生苗的形成和幼苗的生长(
而幼苗向幼树和成年树的发育则需要较强的光照条件*比较在

昆 明 植 物 园 繁 育 生 长 的 三 棱 栎 可 以 推 断(所 调 查 的 三 棱 栎 孤 立

木 在b封 山c初 期 可 能 还 是 一 棵 幼 树 或 幼 苗(通 过 "GU的 生 长 发

育 现 已 成 为 能 自 我 繁 衍 的 小 种 群(若 这 一 小 种 群 能 够 得 到 科 学

的管理和保护(将会尽快形成有一定空间分布格局的大种群(实

现种群的原生地恢复*因此(对被破坏的三棱栎原生地植被进行

严格管护(能促使三棱栎种群的原生地自然恢复*

aCh 人类活动及外来物种入侵对三棱栎种群发展的影响

对 特 定 地 区 植 物 资 源 的 保 护 和 利 用 必 须 研 究 该 地 区 环 境’
资源和人口问题*三棱栎分布区处于云南省的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境内(主要有傣族’佤族’拉枯族 F个土著民族(他们是依赖

对山地资源的利用来维持生活的山地民族*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人们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改善物质生活是无可非议

的*但调查的结果显示(三棱栎分布区内的土著民族已过度的利用了那里的植物资源(威胁着物种的生存与发展*

aChCi b森林农地化c导致三棱栎等珍稀植物生境劣化 对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的高度依赖(决定了当地土著民族的生产生活

模式*尽管政府部门颁布了有关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政策和法规(但随着当地人群的不断增长和人们不断超越原始的物质文化

生活的需求(b森林农地化c的资源利用方式仍在进行*甘蔗’茶叶’荔枝’芒果’香蕉’三叶橡胶’水稻等经济作物的发展(使得已

经脆弱的当地植 被 出 现 了 更 为 严 重 的b片 断 化c和b孤 木 化c*调 查 表 明(由 于b森 林 农 地 化c的 不 断 发 展(三 棱 栎’千 果 榄 仁

B;5:2/,82,:452707,51,等国家级保护植物的自然生境已经劣化(b濒危生境c!jSQUSMPRLSMfUkLVUV&正严重地威胁着其种群的

生存和发展*

aChCa 土著民族对三棱栎的利用 沧源的佤族称三棱栎为b栲受c!佤名译音&(意为坚硬的树木(孟连’澜沧和西盟等地的土著

民族通称三棱栎为b红栎木c*土著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步认识到(三棱栎是制造农用工具的好材料和优良的薪炭材树

种(对其利用一直延续下来*当地人群积累了丰富的识别三棱栎的方法(他们能通过树体形状’树皮色泽和表面结构以及叶片特

d)F 生 态 学 报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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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等准确地识别三棱栎!但没有发现有他们对三棱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传统经验!对资源的利用仍然处于原始的"掠夺式#开

发$对澜沧县东回乡一个小集市上的调查结果显示!其每年交易的三棱栎薪炭材约有 %&&&’%(&&)*!而每 )*三棱栎薪材售价

仅 (&余元$调查中也发现!多数居民发现有三棱栎的群落时!无论植株大小均进行成片砍伐$因此!土著民族对三棱栎的不合理

利用将会进一步加剧其种群的濒危速度和种质资源的快速流失$

+,-,- 入侵物种对三棱栎种群发展的影响 入侵物种危害途径之一是通过压制或排挤本地物种!形成单优群落!危及本地物

种 的生存!导致物种种群逐渐缩小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三棱栎分布区地处滇缅交界!是 .&世纪 /&年代传入我国的飞机草

0123435678739326:6和紫茎泽兰 ;<726:=8669783>1326主要入侵通道$目前!飞机草和紫茎泽兰已大面积侵入农用山地周围的

三棱栎群落中!在灌木层成为单优群落!群落内三棱栎的幼苗和幼树极为罕见!处于农地外围的三棱栎单株被紫茎泽兰和飞机

草包围!被外来入侵物种危害的三棱栎种群的自然更新极为困难$调查也发现!原产美洲的肿柄菊 ?=:138=69=@72A=B35=6也在当

地蔓延!开始侵入三棱栎种群$

- 讨论

-,C 三棱栎濒危原因的初步分析

本研究表明!导致三棱栎濒危的因素很多$三棱栎脆弱种群的形成可能与其物种演化过程中的地史变化D三棱栎的生态生

物学特性以及人类活动等诸多因素的紧密相连$化石证据表明!三棱栎现在的分布格局可能是由于地质地理和古气候的变化而

形成的E%FG$云南在第四纪几次冰川期没有较大影响!从而使三棱栎等植物能延续至今成为一个脆弱的残余种$目前!当地人群

的生产生活活动和外来入侵种的排挤等正不断缩小三棱栎种群和劣化三棱栎生境!加之其结实差D种子萌发至幼苗及其成年树

的形态建成对环境的要求等特性更加剧了该物种的濒危$

-,+ 三棱栎的保护对策

鉴于目前三棱栎的种群状况!应尽快采取综合措施!努力挽救现存每一个单株和脆弱的小种群$

H%I加强原生地保育 创造和开发三棱栎适宜生境!制止乱坎乱伐!保护现有三棱栎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在孟连D澜沧和

西盟等没有划入自然保护区的地区建立三棱栎保护点!逐步促使其三棱栎种群的恢复$

H.I加紧异地H迁地I保育 可在采种育苗获得大量个体的基础上!根据它们的生态生物学特性规划发展区域D选择适宜的立

地条件进行人工种植!人为扩大种群空间!创造基因交流和重组的条件!防止目前各个孤立小种群内可能发生的由于遗传漂变

和近交衰退造成的遗传多样性的减少$

H*I进行三棱栎资源可持续利用 把其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退耕还林#的首选树种!实现三棱栎薪炭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缓解由于当地居民的薪炭利用对三棱栎种群发展的压力J同时三棱栎株型紧凑!叶密而翠绿!观赏性好!可把其作为乡土园

林树种进行推广种植!在最广泛的园林应用中实现其种质资源的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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