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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鹦歌岭轮叶三棱栎（!"#$%&%’()(&*+ ,-".#/#))(.(）

群落特征与保护对策

林家怡8，吴世捷!，庄雪影8，!，莫罗坚8，王春东X，苏文拔X，陈Y 庆X，陈Y 伟X

（82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广州Y 78$#:!；!2 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香港新界大埔；X2 海南省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中心，海口Y 7"$!$X）

摘要：应用样方调查法，研究了中国分布新记录种———轮叶三棱栎（!"#$%&%’()(&*+ ,-".#/#))(.(）种群结构及其所处森林群落特点。

结果表明：轮叶三棱栎仅分布于海南鹦歌岭海拔 88$$ ; 8:$$ < 近山脊处的热带山地雨林及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群落中，与陆

均松（0(/"12#*3 4-/.#&(.*3）、海南阿丁枫（5).#&$#( %’%,(.(）等树种伴生。在 ! 个面积为 87$$ <!的调查样方中共记录了 9$ 种乔

灌木树种，均匀度和 -H=55056Z>A5A@ 指数分别为 $2 [8、$2 [# 和 X2 !$、X2 !"，轮叶三棱栎的重要值在群落中排在第 9 ; 8$ 位；种群

结构分析结果显示该种群数量小且无!龄级和 ,,, 龄级，属不稳定种群；轮叶三棱栎生态位宽度为 82 #9，在群落中仅排第 89 位，

与陆均松和鸡毛松（0(/"1/("4*+ #3’"#/(.*+）的生态位重叠值分别为 $2 79 和 $2 #[，但与群落优势种的生态位重叠值多小于 $2 X。

鹦歌岭在海拔 8$$$ < 以上具有较大面积的台地和人为破坏较少可能是该种群得以幸存的重要因素，加强就地保护，开展该种

植物的生物学特性研究，并建立国家级保护区，将海南中部山区各保护区有机地联合在一起为保护良策。

关键词：轮叶三棱栎；种群；物种多样性；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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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年 6= 月，在海南鹦歌岭首次发现了轮叶三棱栎（!%’34145*)*1.7 #$%&’(’))*&* O)38-.）（M+ B-,C(!," P
K,. Q,-C:,，1/58,""’2）。三棱栎属为壳斗科栎亚科（R/’3(),2’-’）中较原始的类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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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 9］。该种在海南的发现对壳斗科的系统学和区系学研

究，以及海南植物区系和植物群落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有关海南岛热带雨林群落研究主要集中于尖峰岭［<，I］、霸王岭［?，E］、五指山［>，67］和吊罗山［66，6=］四大林区，

王伯荪［6F，69］、胡玉佳［6<］等学者对海南岛区域性热带雨林也作了深入的探讨，而作为海南中部山区中心枢纽

的鹦歌岭山地雨林群落则未见研究，有关三棱栎属在海南的分布也未见报道。生态位是森林生态学理论探

讨［6I，6>］与调查应用［=7，=F］较活跃的领域，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生态位宽度（.,(!’ 53’-2"!）和生态位

重叠（.,(!’ )A’3*-#）的定量计测，后者多用于种间竞争的研究。本文以样方调查为基础，详细描述和分析了

轮叶三棱栎种群及其所处群落的组成结构，并从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角度分析其竞争状况，以期为该种

植物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依据。

)* 自然概况

鹦歌岭自然保护区位于海南岛中南部山区（6ET<7U S 6>T6=UM，67>T6<U S 67>T<7UV），横跨琼中县、五指山

市、乐东县、昌江县和儋州市 < 个县市，面积约 <7777 !8=，具热带季风气候，日平均气温"67W的年积温 E<77
S >F77W，平均气温 =9& FW。最冷月（6 月份）平均气温为 6I& = S =7& EW。年均降雨量在 =677 88 以上，但由

于受季风和地形等因素的影响，时空分布不匀，降水集中在 I S 67 月份，且多暴雨，占全年降水量 E7X S
>7X，而 66 月至翌年 9 月份为旱季，降雨量只占 =7X 左右。从四周地区看，东部位于五指山迎风面，雨量较

多，而西部背风区域雨量较小。鹦歌岭林区土壤多为花岗岩和砂岩风化而成的砂壤土和少部分壤土，随海拔

升高有燥红壤、砖红壤、山地黄壤等系列，其植被则相应形成了热带季雨林、热带低地雨林、热带山地雨林、热

带山地常绿林和热带山顶矮林等［6<］。

鹦歌岭山脉呈东北C西南走向，由 67 余座海拔 6777 8 以上的山峰组成，是海南最大的两条河流———南渡

江和昌化江的集水区，主峰鹦歌岭海拔 6E668，是海南第 = 高峰。其东面为五指山保护区，东南面为吊罗山保

护区，西南面为尖峰岭、佳西、猴猕岭三大保护区，西面为霸王岭保护区，北面为黎母山保护区，从而形成了海

南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心枢纽。

+* 研究方法

+& )* 群落调查

于 =77< 年 < S 6= 月，在鹦歌岭保护区的森林地段设置了 =I 个面积为 6<77 8= 的样方，每个样方均由 6<
个 677 8=的小样方组成。在小样方中，记录胸径 = (8 以上的乔灌木树种的名称、胸径、高度、冠幅以及林下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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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和草本植物的种类和数量［/0］。在 /1 个调查样方中，只有马或岭海拔 2233 4 2033 5 地段的 / 个样方出现

了轮叶三棱栎。应用群落分析法，对轮叶三棱栎所在群落的物种组成及其物种多样性作进一步的分析。

!& !" 种群调查

在出现轮叶三棱栎样方中，记录所有轮叶三棱栎的植株。将种群划分为 6 个龄级，即：!级，高度（!）7
88 (5 者；"级，! 9 88 (5 以上，胸径（"#$!）7 /& 6 (5 者；::: 级为 /& 6#"#$! 7 ;& 6 (5 者；#级为 ;& 6#"#$! 7

//& 6 (5 者；$级为 "#$!"//& 6 (5 者［/0］。

!& #" 数据分析

根据野外调查数据，使用 <,(=)>)?" @A(’* 软件分别建立 / 组以“样方B种类”组成的二维矩阵数据库：数据

库 : 以面积两个 2633 5/样方为基础，用于计算群落中各个种的相对多度、相对频度（结合 233 5/数据库）、相

对优势度、重要值（为前三者之和）和群落多样性指数；数据库 :: 以 83 个面积为 233 5/ 的小样方为群落综合

环境梯度，以 / 个物种在不同资源状态的分布相似性进行生态位宽度（C,(!’ D=’-E"!）和生态位重叠（C,(!’
)F’=*-#）分析［2G］。

#" 结果与分析

#& $" 轮叶三棱栎所在群落外貌特征和组成结构

轮叶三棱栎种群见于鹦歌岭自然保护区中心区域马或岭海拔 2233 4 2033 5 的群落中。该群落所在山坡

坡度约 86H，土层较薄，土壤为山地黄壤。群落中的枯枝落叶层较厚，腐殖质丰富，海拔略低处较干旱，较高处

因长年云雾缭绕，湿度较高。群落物种丰富，组成复杂。在 / 个样方中共记录了 G3 个乔木树种，隶属 /G 科 0;
属。其中，鉴定到种者有 ;G 种，有 22 种因无花或无果尚未鉴定出来，包括 / 种鉴定到科的种类（分属木犀科

和蔷薇科）和 G 种鉴定到属的种类（冬青属和山矾属）。

在群落中重要值排在前 23 位的种类见表 2。轮叶三棱栎在两个样方中分别位于第 G 和第 23 位。

表 $" 轮叶三棱栎所处群落前 $% 位优势树种的重要值

&’()* $" +,-./0’12* 3’)4*5 .6 07* 0.- $% 5-*28*5 81 07* 2.,,41809 :807 !"#$%&%’()(&*+ ,-".#/#))(.(

序号

C)&
样方 2 I*)" 2

树种 J#’(,’> 重要值 :K

样方 / I*)" /

树种 J#’(,’> 重要值 :K

2 五列木 %&’()*!+,)- &./+01#&2 8/& GL 海南阿丁枫 3,(1’41) 0$05)() 8G& ;2

/ 米锥 6)2()’0*212 7)/,&211 /38 /2 陆均松 ")7/+#1.9 *&7(1’)(.9 /L8 86

8 密花树 :+/21’& 2&4.1’11 2G8 2L 子凌蒲桃 ;+<+41.9 7!)9*10’11 2G8 /L

0 亮叶含笑 :17!&,1) =.,4&’2 2L8 1L 厚壳桂 6/+*(07)/+) 7!1’&’212 2G8 /0

6 厚皮香 >&/’2(/0&91) 4+9’)’(!&/) 2L8 86 黄叶树 ?)’(!0*!+,,.9 !)1’)’&’2& 208 L1

1 南华杜鹃 @!0#0#&’#/0’ 2191)/.9 2;8 1G 尖峰润楠 :)7!1,.2 90’(170,) 208 6

; 硬叶椆 A1(!07)/*.2 !)’7&1 268 ;8 九节 %2+7!0(/1) )21)(17) 228 L8

L 海南阿丁枫 3,(1’41) 0$05)() 288 82 凸脉冬青 B,&- &#1(1702()() 228 ;L

G 轮叶三棱栎 >/140’0$),)’.2 5&/(171,,)() 288 3G 乐东拟单性木兰 %)/)C9&/1) ,0(.’4&’212 238 80

23 大头茶 D0/#0’1) )-1,,)/12 2/8 L/ 轮叶三棱栎 >/140’0$),)’.2 5&/(171,,)() 23& //

轮叶三棱栎所处群落具有比较明显的垂直结构分化。乔木层可分为 8 个亚层，第 2 亚层高 26 4 2L 5，有

的高达 /6 5 突出主林层之上，树冠常较宽而成蘑菇状，树冠之间不连续，主要树种有陆均松（")7/+#1.9
*&7(1’)(.9）、海南阿丁枫（3,(1’41) 0$05)()）、乐东拟单性木兰（%)/)C9&/1) ,0(.’4&’212）和黄叶树（?)’(!0*!+,,.9
!)1’)’&’2&）等，海拔较高处还有米锥（6)2()’0*212 7)/,&211）和硬叶椆（A1(!07)/*.2 !)’7&1）等，群落的平均胸径约

03 (5，有的树木胸径粗达 2/3 (5。轮叶三棱栎树高 28 4 /2 5，主要居主林层；第 / 亚层高 23 4 26 5，郁闭度

L3M 左右，树冠一般相互连接，其它树种除第 2 亚层的种类外，尚有尖峰润楠（:)7!1,.2 90’(170,)）、厚壳桂

（6/+*(07)/+) 7!1’&’212）、凸脉冬青（B,&- &#1(1702()()）等，海拔较高处则以五列木（%&’()*!+,)- &./+01#&2）、大头茶

（D0/#0’1) )-1,,)/12）、厚皮香（>&/’2(/0&91) 4+9’)’(!&/)）等较多，平均胸径约 /3 (5；第 8 亚层高 6 4 G 5，平均胸

/8// N 生N 态N 学N 报N N N /; 卷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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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0 (1，树冠受主林层挤压而形状不一，树种除上两层种类外，尚有密花树（!"#$%&’ $’()%&%%）、拟密花树

（!"#$%&’ *++%&%$）、南华杜鹃（,-././’&/#.& $%0%*#)0）和羊舌树（1"023.4.$ (3*)4*）等。灌木层高度在 2& 3 4 0
1 间，除九节分布均匀外，灌木种类主要有雪下红（5#/%$%* 6%33.$*）、粗叶木（7*$%*&8-)$ 5#& ）、山槟榔（9%&*&(*
/%$4.3.#）等。 草 本 层 植 物 较 贫 乏，主 要 种 类 有 单 子 卷 柏 （1’3*(%&’33* 0.&.$2.#*）、球 穗 山 姜 （532%&%*
$8#.:%3%+.#0%$）、燕尾蕨（;-’%#.23’)#%* :%4)$2%$）等。层间藤本和附生植物丰富，主要种类有玉叶金花（!)$$*’&/*
2):’$4’&$）、罗浮买麻藤 （<&’8)0 3.+)’&$’）、蜈蚣藤 （9.8-.$ #’2’&$）、蔓九节 （9$"4-.8#%* $’#2’&$）、掌叶海金沙

（7"(./%)0 /%(%8*8)0）、华 南 蒌 （9%2’# *)$8#.$%&’&$’）、鸟 巢 蕨 （5$23’&%)0 &%/)$）、密 花 石 斛 （=’&/#.:%)0
/’&$%+3.#)0）、铁草鞋（>."* 2.88$%%）等。

表 !" 轮叶三棱栎所处群落乔木树种多样性指数

" " #$%&’ ! " #(’’ )*’+,’) -,.’(),/0 ,1-,+’) 23 +24451,/0 6,/7 !"

#$%&’(’))*&*"

样方号

6*)" 7)&
丰富度

8,(!.’55
均匀度

9:’..’55

多样性指数

;!-..).<=,’.’>
?.@’A

/ B/ 2& CD E& 02

0 D3 2& C/ E& EF

8& !" 轮叶三棱栎所处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分析

物种多样性是反映物种数量和均匀度的综合概

念，通常用于表现群落的组织结构水平。轮叶三棱栎

所处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详见表 0。由表 E 可见，轮

叶三棱栎所处群落除物种均匀度与其它热带地区相

近外，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均较低。可能是由于

轮叶三棱栎所处群落海拔较高，上缘已靠近热带山顶

矮林的分布区域，生境质量相对恶劣的缘故。

表 8" 轮叶三棱栎所处群落与其它热带地区森林群落物种多样性比较

#$%&’ 8" 924*$(,)21 23 -,.’(),/,’) 23 /7’ +24451,/0 6,/7 !" #$%&’(’))*&* $1- 2/7’( /(2*,+$& 32(’)/)

序号

7)&
地点

;,"’
海拔（1）

9*’:-",).
面积（10）

G>’-
乔木种数

7)& 5#’(,’5
;!-..).<=,’.’> 指数

;!-..).<=,’.’> ,.@’A
均匀度

9:’..’55

/ 海南鹦歌岭 //22 4 /B22 /322 B/ 4 D3 E& 02 4 E& EF 2& C/ 4 2& CD

0 海南五指山［/2］ /202 4 /2C2 3222 //B 3& D0/ 2& C3H

E 海南吊罗山［/0］ H22 4 HC2 3222 //C B& /H3 2& C0E

B 海南尖峰岭［3］ FH2 /2222 /3E D& 0C/ 2& CDF

3 海南坝王岭［C］ F22 4 /032 3& /H 2& FBC

D 云南西双版纳［03］ F22 4 //22 E222 DC 3& BF

F 台湾岛南仁山［/0］ E22 4 EE2 02222 //D E& H

C I-J)，马来西亚［0D］ E2 /222 /BE D& 3

H K-(-1L，巴西［0D］ E2 /222 /E/ D& B0

/2 7’+>)5，菲律宾［0F］ /222 /2222 H0 3& D

8& 8" 轮叶三棱栎的种群结构

在 0 个面积 /322 10样方中，分别记录了 /F 株和 /0 株轮叶三棱栎，其中海拔稍低处的样方 / 有 B 株大

树，/0 株小苗，海拔稍高处的样方 0 有 H 株大树，B 株小苗，其龄级结构见图 /。从图 / 可以看出，轮叶三棱栎

种群较小，以!龄级、"龄级和 M 龄级植株占优势，且龄级组成不完整，缺乏#龄级幼苗和 ??? 龄级小树，为不

稳定种群。

8& :" 轮叶三棱栎种群的生态位宽度

生态位宽度通常用于反映物种对某一生境条件中生态因子的综合适应范围，轮叶三棱栎所处群落中生态

位宽度大于 / 的树种详见表 B。

轮叶三棱栎所处群落中生态位宽度大于 / 的树种有 03 种，占调查总种数的 0C& 2HN，小于 / 者有 DB 种，

占调查总种数的 F/& 2/N。生态位宽度值较大者为五列木、密花树、海南阿丁枫、黄叶树、厚壳桂、厚皮香、海

南白锥、南华杜鹃、硬壳椆、红鳞蒲桃、大头茶、乐东拟单性木兰和樟叶泡花等群落中的主要优势种类。轮叶三

棱栎的生态位宽度值为 /& DBF，排名第 /H 位，主林层中的其它优势种海南阿丁枫、海南白锥、硬壳椆、分别排

EE00O D 期 O O O 林家怡O 等：海南鹦歌岭轮叶三棱栎（?#%(.&.:*3*&)$ 6’#8%4%33*8*）群落特征与保护对策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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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轮叶三棱栎种群龄级结构

1,+& /0 2+’ 3"45("54’ )6 !" #$%&’(’))*&* #)#5*-",).

列第 7、/8、/7 位。此外，陆均松生态位宽度值仅为 8& 9:，鸡毛松仅为 8& /9，排名在 ;: 位之外。生态位宽度较

窄者尚有美丽新木姜（+$,)’&-$* #5*(!’**-）、高脚罗伞（.%/’-’* 01’201$3,2*）、越南锥（4*-&*2,5-’- &,26’2$2-’-）、平

滑琼楠 （7$’)-(89’$/’* )*$#’-）、布 拉 栎 （4:(),;*)*2,5-’- ;)*6$’）、多 穗 柯 （<’&8,(*%51- 5,):-&*(8:1-）、琼 崖 柯

（<’&8,(*%51- =$2>$)’*21-）、广 东 山 胡 椒 （<’2/$%* 6?*23&123$2-’-）、侯 氏 新 木 姜 （+$,)’&-$* 8,?’’）、毛 荔 枝

（+$58$)’19 &,5$23’’）等。

表 !" 轮叶三棱栎所处群落生态位宽度大于 # 的树种统计

$%&’( !" )*(+,(- .,/0 1,+0( &2(%3/0 42(%/(2 /0%1 #5 6 ,1 /0( +78891,/: .,/0 !" #$%&’(’))*&*

序号

<)&
种名

=#’(,’3
生态位宽度

<,(!’ >4’-?"!
序号

<)&
种名

=#’(,’3
生态位宽度

<,(!’ >4’-?"!

/ 五列木 @$2&*58:)*A $1%:,’/$- 7" 98
; 密花树 B:%-’2$ -$31’2’’ 7" 79
7 海南阿丁枫 .)&’23’* ,;,#*&* 7" /7
@ 子凌蒲桃 C:>:3’19 (8*95’,2’’ ;" A9
: 黄叶树 D*2&8,58:))19 8*’2*2$2-$ ;" AB
B 尖峰润楠 B*(8’)1- 9,2&’(,)* ;" 9/
C 厚壳桂 4%:5&,(*%:* (8’2$2-’- ;" BA
9 厚皮香 !$%2-&%,$9’* 3:92*2&8$%* ;" B/
A 九节 @-:(8,&%’* *-’*&’(* ;" ;/
/8 米锥 4*-&*2,5-’- (*%)$-’’ ;" ;/
// 南华杜鹃 E8,/,/$2/%,2 -’9’*%19 ;" /8
/; 凸脉冬青 F)$A $/’&’(,-&*&* ;" 87
/7 硬壳椆 <’&8,(*%51- 8*2($’ /" AB

/@ 红鳞蒲桃 C:>:3’19 8*2($’ /" A7
/: 大头茶 G,%/,2’* *A’))*%’- /" A8
/B 光叶山矾 C:95),(,- )*2(’=,)’* /" 99
/C 亮叶含笑 B’(8$)’* =1)3$2- /" C/
/9 乐东拟单性木兰 @*%*69$%’* ),&123$2-’- /" C8
/A 轮叶三棱栎 !%’3,2,;*)*21- #$%&’(’))*&* /" B@
;8 樟叶泡花 B$)’,-9* -01*91)*&* /" @;
;/ 海南山胡椒 <’2/$%* %,;1-&* /" ;@
;; 隐脉红淡比 4)$:$%* ,;-(1%’2$%#’* /" 89
;7 拟密花树 B:%-’2$ *==’2’- /" 8C
;@ 羊舌树 C:95),(,- 3)*1(* /" 8:
;: 密花山矾 C:95),(,- (,23$-&* /& 8/

;& <" 轮叶三棱栎种群的生态位重叠分析

轮叶三棱栎与群落中生态位宽度大于 / 树种的生态位重叠值统计详见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轮叶三棱栎与群落中生态位宽度大于 / 者多具有较大的生态位重叠值，生态位重叠值

在 8& B 以上的树种主要为海南山胡椒、羊舌树、隐脉红淡比、樟叶泡花树等 @ 种，它们均为主林层下层树种；生

态位重叠值在 8& : D 8& B 者有红鳞蒲桃、拟密花树和亮叶含笑 7 种，也为主林层下层树种；生态位重叠值为 8& 7
D 8& : 者有乐东拟单性木兰、九节、光叶山矾、大头茶、米锥、凸脉冬青、厚皮香和南华杜鹃 9 种，生态位重叠值

8& 7 以上共有 /: 种，其余 B: 种生态位重叠值在 8& 7 以下；总的来说，轮叶三棱栎与林冠上层的树种生态位重

叠值多较小，除与乐东拟单性木兰和海南白锥在 8& @ D 8& : 之间外，与黄叶树、海南阿丁枫和硬壳椆等均在

8E 7 以下。此外，与陆均松生态位重叠值为 8& :A、鸡毛松（H*(%:(*%51- ’9;%’(*&1-）为 8& B9，生态位重叠值较高，

表明轮叶三棱栎与这两种海南热带山地雨林的表征种有较高的生境相似性。

@7;; 0 生0 态0 学0 报0 0 0 ;C 卷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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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与建议

!& #" 轮叶三棱栎和三棱栎属在海南发现的意义

/ / 海南岛是在 011 万年前的第四纪更新世中期，地壳断裂形成琼州海峡，才与大陆分离的。从地质历史上

看，海南岛是一个较为年青的海岛，它在第四纪以前长期与大陆相连，直至早更新世琼州海峡的出现才与大陆

分离，由于气候的相近，海南与邻近地区的植物完全可以通过陆路相互渗透，因此，海南岛与热带亚洲地区之

间有许多共通的种类［23］。壳斗科栎属的孢粉在华南地层的出现是在第四纪晚更新世，栲属与栗属孢粉在华

南地层出现在晚更世中期以后，海南第三纪上新世地层孢粉只发现过栗属孢粉［23］，比栎属更原始的三棱栎属

在海南的发现可谓是证明海南植物区系与热带亚洲密切联系的活化石。

表 $" 轮叶三棱栎与群落中生态位宽度大于 # 的树种的生态位重叠值统计

%&’() $" %*) +,)-.)+ /.0* 1.-*) 23)4(&, 3&(5)+ 64)&0)4 0*&1 # /.0* !" #$%&’(’))*&*

序号 4)& 种对 5#’(,’6 #-,76 生态位重叠值 4,(!’ )8’7*-#

0 海南山胡椒!轮叶三棱栎 "#$%&’( ’)*+,-(!./ 0&’-#1#22(-( 1/ 99
2 羊舌树!轮叶三棱栎 34562)1), 72(+1(!./ 0&’-#1#22(-( 1/ 99
: 隐脉红淡比!轮叶三棱栎 82&4&’( )*,1+’#$&’0#(!./ 0&’-#1#22(-( 1/ 9:
; 密花山矾!轮叶三棱栎 34562)1), 1)$7&,-(!./ 0&’-#1#22(-( 1/ 90
< 樟叶泡花!轮叶三棱栎 9&2#),5( ,:+(5+2(-(!./ 0&’-#1#22(-( 1/ 90
9 红鳞蒲桃!轮叶三棱栎 34;47#+5 <($1&#!./ 0&’-#1#22(-( 1/ <;
= 拟密花树!轮叶三棱栎 94’,#$& (==#$#,!./ 0&’-#1#22(-( 1/ <;
3 亮叶含笑!轮叶三棱栎 9#1<&2#( =+27&$,!./ 0&’-#1#22(-( 1/ <0
> 乐东拟单性木兰!轮叶三棱栎 >(’(?5&’#( 2)-+$7&$,#,!./ 0&’-#1#22(-( 1/ ;>
01 九节!轮叶三棱栎 >,41<)-’#( (,#(-#1(!./ 0&’-#1#22(-( 1/ ;<
00 光叶山矾!轮叶三棱栎 34562)1), 2($1#=)2#(!./ 0&’-#1#22(-( 1/ ;;
02 大头茶!轮叶三棱栎 @)’%)$#( (A#22(’#,!./ 0&’-#1#22(-( 1/ ;2
0: 米锥!轮叶三棱栎 8(,-($)6,#, 1(’2&,##!./ 0&’-#1#22(-( 1/ ;0
0; 凸脉冬青!轮叶三棱栎 B2&A ?)*+,?#($(!./ 0&’-#1#22(-( 1/ ;0
0< 厚皮香!轮叶三棱栎 .&’$,-’)&5#( 745$($-<&’(!./ 0&’-#1#22(-( 1/ :>
09 南华杜鹃!轮叶三棱栎 C<)%)%&$%’)$ ,#5#(’+5!./ 0&’-#1#22(-( 1/ ::
0= 五列木!轮叶三棱栎 >&$-(6<42(A &+’4)#%&,!./ 0&’-#1#22(-( 1/ 2=
03 海南阿丁枫!轮叶三棱栎 D2-#$7#( )*)0(-(!./ 0&’-#1#22(-( 1/ 2;
0> 黄叶树!轮叶三棱栎 E($-<)6<422+5 <(#$($&$,&!./ 0&’-#1#22(-( 1/ 2;
21 厚壳桂!轮叶三棱栎 8’46-)1(’4( 1<#$&$,#,!./ 0&’-#1#22(-( 1/ 2;
20 硬壳椆!轮叶三棱栎 "#-<)1(’6+, <($1&#!./ 0&’-#1#22(-( 1/ 0>
22 尖峰润楠!轮叶三棱栎 9(1<#2+, 5)$-#1)2(!./ 0&’-#1#22(-( 1/ 03
2: 密花树!轮叶三棱栎 C(6($&( $&’##=)2#(!./ 0&’-#1#22(-( 1/ 09
2; 子凌蒲桃!轮叶三棱栎 34;47#+5 1<(56#)$##!./ 0&’-#1#22(-( 1& 0:

!& 7" 轮叶三棱栎的群落特点和种群特点

轮叶三棱栎所处群落以陆均松、海南阿丁枫、米锥、五列木、子凌蒲桃和厚壳桂占较大优势，与海南岛其它

林区的群落组成接近［< ? 0<］，为海南岛地带性山地雨林的普遍类型［00］。该群落的高均匀度显示其较高的稳定

性和原生性。其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较海南岛其它林区及其它热带地区低，这与所处群落分布海拔较

高，靠近山顶山脊处，生境相对恶劣有关。

轮叶三棱栎种群的分布范围狭窄，种群极小，以大树为优势，小苗和幼树结构不合理，是一个不稳定的种

群，应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其小苗皆为 @@ 龄级，无 @、@@@ 龄级，究竟是结果大小年的原因，还是它种子结实质量

不稳定，或者是其小树在林下竞争力弱，而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环境的原因还是种群本身的原因，有待

进一步深入研究。

!& 8" 轮叶三棱栎在鹦歌岭的生态位特点

轮叶三棱栎与群落中生态位重叠较大的树种如海南山胡椒、羊舌树、隐脉红淡比和樟叶泡花树等并不在

同一层片，与同一层片的树种如黄叶树、海南阿丁枫和硬壳椆等生态位重叠则较小，它们对资源的利用更趋向

<:22/ 9 期 / / / 林家怡/ 等：海南鹦歌岭轮叶三棱栎（.’#7)$)*(2($+, 0&’-#1#22(-(）群落特征与保护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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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互补性的关系，其竞争性较小，因此，轮叶三棱栎比较适宜在当前所处群落中生存。

李意德曾报道过热带雨林树种多生态位宽度较窄，树种之间生态位重叠值较大，生态位相似性比例较高

的种对，它们大多为乔木 //、/// 层的种类，大多数种对的相似性比例值低于 0& 1［2］。李金福在研究中亚热带格

氏栲群落生态位特点时发现格氏栲与其它树种的生态位相似比例在 0& 1 3 0& 45 之间，即与生态位宽的树种相

似程度大，与生态位窄的树种相似程度小［67］。张光明认为由几个生态位宽度都较大的种类组成共优群落是

植物群落稳定性的重要标志之一，群落中物种之间存在较为广泛的生态位重叠是共优群落的一个普遍特

征［50］。这些情况与鹦歌岭轮叶三棱栎所处群落基本一致。但也有窄生态位宽度树种之间生态位重叠值较高

的情况，如轮叶三棱栎与所处群落中生态位宽度小于 1 的陆均松和鸡毛松生态位重叠值为 0& 27 和 0& 89，生态

位重叠值排名较靠前，它们类似于共生关系，这也许是轮叶三棱栎在鹦歌岭得以幸存的而在海南其它林区未

见踪迹的原因之一。

!& !" 轮叶三棱栎在鹦歌岭得以幸存的原因分析

轮叶三棱栎在马来西亚通常生于海拔 920 3 1200 : 的黑色基质的或第三纪砂岩基质的肥沃土壤之山脊

地带的森林中，喜与陆均松、鸡毛松和菲律宾贝壳杉（!"#$%&’ #()#）等混生。鹦歌岭轮叶三棱栎群落所在的海

拔高度和群落优势组成与马来西亚群落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海拔高度在 1100 3 1;00 : 之间，群落优势种也有

陆均松，鸡毛松则分布于稍低海拔处，未发现菲律宾贝壳杉。陆均松和鸡毛松在海南山地雨林中常见，但在其

它保护区却从未见到过轮叶三棱栎踪影。野外调查发现，在鹦歌岭方圆近 20000 !:6 范围内，在 1000 : 以下

的区域通常坡度较陡峭，而在海拔 1000 : 以上的区域则略为平坦，形成了一片面积相对宽阔的山地平台，轮

叶三棱栎仅见于该山地平台上的群落中；另一方面，马或岭又处于鹦歌岭中心地域，山高路远，狩猎与盗伐的

成本相对较高，人迹罕见，使这片森林免受人为的频繁干扰，物种得以保存。正是轮叶三棱栎喜与陆均松等混

生于原生性较强的山顶山脊森林，才有幸在海南岛鹦歌岭这片保存较完好的森林中找到它，也只能在这样的

地方才能找到它。然而，轮叶三棱栎所处群落周围的不少山坡山脊已沦为灌丛、草坡或人工林，有的地方已砍

山开荒、有的正放火炼山，有的甚至已挖了树坑准备种植外来树种，因此，目前需要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原

始林的保护。

!& #" 保护建议

鉴于轮叶三棱栎的生境特殊，分布区狭窄，种群较小且不稳定，其保护工作必须从下述几个方面尽快

着手：

（1）尽快开展该种植物生物学、生理学、生态学和遗传多样性特性研究，为该物种的有效保护和发展提供

科学依据。

（6）目前较适宜的保护方式应为就地保护，以首先保存其基因库，杜绝其分布区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以防

止其栖息地生境退化。

（5）适当采种育苗，通过人工种植扩大其种群数量。

（;）尽快成立国家级的鹦歌岭自然保护区，以保证有足够的保护经费来源。鹦歌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成立，可以将海南中部山区的 4 个保护区———其东边的五指山保护区，东南边的吊罗山保护区，西南边的尖峰

岭、佳西、猴猕岭，西边的霸王岭保护区，北边的黎母山保护区，有机地联合在一起，形成海南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中心枢纽，对破碎化的海南森林环境的保护和恢复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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