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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南岛至罗霄山脉中段大果马蹄荷群落纬度地带性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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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果马蹄荷主产南亚热带至中亚热带南缘，南至海南岛，北至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桃源洞地区，是常绿阔叶林的特征

种。 以纬度地带性（海南霸王岭、广东黑石顶、广东南岭、江西金盆山、江西井冈山、湖南桃源洞）为依托，选定 ６ 个具代表性的

大果马蹄荷群落开展群落生态学研究，结果表明：（１）各样地物种多样性较高，尤以金盆山蕨类植物 ９ 科 １０ 属 １１ 种、种子植物

４２ 科 ７８ 属 １２８ 种和桃源洞蕨类植物 ９ 科 １１ 属 １２ 种、种子植物 ４１ 科 ７９ 属 １３４ 种最为丰富。 群落组成的优势科主要为金缕梅

科、壳斗科、樟科、山茶科、杜鹃花科、山矾科等。 （２）从区系特征和环境梯度看，大果马蹄荷群落以南亚热带为分布中心，向南

或向北其物种多样性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及相应的均匀度指数均呈下降趋势，其中霸王岭、黑石顶、南岭、金盆

山、井冈山、桃源洞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分别为 ３．４５３、４．０２１、４．１３０、３．７９０、３．４１５、３．７１２。 （３）群落相似性聚类分析显示群落随

纬度和随海拔高度形成两个梯度系列，一是以黑石顶、金盆山、井冈山、桃源洞的纬度地带性为一支，相似性系数＞０．５１；二是以

南岭和霸王岭聚成海拔梯度较高的另一支，但其相似性系数＜０．５０，为 ０．３３—０．４８。 （４）大果马蹄荷群落种类组成在区系性质上

很相似，具有明显的南亚热带特征；同时，受海拔、地形、气温、降雨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种子植物属的热带成分随纬度增加而呈

波动性下降趋势。 （５）大果马蹄荷种群在各群落中的重要值水平和径级结构表现出一致性，在纬度地带性差异上无明显的相

关性。 霸王岭大果马蹄荷的径级结构为增长型，但重要值排名为 ３２，说明向南分布该种群优势度明显下降；在南岭、黑石顶、金
盆山、桃源洞该种群优势度较大，且为稳定型种群；在井冈山该群落受到人为干忧，大果马蹄荷的重要值排名第 １，但为衰退型

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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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ａｓ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 ５ ）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Ｅ．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ｚ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ａｗａｎｇｌ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３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ｏｕｔｈ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Ｅ．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ｎｌｉｎｇ， Ｈｅｉｓｈｉｄｉｎｇ， Ｊｉｎｐｅｎ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ｏｙｕａｎｄｏｎｇ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ｉｚ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Ｅ．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ｎｇｇａｎｇｓｈａ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ｚ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ｉｚ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大果马蹄荷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Ｌｅｃｏｍｔｅ） Ｃｈａｎｇ，隶属金缕梅科马蹄荷属 （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Ｒ． Ｗ．
Ｂｒｏｗｎ），为大型常绿乔木，树干笔直，叶革质，基部楔形，全缘或顶端 ３ 浅裂，头状或总状花序，无花瓣，蒴果较

大，表面有小瘤状突起［１］。 大果马蹄荷是热带及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中的重要物种，主要分布于我国海

南、广东、广西、云南东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最东见于福建德化县，最西见于云

南陇川县，最北见于贵州黄平县及罗霄山脉的井冈山、桃源洞地区，最南见于海南保亭县。 越南北部也有零星

分布。
大果马蹄荷在南亚热带较常见，是高温湿润型的常绿阔叶林优势种［２］，群落以南亚热带或南岭南坡为分

布中心。 广西十万大山一带有以大果马蹄荷为建群种的季节性雨林，海拔在 ４００—５００ ｍ，群落中优势种还有

紫荆木 Ｍａｄｈｕｃａ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锈叶新木姜 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ｎａ、苦竹 Ｐｌｅｉｏｂｌａｓｔｕｓ ａｍａｒｕｓ 等［３］。 广东连南县板洞自

然保护区分布有“大果马蹄荷＋毛桃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ｍｏｔｏ＋红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狗脊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群

落”，海拔为 ８７０ ｍ［４］。 在湖南都庞岭自然保护区海拔 ８００—１０５０ ｍ 地区，大果马蹄荷为常绿阔叶林的优势

种［５］。 在贵州雷公山自然保护区的姊妹岩沟谷有大果马蹄荷占优势的林分，伍铭凯［６］对其群落结构、特征及

种群更新进行了初步分析。 大果马蹄荷也广泛分布于井冈山、桃源洞地区，吴强［７］研究了大果马蹄荷群落的

亚热带过渡性特征，刘品辉［８］研究了井冈山下江三级电站大果马蹄荷种群的生长情况及其林分状况，刘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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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９］研究了大果马蹄荷种群的动态规律和种群生态数量场势函数。
纬度地带性规律是地表热量分布从两极向赤道递增的梯度变化特征，在中国境内，除塔里木和藏北高原，

同一经度上的年均气温和年降水量均由南向北随纬度升高而递减［１０］，植物群落的分布受纬度地带性影响明

显。 黄建辉等［１１］研究了不同纬度地带性植被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变化特征，缪绅裕等［１２］ 研究了种群径级结构

与纬度差异的相关性。 目前，尚未见有对大果马蹄荷群落纬度地带性分析的相关报道。 本文对大果马蹄荷群

落进行了调查，以 ６ 个大果马蹄荷群落样地为对象，开展群落生态学研究，探讨其物种多样性、区系性质、种群

结构等特征，以揭示其纬度地带性特征，也为该类群落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１　 样地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１　 样地概况

依据我国大果马蹄荷的分布，选择以大果马蹄荷为优势种或特征种的常绿阔叶林群落，按纬度地带性从

海南岛至罗霄山脉中段横跨 ７ 个纬度设置 ６ 个样地（图 １），即：海南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昌江县，
下文简称霸王岭）、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东乳源市，简称南岭）、广东封开黑石顶省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封开县，简称黑石顶）、江西信丰县金盆山自然保护区（江西赣州市，简称金盆山）、江西井冈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江西吉安市，简称井冈山）、湖南桃源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南株洲市，简称桃源洞），分别进行样

地调查和群落分析。 各样地自然地理概况见表 １。

图 １　 大果马蹄荷群落 ６ 个样地的地理位置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ｘ ｏｆ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１．２　 样地调查

按大果马蹄荷种群大小情况，设置 １６００—２４００ ｍ２面积不等的样地，调查时划分成 １０ ｍ × １０ ｍ 的方格，
采用单株记账调查法，起测径阶 １．５ ｃｍ，高度大于 ２ ｍ，记录乔灌木的种名、胸围、高度、冠幅，并在每个方格内

设立一个 ２ ｍ×２ ｍ 的小样地，记录小样地内林下幼苗及草本的种名、高度、株数、盖度［２２］。
１．３　 数据分析

（１）群落的相似性分析。 采用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系数［２３］Ｃｓ，公式为：

３　 １０ 期 　 　 　 刘忠成　 等：自海南岛至罗霄山脉中段大果马蹄荷群落纬度地带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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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ｓ ＝ ２ｊ
ａ ＋ ｂ

，其中 ｊ 为两群落的共有种数，ａ、ｂ 分别为两群落的全部种数。

（２）重要值分析。 依据《植物群落学实验手册》的定量研究方法，分析各群落中物种的相对多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ＲＡ）、 相对频度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Ｆ ）、 相对显著度 （ ｒｅｌａｒｉｖ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ＲＤ） 及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Ｖ），其中：
ＲＡ ＝ 该物种个体数 ／所有物种个体总数×１００％，
ＲＦ ＝ 该物种频度 ／所有物种频度之和×１００％，
ＲＤ ＝ 该物种胸高断面积 ／所有物种胸高断面积之和×１００％，
ＩＶ ＝ ＲＡ ＋ ＲＦ ＋ ＲＤ。

表 １　 ６ 个大果马蹄荷相关群落的自然地理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ｉｘ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样地地点
Ｐｌｏｔ 霸王岭［１３⁃１４］ 黑石顶［１５⁃１７］ 南岭［１８］ 金盆山［１９］ 井冈山［２０］ 桃源洞［２１］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１９°０５′００．０１″Ｎ， ２３°２６′３７．１８″Ｎ， ２４°５２′１４．１３″Ｎ， ２５°１３′１０．８８″Ｎ， ２６°３２′０１．２７″Ｎ， ２６°３３′５０．５２″Ｎ，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１０９°１２′４３．５３″Ｅ １１１°５３′０６．３９″Ｅ １１３°２′５８．８５″Ｅ １１５°１３′５３．６１″Ｅ １１４°１１′２５．４３″Ｅ １１４°０４′３５．１８″Ｅ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 ｍ １３４２ ２１３ １１５６ ５７１ ５８５ ７６１

坡度 Ｓｌｏｐｅ ／ （°） １０—４０ １０—６０ ４０—７０ ３５—５５ ４０—６０ １０—４０

土壤 Ｓｏｉｌｓ 砖红壤 赤红壤 山地黄壤 山地黄红壤 山地黄红壤 山地黄红壤

气候类型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ｔｙｐｅ 热带季风气候
南亚热带湿润
性季风气候

中亚热带湿润
性季风气候

中亚热带湿润
性季风气候

中亚热带湿润
性季风气候

中亚热带湿润性
季风气候

年均气温 ／ ℃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３．６ １９．６ １９．５—２０．３ １９．５ １４．２ １２．３—１４．４

年均降水量 ／ ｍ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１７４４ １５７０—１８００ １１５１ １８９０ １９６７

（３）群落多样性分析［２４］。 采用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Ｄ）、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Ｈ）及相应的均匀度 Ｅｄ、Ｅｈ，公
式为：

Ｄ ＝ １ － ∑
ｓ

ｉ ＝ １
ｐｉ

２， Ｅｄ ＝ Ｄ ／ （１－１ ／ Ｓ）；Ｈ ＝ － ∑
ｓ

ｉ ＝ １
ｐｉ×ｌｎ（ｐｉ）， Ｅｈ ＝ Ｈ ／ ｌｎ（Ｓ）。

其中，ｐｉ ＝ Ｎｉ ／ Ｎ，ｉ 为随机第几种，Ｎｉ为某种物种的个体数，Ｎ 为观察的总个体数，Ｓ 为样地内物种总数。

（４）种群大小径级结构分析。 应用立木大小径级结构替代年龄结构的方法［２，２５］，以大果马蹄荷物种的立

木解析研究［９］及对样地的实际调查将立木大小径级结构划分为 ６ 级：Ⅰ级为胸径 ＤＢＨ＜３ ｃｍ，Ⅱ级为 ３ ｃｍ≤
ＤＢＨ＜５ ｃｍ，Ⅲ级为 ５ ｃｍ≤ＤＢＨ＜１５ ｃｍ，Ⅳ级为 １５ ｃｍ≤ＤＢＨ＜３５ ｃｍ，Ⅴ级为 ３５ ｃｍ≤ＤＢＨ＜６０ ｃｍ，Ⅵ级为 ＤＢＨ
≥６０ ｃｍ。

２　 分析结果

２．１　 群落外貌与种类组成

（１）群落外貌。 大果马蹄荷叶型较宽，质厚，正面色浓绿，背面略显苍白或淡黄色。 以大果马蹄荷占优势

的群落，春夏冠层浓绿，秋冬呈淡黄绿色。
（２）物种丰富度较高。 表 ２ 表明各区域大果马蹄荷群落物种多样性较高，维管植物种数均超过 １００ 种。

从物种的相对密度（样地 １０ ｍ × １０ ｍ 方格内的平均物种数）看，桃源洞和金盆山两地分别为 ６．７ 和 ６．４，明显

比海南 ５．８、井冈山 ４．９、南岭 ４．８、黑石顶 ４．５ 高，群落内物种较丰富。 样地调查发现，金盆山群落之前受到人

为干扰，次生性强，群落中有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白皮唐竹 Ｓｉ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 ｆａｒｉｎｏｓａ 等，中度干扰假说［２６］认为在干

扰发生后演替的中期，物种的丰富度达到最高，金盆山样地乔木层、草本层物种丰富度均较高。 而桃源洞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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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谷溪边，为原生林，生境多样，生态优势明显，物种相对也较丰富。

表 ２　 ６ 个样地基本信息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ｘ ｐｌｏｔｓ

样地地点 Ｐｌｏｔ 霸王岭 黑石顶 南岭 金盆山 井冈山 桃源洞

群落坡位 Ｓｌｏｐ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山坡 山坡沟边 山坡 山坡沟边 陡壁山坡 沟谷溪边

样地面积 Ｐｌｏｔ ａｒｅａ ／ ｍ２ １６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郁闭度 Ｃｏｎｏｐ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 ％ ４０—５０ ８０—９０ ４０—５０ ３０—４０ ８０—９０ ６０—７０

群落外貌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常绿，冠层连续
淡黄常绿，冠层
起伏大，不连续

常绿，冠层起伏
小，连续

淡黄绿色，冠层
起伏大，不连续

淡黄绿色，冠层
起伏大，不连续

淡黄绿色，冠层起
伏小，连续

乔木层 Ａｒｂｏｒ ｌａｙｅｒｉｎｇ 分层不明显，高
度约 １５ｍ

分层明显，高度
２５—３０ｍ， 可
达 ３５ｍ

分层不明显，高
度约 ３０ｍ

分层不明显，高
度约 ２５ｍ

分层明显，高度
２５—３０ｍ， 可
达 ３３ｍ

分层不明显，高度
约 ２５ｍ

草本层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ｌａｙｅｒ 草本稀疏 草本丰富 草本稀疏 草本较丰富 草本稀疏 草本稀疏

种子植物 （科 ／ 属 ／ 种）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 ｆａｍｉｌｙ ／
ｇｅｎｕｓ ／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３５ ／ ５４ ／ ９３ ５３ ／ ８６ ／ １０８ ３９ ／ ８１ ／ １１５ ４２ ／ ７８ ／ １２８ ３５ ／ ５４ ／ ９９ ４１ ／ ７９ ／ １３４

蕨类植物 （科 ／ 属 ／ 种）
Ｆｅｒｎｓ （ ｆａｍｉｌｙ ／ ｇｅｎｕｓ ／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７ ／ ８ ／ ９ １０ ／ １２ ／ １３ １０ ／ １２ ／ １９ ９ ／ １０ ／ １１ ８ ／ ９ ／ ９ ９ ／ １１ ／ １２

乔灌木层：主要优势种集中在金缕梅科、壳斗科、樟科、山茶科、杜鹃花科、山矾科等。 霸王岭群落中，大果

马蹄荷为特征种，上层乔木是岭南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白花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ｍｅｄｉｏｃｒｉｓ、蚊母树

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ｒａｃｅｍｏｓｕｍ，下层乔灌木为碎叶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九节 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 ｒｕｂｒａ、药用狗牙花 Ｅｒｖａｔａｍｉ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等，林内攀援灌木光清香藤 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ｒｉｕｍ 多见。 黑石顶群落中，大果马蹄荷为建群种，占据

林冠层；中低层优势乔木主要有福建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ｈｕｎｇｉｉ、显脉新木姜子 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ｌｅｂｉａ、陈氏

钓樟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ｈｕｎｉｉ、石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ｖａｒ． ｆａｂｅｒｉ，下层灌木有辛木 Ｓｉｎｉａ ｒｈｏｄｏｌｅｕｃａ、钩毛紫珠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ｐｅｉｃｈｉｅｎｉａｎａ。 南岭群落中，大果马蹄荷为优势种，共优势种丰富，个体数量多，乔木层除大果马蹄荷外主要有

广东松 Ｐｉｎｕｓ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疏齿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ｒｅｍｏｔｉｓｅｒｒａｔａ、甜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 等，中下层为五列木

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ａｘ ｅｕｒｙｏｉｄｅｓ、羊角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石壁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ｂａｃｈｉｉ 等。 金盆山群落中，大果

马蹄荷为建群种，乔木优势种主要有华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米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枝穗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ｍｕｌｔｉｐｅｓ，灌木层优势种不明显，主要有鹿角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ａｅ、桃叶石楠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ｐｒｕｎｉｆｏｌｉａ。 井冈山

群落中，大果马蹄荷为建群种，占据林冠层，散见有鹿角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ｌａｍｏｎｔｉｉ，下层乔木为微毛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ｗｉｋｓｔｒｏｅｍｉｉｆｏｌｉａ、石木姜子，灌木层以少花柏拉木 Ｂｌａｓｔｕｓ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ｓ 和井冈寒竹 Ｇｅｌｉ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ｓｔｅｌｌａｔｕｓ 占优势。
桃源洞群落中，大果马蹄荷为建群种，林冠层有南酸枣 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钩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ａ、米心

水青冈 Ｆａｇｕｓ ｅｎｇｌｅｒｉａｎａ，下层以美丽马醉木 Ｐｉｅｒｉ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吊钟花 Ｅｎｋｉａｎｔｈｕｓ ｑｕｉｎｑｕｅｆｌｏｒｕｓ、鹿角杜鹃占优势。
草本层：物种总体上不丰富，常见有黑莎草 Ｇａｈｎｉａ ｔｒｉｓｔｉｓ、珍珠茅 Ｓｃｌｅｒｉａ ｌｅｖｉｓ、山麦冬 Ｌｉｒｉｏｐｅ ｓｐｉｃａｔａ、流苏子

Ｃｏｐｔｏｓａｐｅｌｔａ ｄｉｆｆｕｓａ、草珊瑚 Ｓａｒｃａｎｄｒａ ｇｌａｂｒａ。 霸王岭有花叶开唇兰 Ａｎｏｅｃｔｏｃｈｉｌｕｓ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ｉ、簇花球子草

Ｐｅｌｉ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ｔｅｔａ，黑石顶有小叶买麻藤 Ｇｎｅｔｕｍ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ｍ、华山姜 Ａｌｐｉｎ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南岭有箬竹 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ｔｅｓｓｅｌｌａｔｕｓ，金盆山有灰毛泡 Ｒｕｂｕｓ ｉｒｅｎａｅｕｓ，井冈山有细茎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ｍｏｎｉｌｉｆｏｒｍｅ，桃源洞有球果假水晶兰

Ｍｏｎｏｔｒｏｐａｓｔｒｕｍ ｈｕｍｉｌｅ 等特征种。 蕨类植物在各样地常见乌毛蕨 Ｂｌｅｃｈｎｕ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深绿卷柏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
ｄｏｅｄｅｒｌｅｉｎｉｉ、狗脊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其中霸王岭有圆裂短肠蕨 Ａｌｌａｎｔｏｄｉａ ｕｒａｉｅｎｓｉｓ，黑石顶有黑桫椤 Ａｌｓｏｐｈｉｌａ
ｐｏｄｏｐｈｙｌｌａ、崇澍蕨 Ｃｈｉｅｎ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ｈａｒｌａｎｄｉｉ，金盆山有华南紫萁 Ｏｓｍｕｎｄａ ｖａｃｈｅｌｌｉｉ、福建观音座莲 Ａｎｇｉｏｐｔｅｒｉｓ
ｆｏｋｉｅｎｓｉｓ，井冈山有粗齿桫椤 Ａｌｓｏｐｈｉｌａ 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中华里白 Ｄｉｐｌ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桃源洞 有 针 毛 蕨

Ｍａｃｒｏｔｈｅｌｙｐｔｅｒｉｓ ｏｌｉｇｏｐｈｌｅｂｉａ 等特征种。
（３）群落物种组成的地理成分特点。 依据吴征镒［２７］种子植物属的地理分布区类型方案，统计热带分布区

５　 １０ 期 　 　 　 刘忠成　 等：自海南岛至罗霄山脉中段大果马蹄荷群落纬度地带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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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表 ３ 中 ２—７）和温带分布区类型（表 ３ 中 ８—１５）的比例，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６ 个群落种子植物属的地理分布区类型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ｉｘ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ｓ

霸王岭 黑石顶 南岭 金盆山 井冈山 桃源洞

属数
Ｇｅｎｕｓ

比例
％

属数
Ｇｅｎｕｓ

比例
％

属数
Ｇｅｎｕｓ

比例
％

属数
Ｇｅｎｕｓ

比例
％

属数
Ｇｅｎｕｓ

比例
％

属数
Ｇｅｎｕｓ

比例
％

１． 世界分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６ １ １．９ １ １．３

２．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１６ ２６．７ ２７ ３１．４ １９ ２３．８ ２１ ２６．９ １２ ２２．２ １６ ２０．３

３．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
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３ ５．０ ６ ７．０ ４ ５．０ ６ ７．７ ４ ７．４ ６ ７．６

４． 旧世界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 ６ １０．０ １２ １４．０ ３ ３．８ １０ １２．８ ６ １１．１ ６ ７．６

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７ １１．７ ６ ７．０ ２ ２．５ ４ ５．１ ４ ７．４ １ １．３

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 １ １．７ ０ ０ １ １．３ ２ ２．６ ３ ５．６ １ １．３

７． 热带亚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Ｉｎｄｏ⁃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４ ２３．３ ２１ ２４．４ ２２ ２７．５ １６ ２０．５ １３ ２４．１ ２０ ２５．３

８． 北温带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６ １０．０ ５ ５．８ １２ １５．０ ６ ７．７ ３ ５．６ １０ １２．７

９． 东亚及北美间断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６ １０．０ ３ ３．５ ９ １１．３ ４ ５．１ ５ ９．３ １０ １２．７

１０． 旧世界温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９ ０ ０

１１． 温带亚洲分布
Ｔｅｍｐ． Ａｓｉ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２． 地中海区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Ｗ． Ａｓｉａ ｔｏ
Ｃ． Ａｓｉａ）

１ 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３． 中亚 Ｃ． Ａｓｉ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４． 东亚 Ｅ． Ａｓｉａ ０ ０ ４ ４．７ ７ ８．８ ５ ６．４ ０ ０ ６ ７．６

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０ ０ ２ ２．３ １ １．３ ２ ２．６ ２ ３．７ ２ ２．５

热带分布总计
Ｔｏｔａｌ Ｔｒｏｐｉｃｓ ４７ ７８．３ ７２ ８３．７ ５１ ６３．８ ５９ ７５．６ ４２ ７７．８ ５０ ６３．３

温带分布总计
Ｔｏｔ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ｓ ７ ２１．７ １４ １６．３ ２９ ３６．３ １７ ２１．８ １１ ２０．４ ２８ ３５．４

结果表明，６ 个样地中物种组成的地理成分符合纬度地带性和海拔梯度特征（表 ３、图 ２），一是热带性属

的比例均大于 ６０％，即霸王岭 ７８．３％、黑石顶 ８３．７％、南岭 ６３．８％、金盆山 ７５．６％、井冈山 ７７．８％、桃源洞６３．３％，
说明大果马蹄荷群落的南亚热带性质较强。 二是海拔梯度规律也在发挥作用，霸王岭地处热带其热带性属占

７８．３％，但因该群落海拔较高（１１２９ ｍ），其温带成分略高而热带成分稍下降，甚至低于黑石顶。 南岭群落海拔

较高，其热带性属略下降，仅占 ６３．８％。 桃源洞的大果马蹄荷群落热带性属也很丰富，占 ６３．３％，但因地理位

置处于西坡，受到西部、北部寒冷气候的影响，气温较低，温带成分略强。 南岭除样地海拔（１１５６ ｍ）较高外，
该群落主要建群种为广东松，属于山地针阔混交林，温带性成分增加。 黑石顶和井冈山样地相对来讲比霸王

岭和金盆山的热带性成分比例高，是该地区低山沟谷林顶极群落的代表。 另一方面，由表 ３ 可以看出，６ 个样

地中各分布区类型的比例有很高的相似性，表明各地大果马蹄荷群落的区系性质相对一致。
２．２　 群落的重要值分析

重要值是群落分析的一个综合性指标，能客观地定量性揭示群落中各物种的群落地位。 大果马蹄荷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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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６ 个群落热带性属与纬度与海拔高度的相关性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ｓｉｘ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群落中均为优势种，仅在海南霸王岭优势度较低。 表 ４ 是各样地优势种的重要值比较，为方便比较依次列出

前 ２０ 个优势种，在霸王岭大果马蹄荷因优势度较低，排名第 ３２ 位，额外越位列出。

表 ４　 ６ 个群落主要物种的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ｘ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１） 霸王岭： 岭南青冈＋蚊母树⁃碎叶蒲桃⁃九节群落

Ｂａｗａｎｇｌｉｎｇ：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ｒａｃｅｍｏｓｕｍ⁃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 ｒｕｂ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重要值排名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ｄｅｒ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个体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相对显著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 ％

相对多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 ％

相对频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 ％

１ 碎叶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 １３０ １３．１７ ６．９０ ３．１７ ２３．２４

２ 蚊母树 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ｒａｃｅｍｏｓｕｍ １０３ １５．３７ ５．４７ ２．３８ ２３．２１

３ 九节 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 ｒｕｂｒａ ２４１ ２．２９ １２．８０ ３．１７ １８．２５

４ 岭南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 １０ １２．９０ ０．５３ １．３９ １４．８２

５ 丛花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ｐｏｉｌａｎｅｉ １４９ ３．０６ ７．９１ ３．１７ １４．１４

６ 黄杞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 ８１ ６．０２ ４．３０ ３．１７ １３．４９

７ 药用狗牙花 Ｅｒｖａｔａｍｉ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１３４ １．３７ ７．１２ ３．１７ １１．６６

８ 光叶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ａ ８２ ２．７９ ４．３５ ２．９７ １０．１１

９ 厚皮香 Ｔｅｒｎ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３４ ４．３１ １．８１ ２．９７ ９．０８

１０ 毛棉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ｏｕｌｍａｉｎｅｎｓｅ ６７ ２．３３ ３．５６ ２．９７ ８．８６

１１ 白花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ｍｅｄｉｏｃｒｉｓ ３７ ２．８３ １．９６ ２．３８ ７．１７

１２ 大头茶 Ｇｏｒｄｏｎｉａ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３７ ２．１７ １．９６ ２．７７ ６．９０

１３ 景烈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ｔｓｏｉ ２４ ２．９８ １．２７ ２．５７ ６．８２

１４ 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 ３５ ２．６２ １．８６ １．９８ ６．４６

１５ 光清香藤 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ｒｉｕｍ ５５ ０．２２ ２．９２ ２．５７ ５．７１

１６ 陆均松 Ｄａｃｒｙｄｉｕｍ ｐｉｅｒｒｅｉ １４ ３．４６ ０．７４ １．３９ ５．５９

１７ 锈毛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ｏｗｉｉ ３７ １．０４ １．９６ ２．５７ ５．５８

１８ 双瓣木犀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ｄｉｄｙｍｏｐｅｔａｌｕｓ ４５ ０．６４ ２．３９ ２．１８ ５．２１

１９ 密花树 Ｒａｐａｎｅａ ｎｅｒｉｉｆｏｌｉａ １８ ２．０４ ０．９６ ２．１８ ５．１８

２０ 线枝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ａｒａｉｏｃｌａｄｕｍ ３３ １．３９ １．７５ １．９８ ５．１２

３２ 大果马蹄荷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６ ０．８５ ０．３２ １．１９ ２．３６

（２）黑石顶：大果马蹄荷＋福建青冈＋陈氏钓樟－辛木群落
Ｈｅｉｓｈｉｄｉｎｇ：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ｈｕｎｇｉｉ＋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ｈｕｎｉｉ ⁃Ｓｉｎｉａ ｒｈｏｄｏｌｅｕｃ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１ 大果马蹄荷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５５ ６２．０１ ７．７９ ４．８６ ７４．６６

２ 福建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ｈｕｎｇｉｉ ５９ ６．６ ８．３６ １．１４ １６．１

７　 １０ 期 　 　 　 刘忠成　 等：自海南岛至罗霄山脉中段大果马蹄荷群落纬度地带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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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显脉新木姜子 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ｌｅｂｉａ ４０ ０．５５ ５．６７ ４．８６ １１．０８

４ 陈氏钓樟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ｈｕｎｉｉ ４５ ０．７３ ６．３７ ３．１４ １０．２５

５ 短序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ｂｒｅｖｉｆｌｏｒａ ２６ ０．４４ ３．６８ ４．００ ８．１３

６ 石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ｖａｒ． ｆａｂｅｒｉ １８ １．０６ ２．５５ ３．７１ ７．３３

７ 少花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ｍ ８ ２．７９ １．１３ ２．００ ５．９２

８ 米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 １４ １．１２ １．９８ ２．５７ ５．６８

９ 鼠刺 Ｉｔ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３ ０．６１ １．８４ １．７１ ４．１６

１０ 锈叶新木姜子 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ｎａ １３ ０．１６ １．８４ ２．００ ４．００

１１ 黄丹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１９ ０．１２ ２．６９ １．１４ ３．９６

１２ 黄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ｐｏｒｒｅｃｔｕｍ ７ １．５３ ０．９９ １．４３ ３．９５

１３ 甜茶稠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ｉｔｓｅｉｆｏｌｉｕｓ ８ １．０２ １．１３ １．４３ ３．５８

１４ 香港四照花 Ｃｏｒｎｕｓ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７ １．１６ ０．９９ １．４３ ３．５８

１５ 谷木冬青 Ｉｌｅｘ ｍｅｍｅｃｙｌｉｆｏｌｉａ ７ １．１７ ０．９９ １．１４ ３．３１

１６ 紫玉盘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ｕｖａｒｉｉｆｏｌｉｕｓ ９ ０．２９ １．２７ １．７１ ３．２８

１７ 毛桃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７ ０．５５ ０．９９ １．７１ ３．２６

１８ 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５ １．５ ０．７１ ０．８６ ３．０７

１９ 白桂木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ｙｐａｒｇｙｒｅｕｓ ８ ０．７４ １．１３ １．１４ ３．０２

２０ 黑叶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ｎｉｇｒｅｓｃｅｎｓ １ ２．２９ ０．１４ ０．２９ ２．７１

（３）南岭： 广东松＋大果马蹄荷＋五列木－羊角杜鹃群落
Ｎａｎｌｉｎｇ： Ｐｉｎｕｓ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ａｘ ｅｕｒｙｏｉｄｅｓ－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１ 五列木 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ａｘ ｅｕｒｙｏｉｄｅｓ ３０２ ６．０９ １２．０４ ２．９５ ２１．０９

２ 广东松 Ｐｉｎｕｓ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３７ １０．２８ １．４８ １．７１ １３．４６

３ 罗浮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ｂｅｒｉ ６９ ７．９１ ２．７５ ２．０２ １２．６８

４ 大果马蹄荷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８ ４．２９ ４．３１ ２．４９ １１．０８

５ 羊角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１４１ １．５６ ５．６２ ２．３３ ９．５２

６ 甜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 ６５ ４．０６ ２．５９ １．７１ ８．３７

７ 赤杨叶 Ａｌ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８７ ２．３７ ３．４７ ２．１８ ８．０２

８ 鹿角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ｌａｍｏｎｔｉｉ ２８ ４．４０ １．１２ １．２４ ６．７６

９ 檵木 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５０ ４．２１ １．９９ ０．４７ ６．６７

１０ 疏齿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ｒｅｍｏｔｉｓｅｒｒａｔａ ５５ ２．２３ ２．１９ ２．０２ ６．４５

１１ 石壁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ｂａｃｈｉｉ １０１ ０．５２ ４．０３ １．２４ ５．７９

１２ 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５０ １．９６ １．９９ １．７１ ５．６７

１３ 阿丁枫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４１ ２．８４ １．６３ １．０９ ５．５７

１４ 钩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ａ １２ ３．７９ ０．４８ ０．７８ ５．０５

１５ 杨桐 Ａｄｉｎａｎｄｒａ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ｉ ３９ １．２６ １．５６ ２．１８ ５．００

１６ 黄丹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４６ １．２６ １．８３ １．８７ ４．９６

１７ 金叶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ｆｏｖｅｏｌａｔａ ４５ １．１１ １．７９ ２．０２ ４．９２

１８ 枫香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４２ １．９４ １．６７ １．２４ ４．８６

１９ 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２７ ２．１４ １．０８ １．０９ ４．３１

２０ 猴欢喜 Ｓｌｏａｎｅ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８ １．９８ １．１２ ０．７８ ３．８７

（４） 金盆山： 大果马蹄荷＋华润楠－白皮唐竹群落
Ｊｉｎｐｅｎｓｈａｎ：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ｉ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 ｆａｒｉｎｏｓ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１ 大果马蹄荷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９ １４．２１ ５．６０ ４．８８ ２４．６９

２ 华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３ １５．７６ ３．３０ ３．９６ ２３．０２

３ 米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 ５９ ５．５２ ８．４６ ４．５７ １８．５５

４ 白皮唐竹 Ｓｉ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 ｆａｒｉｎｏｓａ ７４ ０．９９ １０．６２ ３．０５ １４．６５

５ 南岭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ｏｒｄｉｉ ４０ ４．２５ ５．７４ ４．２７ １４．２６

６ 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 ５ １０．９９ ０．７２ ０．９１ １２．６３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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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７ 枝穗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ｍｕｌｔｉｐｅｓ ４９ ０．６８ ７．０３ ４．８８ １２．５８

８ 黄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ｐｏｒｒｅｃｔｕｍ １６ ６．７９ ２．３０ ２．４４ １１．５３

９ 喙果安息香 Ｓｔｙｒａｘ ａｇｒｅｓｔｉｓ １９ ５．５３ ２．７３ ２．７４ １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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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井冈山：大果马蹄荷－石木姜子－少花柏拉木＋井冈寒竹群落
Ｊｉｎｇｇａｎｇｓｈａｎ：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ｉｔｓｅ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ｖａｒ． ｆａｂｅｒｉ－Ｂｌａｓｔｕｓ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ｓ＋Ｇｅｌｉ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ｓｔｅｌｌａｔ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１ 大果马蹄荷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６１ ６４．２７ ６．２４ ４．７１ ７５．２３

２ 石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ｖａｒ． ｆａｂｅｒｉ １０７ １．８０ １０．９５ ４．７１ １７．４７

３ 少花柏拉木 Ｂｌａｓｔｕｓ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ｓ １３１ ０．１２ １３．４１ ２．６２ １６．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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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谷木冬青 Ｉｌｅｘ ｍｅｍｅｃｙｌｉｆｏｌｉａ ４２ １．２０ ４．３０ ４．４５ ９．９４

７ 深山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ｍａｕｄｉａｅ ５２ ０．５６ ５．３２ ３．９３ ９．８１

８ 细枝柃 Ｅｕｒｙａ ｌｏｑｕａｉａｎａ ４５ ０．４８ ４．６１ ４．７１ ９．７９

９ 甜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 １０ ６．３３ １．０２ １．８３ ９．１８

１０ 赤楠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 ４２ ０．１１ ４．３０ ４．４５ ８．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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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绒毛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ｖｅｌｕｔｉｎａ ２９ ０．２３ ２．９７ ３．４０ ６．６０

１４ 美丽新木姜子 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ａ ２４ ０．５２ ２．４６ ３．１４ ６．１２

１５ 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８ ２．４２ ０．８２ １．３１ ４．５４

１６ 硬壳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ｎｃｅｉ １１ １．２８ １．１３ ２．０９ ４．５０

１７ 光叶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ａ １５ ０．４２ １．５４ ２．０９ ４．０５

１８ 褐毛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ｉ １３ ０．２５ １．３３ ２．３６ ３．９３

１９ 罗浮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ｍｏｒｒｉｓｉａｎａ １５ ０．２０ １．５４ １．８３ ３．５７

２０ 猴头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ｉａｒｕｍ ８ ０．２９ ０．８２ ０．７９ １．８９

（６）桃源洞：大果马蹄荷＋米心水青冈－美丽马醉木群落
Ｔａｏｙｕａｎｄｏｎｇ：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Ｆａｇｕｓ ｅｎｇｌｅｒｉａｎａ－Ｐｉｅｒｉ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１ 大果马蹄荷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８５ ２７．７６ ９．６５ ６．０１ ４３．４１

２ 美丽马醉木 Ｐｉｅｒｉｓ ｆｏｒｍｏｓａ １２５ ６．３９ １４．１９ ２．７０ ２３．２８

３ 米心水青冈 Ｆａｇｕｓ ｅｎｇｌｅｒｉａｎａ ７ １２．５７ ０．７９ ２．１０ １５．４７

４ 吊钟花 Ｅｎｋｉａｎｔｈｕｓ ｑｕｉｎｑｕｅｆｌｏｒｕｓ ７６ ２．７７ ８．６３ ３．６０ １５．００

５ 鹿角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ｌａｔｏｕｃｈｅａｅ ５３ ４．３２ ６．０２ ３．００ １３．３３

６ 乌饭树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 ２８ １．３１ ３．１８ ４．２０ ８．６９

７ 钩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ａ １１ ４．６４ １．２５ ２．７０ ８．６０

８ 罗浮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ｍｏｒｒｉｓｉａｎａ ２８ １．４４ ３．１８ ３．６０ ８．２２

９ 马银花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ｏｖａｔｕｍ ２５ １．６１ ２．８４ １．８０ ６．２５

１０ 鹅耳枥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ｔｕｒｃｚａｎｉｎｏｗｉｉ １２ ３．３７ １．３６ １．５０ ６．２４

９　 １０ 期 　 　 　 刘忠成　 等：自海南岛至罗霄山脉中段大果马蹄荷群落纬度地带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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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１ 甜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ｙｒｅｉ １１ ２．７５ １．２５ ２．１０ ６．１０
１２ 猴头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ｉｍｉａｒｕｍ ２３ ０．８０ ２．６１ ２．４０ ５．８１
１３ 深山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ｍａｕｄｉａｅ １９ ０．５８ ２．１６ ３．００ ５．７４
１４ 赤杨叶 Ａｌ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１０ ２．２１ １．１４ ２．１０ ５．４５
１５ 多脉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ｎｅｒｖｉｓ １９ １．５９ ２．１６ １．５０ ５．２５
１６ 阿丁枫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４ ３．８４ ０．４５ ０．９０ ５．１９
１７ 格药柃 Ｅｕｒｙａ ｍｕｒｉｃａｔａ ２８ ０．４１ ３．１８ １．５０ ５．０９
１８ 鼠刺 Ｉｔ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２ ０．４４ ２．５０ ２．１０ ５．０４
１９ 黄丹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１７ ０．５９ １．９３ ２．４０ ４．９３
２０ 红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１５ ０．７９ １．７０ ２．４０ ４．８９

依据大果马蹄荷在群落的重要值水平，６ 个样地可分成 ２ 类。 第 １ 类为海南样地，大果马蹄荷重要值仅

为 ２．３６，排名 ３２，是群落中乔木伴生种、特征种。 该群落主要优势种为碎叶蒲桃（重要值 ２３．２４）、蚊母树（重要

值 ２３．２１），但其它优势种群较丰富，为多优势种群落。
第 ２ 类为其它样地，大果马蹄荷均占优势。 以黑石顶、井冈山、桃源洞最为典型，其优势度、重要值远高于

其它群落，是大果马蹄荷占优势的成熟群落。 除大果马蹄荷外，尚有其它大乔木独秀其中，如黑石顶样地的福

建青冈、显脉新木姜子、陈氏钓樟，井冈山样地的鹿角锥、桃源洞样地的米心水青冈等。
金盆山样地尽管大果马蹄荷重要值最高，为 ２４．６９，但其它优势种的优势度亦较大，如米槠（１８．５５）、南岭

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ｏｒｄｉｉ （１４．２６）、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 （１２．６３）、黄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ｐｏｒｒｅｃｔｕｍ （１１．５３）、喙果安息香

Ｓｔｙｒａｘ ａｇｒｅｓｔｉｓ （１１．００）等；该群落亦受到样地内白皮唐竹 Ｓｉｎｏｂａｍｂｕｓａ ｆａｒｉｎｏｓａ （１４．６５）的影响，是一个处于演

替中后期的受干扰群落，乔木层物种竞争激烈。 乳源样地在南岭分布海拔较高，大果马蹄荷重要值为 １１．０８，
在各优势种中仅排名第 ４，其他优势种有五列木（２１．０９）、广东松（１３．４６）、罗浮锥（１２．６８）、羊角杜鹃（９．５２）等。
２．３　 群落多样性分析

表 ５ 是各群落乔灌木层物种多样性指数分析，结果表明：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和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及各自均匀

度指数与大果马蹄荷的生态地理分布是相一致的。 大果马蹄荷以南亚热带为主要分布中心，向北、向南优势

度下降，因此各多样性指数也随之呈下降趋势，如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向南在霸王岭为 ０．９５３，向北黑石顶为 ０．９６９、
桃源洞的 ０．９５０、井冈山为 ０．９４５；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向南霸王岭为 ３．４５３，向北黑石顶为 ４．１３０、南岭为

４．１３０、桃源洞为 ３．７１２、井冈山为 ３．４１５。 均匀度指数也有相似的变化。 李意德［２８］ 研究海南岛山地雨林认为

样地最小取样面积不低于 ２５００—３０００ ｍ２；黄康有等［２９］ 研究了海南岛吊罗山植物群落的多样性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及均匀度，结果分别为 ３．６１—４．１７、０．７７－０．９２，海南霸王岭样地的取样面积因大果马蹄荷种群数

量较小，取样为 １６００ ｍ２，整体群落结构较简单，因此其多样性指数均比黑石顶地区的要低。 南岭群落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比黑石顶的高，主要原因是南岭样地位于中海拔，水热条件优越，物种数最高（１４２ 种），
多样性指数也高；而其均匀度南岭的比黑石顶的小，原因是黑石顶群落发展较成熟，接近顶极群落。 桃源洞的

各指数均比井冈山的高，两者纬度相差小，主要是受群落东西坡环境异质性（如地形、降水、湿度）的影响。

表 ５　 ６ 个群落乔灌木层物种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ｓｉｘ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样地
Ｐｌｏｔ

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 ｎｕｍｂｅｒ

个体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Ｄ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Ｄ 的均匀度 Ｅｄ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ｏｆ 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Ｈ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Ｈ 的均匀度 Ｅｈ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ｏｆ Ｈ

霸王岭 ８６ １８８３ ０．９５３ ０．９６５ ３．４５３ ０．７７５
黑石顶 １１４ ７０６ ０．９６９ ０．９７８ ４．０２１ ０．８４９
南岭　 １４２ ２５０８ ０．９６９ ０．９７６ ４．１３０ ０．８３３
金盆山 １０４ ６９７ ０．９６１ ０．９７０ ３．７９０ ０．８１６
桃源洞 １１２ ８８１ ０．９５０ ０．９５９ ３．７１２ ０．７８７
井冈山 ７９ ９７７ ０．９４５ ０．９５７ ３．４１５ ０．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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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数值来看，表 ５ 中各样地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值及其均匀度都高于 ０．９４，表明其物种丰富度高，且分布较均

匀。 黑石顶、南岭样地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值分别为 ４． １３０、４． ０２１，与广东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群落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为 ３．５６—４．８４［３０］ 的结论是相一致的。 井冈山样地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为 ３．４１５ 及均

匀度 ０．７８２，较井冈山暖性穗花杉 Ａｍｅｎｔｏｔａｘｕｓ ａｒｇｏｔａｅｎｉａ 群落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３１］３．１ 高。 向东，与纬度

相当（２４°２３′—２８°１９′Ｎ）的福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３２］为 ２．５３—２．９３ 及均匀度 ０．７５－
０．８７ 相比较，井冈山大果马蹄荷群落的多样性指数值明显高出许多。 这符合多样性指数的纬度地带性规律，
也说明井冈山、桃源洞的大果马蹄荷群落沟谷特征、南亚热带特征比较明显。
２．４　 群落的相似性分析

各大果马蹄荷样地的调查表明，种子植物共有 ７８ 科 １９７ 属 ４７１ 种，根据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２３］提出的群落相似性指

数 Ｃｓ 的计算公式，对各样地种子植物属的相似性系数进行分析，半矩阵结果见表 ６。

表 ６　 ６ 个群落种子植物属的相似性系数半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ｘ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样地 Ｐｌｏｔ 金盆山 桃源洞 井冈山 黑石顶 南岭 霸王岭

金盆山 Ｊｉｎｐｅｎｓｈａｎ １ ０．５９６３ ０．５８２０ ０．５４４４ ０．４６９１ ０．３３８０

桃源洞 Ｔａｏｙｕａｎｄｏｎｇ １ ０．５４１３ ０．５１２６ ０．４８４５ ０．３９７０

井冈山 Ｊｉｎｇｇａｎｇｓｈａｎ １ ０．５３９０ ０．４６２７ ０．４０３５

黑石顶 Ｈｅｉｓｈｉｄｉｎｇ １ ０．４１４２ ０．４０２７

南岭 Ｎａｎｌｉｎｇ １ ０．３０９８

霸王岭 Ｂａｗａｎｇｌｉｎｇ １

从半矩阵表中，可以按一定的定量指标划分成若干类型［３３］，本文以 ５０％为划分标准，５０％也是判断区系

或群落物种组成的属是否具有相似性的标准。 ６ 个样地群落很明显地可以划分为 ２ 个类型，一是沿纬度从南

至北的黑石顶、金盆山、桃源洞、井冈山为一类，群落相似性系数大于 ０．５１，这些群落为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尤以黑石顶最为典型，其热带性属比例最高 ８３．７％，温带性属比例最低 １６．３％（表 ３）；二是群落分布海拔

较高的南岭和霸王岭划分为另一类，相似性系数为 ０．３３－０．４８，说明纬度、海拔均会对群落物种的地理和生态

属性产生影响。
２．５　 群落的种群结构分析

种群的大小径级结构可以反映其年龄结构，进而反映种群的动态及发展趋势［２５］。 依据前文对群落重要

值分析，选取各样地中主要的乔灌木的优势种进行径级结构分析，结果见图 ３。
依据 ６ 个样地优势种群的径级结构特征，大果马蹄荷的种群结构可分为 ３ 个类型。
第 １ 类是海南霸王岭，该群落优势种群中碎叶蒲桃、丛花山矾为增长型，蚊母树、黄杞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 为稳定型，岭南青冈为衰退型。 而大果马蹄荷个体数少，仅有 ６ 株，在群落中不占优势，径级结构

为低阶增长型。
第 ２ 类是广东南岭、黑石顶、江西金盆山、湖南桃源洞，大果马蹄荷种群均为稳定型。 其中，南岭群落的五

列木、甜槠、罗浮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ｂｅｒｉ 径级结构相似，个体数多，为稳定型，而广东松表现为衰退型，在后期的群

落演替中可能被其它优势种替代。 黑石顶群落的显脉新木姜子、石木姜子、陈氏钓樟、福建青冈在一定时期内

为增长型或稳定型。 金盆山群落中枝穗山矾、米锥为增长型，喙果安息香、华润楠为稳定型。 桃源洞群落中，
大果马蹄荷 Ｖ、ＶＩ 级数量少，而 ＩＩＩ、ＩＶ 级较丰富，是一个稳定型结构；吊钟花、美丽马醉木为稳定型。

第 ３ 类为江西井冈山，大果马蹄荷 Ｉ 和 ＩＩ 级更新少，种群为衰退型。 群落的大乔木如甜槠、鹿角锥也为衰

退型，小乔木如尖萼厚皮香、石木姜子、微毛山矾为增长型。
从大果马蹄荷种群径级结构的纵向对比来看（图 ４），自霸王岭到井冈山、桃源洞，径级结构差异性明显，

各地表现出不同的种群发展动态。 霸王岭样地大果马蹄荷种群数量仅为 ６ 株，为群落特征种，而非优势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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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６ 个大果马蹄荷相关群落主要优势种群的径级结构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ｚ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ｘ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种群处于低阶增长状态。 南岭和桃源洞样地种群数量大于 ８０ 株，Ⅲ级个体比例最大，ＩＩ、
ＩＶ 级也占较大比例，Ｖ、ＶＩ 级比例小，表明其中小龄树更新稳定、频繁，老龄树少，更新周期短。 黑石顶、南岭、
桃源洞、井冈山样地种群数量较丰富，达 ５５—１０８ 株，以 ＩＶ、Ｖ 或 ＩＶ 级比例最大，成熟个体相对多，其中黑石顶

和井冈山的 Ｖ 级和 ＶＩ 级比例最大，老龄个体多，种群发展成熟，是一个古老的群落类型。 金盆山种群数量相

对较小，以 ＩＶ 级最丰富，而 ＩＩ、ＩＩＩ 级相对较少，Ｉ 级幼树更新较米槠差（图 ３），有衰退趋势。

３　 结论与讨论

各样地大果马蹄荷群落主要优势种集中在金缕梅科、壳斗科、樟科、山茶科、杜鹃花科、山矾科等，种子植

物属的热带成分比例较高，表现出较强的南亚热带特征。 这与马蹄荷属的热带亚洲分布性质是一致的。 吴

强［７］对井冈山地区另一处大果马蹄荷天然林的研究认为该群落的植物区系成分有明显的亚热带向热带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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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６ 个样地中大果马蹄荷种群大小径级结构

　 Ｆｉｇ． ４ 　 Ｓｉｚ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ｘ ｐｌｏｔｓ

的性质，雷公山姊妹岩［６］ 的大果马蹄荷群落的热带性

分布属达 ８２．６１％，也都体现出这一特点。 同时，受海

拔、环境异质性等影响，热带成分比例随纬度升高而表

现为逐渐下降，温带成分比例则相反。 冯建孟等［３４］ 对

云南地区群落尺度的种子植物区系过渡性研究认为，随
纬度、海拔的升高，温带区系成分所占比重呈显著递增

趋势。 本研究中温带区系成分随海拔的升高增加明显，
如南岭样地海拔比金盆山高 ５８５ ｍ，金盆山尽管纬度偏

北 １００ ｋｍ，但前者温带区系成分比重仍高出 １４．５％。
各样地大果马蹄荷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指数随纬度

升高呈降低，在一定纬度或高度范围内，其受到纬度、海
拔、温度、 水分、 土壤养分、 演替 梯 度 等 方 面 的 影

响［３５⁃３６］。 黑石顶群落所在的森林生态系统是典型的南亚热带植被类型，本研究中金盆山、井冈山、桃源洞的

群落与黑石顶群落被划为同一植被类型，均表现出明显的南亚热带性。 例证说明，在南岭山脉以北的中亚热

带地区、低海拔沟谷地区仍保存或发育有典型的南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除大果马蹄荷群落外尚有鹿角锥＋
阿丁枫群落等［３７］。 根据张宏达［１，３８］的意见，马蹄荷属的分化是以华南地区特别是珠江流域两岸为分布中心，
并沿着南岭地区向北分布到井冈山地区，向南分布到海南岛，向西分布至黔桂地区。 本文 ６ 个大果马蹄荷相

关群落的径级结构、物种多样性组成、地理成分组成等也体现了其南亚热带性质。 无疑，桃源洞、井冈山地区

沟谷中出现的大果马蹄荷群落，是该种群历史时期地理分布的避难所。
大果马蹄荷群落的重要值及种群径级结构大小与地理分布规律表现出一致性。 在海南霸王岭大果马蹄

荷仅为伴生种，重要值水平低，径级结构为低阶增长型，一方面是因为本区分布有热带原始森林，是中国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另一方面是本区为大果马蹄荷向南扩散的南缘，还未形成优势群落；在广东南岭，
大果马蹄荷为主要优势种，径级结构表现为稳定型；在黑石顶、金盆山、井冈山、桃源洞，大果马蹄荷为建群种，
径级结构表现为稳定型或衰退型。 从种群发展及演替的角度看，在金盆山、井冈山径级结构体现出一定的衰

退型性质，主要受到寒冷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在井冈山锡坪的风水林样地中［３７］，大果马蹄荷以 ＶＩ 级立木占优

势，高龄个体濒临退化，而群落内林窗明显，为幼树更新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大果马蹄荷在黑石顶、井冈山地

区已发展成为气候顶极群落，缺乏 ＩＶ、ＩＩＩ、ＩＩ 等中龄级立木，但其种群有较强的自我更新机制，能不断补充更

新 Ｉ、ＩＩ 级立木，应加强保护和监测，避免过多的人为干扰，以便能够得到顺行演替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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