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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濒危植物金花猕猴桃优势群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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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样方调查的基础上
!

对金花猕猴桃
/64-%-7-& 6*$53&%4*&

优势群落的物种组成
%

垂直结构
%

生活型
%

乔木层

重要值和年龄结构等进行了分析
&

结果表明
$

在
&$$ )

"的样地内
!

共有维管束植物
**

种
!

隶属于
#(

科
'&

属
'

群

落垂直结构复杂
!

可分为乔木层
%

灌木层
%

草本层和藤本植物
!

乔木层又可划分为
#

个亚层
'

群落生活型以高位

芽为主
!

占总数的
*&+*,

'

重要值分析的结果显示
!

金花猕猴桃在群落中的优势度最高
'

金花猕猴桃种群年龄结构

目前为稳定型
!

有衰退的趋势
!

应对其进行合理保护
&

图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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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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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猕猴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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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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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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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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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猕猴桃
/64-%-7-& 6*$53&%4*&

是猕猴桃科
1<9727?73<;3;

猕猴桃属
/64-%-7-&

植物# 大型木质藤本#

是该属植物中唯一开金黄色花的种类# 主要分布于广西的临桂( 龙胜( 资源( 兴安等地# 湖南省的宜

章( 宁远( 芷江和广东省的阳山( 乳源等地也有零星分布&

!$"

'

) 其果实大小仅次于中华猕猴桃
/9 6*-%+%"

3-3

# 属中果形# 果肉细腻# 呈淡绿至绿色# 具香气# 酸甜可口# 营养丰富# 且成熟期较迟# 果皮较坚

硬# 耐储藏&

"

'

% 其根具有抗癌功效# 在民间常以单方形式用于治疗鼻咽癌( 胃癌( 肝癌( 乳癌等多种癌

症&

#

'

* 因此# 金花猕猴桃是杂交育种+ 种质创新的珍贵资源* 然而#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人类对

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的迅速变化# 使很多猕猴桃种质资源处于受威胁的状况# 有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桂科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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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余种已处于濒危状态!

$

"

# 其中金花猕猴桃已被列为中国第二批珍稀濒危植物!

&

"

$ 基于以上原因# 本团队开展

了金花猕猴桃濒危机制的研究# 在野外调查采样过程中# 发现了小面积的金花猕猴桃优势群落$ 本研究

着重分析了该金花猕猴桃优势群落的结构特征# 探讨金花猕猴桃的适生环境特点及濒危原因# 以期为制

定金花猕猴桃的保护策略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区概况

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广西东北部的临桂县与龙胜各族自治县交界处# 地处
!&!!'"&&#$

!&!()"#&#*

#

+")!$)"",#$+")!&'"+"#-

# 总面积为
+&+.(( /0

!

$ 其地貌属中山地貌$ 海拔多为
+ !""$+ 1"" 0

#

主峰蔚青岭海拔为
+ '"+ 0

$ 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为
+!."$+1."%

# 年降水量为
! """$! $""

00

# 雨季为
(&'

月# 相对湿度
'&'$)"'

# 日照短# 多雾# 有
1

个月霜期和
&

个月雪期 !

1&,

"

$ 本次发现的

金花猕猴桃优势群落# 位于保护区下属的安江平工作站附近# 面积不足
+ 20

!

# 海拔为
+ (($ 0

# 坡度

$&!

# 坡向
3-+!%!

# 森林类型属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次生林# 靠近路边# 人为干扰较为严重$

!"#

调查方法

在该金花猕猴桃分布区域# 设置
(

个
+% 0 ( !% 0

的样方# 根据其地势特点# 使样地的长轴与海拔

梯度方向平行$ 以
& 0 ) & 0

为基本单元# 用相邻格子法做每木调查# 测定胸径
!! 40

的全部乔木的胸

径% 树高% 冠辐和枝下高$ 大型木质藤本&如金花猕猴桃'计入乔木层# 记录其胸径和攀援高度!

'&++

"

$ 林

下植被调查( 在每个大样方的四角和中心各设
+

个
! 0 ) ! 0

的小样方# 调查灌木和草本# 记录其高

度% 粗度% 多度% 盖度等指标$

!"$

数据处理

数据计算及图表制作使用
-5467 !%%(

软件处理$ 主要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某一生活型百分率
8

&该生活型的植物种数
9

该群落所有的植物种数'

)+%%

) 密度
8

一种植物个体总数
9

样地面积) 相对密度
8

&一个种的密度
9

所有种的密度和'

)+%%

) 频度
8

该种植物出现的样地数
9

所调查的样地总数) 相对频度
8

&一个种的频度
9

所有种的频度总和'

)+%%

) 相对显著度
8

&该种所有个体胸面积之和
9

所有种个体胸面积之

和'

)+%%

) 重要值
8

相对多度
:

相对显著度
:

相对频度$

!

结果与分析

#"!

物种组成

根据样方调查资料统计结果发现# 金花猕猴桃优势群落的物种组成丰富# 在
1%% 0

!的样地内共有

维管束植物
,,

种# 隶属于
($

科
&1

属$ 其中# 蕨类植物
!

科
!

属
!

种# 单子叶植物
$

科
+%

属
+!

种#

双子叶植物
!'

科
$$

属
1(

种$ 在
($

个科中# 有
+1

个科只含
+

个种# 占总科数的
$,.+;

# 所含的种仅

占总种数的
!".';

$ 含物种较多的科有樟科
<=>?=46=6

&

&

属
)

种'# 山茶科
@26=46=6

&

$

属
'

种'# 禾本科

A?=0BC6=6

&

&

属
&

种'# 山矾科
3D0E7F4=46=6

&

+

属
$

种'# 冬青科
GH>BIF7B=46=6

&

+

属
$

种'和百合科
<B7B*

=46=6

&

!

属
$

种'# 这
1

个科所含种数占总数的
$$.!;

$

#"#

垂直结构

由调查结果可知( 该群落垂直结构复杂# 可分为乔木层% 灌木层和草本层$ 此外# 还有大量的藤本

植物$

乔木层又可分为
(

个亚层$ 第
+

亚层和第
!

亚层种类和数量都较少# 仅有数株挺立于第
(

亚层之

上$ 第
+

亚层高
+&+(% 0

# 胸径
+,$!! 40

# 仅由
(

株成年光叶山矾
!"#$%&'&( %)*'+,&-.)

组成# 可能是人

为砍伐过程中幸存下来的$ 第
!

亚层高
)$+& 0

# 胸径
,$+1 40

# 由
1

株新木姜子
/0&-.1(0) )23)1)

#

!

株

光叶山矾# 阔瓣含笑
4.'50-.) $-)1"$01)-)

和中平树
4)')3)*6) 70*1.'2-)1)

各
+

株组成$ 第
(

亚层高
($)

0

# 多数树木高度为
$$1 0

# 胸径
!.!$+!.& 40

# 种类组成和数量较多 # 以半枫荷
809.-.:2.7)9;)3

')1<)"0*(.(

# 单体红山茶
=)90--.) 23)>2

和尾叶冬青
?-0@ A.-(&*..

占优势# 常见树种有密花冬青
B-0@ '&*!

C031.,-&3)

# 羊角杜鹃
D<&7&70*73&* A0(1-)*7..

# 中平树
4)')3*6) 70*1.'2-)1)

# 树参
EF*73&$)*)@ 7F*1.6F3

等$

灌木层一般高度为
%.&$+.& 0

# 盖度
1%;

左右$ 以乔木层林木幼树为主# 如尾叶冬青# 新木姜子#

(%!



第
!"

卷第
!

期

毛叶木姜子
!"#$%& '())"$

! 树参! 小叶女贞
!"*+$#,+' -+".(+"

! 网脉山龙眼
/%)"0"& ,%#"0+)&#&

等! 其他常

见树种有刺叶冬青
1)%2 3"(,"#$%4$"$

! 大头茶
5(,6(4"& &2"))&,"$

等"

草本层植物种类少! 且覆盖度低! 仅为
#!"$%&

" 以禾本科植物和蕨类植物为主" 常见种类有淡竹

叶
!(7.&#.%,+' *,&0")%

! 心叶稷
8&4"0+' 4(#&#+'

! 蕨状薹草
9&,%2 :")"0"4&

! 小叶野海棠
;,%6"& '"0,(7.<)!

)&

! 单芽狗脊
=((6>&,6"& +4"*%''&#&

等"

藤本植物种类不多! 以猕猴桃属和菝葜属植物为主" 主要种类有金花猕猴桃! 菝葜
?'")&2 0."4&

和福建蔓龙胆
9,&>:+,6"& 7,"0%"

等" 其中! 金花猕猴桃以第
'

亚层乔木为攀援对象! 攀援高度
(") *

!

数量多! 且分布均匀"

!"#

生活型分析

按照
+,-./0,12

生活型分类系统! 统计群落的生活型谱! 结果如图
$

所示" 在金花猕猴桃群落中!

以高位芽植物为主! 占总数的
3453&

! 地上芽植物# 地面芽植物# 地下芽植物和
$

年生植物占
675'!

"

高位芽植物中又以小高位芽植物最多! 占总数的
8%5'9

! 矮高位芽植物次之! 占总数的
$):6&

! 藤本高

位芽植物也占较大的比例! 占总数的
$':%&

! 中高位芽植物较少! 仅占
#:6&

! 缺乏大高位芽植物" 在

该群落中! 小高位芽植物占得比例最高! 这与黄世训等$

$6

%对广西狭叶坡垒
@(7%& 0."4%4$"$

群落和吴协保

等$

$'

%对广西千家洞福建柏
A(B"%4"& .(6*"4$""

群落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且该金花猕猴桃群落的生活型图谱

与吴协保等$

$'

%研究的福建柏群落的生活型图谱具有很高的相似度" 这种生活型分布格局反映了该金花猕

猴桃群落分布区域温暖湿润的中亚热带气候特点"

!"$

乔木层主要树种重要值分析

植物重要值的大小可以作为群落中植物优势度的一个度量指标! 指出植物在群落中的相对重要性及

植物的最适生境" 由于本研究以金花猕猴桃为研究对象! 且其在垂直分布上处于乔木层! 所以在调查中

同乔木一起进行每木调查! 并做重要值分析" 分析结果见表
$

"

根据重要值分析的结果! 该群落为金花猕猴桃
#

半枫荷
#

光叶山矾群落" 在该群落中金花猕猴桃的重

要值最高! 达到
7":%)

! 其次是半枫荷和光叶山矾! 重要值均在
'$:%

以上! 单体红山茶和尾叶冬青的重

要值也较高! 达到
6':%

以上" 金花猕猴桃在群落中占了绝对优势! 其相对多度和相对频度在乔木层所

有物种中都是最高的! 但是其相对显著度较低! 这与其植物本身的特性有关" 金花猕猴桃作为藤本植

表
%

乔木层主要树种重要值分析表

;,<=1 $ >*?@2A,.B1 C,=-1D @E AF1 *,0.=G D?1B01D @E A211 =,G12

物种
相对

多度

相对

显著度

相对

频度
重要值 物种

相对

多度

相对

显著度

相对

频度
重要值

金花猕猴桃
C0#"4"6"& 0.,<$&4#

#.&

半枫荷
?%'")"-+"6&'3&,

0&#.&<%4$"$

光叶山矾
?<'7)(0($ )&40":()"& '56' 645%7 65%6 '$56)

尖连蕊茶
9&'%))"& 0+$7"6&#& 65#) $56) $5%$ 75)3

单体红山茶
9&'%))"& +,&B+ "5%' 45$6 "5%" 67567

山矾
?<'7)(0($ $+'+4#"& $56" %57# 65%6 '534

尾叶冬青
1)%2 >")$(4"" 3537 )57' 35%3 6'567

冬青
1)%2 0."4%4$"$ $56" $5%# $5%$ '5'#

中平树
D&0&,&4*& 6%4#"0+)&#& 75#6 75$$ #5%# $'543

毛叶木姜子
!"#$%& '())"$ %54# %56# 65%6 65"$

新木姜子
E%()"#$%& &+,&#& '5)3 #5'6 75%7 $'567

小叶女贞
!"*+$#,+' -+".(+" %54# $5%% $5%$ 654#

密花冬青
1)%2 0(4:%,#":)(,& #5$4 653" #5%# $'5%%

光叶石栎
!"#.(0&,7+$ '&",%" %54# %5"6 $5%$ 65#)

羊角杜鹃
F.(6(6%46,(4

)&>%$#)&4646""

灰白新木姜子
E%()"#$%&

+'3,($&

珍珠花
!<(4"& (G&)":()"& '56' 657) 75%7 "53#

杜英
H)&%(0&,7+$ 6%0"7"%4$ %54# %5#3 $5%$ 6566

树参
I%46,(7&4&2 6%4#"*%, '5)3 654' $5%$ 35#6

毛果算盘子
5)(0."6"(4 %,"(0&,7+' %54# %5'" $5%$ 65%7

木姜润楠
D&0.")+$ )"#$%":()"& $5"7 65'7 65%6 45'%

合计
"75)7 ")57# "$5"6 6)#56$

665#) 45'% 6%56% 7"5%)

)5'" $'57%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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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

物! 在其整个生命过程中! 最大茎粗只能达到
&!#% '(

"

!

#

! 而植物的胸径是反映相对显著度大小的指标$

以科为单位分析! 科内植物的重要值总和在
)%*%

以上的科有猕猴桃科%

$+*#,

&! 冬青科%

)+*-

&! 樟

科%

)&*&!

&! 山矾科%

)&*$-

&! 山茶科%

)&*#,

&! 金缕梅科
./(/(0123/'0/0

%

)#*,,

&$ 通过分析科的重要值!

可以反映出! 除猕猴桃科外! 冬青科' 樟科和山茶科植物在群落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

年龄结构分析

种群的龄级划分! 在森林群落中通常是以树木的立木级来代表$ 在本研究中! 乔木的立木级划分参

照王伯荪等"

#$

#的划分方法(

!

级! 高度在
)) '(

以下)

"

级! 高度在
)) '(

以上! 胸径不足
!*4 '(

)

#

级! 胸径在
!*4!&*4 '(

)

$

级! 胸径在
&*4!!! '(

)

%

级! 胸径在
!!*4 '(

以上$ 金花猕猴桃是该群落的

优势物种! 由于它是藤本植物! 其年龄等级划分参照李先琨等"

#4

#和戴月等"

#-

#的方法! 按照金花猕猴桃的

生活史特点划分(

!

级的茎粗在
# '(

以下)

"

级的茎粗为
#!) '(

)

#

级的茎粗为
)!4 '(

)

$

的茎粗为

4!& '(

)

%

级的茎粗为
& '(

以上$

由图
!

可知( 金花猕猴桃种群! 多数为成龄壮年植株! 林下无幼苗! 无老龄植株! 种群的年龄结构

目前表现为稳定型! 然而由于没有幼苗的补充! 当现有的成龄树步入老龄后! 种群将进入衰退阶段$ 半

枫荷的年龄结构图呈现倒三金字塔型! 多为成龄树或中老龄树! 无幼苗和幼树! 表现为衰退型$

金花猕猴桃和半枫荷都属于国家珍稀濒危植物$ 由其年龄结构可以看出! 其野外自我繁殖能力差!

天然更新难度大! 如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其数量势必会进一步减少$ 而且! 根据林下植被调查和重

要值分析的结果! 樟科和冬青科植物在该群落中也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 而且冬青科的尾叶冬青! 樟科

的新木姜子和小新木姜在灌木层均属常见的种类! 属于进展种!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花猕猴桃和半枫荷的

优势地位可能会被取代$

)

讨论

$"%

金花猕猴桃的濒危原因

调查的结果显示( 在该金花猕猴桃优势群落中无幼苗幼树! 这可能与其繁殖特性有关$ 梁木源等"

#&

#

的猕猴桃种子发芽试验结果表明( 金花猕猴桃种子发芽率低! 长果型的为
!)5

! 圆果型的为
!-5

$ 张

静翅等"

6,

#开展了金花猕猴桃扦插繁殖试验研究! 结果表明( 金花猕猴桃的扦插生根能力强! 经生根粉处

理! 在培养土中的生根率可达
+)*%!5

$ 在本项目野外调查过程中也发现! 在野外林木稀疏的地方或者

人为砍伐过的区域! 光照充足! 可见到金花猕猴桃萌条$ 由此可见( 金花猕猴桃种子繁殖困难! 但是具

有较强的无性繁殖能力$

然而! 金花猕猴桃幼苗需阴! 成苗却喜阳! 由于林下郁闭度大! 光照条件不好! 种子即使萌发! 也

会由于光照不足无法满足幼苗正常生长需求而导致死亡! 同时郁闭的林下环境也不利于其无性繁殖$ 因

此! 金花猕猴桃的这种繁殖特性和野外森林郁闭的环境是导致其濒危的重要原因$

$"!

该金花猕猴桃优势群落形成原因

金花猕猴桃很少发现分布如此多而集中的居群! 一般都是
)!4

株零星分布$ 该群落是天然次生林!

图
6

金花猕猴桃群落生活型谱图

7289:0 6 ;2<0"<=:( >?0'@:9( =< @A0 '=((9B2@C

=< !"#$%$&$' "()*+'%#('

图
!

群落中主要优势树种年龄结构图

7289:0 ! D80 >@:9'@9:0 <289:0 =< @A0 (/2B 3=(2B/B@

>?0'20> 2B @A0 '=((9B2@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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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而且群落中金花猕猴桃年龄相近! 均为
#$!#% &

左右的成年植株! 与该次生林的年龄相吻合" 据此可以

推测! 该居群的金花猕猴桃! 可能是在上次人为砍伐后! 发出的幼苗# 萌蘖或根蘖苗! 由于光热条件适

宜! 随该次生林一起成长起来的" 猕猴桃枝条生长速度快! 可以迅速的攀援至林冠上层! 在群落演替早

期及其后一定时期内可占据优势地位" 但是随着林龄的增长! 林内郁闭度逐渐增大! 林下就不能再满足

其幼苗生长的条件! 其优势地位将被占据一定优势地位的进展物种所代替" 由此可推论! 适当的砍伐!

增加林内光照! 反而是有利于金花猕猴桃更新"

!"!

金花猕猴桃濒危现状及保护对策

金花猕猴桃分布范围狭窄! 在不多的几个分布区中! 花坪自然保护区是金花猕猴桃分布较多的区

域" 然而! 这里更是孑遗植物银杉
!"#$"%" "&'&()$%**"

的发现地! 其建立之初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银杉和

保护该区域内分布的其他珍稀濒危动植物及典型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

'

%

" 到目前为止! 金花猕猴桃尚未

被列入保护区重点保护植物名单内$

'

%

" 而且! 此次发现的金花猕猴桃居群所处位置也仅在半保护区边界

带上! 并未在核心保护区内" 再加上金花猕猴桃在当地较为常见! 当地百姓不懂得其珍贵而未加珍惜!

常随意砍伐" 因此! 在这个重要的分布区内! 金花猕猴桃未得到有效的保护和重视"

(&)*+

等$

#"

%综合多个

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 生境丧失是导致物种濒危的最广泛的原因! 在所有受威胁物种中有
,%-

的物种濒

危是由于生境丧失造成的" 因此! 保护金花猕猴桃的适生环境! 对于其种群恢复至关重要" 建议将该居

群所在区域划定为以保护金花猕猴桃为目的的特定区域! 尽快建立保护小区! 并在保护中实行适当的管

理策略! 定期砍伐一些常见种的大树或幼苗! 使形成林窗! 以利于金花猕猴桃的自然更新' 同时! 应开

展迁地保护及其生殖生物学研究! 进行人工繁殖扩大种群! 以避免种群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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