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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群岛 #种濒危植物生境特征与迁地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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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舟山群岛
3

种濒危植物普陀樟
6-%%&7"7#7 ,&8"%-9#7 89:- 9*+%--

和舟山新木姜子
:+"'-43+& 3+$-9+&

的天然生

境和迁地保护区生境进行了调查与比较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

3

种植物所处群落具有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特点% 普

陀樟原生境土层较厚& 有机质较丰富! 呈酸性' 舟山新木姜子原生境土壤土层较薄! 肥力较强! 呈酸性% 迁地保

护区群落具有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的特点% 迁地保护区土壤呈酸性! 有机质质量分数呈中等程度% 对原生境和迁

地保护区重要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 结果表明$ 无论是自然气候条件& 群落特征还是土壤理化性质上!

3

种生境都

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 在此基础上! 本着尽可能保持种群多样性的原则! 迁地保护了普陀樟的
5

个种群和舟山新

木姜子的
5

个种群% 通过物候观察! 普陀樟和舟山新木姜子已经在迁地保护区开花结果% 表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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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岛屿生态系统因具有明显的海域地理隔离而区别于陆地生态系统! 被誉为生物地理与进化生态

学研究的 "天然实验室#

$

#

%

& 岛屿物种由于分布范围局限' 生境脆弱且种群规模较小! 较陆地物种具有

更高的灭绝风险$

!"5

%

&

#6

世纪至
!&

世纪地球上灭绝的维管植物共计
57$

种! 其中岛屿植物达
#58

种! 约

占
5%9

( 渐危或濒危维管植物中岛屿分布种类约占
$&9

$

$

%

& 舟山群岛位于长江口以南
:

杭州湾外缘的东

海海域! 地史较为年轻! 至今为
6 &&&#8 &&& (

$

;

%

& 舟山群岛自与大陆脱离后! 历经数千年海洋性气候的

作用! 在植物区系性质上已与大陆形成一定差异! 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

%

%

& 舟山群岛自然分布的濒危

植物达
!#

种! 其中普陀樟
/%$$,0'010 2,3'$%.10 '()* ."#$%%

和舟山新木姜子
&#'(%)*#, *#-%.#,

为国务院

#888

年批准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
#

批+中列入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

6"7

%

& 普陀樟系樟

科
<(1)(2,(,

樟属
/%$$,0'010

常绿乔木! 间断分布于中国东部沿海岛屿! 自上海金山县大金山岛西坡

延伸至浙江舟山群岛! 中国台湾' 朝鲜' 日本也有分布! 常见于海拔
!&&#$&& =

的低山沟谷常绿阔叶林

内$

8"#&

%

& 舟山新木姜子为樟科新木姜子属
&#'(%)*#,

常绿木本孑遗植物! 分布于浙江舟山群岛,上海崇明

佘山屿曾有分布的记录-海拔
#;&#5;& =

的丘陵谷地! 中国台湾' 日本以及朝鲜半岛的沿海岛屿也有分

布 $

##

%

& 由于这
!

种植物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被广泛开发用于园林绿化& 近些年来人为挖掘现象加

重! 人为干扰可能是导致这
!

种植物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的最主要原因& 鉴于岛屿生境的脆弱性所导致的

物种濒危状态日趋严峻! 对岛屿植物尤其是岛屿濒危植物的保护迫在眉睫& 历史的经验和现状告诉我

们! 稀有濒危物种需要在人类的帮助下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迁地保护就是其中最主要的措施之一$

#!

%

&

植物园是迁地保护稀有濒危植物最主要的场所& 综合气候特点' 生境特点' 保护区工作的便利等各方面

因素! 将辰山植物园内的辰山西北坡作为保存物种的迁地保护区! 将普陀樟和舟山新木姜子的野外种群

迁地到辰山上长期保护及繁衍&

#

材料与方法

!"!

材料

本研究主要以舟山群岛野生群落中的普陀樟和舟山新木姜子为研究对象! 对其自然分布' 群落组

成' 土壤等生境特点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同时于
!&&7"!&&8

年将这
!

种植物迁地保护于上海辰山植物园内&

!"#

研究方法

#*!*#

群落调查 在物种所在群落内设置
#& = $ #& =

的样方! 调查了普陀岛' 桃花岛' 朱家尖' 大猫

岛' 悬鹁鸪岛' 东白莲岛及西峰岛等分布区以及迁地保护区的群落组成! 用每木调查法统计样方内的乔

木和灌木植物& 在
#& = $ #& =

的大样方内随机选择
;

个
# = $ # =

的小样方! 记录样方内草本层植物&

#*!*!

生境土壤特征 在野外进行
!

种植物的群落调查时! 舟山群岛分布有普陀樟和舟山新木姜子的几

个岛屿,普陀岛'桃花岛'朱家尖'悬鹁鸪岛'东白莲岛'西峰岛'大猫岛'梅西岛-及迁地保护区分别进行土

壤物理性状调查! 在样方内沿样方对角线两端和中间用混合采样法采集
&%5& 2=

土样! 混合均匀后带回

风干后! 送上海市园林科学研究所土壤分析室分析化学性质& 土样测定方法*

>?

值用
<@ & A B!58C

#888

)森林土壤
>?

值的测定+方法测定( 电导率用
<@ & A #!;#"#888

)森林土壤水溶性盐分分析+方法测

定( 有机质用
<@ & A #!56"#888

)森林土壤有机质的测定及碳氮比的计算+方法测定( 碱解氮用
<@ &

A #!!8"#888

)森林土壤水解性氮的测定+方法测定( 有效磷用
<@ & A #!55"#888

)森林土壤有机磷的测

定+测定( 速效钾用
<@ & A #!5%"#888

)森林土壤速效钾的测定+测定&

#*!*5

物候观测与记录 对新定植的植物定期进行物候观测! 主要记录叶变化期 $芽萌动期' 新叶出'

幼叶期,颜色-' 成叶期,颜色-%! 花变化期$花蕾,颜色-' 初花期,颜色-' 盛花期' 落花期%! 果变化期

$幼果出现,颜色-! 果实成熟,颜色-' 果落期%&

!

结果与分析

#"!

自然生境与迁地保护区生境特征比较

!*#*#

自然环境气候特征 舟山群岛气候属北亚热带南缘海洋性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为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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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王凤英等! 舟山群岛
#

种濒危植物生境特征与迁地保护研究

极端最低气温为
!$%& "

" 年平均降水量为
&!'%!#( !!)%* ++

" 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 &-,.* */$ 0

" 无霜

期为
*/,#!)! 1

" 由于受季风不稳定性影响" 夏季易受热带风暴#台风$侵袭" 冬季多大风"

$!2

月间常

遇干旱%

2

&

' 迁地保护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受冷暖空气影响" 四季分明" 气候温和" 雨水充沛" 日照

充足" 无霜期长' 年平均气温为
,/%- "

" 极端最低日气温
!,)%/ "

" 年平均降水量
, ,)!%# ++

" 年平均

日照时数为
, &&$%, 0

" 年均无霜期为
#!) 1

' 迁地保护地选在上海辰山植物园的辰山上" 辰山山体总高

$, +

'

#%,%#

群落特征 笔者对舟山群岛普陀樟和舟山新木姜子的几个样地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普陀樟所处群

落中乔木层以普陀樟" 朴树
!"#$%& &%'"'&%&

" 天仙果
(%)*& +""),"-.'.

和红楠
/.),%#*& $,*'+"01%%

为主" 它

们的重要值分别为
$!%&2

"

-#%-2

"

-)%-!

和
!)%#,

" 这些物种在群落中占有优势地位( 灌木层普陀樟幼苗

占优势" 其他灌木种类较少( 草本层中以灯台莲
20%&."3. +4)5%%

" 大吴风草
(.06*1%*3 7.84'%)*3

等植物

比较丰富%

,!

&

' 舟山新木姜子所处群落中)表
,

$乔木层以舟山新木姜子" 杉木
!*''%'1,.3%. #.')"4#.$.

" 野

鸦椿
9*&).8,%& 7.84'%).

" 红楠和朴树为主
3

这些物种的重要值分别为
$/4")

"

!/5))

"

!,%,,

"

!,%),

和

#-%//

" 在群落中占有优势地位( 灌木层舟山新木姜子苗和茶树
!.3"##%. &%'"'&%&

苗略微占优势( 草本层

以鳞毛蕨属
:0-48$"0%&

植物及舟山新木姜子小苗占优势' 从对辰山迁地保护区的原生境群落调查结果分

表
!

舟山新木姜子群落乔木层树种的群落特征

6789: , ;07<7=>:<?@>?=@ AB @C:=?:@ BA< ><:: 97D:< AB ;"4#%$&". &"0%)". =A++EF?>D

物种名称 株树 频度 相对频度 相对多度 相对显著度 重要值

舟山新木姜子
;"4#%$&". &"0%)". *& ,%)) ,2%&* !)%2/ */%!! $/%,)

杉木
!*''%'1,.3%. #.')"4#.$. ,- )%*& /%-) ,-%2& ,-%$) !/%))

野鸦椿
9*&).8,%& 7.84'%). & )%-! 2%,, &%/$ ,!%-* !,%,)

红楠
/.),%#*& $,*'+"01%% & )%$* ,!%/, &%/$ $%&* !,%),

朴树
!"#$%& &%'"'&%& 2 )%*& /%-) 2%/, ,)%'! *-%//

柃木
9*0-. 7.84'%). ' )%-! 2%,, '%!2 *%'- ,$%,-

枫香
<%=*%>.3+.0 64034&.'. * )%*& /%-) *%,! -%'- ,*%,$

青冈
?-)#4+.#.'48&%& 1#.*). * )%,- *%$) *%,! /%/' ,)%!&

珊瑚树
@%+*0'*3 4>40.$%&&%3*3 - )%,- *%$) -%*' *%/* &%-2

黄连木
A%&$.)%. ),%'"'&%& * )%*& /%-) *%,! ,%2$ &%-)

化香
A#.$-).0-. &$04+%#.)". * )%*& /%-) *%,! )%', 2%,/

榔榆
B#3*& 8.0C%64#%. , )%,- *%$) ,%)' !%), '%$2

樟树
!%''.343*3 ).38,40. , )%,- *%$) ,%)' *%!& '%,'

野桐
/.##4$*& $"'*%64#%*& , )%,- *%$) ,%)' ,%*& /%)'

厚壳树
9,0"$%. $,-0&%6#40. , )%,- *%$) ,%)' ,%)2 -%2/

八角枫
2#.'1%*3 ),%'"'&" , )%,- *%$) ,%)' )%&' -%$*

盐肤木
D,*& ),%'"'&%& , )%,- *%$) ,%)' )%$2 -%//

柘木
!*>0.'%. $0%)*&8%>.$. , )%,- *%$) ,%)' )%'* -%!&

析*表
*

$" 乔木层以刺槐
D4+%'%. 8&"*>4.).)%.

" 樟树
!%''.343*3 ).38,40.

" 构树
E04*&&4'"$%. 8.8-0%6"0.

"

朴树" 冬青
F#"G ),%'"'&%&

等为主" 灌木层中小蜡
<%1*&$0*3 &%'"'&"

占优势" 草本层主要以野菊花
:"'!

>0.'$,"3. %'>%)*3

和蓬雃
D*+*& ,%0&*$*&

为主+

*%,%!

土壤特征 由表
!

可见! 普陀樟原生境砂石少" 土层厚度大于
!) =+

" 容重为
,%)#,%* G

,

=+

!!

" 孔

隙度较大'

CH -%$)#/%*!

" 典型酸性土壤" 电导率为
)%)-#)%)' +I

,

=+

!,

" 有机质为
*)%'$

#悬鹁鸪岛-

#

-2%2- G

,

JG

!,

#桃花岛-" 水解性氮质量分数为
-$%-/

#朱家尖-

#,'!%$& +G

,

JG

!,

#普陀岛-" 有效磷质量分数

为
-%'-

#西峰岛-

#,!%!$ +G

,

JG

!,

#桃花岛-" 速效钾质量分数为
''%&&

#东白莲岛-

##&/%$ +G

,

JG

!,

#普陀岛-'

舟山新木姜子野生生境砂石较多" 土层厚度约
!) =+

' 土壤养分状况良好" 舟山新木姜子原生境土壤主

要为壤土" 其中以黏壤土居多' 酸性土壤"

CH -%2##/%!2

" 电导率为
)%)-#)%,) +I

,

=+

!,

" 有机质质量分

数为
#-%,2

#朱家尖-

#'&%!, G

,

JG

!,

#桃花岛-' 水解性氮质量分数为
-/%//

#朱家尖-

##!)%#) +G

,

JG

!,

#桃花

岛-" 有效磷质量分数为
/%-2

#大猫岛-

#/'%)& +G

,

JG

!,

#梅西岛-" 速效钾质量分数为
')%2)

#朱家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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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桃花岛#$ 迁地保护地土壤以粉砂质黏壤土和粉砂质壤土为主% 个别地方也有砂土和黏

土$ 山体上较厚的枯枝落叶层% 成为植株生长所需营养的储存库$ 大部分土层厚度约
%& .+

% 个别山石

多的地方仅
!" .+

$ 辰山土壤
/0 %)"1

% 电导率为
")"* +2

!

.+

"1

% 有机质为
*3)44 ,

!

-,

"1

% 水解性氮质量

分数为
!!1)!1 +,

!

-,

"1

% 有效磷质量分数为
!&)*! +,

!

-,

"1

% 速效钾质量分数为
%4)'& +,

!

-,

"1

$

表
!

迁地保护区群落乔木层树种的群落特征

56789 ! :;6<6.=9<>?=>.? @A ?/9.>9? A@< =<99 86B9< @A !"##$%&%'% ()*&#"+'% C6<) +,-#"" .@++DE>=B

物种名称 株数 频度 相对频度 相对多度 相对显著度 重要值

刺槐
.&/"#") *0-'1&)+)+") 4( ")4% !4)3( $4)$4 *$)1$ 1'')*"

樟树
2"##)%&%'% +)%*,&3) '3 ")%( !")(3 14)'4 !$)33 %*)"*

构树
43&'00&#-5") *)*63"7-3) !! ")$% 1$)!4 11)!! %)!! '1)('

朴树
2-85"0 0"#-#0"0 1! ")$! 1!)44 %)1! %)!$ !*)'*

冬青
98-: +,"#-#0"0 11 ")"3 !)%" *)%1 1)'3 4)*4

糙叶树
;*,)#)#5,- )0*-3) ' ")1' ')4" 1)*' ")(( %)!"

女贞
<"='053'% 8'+"1'% ! ")"$ 1)'" 1)"! ")14 !)*1

合欢
;8/">>") ('8"/3"00# ! ")"3 !)%" 1)"! ")'' ')4*

麻栎
?'-3+'0 )+'5"00"%) ! ")"3 !)%" 1)"! 1)!! $)3$

榔榆
@8%'0 *)3A"7&8") ! ")"3 !)%" 1)"! ")%! $)!$

榉树
B-8C&A) 0-33)5) ! ")"3 !)%" 1)"! 1)(! *)'$

乌桕
D)*"'% 0-/"7-3'% 1 ")"$ 1)'" ")*1 ")(" !)*1

小叶栎
?'-3+'0 +,-#"" 1 ")"$ 1)'" ")*1 1)!! ')"'

盐肤木
E,'0 +,"#-#0"0 1 ")"$ 1)'" ")*1 ")!$ !)"*

表
"

普陀樟和舟山新木姜子原生境和迁地保护区生境土壤特征比较

56789 ' 2@>8 .;6<6.=9<>?=>. >EF>.9? @A 2"##)%&%'% ()*&#"+'% C6<) +,-#"" 6EF F-&8"50-) 0-3"+-) 79=G99E =;9 E6=D<68 6EF 9H#?>=D ;67>=6=?

物种名称 采样地
/0

值
电导率

I

"

+2

!

.+

"1

#

有机质
J

"

,

!

-,

"#

#

碱解氮
J

"

+,

!

-,

"#

#

有效磷
J

"

+,

!

-,

"#

#

速效钾
J

"

+,

!

-,

"#

#

普陀樟

悬鹁鸪岛
$)33 &)&* !&)%( %&)%4 *)'' #*')%(

桃花岛
$)(& &)&% $3)3$ #&!)(# #')'( #'%)3$

东白莲岛
*)!! &)&$ '&)&! %3)%& *)%! %%)44

西峰岛
$)(& &)&* '!)3& *()$3 $)%$ %()&#

朱家尖
$)4% &)&% !#)*% $()$* ()&% #(4)#*

普陀岛
*)!' &)&% '')%* #%')(4 4)(* !4*)(&

辰山
%)&# &)&* *3)44 !!#)!# !&)*! %4)'&

舟山新木姜子

梅西岛
*)'3 &)&* '$)3( (#)4% *%)&4 !&*)$(

大猫岛
*)!3 &)&% '')($ %')(' *)$3 !!()'#

朱家尖
*)&' &)&$ !$)#3 $*)** #!)$% %&)3&

桃花岛
*)&4 &)#& %4)'# !'&)! #&)3! '(#)&*

普陀岛
$)3! &)&% *!)4& #$!)$! ()*' #%3)*3

辰山
%)&# &)&* *3)44 !!#)!# !&)*! %4)'&

!#!

迁地保护区的建立

!)!)#

迁地保护区改造 为给迁地保护植物足够的生长空间% 对原有群落进行疏伐除杂% 主要采取间疏

式伐木% 重点清理刺槐& 构树及带刺类灌木% 适当修剪大树树冠% 为定植植株提供充足的阳光和合适的

生态位$ 随着这些植物的生长再逐渐去枝& 疏伐% 以满足植株在不同发育阶段对光照等环境条件的要求$

!)!)!

植物迁地保护群落的组建 群落的组成与结构的设计要满足保护物种及其遗传多样性的要求$ 不

仅要保证不同物种不同发育阶段的植物生长所要求的条件% 使其能正常繁育% 最终达到从种子到种子的

自行繁衍' 还需保证整个群落的稳定性及不同植物间的相互协调性% 对群落中的主要优势种群能保证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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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稳定的发展" 且能基本上保持其遗传组成与遗传结构的稳定#

"$

$

% 由于大的乔木引种困难" 而且成活

率低" 在群落建造初期" 主要以来源于野外实生苗和野外采种播种繁殖的小苗为主% 因此" 初建成的群

落仍以原生境物种为优势种% 为保证普陀樟和舟山新木姜子完整的遗传多样性" 尽可能收集了多个分部

区的植株% 普陀樟引自舟山群岛的桃花岛& 悬鹁鸪岛& 西峰岛& 东白莲岛和朱家尖等
%

个分布区" 舟山

新木姜子引自舟山群岛的大猫岛& 东白莲岛& 朱家尖以及桃花岛的大佛岩和对峙山% 于
#&&'!#&&(

年共

种植了普陀樟
)*

株" 舟山新木姜子
*)

株" 满足了最小可存活种群
%&

株的要求% 根据对这
+

种植物野

外群落调查的结果" 栽植以下优势伴生种! 红楠& 朴树& 野鸦椿& 天仙果和鳞毛蕨科
,-./012-3456252

植

物等% 苗木定植后" 初期对每株植株搭三脚架起支撑防风作用" 冬季将树干用麻袋片绑好保温" 并且用

草帘搭防风墙" 在定植后
" 5

之内" 对植株进行了精细养护" 及时对植株叶片和树干进行喷水" 视具体

情况进行浇水" 在生长速度最快的季节进行施肥" 树穴内及周围经常除草松土" 伐去妨碍植株生长的

乔& 灌枝条" 遇到病虫害及时采取措施%

+&"&

年的统计结果表明普陀樟和舟山新木姜子在迁地保护区

的成活率分别为
("7

和
''7

%

#8+8!

物候观测记录 对迁地引种的普陀樟和舟山新木姜子连续
+ 5

的物候观测与记录'表
$

(" 基本掌握

了它们在迁地保护区的物候期% 普陀樟
$!*

月抽新叶"

%

月开花"

9&!""

月结果% 舟山新木姜子
$!*

月

抽新叶"

""!"+

月开花" 第
+

年
"&!"+

月结果%

表
!

普陀樟和舟山新木姜子在迁地保护区的物候记录

:5;<2 $ =>2?/</@365< 02-3/4 /A !"##$%&%'% ()*&#"+'% B5-8 +,-#"" 5?4 .-&/"01-) 1-2"+-$ 3? 2C"D31E 6/?D2-B513/?

植物名称
叶变化期

芽萌动 新叶出 幼叶期 颜色 成叶期 颜色

普陀樟
+

月下旬
$

月上旬
$

月下旬 嫩绿
*

月中旬 绿

舟山新木姜子
+

月下旬
$

月上旬
$

月中旬 黄
*

月中旬 绿

植物名称
花变化期

花蕾 颜色 初花期 颜色 盛花期 落花期

普陀樟
$

月下旬 绿
%

月上旬 黄绿
%

月中旬
%

月下旬

舟山新木姜子
9&

月中旬 绿
99

月中旬 米黄
9&

月下旬
9+

月下旬

植物名称
果变化期

普陀樟

舟山新木姜子

幼果出现 颜色 果实成熟 颜色 果落期

9&

月中旬 绿
99

月 黑
9+

月上旬

9&

月中旬 绿
9&F99

月 红
9

月中旬

!

结论与讨论

"#$

自然生境与迁地保护区生境特征比较

首先" 根据
+&

世纪初期德国慕尼黑大学迈依尔提出的 )气候相似论*" 木本植物引种成功的最大可

能性在于树种原生地和新栽培地区的气候条件有相似的地方% 舟山群岛和上海辰山植物园均隶属于华东

东部地区" 经纬度十分接近" 均属于亚热带气候" 年平均温度约为
9% #

" 年平均降水量约
9 &&& GG

"

年平均日照时数约
+ &&& >

" 温度& 降水& 日照等气候参数都很接近" 满足了气候相似的原则% 其次"

普陀樟和舟山新木姜子野外所处的群落各层次物种种类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与迁地保护区群落物种相

似性不高" 但我们在引种普陀樟和舟山新木姜子的同时" 还引种了原生境的伴生种" 营造了与野生群落

相似度较高的群落环境% 此外" 在生态条件相似的迁地保护过程中" 土壤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普

陀樟& 舟山新木姜子原生境与迁地保护区土壤均呈酸性% 普陀樟& 舟山新木姜子原生境所有样点有机质

质量分数均高于
+& @

+

H@

!9

'园艺发达国家最低标准(" 说明普陀樟和舟山新木姜子原生境土壤有机质丰

富" 而迁地保护区辰山上的土壤有机质质量分数达到
%'8(( @

+

H@

!9

" 足以能保证迁地植物的正常生长%

土壤速效养分是衡量土壤养分供应能力的现实指标% 从样点分布来看" 桃花岛样地各速效养分质量分数

整体处于较高水平" 朱家尖较其他样地来说偏低" 迁地保护区除速效钾质量分数稍偏低外" 其他
+

项指

标均处于较高水平% 以上土壤理化特征显示普陀樟和舟山新木姜子原生境与迁地保护区土壤酸碱性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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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原生境土壤相关肥料指标与迁地保护区也基本相似! 足以满足普陀樟" 舟山新木姜子的生长# 综上

所述! 普陀樟和舟山新木姜子原生境与迁地保护区生境中气候条件" 群落特征" 土壤特征均有很大程度

的相似性! 有利于迁地保护的成功$

!"#

迁地保护区的建立

迁地保护群落垂直结构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群落建造初期! 原生境中的物种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随着群落的动态变化! 迁地保护植物在群落中的作用和地位会逐渐凸显$ 采用逐步疏伐的方法

是根据不同植物的生态生物学特性为各物种选择合适的生态位! 并在植株生长发育过程中及时去枝或疏

伐! 以满足植株在不同发育阶段对光照等环境条件的要求$ 经适当疏伐后! 基本上保留着原生境群落的

垂直结构不变! 新栽植的小苗在群落中只是充当了灌木层和草本层的角色$ 引进乔木植物的种群结构在

群落建造初期因无法满足不同年龄级的个体要求! 故需要采用分期分批定植的方案! 在植物不断生长过

程中逐步完善各种群的年龄结构$

迁地保护的最终目的是要保护多样性的物种遗传基因$ 普陀樟和舟山新木姜子各引种了
'

个种群!

多个种群的引入不仅能够更完整地保存物种的遗传多样性! 还有利于基因交流! 突破了传统的引种来源

单一问题$

!"!

迁地保护有效性评价

迁地保护的有效性评价需综合考虑数量% 材料来源" 适应性等多方面因素$ 本研究迁地保护了普陀

樟和舟山新木姜子分别为
(%

和
%(

株! 满足了迁地保护最小种群大于
'&

株的理论要求&

#%

'

$ 分别引入
'

个不同来源地的种群! 满足了保存物种遗传多样性的要求$ 此外! 经后期观察与物候记录! 普陀樟和舟

山新木姜子已经在迁地保护正常开花与结果$ 从目前的理论研究及植物实际的长势来观察! 迁地保护获

得了一定的成效$

致谢! 张宪权工程师和杨庆华工程师在野外调查中提供帮助! 谨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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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亚热带森林可持续发展"""

树木生理与逆境胁迫国际论坛# 举行

-_"+

年
+

月
^

日至
""

日$ 由浙江农林大学亚热带森林资源培育研究中心' 浙江省重中之重林学一

级学科' 亚热带森林培育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联合主办的 (第一届亚热带森林可持续发展)))树木

生理与逆境胁迫国际论坛* 在浙江农林大学举行+ 副校长金佩华出席论坛并致辞$ 国家杰青' 亚热带森

林资源培育研究中心主任李春阳主持论坛,

论坛学术氛围浓厚$ 与会人员围绕杨树等树木耐盐胁迫和抗干旱胁迫等非生物胁迫的生理生化机

制' 寒温带气候胁迫的生理生态模型研究' 全球气候变暖对树木年轮生长的影响' 负压对树木水分运输

和水分平衡的功能研究' 树木营养动力学' 木材形成机制等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和广泛交流,

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吴家胜' 郑炳松两位教授在论坛上交流了近年来在香榧逆境胁迫

条件下生理生化变化$ 山核桃种质资源收集' 新品种选育' 组织培养' 嫁接机制' 成花机制等方面的研

究成果,

来自中国' 美国' 瑞典' 加拿大' 芬兰等国家的
"__

多位专家和代表参加论坛,

亚热带森林资源培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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