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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八岭保护区及其邻近地区的木兰科 

植物种群及其保护现状 

庄雪影 ，许 涵 ，黄久香 ，马红岩 ，周平华 ，肖荣高 

(1．华南农业大学韩学院，广东广州 510642{2 车八峙国家缀自然保护区，广末始兴 512528) 

摘 要：报道了广东省始兴县车八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邻近地区木兰科植物种群特点及保护现状。木 

兰科植物通常位于人为破坏较轻，林相保存较好，以壳斗科、樟科、茶科为主要建群种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中 共设置了9个面积为400 m 的样方。在样方中共记录了3种木兰科植物：观光术(Tsoongiodendron odor一 

Chun)、深山含笑(M h如 maudiaeDunn)和金叶含笑(M．foveolataMerr．exDandy)。其中，深山含笑的 

种群较大，呈稳定结构 但主要局限于保护区内保护较好的地域；金叶含笑种群面临濒危，种群小，在保护区 

呈零星分布 }观光木的分布 区域相对较 广，在保护区内外均见分布 ，但种群较小，特别是在保护区外的种群 ， 

由于人为的干扰，种群在急剧减少。大多数木兰科植物的种群在原生境均表现出自然更新不怠，必须加以保 

护。分析了影响车八峙及其邻近地区木兰科植物种群及其群落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建议加强自然保护知识 

的宣传和木兰科植物的人工保育，促进该区域木兰科植物资源的管理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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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 ation and conservation status of Magno- 

l iaceae at Chebal i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and its vic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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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ebalblg N ational Nature Reserve r Shixing 512528，China) 

Abstract：The population and conservation status of Magnoliaceae species at Chebaling Nat[ona[Nature Reserve 

and its vicinity were briefly described．A total of 9 plots(400 m each)，with 7 plots at the Chebs1]ng Nature Re
—  

serve and 2 plots outside of the Reserve，were surveyed between 1999 and 2000．The 5pecie5 of Magnoliaceae are 

usually found in well protected communities which usu~ly have diverse flora and are dom[nated by Fagaceae
， 

Lauraceae r and Theaceae． Three species of Magnoliaceae{Tsc~ngiodenclron odorun Chun
， M ichelia Ⅱ“dia 

Dunn'and M·faveolata Merr．ex Dandy were seen in the studied plots．Michdla dudiae has the larg st and 

stabte poputation’but it is malnly confined to the Nature Reserve；M
． foveolata is most endangered wirh ve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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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 l【p。pu【ati。n and c。nfined t。a smaI1 patch the Reserve．Tsoongiodendmm odo~ m WaS seen bmh inside and 

outside。f the Nature Reserve，but the popu[ations Was declining，especially that outside of the Nature Reserve 

owlng to 5erious human disturbanee．Most of the popu[ations of Magnoliaceae not well regenerated situ· 

They have tO be protected．Major factors affecting the populations of thc~e species Were briefly discussed-En— 

hancinz edueati。n of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on ecology of relevant species is necessary f0r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f local na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Chebaling；Magnoliaceae；floristle diversity；population 

车八岭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位于广东省北部始 

兴县东南部(24。41 N，11 4 10 E)，其东面与江西省 

全南县相邻，南面与司前镇接壤，西面毗邻刘张家 

山林场，北面与都亨镇交界，全区面积 7 545 hrd，是 

南岭南缘保存较完整、面积较大、分布较集中、原生 

性较强的中亚热带常绿阉叶林。 。 

木兰科植物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建群成 

分之一。据初步研究，车八岭保护区共有 6种木兰科 

植 物 。其 中，观 光 木 (Ts~xmgiodendrcm odorum 

Chun)是我国特有的孑遗种和稀有种，在中国南部 

各省呈零星分布，是我国渐危保护植物之一。 ；乐昌 

含关(Micheli~chapensis Dandy)、深山含笑(Michelia 

maudiae Dunn)、金叶含笑(M．fc~eotala Merr．ex 

Dandy)、野 含 笑 (M．skinneriana Dunn)和 木 莲 

(Manglietia fordiana Oliv)等植物的树形优美，花朵 

芳香而美丽，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现代城市、道路 

交通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 ，导致大 面积天然林 的消 

失，许多木兰科植物的种群也随着天然林面积的锐 

表 1 调查样地的皇然条件 

Table 1 Natural conditions of study site 

减而急尉缩小，甚至面临绝灭。近年来有关木兰科 

植物群落及种群 生态 学的研究也 目益受到重 

视“ ，这些研究是保护和发展木兰科植物资源的 

重要基础。车八岭自然保护区是观光木和深山含笑 

等木兰科植物种群比较丰富的区域之一，但有关这 

些植物天然种群及其分布状况的研究尚缺。本文拟 

通过调查车八岭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木兰科植物 自 

然种群及其所在群落的特征，为木兰科植物资源的 

保护和管理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1 研究地点的自然条件 

车八峙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位于南亚热带向中 

亚热带过渡地带。全区气候暖和，日照充足，雨量充 

沛。年平均气温 19．6 C，极端最高气温 38．4℃，极 

端最低气温一5．5。C。年平均降水量 1 468．1 rnin。区 

内土地肥沃，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有“物种宝库， 

南岭明珠 之美誉“ 。 

2 研究方法 

2．1调查时间及地点 

1999年 12月和 2000年 7月分别赴车八岭开 

展野外调查，在保护区内木兰科植物分布较丰富的 

三角塘(Sanjiaotang．sJT)设置了 7个 面积为 400 m： 

的样方；同时在 车八岭 自然保 护区附近都 亨乡 

(Duheng，DH)宰相岩附近设置了2个样方 前者在 

保护区内，受人为干扰少，是 目前保护较好的天然 

林群落；后者则处在保护区外，受人为干扰较为严 

重。样地概况见表 1。 

2．2调查方法 

样方面积为 400 m ，由 4个 10 m×10m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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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组成。在每个小样方内，测量并记录了所有胸径 

(D )大于 2．0 cm的乔灌木种类及数量；分级记录 

所有木兰科植株的大小及数量：对于 <2—5 cm 

的植株，以苗术高度划分成 3个苗级(I级苗：树高 

(h)<33 cm；II级苗 ：33 cm≤h<100 cm；III级苗 ：h 

≥100 cm)；对 D ≥2．5 cm的植株，以胸径分成 4 

个 等级(IV级术 ：2．5 cm≤D < 7．5 cm；V 级木 ： 

7．j cm≤D <1 2．5 cm；VI级木 ：12．5 cm≤ bh< 

17．5 cm；VII级术 ：D ≥1 7．5 cm)。 

2．3物种多样性指数 

(1)重要值(IV)=(相对优势度+相对密度+ 

相对频度)／3； 

(2)物种丰富度(s)，即物种数； 

(3)Shannon指数(H) ：H=一EP,lnR，P．指与 

第 i种的相对多度； 

(4)Simpson指数。 ：SP=N(N一1)／Er~(n．-1)，N 

一 个体数，n．一第 i种的个体数，i一1，2，3⋯ ⋯ ．， 

S；S=种数 ， 

(5)均匀度指数：E—H／In(S)。 

3 结 果 

3．1群落组成和结构 

在调查样方中，共记录了 d ≥2．0 cm的植株 

876株 75种，它们分属于 34科 蝎 属。群落优势科 

为壳斗科、樟科、茶科和木兰科等(表 2)。 

壳斗科在样方中的重要值最高，种数较丰富， 

共有 3属 9种，以米锥(Castanopsis carlesii)、栲树 

(c．fargesii)、鹿角锥(c．1amontii)占优势，为该群 

落的主要建群类群。樟科的重要值仅次于壳斗科， 

但该科属种数最多，共有 7属 12种，以鸭公树(Ne 

olitsea chuii)和长叶木姜(15tsea elongata)最为常见， 

在第二林冠层占优势。 

茶科共有 5属 7种，以细枝柃(Euryaloquaiana) 

和黑柃(Eurya macartney1)等林下小乔术为主。 

木兰科也是本群落中物种较丰富的类群，共有 

2属 3种—— 观光木 (Tsoongh~lendron odc~um)、深 

山 含 笑 (M 托 maudiae)和 金 叶 含 笑 (M． 

fi~eolata)。 

此外 ，杜 鹃花科 羊角杜鹃 (Rhododendron moul- 

mainense)、清风藤科笔罗子(Meliosma rigida)、茜草 

科山黄皮(Randia cc~hinchinensis)、大戟科小叶五月 

茶 (An{tide~ma ver．a$~nt)和桃金娘科赤 椭(Syzygium 

buxifolium)等植物也比较常见。 

林下灌木层以茜草科九节(Psychotria rubra)、 

冬青科亮叶冬青(Ilex viridis)、野牡丹科小花柏拉木 

(Blast“ pauciflorus)等植物占优势；草本层由狗脊 

(Woodwardia japonica)等蕨类植物和莎草科植物组 

成 。 

表 2 车八蚺木兰科所在群落的主要 

科属种殛其置要值 

Table 2 Ma or families and their impoxtance 

value(IV)in the study site 

植物科名 
Fami【ies 

属数 种数 重要值 
No of genera No．of species 1V 

3．2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比较 

木兰科植物所在的林分的乔灌木树种较丰富， 

平均每样方有 27(士8)种乔灌木种类，多样性也较 

高，Shannon Wiermer指数平均值为 2．81(士0．45)， 

Simpson指数平均值为 14、69(士4．55)，平均均匀度 

为0、87(：k0．02)。但不同样方的群落多样性指数有 

一 定的差异，特别是人为破坏较严重的都亨样方 8 

的丰富度和多样性比其它样方明显偏低，其 Shan— 

non-Wienner指数值只有 1．65，其 Simpson指数值 

只有 4．62(表 3)。 

3．3术兰科观光木种群的组成结构 

在车八岭自然保护区内 2 800 m 样地内，记载 

了3种木兰科植物 l13株 71株深山含笑、35株观 

光木和 7株金叶含笑(表 4) 

其中，以深山含笑种群最大，以 III到 Iv级小 

树和幼树为主，占总株数的 5O 以上，VII级以上大 

树极少，年龄结构呈稳定型；观光木种群较小，以II 

级和 III级幼树和小树为主，呈零星分布；金叶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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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最小，在样方内及周围仅见到 1O株，其中 5株 

母树基部均为多分枝，它们可能是在人为砍伐以后 

自然萌生起来的萌芽条，小树及幼苗极少。都亨群 

落以观光木为主要建群种，极少见到深山含笑成年 

树，来见到金叶含笑。其中，罗坝河旁的样地(样方 

8)地形陡峭，约有 2O余株胸径在 1 m以上的观光木 

大树生于林缘 在所调查的 400 m。样地上，只记录 

了3株观光木，尽管这些大树均可结实，但林下观光 

木幼苗、幼树较少，目前有些大树已被砍倒或砍伤， 

整个群落正遭受严重的人为破坏；另一个样地(样 

方 9)位于路边，该群落也有人为干扰，曾栽植过杉 

树林 ，群落中有零星分布的观光术植株，样方内、外 

均可见到少量小苗，反映这一群落正向着次生阔叶 

林的方向演替。 

表 3 不同样方的群落特征爰物种多样 

性比较 (样方面积：400 m )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and diversity among the plots(plot size：400 m ) 

表 4 三种木兰科植物在样方中的分布情况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three species of Magnoliaceae in the plots 

M ick lia 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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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oang~de od ‘ 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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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计 州m 

盎叶古笑 

Mirheliaft．cc~ata 

10 

4 

本调查结果显示，车八岭及其邻近地区木兰科 

植物所在群落是以壳斗科、樟科和茶科占优势的中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中，常局限于人为活动较少的区 

域。在 3种木兰科植物中，以金叶含笑的种群最小， 

分布区最狭窄，仅见于保护区个别区域；观光木在 

保护区内外的天然林群落均有分布，但种群均较小 

或更新不良}深山含笑的种群较大，其年龄结构呈 

稳定型，主要分布在保护条件较好的保护区局部区 

4  7  4  4  6  O  0  

O 3 l 0 2 3 O 0 K 

4 ¨¨8 ”O O儿 o o 9 3 8 6 9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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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在保护区以外的森林群落中分布较少，反映了 

该物种对生境也有较明显的依赖性。车八岭 自然保 

护区和都亨常绿阔叶林曾生长着丰富的木兰科植 

物，但由于周边天然林的不断破坏，木兰科植物的 

分布区越来越小，种群也急剧萎缩。 

4．1导致木兰科植物更新不良的主要原因 

4．1．1人为干扰 活动是导致木 兰科植物种群缩小的 

主要原因 目前，在车八岭保护区内的木兰科植物 

种群基本受到较好的保护，但在保护区外，如都亨 

宰相岩附近的观光木种群(样方 8)所面临现状却令 

人担忧。观光木为该群落上层林 冠优势种 ，由于阳 

光充 足，这些大树 的结实量丰 富，是 当地观光 木的 

主要种源 然而 ，许多缺乏 自然保护意识 的当地农 

民为了开荒种果和其它经济植 物，正在砍伐这片次 

生林。笔者们在最近一次调查中发现，林缘有2株观 

光木大树已被伐倒，另 2棵大树的树基也已被环砍。 

4．1．2自然繁殖能力较差也导致 了木兰科植物种群 

萎缩 保护区内观光木植株通常较小，结实极少； 

而都亨的观光木位于林缘，大多数植株可结果，有 

些树的结果量也较大，但在林下极少看到观光木之 

幼苗，说明其自然繁殖能力低。据观察 ，观光木的聚 

台瞢羹果内通常含有几十粒 种子 ，有些可多达上百 

粒。观光木的种子具有红色的假种皮 ，为典型的鸟 

播植物，但其种子的自然传播能力较差，其种子寿 

命极短，从野外采集回来的种子如未能得到迅速处 

理也很快丧失发芽力，我们看到母树上常常悬挂着 

许多去年成熟的果实，但那些种子均已丧失生命 

力。金叶含笑的母树稀步，但也有结实，但林下幼苗 

极少；深 山含笑在保护区内有较好的种群结构，但 

在保护区外的成年树和幼苗均少，反映了该种的自 

然传播也有障碍。 

4．1 3在人 为破 坏较 频繁 的区域，痛 虫害严 重 在 

调查样地，笔者发现许多观光木幼苗的叶片都有不 

同程度的病斑或虫口，都亨观光木林缘的萌芽幼枝 

虫害尤为严重，主要是叶甲类昆虫 这些害虫取食 

观光木的幼叶，也影响了观光木的生长。 

4．2木兰科植物的保护对策 

加大自然保护的宣传力度和加强有关的监督 

管理工作，提高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环保意识，是 

保护好木兰科植物的重要环节。木兰科植物具有很 

高的科学价值 ，特别是观光木，是我国二级保护植 

物。但当地的农 民和基层干部缺乏对 自然保护和保 

护植物的认识 ，从而导致破坏天然林现象。目前 ，车 

八岭 自然保护 区内的森林 和植物种群已受到 了较 

好的保护，但邻近都亨乡宰相岩附近的观光木种群 

的前途却不乐观。如能把这些观光木林归人车八岭 

自然保护区范围或另设 自然保护小区，将有助于该 

群落 的就地保护。 

积极开展保育工作，可促进木兰科植物资源的 

恢复和台理的开发利用。很多木兰科植物的种实在 

温室和苗圃条件下发芽、生长良好。且其树形优美， 

花色素雅、芳香，是一类具有广泛开发前景的优良 

庭园树木。因此 ，在车八岭 自然保护区的指导下 ，鼓 

励当地农民利用现有种源，开展苗木培育 ，可为当 

地生态公益林和城市园林提供优 良苗木，这样不仅 

可发挥当地资源优势，而且有助于这些木兰科植物 

的迁地保护 

根据初步研究 ，木兰科植物对VA菌根有较强 

的依赖性“”，菌根化技术对提高木兰科植物的生存 

和生长将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因此，积极开展木兰 

科植物生态学、栽培学和植物保护学方面的研究， 

提高木兰科植物的自然繁殖能力和人工栽培水平， 

防治病虫害发生及蔓延是木兰科物种资源保护和 

发展的关键。 

在研 究过 程 中得到 了车八 岭 国家 自然保护 区 

的大力支持；林学院97级研究生王通、97级本科生 

何伸坚和 98级张浩同学也参加了部分野外工作，在 

此表示襄 的感谢。 

参考文献： 

[13馀燕千．车八峙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调查研究综合报 

告[A]．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论文集[c]．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1993．1—7． 

E23肖绵韵．车八峙国家级自然保护的种子植物[A] 车 

八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论文集[c]．广州：广东科技 

出版社 ，1993 61—108， 

E33傅立国．金鉴明．中国植物红皮书一一稀有濒危植物 

[M]．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2． 

E43郑群瑞，张兴正，姚清潭 ，等．福建万术林场观光术 

群 落学特征研究[J]．福建林学院学报，1995．15 

(1)：22— 27． 

(下转第 88页 Continue on page 88)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广 西 植 物 22卷 

：3]余龙江，张长河．梅兴国，等．红豆杉离体培养染色 

体效变异与细胞多核现象 _J]．华 中理工大学学报， 

l998，26(4)：l00一 i02． 

[4]Shin—ichi Am[no．Tatsuhito Fuj[mura，Atsushl K 

mamine．Synehrony induced by double phosphate star 

vat[on in a suspension culture of Calharanthus roseus 

～ J ．Physhd．Plant．，1983，59：393— 396． 

(5]张自立，俞新大．植物细胞和体细胞遗传学技术与原 

理[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63余龙江，李 为．刘幸福，等．担子菌及其术质紊降 

解液在红豆杉细胞培养 中的作 用[J]．西北 植物学 

报，2O00．20(6)：9g2—996． 

[73殷 俊 ，刘 超，管培珠 ，等．纤维紊酶降解人参细 

胞胞壁产生的激发子诱 导人参培养细胞 的反应_J]． 

实验生物学报，1999，32(3)：30l一307． 

(8]Perid Limam，Kar[m Chahed，Nedra Ouelhazi．et a1． 

Phytohormone regutation of[soperoxidases in Catha— 

rartthus r “ suspension cultures [J]． Phyto- 

chem~try一1998，49(5)：1 2l9一 l 225． 

[93 Logemann E，Wu SC，Sehr6der J， a1．Gene activa— 

tion by UV light—fungal elicitor or tungal[nfection in 

Petroselinum crispum is correlated with repression of 

cell cyck—related genes[J]．Plant J，1995，8(6)：865 

— 876． 

(上接第 91页 Continue from page 91) 

[33吴国荣，邹玉珍，程光字，等．猴头子实体锰型 

超氧物歧化酶(SOD)的纯化及其鉴定口]．植物 

资源与环境，1 996，5(2)：9—14． 

[4]傅爱根，王爱国，罗广华．铜锌超氧物与过氧 

化氢反应中羟 自由基的形成[J]．热带亚热带 

植物学报 ，1 998，6(2)：111一¨6． 

C53南京农业大学．土壤农化分析(第二版)[M]． 

北京：农业出版社，1 986． 

[63西北农业大学植物生理生化教研组．植物生理 

生化实验指导[M]．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 987． 

Gt接第 54页 Continue from page 54) 

[5 3吴承祯，洪 伟．观光木群落物种多度分布的 

Weibull模型研究．福建林学院学报，1997，l7 

(1)：20—24． 

[6]吴承祯，洪 伟，吴继林，等．两种珍稀植物群 

落物种多度分布的核方法研究[J]．热带亚热 

带植物学报 ，2000，8(4) 301—307． 

[7]曾庆文，周仁章，刘银至，等．濒危植物厚叶木 

莲的群落学特征及其保护口]．热带亚热带植 

物学报 ，1999，7(2)：1O9—11 9． 

[8]Pielou E．C．Ecological Diversity[M]．New 

York：John Wiley＆ Sons，1966． 

[93 Simpson E．H．Measurement of Diversky[J_． 

N ature，194 9，163：688
． 

[163黄久香，庄雪影．车八岭苗圃三种国家级自然 

保护植物的菌根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 

报 ，2000，21(2)：38—4]．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