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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对元江蚬木群落特征及种群结构的分析，为狭域特有种的生物多样性保育提供理论基础。［方

法］采取典型选样法在元江县干热河谷区域元江蚬木集中分布地段设置了５个固定样地和４条样线，调查元江蚬木
的种群数量及伴生树种的名称、数量／盖度、胸径、生境特征以及人为干扰状况，根据重要值、生活型及大小级结构等
方法分析元江蚬木群落特征及种群结构。［结果］元江蚬木集中分布在元江县的普漂、元洼路、白沟深、鲁业冲以及

施坻冲等区域，呈零星或小片断状分布；元江蚬木所处群落的植被类型为季雨林－落叶季雨林，样地中记录到维管
植物共计８３种，隶属３９科６９属，其中，落叶树种比例高达９０．９％，群落内高位芽植物比例最高，达６０．２４％，其次是
地上芽植物，比例１９．２８％。调查发现元江蚬木共计４１２株，种群结构整体呈稳定型，其中，Ⅵ级木（２０ｃｍ≤ＤＢＨ）数
量最少，比例９．４７％，其次是Ⅴ级（１５≤ＤＢＨ＜２０ｃｍ），比例１０．９２％，其它大小级个体数量无显著差异；由于人为干
扰等原因，衰退型、增长型与稳定型存在于不同的样地或样线。［结论］元江蚬木所处群落的植被类型为季雨林 －
落叶季雨林；种群结构整体呈稳定型，但增长型、稳定型和衰退型结构在不同地点并存；实生苗和萌枝是元江蚬木种

群更新的主要方式，元江蚬木的幼苗和幼树在不同分布地点数量差异很大，生境干旱和人为干扰是影响种群更新的

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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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森林群落种群的结构和动态对阐明森林的
形成与维持、种群的个体配置情况、种群数量动态以

及群落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１－４］。以往针对群

落特征及种群结构的研究主要关注珍稀濒危物

种［５－７］。狭域特有种是分布范围相对狭窄的物种，

一般由于对生境要求较严格，只能生长于山区或者

极端特殊生境区域［８］。部分狭域特有种被列入中国

物种红色名录，如金沙江下游干热河谷局部区域的

狭域特有植物毛蕊三角车（ＲｉｎｏｒｅａｅｒｉａｎｔｈｅｒａＣ．Ｙ．
ＷｕｅｔＣ．Ｈｏ）、石灰岩狭域特有植物报春苣苔
（ＰｒｉｍｕｌｉｎａｔａｂａｃｕｍＨａｎｃｅ）、东阿拉善－西鄂尔多斯
狭域特有种四合木（Ｔｅｔｒａｅｎａ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Ｍａｘｉｍ）
等［９］。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生境改变以及自身遗

传限制等因素的影响，狭域特有种尤其是未被引起

足够关注的物种的野生种群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对

其进行群落学和种群学的研究并为其制定相应的保

护和保育策略是非常紧迫的。

元江蚬木（Ｂｕｒｒｅｔ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ｋｙｄ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Ｙ．Ｃ．
Ｈｓｕ＆Ｒ．Ｚｈｕｇｅ），又名元江柄翅果，椴树科（Ｔｉｌｉａｃｅ
ａｅ）柄翅果属（Ｂｕｒｒｅｔ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Ｒｅｈｄ．）落叶乔木，是
云南元江干热河谷局部区域的狭域特有植物［１０］。

元江蚬木是元江干热河谷的土著树种，具有耐旱性

和对干热河谷较强的适应能力，该物种木材坚硬，可

作为用材树种，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利用价值和研

究价值［１１］。以往除唐亚等学者对元江蚬木的系统

学地位进行过探讨外［１２－１４］，有关元江蚬木群落特征

及种群结构等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未见报道。本

研究基于元江蚬木野外生存现状的实地调查，分析

该物种的群落特征及种群结构，为该物种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以及干热河谷狭域特有种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域概况及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

县（１０１°３９′ １０２°２１′Ｅ，２３°１８′ ２３°５４′Ｎ）的元江
干热河谷，这是我国西南典型的干热河谷［１５］。由于

西南方向的哀牢山及无量山阻挡来自孟加拉湾的西

南暖湿气流，形成了突出的河谷焚风效应，气候十分

干热，元江河谷（海拔４００ｍ）的平均温度２３．９℃，极
端高温４２．６℃，年均降水量７４８．７ｍｍ，年均蒸发量
２７５４．８ｍｍ，干湿季分明，降水集中，旱季长达８个
月，为半干旱暖冬高原季风气候［１６－１７］。土壤主要是

在石灰岩和砂岩上发育的燥红壤［１６］。海拔 ８００ｍ
以下地区的植被类型为干热河谷稀树灌木草丛、灌

草丛 及 肉 质 多 刺 灌 丛，局 部 沟 谷 残 存 季

雨林［１６，１８－１９］。

１．２　野外调查
通过查阅文献及访问调查，对元江干热河谷区

域元江蚬木集中分布地段采用典型抽样法，于２０１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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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４月、１１月和２０１５年１月、４月建立了５块２０ｍ
×２０ｍ的固定样地和４条累计长度为８．９５ｋｍ的调
查样线，记录各样地及样线两侧２０ｍ范围内出现的
元江蚬木植株的ＧＰＳ坐标，并记录生境特征及人为

干扰情况。分层调查了样地内所有维管植物，记录

木本植物的高度、胸径，同时记录样线上元江蚬木植

株的高度、胸径（表１，表２）。

表１　样地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１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ｐｌｏｔｓ

样地

Ｓａｍｐｌｅｐｌｏｔｓ
地点

Ｓｉｔｅｓ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ｍ
坡向

Ｓｌｏｐｅ
坡位

Ｓｌｏｐ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坡度

Ｓｌｏｐｅｓ／°
岩石类型

Ｒｏｃｋｔｙｐｅ
土壤类型

Ｓｏｉｌｔｙｐｅ
人为影响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１ 普漂 ５９５ 西偏南３０° 中下部 ２５ 石灰岩裸露２５％ 燥红壤 放牧

２ 普漂 ５９５ 西偏南３０° 中下部 １５ 石灰岩裸露３０％ 燥红壤 放牧

３ 元洼路 ６２９ 西坡 中部 ３０ 砂岩 燥红壤 放牧、砍伐

４ 元洼路 ７９０ 西北坡 中部 ３５ 砂岩 燥红壤 放牧、砍伐

５ 白沟深 ４５４ 南坡 中下部 ２５ 砂岩 燥红壤 放牧、砍伐

表２　样线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２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ｌｉｎｅｓ

样线

Ｓａｍｐｌｅ
ｌｉｎｅｓ

地点

Ｓｉｔｅｓ

长度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ｋｍ

岩石类型

Ｒｏｃｋｔｙｐｅ
土壤类型

Ｓｏｉｌｔｙｐｅ

人为影响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１ 普漂 ２．１４ 石灰岩 燥红壤 放牧

２ 元洼路 ４．３５ 石灰岩 燥红壤 放牧、砍伐

３ 鲁业冲 １．５７ 石灰岩 燥红壤 放牧、砍伐

４ 施坻冲 ０．８９ ／ 燥红壤 放牧、砍伐

１．３　分析方法
１．３．１　生活型　按照丹麦学者 Ｒａｕｎｋｉａｅｒ的生活型
分类系统统计并绘制生活型谱［２０］。

１．３．２　重要值计算　分别计算乔木层、灌木层和草
本层的重要值［２１］，重要值 ＝（相对频度 ＋相对显著
度＋相对密度）／３，其中：相对频度 ＝某个种的频度／
所有种频度之和 ×１００；相对显著度 ＝某个种的胸高
断面积／样地中全部个体胸高断面积总和 ×１００；相
对密度 ＝某个种的个体数／全部植物的个体数

×１００。
乔木层的相对显著度用胸高断面积进行计算；

由于灌木层和草本层的物种无法计算胸高断面积，

用盖度来计算物种的显著度。

１．３．３　种群大小级划分　元江蚬木数量稀少又无
解析木资料，采用“空间代替时间”的方法，用大小级

结构分析法代替年龄结构分析元江蚬木种群结构特

征。许多学者提出过不同的划分标准［２２－２５］，对元江

蚬木种群大小级结构按以下标准进行划分：Ⅰ幼苗
（Ｈ≤１５０ｃｍ）；Ⅱ幼树（Ｈ＞１５０ｃｍ，ＤＢＨ＜５ｃｍ），采
用上限排外法，以后各级胸径（ＤＢＨ）每隔５ｃｍ为１
级，Ⅲ（５ｃｍ≤ＤＢＨ＜１０ｃｍ）；Ⅳ（１０ｃｍ≤ＤＢＨ＜１５
ｃｍ）；Ⅴ（１５ｃｍ≤ＤＢＨ＜２０ｃｍ）；Ⅵ（ＤＢＨ≥２０ｃｍ）。
１．３．４　干扰强度的划分　根据干扰类型以及调查
地点种群受到干扰的威胁状况，将干扰强度分为轻

度、中度和重度，详细的划分原则见表３。

表３　干扰强度的定义及描述
Ｔａｂｌｅ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干扰强度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样地／样线

Ｓａｍｐｌｅｐｌｏｔｓ／ｌｉｎｅｓ
干扰类型及受威胁状况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ｔｙｐｅａｎｄ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轻度 样地１、样地２、样线１ 放牧，位于元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中度 样地５ 放牧、砍伐

重度 样地３、样地４、样线２、样线３、样线４ 放牧、砍伐，位于道路两侧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群落特征
２．１．１　物种组成　在总面积为２０００ｍ２的５个调
查样地中，记录到维管束植物共计８３种，隶属于３９
科６９属，其中，蕨类植物１种，属于卷柏科卷柏属；
被子植物３８科６８属８２种，其中双子叶植物２９科

５１属６４种，单子叶植物９科１７属１８种。各样地维
管束植物在２２ ３５之间，平均为２８．６。
２．１．２　生活型　元江蚬木群落生活型谱（图１）可
以反应该群落的环境特征，高位芽植物占优势，有

５０种，所占比例高达６０．２４％，又以矮高位芽为主，
小高位芽次之，比例分别为 ２８．９２％、１９．２８％，藤
本高位芽比例为１２．０４％，缺乏大高位芽和中高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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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植物，元江蚬木群落以高位芽植物占绝大多数，

反应了该群落植物生长季节具有温热多湿的环境

特征；地上 芽 植 物 居 第 二，有 １６种，比 例 为
１９．２８％，反应了该群落植物生长季节具有一定的
年均降雨量较小，极端最低温度较高的环境特

征［２６］；地面芽植物和地下芽植物分别有 １０种和 ６
种，比例为１２．０５％、７．２３％；一年生植物占总物种
比例的 １．２％，只有鸭跖草（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Ｌ．）一种。

图１　元江蚬木群落生活型谱

Ｆｉｇ．１　Ｌｉｆｅｆｏｒｍ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Ｂｕｒｒｅｔ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ｋｙｄｉｉｆｏｌｉｕ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１．３　群落外貌特征　元江蚬木所处群落为季雨
林（植被型）中的落叶季雨林（植被亚型），季雨林的

外貌由于上层树种多数由落叶、半落叶的树种组成，

因此具有明显的季相变化，而落叶季雨林的季节变

化更为突出，该类型主要由落叶树种组成，群落结构

简单，优势种比较显著，并具有许多喜阳耐旱的生态

适应反映［１５，２７］。根据主要种类的不同，元江蚬木群

落分为３个群系：元江蚬木 ＋厚皮树林（Ｆｏｒｍ．Ｂｕｒ
ｒｅｔ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ｋｙｄ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Ｌａｎｎｅａ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元
江蚬木 ＋清香木林（Ｆｏｒｍ．Ｂｕｒｒｅｔ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ｋｙｄｉｉｆｏｌｉ
ｕｍ＋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ｆｏｌｉａ）以及元江蚬木 ＋白皮
乌口树林（Ｆｏｒｍ．Ｂｕｒｒｅｔ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ｋｙｄｉｉｆｏｌｉｕｍ＋Ｔａｒｅｎ
ｎａｄｅｐａｕｐｅｒａｔａ）。

元江蚬木群落乔、灌木树种有５５种，以落叶树
为主，比例高达９０．９％，常绿物种只有５种，包括：直
脉榕（ＦｉｃｕｓｏｒｔｈｏｎｅｕｒａＬｅｖｌ．ｅｔＶａｎｔ．）、清香木（Ｐｉｓ
ｔａｃｉａ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ｆｏｌｉａＪ．ＰｏｉｓｓｏｎｅｘＦｒａｎｃｈ．）、厚皮香
（Ｔｅｒｎｓｔｒｏｅｍｉａ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ｒａ（ＷｉｇｈｔｅｔＡｒｎ．）Ｂｅｄ
ｄｏｍｅ）、九里香（ＭｕｒｒａｙａｅｘｏｔｉｃａＬ．）、霸王鞭（Ｅｕ
ｐｈｏｒｂｉａｒｏｙｌｅａｎａＢｏｉｓｓ．）。

群落总盖度６０％ ９０％，分为乔木层、灌木层、

草本层和层间层（表４）。乔木层盖度０ ５０％，植
物种类１９种，个体数量达１０８株，高度５ １４ｍ，胸
径４．８ ３２ｃｍ，包括元江蚬木、厚皮树（Ｌａｎｎｅａｃｏｒｏ
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Ｈｏｕｔｔ．）Ｍｅｒｒ．）、异序乌桕（Ｓａｐｉｕｍｉｎｓｉｇ
ｎｅ（Ｒｏｙｌｅ）Ｂｅｎｔｈ．ｅｘＨｏｏｋ．ｆ．）、清香木、蒙自合欢
（Ａｌｂｉｚｉａ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Ｄｕｎｎ）、直脉榕、白头树（Ｇａｒｕｇａ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Ｗ．Ｗ．Ｓｍｉｔｈ）、金合欢（Ａｃａｃｉａｆａｒｎｅｓｉａｎａ
（Ｌ．）Ｗｉｌｌｄ．）、槐（Ｓｏｐｈｏ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Ｌ．）、老人皮
（ＰｏｌｙａｌｔｈｉａｃｅｒａｓｏｉｄｅｓＲｏｘｂ）、心叶木（Ｈａｌｄｉｎａｃｏｒｄｉ
ｆｏｌｉａ（Ｒｏｘｂ．）Ｒｉｄｓｄ．）等。

灌木层盖度３０％ ５０％，高０．２ ７．０ｍ，植
物种类４７种，包括乔木幼树及灌木。乔木幼树２２
种，比例达４６．８１％；灌木２５种，比例５３．１９％。乔
木幼树主要有元江蚬木、厚皮树、老人皮、朴树

（Ｃｅｌｔ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ｅｒｓ．）、直脉榕、清香木、红椿（Ｔｏｏｎａ
ｃｉｌｉａｔｅＲｏｅｍ．）、刺桑（Ｓｔｒｅｂｌｕｓｉ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ｓ（Ｖｉｄａｌ）Ｃｏｒ
ｎｅｒ）、槐等；灌木有霸王鞭、疏序黄荆（Ｖｉｔｅｘｎｅｇｕｎｄｏ
Ｌ．）、白皮乌口树（ＴａｒｅｎｎａｄｅｐａｕｐｅｒａｔａＨｕｔｃｈｉｎｓ．）、
元江素馨（Ｊａｓｍｉｎｕｍ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ｅＰ．Ｙ．Ｂａｉ）、一
叶（Ｆｌｕｅｇｇｅａ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Ｐａｌｌａｓ）Ｂａｉｌｌｏｎ）、瘤果
三宝木（Ｔｒｉｇｏｎｏｓｔｅｍｏｎ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ａｔｕｓＦ．ＤｕｅｔＪｕＨｅ）、
假杜鹃（ＢａｒｌｅｒｉａｃｒｉｓｔａｔａＬ．）、越南叶下珠（Ｐｈｙｌｌａｎ
ｔｈｕｓ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ｕｒ．）Ｓｐｒｅｎｇ．）、细梗美登木
（ＭａｙｔｅｎｕｓｇｒａｃｉｌｉｒａｍｕｌａＳ．Ｊ．ＰｅｉｅｔＹ．Ｈ．Ｌｉ）等。

草本层盖度 ５％ １０％，主要有卷柏（Ｓｅｌａｇｉ
ｎｅｌｌａｐｕｌｖｉｎａｔａ（Ｈｏｏｋ．ｅｔＧｒｅｖ．）Ｍａｘｉｍ．）、扭黄茅
（Ｈｅｔｅｒｏｐｏｇｏｎｃｏｎｔｏｒｔｕｓ（Ｌ．）Ｂｅａｕｖ．ｅｘＲｏｅｍ．ｅｔ
Ｓｃｈｕｌｔ．）、鸭 趾 草、沿 阶 草 （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Ｌｅｖｌ）、芸 香 草 （Ｃｙｍｂｏｐｏｇ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ｓ（Ｎｅｅｓｅｘ
Ｓｔｅｕｄ．）Ｗａｔｓ．）、细柄草（Ｃａｐｉｌｌｉｐｅｄｉｕｍ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ｕｍ
（Ｒ．Ｂｒ．） Ｓｔａｐｆ）、铃 铛 草 （Ｔｈｅｍｅｄａｃａｕｄａｔａ
（Ｎｅｅｓ）Ａ．Ｃａｍｕｓ）、线纹香茶菜（Ｒａｂｄｏｓｉａｌｏｐｈａｎ
ｔｈｏｉｄｅｓ（Ｂｕｃｈ．－Ｈａｍ．ｅｘＤ．Ｄｏｎ）Ｈａｒａ）、飞机草
（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ｏｄｏｒａｔａ（Ｌ．）Ｒ．Ｍ．Ｋｉｎｇ＆ Ｈ．
Ｒｏｂ．）等。

层间植物以藤本植物为主，种类有土密藤

（Ｂｒｉｄｅｌｉａｓｔｉｐｕｌａｒｉｓ（Ｌ．）Ｂｌ．）、翅果藤（Ｍｙｒｉｏｐｔｅｒｏｎ
ｅｘｔｅｎｓｕｍ（Ｗｉｇｈｔ）Ｋ．Ｓｃｈｕｍ）、云南牛奶菜（Ｍａｒｓｄｅ
ｎｉａｂａｌａｎｓａｅＣｏｓｔ．）、昆明马兜铃（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ｋｕｎ
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Ｃ．Ｙ．ＣｈｅｎｅｔＪ．Ｓ．Ｍａ）、虫豆（Ｃａｊａｎｕｓ
ｃｒａｓｓｕｓ（ＰｒａｉｎｅｘＫｉｎｇ）ＶａｎｄｅｒＭａｅｓｅｎ）、翅子藤
（ＬｏｅｓｅｎｅｒｉｅｌｌａｍｅｒｒｉｌｌｉａｎａＡ．Ｃ．Ｓｍｉｔｈ）、叉蕊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ｏｌｌｅｔｔｉｉＨｏｏｋ．ｆ．）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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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元江蚬木群落重要值前５位的物种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ｔｏｐｆｉｖ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Ｂｕｒｒｅｔ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ｋｙｄｉｉｆｏｌｉｕ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物种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频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相对显著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相对密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ｅｎｓｉｔｙ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ｖａｌｕｅ
乔木层

元江蚬木Ｂｕｒｒｅｔ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ｋｙｄｉｉｆｏｌｉｕｍＹ．Ｃ．Ｈｓｕ＆Ｒ．Ｚｈｕｇｅ １６ ４５．３４ ５０００ ３７．１１
厚皮树Ｌａｎｎｅａ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Ｈｏｕｔｔ．）Ｍｅｒｒ． ８ ２１．４５ １４．８１ １４．７６
异序乌桕Ｓａｐｉｕｍｉｎｓｉｇｎｅ（Ｒｏｙｌｅ）Ｂｅｎｔｈ．ｅｘＨｏｏｋ．ｆ． ８ ６．７３ ７．３１ ７．３８
清香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ｆｏｌｉａＪ．ＰｏｉｓｓｏｎｅｘＦｒａｎｃｈ． ８ ６．１７ ３．７０ ５．９６
蒙自合欢Ａｌｂｉｚｉａ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Ｄｕｎｎ ８ ４．６２ ２．７８ ５．１３
灌木层

元江蚬木Ｂｕｒｒｅｔ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ｋｙｄｉｉｆｏｌｉｕｍＹ．Ｃ．Ｈｓｕ＆Ｒ．Ｚｈｕｇｅ ５．６２ ３５．１５ ３３．２４ ２４．６７
霸王鞭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ｒｏｙｌｅａｎａＢｏｉｓｓ． ４．４９ ９．７７ １６．７１ １０．３３
疏序黄荆ＶｉｔｅｘｎｅｇｕｎｄｏＬ． ５．６２ ８．３５ ９．２５ ７．７４
白皮乌口树ＴａｒｅｎｎａｄｅｐａｕｐｅｒａｔａＨｕｔｃｈｉｎｓ． ２．２５ ５．６７ ５．１４ ４．３５
元江素馨Ｊａｓｍｉｎｕｍｙ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ｅＰ．Ｙ．Ｂａｉ ３．３７ ５．７１ ３．２１ ４．１０
草本层

卷柏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ｐｕｌｖｉｎａｔａ（Ｈｏｏｋ．ｅｔＧｒｅｖ．）Ｍａｘｉｍ． １８．１８ ３２．８８ １６．７７ ２２．６１
扭黄茅Ｈｅｔｅｒｏｐｏｇｏｎｃｏｎｔｏｒｔｕｓ（Ｌ．）Ｂｅａｕｖ．ｅｘＲｏｅｍ．ｅｔＳｃｈｕｌｔ． ４．５５ １４．９５ ２６．６９ １５．３９
鸭趾草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Ｌ． ９．０９ １０．４６ ５．３４ ８．３０
沿阶草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Ｌｅｖｌ ９．０９ ７．７７ ６．９４ ７．９３
芸香草Ｃｙｍｂｏｐｏｇ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ｓ（ＮｅｅｓｅｘＳｔｅｕｄ．）Ｗａｔｓ． ４．５５ ７．４７ ７．６２ ６．５５
层间层

土密藤Ｂｒｉｄｅｌｉａｓｔｉｐｕｌａｒｉｓ（Ｌ．）Ｂｌ． １６．６７ ３０．３０ ５５．８７ ３４．２８
翅果藤Ｍｙｒｉｏｐｔｅｒｏｎｅｘｔｅｎｓｕｍ（Ｗｉｇｈｔ）Ｋ．Ｓｃｈｕｍ １１．１１ ３１．３２ １８．２５ ２０．３９
云南牛奶菜ＭａｒｓｄｅｎｉａｂａｌａｎｓａｅＣｏｓｔ． １１．１１ １３．６４ １２．８５ １２．５３
昆明马兜铃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ｋｕｎ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Ｃ．Ｙ．ＣｈｅｎｅｔＪ．Ｓ．Ｍａ ５．５６ ７．５８ ６．２１ ６．４５
虫豆Ｃａｊａｎｕｓｃｒａｓｓｕｓ（ＰｒａｉｎｅｘＫｉｎｇ）ＶａｎｄｅｒＭａｅｓｅｎ １１．１１ ４．５５ １．１２ ５．５９

２．２　种群结构
２．２．１　种群数量　元江蚬木分布最低海拔４５４ｍ，
最高海拔８１２ｍ，呈零星或片断分布，斑块面积非常
小，生境破碎化十分严重。调查记录到元江蚬木

４１２株，其中乔木层２３４株，高度范围５ ２５ｍ，胸径
３ ４５ｃｍ；灌木层１７８株，高度０．０５ ４．５ｍ，最大
胸径达３０ｃｍ（表５）。分布区内元江蚬木的平均密
度约２２．７６株·ｈｍ－２。
２．２．２　种群结构　元江蚬木种群Ⅵ级木（２０ｃｍ≤
ＤＢＨ）数量最少，占总株数的 ９．４７％，其次是Ⅴ级
（１５ｃｍ≤ＤＢＨ＜２０ｃｍ），占总株数的１０．９２％。Ⅰ、

Ⅱ、Ⅲ、Ⅳ级数量占总株数的比例差异较小，分别为
２０．３９％、１８．４５％、２０．８７％以及１９．９％，种群结构整
体呈稳定型（图２）。

对比各样地和样线元江蚬木种群结构（图３），
发现样地２和样线３元江蚬木种群结构呈现衰退型
（图ｂ、ｈ），样地１、样线１、样线２和样线４呈稳定型
（图ａ、ｆ、ｇ、ｉ），而样地３、样地４、样地５种群结构呈
增长型（图ｃ、ｄ、ｅ）。

表５　各样地／样线元江蚬木个体数量

Ｔａｂｌｅ５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ｕｒｒｅｔ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ｋｙｄ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ｉｎｓａｍｐｌｅｐｌｏｔｓ／ｌｉｎｅｓ

样地／样线
Ｓａｍｐｌｅｐｌｏｔｓ
／ｌｉｎｅｓ

所处

层次

Ｌａｙｅｒ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ｓ
高度

Ｈｅｉｇｈｔ／ｍ
胸径

ＤＢＨ／ｃｍ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样地１
乔木层 １０ ５ １０ ４．９ ２９．１５

５９５
灌木层 ２ １．２ ３．５ ０．４ ３．５

样地２
乔木层 １１ ５ ９ ７ １３．３

５９５
灌木层 ７ ０．０５ ３．５ ≤５．８

样地３
乔木层 １６ ５ １４ ４．３ ２４．５

６２９
灌木层 ２３ ０．７ ４．５ １．２ ５．７

样地４
乔木层 １５ ５ １５ ３ ２５

７９６
灌木层 ５０ ０．３ ４ ≤１１．５

样地５
乔木层 ０ ／ ／

４５４
灌木层 ２９ ０．４ ４．５ ≤６．２

样线１
乔木层 ８８ ５ １５ ５ ２５．８

５１９ ６２３
灌木层 ３６ ０．１ ４．５ ≤１０

样线２
乔木层 ３６ ５ １２ ６ ３０

６０３ ８１２
灌木层 ９ ２ ４．５ ２ ３０

样线３
乔木层 ２３ ６ ２５ ８ ４５

５９６ ７２７
灌木层 ４ ２．５ ４ ≤１０

样线４
乔木层 ３５ ５ １５ ６ ２５

５７９ ６８１
灌木层 １８ ２．５ ４．５ ３ ２２

合计
乔木层 ２３４ ５ ２５ ３ ４５

４５４ ８１２
灌木层 １７８ ０．０５ ４．５ ≤３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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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元江蚬木种群结构

Ｆｉｇ．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Ｂｕｒｒｅｔ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ｋｙｄ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２．２．３　更新状况　野外调查发现由于历史干扰因
素的影响，元江蚬木种群含有一定的萌枝，数量３８
株，比例９．２２％，萌枝出现在样地５、样线２和样线４
（表６），样地５和样线４的萌枝处于Ｉ级幼苗和Ⅱ级
幼树的比例分别为７５．８６％和１．８９％。可见，除实
生苗外，枝条萌生也是元江蚬木种群更新的方式。

对比不同干扰程度下各样地和样线 Ｉ级幼苗和
Ⅱ级幼树的数量（图４），发现不同干扰强度下不同
地点元江蚬木种群的更新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干扰

程度是影响种群更新的原因之一，处于轻度干扰的

样线１幼苗和幼树分别为２６株、９株（ｆ）；样线２、样
线３和样线４受到重度干扰的影响（ｇ、ｈ、ｉ），幼苗和

ａ～ｅ分别代表样地１～５，ｆ～ｉ分别代表样线１～４，ａ～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ｐｌｏｔｓ１～５，ｆ～ｉ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ｌｉｎｅｓ１～４．

图３　各样地／样线元江蚬木种群结构

Ｆｉｇ．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Ｂｕｒｒｅｔ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ｋｙｄｉｉｆｏｌｉｕｍｉｎｓａｍｐｌｅｐｌｏｔｓ／ｌｉｎｅｓ

幼树数量较少，均在７株以下，最少只记录到１株。
而样地１和样地２虽然受到轻度的干扰（ａ、ｂ），但是
由于样地岩石裸露，生境极其干燥，不利于种子萌发

和幼苗的生长；处于中度干扰的样地５由于受到放
牧和砍伐的影响（ｅ），元江蚬木群落具有明显的次
生性质，植株多呈灌木状，高度均在５ｍ以下，虽然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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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树个体数量较多，但多是萌生枝条，实生幼苗只有

１株；样地３和样地４虽然受到重度干扰的影响 （ｃ、
ｄ），但生境相对湿润，样地３成年树较少，保留了更
多幼树的生长；而样地４群落郁闭度大，有利于种子
萌发和幼苗生长。

表６　元江蚬木种群萌枝更新
Ｔａｂｌｅ６　Ｔｈｅ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ｏｕｔ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ｏｆ

Ｂｕｒｒｅｔ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ｋｙｄｉｉｆｏｌｉｕｍ

样地／样线
Ｓａｍｐｌｅｐｌｏｔｓ
／ｌｉｎｅｓ

萌枝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ｓｐｒｏｕｔ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Ｉ级幼苗和Ⅱ级幼树的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ａｎｄｙｏｕｎｇｔｒｅｅｓ／％

样地５ ９６．５５ ７５．８６
样线２ ８．８９ ０
样线４ １６．９８ １．８９

ａ～ｅ分别代表样地１～５，ｆ～ｉ代表样线１～４。
ａ～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ｐｌｏｔｓ１～５，ｆ～ｉ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ｌｉｎｅｓ１
～４．

图４　不同干扰程度下各样地／样线元江蚬木
幼苗和幼树数量差异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ａｎｄｙｏｕｎｇ
ｔｒｅｅｓｏｆＢｕｒｒｅｔ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ｋｙｄｉｉｆｏｌｉｕｍ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ｓａｍｐｌｅｐｌｏｔｓ／ｌｉｎｅｓ

３　讨论
元江蚬木分布范围狭窄，为元江干热河谷狭域

特有植物，是云南省北热带干热河谷地区原生季雨

林的建群种，也是元江河谷植被恢复中的重要标志

树种。野外调查时间是１月、４月、１１月，基本处于
旱季，部分１年生草本植物处于枯死的状态，可能会
导致草本种类记录不完整。详细的群落研究还需增

加不同季节的野外调查。

元江蚬木种群整体结构呈现稳定型，但不同分

布地点元江蚬木种群存在增长型、稳定型和衰退型

３种结构，其中样地２和样线３种群结构呈衰退型。
虽然样地１和样地２均受到轻度干扰和生境干旱的
双重影响，而且 Ｉ级幼苗和Ⅱ级幼树的数量均在６
株以下，但样地２存在大小级缺失的现象，未记录到

Ⅱ级幼树、Ⅴ级和Ⅵ级的个体，且Ⅳ级个体数量显著
大于 Ｉ级幼苗，种群结构呈现出衰退型。样线３Ⅵ
级个体数量１３株，比例达４８．１５％，并记录到整个种
群胸径最大的一株，达４５ｃｍ，由于受到重度的人为
干扰的影响，幼苗和幼树数量均在２株以下，种群结
构呈典型的衰退型。

元江蚬木种群更新方式主要包括实生苗和萌

枝，萌枝是木本植物受到自然或人为干扰以及剧烈

环境变化而做出的响应［２８］，这种更新策略在许多物

种的种群研究中也同样存在［２９－３０］。样地５元江蚬
木种群结构中的部分大小级缺失，只有Ⅰ幼苗、Ⅱ幼
树和Ⅲ级，且幼树萌枝占整个样地元江蚬木种群数
量的７５．８６％，种群结构呈增长型。不同学者对萌
枝的方式划分存在差异，其中 ＤｅｌＴｒｅｄｉｃｉ［３１］将温带
落叶树种萌枝的方式划分为根茎萌枝、木质瘤萌枝、

根出条萌枝和机会萌枝，而张松等［３２］认为除了以上

的萌枝方式，还应增加树冠萌枝和残桩萌枝。有研

究发现萌枝萌发的位置对将来物种的发展状况具有

决定作用，如：残桩的萌枝生长过程中所需要的营

养、水分主要依赖于主干，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扰而

随着主干的衰退而逐渐衰退［３３］，若萌生枝是从地面

或者地面以下萌发，其基部可以直接与土壤接触，而

有利于植株的生长发育［３４］。有关元江蚬木的种群

研究还需进一步确认其萌枝的方式，以此更加准确

的分析未来种群的发展动态。

元江蚬木种群更新受到生境特征和人为干扰的

影响，生境干旱及重度的人为干扰都不利于种子萌

发和幼苗、幼树的生长。生境状况对植物生活史具

有重要作用，对植物数量、存活和更新具有直接影

响［３５－３７］，同时，野外观测到元江蚬木结实率很高，抽

样统计样地１和样地２的种子数量分别为 １４８５６
粒、１０４１１粒，而实生苗数量很少，可能与元江蚬木
自身生物学特性有关，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位于元江县普漂的元江蚬木种群处于元江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而其他分布点，都不在保护

区内，元江蚬木群落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人类活动的

干扰。要加强对元江蚬木的保护，关键是杜绝人为

破坏；以就地保护为主，保护原生生境，促进天然更

新；同时通过人工采种繁育幼苗，定植到原生境，复

壮野外种群；此外，还需加强对种子到幼苗动态变化

的研究，探索种群更新的内在影响机制。

４　结论
根据野外调查及文献资料记录，元江蚬木属于

典型的元江干热河谷局部地段的狭域特有种，是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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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北热带干热河谷地区原生季雨林的建群种，呈

零星或小片断状分布。元江蚬木群落维管束植物

８３种，隶属３９科６９属，群落季相变化明显，落叶树
种较多，生活型以高位芽植物为主，其次是地上芽植

物，植被类型为季雨林中的落叶季雨林，群系划分为

元江蚬木－厚皮树林、元江蚬木 －清香木林以及元
江蚬木－白皮乌口树林。元江蚬木种群整体结构呈
稳定型，但是，增长型、稳定型和衰退型结构在不同

分布地点均存在。实生苗和萌枝是元江蚬木种群更

新的主要方式，不同分布地点幼苗和幼树数量差异

较大，生境干旱和人为干扰是影响种群更新的主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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