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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海南典型热带山地雨林分布区域尖峰岭６０ｈｍ２大样地内萌生植物的物种组成、数量和空间分

布特征，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以海南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６０ｈｍ２大样地及样地内具有萌生现象的木本植

物（胸径≥１ｃｍ）为研究对象，统计样地萌生植物的萌生数和萌生率，并描述其空间分布特征。本文将植物的萌

生现象分为两类：萌条和分支。［结果］表明：样地具有萌生现象的木本植物共有２６０种，隶属５８个科１４２个属，

科、属、种数量分别占样地植物总数的９３．５％、９１．６％与８９．７％；萌生个体数最多的前５个物种依次是：九节、厚

壳桂、卵叶新木姜、钟萼粗叶木、钮子果；除厚壳桂、尖峰岭锥外的其他植物，萌生现象对物种重要值的影响均不

超过０．０５％。植物的萌生现象与海拔极显著相关（Ｐ＜０．００１）。［结论］作为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占优势的更新

模式之一，萌生更新不仅是树种对生态位占据的重要方式，同时也对群落物种共存、生物多样性的维持起到重要

作用。后期还可以对样地萌生现象受台风干扰后的表现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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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生现象是高等植物常见的更新方式之
一［１－２］，也是高等植物高度进化的不稳定特征［３］，尤

其是在木本被子植物中更普遍［４］，是植物重要的生

活史特征［５］及独特的功能特征［６］。当植物受到干

扰时，萌生更新可成为植物适应各种干扰和胁迫时

所采取的一种适应方式［７］；同时，萌生更新还是植物

更新生态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实生更新一样是

一条植物繁衍后代的途径［８］。现今，植物种子更新

的研究相比较萌生更新更深入，但植物的营养生

殖［９］和萌生现象产生的原因还有较大的探讨

空间［５］。

萌生现象在植物生活史过程中起很重要的作

用［５］，如萌生更新比实生更新可以为幼苗提供更多

的物质基础［１０］，从而提高幼苗的存活率和生长速

度［１１］；同时，萌生植物树皮的厚度与胸径的比值明

显高于实生更新的植物，可以帮助植物抵抗外界干

扰［７］。萌生现象为植物提供了侧枝和更大的冠幅来

接收阳光占领生态位、增加生物量的累积［１２］。另

外，萌生现象还可以帮助植物在干扰后更快占据和

恢复其所在的生态位，降低生物量损失［１３］，加快群

落演替的过程［１４］。

目前，国外关于萌生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萌

生在植物群落结构更新中的作用［１５］、萌生的生物学

特征［１６］、个体生活史策略及影响因素［１７］和萌生在

种群、群落及景观水平上的“驻留生态位”效应等。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仅有对个别样地萌生

状态的初步调查［１８］、不同垂直结构层次［１９］以及对

个别树种萌生能力的单独研究［２０］－［２１］，而且这些研

究主要集中于物种层面萌生能力的探讨［２２］，或在干

扰［２３］后特定植物萌生现象产生的规律上［２４］。此

外，还有研究从植物自身的基因性状出发或从形态

学［２５］的角度出发，对植物的萌生现象进行了一定的

探讨［２６］。萌生现象作为植物生活史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植物产生萌生现象的原因、所在环境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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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的影响以及植物个体和物种之间的相互影响，

都是未来植物萌生研究的发展方向。

尖峰岭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热带原始森林林区

之一［２７］。２０１２年，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
究所在海南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典型分布区五分区

中建立了一块面积６０ｈｍ２的森林动态监测样地，是
美国热带林业研究中心 ＣＴＦＳ全球森林动态监测样
地中，迄今为止已经建立好的、单个面积最大的、单

次监测植株数量最多的森林动态监测样地［２８］。本

文以海南尖峰岭６０ｈｍ２大样地内萌生植物为研究
对象，分析样地内萌生植物的萌生物种数量特征、空

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旨在初步探讨影响热带雨林

植物萌生策略选择的内在和外在因素。

１　研究区概况

尖峰岭地区位于海南省西南部乐东黎族自治县

和东方市交界处（１８°２０′ １８°５７′Ｎ，１０８°４１′ １０９°
１２′Ｅ），总面积约６４０ｋｍ２，其林区内的热带雨林是
我国现有面积较大、保存较完整的热带原始森林之

一。此外，尖峰岭地区属于低纬度热带岛屿季风气

候，干湿两季气候明显，雨季为５至１０月，旱季为１１
月至翌年４月，年降水量为１３００ ３７００ｍｍ，年均
温度为１９．８ ２４．５℃。尖峰岭地区还是我国生物
多样性较高的地区之一，林区野生维管植物和习见

的栽培植物共２８４９种（野生植物２２８７种，包括变
种、亚种及变形），隶属２４４科１２５０属［２７］。该地区

面积最广的植被类型为热带山地雨林，其次为热带

常绿季雨林，保存有完整的原始生态系统，动植物种

类丰富［２８］。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样地设置及调查

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６０ｈｍ２大样地按照美国
史密斯热带研究所热带森林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ＴＦＳ）的调查技术规范建
设，样地东西长１０００ｍ，南北宽６００ｍ，将整个样地
划分为１５００块２０ｍ×２０ｍ样地。大样地海拔范围
为８６６．３ １０１６．７ｍ，样地西南角较平缓，整体地
势从西南角向东北角的山脊逐渐过渡抬升。对样地

内所有胸径≥１．０ｃｍ的乔灌木逐一挂标签，记录该
植物的坐标、名称、胸径、树高和生存状态。首次样

地植被调查于２０１０年年底开始，２０１２年年底完成。

调查结果表明，样地内共记录到４３９６７６株胸径≥
１．０ｃｍ的存活乔灌木植株，其中，除６１个植株未确
定种名外，其他植株分属于６２科１５５属２９０种［２８］。

２．２　数据处理
２．２．１　对于植株萌生现象的定义　本论文将植物
的萌生现象按照萌生发生部位的不同分为：萌条和

分支［１７］。萌条：植物发生于其主干根部的萌生现象

称为萌条，如根萌。分支：植物发生于其主干根部

３０ｃｍ以上的萌生现象称之为分支［２９］。

２．２．２　对于植物萌生能力的判定　采用萌生数和
萌生率２个概念。每棵具有萌生现象的植株上成活
的萌生个体数之和称之为萌生数。萌生数和萌生率

是衡量物种层面萌生能力的重要指标，萌生数和萌

生率高的物种代表发生萌生现象的植株数

更多［３０－３２］。

萌生数＝某物种具有萌生的植株个体数
萌生率 ＝某物种具有萌生的植株个体数／该物

种在样地总个体数×１００％
分支率 ＝某物种具有分支的植株个体数／该物

种在样地总个体数×１００％
萌条率 ＝某物种具有萌条的植株个体数／该物

种在样地总个体数×１００％
２．２．３　重要值的计算　在计算物种重要值时，由于
本研究不把植物的萌生现象算做独立植株，因此，主

干的相对多度和相对频度与加入萌生现象后的相对

多度和相对频度无异；萌生现象的加入直接影响了

个体的胸高断面积，因此，这里在讨论萌生现象对物

种重要值的计算时只考虑相对显著度的变化。

主干重要值 ＝（主干的相对多度 ＋主干的相对
频度＋主干的相对显著度）／３×１００％

加萌生现象后的重要值 ＝（主干的相对多度 ＋
主干的相对频度＋主干及萌生现象的相对显著度）／
３×１００％
２．２．４　萌生现象与地形因子之间的多元回归　本
研究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将每个样方的分支率和

萌条率同该样方所具有的环境因子之间进行逐步回

归，环境因子包括海拔、土壤含水量、土壤密度、土壤

ｐＨ值。通过逐步回归寻找本次参与逐步回归的环
境因子哪些对于样方分支率和萌条率的贡献值

最高。

２．２．５　萌生现象的空间分布　尖峰岭大样地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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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点（８６６．３ｍ）位于样地西南区域，海拔最高点
（１０１６．７ｍ）位于东北区域，自西南角向东北角海拔
逐渐抬升，海拔跨度１５０．４ｍ。根据每个２０ｍ×２０
ｍ小样方中心点的海拔高度绘制大样地等高线图。
在绘制完成的等高线地形图上，添加各具萌生现象

植株的散点分布图。

所有统计分析及作图均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Ｒ
３．１．２［３３］中进行。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样地内萌生物种的基本情况
样地２０１２年建成时共发现２９０个物种，隶属６２

个科１５５个属。样地物种总个体数为４３９６７６株，独
立植株 ３９１６８６株，２９１０３个萌条，１８８８７个分
支［２８］。其中，具有萌生现象的物种共２６０种，隶属
５８个科 １４２个属，分别占样地植物科、属、种的
９３．５％、９１．６％、８９．７％，发生萌生的个体总数为
３３９１９株，占样地总个体数的７．７％。样地中具有分
支现象的物种共２３７种，隶属５５个科１３２个属，科、
属、种分别占比８８．７％、８５．２％、８１．７％；样地中具有
萌条现象的物种共２４８种，隶属５６个科１３５个属，
科、属、种分别占比９０．３％、８７．１％、８５．５％。样地不
具有萌生现象的物种有３０种，隶属２７科２５属，占
样地物种总数的 １０．３％。整个样地中，樟科、茜草
科、新木姜子属、厚壳桂属、九节属的物种萌生比

例高。

图１表明：在尖峰岭大样地内，每个具有萌生现
象的植株所产生的萌生数多集中在２个及以下，单
个植株萌生数超过５个的不足２００株。从图２可看
出：样地每个２０ｍ×２０ｍ样方的萌生数峰值在２０
４０个之间呈现单峰分布，即每个样方的萌生数会趋
于一个稳定区间；此外，样方数和每个样方的萌生数

在整体上呈现反“Ｊ”型分布。
本文还选取相对频度大于１％的植株个体，对

重要值、萌生数、萌生总植株数等因素进行统计，结

果（表１）表明：从重要值来看，白颜树最高为３．０１，
其次是厚壳桂和油丹，分别为２．６２、２．２３；从植株相
对胸高断面积看，白颜树最大为５．５０，其次是油丹
和厚壳桂，分别为４．３５、２．８０；从相对密度看，四蕊
三角瓣花最高为 ４．９３，其次是厚壳桂和香果新木
姜，分别为３．８２、３．５８。

图１　海南尖峰岭６０ｈｍ２大样地不同萌生数的植株数量统计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ａｉｎ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ｉｎｔｈｅ６０ｈｍ２ｐｌｏｔｉｎ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ｎｇ，ＨａｉｎａｎＩｓｌａｎｄ

图２　海南尖峰岭６０ｈｍ２大样地每个２０ｍ×２０ｍ

样方的萌生数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ｑｕａｄｒａ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ｓｐｏｕｔｉｎｇ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ｉｎｔｈｅ６０ｈｍ２ｐｌｏｔｉｎ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ｎｇ，ＨａｉｎａｎＩｓｌａｎｄ

３．２　样地萌生植株优势种的萌生能力
根据样地萌生物种萌生植株数的多少，由样地

中萌生植株数量排前五的物种（表２）表明：大样地
中萌生个体数最多的物种依次是九节（２４２３）、厚壳
桂（２３１７）、卵叶新木姜（１７２４）、钟萼粗叶木
（１５５６）、钮子果（１４７７）；物种萌生率依次是钟萼粗
叶木（２５．１７％）、卵叶新木姜（２３．１０％）、九节
（１６．０２％）、厚壳桂（１３．７８％）、钮子果（１３．６５％）。
３．３　萌生现象对物种重要值的影响

本文选取尖峰岭大样地中，物种加入萌生现象

后重要值变化量排前五的物种，来比较各自主干重

要值与加入萌生现象后的重要值变化情况，并在后

文讨论萌生现象对物种重要值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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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海南尖峰岭６０ｈｍ２森林动态监测样地中萌生植物重要值及植株数量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６０ｈｍ２ｐｌｏｔ

ｉ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ｎｇ，ＨａｉｎａｎＩｓｌａｎｄ

物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相对胸高断面积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相对密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相对频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萌生数／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总植株数／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ｔｏｔａｌｓｔｅｍｓ

四蕊三角瓣花Ｐｒｉｓｍａｔｏｍｅｒｉｓ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２．１４ ０．２５ ４．９３ １．２４ ６４３ ２１６８８
厚壳桂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２．６２ ２．８０ ３．８２ １．２２ ４５７３ １６８１１
香果新木姜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ｅａ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１．９２ １．００ ３．５８ １．１９ １１８５ １５７４７
九节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ｒｕｂｒａ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１．７７ ０．６６ ３．４４ １．２２ ３１００ １５１２４
变色山槟榔Ｐｉｎａｎｇａ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Ａｒｅｃａｃｅａｅ（Ｐａｌｍａｅ） １．４１ ０．１１ ３．３６ ０．７５ １４４ １４７５３
海南韶子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ｔｏｐｅｎｇｉｉ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２．１０ ２．３５ ２．７０ １．２３ ６５１ １１８７８
柏拉木Ｂｌａｓｔｕｓ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１．０４ ０．０８ ２．６５ ０．３８ １４９８ １１６９２
钮子果Ａｒｄｉｓｉａｖｉｒｅｎｓ 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２５ ０．１２ ２．４６ １．１６ １７３２ １０８１７
东方琼楠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ｔｕｎｇｆ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１．８３ １．９８ ２．４２ １．１０ ９８１ １０６４７
白颜树Ｇｉｒｏｎｎｉｅｒａｓｕｂ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３．０１ ５．５０ ２．２８ １．２４ ２６９ １００３５
罗伞树Ａｒｄｉｓｉａｑｕｉｎｑｕｅｇｏｎａ 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０５ ０．１３ １．９０ １．１３ １７６８ ８３７６
卵叶新木姜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ｏｖ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０．７６ ０．１５ １．７０ ０．４４ ３１１６ ７４６４
黄叶树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ｅ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ｃｅａｅ １．７０ ２．４７ １．５１ １．１３ １１２ ６６４２
海南山矾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ｙｍｐｌｏｃａｃｅａｅ ０．７７ ０．０７ １．４９ ０．７５ １７５４ ６５５６
东方肖榄Ｐｌａｔｅａ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Ｉｃａｃ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２７ １．２１ １．４６ １．１４ ２４９ ６４２３
钟萼粗叶木Ｌａｓｉａｎｔｈｕｓｔｒｉｃｈｏｐｈｌｅｂｕｓ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０．８９ ０．２０ １．４１ １．０５ ２１９８ ６１８３
香楠Ａｉｄｉａｃａｎｔｈｉｏｉｄｅｓ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０．８２ ０．１６ １．２９ １．００ １７９６ ５６８０
喙果皂帽花Ｄａｓｙｍａｓｃｈａｌｏｎ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ｍ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０．８１ ０．０７ １．２９ １．０６ １１２２ ５６７１
腺叶山矾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ａｄ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 Ｓｙｍｐｌｏｃａｃｅａｅ ０．８８ ０．４７ １．２４ ０．９４ １５２２ ５４４５
谷木Ｍｅｍｅｃｙｌｏｎｌｉｇｕｓｔ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０．８０ ０．０７ １．２３ １．０９ ６６ ５４０６
红磷蒲桃Ｓｙｚｙｇｉｎｍｈａｎｃｅｉ 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０．８８ ０．４７ １．２１ ０．９７ １４６ ５３２３
油丹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２．２３ ４．３５ １．２１ １．１４ ２０１ ５３０２
红算盘子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ｃｏｃｃｉｎｅｕｍ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０．８８ ０．４６ １．１９ ０．９９ １３９ ５２１３
卵叶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ｒｉｇｉｄｉｓｓｉｍｕｍ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１．１７ １．３０ １．１８ １．０３ ３２０ ５１９４
硬壳桂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ｃｈｉｎｇｉｉ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０．８６ ０．６０ １．１６ ０．８３ ７７５ ５１０６
软荚红豆Ｏｒｍｏｓｉａｓｅｍｉｃａｓｔｒａｔａ Ｆａｂａｅｃｅ ０．８５ ０．６４ １．１１ ０．７９ ８４ ４８９１
阴香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ｂｕｒｍａｎｎｉ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０．８６ ０．５７ １．０９ ０．９１ １０４６ ４７８３
粗毛野桐Ｍａｌｌｏｔｕｓｈｏｏｋｅｒｉａｎｕｓ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０．６１ ０．３６ １．０５ ０．４３ ２８６ ４６３８
海岛冬青Ｉｌｅｘｇｏｓｈｉｅｎｓｉｓ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１４ １．４４ １．０３ ０．９５ １０５ ４５５０
多香木Ｐｏｌｙｏｓｍａ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ｎａ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０．９８ ０．８９ １．０２ １．０４ １１２ ４４７３

表２　海南尖峰岭６０ｈｍ２森林动态监测样地中萌生能力排前五的物种（按萌生植株数排序）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ｏｐｆｉｖ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ｉｔｈｓｔｒｏｎｇ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６０ｈｍ２ｐｌｏｔｉ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ｎｇ，ＨａｉｎａｎＩｓｌａｎｄ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植株总数／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ｔｏｔａｌｓｔｅｍｓ

萌生植株数／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萌生率／％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ｏｆ

ｔｏｔａｌｓｔｅｍｓ

萌条数／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ｓｔｅｍｓ

萌条率／％
Ｒａｔｉｏｏｆ

ｓｐｏｕｔｉｎｇｓｔｅｍｓ
ｏｆｔｏｔａｌｓｔｅｍｓ

分支数／个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分支率／％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ｏｆ
ｔｏｔａｌｓｔｅｍｓ

厚壳桂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６８１１ ２３１７ １３．７８ ３４６ ２．０６ ４２２７ ２５．１４
九节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ｒｕｂｒａ １５１２４ ２４２３ １６．０２ ２８６９ １８．９７ ２３１ １．５３
钮子果Ａｒｄｉｖｉｒｅｖｉｒｅｎｓ １０８１７ １４７７ １３．６５ ８２０ ７．５８ ９１２ ８．４３
卵叶新木姜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ｏｖ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７４６４ １７２４ ２３．１０ １３４ １．８０ ２９８２ ３９．９５
钟萼粗叶木Ｌａｓｉａｎｔｈｕｓｔｒｉｃｈｏｐｈｌｅｂｕｓ ６１８３ １５５６ ２５．１７ １８８２ ３０．４４ ３１８ ５．１４

　　从表３可看出：尖峰岭６０ｈｍ２大样地中，厚壳
桂的主干重要值为２．４８％，加入萌生现象后重要值
上升到２．６２％，在样地具有萌生现象的物种当中重

要值的增幅最大达 ０．１４％。此外，除厚壳桂、尖峰
岭锥的其他物种，加入萌生现象后该物种的重要值

变化都没有超过０．０５％。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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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海南尖峰岭６０ｈｍ２森林动态监测样地中
加入萌生现象前后物种重要值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ｏｕｔｉｎｇ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ｉｎｔｈｅ
６０ｈｍ２ｐｌｏｔｉ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ｎｇ，ＨａｉｎａｎＩｓｌａｎｄ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植株主干的重要

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ｐｏｕｔｉｎｇ
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植株主干加入萌生

现象后的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ｔｈａｌｌｓｔｅｍｓ

厚壳桂

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４８ ２．６２

尖峰岭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０．５２ ０．５８

米锥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９６ ０．９９
多花五月茶

Ａｎｔｉｄｅｓｍａｍａｃｌｕｒｅｉ
０．７８ ０．７９

九节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ｒｕｂｒａ １．７６ １．７７

３．４　植物萌生现象在样地中的空间分布
图３表明：植物的分支现象（绿点）在山脊地区

密度更高，在沟谷地带则分布较少。进一步进行多

元回归分析表明：样地分支率同地形因子中的海拔

因子相关性最高（Ｐ＜０．００１，ｒ＝０．０８７７）。同理，将
样地萌条率与４个地形因子进行回归发现，样地萌
条率同样与地形因子中的海拔因子相关性最高（Ｐ
＜０．００１，ｒ＝０．２２）。

图３　海南尖峰岭６０ｈｍ２大样地萌生现象（萌条、分支）
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ｓｔｅｍｓａｎｄ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ｉｎｔｈｅ６０ｈｍ２ｐｌｏｔｉｎ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ｎｇ，
ＨａｉｎａｎＩｓｌａｎｄ

４　讨论
４．１　尖峰岭大样地萌生物种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样地萌生现象数据的汇总与分析发现：

尖峰岭６０ｈｍ２大样地内，具有萌生现象的科、属、
种、占样地植株总数的比值均超过８０％，这意味着：

海南尖峰岭超过８成的物种会产生萌生现象；但从
整体样地看，个体萌生现象发生率只有７．７％，这可
能与植株所在生境有关，导致个体层面萌生率低下

但物种层面萌生率高的现象。

古田山茶湾１ｈｍ２样地内，具有根萌现象（萌条
现象）的物种共计６８种，占群落总物种数的６７．３％，
隶属于４８个属２６个科，分别占群落总科数和总属
数的７２．２％和７０．６％［５］。与古田山样地相比，尖峰

岭大样地具有萌条现象物种所占科、属、种的比例分

别为９０．３％、８７．１％、８５．５％，均高于古田山样地。
古田山茶湾１ｈｍ２样地内，物种层面萌生现象

占比为６３．９５％［３４］；天目山自然保护区样地中，物种

层面萌生现象占比为５５％［３５］；尖峰岭大样地物种层

面萌生现象占比为８９．７％。可见，尖峰岭大样地植
株在物种层面的萌生比例比古田山茶湾１ｈｍ２样地
和天目山自然保护区样地中的高。出现这种现象的

原因可能是因为：（１）尖峰岭地区受到的台风干扰
较大，造成植株在科、属、种层面上出现较高的萌生

率。（２）由于尖峰岭６０ｈｍ２大样地为原始丛林，具
有较为成熟的生态位分化和相对稳定的生境，导致

整个样地层面上植株个体萌生率仅为 ７７％的
现象。

４．２　萌生植物的萌生策略选择
对尖峰岭６０ｈｍ２大样地中具有萌生现象的植

株进行统计后，将样地中具有萌生现象且萌生植株

数排前五的物种分别计算每个物种在样地中的萌生

率、分支率、萌条率，对比每个物种在萌生策略选择

上的不同。从表２可看出，萌生数的排序和萌生率
的排序略有不同，说明这２个指标虽然都用来表达
物种的萌生能力大小，但２个数据之间可能不具有
相关性，这与冯辉［３６］在研究重庆缙云山长绿阔叶林

和刘常幸［６］在研究古田山常绿阔叶林树种的萌生特

征中得出的萌生率和萌枝数不存在相关性的结论

一致。

在萌生策略选择方面：九节和钟萼粗叶木偏向

选择产生萌条；厚壳桂、卵叶新木姜则偏向选择产生

分支，其中，物种萌生率最高的是钟萼粗叶木

（２５．１７％）和卵叶新木姜（２３．１０％），虽然具有相似
的植物萌生率，但萌生方式却不同。由此可见，虽同

为具有较强萌生能力的树种，但在选择通过不同萌

生方式占据生态位时仍然有很大差异。产生这种差

异的原因可能有２方面：（１）植物本身基因决定的功
能性状，导致植物在萌生策略选择上出现了不同。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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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植物所在生境条件的后天影响，如海拔、光照、
物种间的相互作用等因素，导致了植物需要通过选

择不同的萌生方式提高自身在当前环境中的生存

优势。

在样地萌生能力前五的物种中，只有钮子果的

萌条率和分支率接近，分别为：７．５８％和８．４３％，该
物种的萌生能力在样地萌生能力前五的物种中排第

五，萌生能力不及偏向产生萌条的九节和钟萼粗叶

木，也不及偏向产生分支的厚壳桂和卵叶新木姜。

因此，是否偏向选择一种萌生策略更有利于提高物

种在样地中的萌生能力，从而占据更多的生态位以

便物种在群落中更好的发展？后期应进行相应的统

计分析并结合 ＣＴＦＳ网络下其他样地数据证明此
结论。

４．３　样地萌生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生境异质性假说认为，植株的萌生情况与生长

环境有关［３７－３８］。因此，通过观察植物萌生现象在空

间上的分布，可以初步判断植物萌生现象同植物空

间分布之间的关系［７］。

图１可以清楚的看到植株的萌生现象和植株所
在的地理位置的地形因子具有一定相关性，其中，分

支现象在山脊地区分布密度明显更高，在山谷地区

分布较少。海拔作为热带山地雨林重要的环境影响

因子，直接影响植物所在环境的土壤水分［３９］，从而

影响植物的萌生现象和物种多样性，这与黄甫昭

等［４０］在研究萌生及生物多样性随海拔的变化相吻

合，即弄岗样地相对海拔７６．３ｍ以上多样性随相对
海拔增高而增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还可能是尖

峰岭地处海南岛西南部，是台风活动的频发区，因

此，在山脊地区的植株受到来自台风的外界干扰更

大［４１］，从而迫使植物产生更多的萌生现象以占领生

态位。

４．４　萌生现象与物种重要值
在森林群落中，萌生现象给物种创造了“更新生

态位”的条件，是萌生植物占据生存空间、占领生态

位并保持竞争优势的机会［５］。根据本文对样地物种

重要值的计算，对比加入萌生现象后物种重要值的

变化 情 况，重 要 值 变 化 量 最 大 的 是 厚 壳 桂

（＋０．１４），其次是尖峰岭锥（＋０．０４），其他物种重
要值的变化均小于０．０４，因此，本研究认为在尖峰
岭大样地植物萌生现象对样地物种重要值的影响

不大。

这个结论同刘常幸等［５］在研究古田山常绿阔叶

林萌生情况所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在古田山自然

无干扰的常绿阔叶林中，个别萌生能力很强的物种

如灰白蜡瓣花、石栎等，萌生现象（仅萌条）对其重

要值的影响较大，加入萌生现象后重要值的变化量

分别为灰白蜡瓣花５．５４％、石栎０．４９％。与尖峰岭
样地所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可能在于，古田山地处

亚热带，与尖峰岭地区受台风干扰相比，古田山地区

受到的干扰较小，植株产生的萌生现象有更大的机

会成长并累积生物量，从而在样地生物量计算时，由

于萌生现象的胸径过大而对生物量产生较大的影

响。反之，在尖峰岭大样地中，因为台风的干扰导致

了植物的萌生现象无法长期存活，所以，萌生现象无

法为植物个体增加生物量的累积。虽然在长期和频

繁的台风干扰下植物会产生大量的萌生现象来占据

生态位［４２］，但相对的植物产生萌生现象的胸径都偏

小，在计算重要值时对其产生的影响较小。

目前，国内有关植物萌生现象对物种重要值影

响的贡献和处理方法并不统一，如姚良锦等［４３］在讨

论湖北七姊妹山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的物种

组成和群落结构中，在重要值计算时去除了植物的

萌生现象；刘常幸等［５］在分析古田山茶湾样地甜

槠—木荷林根萌（萌条）特征时，分开讨论了重要值

与萌生现象的２种情况。何兴东等［４４］早期在群落

层面提出简化重要值和样地指数等概念，通过盖度

乘以高度避免乔木萌生现象的统计。在植物萌生现

象对物种重要值的贡献量方面后期可以做进一的步

探讨。

５　结论
本研究以尖峰岭地区２０１２年第１次样地调查

的数据为基础，分析发现：样地植物在科、属、种水平

上的萌生率均超过８０％，整体萌生现象发生率只有
７．７％；樟科、茜草科、新木姜子属、厚壳桂属、九节属
的物种萌生比例高于其他科、属；萌生率较高的物种

更偏向选择一种萌生方式（分支／萌条）占领生态
位；单个植株更倾向产生的萌生数是２个，单个样方
产生的萌生数在２０个左右呈现单峰分布，样方数和
每个样方的萌生数在整体上呈现反“Ｊ”型分布；萌生
现象同海拔具有高相关性，分支现象多集中在山脊

地区；除厚壳桂和尖峰岭锥外，物种萌生现象对该物

种的重要值影响不超过０．０５％。
综上所述，海南尖峰岭６０ｈｍ２大样地萌生现象

的调查明确了样地萌生物种组成、物种萌生能力排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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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萌生个体空间分布以及萌生现象对于物种重要

值的影响，提出了物种萌生策略选择的猜想以供后

期进一步探讨，为下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尖峰岭大

样地萌生现象及其影响因子的时空动态变化打下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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