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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单数茶树与样方尺度对影响扁枝槲寄生分布的因子进行回归模拟分析。结果表明: 1) 扁枝槲寄生的平

均寄生株率达 40%，株高频度分布为生态分布，分支数为左偏正态分布，常分布在树高的 1 /3 ～ 3 /4 处; 扁枝槲寄生

的分布对茶树因子的依赖程度高于环境因子。2) 基于单株茶树尺度，影响扁枝槲寄生分布的因子大小顺序为: 冠

幅 ＞ 地径 ＞ 树高 ＞ 枝下高 ＞ 苔藓 /地衣覆盖率。具有较大冠幅、地径≥11 cm、树高≥3. 1 m、枝下高在 23 ～ 55 cm 且

苔藓覆盖率较高的茶树上寄生较多。3) 基于群落样方尺度，影响扁枝槲寄生分布的环境因子大小顺序为: 海拔 ＞
坡向 ＞ 郁闭度 ＞ 坡度。扁枝槲寄生在调查地区主要分布海拔 1 420 m 以上，山顶或山谷并无分布，西北、东南坡及

郁闭度高的环境下更适合生长，坡度越大越有利于其生长。4) 光照、水分是影响扁枝槲寄生的主导环境因子，寄主

群落因子导致了光照、水分的再分配，从而影响着扁枝槲寄生在茶树上的分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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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im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of Viscun articulatum in tea comunity and carry
out a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V． articulatum based on the data of
individual tea trees at the quadrat lev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 the mean rate of V． articulatum
parasitism on tea trees was about 40%，and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height for V． articulatum
followed the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while the number of branches was in the left skewed normal
distribution，with most of them preferring to grow at 1 /3--3 /4 of the tree height． The distribution of V．
articulatum depended more on tea tree characteristics than on environmental factors． 2) At single tea tree
level，tea tree characteristics may have effec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V． articulatum in the order of canopy ＞
ground diameter ＞ tree height ＞ height under branch ＞ mosses / lichen coverage． The tea trees with a
high mosses / lichen coverage，large canopy，ground diameter ≥11 cm，height ≥3. 1 m and HUD of 23-
-55 cm were found to be the most likely hosts of V． articulatum． 3) At the quadrat level，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V． articulatum were ranked as elevation ＞ slope aspect ＞ can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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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sity ＞ slope degree． V． articulatum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tudy area at elevations higher than 1
420 m，scarcely at mountain top or valleys． It was found to be more abundant in northwest and southeast
slopes as well as in the areas with high canopy density． The greater the slope degree is，the better it
grows． 4 ) Light and water were the domina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V．
articulatum，and the host community factors led to the reallocation of light and moisture，thus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position of V． articulatum in tea trees．
Key words Viscum articulatum Burm; ancient cultivated tea plantation; distribution; TreeNet2TM

寄生植物是一个特殊的植物类群，被子植物中

约有 4 500 种为寄生植物，隶属于 22 科 270 属［1］。
寄生植物完全丧失或只保留了部分光合能力，并通

过维持吸器从寄主植物中获取有机养分、无机养分

和水分等。一般来讲，寄生植物掠夺寄主植物的养

分，前者通常会给后者的生长、繁殖和生理代谢等带

来负面影响［2--3］。在寄生植物中，槲寄生一类是较

为特殊的类群，因为其生活史的所有环节都直接与

寄主植物发生联系的根寄生植物和茎寄生植物，而

且依靠鸟类和其他动物传播种子［4--5］。寄生植物在

草原生态系统中是氮循环的驱动力［6］; 槲寄生植物

的种子、花和叶片是多种昆虫、鸟类以及哺乳类的食

物来源 ，在群落中被视为关键物种之一［7--8］，其种

群是研究异质种群动态的理想对象［9］。
扁枝槲寄生 ( Viscum articulatum Burm) 系桑寄

生科( Loranthacea) 槲寄生属植物，多年生草本，兼性

半寄生、茎寄生，最长可达 30 ～ 40 cm，具有非常发

达的居间分生组织。扁枝槲寄生已报道的寄主有茶

树 ( Camellia sinensis ) ［10］、花 椒 ( Zanthoxylum
bungeanum ) 树和板栗 ( Castanea mollissima ) 树［11］。
生长在茶树上的扁枝槲寄生为翠绿色草本( 阳光直

射的部分发黄变为黄绿色) 。扁枝槲寄生着生在茶

树新生幼枝的基部或节间。当着生在幼芽基部时，

幼枝常常会被扁枝槲寄生吸收营养并导致整根幼枝

的干枯死亡，寄生部位随后隆起; 当寄生在节间时，

寄生部位会随着扁枝槲寄生的生长而膨大，这种隆

起或膨大的形态标志着扁枝槲寄生吸器的成熟。扁

枝槲寄生在世界范围内分布于南岭以南的南亚热

带、热带山地和丘陵地区。在亚洲南部和东南亚各

国、大洋洲热带地区有分布［12］。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

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省，在云南主要分布

在丽江、迪庆、怒江、普洱、西双版纳、禄劝等地［11］。
扁枝槲寄生广泛应用于治疗溃疡、鼻衄、尿道发

炎、风湿性关节炎、白带异常、痛风、腰肌劳损［13］、胃
炎、肝炎、肠炎等［11］。扁枝槲寄生具有很大的开发

研究潜力，但扁枝槲寄生的人工培育尚未成功，仍依

赖于人工采集野生资源，因此这种珍贵的药材资源

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 加之缺乏可持续利用的

意识，扁枝槲寄生野生资源急剧减少，合理采集并发

展人工种植技术较为迫切。然而，实现扁枝槲寄生

合理利用的关键是要弄清其生物学特征及其寄生的

生态特征，目前对扁枝槲寄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药

理学研究［11］，化合物提取工艺以及分子水平［14--15］，

生态方面的相关研究比较薄弱，对影响扁枝槲寄生

分布的生态因子研究国内外还未见报道。以往关于

寄生植物的研究，很长时期是作为有害生物来研

究［3，16--17］。目前，扁枝槲寄生的经济价值不断增长，

构建扁枝槲寄生及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其他寄附生植

物与茶树共同经营的新的茶园经营管理模式急为

迫切。
本研究选择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芒景村布朗族

的古茶园，对寄生在茶树上的扁枝槲寄生进行实地

观测与调查，并将适合其生长的相关因子进行回归

分析，试图通过简明直观的方式展示扁枝槲寄生在

芒景古茶园里的生长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对影响扁

枝槲寄生分布及生长发育的生态因子进行分析。

1 研究地区概况

研究地位于云南省澜沧县芒景村，是“景迈千年

万亩古茶园”的核心地带，地理位置为 22°08'36″ ～
22°11'37″N，99°59'37″ ～ 100°02'27″E，海拔 1 250 ～
1 600 m，年 降 雨 量 1 800 mm，年 平 均 气 温 18 ～
20 ℃。古茶园面积 80 hm2，茶树直径多在 10 ～ 30 cm
之间，少数在 30 ～ 50 cm。茶树为乔木树型，树态衰

老，人为砍伐或干预茶树生长痕迹明显，多数茶树上

长着扁枝槲寄生和多种寄生植物。景迈茶园的历史

已达 1 300 多年，但第 1 代茶树已荡然无存，现存茶

树大多数是明清以来所种植或自然繁育生长［18］。
古茶园有着很高的生物多样性，种子植物 125 科、
489 属、943 种和变种［19］。

2 材料与方法

2. 1 样地设置与数据采集

根据海拔梯度兼顾坡向选取 46 块样地，面积为

5 m × 5 m，同时记录调查时间、样地号、经纬度、海

拔、坡向( 坡向 0°为正北方向，180°为正南方向)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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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郁闭度。对样地内所有地径大于 2 cm 的茶树进

行每木调查，调查内容涉及茶树树高、地径、冠幅

( 东西冠幅 × 南北冠幅) 、第 1 枝下高、苔藓覆盖率;

对茶树上长度大于 1 cm 的所有扁枝槲寄生植株进

行调查，包括扁枝槲寄生的长度 ( 从基部量至最长

的分支长度) 、分支数、寄生在茶树的第几级分支、
寄生部位( 生长的位置距地面的高度) 。
2. 2 数据分析

TreeNet2TM模型是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基于傅里

叶( Fourier) 变换与泰勒级数( Taylor's series) 的多元

回归模型［20--21］开发的，能同时处理分类和回归问题

的软件，模型算法是通过产生数多个小决策树而建

立一个连续的纠错过程实现收敛的自动化模拟，优

于人工神经网络模拟。优点在于通过交互检验提高

模 型 精 确 性，并 实 现 容 错 性、不 完 全 数 据 的 模 拟

( http:∥ www． salford-systems． com /products /
treenet) 。利用 TreeNet2TM模型可获得因变量与自变

量的优化单变量曲线，通过偏相关分析，给出阈值、
正负相关，表征对自变量的依赖与偏好 ( 相关为负

值表示对依赖的回避) ［22］。

图 1 扁枝槲寄生在野生状况下的生长状况

Fig． 1 Growth status of V． articulatum under wild conditions

采用 Salford Predictive Modeler ( SPM V7 ) 软件

的 TreeNet2TM模型，分单株茶树与样方两个尺度，用

扁枝槲寄生个体数，进行回归模拟: 1 ) 样方尺度用

样方的寄生个体数作为因变量( target) ，海拔、坡向、
坡度及郁闭度 4 个因子作为自变量; 2) 单株茶树尺

度，用单株茶树的寄生个体数作因变量( target) ，树

高、枝下高、地径、冠幅和苔藓或地衣覆盖率作为自

变 量。模 型 选 择 树 网 ( treenet ) 下 的 回 归 分 析

( regression) 模块，模型选择独立测试 ( independent
test) ，调 参 优 化 获 得 模 拟 方 案 为: 网 树 值 选 200，

Fraction of cases selected at random 参数选择 0. 01，

Learn rates ( Controls the rate at which the model is
updated after each training stage) 参数选择 0. 01。其

余参数默认。
海拔( E ) 按 50 m 划分一个等级，将 1 250 ～

1 600 m 共分为 7 个等级; 坡度( SD) 按 10°划分一个

等级，将 1° ～ 50°共分为 5 个等级; 坡向 ( SA) 按 N
( 316° ～ 360°，0° ～ 45°) ，E' ( 46° ～ 135°) ，S ( 136° ～
225°) ，W ( 226° ～ 315°) 共分为 4 个 等 级; 郁 闭 度

( GC) 按 20%划分一个等级，将 21% ～ 100% 共分为

4 个等级; 用 46 个样方的数据，以扁枝槲寄生个体

数为 因 变 量 与 海 拔 等 4 环 境 因 子，采 用 General
Linear Model 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进而进行多重比

较，由 SPSS20. 0 的 GLM 实现。

3 结果与分析

3. 1 扁枝槲寄生在茶树群落中分布

调查的 46 个样方共有茶树 298 株，其中 119 株

茶树寄生有扁枝槲寄生，平均寄生率为 39. 93%。
扁枝槲寄生共计有 631 株，对其高度分级得到频度

分布( 图 1a) ，符合正态分布，高度 3 ～ 6 cm 的频度

较高，最大高度为 11. 2 cm。由于人为采集扁枝槲

寄生情况十分严重，本研究调查只能在扁枝槲寄生

较小时进行调查，所以，图 1a 不能反映出生长最大

时的状态，据当地茶农介绍，在没有人为干扰的情况

下，扁枝槲寄生高度可达到 30 ～ 40 cm。
扁枝槲寄生分支数的频度分布如图 1b，为左偏

正态分布。调查到的分支数为 1 ～ 8，其中 1 ～ 2 个

分支的频度最高，均为 34%。
3. 2 扁枝槲寄生在茶树高度上寄生分布

在调查的范围内，平均寄生高度占树高比例为

36. 72% ～73. 64%，即扁枝槲寄生在茶树上的分布位置

多在树高的 1 /3 ～ 3 /4 处( 表 1) ，分布范围在 0. 42 ～
4. 15 m 之间。光照与水分在茶树群落中的再分配

影响扁枝槲寄生的分布。林内雨与树干径流、群落

内空气湿度导致了水分的异质性，茶树的高度与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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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是决定光照、水分再分配的重要因素，因而，影响

着扁枝槲寄生在茶树上的高度分布。
3. 3 单株茶树尺度扁枝槲寄生分布的影响因子

扁枝槲寄生的个体数与茶树因子的 TreeNet2TM

模型回归模拟的方差模拟如图 2，树网值达到 113

时误 差 最 小，获 得 优 化 模 型 决 定 系 数 为 Ｒ2 =
0. 078 89 ( Ｒ2

0. 01 ( 100 ) = 0. 064 5 ) 达到极显著水平，

样本数据 298 组，自学习用样本 149 组，检验用样

本 49 组，自 学 习 与 检 验 的 决 定 系 数 Ｒ2 分 别 为

0. 326 77、0. 118 73。

表 1 扁枝槲寄生在茶树上的生长位置( 随机抽取 12 棵茶树)

Tab． 1 Growing position of V． articulatum on tea tree ( based on 12 randomly selected tea trees)

茶树编号

Tree number
树高

Tree height /m
寄生高度范围

Patch range /m
平均寄生高度

Height /m
平均寄生高度占树高比例

Mean patch height / tree height /%

1 1. 86 0. 73 ～ 1. 26 0. 950 ± 0. 231 15 51. 07

2 3. 70 1. 80 ～ 2. 30 2. 025 ± 0. 178 50 54. 73

3 3. 20 1. 50 ～ 2. 20 1. 546 ± 0. 351 50 48. 31

4 1. 27 0. 47 ～ 0. 82 0. 590 ± 0. 115 47 46. 46

5 1. 23 0. 49 ～ 1. 06 0. 656 ± 0. 225 10 53. 33

6 1. 77 0. 42 ～ 0. 82 0. 650 ± 0. 283 20 36. 72

7 3. 30 1. 70 ～ 2. 60 2. 260 ± 0. 313 68 68. 48

8 1. 92 0. 83 ～ 1. 80 1. 414 ± 0. 291 30 73. 64

9 4. 20 1. 49 ～ 1. 89 1. 600 ± 0. 132 74 38. 09

10 2. 45 1. 15 ～ 1. 83 1. 497 ± 0. 185 15 61. 10

11 4. 30 1. 55 ～ 4. 15 2. 550 ± 0. 997 76 59. 30

12 2. 76 0. 88 ～ 1. 78 1. 287 ± 0. 353 50 46. 63

图 2 单株茶树尺度模拟检验平均绝对方差

Fig． 2 Simulation test of mean absolute deviation based on single teatreelevel

模拟结果给出茶树生长因子对扁枝槲寄生分布

影响的贡献率( 表 2 ) : 冠幅对分布影响的贡献率为

100% ; 地径次之，贡献率约为 92. 83% ; 树高约为

54. 43% ; 枝下高和苔藓及地衣覆盖对扁枝槲寄生的

数量贡献率几乎持平，分别为 48. 93% 和 48. 40%。
影响扁枝槲寄生分布的茶树因子顺序为: 冠幅 ＞ 地

径 ＞ 树高 ＞ 枝下高 ＞ 苔藓 /地衣覆盖率。
扁枝槲寄生的个体数与茶树因子的单因子依赖

关系如图 3: 冠幅的大小说明了可为扁枝槲寄生提

供分布空间的情况，当冠幅大于 4 m × 4 m( 南北冠

幅 × 东 西 冠 幅 ) 时 扁 枝 槲 寄 生 的 寄 生 数 量 较 多

( 图 3a) ; 在地径大于 11 cm 的茶树上，扁枝槲寄生

易分布( 图 3b) ; 高 1. 4 ～ 3. 1 m 的茶树扁枝槲寄生

数量存在波动，高大于 3. 1 m 的茶树适合其分布

( 图 3c) ; 枝下高 23 ～ 55 cm 的茶树适合扁枝槲寄生

分布( 图 3d) ; 苔藓地衣覆盖率大于 42% 的茶树适

合扁枝槲寄生分布( 图 3e) 。

表 2 影响扁枝槲寄生分布的茶树因子的贡献率

Tab． 2 Score of old tea tree characteristics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V． articulatum

变量 Variable 变量对模型的贡献 Score /%

冠幅 Canopy 100. 000 00

地径 Ground diameter 92. 826 47

树高 Tree height 54. 426 52

枝下高 Under-branch height 48. 929 67

苔藓地衣覆盖率 Mosses cover 48. 396 49

3. 4 样地尺度扁枝槲寄生分布的影响因子

3. 4. 1 方差分析

多因素单变量的方差分析( GLM-UNI) 表明，所

有调查样方，扁枝槲寄生个体数分布受环境因子影

响的总体检验呈极 显 著 差 异，F ( 30，15 ) = 2. 905
( Sig． = 0. 016) 。但是，4 个环境因子单独影响的差

异不显著( 表 3) : 只有坡向的影响近于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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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扁枝槲寄生的个体数与茶树因子单因素依赖曲线

Fig． 3 Dependence curve of the number of V． articulatum on single factor of old tea tree characteristics

表 3 样方尺度扁枝槲寄生个体数受环境因子影响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Tab． 3 Multi-factor ANOVA of the number of V． articulatum individuals affected by environmental factors at quadrat level

源

Source

III 型平方和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自由度

df
均方

Mean square
F Sig．

偏 Eta 方

Partial Eta squared
非中心参数

Non-centrality parameter
校正模型 Adjustment model 10 046. 628 16 627. 914 1. 669 0. 112 0. 479 26. 701
截距 Interception 4 648. 154 1 4 648. 154 12. 353 0. 001 0. 299 12. 353
E 3 038. 751 6 506. 459 1. 346 0. 269 0. 218 8. 076
SD 2 185. 617 4 546. 404 1. 452 0. 242 0. 167 5. 809
SA 2 938. 823 3 979. 608 2. 603 0. 071 0. 212 7. 810
GC 1 103. 533 3 367. 844 0. 978 0. 417 0. 092 2. 933
误差 Error 10 911. 828 29 376. 270
总计 Total 30 115. 000 46
校正的总计 Adjusted total 20 958. 457 45

注: Ｒ2 = 0. 479( 调整 Ｒ2 = 0. 192) ; 使用 alpha 的计算结果 = 0 . 05。Notes: Ｒ2 = 0. 479( adjusted Ｒ2 = 0. 192) ; Ｒesult calculated with alpha = 0. 05．

E: elevation; SD: slope degree; SA: slope aspect; GC: ground cover．

进一步多重比较( 表 4 ) 可知，海拔中间范围与

1 550 m 以上存在显著差异; 坡向的影响南坡与东

坡、西坡差异显著( 表 5、6) 。

3. 4. 2 回归模拟分析

茶树分布的海拔为 1 250 ～ 1 600 m，山顶、谷底

的茶树没有发现扁枝槲寄生，其他生境的样方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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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海拔、坡向影响的多重比较( LSD)

Tab． 4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V． articulatum affected by elevation and slope aspect

环境因子

Environmental

factors

Ⅰ级

Level I

J 级

Level J

均值差值

I-J Mean

value-different value

标准误差

Standard error
Sig．

差异 95% 的置信区间

Differences in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下限 lower limit 上限 upper limit

E 4 7 25. 458 3* 10. 475 94 0. 022 4. 032 6 46. 884 0

SA 2 3 － 31. 375 0* 10. 475 94 0. 027 － 59. 916 8 － 2. 833 2

3 4 29. 375 0* 9. 698 84 0. 005 9. 538 6 49. 211 4

注: * 为差异显著，Sig． ＜ 0. 05。Note: It is significant at a confidence level ＜ 0. 05．

表 5 坡向影响的多重比较

Tab． 5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V． articulatum affected by slope aspect

检验方法

Test method
SA N

子集 Subset

a b

2. 00 6 1. 177 0

Ｒyan-Einot- 4. 00 8 2. 000 0

Gabriel-Welsch 1. 00 24 15. 916 7 15. 916 7

F 3. 00 8 31. 375 0

Sig． 0. 093 0. 118

图 4 样地尺度模拟检验平均绝对方差

Fig． 4 Simulation test of mean absolute deviation based on quadrat level

发现，46 个样方中有扁枝槲寄生分布的为 33 个，样

地寄生率 72%。扁枝槲寄生的个体数与环境因子

的 TreeNet2TM模型回归模拟的方差分析如图 4，树网

值达到 199 时，决定系数为 Ｒ2 = 0. 154 7 ( Ｒ2
0. 05 ( 41) =

0. 092 7) 达到显著水平。样本数据 46 组，自学习用

样本 46 组，检验用样本 46 组，自学习与检验的决定

系数 Ｒ2分别为 0. 169 6、0. 154 7。
模拟结果给出( 表 6) : 影响扁枝槲寄生分布的

环境因子的大小顺序为: 海拔 ＞ 坡向 ＞ 郁闭度 ＞ 坡

度。其中，海拔影响分布的贡献为 100% ; 扁枝槲寄

生系半寄生植物，适合的光照对其生长也尤为重要，

坡向影响分布的贡献约为 62. 95% ; 群落郁闭度可

以 起 到 遮 阴 的 作 用，影 响 分 布 的 贡 献 率 约 为

37. 18% ; 坡度影响的最小。
扁枝槲寄生的样方寄生个体数与环境因子的单

因子依赖曲线如图 5。在海拔大于 1 420 m 时，对海

拔依赖较高，扁枝槲寄生分布较多，适合扁枝槲寄生

分布( 图 5a) ; 扁枝槲寄生偏好分布于西北坡及东南

坡( 图 5b) ; 郁闭度在 73% 时才会有扁枝槲寄生分

布，大于 75% 时最适合分布 ( 图 5c) 。调查发现扁

枝槲寄生对于坡度偏好较小，坡度越大扁枝槲寄生

分布数量越多，30°以上分布较多。

表 6 影响扁枝槲寄生分布的环境因子的贡献率

Tab． 6 Scor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V． articulatum

变量

Variables
变量对模型的贡献

Contribution of variables /%

海拔 Elevation 100. 000 00

坡向 Slope aspect 62. 948 5

郁闭度 Canopy density 37. 177 3

坡度 Slope degree 8. 199 2

对海拔的偏好表明，较高海拔空气湿度相对较

高; 而坡向的偏好反映了扁枝槲寄生对光照、水分的

依赖。茶树群落因子，影响着光照、水分的再分配，

因而，湿 度、光 照 是 影 响 扁 枝 槲 寄 生 分 布 的 主 导

因子。

4 结论与讨论

扁枝槲寄生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已经得到了

国内外学者的肯定［11，13--14］。随着扁枝槲寄生药用

价值的不断发掘，扁枝槲寄生的资源变得越来越珍

贵。影响扁枝槲寄生可持续利用难以实现的因素主

要有以下几方面: 采摘方式粗放，破坏植物更新器

官。扁枝槲寄生具有非常发达的居间分生组织，采

摘利用后相同的部位还会继续生长，很多茶农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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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扁枝槲寄生的样方个体数与环境因子单因素依赖曲线

Fig． 5 Dependence curve of the number of V． articulatum

on single environmental factor

茶时会将寄生有扁枝槲寄生的茎叶折下，这种连枝

折下的采茶方法大大减少了扁枝槲寄生的数量。采

摘时间持续长，采茶时间通常从每年 3 月持续到 12
月，12 月至来年 3 月是茶休时间。每年有 9 个月都

在采茶，扁枝槲寄生是在采茶的同时被采，采摘时间

持续过长，严重影响了扁枝槲寄生种群的更新。有

必要对扁枝槲寄生野生资源进行保护，实现这种珍

贵药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 扁枝槲寄生的平均寄生株率达 40% 以上，株

高频度分布为生态分布，分支数为左偏正态分布。
寄生植物通常会寄生在满足以下 3 个条件的寄主

上: 寄主有着较高的氮含量［23］; 寄主的管道系统容

易接近［24］; 寄主的自卫能力差［3，25］。茶树含有丰富

的氨基酸 、咖啡因等含氮化合物［26］，幼枝较多，导

管系统很容易接近; 再加上茶树大多数是有几十年

或上百年的树龄，这些都为扁枝槲寄生提供了很好

的生长环境，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扁枝槲寄生多在

寄主的幼枝而非主枝上。
2) 基于单株茶树尺度，影响扁枝槲寄生分布的

因子大小顺序为: 冠幅 ＞地径 ＞树高 ＞枝下高 ＞苔藓

地衣覆盖率。具有较大冠幅、地径≥11 cm、树高≥3. 1
m、枝下高在 23 ～ 55 cm 且苔藓地衣覆盖率较高的茶

树上扁枝槲寄生分布较多。茶树冠幅大小可以影响

扁枝槲寄生的分布，冠幅大的茶树可以减弱光照强

度，同时为扁枝槲寄生的生长提供足够的空间。景

迈古茶园大多数为矮化茶树，是导致扁枝槲寄生分

布数量与枝下高较低范围依赖的原因。扁枝槲寄生

多分布在树高的 1 /3 ～ 3 /4 处，然而，无论茶树的高

度如何，扁枝槲寄生在其上都占有了有利位置。苔

藓地衣覆盖度和扁枝槲寄生的分布有着显著的依赖

性，因为苔藓地衣的覆盖度能够反应茶树的生境因

子和生理状态，苔藓地衣生长所需的环境因子，如潮

湿度、光照强度等［24］与扁枝槲寄生的相似，苔藓地

衣为扁枝槲寄生的生长创造了条件。扁枝槲寄生分

布对茶树因子的依赖程度高于环境因子。
3) 基于样方尺度，影响扁枝槲寄生分布的环境

因子大小顺序为: 海拔 ＞ 坡向 ＞ 郁闭度 ＞ 坡度。扁

枝槲寄生在调查地区海拔分布为 1 280 ～ 1 580 m，山

顶或山谷并无分布，西北、东南坡及郁闭度高的环境

下更适合分布。扁枝槲寄生的分布受海拔的影响最

大，一般来说，寄主的分布范围几乎可以决定寄生植

物的分布［18］。所以，扁枝槲寄生的分布范围略小于

茶树的分布范围。调查地区扁枝槲寄生的适宜分布

范围为 1 420 m 以上。坡向对扁枝槲寄生的影响主

要表现在扁枝槲寄生对阳光、水分的偏好: 扁枝槲寄

生为半寄生植物，需要光合作用，但不宜过强，西北

坡及东南坡为扁枝槲寄生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光

照。一定大小的坡度有利于扁枝槲寄生的分布，坡

度可能与种子的传播以及光照等因素相关，从而进

一步影响扁枝槲寄生的分布。寄主群落因子导致了

光照、水分的再分配，从而影响着扁枝槲寄生在茶树

上的分布位置，但其作用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4) 寄生植物生态学的相关研究不应该成为被

生态学遗忘重要环节，这与寄生植物野外调查难度

大、取样时间受限制，加之实验难以实现等相关。受

时间的制约，本研究的群落样方调查数不足够多，但

选用了新开发的优于人工神经网络的 TreeNet2TM模

型进行回归模拟，从科学方法上弥补了数据不足的

遗憾，如基于单株茶树的样本 298 组，检验仅用 49
组就获得了优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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