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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二级 保护植物翠柏 (‰  小 Kurz J和 黄杉 ( 、． 

仅在云南易门有较大面积的纯林 分市．是根 有保护竹值的 2个树种和相应 的 2个 森林群 落 ． 

现 已戚为全 国难 的翠柏和黄杉自然保护医 本文从群 落特征 、压系和种群分 _布格局的角度 ． 

首次较生面地分 析了翠柏和黄丰；极需保护的 重要性 ～结 果表明翠柏幼苗 的耐i；}j性 及黄杉幼苗 

的喜光性都是其 分布范围受限制 的丰要原因之 一；根据化石资料得出翠柏可能起源 于滇中南： 

从分析群落 中种子植物属的分市区娄型得出翠柏 的分 布地 生境比黄杉更趋于热带 性 这些研 

究为翠柏及 黄杉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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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Investig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Calocedrus 

macrolepis and Pseudotsuga sinensis in Yimen 

County，Yunnan Provinc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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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Ca'．aet：Two national second—class protected pj aI】t speci~．f l优 n mncm and P．~eudot~u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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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nted by Ca!ove&~ m m 出 n 舳 u ， ‘ 邢  re~wcfively ale believed to be veo ,,~dtmble 

in x】nserⅦ “0I’．They have become the first nature~ Ft'e in Chi．a focusing O／l the 0nse at】咐1 of【}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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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柏 (Ca／oced~s mncm Kurz)足柏科翠柏属常绿乔木 ，挟义的翠柏属 为热带 亚洲 

分 布型 的缅甸 、泰国至 华西 南亚 型 ，包 括 1种 l变 种 (吴 征 镒 ，1991)。翠柏 是 个 ^老 

残余种 ，早在渐 新世 、中新世至 上新世 就分别在 云 南的景 谷和宜 良多塘发现 有翠柏属 的化 

石 (中国新生代植物编写组，1978；Ⅱu，1996) 此外 ，翠柏还是优 良建材和庭园观赏树 

种：目前，由于保护管理不力，翠柏数量激剧减少，现已被列为渐危种，为国家 ：级保护 

植物 (傅 立国 ，1995)。 

黄杉 fPseudot．~uga Ⅲ Dode)是橙科黄杉属常绿乔术，该属共 18种 l其 中我崮有 5 

种 )，为 东亚 一北美 间断分 布 ，名材 花旗 松 (Pseudotsuga menzienii(Mi~e1)Franch．)即为 菠 

属的北美种类 (郑万钧 ，1978)。黄杉为我国特有 种．是树木育种中难得的种质资源 ，由 

于材质优 良，屡遭砍伐，残存种群所剩无儿 ，现已被列为国家保护植物渐危种 ，唰时黄杉 

属所有种均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于永福，1999)。 

云南省易门六街镇是我国仅存的几个翠柏 、黄杉集中分布地区之 一，且均成小面积纯 

林分布 ．极为珍贵：著名植物保护学家冯国楣就曾特别建议把易门县茶树村的翠柏林建威 

自然保护点 (傅立国，1995)。受易门县环保局、林业局 、玉溪市环保 局 、林业局之托 ， 

我们于 1998年 l0月对该地保护区的申报进行综合考察，希望对这两种保护植物提供 些 

理论性的保护建议 ： 

1 调查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 

易门县翠柏 、黄杉保护区位于易门县的东北部 ，地处东经 102。04 至 102。18 ，北纬 24。 

43 至 2A．o55’之间，总面积为 13 183 tma。该保护区处于 “康滇地轴南段西缘”、云南高原海 

拔较低处，海拔多为 1 650～1 8170m，保护区内最高峰为东山大石 丫口，海拔 2 464 m，翠 

柏 黄杉则主要分布于海拔 1 650～1 750m的山谷两侧缓坡上，该分布地属中亚热带气候 

类型，具有夏湿春早 、干湿季分明和雨热同季的气候特点；年均温度为 12。C～20 之间， 

最冷月为一 月，均 温 8℃，最低 气 温 一5℃；最热 月 为六 月，均 温 21．5℃，最高 气 温 

34 6℃；光照充足 ，年 El照时数为 2 235．3 h，太阳辐射量达 124．7 kca／cm2；年平均降雨量 

为 8OO～9(x】into，且分布不均 ，5～10月集 中了全年 86％的雨量 ；土壤 以红壤分布最广 ． 

其间也夹杂少量的紫色土和红色石灰土。 

2 分析方法 

群落调查采用法瑞地植物学派的 多优度 ·群聚度”的标准记录样地 中的每 一种植物 

在相对平整的生境条件下 ，选取 30 X 30 m的翠柏林 、黄杉林样地各⋯个 ，对乔术层又实 

行每木检测 ，测出每株乔木的高度 、于高 、胸径和冠幅 (云南植被编写组 ，1987) 

群落内植物区系分析采用吴征镒 (1991)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统计方法： 

通过翠柏林 、黄杉林 的伴生植物的区系特点反映了翠柏和黄杉的适应范围；另外 ，从历史 

地理学角度出发，把一个物种的历史 (化石等 )与现代分布及其成因相结台 ，推测和探求 

⋯ 个物种的起源地和分布特点 (王荷生 ，1992) 

种群的研究则是把树种的年龄结构、分 布格 局和树 种的生态适应相结合 (梅里 尔， 

1991；马绍宾等 ，1996)，探寻优势树种的生态适应特点和传播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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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果和分析 

3．1 翠柏、黄杉林的群落特征 

3 1 1 翠柏林的分布及群落特征 

易门县翠柏林成小片纯林分布于小河 两岸的 山沟或山坡 下部 ．附近多有村寨或寺庙 

我们调查的翠柏林位于茶树村公所大兴村大箐 中，取样面积为 900 n ，坡位下位 ．坡度 

30c．坡向东偏北 20。，海拔 l 690 m。该群落几乎 由翠柏组成纯林 ，尖塔形树冠极为美观， 

树冠连接紧密 ，色翠绿 。至接近 山坡中部．翠柏数量减少，才偶见黄杉出现 (表 11。 

表 1 翠柏林的群落结构 

table1 "Pne cotnrmufity shuch上m of Ca／~'edms"Ⅵ “}印 cⅢⅢrn删 

乔术层共 32株树，其中翠柏有 27株 ，平均高度为 15 m，平均胸径有 30 cm，平均冠 

幅为 5 x6m，总盖度达 8O％，分布也较均匀；黄杉仅 2株，只分布于样地上边缘 ，山坡近 

中部 的疏林地带，平均高度为 16m；而 3株滇油杉 (Kete／eer／a 加I Mast．)只在林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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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高度仅 3Ⅲ左右 

灌l小层平均高度为 j．2 n1，层盖慢为 30％，高低参差不齐，种类较多 (达 24种·．椿 

内和林缘种类差异较，k 总体 』：看 滇青冈 (c、r丘抛 如 ．h0|1．)幼 埘盛 

多 ，云 南术 樨榄 0 O／ea yu／~oxtnelt,s／s HIu 一Mazz．】、滇 南 杜鹃 (m 啪 ∽ 

Hems1．)、小叶青冈 (CyctobaMnopsis mw ∞ ‰ (Blume)()eI t．)、牛筋条 l Dichotx,manlhes 

lrislaniaet~trpa Kurz)和毛萼越桔 (Vac,'bl M 也 Fr~eb．j次之 ；其它灌术分 布极零星 

而繁 多 ，如 毛 杨 梅 (M)7"k'a esculeraⅡ Buch． 一ftam )、厚 皮 香 0 Ternstroemia棚 mⅣ柏cm 

twight el Am．)Sprague)干『1折苞斑鸠菊 (t．err2olmt spirei GaMog．)等 此外 ．乖层翠铂幼陌 

也 少 。 

草本层平均高度仪 0 2 tin．层盖爱仪 10％，分布杂乱．记录前 l6种．优势 f_̈目 

林 以细穗兔儿K (Ainslizwa@irala v llI_i t)、细锥香荣菜 ( 。幽 t 州m (Buch —lt洲 i'X 

D Don)Kudo)为 常 见； 林 缘 和 窀 旷 处 ．则 以 间 型 沿 阶 草 (Ophiopogon mlemwdi∽lD 

Dll『1)、刚莠伯 fMicro．steghtm cili~um fTI⋯．)A．Camus1、双花耳革 (Hed*ot~  ̂厶'm L 1．) 

Lam )及 马唐属 ‘种 (D tart；a sp }为常 见 ；钩苞 大 丁草 (Gerben delnm~i I"mn __1 野 

士研 (Lobdia segiu*tii l̂ 1．et Vant．)、昆 叫龙胆 (Gentiam~ f Frax1ch． 划蝻 糌冠 草 

(M)rioz．tis 印。 “L ) 阳荷 (Zingiber stddatuat Diels．)星散其lh J；也偶 见被Ⅱ{ 殉尾 单 

(Setaria pticata ( n．)T．Cooke) 胜红蓟 (Ager~lum con3~ides l1．)和鬼针草 (Bider~6函一 

inn(aa L)等杂草侵^。 

层间植物贫乏，层盖度不足 5％，种类较少单调 ，仪有 8种 ，以高粱泡 如b la 

bertianz~Ser j和 巴豆藤 (CrtzspedoM m schoc'bii ttarms．j等 术质藤本为 主；昆明鸡血 睡 

(Mith．ttia dietsia~m Harms x Diels)、 t-茯苓 (Smilax zlabr,m，If．)、鸡屎藤 l Poederk￡M n． 

如w (1JJur．) Men．)、叉 蕊 薯 蓣 ( 均 Ir州 co[tettii IL ．f_)和 牯 黏 黏 (， 肿 co 

arelan．ophyma Prain el Burkil1)也偶见；另有桑寄生 ltxJramh~ JMn lL )Merr．)寄生 j 

滇 油杉树 上。 

该群落 自然演替很可能成为翠柏纯林 ，若灌木层中的阔叶绀种能得到适 抚育．将 会 

演潜成 一种更稳定、更丰富的翠柏 、阔叶混杂群落．． 

3．1．2 黄杉林的分布及群落特征 

黄杉林在该地区的面积不能 与翠柏林相比，分布狭小 现仅在 、街镇大兴村后II 一】【f 

沟两侧山坡的中下部较干旱处还残存两小片黄杉林，群落外貌褐黄色、排列稀疏 ，宽塔膨 

树冠不连接 我ff'选择 了 30 x 30 m的 ·个样地，它几乎包括 了诚【{J坡所有的黄杉树木 ． 

组成 了r一个完整的黄杉纯林样地，其它阏叶树种已被破坏 ，仅余下数 十 桔黄杉 t 能 乡 

规民约 有关)(裘 2) 

乔丰层全由黄杉组成，共有 2I株，平均高为 14 m，平均胸径 为27 cm，主 F甲均高为 

5．5 n ，冠幅平均为 3 x 6 m 树冠稀疏 ，彼此不连接 ．盖度约 25％，树皮褐 色．块状 开 

裂 ，结种子率高．球果下垂，每株树下幼苗较多 ，更新 良好 

灌木层因上层乔木盖度较低，再加上人为活动．种类极其丰富，选 31种之多； 盖 

度为 60％，平均高度为 I．5m．分布杂乱 ，参差不齐，以滇南杜鹃为优势 ；此外 ．本甚有 

大量小叶青冈和青冈 (CT．ctobatanopsis (Thunb)Oerst．)幼 苗；还 常见云南术樨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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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花掇 ( ， 肼lf s ，m n I{an )和 皮香等 ；也 偶见 油葫芦 ( 如砌 e,tuti,~(Ⅵ 1 ) 

DC．)、青 戊 杠 (Schoepfi,~ s胁n m s et z 】、中华 旌 节 花 ( n 、um c,hinensh' 

Frmcll-和紫球 (cn胁 I bodinierl【rvI．-等，分 芾檄 均匀 此外 ，率层也不乏黄杉幼 

苗． 

表 2 黄杉韩的群落结构 

I Je 2 Th 删 nl Y l⋯  n l 柚̂ 蜡 sinet~ 咖 lⅢ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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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层不明显，集中分布于林窗和林下小路 旁，但种类多达 30种，且 以杂草为主． 

层盖度不足 5％。紫茎泽兰 (Ageratina adenophora(Spreng．)R M．King)以林缘和空旷处 

最常见 ，红果莎 (Carex bacx'ar~N。es)、野鸡尾 (OrtychiumjaporEcum (Thunb．)Ktze1、黄白 

香薷 (Elslwltzia ochroleuca Dunn．)、狐狸草 (M,~4actist~dlichii Less．)、金色狗尾草 (Setaria 

gtauca(L．)Beauv．)、画眉 草 (Eragrostis nigra Nees)和 刚 莠 竹 也很 常 见；而刺 蕊 草 

(Pogostemon glaber Benth．)、疏毛翅茎草 (P dudouxii Franch．)、沿阶草 (ophipogun 

bodinieri v1．)和草果药 (Hedvchium tpicatum Buch．～Ham．CX Smith)等 22种草本则较罕 

见 

层间植物种类单调 ，仅见 7种 ，主要攀援或寄生于灌木层 中。较明显的有铁叶棱葜 

(Sm／／axlunglingensis Wang et Tang)，而狭叶崖爬藤 (Tetrastigma h~pogfaucum Planch．1、高梁 

泡 、鸡屎藤 、太花金钱豹 (Campanumoea]a~lnica B1．)、参薯 (Dio3cOFe~I alata l ．)和悬钩 

子属一种 ( h sp．)的数量较少 

该群落与安宁县中元 良的黄杉林相比较 (金振洲 ，1994)，后者乔木层还杂有少量的 

云南松和滇油杉 ，但黄杉的单优势地位仍很明显 ；另外，稀疏的林盖造成它们林下灌木层 

极为繁盛，两者种类分别达 69种和 64种之多，也说明该群落正处于 一种不稳定的演替进 

程之中 该群落灌木层进行适当抚育，可形成黄杉阔叶混杂林 ，成为一种互为稳定的群落 

结构 。 

3．2 翠柏林、黄杉林的区系特点及其对翠柏、黄杉适应范 围的指示意义 

所调查的翠柏林和黄杉林位于该地区的同 一地点 ，两群落相距仪 20Ill，海拔也相同， 

生境条件基本一致，为研究比较翠柏和黄杉的生态适应范围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 一方面， 

翠柏和黄杉作为优势树种 ，为其它各种伴生种创造 了生存的环境 ，不仅反应在两者的枯枝 

落叶很快进人土壤中，而且反映在两种树种树冠疏密差异而造成林下光照等条件的明显不 

同。另一方面，因为多种 的伴生植物是在它们与上层优势树种相互作用而得以生存下来 

的，一种伴生植物很难反映翠柏和黄杉的生活习性 ，但如此多的伴生植物却能较综合地体 

现出作为群落优势的翠柏和黄杉的生活习性 因此 ，我们统计了上述两群落样地中种子植 

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吴征镒 ，1991)(表 3)，并把 3个重要地理成分 (热带成分 、温带成 

分及特有成分)绘成柱形图 (图 1)，由此可 以看出 ： 

1)翠柏林种子植物属的热带成分为 57 16％，比黄杉林要高 ，后者仅 52．8％，浼明 

翠柏所要求的生活环境较黄杉更具热带性 ，更偏南 ，应属于中亚热带或南亚热带或热带山 

地 (云南植被编写组 ，1987)，这与翠柏现代分布区主要集 中于滇 中南 、滇 南、滇西南 、 

黔东南 、桂西南和琼相一致 (傅立国，1995)；另外，考虑到 目前见到的该属化石仅分布 

于云南省的景谷和宜 良多塘，这里也是 云南翠柏现代集中分布点，很可能翠柏就是在这些 

地方起源的，迁移到中国东南部并在 台湾特化为一变种一 台湾翠柏 (Cah~edrus macrolepis 

Ku vat．向 n∞mn(Florin)Cheng et L．K．Fu)(邦万钧，~978)。显而易见，云南省 中部 

至南部和西南部 (禄丰、安宁、易门、宜 良、石屏 、元江 、普洱 、思茅、澜沧和临沧等地 

县)自古就是翠柏最佳适应地，很值得在云南的这些地方进行就地保护．通过人工育种 ， 

扩大其种群数量 ；同时，作为一种古老的残遗种 ，必然由于某种地史原因而存活下来 ，其 

生活潜力也应很强．在广西木论喀斯特林区中翠柏生境极其严酷就说明 r这 点 I宁 tH_-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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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997) 因此 ，进行就地保护的同时，进行迁地保护 ， 一方面把云南的种群和 中罔东 

南部的种群相 引种，另一方面，特别是在滇 中与桂 黔东南和琼之间广大的分布 断地 

区进行 1种实验 ．恢复翠柏这种 占老植物原有的旺盛生命力和潜在的分布范围 

表 3 易门县翠柏林 、黄杉林的种子植物扁的分布区类型 

table 3 I'ne a yp of 8即⋯ f l in ⋯  and 胁  jb‘ ⋯  ~llKJmnlties 

*往 ：舒伟区娄型统计不包括世界分 布娄型 

黄十；林 

翠丰『1林 

_ 4 1 
5 52OE 

__ 4 7b 旧08 
5 16 

0 1 0 20 ：30 dD 5~1 60 70 

臣 1 翠柏林和黄杉林群蒋中种子植物属的地理成分 (条彤图) 

n】 p gene~of s。 】pl~lts ln G,／o~'dru* l r嘶  and L 船 ㈣ 舢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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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杉林的温带成分为 43．75％．比翠柏林要高 ，后者仅 38．08％．说明黄杉生活环 

境要较翠柏更为偏凉，分布地区更为偏北 ．应属中亚热带或北亚热带气候 ．这正与黄杉的 

分布区 芏要集中于滇中、滇东北 、川东南 、鄂西 、湘西北和黔西北等长江中游地区的气候 

相对应 (傅立国 ，1995)一很明显，黄杉作为一种难得的种质资源 很值得在这些地 区作 

造林树种 另外 ．从表 3还可以看出．在温带成分中．占主要成分的有北温带成分和 东亚 

与北美 问断成分 ：北温带成分有 8属之多 ．更显示 丁黄杉的温带习性 ， 至 于其最北分布 

点已达到陕西东南部的镇坪县，为我们引种黄杉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区域 (沈中瀚 ，1979)： 

东亚和北美问断分布也有 7属之多 ，这也正是黄杉属的分布区类型 ．而黄杉叉正是东 亚与 

北美间断分布仅有的两个木本属之 一 既然北美西部在地质时期几经比较剧烈的地质和气 

候变迁 ．但黄杉属仍保存下来 。中国的黄杉属植物 ，特别是分布虽广的黄杉也应具极强 

大的生存能力，如同北美西部的黄杉属植物一样有适应较干燥气候的特征 ．这说明黄杉具 

有生长在向阳山地或山脊等干旱地方的习性 。所有这些都为在黄杉的分布区以至分布区以 

外的适 当生境有效地引种 、抚育黄杉提供 r理论依据。 

3．3翠柏和黄杉的种群结构及其特征 

3．3．1 翠柏和黄杉的种群年龄结构 (表 4、5及图 2) 

表 4、表 5分别显示了翠柏和黄杉林 中乔术层的种群组成及优势的幼 苗情况，现 在再 

把这两个群落中翠柏和黄杉按高度分成 5个区段．统计并绘成柱形圈 2 

总体上 ，翠柏林中每株母树 下平均有近 9．94株低丁 3m的翠柏幼苗；黄杉林中每株母 

树下平均有 3．7株低于 3m的黄杉幼 苗，其更新率相差不到 3倍 ．但对图 2深入地 比较 ． 

发现在翠柏林真正能长成 2～3m高的幼树的比率达 0．48，而黄杉林 中，真正能长成 2～3m 

高幼树的比率仅 0．11，这两种树种成长率相差超过 _r 3倍 ，这便是为什么翠 柏多能成小片 

分布，而黄杉难成小 片分布的原因。而 且黄杉小片分布的面积也远较翠柏 为小。究其根 

源 与翠柏和黄杉本身的生物学特征有关。翠柏树冠浓密，林下盖度达 80％以 卜， 一旦 

成林 ，树下少有其它阔叶树种再发育到乔术层的，除非在林缘和天窗处，而这些地方多被 

繁多的翠柏幼苗所占据 ，背后或四周都有强大的翠柏种源，其幼苗发育和在与其它树种竞 

争中就有了较大的优势 ，扩展分布窜 闻也较黄杉要容易得多 ；而黄杉树冠稀疏 ．即使成 

林，盖度也不足 30％，这样就为林下其它树种提供 了充足的阳光，反而对 自己的幼苗造 

成 r极大的竞争危胁，结果造成真正能长到 2～3m并树立起 自己的群落地位的幼苗就微 

乎其微 r，这正是黄杉极少成林的原因．即使成林，面积和数目也都很小 ，换言之，黄杉 

比翠柏更不易在 自然条件下扩展其 自己的分布区和种群数量 ，更应该值得保护 

在翠柏林中，高度在 2～3m的 l1株幼树均分布于地下水位较高、山坡近沟答的林缘 

或林下 ，见第 3、4、5、6株树和第 13株树下的 3株 3m高的小树 ；而在 山坡 向上较干燥 

处，虽然幼苗很多 ，但它们几乎不能长成小树 ，例如在第 18株到第 30株树下 ，仅有幼 

苗，而不见小树出现 ，说明虽然翠柏种 子发芽率很高 ．但翠柏幼苗耐阴湿的习忭使其在土 

壤较潮湿或林下极 阴暗的环境下也能正常生长 ，而这种环境对其它村种的幼苗却较难适 

应 翠柏多沿山谷下部两侧带状分布 ，也说明翠柏幼苗的这种生活习性 ，闪此 ，尢沦是在 

吴 锚 ．1984 植物 冗 系地理 学教学 大 纲 【j册 第 3章 ：49—50 (内部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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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育天然翠柏林 还是人工造翠柏林都应使其幼苗在较阴湿的条件下发育生长。 

矗 4 翠柏林乔术屡的种群螬构 

。㈨ ∞m t 0r m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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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黄杉林乔木屠的种群结构 

1 5 The$~Jp~ation∞ l(·n of tree la)~r in Psaui~ a⋯ ⋯ ⋯ I1 

端 

No 

值 物 名 称 高度 rm) 

Hei L 群 数 Ind 

⋯  

黄杉 出 I ⋯‘⋯ 瞄 

战杉 眦山“t ⋯ 肼 

# P m t⋯ n 

PseM~ ugo⋯  

⋯  

黄髟 几eud H 

n eL ㈣  

Ps~dotsaga 一  

f ⋯  

黄 杉 Ⅱsiae~  

m  ⋯  

# m 

巍 p锄 n ⋯ u 

⋯  

杉 哪南 —  

菏|=；j I* ⋯  

黄 杉 尸鲫山“ ⋯  

Pmado~s,tga⋯  

黄 杉 目幽  ⋯  

矍柏幼苗的情况 ~edling r 备汁 

株 数 x 高度 【aul ×J瑚 lm 

1 1 x 25( 

1 3 x 2 [11 

4 】×I m． I x15L：In． I×20啪 I x 25咖  

J 】x 2吼lm 

2 J×5 m． 1 x 60tⅡI 

7 J×J(h】l 2x∞( n．1 x 3 |Ⅵ．1 xIUI)．~I．I×I J n1．I x [b]l 

3 J x10em． I x 30 删 ． }×40c~1 

I3 J x 6cm．2 x1 m．4×35cm．2×40 ．3×l()l~nl 

2 J x10em． 1 x 15(-n L 

4 2×10⋯ 1× 哦-nL． 1×25era 

6 3×10㈨ 1 x 25c[11．1 x 30en,． I×40咖  

l0 4 x10⋯ 4 x r『n．2×30e]n 

×J5 L ̈  

x J(x]cr『】 

坊 树 

树 

■ 十J口 r ☆ J口) 

口 J r占J⋯ 

口 3 J 

．  兰 

- _ ■太f J口Ⅲ 古J 0I|j 
翠柏株赣 蕾栏株数 

图 2 翠柏 林 与 黄J=；林乔 木层 种 群结 构 (柱彤 图 ) 

哺 2 llh p0 m 口eomp~ifionln aM “ ⋯ m~ fities 

3 3．2 翠柏和黄杉的种群分布格局及其特点 

根据野外 嘲查，把表 4的翠柏和表 5的黄杉种群绘成分布格局图 3。在图 3中，左羊】 

丽小图的树种编号 与表4．表 5树种的编号是相对应的， 

撕 =呈 " 把 

；  4 5 6 7 8 9 儿 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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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固 < 澎 

臣 瞪  

④ 墨巨粥 砸 ⑤ ’ 

3 ^ 晕帕 怫 II 啦 c 蔗 ) 剖3 B 品}；钟 

倒：C 犁柏口 萤 ◇ 滇油 O 忙 

()口 ◇ 开I编 O埘通下曲w 件敏 

图 3 翠 抖 黄杉 林 的种 分 布格 局 

F 3 T'Le indi~{dudl di~dbu【㈨ prtl~ H In{h p0P ⋯  0 捌⋯  。卸 |Ⅲd “ ⋯  

在黄杉林中．黄杉幼苗与翠柏情况 同，能长到 lm的幼苗多位于林缘较 开阔的疏灌 

丛中，而在密灌丛中多为极矮小的幼苗。另外 ，就种子发芽情况来看 ，在黄杉林中靠近灌 

木疏松的地带。如第 8株至第 13株 黄杉树下 ，幼苗特别多 ，这两方面都说 明黄杉是 种 

阳胜树种 但在土壤条件较好的地带 ，因黄杉幼苗的喜光习性使其在与其它许多阔叶树种 

的幼苗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只有在较干燥的山坡和山脊上，其它阔叶树种较难生存的情况 

下才见黄杉成小片分布。因此 ，虽然黄杉适应性强 (耐贫瘠)，但其幼苗喜光的生物学特 

性是黄杉分布虽广但数量较少的根本原因，这就要求我们在抚育天然黄杉林时．要有意识 

地对与黄杉伴生的灌木进行疏密， 使黄杉幼苗能正常生长 

4 保护及建议 

翠柏总体上是 ‘种阴性植物 ，多沿ib谷和山沟两侧分布 翠柏树冠浓密．不利丁其它 

阔叶树种的幼苗生长 ，因此，多组成单优势的翠柏林。翠柏作为一种古老的残遗种 ，翠柏 

属的化石在渐新世 、中新世至上新世已在滇中或滇南发现 ，而这些地区又是翠柏现代最适 

生存地之一 ；因此，翠柏很可能是在这些地方起源的，这就为翠柏在滇中和滇南进行就地 

保护提供 r理论依据 进一步研究翠柏的分布区及伴生植物的区系特点 ，发现热带成分的 

比例已达 57．16％，说明翠柏在我国西南和东南的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广大范围内有很 

大的适应潜力。另外，通过翠柏 的幼苗结构和种群结构的调查 ，发现翠柏更新良好 ．并 [1 

幼苗具较强的耐阴特性 ，使其在上层树冠浓密的情形下 ，在 与其它阔叶树种幼苗竞争中处 

于优势 ：相反．在林缘其幼苗的竞争能力就不如其它阔叶树种，这样就使翠柏较难扩展其 

分市区。所以，在 自然条件下 ，翠柏幼苗的耐湿阴特性是翠柏变为珍稀植物的 j：要原因之 

所 根据 上述 情况，可利用翠柏幼苗更新良好和耐阴的特性 ，一方面进行就地保护 ，通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卷 

过人工抚存．把林缘的杂生灌草清除掉 ．以扩大翠柏林的面积 ；另 一方面，往滇南 、滇中 

至中国东南的广’太地Ⅸ， f种翠柏到台适的环境下，进行迁地保护，以扩大其分布范围 

黄杉总体上是 种阳性树种，多沿阿阳的山坡和 山脊较干旱处分布 黄杉树磁 怖疏， 

林下灌木繁盛，其它扭}种较易侵入，难形成纯林 ，即使成林 面积也很小 另外，黄杉 及其 

伴生植物的区系特点告诉我们黄杉是 个较翠柏更偏北的温性树种 ；更主要的 一点是，作 

为东亚 一一北美间断分布类型的黄杉属 ，是 一个较古老的属，有适应干旱气候的特性，这 

也许便是黄杉耐干旱、耐贫瘠习性的历史根源。然而，黄杉幼苗虽更新 良好 ，但其喜光的 

特性使之在 与其它阔叶树种的幼苗竞争中处于劣势；丽只有在 土壤较干旱的山坡 阳nI脊 

早处 ，其它树种较难适虚的条件下，黄杉的耐早优势才发挥出米，这也是黄杉的班代分布 

特点～因此 ．黄杉幼苗较喜光不耐阴是黄杉处于濒危的真正原因。所 ，必须有 目的地在 

黄杉分布点进行人工抚育，重点是对黄杉的伴生植物进行疏密 ，以使黄杉幼苗得到觅足的 

阳光；进一步 可以把黄杉树下 一定数量的幼苗作为先锋树种．引种到 一些向阳的 壤较瘠 

薄的山坡或 山脊 J二：同时．针对黄杉是一一种优 良木村 ，也可在立地条件较好的地 疗种植 翦 

杉，做好幼苗疏密管护 【作，会收到保护种源和收获术材的两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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