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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南地区 ３ 种苏铁属植物的分布现状和生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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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云南西南地区临沧市、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３ 种苏铁属(Ｃｙｃａｓ Ｌｉｎｎ.)植物的分布及生境特征进

行实地调查ꎮ 结果表明:篦齿苏铁(Ｃ.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 Ｂｕｃｈ.￣Ｈａｍ.)在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分布ꎬ单羽苏铁

〔Ｃ.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ｐｉｎｎａ ( Ｓｍｉｔｉｎａｎｄ) Ｋ. Ｄ. Ｈｉｌｌ 〕 在 临 沧 市、 普 洱 市 和 西 双 版 纳 傣 族 自 治 州 有 分 布ꎬ 长 叶 苏 铁

(Ｃ. ｄｏｌ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Ｋ. Ｄ. Ｈｉｌｌꎬ Ｈ. Ｔ. Ｎｇｕｙｅｎ ｅｔ Ｐ. Ｋ. Ｌôｃ)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分布ꎮ 篦齿苏铁、单羽苏铁和长叶

苏铁分别有 １２、１５ 和 ３ 个居群ꎬ分别有 １４ ６７５、５７ ５０７ 和 ４５ 株ꎮ 篦齿苏铁和单羽苏铁居群的规模较大ꎬ多为稳定型

居群ꎻ长叶苏铁个体数极少ꎬ亟需保护ꎮ ３ 种苏铁属植物的生境特征较为相似ꎬ差异不明显ꎮ 长叶苏铁分布的海拔

偏低ꎬ篦齿苏铁和单羽苏铁具有部分重叠分布区ꎬ仅坡位和小生境差异明显ꎮ 云南西南地区的苏铁属植物总体保

存较好ꎬ但随着农田和经济林的扩张以及原始森林的不断缩小ꎬ苏铁属植物的栖息地持续减少ꎮ 建议对云南西南

地区长叶苏铁居群进行抢救性保护ꎬ并加强对保护区外居群的就地保护和种质资源的收集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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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ｙｃａｓ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 Ｂｕｃｈ.￣Ｈａｍ.ꎻ Ｃ.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ｐｉｎｎａ (Ｓｍｉｔｉｎａｎｄ) Ｋ. Ｄ. Ｈｉｌｌꎻ Ｃ. ｄｏｌ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Ｋ.
Ｄ. Ｈｉｌｌꎬ Ｈ. Ｔ. Ｎｇｕｙｅｎ ｅｔ Ｐ. Ｋ. Ｌôｃꎻ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ꎻ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ꎻ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苏铁类植物是地球上现存较为古老的孑遗植物ꎬ
也是现存种子植物中最原始的类群ꎮ 现存苏铁类植

物仅有苏铁科(Ｃｙｃａｄａｃｅａｅ)和泽米铁科(Ｚ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２ 科 １０ 属 ３６０ 余种[１]ꎬ苏铁科仅苏铁属(Ｃｙｃａｓ Ｌｉｎｎ.)
１ 属ꎬ约 １１８ 种[２]ꎬ分布于亚洲东部和东南部、大洋洲

及周围岛屿、非洲东部及马达加斯加岛的热带、亚热

带地区ꎮ 中国约有苏铁属植物 ２５ 种ꎬ分布于西南部

和中南部地区ꎬ其中ꎬ云南省分布的种类最多 (约

１５ 种)ꎬ约占中国苏铁属植物总种数的 ６０％ꎬ是重要

的苏铁属植物资源省份ꎮ
苏铁属植物在云南省分布较为广泛ꎬ多沿河流散

布ꎬ主要分布在 ４ 个地区:１)元江中下游河谷地区

(云南东南地区)ꎻ２)澜沧江下游河谷地区(云南西南

地区)ꎻ３)南盘江流域地区(云南东部地区)ꎻ４)金沙

江流域及支流各地区(云南北部和西北地区)ꎮ 此

外ꎬ苏铁属植物在大盈江流域的瑞丽市和盈江县也有

少量分布[３－５]ꎮ
研究者对云南西南地区的苏铁类植物鉴定意见

不一ꎮ 陈嵘[６] 认为云南省分布有云南苏铁 (Ｃｙｃａｓ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Ｍｉｑ.)ꎬ“小乔木ꎬ干高五尺至一丈”ꎮ «中国

植物志» [７]和«中国树木志» [８] 采用“云南苏铁”的名

字ꎬ记述其分布于云南西南部及南部的潞西市、澜沧

县、思茅区和景洪市等地ꎬ“树干矮小ꎬ基部膨大成盘

状茎ꎬ羽状叶长 １２０~２５０ ｃｍ”ꎮ «中国苏铁植物» [９]１８

记载ꎬ云南苏铁为“棕榈状小树ꎬ常无茎ꎬ有时高达

１.５ ｍꎬ茎光滑、灰白色”ꎬ与篦齿苏铁 ( Ｃ.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
Ｂｕｃｈ.￣Ｈａｍ.)关系极为密切ꎬ可能是篦齿苏铁的地理

类型ꎬ在云南南部有少量分布ꎮ «中国苏铁» [１０]９７－９８记

录篦齿苏铁分布于云南西南部的景洪市、思茅区及腊

县等地ꎬ“高可达 １５ ｍꎬ径达 ７０ ｃｍ”ꎬ并指出陈嵘[６]

认为的云南苏铁实为篦齿苏铁ꎻ而单羽苏铁 〔 Ｃ.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ｐｉｎｎａ (Ｓｍｉｔｉｎａｎｄ) Ｋ. Ｄ. Ｈｉｌｌ〕为灌木ꎬ主干不

明显ꎬ叶基宿存ꎬ分布于云南的勐腊县和景洪市等地ꎬ
«中国树木志»中的云南苏铁实为单羽苏铁[１０]１１７ꎬ[１１]ꎬ
而云南苏铁的拉丁名 Ｃ.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Ｍｉｑ.实际上是暹罗

苏铁ꎮ 暹罗苏铁与篦齿苏铁近缘ꎬ但树干高达 １.５ ｍꎬ
基部膨大成圆盘状ꎬ树皮块裂ꎬ侧裂片较短ꎬ长 ５ ~ １５
ｍｍ[１０]１１４－１１７ꎬ易于与篦齿苏铁区分ꎬ分布于泰国、越

南、老挝及缅甸等国家ꎬ中国没有分布ꎮ 此外ꎬ有学者

认为在云南西南地区还分布有宽叶苏铁 ( Ｃｙｃａｓ
ｂａｌａｎｓａｅ Ｗａｒｂ.) [４ꎬ１２]ꎮ Ｈｉｌｌ[１３]则认为中国没有单羽苏

铁和宽叶苏铁ꎬ西双版纳分布的苏铁类群为 Ｃ. ｃｏｌｌｉｎａ
Ｋ. Ｄ. Ｈｉｌｌꎬ Ｈ. Ｔ. Ｎｇｕｙｅｎ ｅｔ Ｐ. Ｋ. Ｌôｃꎬ且指出 Ｃ.
ｃｏｌｌｉｎａ 的小羽片数更多ꎬ小孢子叶球较大ꎬ与宽叶苏

铁和单羽苏铁区别明显ꎮ 而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ｙｃａｄｓ» [２]中记录中国没有 Ｃ. ｃｏｌｌｉｎａ 分布ꎬ云南分布

有单羽苏铁ꎬ广西分布有宽叶苏铁ꎮ
作者所在课题组对云南西南地区苏铁属植物调

查时发现ꎬ纳版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勐腊县尚

勇镇的居群植株茎高达 ０.８ ｍꎬ直径 ２０ ~ ２５ ｃｍꎬ羽叶

多于 ８ 枚ꎬ与单羽苏铁形态差异明显ꎻ小羽片宽 １.５ ~
２.２ ｃｍꎬ叶缘不反卷ꎬ基部急缩窄ꎬ与篦齿苏铁和宽叶

苏铁形态差异明显ꎬ鉴定为长叶苏铁(Ｃ. ｄｏｌ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Ｋ. Ｄ. Ｈｉｌｌꎬ Ｈ. Ｔ. Ｎｇｕｙｅｎ ｅｔ Ｐ. Ｋ. Ｌôｃ)ꎮ

苏铁属植物均为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１４]ꎬ已列入 ＣＩＴＥＳ(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Ｆａｕｎａ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
附录Ⅱ中禁止出口贸易[１５]ꎮ 然而ꎬ受 ２０ 世纪七八十

年代兴起的“苏铁热”影响ꎬ云南的野生苏铁被大规

模的采挖和贩卖[１６]ꎬ虽然目前苏铁类植物在园艺上

的热度已逐步消退ꎬ但不少地区仍存在采挖和收购的

现象ꎬ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ꎬ农垦

和经济林的开发以及公路和水电站的修建占据了野

生苏铁的原有生境ꎮ
为进一步掌握云南西南地区苏铁属植物的野生

资源现状ꎬ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作者所在课题组对临沧市、
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分布的野生苏铁属植

物进行了全面调查ꎬ调查到篦齿苏铁、单羽苏铁和长

叶苏铁 ３ 种苏铁属植物ꎬ分析其生境特征和年龄结

构ꎬ旨在摸清其种群大小、分布格局和保护现状ꎬ为后

期的管理和保护工作提供参考ꎮ

１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包括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市、普洱市和西双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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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纳傣族自治州ꎬ位于澜沧江下游ꎮ 该区域介于东经

９８°４０′~１０２°１９′、北纬 ２１°０８′~ ２５°０３′之间ꎬ气温由北

向南递增ꎬ属亚热带或热带气候ꎮ 年均温 １８ ℃ ~
２２ ℃ꎬ最低气温不低于 ０ ℃ꎬ年降水量 ９９５ ~ １ ５８６
ｍｍꎬ年均空气相对湿度 ７０％ ~ ８３％ꎬ年均日照时数

２ ２１４~２ ２７０ ｈꎬ年均蒸发量 １ １５７~１ ２３５ ｍｍꎬ光热资

源充足、降水充沛、立体气候显著ꎮ 主要植被类型有

山地雨林、热带季雨林、季风常绿阔叶林、暖性针叶

林、竹林和稀树灌木草丛等ꎮ 土壤类型主要为红壤和

砖红壤ꎮ
１.２　 研究方法

通过查阅标本和相关文献ꎬ对有苏铁属植物记载

的分布地进行实地调查ꎮ 参照已有的分布报道和分

类学资料ꎬ对研究区内苏铁属植物进行鉴定ꎬ修正其

分布信息ꎮ 依照«云南省第二次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资源调查技术方案»ꎬ采用实测法、样方法和样带法

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ꎮ 其中ꎬ对分布面积小、个体

数量少的居群采用实测法ꎬ即每株调查法ꎻ对分布面

积较大的居群ꎬ在分布区随机设置面积 １０ ｍ×１０ ｍ
的样方进行调查ꎻ若居群沿沟谷呈条带状分布ꎬ则设

置长度大于 １ ０００ ｍ 的样线ꎬ调查样线两侧 １０ ｍ 内

的苏铁属植物ꎮ
由于苏铁属植物种间的茎习性和植株大小差异

较大ꎬ在判断年龄时予以区别ꎮ 篦齿苏铁和长叶苏铁

茎干明显ꎬ根据茎高(ＨＳ)和株高(ＨＰ)划分为成年植

株(ＨＳ≥０.２ ｍ)、幼株(ＨＳ<０.２ ｍ 且 ＨＰ≥０.５ ｍ)和幼

苗(ＨＰ<０.５ ｍ)ꎮ 单羽苏铁为亚地下茎ꎬ无法通过茎

高判断年龄ꎬ根据株高和地径(ＧＤ)划分为成年植株

(ＨＰ≥１.５ ｍ)、幼株(０.５ ｍ≤ＨＰ<１.５ ｍ 或 ＧＤ≥５ ｃｍ)
和幼苗(ＨＰ <０.５ ｍ 且 ＧＤ<５ ｃｍ)ꎮ 使用卷尺(精度

１ ｍｍ)分别测量茎高、株高和地径ꎬ其中ꎬ茎高是地面

至茎顶鳞叶基部的高度ꎬ株高是自然状态下地表至植

株最高处的高度ꎬ地径是距地面 ５ ｃｍ 处地上茎的直

径ꎮ 记录各年龄段 ３ 种苏铁属植物的株数ꎬ核查各种

类的分布面积和生境变化情况ꎬ统计主要伴生植物ꎬ
并记录郁闭度、坡度、坡位和坡向等生境因子ꎮ 在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中勾绘分布区ꎬ计算植物分布面积ꎬ并根

据分布面积和株数计算密度ꎮ 若居群规模较小ꎬ以植

株所在小生境边缘作为分布边界ꎻ若居群仅有个别植

株ꎬ以每株 １００ ｍ２计算分布面积ꎮ
在苏铁属植物每个居群随机采集 ５ 份土样ꎬ由云

南三标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土壤检测ꎮ 土壤类型

依据«中国土壤分类系统» [１７]判断ꎻ以水为浸提液ꎬ采
用 ＮＹ / Ｔ １３７７—２００７ 中的电位法测定土壤 ｐＨ 值ꎻ采
用 ＮＹ / Ｔ １１２１.６—２００６ 中的重铬酸钾氧化法测定土

壤有机质含量ꎻ 参照 ＮＹ / Ｔ １１２１. ２４—２０１２ꎬ 使用

Ｋ９８４０ 自动凯氏定氮仪(济南海能仪器股份有限公

司)测定土壤全氮含量ꎮ
根据调查结果ꎬ选择 １２ 个生境因子进行数据的

量化和处理[１２]ꎬ各生境因子及量化方法如下:１)海

拔ꎻ２)植物群落类型(季节雨林、山地雨林、热带季雨

林、石灰山季雨林、落叶季雨林、季风常绿阔叶林、暖
热性针叶林和河谷稀树灌丛分别赋值 １、２、３、４、５、６、
７ 和 ８)ꎻ３)坡向(用方位角度量化ꎬ以正北为 ０°ꎬ顺时

针进行 ０° ~ ３６０°旋转)ꎻ４)坡位(脊部、上坡位、中坡

位、下坡位、山谷和平地分别赋值 １、２、３、４、５ 和 ６)ꎻ
５)坡度ꎻ６)乔木层郁闭度ꎻ７)小生境(在沟边、不在沟

边且不在江边和在江边分别赋值 １、２ 和 ３)ꎻ８)干扰

程度(无干扰、弱干扰、中干扰和强干扰分别赋值 １、
２、３ 和 ４)ꎻ９)土壤类型(黑钙土、灰褐土、褐土、棕壤、
黄棕壤、黄壤、红壤、紫色土和新积土分别赋值 １、２、
３、４、５、６、７、８ 和 ９)ꎻ１０)土壤 ｐＨ 值ꎻ１１)土壤有机质

含量ꎻ１２)土壤全氮含量ꎮ
１.３　 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软件整理数据ꎬ采用 ＭＶＳＰ
ｖ３.１２软件对 １２ 个生境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ＰＣＡ)ꎮ
除去人为赋值的 ４ 个生境因子(植物群落类型、小生

境、干扰程度和土壤类型)ꎬ余下 ８ 个生境因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ꎮ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３ 种苏铁属植物形态特征比较

云南西南地区分布有篦齿苏铁、单羽苏铁和长叶

苏铁ꎬ三者形态差异明显ꎬ在野外易于识别ꎮ 篦齿苏

铁具地上茎ꎬ高可达 １２ ｍꎬ叶痕脱落ꎬ茎干光滑ꎻ羽叶

３０~４０ 枚ꎬ长 ２００~４５０ ｃｍꎻ小羽片 １８０ ~ ３１２ 枚ꎬ厚革

质ꎻ小孢子叶球长圆锥状圆柱形ꎬ小孢子叶楔形ꎬ先端

具长 ０.５~２.０ ｃｍ 的刺ꎻ大孢子叶顶片卵圆形ꎬ密被褐

黄色至锈色绒毛ꎻ种子扁卵形ꎬ长 ４.２~４.５ ｃｍꎬ黄褐色

或红褐色ꎬ具海绵状外种皮ꎮ 单羽苏铁主干不明显ꎬ
叶痕宿存ꎬ茎顶生(１ ~ )３ ~ ８( ~ １２)枚羽叶ꎬ小羽片

９０~ ２５０ 枚ꎬ纸质或薄革质ꎻ小孢子叶球狭长圆柱形ꎬ
小孢子叶楔形ꎬ先端无刺ꎻ种子卵球形ꎬ长 ２.５ ~ ２.７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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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ꎬ黄褐色ꎬ无海绵状外种皮ꎮ 长叶苏铁茎高约

１.５ ｍꎬ叶痕宿存ꎬ羽叶 ８ ~ ４０ 枚ꎬ亮绿至深绿色ꎬ长
２００~４５０ ｃｍꎻ小羽片 １５０ ~ ２７０ 枚ꎬ革质或薄革质ꎻ小
孢子叶球狭长卵形或纺锤形ꎬ小孢子叶楔形ꎬ先端无

刺ꎻ大孢子叶被褐色绒毛ꎻ种子卵圆形ꎬ长 ４. ０ ~
５.０ ｃｍꎬ黄色ꎬ无海绵状外种皮ꎮ 调查结果显示:篦齿

苏铁在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分布ꎬ单羽苏

铁在临沧市、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分布ꎬ

长叶苏铁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分布ꎮ
２.２　 ３ 种苏铁属植物的分布现状

云南西南地区篦齿苏铁、单羽苏铁和长叶苏铁居

群概况见表 １ꎮ
由表 １ 可见:篦齿苏铁主要分布在普洱市的思茅

区和澜沧县以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县、景洪

市和勐腊县等地ꎬ生长于海拔 ５４０ ~ １ ５６０ ｍ的石灰山

灌木丛或杂木林中ꎬ多散在分布ꎬ在部分地区呈片状

表 １　 云南西南地区篦齿苏铁、单羽苏铁和长叶苏铁居群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ｙｃａｓ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 Ｂｕｃｈ.￣Ｈａｍ.ꎬ Ｃ.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ｐｉｎｎａ (Ｓｍｉｔｉｎａｎｄ) Ｋ. Ｄ. Ｈｉｌｌꎬ ａｎｄ Ｃ. ｄｏｌ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Ｋ. Ｄ. Ｈｉｌｌꎬ Ｈ. Ｔ. Ｎｇｕｙｅｎ ｅｔ Ｐ. Ｋ.
Ｌô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居群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分布地点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调查方法１)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１)

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密度 / ｈｍ－２

Ｄｅｎｓｉｔｙ

篦齿苏铁 Ｃ.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
ＳＭＧ 思茅区思茅港镇 Ｓｉｍａｏｇａｎｇ Ｔｏｗｎ ｉｎ Ｓｉｍａｏ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ＢＴＭ ９００－１ ４５０ ５ ４４７ ２０.６
ＮＺＤ 澜沧县糯扎渡镇 Ｎｕｏｚｈａｄｕ Ｔｏｗｎ ｉｎ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ＢＴＭ ８３０－１ ５６０ ６９５ ３.４
ＭＳ１ 勐海县勐宋乡 Ｍｅｎｇｓｏ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Ｍｅ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ＭＭ ７８０－１ １００ ３４ ２.５
ＭＹ１ 景洪市勐养镇 Ｍｅｎｇｙａｎｇ Ｔｏｗｎ ｉｎ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ｉｔｙ ＡＭＭ ５４０－９００　 ７５ １.０
ＭＹ２ 景洪市勐养镇 Ｍｅｎｇｙａｎｇ Ｔｏｗｎ ｉｎ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ｉｔｙ ＡＭＭ １ ０４０－１ １８０ ３７ ２.３
ＤＤＧ１ 景洪市大渡岗乡 Ｄａｄｕｇａ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ｉｔｙ ＢＴＭ １ ０５０－１ １２０ ４ ５５０ ３８.９
ＤＤＧ２ 景洪市大渡岗乡 Ｄａｄｕｇａ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ｉｔｙ ＢＴＭ １ １００－１ ２５０ １ ２５９ ７.６
ＤＤＧ３ 景洪市大渡岗乡 Ｄａｄｕｇａ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ｉｔｙ ＢＴＭ １ ０２０－１ ０６０ ７２３ １９.７
ＸＭ１ 勐腊县象明乡 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Ｍｅｎｇｌａ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ＭＭ １ １００－１ ３７０ ４１ １１.１
ＸＭ２ 勐腊县象明乡 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Ｍｅｎｇｌａ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ＭＭ ９２０－１ ０９０ ４４ ８.７
ＳＹ１ 勐腊县尚勇镇 Ｓｈａｎｇｙｏｎｇ Ｔｏｗｎ ｉｎ Ｍｅｎｇｌａ Ｃｏｕｎｔｙ ＱＳＭ ９５０－１ ０５０ １ ６７１ ５４.３
ＳＹ２ 勐腊县尚勇镇 Ｓｈａｎｇｙｏｎｇ Ｔｏｗｎ ｉｎ Ｍｅｎｇｌａ Ｃｏｕｎｔｙ ＱＳＭ ９００－１ ０００ ９９ ３４.１
均值 Ｍｅａｎ １ ２２３ １７.０

单羽苏铁 Ｃ.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ｐｉｎｎａ
ＢＢ１ 双江县邦丙乡 Ｂａｎｇｂｉ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Ｓ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ＢＴＭ ８３０－１ １００ ２７０ ４５.９
ＢＢ２ 双江县邦丙乡 Ｂａｎｇｂｉ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Ｓ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ＢＴＭ ８００－９４０　 ８９１ ５.５
ＢＢ３ 双江县邦丙乡 Ｂａｎｇｂｉ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Ｓ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ＱＳＭ ８４０－１ ４２０ ７７９ ８.９
ＤＷ１ 双江县大文乡 Ｄａｗｅｎ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Ｓ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ＱＳＭ １ １３０－１ ５６０ １ ４１９ ０.９
ＤＷ２ 双江县大文乡 Ｄａｗｅｎ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Ｓ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ＢＴＭ ８７０－１ ３００ １６ １５２ ６１.９
ＤＷ３ 双江县大文乡 Ｄａｗｅｎ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Ｓ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ＱＳＭ ８７０－１ ３００ ６ ７０５ ３６.６
ＹＺ１ 景谷县益智乡 Ｙｉｚｈｉ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Ｊｉｎｇｇｕ Ｃｏｕｎｔｙ ＱＳＭ ９２０－１ ０１０ １ ６８４ ２５.３
ＹＺ２ 景谷县益智乡 Ｙｉｚｈｉ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Ｊｉｎｇｇｕ Ｃｏｕｎｔｙ ＱＳＭ ９２０－１ ０１０ ４ ４２８ １２３.５
ＮＺＤ 澜沧县糯扎渡镇 Ｎｕｏｚｈａｄｕ Ｔｏｗｎ ｉｎ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ＢＴＭ ８８０－１ ５６０ ４ １３７ ９.７
ＳＭＧ 思茅区思茅港镇 Ｓｉｍａｏｇａｎｇ Ｔｏｗｎ ｉｎ Ｓｉｍａｏ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ＢＴＭ ９８０－１ ５３０ １４ ４７２ ３１.５
ＭＳ２ 勐海县勐宋乡 Ｍｅｎｇｓｏ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Ｍｅ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ＭＭ ８９０－１ ０３０ １３６ ９.８
ＧＳ 景洪市嘎洒镇 Ｇａｓａ Ｔｏｗｎ ｉｎ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ｉｔｙ ＡＭＭ ７５０　 　 　 ２ ５０.０
ＭＹ３ 景洪市勐养镇 Ｍｅｎｇｙａｎｇ Ｔｏｗｎ ｉｎ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ｉｔｙ ＢＴＭ ８８０－１ ０３０ ４ ９２４ ０.５
ＤＤＧ４ 景洪市大渡岗乡 Ｄａｄｕｇａ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ｉｔｙ ＢＴＭ １ ０５０－１ １７０ ２５２ １６.０
ＧＬ 勐腊县关累镇 Ｇｕａｎｌｅｉ Ｔｏｗｎ ｉｎ Ｍｅｎｇｌａ Ｃｏｕｎｔｙ ＢＴＭ １ １００－１ ２９０ １ ２５６ ０.３
均值 Ｍｅａｎ ３ ８３４ ３.４

长叶苏铁 Ｃ. ｄｏｌ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ＭＳ１ 勐海县勐宋乡 Ｍｅｎｇｓｏ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Ｍｅ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ＭＭ ６８０－７８０ ２ ２.５
ＭＳ２ 勐海县勐宋乡 Ｍｅｎｇｓｏ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Ｍｅ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ＭＭ ５５０－７３０ １５ ０.１
ＳＹ３ 勐腊县尚勇镇 Ｓｈａｎｇｙｏｎｇ Ｔｏｗｎ ｉｎ Ｍｅｎｇｌａ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ＭＭ ７００－７５０ ２８ ２８０.０
均值 Ｍｅａｎ １５ ０.４

　 １)ＢＴＭ: 样带法 Ｂｅｌｔ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ｍｅｔｈｏｄꎻ ＡＭＭ: 实测法 Ａｃｔｕ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ꎻ ＱＳＭ: 样方法 Ｑｕａｄｒａｔ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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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ꎮ 主 要 伴 生 植 物 有 黄 牛 木 〔 Ｃｒａｔｏｘｙｌｕｍ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 Ｌｏｕｒ.) Ｂｌｕｍｅ〕、大叶蒲葵 〔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ｓａｒｉｂｕｓ ( Ｌｏｕｒ.) Ｍｅｒｒ. ｅｘ Ａ. Ｃｈｅｖ.〕、 余 甘 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 Ｌｉｎｎ.)、 披 针 叶 楠 〔 Ｐｈｏｅｂｅ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 Ｗａｌｌ. ｅｘ Ｎｅｅｓ ) Ｎｅｅｓ 〕、 直 脉 榕 ( Ｆｉｃｕｓ
ｏｒｔｈｏｎｅｕｒａ Ｈ. Ｌéｖ. ｅｔ Ｖａｎｉｏｔ )、 思 茅 黄 肉 楠

(Ａｃｔｉｎｏｄａｐｈｎｅ ｈｅｎｒｙｉ Ｇａｍｂｌｅ) 和短刺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ｃｈｉｄｎｏｃａｒｐａ Ｍｉｑ.)等ꎮ 对分布较为集中的篦齿苏铁

居群进行野外调查ꎬ本次共调查到 １２ 个居群ꎬ共
１４ ６７５株ꎬ分布面积为 ９３８.４７ ｈｍ２ꎬ平均密度为 １７.０
ｈｍ－２ꎮ 其中ꎬ思茅区思茅港镇居群、２ 个景洪市大渡

岗乡居群以及勐腊县尚勇镇 ＳＹ１ 居群的株数较多ꎬ
分别为 ５ ４４７、４ ５５０、１ ２５９ 和 １ ６７１ 株ꎮ

由表 １ 还可见:单羽苏铁分布在临沧市双江县ꎬ
普洱市的景谷县、澜沧县和思茅区以及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的勐海县、景洪市和勐腊县等地ꎬ多生长在海

拔 ７５０~１ ５６０ ｍ 的阴暗潮湿的林下ꎬ沿澜沧江及其支

流地区的山谷分布ꎬ常呈斑块状集群分布ꎬ偶见散在

分布ꎮ 主要伴生植物有毛枝青冈 〔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ｅｆｌｅｒｉａｎａ ( Ａ. ＤＣ.) Ｏｅｒｓｔ.〕、 木荷 ( Ｓｃｈｉｍａ ｓｕｐｅｒｂａ
Ｇａｒｄｎ. ｅｔ Ｃｈａｍｐ.)、一担柴〔Ｃｏｌｏｎ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Ｗａｌｌ.)
Ｃｒａｉｂ〕、 披 针 叶 楠、 八 宝 树 〔 Ｄｕａｂａｎｇ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Ｒｏｘｂ. ｅｘ ＤＣ.) Ｗａｌｐ.〕和浆果楝〔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
(Ｒｏｔｈ.) Ｍｉｑ.〕等ꎮ 本次共调查到 １５ 个单羽苏铁居

群ꎬ共５７ ５０７株ꎬ分布面积为 １６ ７１９.６１ ｈｍ２ꎬ平均密度

为 ３.４ ｈｍ－２ꎮ 其中ꎬ双江县大文乡 ＤＷ２ 居群和思茅

区思茅港镇居群的规模较大ꎬ 分别有 １６ １５２ 和

１４ ４７２株ꎮ
由表 １ 还可见:长叶苏铁分布在西双版纳傣族自

治州勐海县和勐腊县ꎬ多生长在海拔 ５５０ ~ ７８０ ｍ 的

中低山石灰岩山地季雨林或沟谷雨林中ꎬ土壤肥沃ꎬ
水热 条 件 好ꎮ 主 要 伴 生 植 物 有 短 刺 锥、 杉 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Ｌａｍｂ.) Ｈｏｏｋ.〕、毛叶猫尾

木(Ｍａｒｋｈａｍｉａ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ａ ｖａｒ. ｋｅｒｒｉｉ Ｓｐｒａｇｕｅ)、番龙眼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Ｊ. Ｒ. Ｆｏｒｓｔ. ｅｔ Ｇ. Ｆｏｒｓｔ.)、大果榕

(Ｆｉｃｕｓ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Ｌｏｕｒ.)、火绳树(Ｅｒｉｏｌａｅｎａ 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
Ｐｌａｎｃｈ. ｅｘ Ｍａｓｔ.)、 构 树 〔 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 Ｌ’Ｈéｒ. ｅｘ Ｖｅｎｔ.〕和披针叶楠等ꎮ 本次共调

查到 ３ 个长叶苏铁居群ꎬ 仅 ４５ 株ꎬ 分布面积为

１１４.１６ ｈｍ２ꎬ平均密度为 ０. ４ ｈｍ－２ꎮ 勐腊县尚勇镇

ＳＹ３ 居群在 ０.１ ｈｍ２范围内密集分布 ２８ 株长叶苏铁ꎬ
分布面积虽小ꎬ但密度较大ꎮ
２.３　 ３ 种苏铁属植物居群年龄结构分析

云南地区篦齿苏铁、单羽苏铁和长叶苏铁居群的

年龄结构分别见图 １、图 ２ 和图 ３ꎮ 结果显示:篦齿苏

铁成年植株所占比例的均值较高ꎬ为 ５２.６％ꎬ幼株所

占比例的均值为 １９. ４％ꎬ幼苗所占比例的均值为

２８.１％ꎻ约 ５０％的居群为稳定型居群ꎬ幼苗更新良好ꎬ
其他居群为衰退型居群ꎬ只有少量幼苗或完全没有幼

苗ꎮ 单羽苏铁居群中成年植株、幼株和幼苗所占比例

: 成年植株 Ａｄｕｌ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ꎻ : 幼株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ꎻ : 幼苗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ＳＭＧ: 思茅区思茅港镇 Ｓｉｍａｏｇａｎｇ Ｔｏｗｎ ｉｎ Ｓｉｍａｏ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ꎻ ＮＺＤ: 澜沧县糯扎渡镇 Ｎｕｏｚｈａｄｕ Ｔｏｗｎ ｉｎ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ꎻ ＭＳ１: 勐海县勐宋乡 Ｍｅｎｇｓｏ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Ｍｅ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ꎻ ＭＹ１ꎬＭＹ２: 景洪市勐养镇 Ｍｅｎｇｙａｎｇ Ｔｏｗｎ ｉｎ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ｉｔｙꎻ ＤＤＧ１ꎬＤＤＧ２ꎬＤＤＧ３: 景洪市大渡岗乡 Ｄａｄｕｇａ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ｉｔｙꎻ ＸＭ１ꎬＸＭ２: 勐腊县象明乡 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Ｍｅｎｇｌａ Ｃｏｕｎｔｙꎻ ＳＹ１ꎬＳＹ２: 勐腊县尚勇镇 Ｓｈａｎｇｙｏｎｇ Ｔｏｗｎ ｉｎ Ｍｅｎｇｌａ Ｃｏｕｎｔｙ. Ｍ: 均
值 Ｍｅａｎ.

图 １　 云南西南地区篦齿苏铁居群的年龄结构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ｙｃａｓ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 Ｂｕｃｈ.￣Ｈａｍ.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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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植株 Ａｄｕｌ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ꎻ : 幼株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ꎻ : 幼苗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ＢＢ１ꎬＢＢ２ꎬＢＢ３: 双江县邦丙乡 Ｂａｎｇｂｉ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Ｓ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ꎻ ＤＷ１ꎬＤＷ２ꎬＤＷ３: 双江县大文乡 Ｄａｗｅｎ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Ｓ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ꎻ
ＹＺ１ꎬＹＺ２: 景谷县益智乡 Ｙｉｚｈｉ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Ｊｉｎｇｇｕ Ｃｏｕｎｔｙꎻ ＮＺＤ: 澜沧县糯扎渡镇 Ｎｕｏｚｈａｄｕ Ｔｏｗｎ ｉｎ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ꎻ ＳＭＧ: 思茅区思茅港镇
Ｓｉｍａｏｇａｎｇ Ｔｏｗｎ ｉｎ Ｓｉｍａｏ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ꎻ ＭＳ２: 勐海县勐宋乡 Ｍｅｎｇｓｏ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Ｍｅ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ꎻ ＧＳ: 景洪市嘎洒镇 Ｇａｓａ Ｔｏｗｎ ｉｎ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ｉｔｙꎻ ＭＹ３:
景洪市勐养镇 Ｍｅｎｇｙａｎｇ Ｔｏｗｎ ｉｎ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ｉｔｙꎻ ＤＤＧ４: 景洪市大渡岗乡 Ｄａｄｕｇａ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ｉｔｙꎻ ＧＬ: 勐腊县关累镇 Ｇｕａｎｌｅｉ Ｔｏｗｎ ｉｎ
Ｍｅｎｇｌａ Ｃｏｕｎｔｙ. Ｍ: 均值 Ｍｅａｎ.

图 ２　 云南西南地区单羽苏铁居群的年龄结构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ｙｃａｓ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ｐｉｎｎａ (Ｓｍｉｔｉｎａｎｄ) Ｋ. Ｄ. Ｈｉｌ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 成年植株 Ａｄｕｌ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ꎻ : 幼株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ꎻ : 幼苗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

ＭＳ１ꎬＭＳ２: 勐海县勐宋乡 Ｍｅｎｇｓｏ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Ｍｅ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ꎻ ＳＹ３:
勐腊县尚勇镇 Ｓｈａｎｇｙｏｎｇ Ｔｏｗｎ ｉｎ Ｍｅｎｇｌａ Ｃｏｕｎｔｙ. Ｍ: 均值 Ｍｅａｎ.

图 ３　 云南西南地区长叶苏铁居群的年龄结构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ｙｃａｓ ｄｏｌ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Ｋ. Ｄ. Ｈｉｌｌꎬ Ｈ. Ｔ.
Ｎｇｕｙｅｎ ｅｔ Ｐ. Ｋ. Ｌô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的均值相近ꎬ分别为 ３２.５％、３４.５％和 ３３.１％ꎻ各居群

幼苗更新情况良好ꎬ为稳定型居群ꎮ 长叶苏铁居群中

成年植株所占比例的均值为 ２６.７％ꎬ幼株所占比例的

均值为 １３.３％ꎬ幼苗所占比例的均值为 ６０.０％ꎬ其中ꎬ
勐海县勐宋乡 ＭＳ１ 居群仅有 ２ 株成年植株ꎬ其他２ 个

居群幼苗所占比例较高ꎬ为增长型居群ꎮ
２.４　 ３ 种苏铁属植物居群生境差异分析

云南西南地区篦齿苏铁、单羽苏铁和长叶苏铁居

群生境因子的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２ꎮ 由表 ２ 可见:在
云南西南部ꎬ３ 种苏铁属植物多分布在郁闭度较高的

林下ꎬ坡向朝南ꎬ土壤呈弱酸性ꎬ海拔 ５４０ ~ １ ５６０ ｍꎮ
长叶苏铁分布的海拔较低(６６１ ｍ)ꎬ篦齿苏铁和单羽

苏铁分布的海拔较高(１ ００８和 １ ０９５ ｍ)ꎬ显著高于长

叶苏铁分布的海拔ꎮ 与篦齿苏铁和单羽苏铁相比ꎬ长
叶苏铁分布点的坡度更大ꎬ但差异不显著ꎮ 此外ꎬ
３ 种苏铁属植物在坡向、郁闭度以及土壤的 ｐＨ 值、有
机质含量和全氮含量方面无显著差异ꎮ 篦齿苏铁和

单羽苏铁仅在坡位方面差异显著ꎬ前者多分布在脊

部、上坡位和中坡位ꎬ后者多分布在中坡位、下坡位和

山谷ꎮ ３ 种苏铁属植物的植被类型区别较大ꎬ长叶苏

铁多分布于季节雨林和石灰山季雨林中ꎬ篦齿苏铁常

分布在季节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中ꎬ单羽苏铁多分

布在季风常绿阔叶林中和暖热性针叶林中ꎮ 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篦齿苏铁、单羽苏铁和长叶苏铁居群的

海拔和坡位存在极显著差异ꎮ
云南西南地区篦齿苏铁、单羽苏铁和长叶苏铁居

群生境因子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见图 ４ꎮ 由图 ４ 可见:
篦齿苏铁、单羽苏铁和长叶苏铁居群 １２ 个生境因子

的第 １ 和第 ２ 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为 ４５.２１４％ꎮ 篦

齿苏铁、单羽苏铁和长叶苏铁的居群相互重叠ꎬ不能

独立分开ꎬ说明 ３ 种苏铁属植物的生境特征较为相

似ꎬ差异不明显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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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云南西南地区篦齿苏铁、单羽苏铁和长叶苏铁居群生境因子的方差分析结果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ｙｃａｓ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 Ｂｕｃｈ.￣Ｈａｍ.ꎬ Ｃ.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ｐｉｎｎａ ( Ｓｍｉｔｉｎａｎｄ) Ｋ. Ｄ. Ｈｉｌｌꎬ ａｎｄ Ｃ.
ｄｏｌ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Ｋ. Ｄ. Ｈｉｌｌꎬ Ｈ. Ｔ. Ｎｇｕｙｅｎ ｅｔ Ｐ. Ｋ. Ｌô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１)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坡向 / ( °)
Ａｓｐｅｃｔ

坡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ｌｏｐｅ

坡度 / ( °)
Ｓｌｏｐｅ

郁闭度
Ｃａｎｏｐ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土壤 ｐＨ 值
Ｓｏｉｌ ｐＨ
ｖａｌｕｅ

土壤有机质
含量 / (ｇｋｇ－１)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ｉｌ

土壤全氮
含量 / (ｇｋｇ－１)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ｉｌ

篦齿苏铁 Ｃ.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 １ ００８ａ １９５ａ ２.２ｂ ２８.５０ａ ０.６８ａ ５.１４ａ ４５.００ａ ２.１０ａ
单羽苏铁 Ｃ.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ｐｉｎｎａ １ ０９５ａ １３０ａ ３.６ａ ２６.６９ａ ０.７０ａ ５.８１ａ ４８.８５ａ ２.１６ａ
长叶苏铁 Ｃ. ｄｏｌ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６６１ｂ １３０ａ ２.７ａｂ ３４.３３ａ ０.７０ａ ５.５１ａ ３１.８７ａ ２.４８ａ

∗∗ ∗∗

　 １)同列中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不同种类间在 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显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 Ｐ≤０.０１.

: 篦齿苏铁 Ｃｙｃａｓ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 Ｂｕｃｈ.￣Ｈａｍ.ꎻ : 单羽苏铁 Ｃ.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ｐｉｎｎａ
(Ｓｍｉｔｉｎａｎｄ) Ｋ. Ｄ. Ｈｉｌｌꎻ : 长叶苏铁 Ｃ. ｄｏｌ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Ｋ. Ｄ. Ｈｉｌｌꎬ Ｈ. Ｔ.
Ｎｇｕｙｅｎ ｅｔ Ｐ. Ｋ. Ｌôｃ.

图 ４　 云南西南地区篦齿苏铁、单羽苏铁和长叶苏铁居群生境因子的
主成分分析结果
Ｆｉｇ. ４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ｙｃａｓ 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 Ｂｕｃｈ.￣Ｈａｍ.ꎬ Ｃ.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ｐｉｎｎａ ( Ｓｍｉｔｉｎａｎｄ) Ｋ. Ｄ.
Ｈｉｌｌꎬ ａｎｄ Ｃ. ｄｏｌ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Ｋ. Ｄ. Ｈｉｌｌꎬ Ｈ. Ｔ. Ｎｇｕｙｅｎ ｅｔ Ｐ. Ｋ. Ｌô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３　 讨　 　 论

３.１　 ３ 种苏铁属植物的形态特征和生境特征

地质时期苏铁类植物生长于湿热的生境ꎬ经过长

期的演化和竞争ꎬ现存的苏铁类植物在生长习性和形

态特征上表现出对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９]２７－２９ꎮ 云

南西南地区 ３ 种苏铁属植物的生境特征较为相似ꎬ均
生长在林下ꎬ但争夺光照的方式存在差异ꎮ 苏铁类植

物的茎干生长缓慢ꎬ但在水热条件充足的情况下ꎬ篦
齿苏铁的茎长成细长的树干ꎬ以获得光照并避免动物

的啃食ꎻ单羽苏铁和长叶苏铁的小羽片较宽ꎬ能够有

效利用林下弱光进行光合作用ꎬ茎较矮ꎬ将有限的营

养物质最大程度地供给叶片生长ꎮ 苏铁属植物喜湿

耐旱ꎬ单羽苏铁和长叶苏铁的羽叶长ꎬ小羽片宽ꎬ纸质

或薄革质ꎬ生长在阴湿的林下以减少蒸腾作用ꎻ篦齿

苏铁的小羽片窄ꎬ厚革质ꎬ能够有效降低蒸腾作用ꎮ
苏铁属植物的地域性较强ꎬ有明显的替代分布现

象ꎬ少有不同种类间重叠分布的情况ꎮ 然而在澜沧县

糯扎渡镇和景洪市勐养镇等地ꎬ篦齿苏铁和单羽苏铁

分别散布在同一山坡的中下位和中上位ꎬ２ 个种类在

山坡中部重叠分布ꎬ没有明确的边界ꎮ 有研究认为ꎬ
微生境的差异促使冰期存活下来的苏铁类植物发生

分化ꎬ形成现存的近缘种ꎬ最终形成沿江河上、下流

域ꎬ不同地段及不同微生境的分布格局[１２]ꎮ 在微生

境方面ꎬ单羽苏铁多沿水沟分布在山坡的中下位ꎬ篦
齿苏铁则不沿水沟分布在山坡的上位ꎬ可见二者对光

照和水分需求存在差异ꎬ能够在同一区域内占据不同

的生态位得以共存ꎮ
３.２　 ３ 种苏铁属植物的生存现状

篦齿苏铁在云南多位于保护区中ꎬ保护力度较

大ꎬ没有被大量的采挖和贩卖ꎬ生境较为完整ꎬ大多数

居群年龄结构较为合理ꎮ 对于少有幼苗产生的衰退

型居群ꎬ可以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并帮助种子传播ꎬ以
维持居群的更新ꎮ 在澜沧县糯扎渡镇和景洪市大渡

岗乡有栽种并采食篦齿苏铁嫩叶的习俗ꎬ虽然对其居

群和个体造成一定伤害ꎬ但这种可持续的利用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的居群ꎮ 此外ꎬ在德宏州盈江

县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发现 １ 个篦齿苏铁居群ꎬ现
存 ４５ 株成年植物ꎬ无幼株和幼苗ꎮ

云南西南地区分布的单羽苏铁野生居群较大ꎬ年
龄结构稳定ꎬ暂未发现引起居群极端波动的威胁ꎮ 本

次调查的单羽苏铁居群中有半数的个体分布于保护

区内ꎬ居群更新良好ꎬ生境完整ꎬ人为干扰少ꎮ 在保护

区外ꎬ临沧市双江县居群的单羽苏铁株数多ꎬ居群规

２４



第 １ 期 王祎晴ꎬ 等: 云南西南地区 ３ 种苏铁属植物的分布现状和生境特征

模较大ꎬ但近年的林地开发导致栖息地不断缩小ꎻ此
外ꎬ在当地还存在采挖和贩卖情况ꎬ需要及时开展就

地保护行动ꎮ Ｆｅｎｇ 等[１８]对分布于中国和老挝的 ７ 个

单羽苏铁居群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ꎬ发现单羽苏铁居

群内遗传多样性非常低ꎬ居群间存在高度的遗传分

化ꎬ在叶绿体水平ꎬ每个居群有独立的单倍型ꎬ居群间

无共享ꎮ 因此ꎬ为最大程度保存单羽苏铁的遗传多样

性ꎬ每个居群均应进行保护ꎮ
长叶苏铁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广西壮族自治

区德保县[１３]ꎮ 本次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调查的

３ 个长叶苏铁居群均位于保护区内ꎬ受到有效地监管

和保护ꎮ 但由于历史上有较为严重的采挖ꎬ长叶苏铁

残存株数较少ꎻ并且ꎬ因农田和经济林的开垦ꎬ其分布

面积大幅缩减ꎬ３ 个居群的个体数都小于 ５０ 株ꎬ且残

存植株多为幼株和幼苗ꎬ亟待保护ꎮ 此外ꎬ分布在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长叶苏铁存在特有单倍型ꎬ且与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居

群地理距离较远ꎬ存在隔离障碍ꎬ应作为进化显著单

元(ＥＳＵｓ)予以重点保护[１９]ꎮ
３.３　 保护建议

云南西南地区的苏铁属植物保存较好ꎬ篦齿苏铁

和单羽苏铁的株数较多且存在大居群ꎬ曾经的“苏铁

热”对云南西南地区的苏铁属植物影响较小ꎮ 但随

着农田和经济林的扩张ꎬ原始森林不断缩小ꎬ苏铁属

植物的栖息地持续减少ꎬ云南西南地区苏铁属植物面

临的主要威胁是栖息地丧失ꎮ 在苏铁属植物的分布

区ꎬ应停止森林破坏和垦荒等行为ꎬ尽可能将苏铁属

植物分布区划入保护区范围内加以保护ꎬ必要时可以

建设苏铁属植物保护小区进行就地保护ꎮ 对于栖息

地已被严重破坏或株数极少难以维持居群更新的分

布区ꎬ可以将仅存的苏铁属植物迁往就近的植物园进

行保护ꎮ 此外ꎬ还应收集苏铁属种质资源并进行幼苗

培育ꎬ以期为将来种群复壮奠定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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