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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调查了在赣北九江市永修县集中分布的狭果秤锤树（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Ｈｕ）群落，对其物种组成、群落结构

和更新特征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群落中乔木种类〔胸径（ＤＢＨ）≥１ ｃｍ〕有 ２７ 科 ３３ 属 ４０ 种（亚种）１ ６３７ 株，其
中，狭果秤锤树的重要值最大，其次是香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Ｌｉｎｎ．） Ｊ． Ｐｒｅｓｌ〕，二者为群落的建群种；紫弹树

（Ｃｅｌｔｉｓ ｂｉｏｎｄｉｉ Ｐａｍｐ．）、尾叶冬青（ Ｉｌｅｘ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Ｌｏｅｓ．）和瓜木〔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ｐｌａｔａｎｉｆｏｌｉｕｍ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Ｈａｒｍｓ〕是群落

的共优势种。 灌木层植物 ３３ 种，狭果秤锤树和瓜木的重要值较高；草本层植物 ２４ 种（亚种），紫金牛〔Ａｒｄｉ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 Ｂｌ．〕的重要值最高，占绝对优势。 群落林冠层主要为香樟和紫弹树，亚乔木层和乔木下层以狭果

秤锤树、尾叶冬青和瓜木数量较多。 群落径级结构呈倒 Ｊ 型，狭果秤锤树、尾叶冬青和瓜木等株数较多，集中分布

在小径级处；香樟和紫弹树株数相对较少，分布在大径级处。 香樟和紫弹树的径级结构为间歇型，更新状态不佳，
在群落中的优势地位呈降低的趋势；狭果秤锤树、尾叶冬青和瓜木的径级结构呈 Ｌ 型，更新状态较好，在群落中的

优势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研究结果显示：赣北九江市永修县狭果秤锤树适应性良好，种群发展稳定，所在群落由阳

生性常绿阔叶林向中生性常绿阔叶林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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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Ｈｕ；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秤锤树属（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Ｈｕ）为中国特有属［１］，该属

植物因其果实形似秤锤而得名，包括长果秤锤树（Ｓ．
ｄｏｌｉｃｈｏｃａｒｐａ Ｃ． Ｊ． Ｑｉ）、秤锤树（Ｓ． ｘｙｌｏｃａｒｐａ Ｈｕ）、狭果

秤锤树 （ Ｓ．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Ｈｕ）、棱果秤锤树 〔 Ｓ． ｈｅｎｒｙｉ
（Ｄｕｍｍｅｒ） Ｍｅｒｒ．〕、细果秤锤树（ 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Ｃ． Ｔ．
Ｃｈｅｎ ｅｔ Ｇ． Ｙ． Ｌｉ）、肉果秤锤树（ Ｓ． ｓａｒｃｏｃａｒｐａ Ｌ． Ｑ．
Ｌｕｏ）、黄梅秤锤树（Ｓ． ｈｕａｎｇ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Ｊ． Ｗ． Ｇｅ ｅｔ Ｘ． Ｈ．
Ｙａｏ）、怀化秤锤树（Ｓ． ｏｂｌｏｎｇｉｃａｒｐａ Ｃ． Ｔ． Ｃｈｅｎ ｅｔ Ｔ． Ｒ．
Ｃａｏ）和乐山秤锤树（Ｓ． ｘｙｌｏｃａｒｐａ ｖａｒ． ｌｅ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Ｌ． Ｑ．
Ｌｕｏ） ［２－５］，这些种类的分布范围狭窄且植株数量很

少，大都处于濒危或受胁迫状态［５］。 这些零星分布

的残遗种在研究安息香科（Ｓｔｙｒａｃａｃｅａｅ）的地理起源

上具有重要价值［１］。
狭果秤锤树花洁白芬芳，果实色艳而形奇，是优

良的观赏树种。 长期的野外调查结果表明：狭果秤锤

树仅星散分布于安徽泾县、广东乳源县、江西彭泽县

和永修县以及湖南祁东县等地。 由于狭果秤锤树野

生生境破碎化和栖息地丧失，加之其种子萌发率低及

对生境要求特殊等生理生态特性，导致该种分布范围

很窄，数量大幅降低。 为了保护狭果秤锤树这一珍贵

稀有资源，对其各方面展开研究势在必行。 目前，已
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狭果秤锤树群落区系特征［６］、种
群年龄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７］、种间联结性［８］ 及遗

传印记等［９－１０］方面，尚未有关针对其群落结构和更新

方面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通过对赣北九江市永修县集中分布

的狭果秤锤树群落的物种组成、群落的径级结构和垂

直结构以及更新特征进行研究，探讨狭果秤锤树的生

长状况和演替方向，分析生物因子和环境因子对狭果

秤锤树种群分布的影响，以期为该濒危物种的资源保

护及引种驯化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地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地概况

研究地位于赣北九江市永修县艾城镇青山村，地
理坐标为北纬 ２９°０７′５６″、东经 １１５°４２′４０″，海拔约 ２３
ｍ。 该地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约 １７ ℃；
最冷月 １ 月，平均气温约 ５ ℃，极端最低温－１６ ℃；最
热月 ７ 月，平均气温约 ２９ ℃，极端最高温 ４０ ℃。 雨

热同季，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 全年降水量

约 １ ５００ ｍｍ［６］。 土壤为沙质壤土，地带性植被为亚

热带常绿阔叶林。 由于受到人为干扰，狭果秤锤树仅

集中分布在青山村 １ 处面积约 ７ ｈｍ２的风水林内，该
林地地势较为平坦，内有 １ 条狭长的河沟，雨季能蓄

水，旱季则成为干沟或泥潭。
１ ２　 研究方法

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在狭果秤锤树集中分布地段，采
用相邻格子样方法设置 １ 个面积 ５０ ｍ×１００ ｍ 的固定

样地，将样地分成 ５０ 个面积 １０ ｍ×１０ ｍ 的小样方，采
用每木调查法对小样方的乔木种类〔胸径（ＤＢＨ）≥
１ ｃｍ〕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种类、ＤＢＨ、株高、冠
幅和相对坐标位置等信息。 在固定样地内分别随机

设置 １０ 个面积 ５ ｍ×５ ｍ 的灌木样方和 １０ 个面积

２ ｍ×２ ｍ 的草本样方对灌木和草本种类进行调查，调
查内容包括种类、株数、株高和盖度等信息。
１ ３　 数据处理和分析

乔木、 灌木和草本种类的 重 要 值 的 计 算 公

式［１１－１２］分别为：乔木种类的重要值 ＝ （相对频度＋相
对密度＋相对优势度） ／ ３；灌木或草本种类的重要值＝
（相对频度＋相对密度＋相对盖度） ／ ３。

乔木层按树高（Ｈ）进行划分［１３］，第 １ 层，Ｈ≥２５
ｍ；第 ２ 层，１５ ｍ≤Ｈ＜２５ ｍ；第 ３ 层，１０ ｍ≤Ｈ＜１５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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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层，５ ｍ≤Ｈ＜１０ ｍ；第 ５ 层，２ ｍ≤Ｈ＜５ ｍ。
以大小级指数（ＳＤＩ）来定量估计种群更新的连

续性，ＳＤＩ 值为正值且相对较大，表明种群更新不连

续，小径级植株缺乏；ＳＤＩ 值为负值且相对较小，表明

种群更新连续，小径级植株较多［１４－１５］。 ＳＤＩ 值的计算

公式为 ＳＤＩ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ｘｉ － ０ ５） ３。 式中，Ｎ 为样方内

某优势种群的植株数，ｘｉ为该优势种群第 ｉ 个植株胸

径与该优势种群最大植株胸径的比值。

２　 结果和分析

２ １　 群落物种组成

狭果秤锤树群落的物种组成见表 １。 调查结果显

表 １　 狭果秤锤树群落的物种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Ｈ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亚种）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黄檀属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ｕｐｅａｎａ
皂荚属 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 皂荚 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安息香科 Ｓｔｙｒａｃａｃｅａｅ 秤锤树属 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狭果秤锤树 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八角枫科 Ａｌａｎｇｉａｃｅａｅ 八角枫属 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瓜木 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ｐｌａｔａｎｉｆｏｌｉｕｍ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油桐属 Ｖｅｒｎｉｃｉａ 木油桐 Ｖｅｒｎｉｃｉａ ｍｏｎｔａｎａ

叶下珠属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青灰叶下珠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ｇｌａｕｃｕｓ
冬青科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冬青属 Ｉｌｅｘ 枸骨 Ｉｌｅｘ ｃｏｒｎｕｔａ

香冬青 Ｉｌｅｘ ｓｕａｖｅｏｌｅｎｓ
尾叶冬青 Ｉｌｅｘ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冬青 Ｉｌｅ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胡颓子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胡颓子属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蔓胡颓子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ｇｌａｂｒａ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络石属 Ｔｒａｃｈｅ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贵州络石 Ｔｒａｃｈｅ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金缕梅科 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枫香树属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枫香树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檵木属 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檵木 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锥属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苦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栎属 Ｑｕｅｒｃｕｓ 小叶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ｃｈｅｎｉｉ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大青属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大青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ｃｙｒ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豆腐柴属 Ｐｒｅｍｎａ 豆腐柴 Ｐｒｅｍｎａ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女贞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蜡子树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ｅｕｃａｎｔｈｕｍ

小叶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ｑｕｉｈｏｕｉ
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ｕｃｉｄｕｍ

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黄连木属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黄连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槭树科 Ａｃｅｒａｃｅａｅ 槭属 Ａｃｅｒ 三角槭 Ａｃｅｒ 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栀子属 Ｇａｒｄｅｎｉａ 栀子 Ｇａｒｄｅｎｉａ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蔷薇属 Ｒｏｓａ 小果蔷薇 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ａ
清风藤科 Ｓａｂｉａｃｅａｅ 清风藤属 Ｓａｂｉａ 鄂西清风藤 Ｓａｂｉａ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ｔａ ｓｕｂｓｐ． ｒｉｔｃｈｉｅａｅ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荚蒾属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荚蒾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ｄｉｌａｔａｔｕｍ

茶荚蒾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ｓｅｔｉｇｅｒｕｍ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桑属 Ｍｏｒｕｓ 桑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山茶属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油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山矾科 Ｓｙｍｐｌｏｃａｃｅａｅ 山矾属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华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省沽油科 Ｓｔａｐｈｙｌｅａｃｅａｅ 野鸦椿属 Ｅｕｓｃａｐｈｉｓ 野鸦椿 Ｅｕｓｃａｐｈ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柿树科 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柿属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山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毛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ｓｔｒｉｇｏｓａ
桃金娘科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蒲桃属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赤楠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
卫矛科 Ｃｅｌａｓｔｒａｃｅａｅ 卫矛属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百齿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ｃｅｎｔｉｄｅｎｓ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朴属 Ｃｅｌｔｉｓ 紫弹树 Ｃｅｌｔｉｓ ｂｉｏｎｄｉｉ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山胡椒属 Ｌｉｎｄｅｒａ 山胡椒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ｇｌａｕｃａ

樟属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香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棕榈科 Ｐａｌｍａｅ 棕榈属 Ｔ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ｕｓ 棕榈 Ｔ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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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狭果秤锤树群落中的乔木种类（ＤＢＨ≥１ ｃｍ）４０
种（亚种）１ ６３７ 株，隶属于 ２７ 科 ３３ 属。 其中，常绿树

种 １８ 种，落叶树种 ２２ 种。 豆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金缕梅科（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壳斗

科 （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 马 鞭 草 科 （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 和 樟 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均 ２ 属 ２ 种，冬青科（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１ 属

４ 种， 木 犀 科 （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 １ 属 ３ 种， 忍 冬 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和柿树科（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均 １ 属 ２ 种，其
他科均 １ 属 １ 种。

狭果秤锤树群落乔木层主要种类的种群参数见

表 ２。 调查结果显示：狭果秤锤树群落中狭果秤锤树

９５４ 株，多度较大，重要值为 ２５ ２３％，处于第 １ 位；香
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Ｌｉｎｎ．） Ｊ． Ｐｒｅｓｌ〕胸高断面

积 ６９ ７４ ｍ２·ｈｍ－２，远远高于该群落中其他物种，重
要值处于第 ２ 位。 狭果秤锤树和香樟的重要值较高，
在狭果秤锤树群落中处于优势地位，为该群落的建群

种。 紫弹树 （ Ｃｅｌｔｉｓ ｂｉｏｎｄｉｉ Ｐａｍｐ．）、尾叶冬青 （ Ｉｌｅｘ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Ｌｏｅｓ．）和瓜木〔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ｐｌａｔａｎｉｆｏｌｉｕｍ （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Ｈａｒｍｓ〕的重要值也较高，为该群落的共优

势种。

表 ２　 狭果秤锤树群落乔木层主要种类的种群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ａｒｂｏｒ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Ｈ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活型１）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１）
频度 ／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多度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胸高断面积 ／ （ｍ２·ｈｍ－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重要值 ／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大小级指数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狭果秤锤树 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Ｄ ９８ ９５４ ６ １４ ２５ ２３ －０ ０５１
香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Ｅ ６２ ６３ ６９ ７４ ２３ ４９ ０ ０１２
紫弹树 Ｃｅｌｔｉｓ ｂｉｏｎｄｉｉ Ｄ ３８ ２７ １８ ６７ ７ ３９ ０ ０２２
尾叶冬青 Ｉｌｅｘ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Ｅ ７６ ９２ ２ １９ ５ ６５ －０ ０４９
瓜木 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ｐｌａｔａｎｉｆｏｌｉｕｍ Ｄ ６０ ８０ ０ ８３ ４ ３６ －０ ０２５
青灰叶下珠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ｇｌａｕｃｕｓ Ｄ ６６ ６６ ０ １９ ４ １４ －０ ０１０
赤楠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 Ｅ ５６ ７９ ０ ２８ ４ ０２ －０ ００２
毛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ｓｔｒｉｇｏｓａ Ｄ ４６ ５７ １ ９３ ３ ６１ －０ ０３７
冬青 Ｉｌｅ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Ｅ ３８ ３１ １ ６２ ２ ６７ －０ ０６９
苦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Ｅ １２ ６ ６ ９３ ２ ５７ ０ ００９
三角槭 Ａｃｅｒ 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 Ｄ ３２ ２２ １ ４９ ２ ２０ －０ ０４８
蜡子树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ｅｕｃａｎｔｈｕｍ Ｄ ３０ １９ ０ ３４ １ ７３ －０ ００９
大青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ｃｙｒ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 ２６ ２４ ０ ０５ １ ５８ －０ ０３７
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ｕｃｉｄｕｍ Ｅ １８ １５ １ ２８ １ ４１ －０ ００５
野鸦椿 Ｅｕｓｃａｐｈ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Ｄ １８ １１ ０ ０７ ０ ９９ ０ ００９
木油桐 Ｖｅｒｎｉｃｉａ ｍｏｎｔａｎａ Ｄ １４ ７ ０ ４８ ０ ８６ ０ ０１１
栀子 Ｇａｒｄｅｎｉａ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Ｅ １４ ９ ０ ０２ ０ ７７ ０ ０２５
油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Ｅ １０ １５ ０ １７ ０ ７７ ０ ００１
黄连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Ｄ ６ ４ １ ４７ ０ ７５ ０ ０２７
蔓胡颓子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ｇｌａｂｒａ Ｅ ９８ ８ ０ ２９ ０ ７４ ０ ００１

　 １）Ｄ： 落叶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Ｅ： 常绿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狭果秤锤树群落灌木层种类 ３３ 种，包括乔木种

类的幼苗和小树；草本层种类 ２４ 种（亚种）。 狭果秤

锤树群落灌木层和草本层主要种类见表 ３。 调查结

果显示：狭果秤锤树在灌木层的重要值处于第 １ 位，
其 次 是 瓜 木。 大 青 （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ｃｙｒ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Ｔｕｒｃｚ．）、青灰叶下珠 （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ｇｌａｕｃｕｓ Ｗａｌｌ． ｅｘ
Ｍｕｅｌｌ． Ａｒｇ．）和栀子（Ｇａｒｄｅｎｉａ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Ｅｌｌｉｓ）等在

林冠下长势较好，散布在群落内，重要值也较高。 香

樟、紫弹树和苦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 Ｌｉｎｄｌ．）
Ｓｃｈｏｔｔ．〕等高大乔木的更新苗在灌木层分布很少，重

要性 不 突 出。 紫 金 牛 〔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 Ｔｈｕｎｂ．）
Ｂｌｕｍｅ〕在草本层的株数较多，遍布整个风水林，在群

落内相对密度达 ９５％以上，重要值 ６２ ８１％，排在草

本层第 １ 位。
２ ２　 群落结构

２ ２ １　 径级结构　 调查结果显示：狭果秤锤树群落

乔木种类（ＤＢＨ≥１ ｃｍ）１ ６３７ 株，其中，１ ｃｍ≤ＤＢＨ＜
５ ｃｍ 的乔木种类 １ ３０２ 株，占总株数的 ７９ ５％；
５ ｃｍ≤ＤＢＨ＜９ ｃｍ 的乔木种类 １６１ 株，占总株数的

９ ８％；其他更大径级乔木种类数量占总株数的 １０ ６％。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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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狭果秤锤树群落灌木层和草本层主要种类的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ｒｕｂ ａｎｄ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Ｈ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种（亚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ｓｕｂｓｐｅｃｉｅｓ）

频度 ／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多度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相对密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相对频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相对盖度 ／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重要值 ／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灌木层 Ｓｈｒｕｂ ｌａｙｅｒ
　 狭果秤锤树 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８９ ５９ １３ ５９ ６ ８４ ２１ ７４ １４ ０６
　 瓜木 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ｐｌａｔａｎｉｆｏｌｉｕｍ ８９ ６７ １５ ４４ ６ ８４ １１ ２１ １１ １６
　 大青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ｃｙｒ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７８ ４６ １０ ６０ ５ ９８ ７ ３０ ７ ９６
　 青灰叶下珠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ｇｌａｕｃｕｓ ７８ ２７ ６ ２２ ５ ９８ ８ １５ ６ ７９
　 栀子 Ｇａｒｄｅｎｉａ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５６ ２２ ５ ０７ ４ ２７ ７ ４７ ５ ６１
　 小果蔷薇 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ａ ７８ ２１ ４ ８４ ５ ９８ ３ ５７ ４ ８０
　 高粱泡 Ｒｕｂｕｓ ｌａｍｂｅｒｔｉａｎｕｓ ４４ ３５ ８ ０６ ３ ４２ ２ ２１ ４ ５６
　 网络崖豆藤 Ｃａｌｌｅｒｙａ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７８ １９ ４ ３８ ５ ９８ １ ８７ ４ ０８
　 赤楠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 ５６ ９ ２ ０７ ４ ２７ ４ ５９ ３ ６４
　 朱砂根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ｃｒｅｎａｔａ ６７ １４ ３ ２３ ５ １３ ２ ２１ ３ ５２
　 尾叶冬青 Ｉｌｅｘ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２２ ９ ２ ０７ １ ７１ ５ ９５ ３ ２４
　 蜡子树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ｅｕｃａｎｔｈｕｍ ６７ ９ ２ ０７ ５ １３ ２ ３８ ３ １９
　 五加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ｕｃｉｄｕｍ ４４ １６ ３ ６９ ３ ４２ １ ３２ ２ ８１
　 三角槭 Ａｃｅｒ 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 ４４ ７ １ ６１ ３ ４２ ３ ４０ ２ ８１
　 百齿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ｃｅｎｔｉｄｅｎｓ ５６ １０ ２ ３０ ４ ２７ １ ６３ ２ ７４

草本层 Ｈｅｒｂ ｌａｙｅｒ
　 紫金牛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１００ ８ ９７０ ９５ ３３ １４ ５２ ７８ ５８ ６２ ８１
　 江南短肠蕨 Ａｌｌａｎｔｏｄｉａ ｍｅｔｔｅｎｉａｎａ ７８ １２６ １ ３４ １１ ２９ ６ ２２ ６ ２８
　 接骨草 Ｓａｍｂｕｃｕｓ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５６ ２８ ０ ３０ ８ ０６ ２ ５６ ３ ６４
　 三脉紫菀 Ａｓｔｅｒ ｔｒｉｎｅｒｖｉｕｓ ｓｕｂｓｐ． ａｇ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 ３３ ６５ ０ ６９ ４ ８４ ２ ９３ ２ ８２
　 过路黄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ｉａｅ ４４ ４３ ０ ４６ ６ ４５ ０ ７３ ２ ５５
　 天南星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４４ ９ ０ １０ ６ ４５ １ ０１ ２ ５２
　 狗脊蕨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３３ ４６ ０ ４９ ４ ８４ ０ ７３ ２ ０２
　 野芝麻 Ｌａｍ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ｔｕｍ ３３ ２１ ０ ２２ ４ ８４ ０ ５５ １ ８７
　 蝙蝠葛 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ｕｍ ｄａｕｒｉｃｕｍ ３３ １２ ０ １３ ４ ８４ ０ ６４ １ ８７
　 中华金腰 Ｃｈｒｙｓｏ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ｓｉｎｉｃｕｍ ３３ ２８ ０ ３０ ４ ８４ ０ ３７ １ ８３
　 大头蠹吾 Ｌｉｇｕｌａ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１１ １３ ０ １４ １ ６１ ３ ４８ １ ７４
　 沿阶草 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２２ ９ ０ １０ ３ ２３ ０ ２７ １ ２０
　 腹水草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ｓｔｒｕｍ ｓｔｅｎｏｓｔａｃｈｙｕｍ ｓｕｂｓｐ． ｐｌｕｋｅｎｅｔｉｉ ２２ ４ ０ ０４ ３ ２３ ０ ２７ １ １８
　 络石 Ｔｒａｃｈｅ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２２ ８ ０ ０９ ３ ２３ ０ １９ １ １７
　 海金沙 Ｌｙｇｏ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２２ ４ ０ ０４ ３ ２３ ０ １８ １ １５

以 ＤＢＨ １ ｃｍ 为径级，狭果秤锤树群落乔木种类及乔

木层优势种的径级分布见图 １。
从整个群落乔木种类的径级分布图（图 １－Ｔ）可

见，群落径级结构呈倒 Ｊ 型，径级分布连续。 从群落

发展趋势来看，该群落属于稳定型［１６］。
对乔木层 ５ 个优势种径级分布进行分析，结果显

示：狭果秤锤树、尾叶冬青和瓜木等种类的株数较多，
大部分植株集中在小径级处，形成大峰。 香樟和紫弹

树株数相对较少，分布在大径级处，形成小峰。 其中，
狭果秤锤树呈 Ｌ 型分布，径级连续，小径级植株较多，
属于典型的成长型种群（图 １－Ａ）；香樟和紫弹树径

级分布不连续（图 １－Ｂ，Ｃ），属于间歇型种群，具有较

多的大径级植株，缺乏小径级植株，种群发展趋势为

衰退型；尾叶冬青和瓜木在赣北山区比较常见（图 １－
Ｄ，Ｅ），这 ２ 个种类的径级分布较相似，呈 Ｌ 型，径级

集中分布在 １ ｃｍ≤ＤＢＨ＜５ ｃｍ 范围，大径级植株较

少，株数明显少于狭果秤锤树，这 ２ 种植物对生境的

要求不严格，抗逆性强，将来会成为狭果秤锤树的有

力竞争对手。
２ ２ ２　 垂直结构　 狭果秤锤树群落乔木层的乔木种

类〔树高（Ｈ）≥２ ｍ〕１ ２８７ 株，将乔木层按 Ｈ 值进行

划分，结果（表 ４）显示：第 １ 层（Ｈ≥２５ ｍ）和第 ２ 层

（１５ ｍ≤Ｈ＜２５ ｍ）为林冠层，第 ３ 层（１０ ｍ≤Ｈ＜１５ ｍ）
和第 ４ 层（５ ｍ≤Ｈ＜１０ ｍ）为亚乔木层，第 ５ 层（２ ｍ≤
Ｈ＜５ ｍ）为乔木下层［１７］。 第 １ 层以常绿树种占优势，
主要种类为香樟，该层香樟 ６０ 株，占香樟植株总数的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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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所有乔木种类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ｂ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 狭果秤锤树 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Ｈｕ； Ｂ： 香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Ｌｉｎｎ．） Ｊ． Ｐｒｅｓｌ； Ｃ： 紫弹树 Ｃｅｌｔｉｓ
ｂｉｏｎｄｉｉ Ｐａｍｐ．； Ｄ： 尾叶冬青 Ｉｌｅｘ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Ｌｏｅｓ．； Ｅ： 瓜木 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ｐｌａｔａｎｉｆｏｌｉｕｍ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Ｈａｒｍｓ．

图 １　 狭果秤锤树群落乔木种类及乔木层优势种的径级分布
Ｆｉｇ． １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ｂ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ａｒｂｏｒ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Ｈ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９６ ８％；紫弹树 ２４ 株，占紫弹树植株总数的 ８８ ９％。
这 ２ 种植物株数占该层植株总数的 ８４ ８％。 第 ２ 层

植株 １８ 株，远低于第 １ 层，树种较分散，没有优势种，
主要为紫弹树、尾叶冬青和毛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ｓｔｒｉｇｏｓｅ
Ｈｅｍｓｌ．）等落叶树种。 第 ３ 层主要分布落叶阔叶树

种，没有优势种，瓜木重要值较高，冬青（ Ｉｌｅ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ｉｍｓ）和尾叶冬青等常绿树种开始出现。 第 ４ 层中狭

果秤锤树数量较多，占该层植株总数的 ６３ ４％，其他

优势种有瓜木、毛柿和尾叶冬青等。 第 ５ 层优势种为

狭果秤锤树，占该层植株总数的 ５７ ０％；尾叶冬青和

赤楠（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 Ｈｏｏｋ． ｅｔ Ａｒｎ．）等常绿乔木

树种优势地位也较明显。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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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狭果秤锤树群落乔木层垂直结构１）

Ｔａｂｌｅ 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ｒｂｏｒ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Ｈ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１）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第 １ 层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ａｙｅｒ
（Ｈ≥２５ ｍ）

第 ２ 层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ｙｅｒ

（１５ ｍ≤Ｈ＜２５ ｍ）

第 ３ 层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ｌａｙｅｒ

（１０ ｍ≤Ｈ＜１５ ｍ）

第 ４ 层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ｌａｙｅｒ
（５ ｍ≤Ｈ＜１０ ｍ）

第 ５ 层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ｌａｙｅｒ

（２ ｍ≤Ｈ＜５ ｍ）

Ｎ Ｐ ／ ％ Ｎ Ｐ ／ ％ Ｎ Ｐ ／ ％ Ｎ Ｐ ／ ％ Ｎ Ｐ ／ ％

狭果秤锤树 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１３ ３ ２３２ ６３ ４ ４５０ ５７ ０
香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６０ ６０ ６ １ ５ ６ ０ ０ ０ １ ０ ３ ０ ０ ０
紫弹树 Ｃｅｌｔｉｓ ｂｉｏｎｄｉｉ ２４ ２４ ２ ３ １６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尾叶冬青 Ｉｌｅｘ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０ ０ ０ ２ １１ １ １ ６ ７ ２４ ６ ６ ５２ ６ ６
瓜木 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ｐｌａｔａｎｉｆｏｌｉｕｍ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２０ ０ ２６ ７ １ ３８ ４ ８
青灰叶下珠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ｇｌａｕｃｕ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８ ５１ ６ ５
赤楠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９ ２ ５ ５７ ７ ２
毛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ｓｔｒｉｇｏｓａ １ １ ０ ３ １６ ７ ２ １３ ３ ２６ ７ １ ２１ ２ ７
冬青 Ｉｌｅ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 ２ ０ ０ ０ ０ １ ６ ７ ４ １ １ １８ ２ ３
苦槠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３ ３ ０ ２ １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三角槭 Ａｃｅｒ 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 ３ ３ ０ ２ １１ １ ０ ０ ０ ５ １ ４ １０ １ ３
蜡子树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ｅｕｃａｎｔｈｕｍ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２ ２ １１ １ ４
大青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ｃｙｒ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１ ２ ７
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ｕｃｉｄｕｍ ０ ０ ０ １ ５ ６ ２ １３ ３ １０ ２ ７ ２ ０ ３
野鸦椿 Ｅｕｓｃａｐｈ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３ ９ １ １
木油桐 Ｖｅｒｎｉｃｉａ ｍｏｎｔａｎａ ０ ０ ０ １ ５ ６ ２ １３ ３ ３ ０ ８ １ ０ １
栀子 Ｇａｒｄｅｎｉａ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０ ８
油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３ １２ １ ５
黄连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 １ ０ １ ５ ６ ２ １３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蔓胡颓子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ｇｌａｂｒ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８ ５ ０ ６
其他 Ｏｔｈｅｒ ５ ５ １ ２ １１ １ ０ ０ ０ １０ ２ ７ ２４ ３ 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９９ １００ ０ １８ １００ ０ １５ １００ ０ ３６６ １００ ０ ７８９ １００ ０

　 １）Ｈ： 树高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ｒｅｅ； Ｎ： 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Ｐ： 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群落林冠层以香樟和紫弹树为优势种，这 ２ 个种

树体高大，树冠饱满开阔，盖度较大，充分展现了大乔

木的形态。 亚乔木层以落叶树种为主，瓜木和毛柿等

数量较多；狭果秤锤树开始大量出现，在亚乔木层占

优势，体现了小乔木的特征。 乔木下层树种数量最

多，乔木树种的更新苗、小乔木和灌木等大量分布。
２ ３　 群落更新与演替

狭果秤锤树群落中 １ ｃｍ≤ＤＢＨ＜２ ｃｍ 且 Ｈ＜２ ｍ
的植株计为更新苗，统计结果（表 ５）显示：群落中更

新苗 ３２５ 株，其中，狭果秤锤树 ２５４ 株，瓜木 １３ 株，尾
叶冬青 １２ 株，香樟 １ 株，紫弹树的更新苗没有出现。
结合 ＳＤＩ 值（表 ２），狭果秤锤树、尾叶冬青、瓜木、青
灰叶 下 珠、 赤 楠、 毛 柿、 冬 青、 三 角 槭 （ Ａｃｅｒ
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 Ｍｉｑ．）和大青的 ＳＤＩ 值为负值，表明这些

种群更新状态较好，在未来群落发展中将处于有利地

位。 在群落中香樟、紫弹树、苦槠、野鸦椿〔Ｅｕｓｃａｐｈ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 Ｋａｎｉｔｚ〕、木油桐（Ｖｅｒｎｉｃｉａ ｍｏｎｔａｎａ
Ｌｏｕｒ．）、 栀子、 油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Ａｂｅｌ）、 黄连木

表 ５　 狭果秤锤树群落中主要种类的更新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Ｈ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更新苗株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狭果秤锤树 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２５４
赤楠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ｕｘｉｆｏｌｉｕｍ １３
瓜木 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ｐｌａｔａｎｉｆｏｌｉｕｍ １３
尾叶冬青 Ｉｌｅｘ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１２
青灰叶下珠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ｇｌａｕｃｕｓ １１
冬青 Ｉｌｅｘ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６
枸骨 Ｉｌｅｘ ｃｏｒｎｕｔａ ３
百齿卫矛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ｃｅｎｔｉｄｅｎｓ ２
大青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ｃｙｒ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２
三角槭 Ａｃｅｒ 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 ２
香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１
栀子 Ｇａｒｄｅｎｉａ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２
毛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ｓｔｒｉｇｏｓａ １
桑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 １
野鸦椿 Ｅｕｓｃａｐｈ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１
油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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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ｕｎｇｅ ） 和蔓胡颓子 （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ｇｌａｂｒａ Ｔｈｕｎｂ．）的更新苗数量不多或没有出现，ＳＤＩ 值
为正值，表明更新状态不佳。

更新情况表明：狭果秤锤树植株丰富，更新状态

良好，在群落中的优势地位呈现上升趋势；香樟和紫

弹树大径级植株较多，相对稳定，但乔木下层更新苗

不足，这将严重影响香樟和紫弹树在未来的竞争力，
表现出衰退的特性。 尾叶冬青和瓜木植株较多，更新

苗的增补率较高，优势地位将有所提升，但考虑到这

２ 个种类大多与狭果秤锤树处于相同林层，由此推

测，三者在未来的竞争将会加剧。

３　 讨论和结论

狭果秤锤树群落物种组成丰富，狭果秤锤树和香

樟为群落的建群种，紫弹树、尾叶冬青、瓜木为主要的

共优势种。 该群落的径级结构呈倒 Ｊ 型，狭果秤锤

树、尾叶冬青和瓜木等集中分布在小径级处，植株数

量多，香樟、紫弹树集中分布在大径级处，因此，群落

径级出现小径级处的大峰和大径级处的小峰，这与亚

热带或暖温带一些常绿阔叶林或针阔混交林径级结

构相似［１３，１８－１９］。 这类具有高大林冠的林分能容纳较

多的物种，群落的物种多样性通常较高［２０］。
种群的径级结构类型和更新情况能够反映其在

群落中所处的地位和发展趋势［１６，１８］。 香樟和紫弹树

径级结构为间歇型，占据林冠层，从种群生态特性来

看，这 ２ 种植物都是喜光树种，耐荫性不强，种群更新

受到限制，在林隙或林缘更新几率较大。 实地调查结

果显示：狭果秤锤树群落内乔木层郁闭度很大，林隙

较少且面积不大，亚乔木层或乔木下层分布较多的狭

果秤锤树等小乔木或灌木，且草本层盖度很高，不利

于林冠层树种更新。
树种的生态习性和所处生境决定了种群的发展

趋势［２１］，因此，一些学者以第 １ 优势种群的生态习性

来确定群落所处演替阶段。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演替

通常被划分为 ６ 个阶段，当群落发展到以中生性树种

为第 １ 优势种时，可以确定群落达到顶级阶段［２２－２５］。
在判定群落演替趋势时， 通常乔木的起测胸径

（ＤＢＨ） 为 ５ ｃｍ［２２，２６－２７］。 本研究中， 剔除小径级

（ＤＢＨ＜５ ｃｍ）植株的影响，香樟优势地位超过狭果秤

锤树，目前群落处于以强阳性物种为主的常绿阔叶

林，据此判定该群落尚未进入顶级阶段。 香樟和紫弹

树树体高大，冠幅开阔饱满，在生境适合的地段通常

寿命可达数百年，可以推断，随着群落的演替，香樟和

紫弹树必将延续至以中生性为主的常绿阔叶林的顶

级阶段群落。
通过对群落中优势物种种群结构、群落垂直结构

以及优势物种更新情况分析，狭果秤锤树表现出稳定

的发展趋势，幼苗、小树数量充足，径级分布连续，最
大胸径达 １５ ７ ｃｍ，树高最高达 １１ ｍ，长势良好。 张

家城等［２２］对亚热带森林群落演替的研究结果表明：
第 １ 优势种被更耐荫、喜湿、对养分等条件要求更高

的树种替代完成 １ 次顺向演替。 狭果秤锤树耐荫、喜
湿，在沙性土壤中才能生长良好，推测在自然条件稳

定且无人为破坏的前提下，狭果秤锤树将在群落中稳

定且长期存在。 本研究地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与
北亚热带相邻，常绿阔叶林掺入较多暖温带成分即落

叶阔叶树种［２８］，处于林冠层的紫弹树、苦槠、毛柿和

三角槭等在群落中重要值较高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亚乔木层和乔木下层分布较多的青灰叶下珠、赤楠、
毛柿、三角槭、蜡子树、大青和女贞等的重要值较高且

更新状态良好，进一步表明群落有可能向以中生性为

主的常绿阔叶林方向发展。
狭果秤锤树群落是华东和华南特有的植物群落，

赣北永修县的狭果秤锤树群落是目前发现的分布最

为集中、保存最为完好的野生原始狭果秤锤树群落。
本研究表明：狭果秤锤树幼苗、小树充足，径级结构完

整，该地比较适合其生长和发展。 但狭果秤锤树种群

扩大较为困难，推测主要原因为：１）虽然植物开花和

结果数量较多，但结籽率不高；２）果实大且外皮坚

硬，极少有动物进行远距离传播，坚硬致密的内果皮

也阻碍了种子的自然萌发［２９］；３）人为干扰破坏了种

群的栖息地［５］，残存的种群因缺乏杂合子而面临近

交衰退的风险［３０］。 珍稀植物的保护一直以来是保护

生物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３１］，涉及到人类生产生

活以及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等方

面。 对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应在对其开展充分资源

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其生理生态学特性，查明濒危原

因，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有条件的植物园或研究机

构应开展一系列抢救这些濒危植物的工程，比如针对

原生境的就地保护以及引种栽培等迁地保护方法等，
此外，还应加强宣传教育，发动普通大众加入到保护

野生植物资源的长远工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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