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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福建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常绿阔叶林是典型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之一. 9 600 m2 样地的调查与分析表

明:群落内共有维管束植物 258 种, 其中种子植物 228 种,隶属于 87科 156属, 植物的科属组成丰富. 群落内区系地理成

分复杂,热带与泛热带植物区系成分比例明显大于温带与泛温带区系成分, 具热带亚热带性质. 群落中, 中小型革质、全

缘、单叶、常绿、木本、高位芽植物是决定其外貌主要因素.群落成层现象明显,可分为 2 个乔木亚层、1~ 2 个灌木亚层和

草本层,层间植物较为丰富. 通过不同区域常绿阔叶林的比较, 无论区系组成与成分还是群落外貌和结构均体现了中亚

热带南缘常绿阔叶林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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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绿阔叶林( ev erg reen broad leaved forest )是在

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由壳斗科( Fagaceae)、

樟科( Lauraceae)、山茶科 ( T heaceae)、木兰科 ( Mag

noliaceae)等的常绿阔叶树种为主组成的森林植被类

型
[ 1]
,是亚热带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常

绿阔叶林发育典型、分布广、面积大、类型复杂多样,是

全球常绿阔叶林的主体, 在中国和世界植被中占有重

要位置,具有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 2 4] .

福建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简称梅花山自然

保护区)位于福建西部,地处武夷山脉(中亚热带)和戴

云山脉(南亚热带)之间的玳瑁山脉的核心区,保存着

完整的原生性常绿阔叶林,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 隶属

全球具有重要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过程的陆地生

态系统生态区中热带亚热带湿润阔叶林、中国东南亚

热带森林区域
[ 5]

,也是中国陆地优先保护生态系统重

点区域[ 6] .几十年来, 中国的植物学家、生态学家对常

绿阔叶林的区系成分、物种组成、外貌、结构、动态及其

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积累了丰富的资

料[ 1, 4] . 但截至目前,有关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常绿阔叶

林群落学特征方面的研究仍鲜见报道. 我们以样地和

样方调查资料为基础, 对其群落的物种组成、区系成

分、外貌和结构等进行分析来揭示群落学特征,以期为

深入了解其多样性维持机制和科学评价梅花山地区的

植被状况奠定基础, 同时为地带性植被的有效保护、可

持续利用及科学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 梅花山自然地理概况

梅花山自然保护区位于东经 116 45 25 ~

11 6 5 7 33 , 北纬25 1 5 1 4 ~ 2 5 3 5 44 , 总面积

22 168. 5 hm2 . 梅花山属武夷山脉南段与博平岭之间

的玳瑁山的主体部分, 最高海拔 1 811 m, 最低海拔

375 m, 为福建三大水系的发源地之一. 燕山运动奠定

了地貌的基本骨架, 经新构造运动和喜玛拉雅山运动,

形成了以山地为主的地貌. 本区成土母岩是花岗岩,

土壤从山麓至山顶依次为:红壤、黄红壤、黄壤以及山

地草甸土和沼泽土,具有较明显的垂直地带性分布规

律. 保护区年气温为 13~ 18 , 日均温 10 的年

活动积温 4 500~ 5 100 , 年降水量 1 700~ 2 200

mm, 相对湿度 70% ~ 96% ,霜期 15~ 25 d. 保护区的

森林覆盖率达 89% , 区内现有针叶林、针阔叶混交

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竹林、灌丛、草丛等植被型, 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

林[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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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 1 群落调查方法

2. 1. 1 样地与样方设置

在常绿阔叶林分布的海拔 350~ 1 300 m 区域,

从山脚到山顶沿海拔梯度每隔 200 m 设置一个面积

为 1 000~ 2 000 m2 的样地.在样地内的常绿阔叶林

群落的每个群丛调查 4 个 10 m 10 m 的典型样方.

因此,本次调查总计 5个样地, 9 600 m 2 ( 24 400) .

2. 1. 2 群落样方的调查

群落样方调查工作于 2005 2006年开展,群落样

方的具体调查方法参照文献[ 9]方法.

2. 2 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2. 2. 1 群落组成与区系分析

按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系统
[ 10]
和中国

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系统[ 11] 进行种子植物科属

区系分析.

2. 2. 2 群落外貌与结构分析

本文采用 Raunkiaer 的生活型分类系统
[ 12]
和武

吉华等的叶级谱 [ 13]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 1 植物区系的特征分析

3. 1. 1 种属组成的分析

据本次调查统计, 组成常绿阔叶林群落的维管束

植物 258种,分别隶属于 98科 186属(种子植物 87科

156属) .在种子植物中,樟科 21 种、壳斗科 19 种、山

茶科 14种、紫金牛科( M yrsinaceae) 7种、木兰科 7种、

冬青科( Aquifoliaceae) 6 种、茜草科( Rubiaceae) 6 种、

杜鹃花科( Ericaceae) 5种等, 这些科所含有的属种数

和所占比例及其所处的层次(乔灌层)说明它们是梅花

山自然保护区常绿阔叶林中的主导成员. 樟科植物的

数量大于壳斗科,表明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常绿阔叶林

具有从中亚热带南部的常绿阔叶林向南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过渡的特点.

3. 1. 2 科的分布区类型

根据吴征镒等
[ 10]
提出的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

区类型系统分析表明:热带分布的科占 55. 17% ,优势

较明显;北温带分布的科所占比例为 16. 09%, 东亚与

北美间断分布的科仅占 3. 45% (表 1) . 同时常绿阔叶

林中分布有较严格的热带科, 如番荔枝科( Annonace

表 1 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常绿阔叶林种子植物科属的区系成分统计

Tab. 1 Areal types o f families and genera of seed plants o f EBLF in Meihuashan Nature Reserv e

分布区类型 科数 占总科/ % 属数 占总属/ %

1.世界分布 21 24. 14 7 4. 49

2.泛热带分布及其变型 33 37. 93 39 25. 00

3.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及其变型 10 11. 49 7 4. 49

4.旧世界热带分布及其变型 3 3. 45 12 7. 69

5.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及其变型 1 1. 15 7 4. 49

6.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及其变型 6 3. 85

7.热带亚洲分布及其变型 1 1. 15 23 14. 74

8.北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14 16. 09 17 10. 90

9.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及其变型 3 3. 45 17 10. 90

10. 旧世界温带分布及其变型 3 1. 92

14. 东亚分布及其变型 12 7. 69

15. 中国特有分布 6 3. 85

合计 87 100. 00 156 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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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野牡丹科 ( M elastomaceae)、桃金娘科( My rtace

ae)、胡椒科 ( Piperaceae)、姜科( Zingiberaceae)等, 说

明该地区区系成分具有中亚热带南部向南亚热带过渡

带性质.

3. 1. 3 属的分布区类型

根据吴征镒[ 11] 提出的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

类型系统的划分标准进行统计(表 1) ,结果表明:地理

成分复杂多样, 属的分布类型以热带分布成分占优势,

且缺乏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温带亚洲分布和中

亚分布起源的物种成分, 说明梅花山常绿阔叶林群落

中的种子植物是热带分布起源的; 泛热带与热带成分

占 60. 26% ,温带与泛温带成分占 31. 41% , 说明该地

区种子植物区系的成分有大量的热带成分从其中心向

东延伸至此, 有较多南亚热带典型属如厚壳桂属

( Cryp tocar ya)、鹅掌柴属 ( Schef f lera )、猴耳环属

( Pi thecel lobium)、紫金牛属( A rd isia)等分布, 也有相

当的温带成分向南扩散而来,表明梅花山常绿阔叶林

群落的植物区系具有显著的由中亚热带南部向南亚热

带过渡的特点.

3. 2 群落生活型分析

3. 2. 1 群落植物性状组成

样地调查数据统计显示,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常绿

阔叶林中乔木、灌木、草本与藤本植物分别占总种数为

31. 8%, 36. 8% , 17. 2%, 14. 2%.

3. 2. 2 群落植物生活型分析

按 Raunkiaer
[ 12]
的生活型分类法划分各类植物

见图 1. 从图 1可看出, 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常绿阔叶

林植物群落中高位芽(包括藤本高位芽)植物占总数

的 81. 2% , 其中又以小高位芽植物居相对多数, 占

总数 23. 4% .

3. 3 群落植物叶的特征分析

按武吉华等[ 13] 制定的叶的性质和标准进行统计

(图2,表2) ,结果表明:常绿阔叶林植物群落中的叶级

Maph.大高位芽; Meph. 中高位芽; M iph. 小高位芽;

Nph. 矮高位芽; L iana.藤本高位芽; Chph.地上芽 ;

H eph.地面芽; Gph.地下芽; Thph. 一年生植物芽.

图 1 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常绿阔叶林植物生活型谱

F ig. 1 T he life fo rm spectrum o f EBLF in Meihuashan

Nature Reserve

MA .大型叶; ME.中型叶; M I.小型叶; NA. 微型叶.

图 2 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常绿阔叶林植物叶级的特征组成

F ig. 2 T he com position characterist ic of leaf scale o f EBLF

communities in Meihuashan Natur e Reserve

以中型叶和小型叶为主; 叶型中单叶占绝对优势; 叶质

中薄革质和草质的比例占优势, 是常绿阔叶林植物群

落的主要成分; 叶缘中全缘叶占较明显优势.

3. 4 群落的结构

常绿阔叶林群落垂直结构分层现象明显. 乔木层

表 2 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常绿阔叶林植物叶型、叶质、叶缘的特征组成

Tab. 2 The composition character istics of leaf t ype, leaf tex ture and leaf marg in of EBLF

communities in M eihuashan Nature Reserv e %

叶型

单叶 复叶

叶质

厚革质 薄革质 草质 薄叶

叶缘

全缘 非全缘

84. 8 15. 2 10. 1 45. 6 43. 5 0. 8 54. 6 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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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分化为 2个层,第 1层为建群层, 主要由栲属( Cas

tanop si s)、润楠属( M achi lus)、蕈树属 ( A lt ingia)、木

荷属( S chima)、含笑属( Michel ia)等属树种组成, 高

20~ 25 m,盖度 50% ~ 80%.第 2层通常是伴生树种,

如杜英属 ( Elaeocar pus)、楠木属 ( Phoebe )、黄杞属

( Engelhard tia)、石楠属( Phot inia)等属的种类, 高 10

~ 15 m, 盖度 20%~ 50% .灌木层植物也可 1~ 2个亚

层,组成较为丰富,如由杜鹃花属( Rhodod endr on)、柃

木属( Eurya)、冬青属( I lex )、越桔属( Vaccinium )、紫

金牛属( Ar disia)、树参属( Dendrop anax )、石斑木属

( Rhap hiolep i s)、粗叶木属( L asianthus)、箬竹属( I n

docalamus) 、蒲桃属( Sy z ygium )的种类以及乔木幼

树构成, 高 2~ 4 m, 盖度 30% ~ 50%. 草本层种类不

多,主要是禾本科、莎草科、菊科以及蕨类植物,高 0. 3

~ l m,盖度 10% ~ 30%. 层间植物以藤本为主, 如菝

葜属( Smilax )、酸藤子属( Embelia)、地锦属( Parthe

noci ssus)、鸡血藤 ( M illet tia r eti culata )、飞龙掌血

( Tod dal ia asiati ca )、流苏藤 ( Cop tosap elta di f f u

sa)、玉叶金花( Mussaenda p ubescens )、藤黄檀 ( D al

ber gia hancei )等. 附生植物以苔藓植物为主, 还可见

兰科和蕨类植物.

4 讨 论

4. 1 植物区系组成成分的比较

为了揭示本区的植物区系与其他地区的关系, 选

择黄山
[ 14]
、古田山

[ 15]
、武夷山

[ 16]
、金光湖

[ 17]
、和溪

[ 18]
、

鼎湖山
[ 19]
等不同纬度区域常绿阔叶林进行比较(表

3) ,常绿阔叶林植物区系组成成分从南至北, 泛热带与

热带成分所占比例递减; 温带与泛温带成分所占比例

则依次递增.保护区虽地处中亚热带,但其泛热带与热

带成分所占比例与地处南亚热带的值较为接近,而与

典型中亚热带的值差异较大;温带与泛温带成分也具

有类似特点.因此,梅花山常绿阔叶林植物区系具有由

中亚热带向南亚热带过渡的特点.

4. 2 群落生活型谱的比较

为了反映本区群落的生活型谱特点, 通过与黄

山[ 14]、峨眉山[ 20]、武夷山[ 21]、和溪[ 22]、鼎湖山[ 23] 等不

同区域的常绿阔叶林的生活型谱比较(表 4) .表明:从

南到北随着纬度的增加, 高位芽植物的比例呈下降趋

势,而地面芽植物和地下芽植物的比例则有增加趋势.

高位芽植物比例较武夷山(中亚热带)的相对较高, 较

和溪(南亚热带)的相对较低,说明梅花山自然保护区

常绿阔叶林植物群落的植物生活型呈现明显的地带过

渡性.

4. 3 群落植物叶的性质特征比较

为了体现本区群落植物叶的性质特征, 选择黄

山[ 14]、峨眉山[ 20]、武夷山[ 21]、和溪[ 22]、鼎湖山[ 23] 等不

同区域常绿阔叶林群落植物叶的性质特征进行比较

(表 4) . 从表 4可看出,本区常绿阔叶林植物的叶级以

中型叶和小型叶为主, 与福建省的南北两个区域比较

则居中且偏向地处南亚热带的相应值; 而中型叶的比

例较武夷山(中亚热带) 的相应值大,小型叶的比例较

武夷山的相应值小, 反映了保护区位于中亚热带南部

靠近南亚热带的地理位置特征和地带性过渡的特点.

另一方面,区内常绿阔叶林植物叶型以单叶占绝大多

数,全缘叶占相对多数.叶质以革质叶(厚革质和薄革

表 3 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常绿阔叶林群落中热带性与温带性成分所占比例

Tab. 3 The propor tion of tropical and temperate geogr aphical component o f EBLF in Meihuashan Nature Reserv e

群落位置 地理位置(北纬)
泛热带和热带成分所占比例/ %

科级水平 属级水平

温带与泛温带成分所占比例/ %

科级水平 属级水平

黄山 30 10 48. 15 41. 33 27. 16 52. 67

古田山 29 10 19 ~ 29 17 41 48. 98 51. 96 26. 53 43. 14

武夷山 27 33 ~ 27 54 51. 36 52. 29 23. 63 42. 44

梅花山 25 15 14 ~ 25 35 44 55. 17 60. 26 19. 54 31. 41

金光湖 24 45 59. 56 64. 96 17. 73 23. 66

和溪 24 23 ~ 25 05 61. 87 70. 05 16. 85 20. 50

鼎湖山 23 09 21 ~ 23 11 30 68. 83 78. 50 13. 58 1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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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区域常绿阔叶林群落植物生活型谱、叶的性质特征比较

Tab. 4 Comparison o f life fo rm spect rum and leaf character o f EBLF in Meihuashan Nature Reserv e with o ther areas %

地区
高位芽

植物

地上芽

植物

地面芽

植物

地下芽

植物

一年生

植物

叶级

大型叶中型叶小型叶微型叶

叶型

单叶 复叶

叶质

厚革质薄革质 草质 薄叶

叶缘

全缘 非全缘

黄山 72. 5 1. 5 18. 1 5. 9 2. 0 6. 9 44. 1 45. 6 3. 4 90. 2 9. 8 16. 7 27. 5 55. 8 0 45. 6 54. 4

峨眉山 73. 7 0 13. 7 9. 3 3. 3 9. 1 34. 8 46. 3 9. 8 85. 4 14. 6 18. 3 32. 9 47. 6 1. 2 49. 4 50. 6

武夷山 74. 0 4. 0 6. 0 12. 0 4. 0 5. 2 38. 6 51. 8 4. 3 85. 1 14. 9 13. 6 32. 5 51. 9 1. 0 52. 2 47. 8

梅花山 81. 2 1. 1 7. 8 7. 1 2. 8 2. 9 43. 5 47. 7 5. 9 84. 8 15. 2 10. 1 45. 6 43. 5 0. 8 54. 6 45. 4

和溪 83. 3 0 7. 9 5. 1 3. 7 10. 2 56. 0 31. 0 2. 8 81. 9 18. 1 3. 7 43. 5 49. 5 3. 3 67. 1 32. 9

鼎湖山 84. 5 5. 4 6. 0 4. 1 0 3. 3 87. 8 8. 9 88. 0 12. 0 15. 8 57. 2 24. 3 2. 7

质)占相对多数.单叶、全缘叶和革质叶的比例较武夷

山的相应值大, 较和溪的相应值小,亦显示过渡特征.

5 结 论

通过本次实地考察、调查与分析,关于梅花山自然

保护区的常绿阔叶林可得出以下结论:

1) 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在海拔高度为 350~ 1 300

m 的地带,目前保存着由 87科 156属 228种种子植物

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常绿阔叶林.

2) 组成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常绿阔叶林种子植物

热带性质的科与属数量明显大于温带性质的数量, 表

明其种子植物的区系具明显热带、亚热带性质.

3) 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常绿阔叶林群落植物性状、

生活型与叶的性质特征分析说明, 中、小型叶级的单

叶、革质、全缘、常绿叶以及高位芽的木本植物是决定

外貌的主要因素.

4) 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常绿阔叶林群落结构的分

层现象明显.其垂直结构可划分为乔木层(分为 2个亚

层)、灌木层(含 1~ 2 亚层)、草本层. 层间植物性状以

藤本为主,还有一些附生植物.

5) 通过梅花山自然保护区与不同纬度地区常绿

阔叶林的比较表明, 不仅在群落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

方面,而且在生活型谱和叶的性质特征方面均具有由

中亚热带南部向南亚热带过渡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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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 of Evergreen Broad leaved Forest in

Meihua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of Fujian

KONG Xiang hai, LI Zhen ji*

( School of L ife Sciences, X iamen U niversit y, X 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 he ever gr een bro ad leaved forest ( ELBF ) is the zonal vegetat ion in Meihuashan National Natur e Reserve ( MNNR,

25 15 14 ~ 25 35 44 N , 116 45 25 ~ 116 57 33 E) . On the basis o f 9 600 m2 sample plot investig ation and stat istical analysis, 258

species o f vascular plants w ere recorded. T her e w ere 228 species of seed plant s, belonging t o 156 gener a and 87 families. In the flor a o f

seed plant families and genera, the percentage value of those tr opical and subt ropical distribution was more than tho se of temperate

distr ibution. T hus, the flora o f the forest has str ong tropical and subtr opical char acteristic. T hr ough analyzing of life forms and leaf

char acter spectrum, the microphy lls, mesophy lls, leat her y, everg reen, sing le, and smooth margin leaves; w oody phanerophyt es w as

main facto rs w hich determine physiognom y of the EBLF in MNNR. The EBLF of MNNR manifests clea r st ratificat ion, ther e w ere ar

bor lay er, shrub layer, herbaceous layer as w ell as plants g rowing betw een layer s. The arbo r la yer can be furt her subdivided into tw o

recognizable sub layer s, and so does the shrub layer, in complete development community . T he EBLF o f MNNR show the feature o f

ELBF w hich distr ibutes in the sout h o f middle subtropica l zone, by comparison analysis w ith other r egions.

Key words: Meihuashan Nature Reser ve; ev erg reen broad leaved for ests; flo ra; community phy siognomy; communit 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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