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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小种群物种云南肉豆蔻的群落结构及其种群现状
马晨晨， 代　 俊， 肖之强， 杜　 凡∗

（ 西南林业大学 林学院， 昆明 ６５０２２４ ）

摘　 要： 云南肉豆蔻仅分布于云南南部局部区域的季节雨林中，作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植物与中国 １２０ 个极

小种群物种之一，目前尚未开展过种群学研究。 该研究根据建立于 １９９３ 年的固定样地监测资料，对西双版纳

州勐腊县 ６ 块 ５０ ｍ × ５０ ｍ 季节雨林样地中的云南肉豆蔻与样地中重要值较大的其他乔木树种进行比较，确
定云南肉豆蔻的群落地位，并根据样地建立初期抽样调查的云南肉豆蔻幼苗、幼树推测出当年样地中实生苗

的数量并与 ２０１６ 年的调查数量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样地中胸径≥５ ｃｍ 的木本植物共有 ２２３ 种，隶属于 ５６
科 １４０ 属。 云南肉豆蔻的分布海拔可达到 ８５０ ｍ，高于文献记载；６ 块样地中胸径≥５ ｃｍ 的云南肉豆蔻共有 １６
株，数量虽少，但是重要值相对较大，单种平均胸径高于样地平均水平；然而云南肉豆蔻生长缓慢、径级主要集

中于小径级，２３ 年间只记载 １ 株进界木；其核果主要靠重力和动物搬运传播，果实被动物啃食且不易保存导致

云南肉豆蔻幼苗及幼树数量较少、种群更新困难。 该研究结果为云南肉豆蔻的保护研究提供了基本依据。
关键词： 群落结构，重要值，胸径生长，种群现状，云南肉豆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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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肉豆蔻（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为肉豆蔻科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肉豆蔻属（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常绿乔木。 肉

豆蔻属有 １２０ 余种，中国有 ３ 种，其中 ２ 种产台湾地

区南部，仅云南肉豆蔻产大陆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景
洪市及红河州金平县等地局部（李延辉等 １９７９；吴
征镒等 １９７９）。 肉豆蔻属为旧世界热带分布属，是
典型古热带植物区系成分，云南肉豆蔻是中国大陆

本属植物唯一代表。 １９９９ 年就被 ＩＵＣＮ 收录为濒危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植物（汪松等，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
年被列为我国 １２０ 个极小种群物种之一（国家林业

局，２００９）。 由于分布范围狭窄，种群数量稀少，肉
豆蔻属植物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化学成分及药理活

性等方面（李建北等 ２００１；张勇等 ２０１４）。 云南肉豆

蔻作为热带雨林乔木亚层树种，在一些文献中被作

为代表种来说明热带雨林树种对不同生长光强的适

应（郭玉华等，２００４）、不同海拔幼苗的光合特性和

生物量（栗忠飞等，２００９）及幼苗生长死亡对海拔变

化的反应（栗忠飞等，２００５）等，然而目前尚无任何

有关云南肉豆蔻群落学和种群学的专题研究。
本研究根据 ２０ 余年来对西双版纳望天树热带雨

林中云南肉豆蔻种群的连续观测，对 ６ 块样地中云南

肉豆蔻的种群特征、数量、种群密度、胸径生长规律及

种群更新情况等进行研究以阐明其濒危原因。

１　 研究区域自然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东南部勐腊县为云南省最

南端，介于 ２１°２５′～２１°２８′ Ｎ，１０１°３４′～１０１°５２′ Ｅ 之

间。 勐腊县位于澜沧江大断裂以东，无量山南端最

尾部，地势东北部高，西北部和南部较低，多形成南

北走向的山岭和盆地。 研究区位于勐腊县东部蚌片

白沙河一带，海拔 ６９５～８５０ ｍ，接近沟谷 １５° ～３０°的
坡面上。 西双版纳地区主要受印度洋季风控制，属
于西部型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２１．７ ～ １５．１ ℃，２０
℃的等温线相当于海拔 ８５０ ｍ 的等高线，年温差

９．１～１０．４ ℃；最热月为 ６ 月（均温 １７．９ ～ ２５．５ ℃），
最冷月为 １ 月（均温 ８．８ ～ １６ ℃）；极端低温多年均

值 ５ ℃ 左右（徐永椿和姜汉桥，１９８７）。 年降雨量

１ １９３～２ ４９１ ｍｍ，有明显的干、湿季之分，降雨量最

少是 ２ 月，最多是 ７－８ 月（朱华等，２０１５）。 本区域

的地带植被为季节雨林（吴征镒，１９８７）。
１．２ 样地设置与调查

样地建立于 １９９３ 年，共 ６ 块 ５０ ｍ × ５０ ｍ 的季节

雨林永久性样地，面积为 １．５０ ｈｍ２，按照相邻网格法，
每块样地再划分成 ２５ 个 １０ ｍ × １０ ｍ 的样方，并抽取

９ 块 １０ ｍ × １０ ｍ 的样方记录高 １．５ ｍ 以上且胸径 ５
ｃｍ 以下的幼苗及幼树；再抽设 １０ 块 ２ ｍ × ２ ｍ 的小

样方记录高 １．５ ｍ 以下的幼苗、幼树。 以树高 １．３ ｍ
处胸径≥５ ｃｍ 为木本植物的起测径阶，记录其胸径、
树高、树冠级、冠幅、生活力、物候、坐标等 ８ 项因子，
用油漆在树干上编号，并在胸径位置用油漆画横线标

记。 以后每隔 ２～３ ａ 复测 １ 次，现已复测 １１ 次，并对

样地中胸径新达到 ５ ｃｍ 的云南肉豆蔻（进界木） 继

续顺序编号，并记录上述 ８ 项因子。
１．３ 数据分析方法

林分平均胸径 Ｄｇ ＝ ［（ｄ１
２＋ｄ２

２＋………＋ｄＮ
２） ／ Ｎ］１／ ２

式中，Ｄｇ为林分平均胸径； ｄｉ
２为第 ｉ 株胸径的

平方和； Ｎ 为优势树种样木总株数。
乔木层重要值 ＩＶ＝（相对多度＋相对频度＋相对

优势度） ／ ３
式中，相对多度 ＝ （某个种的个体数 ／全部植物

的个体数）×１００； 相对频度＝（某个种在全部样方中

的频度和 ／所有种频度之和） ×１００； 相对优势度 ＝
（某个种的胸高断面积 ／样方中全部个体胸高断面

积总和）×１００； 胸高断面积＝π×（ＤＢＨ ／ ２） ２，式中，π
为圆周率，ＤＢＨ 为胸径。
１．４ 径级、高度级划分

云南肉豆蔻数量稀少且无木材解析资料，本文采

用径级结构代替年龄结构分析云南肉豆蔻种群结构

特征（蔡飞等 １９９７；康华靖等 ２００７）。 根据云南肉豆

蔻的生活史特征，将种群划分为 ６ 个大小级：Ｉ． 幼苗

（Ｓ１），个体高度 ０＜Ｈ＜１５０ ｃｍ；ＩＩ． 幼树（Ｓ２），Ｈ≥１５０
ｃｍ，ＤＢＨ＜５ ｃｍ；ＩＩＩ． 小树（Ｓ３），５ｃｍ ≤ＤＢＨ＜１０ ｃｍ；
ＩＶ． 中龄树（Ｓ４），１０ ｃｍ≤ＤＢＨ＜１５ ｃｍ；Ｖ． 成年树（Ｓ５），
１５ ｃｍ≤ＤＢＨ＜３０ ｃｍ；ＶＩ． 大树（Ｓ６），ＤＢＨ≥３０ ｃｍ。

４８７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表 １　 固定样地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ｌｏｔｓ

样地号
Ｐｌｏｔ

ｎｕｍｂｅｒ

地理位置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坡度
Ｓｌｏｐｅ

地点
Ｐｌａｃｅ

地形特征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５ ２１°３６′４８．４８″ Ｎ，
１０１°３４′４６．１１″ Ｅ

７２０ ＮＥ ６° ～３０° 补蚌南沙河
Ｂｕｂｅｎｇ Ｎａｎ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低山，沟边，下平近上陡，越过小山脊
Ｌｏｗ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ｂｅｓｉｄｅ ｏｆ ｇｉｌｌ， ｆｌａｔ ｄｏｗｎｓｉｄｅ， ｃｒｏｓ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ｒｉｄｇｅ

６ ２１°３７′３１．７３″ Ｎ，
１０１°３４′４９．２１″ Ｅ

７４０ ＳＥ ６° ～４０° 补蚌南沙河
Ｂｕｂｅｎｇ Ｎａｎ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低山，下部近沟边，上部近山脊，近下平，上极陡
Ｌｏｗ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ｄｏｗｎｓｉｄｅ ｎｅａｒｂｙ ｔｈｅ ｓｉｄｅ ｏｆ ｇｉｌｌ， ｕｐｓｉｄｅ
ｎｅａｒｂｙ ｔｈｅ ｒｉｄｇｅ， ｆｌａｔ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ｂｅｌｏｗ， ｓｈａｒｐ ｓｔｅｅｐ ｕｐｓｉｄｅ

７ ２１°３７′３３．７２″ Ｎ，
１０１°３５′０６．７７″ Ｅ

７２０ ＮＥ ２０° ～３５° 补蚌白沙河
Ｂｕｂｅｎｇ Ｂａｉ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低山，靠近小溪，较陡
Ｌｏｗ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ｅａｒｂｙ ａ ｓｔｒｅａｍｌｅｔ， ｓｔｅｅｐｅｒ

８ ２１°３７′３１．１６″ Ｎ，
１０１°３４′５４．５１″ Ｅ

７６０ Ｎ２０° １０° ～２５° 补蚌白沙河
Ｂｕｂｅｎｇ Ｂａｉ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低山，靠近小溪，下平上陡
Ｌｏｗ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ｅａｒｂｙ ａ ｓｔｒｅａｍｌｅｔ， ｆｌａｔ ｄｏｗ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ｐ ｕｐｓｉｄｅ

９ ２１°３６′４４．６７″ Ｎ，
１０１°３４′３４．２１″ Ｅ

７６０ ＳＥ３０° ２０° ～３０° 补蚌南沙河
Ｂｕｂｅｎｇ Ｎａｎ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低山，中部，坡度较均匀
Ｌｏｗ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ｍｏｏｔｈ ｓｌｏｐｅ

１０ ２１°３６′３６．９３″Ｎ，
１０１°３４′４０．５４″Ｅ

８５０ ＳＥ １５° ～３０° 补蚌南沙河
Ｂｕｂｅｎｇ ｎａｎ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低山，中上部，上陡
Ｌｏｗｅ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ｕｐｐｅｒ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ｔｅｅｐ ｕｐｓｉｄ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物种组成及区系特征

２０１６ 年复测时 ６ 块样地共记录胸径≥５ ｃｍ 的

木本植物 ２２３ 种，性状包括乔木、灌木和木质藤本，
隶属于 ５６ 科，１４０ 属。 优势科有樟科（９ 属 ２５ 种），
番荔枝科（９ 属 １６ 种），大戟科（９ 属 １４ 种），茜草科

（８ 属 １０ 种），桑科（６ 属 １４ 种），楝科（６ 属 １１ 种）。
根据吴征镒对中国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型的划分

（１９９１），样地中的木本植物属可划分为 ９ 个类型和

７ 个变型，热带成分占绝对优势，达 ９２．１４％；热带成

分中比重最高的为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

布，包括 ５１ 属，占 ３６．４３％；此外还有少量的温带成

分和东亚成分，分别占总属数的 ５％和 ２．８６％。
现采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的复测数据对云南肉豆蔻

和群落中优势种的生长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样地内共记录胸径≥５ ｃｍ 的木本植物２ ２５９株，

个体数≥１０ 的树种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７８．５７％。
有 ８ 种的个体数＞５０，包括假海桐、望天树、木奶果、
蚁花、梭果玉蕊、金钩花和红光树，其个体数占总个

体数的 ４６．４４％，是构成热带雨林乔木层的主要树

种。 个体数≤３ 的种总个体数 ２２７ 株，其中偶见种

（２～３ 个）１５３ 种，稀有种（１ 个）７４ 种，分别占总物

种数的 ６．７７％和 ３．２８％。 样地中胸径＞５ｃｍ 的云南

肉豆蔻共计 １６ 株，占个体总数的 ０．７１％。 样地中木

本植物的平均胸径为 １７．１ ｃｍ，而云南肉豆蔻的平均

胸径 １８．７ ｃｍ，高于样地平均水平。 平均胸径最大的

糖胶树（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ｉｓ）、多花白头树（Ｇａｒｕｇａ ｆｌｏ⁃
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ｉ）和黑黄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ｆｕｓｃａ）分别

为 １４１．４ ｃｍ、８０．０９ ｃｍ 和 ７５．２ ｃｍ，均只有 １～２ 个植

株；个体数最多的假海桐平均胸径只有 ７．５ ｃｍ。 望

天树平均胸径 ３６．４ ｃｍ，且个体数量较多、生长良好，
是季节雨林群落的优势种。

望天树和假海桐的重要值最大，分别为１２．４３６ ２
和６．７９４ ７。 其他重要值大于 １ 的物种有 ２１ 种，大于 ２
的 ４ 种。 云南肉豆蔻的重要值为０．８０７ ０，排名第 ２６
位，是构成热带雨林群落的主要伴生树种。
２．２ 云南肉豆蔻种群胸径生长

表 ４ 表明，云南肉豆蔻胸径最高年增长０．３７８ ７
ｃｍ，最低年增长０．００８ ７ ｃｍ，平均年增长０．０９０ ８ ｃｍ。
平均胸径从 １７．２ ｃｍ 增长到 １９．２ ｃｍ，２３ 年胸径增加

２．０ ｃｍ。 考虑到不同树种在一生中生长高峰出现的

早晚及延续期限不同，一般阳性树种生长最快的时

期多在 １５ ａ 前后出现，以后则逐渐减慢，耐阴树种

生长高峰出现较晚，多在 ５０ ａ 以后，且延续期较长

（陈有民等，２０１１）。 云南肉豆蔻作为乔木亚层树

种，具有更加耐阴的特性，不适应强光照环境（栗忠

飞等，２００９）。 若不考虑云南肉豆蔻的生长大周期，仅
根据样地中每株云南肉豆蔻的年胸径增长量（表 ４），

５８７６ 期 马晨晨等： 极小种群物种云南肉豆蔻的群落结构及其种群现状



表 ２　 样地中木本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ｏｔ

分布区类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属数
Ｎｏ．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百分比
Ｒａｔｅ （％）

２ 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３０ ２１．４３

２．２ 热带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 ＆ Ｃ． ｔｏ Ｓ．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 ０．７１

３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７ ５．００

４ 旧世界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４ １０．００

４．１ 热带亚洲、非洲（或东非、马达加斯加）和大洋洲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Ａｆｒｉｃａ （ｏｒ Ｅ． Ａｆｒ．，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 １．４３

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 Ｔｒｏ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２ ８．５７

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 Ａｆｒｉｃ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５ ３．５７

７ 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Ｔｒｏｐ． Ａｓｉａ （Ｉｎｄｏ⁃Ｍａｌｅｓｉ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５１ ３６．４３

７．１ 爪哇（或苏门答腊）、喜马拉雅间断或星散分布到华南、西南
Ｊａｖａ（ｏｒ Ｓｕｍａｔｒａ），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ｔｏ Ｓ．， ＳＷ．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ｏｒ 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 １．４３

７．２ 热带印度至华南（尤其云南南部）分布
Ｔｒｏｐ． Ｉｎｄｉａ ｔｏ Ｓ． Ｃｈｉｎａ （ｅｓｐ． Ｓ． Ｙｕｎｎ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 ０．７１

７．３ 缅甸、泰国至华西南分布
Ｂｕｒｍａ，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ｔｏ ＳＷ．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 １．４３

７．４ 越南（或中南半岛）至华南（或西南）分布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ｏｒ Ｉｄ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ｔｏ Ｓ． Ｃｈｉｎａ（ ｏｒ ＳＷ．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 １．４３

热带成分小计（２－７．４）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ｕｂｔｏｔａｌ（２－７．４）

１２９ ９２．１４

８ 北温带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 １．４３

９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Ｅ． Ａｓｉａ ＆ Ｎ． Ａｍｅ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５ ３．５７

温带成分小计（８－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８－９）

７ ５．００

１４ 东亚分布
Ｅ． Ａｓｉ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 １．４３

１４．１ 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Ｓｉｎｏ⁃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 １．４３

东亚成分小计（１４－１４．１）
Ｅ． Ａｓｉａ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１４－１４．１）

４ ２．８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４０ １００．００

推测出树龄＜５０ ａ 的有 ３ 株，可见群落中的云南肉豆

蔻基本已处于生长高峰期，呈缓慢增长趋势（图 １）。
２．３ 种群结构及更新

表 ５ 显示，６ 块样地划分为 １５０ 个 １０ ｍ × １０ ｍ
的小样方，其中 １６ 株胸径＞５ ｃｍ 的云南肉豆蔻仅见

于 １２ 个小样方中，出现率为 ８％，最多的 １ 个小样方

中有 ３ 株；样地 ５ 中有 ７ 株，可看出云南肉豆蔻的种

群分布不均匀，分布格局为集群分布。 样地建立初

期（１９９３ 年），在抽样的 ５４ 个 １０ ｍ × １０ ｍ 和 ６０ 个

２ ｍ × ２ ｍ 的小样方中有云南肉豆蔻 ７ 株，仅见于样

地 ０５、０６、０７ 中。 其中高 １．５ ｍ 以上的 ３ 株分布于

样地 ０６ 和 ０７；高度 １．５ ｍ 以下 ４ 株只分布于样地

０５。 根据样地 ０８ 进界木的年增长量计算出样地 ０８
在 １９９３ 年有幼苗、幼树分布。 推测 １９９３ 年样地中

有 １７２ 株云南肉豆蔻幼苗及幼树。 ２０１６ 年复测时 ６
块样地中记录云南肉豆蔻幼苗和幼树 １０９ 株， 数量

６８７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表 ３　 季节雨林样地胸径≥５ ｃｍ 及重要值＞０．４ 树种的分布和生长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ＢＨ≥５ ｃｍ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 ０．４） ｉ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ｐｌｏｔ

物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

平均胸径
Ｍｅａｎ ＤＢＨ （ｃｍ）

胸高断面积
Ｂａｓａｌ ａｒｅａ （ｍ２）

重要值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ｖａｌｕｅ

望天树 Ｐａｒａｓｈｏｒ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２０１ ３６．４３ ２０９ ３９７．７３ １２．４３６ ２
假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 Ｉｃａｃｉｎａｃｅａｅ ３８４ ７．５４ １７ １３２．８９ ６．７９４ ７
木奶果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１２７ １３．４２ １７ ９４６．３４ ３．０３８ ０
蚁花 Ｍｅｚｚｅｔｔｉｏｐｓｉｓ ｃｒｅａｇｈｉｉ 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１１２ １０．１３ ９ ０１８．４３ ２．４２６ ４
山韶子 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ｃｈｒｙｓｅｕｍ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３１ ３２．０５ ２５ ００４．６３ １．９３０ ０
梭果玉蕊 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ｉａ ｆｕｓｉｃａｒｐａ Ｌｅｃｙｔ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６４ １６．８５ １４ ２７０．８０ １．８８４ ５
钝叶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ｅｊｏｌｇｈｏｔａ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２９ ３３．４８ ２５ ５１６．８３ １．８５９ ７
绒毛番龙眼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１９ ４２．４１ ２８ ６７０．０２ １．８５０ ０
金钩花 Ｐｓｅｕｄｕｖａｒｉａ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５９ １４．８４ １０ ２０６．５１ １．６９６ ３
红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ｆｕｒｆｕｒａｃｅａ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５１ １６．２３ １０ ５４５．１３ １．５２９ ８
滇南溪桫 Ｃｈｉｓｏｃｈｅｔｏｎ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５１ １２．１６ ５ ９２０．６７ １．３９０ ９
大花柃 Ｅｕｒｙａ ｍａｇｎｉｆｌｏｒａ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４０ １６．０７ ８ １０７．４９ １．３２４ ２
尾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ｌａｎｇｋｏｋｅｎｓｉｓ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３２ ２１．２２ １１ ３１０．６７ １．２８２ ９
毛果猴欢喜 Ｓｌｏａｎｅａ ｄａｓｙｃａｒｐａ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１７ ３５．１５ １６ ４９１．８４ １．２２４ ８
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ｆｏｒｄｉａｎａ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９ ４７．８７ １６ １８８．１９ １．２２０ ０
云树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ａｅ ３９ １３．６０ ５ ６６０．８０ １．２０２ ５
毒鼠子 Ｄｉｃｈａｐｅｔａｌｕｍ ｇｅｌｏｎｉｏｉｄｅｓ Ｄｉｃｈａｐｅｔａｌａｃｅａｅ ４２ １１．４５ ４ ３２１．４４ １．１８８ ２
网脉肉托果 Ｓｅｍｅ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１８ ３０．１１ １２ ８０９．７６ １．１４１ ９
毛叶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１０ ４４．２２ １５ ３５１．７３ １．０７１ ７
阔叶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ｌａｔｉｌｉｍｂｕｍ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３７ １２．７４ ４ ７１７．８８ １．０６８ ５
五桠果叶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ｄｉｌｌｅｎｉｉｆｏｌｉａ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３９．４０ １３ ４０１．９０ １．０６４ ４
毛叶岭南酸枣 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ｌａｋｏ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ｈｉｒｓｕｔａ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７ ４６．５８ １１ ９２３．８０ ０．９４０ ８
黑毛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ａｔｒｏｔｒｉｃｈａ 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２４ １４．２７ ３ ８３５．７１ ０．９０１ ３
滇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２０ ２３．８０ ８ ８９３．４６ ０．８７３ ７
红果葱臭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ｂｉｎｅｃｔｅｒｉｆｅｒｕｍ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２１ １５．５９ ４ ００９．１０ ０．８６４ ６
云南肉豆蔻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１６ １８．６７ ４ ３７８．２３ ０．８０７ ０
印度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ｓ ｉｎｄｉｃａ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８ ３５．７２ ８ ０１２．８９ ０．７８４ ６
云南臀果木 Ｐｙｇｅｕｍ ｈｅｎｒｙｉ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１０ ３４．７４ ９ ４７４．１６ ０．７５１ ５
香花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ｐａｎａｍｏｎｊａ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８ ２８．７８ ５ ２０３．３５ ０．６６１ ８
白颜树 Ｇｉｒｏｎｎｉｅｒａ ｓｕｂ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１７ １５．５３ ３ ２１６．５０ ０．６４４ ５
棒柄花 Ｃｌｅｉｄｉｏｎ ｂｒｅｖｉ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ｕｍ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１７ ９．３９ １ １７５．８５ ０．６１８ ５
银钩花 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ｔｈｏｒｅｌｉｉ 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１５ １１．３６ １ ５１９．３７ ０．６０４ ０
披针叶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１６ ９．３４ １ ０９４．６４ ０．６００ ２
李榄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ｌｉｎｏｃｉｅｒｏｉｄｅｓ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１３ １７．８５ ３ ２５０．５１ ０．５８６ ９
腺叶暗罗 Ｐｏｌｙａｌｔｈｉａ ｓｉｍｉａｒｕｍ 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１８ １３．３２ ２ ５０８．２８ ０．５６５ ０
云南割舌树 Ｗａｌｓｕｒ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１３．９０ １ ６６７．２１ ０．５５１ ５
蓝果谷木 Ｍｅｍｅｃｙｌｏｎ ｃｙａｎｏｃａｒｐｕｍ Ｍｅ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１７．２０ ２ ５５３．１０ ０．５２６ ９
锥花三宝木 Ｔｒｉｇｏｎｏｓｔｅｍｏｎ ｔｈｙｒｓｏｉｄｅｕｓ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１１ １１．２２ １ ０８６．６１ ０．５２６ １
四果野桐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ｔｅｔｒａｃｏｃｃｕｓ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１７ １１．９５ １ ９０５．２１ ０．５２３ ９
多脉藤春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ｔｓａｎｇ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１２ １３．２０ １ ６４２．２９ ０．５０１ ９
∗染木树 Ｓａｐｒｏｓｍａ ｔｅｒｎａｔｕｍ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２１ ６．６１ ７２０．８６ ０．４６７ ９
辛果漆 Ｄｒｉｍｙｃａｒｐｕｓ ｒｙｃｅｍｏｓｕｓ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１０ １０．６１ ８８４．１４ ０．４３９ ２
小叶红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ｇｌｏｂｕｌａｒ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１２ １２．８３ １ ５５０．５８ ０．４３４ ６
泰国黄叶树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ｉａｍｅｎｓｅ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１０ １９．９６ ３ １２７．４４ ０．４１０ ８
滇紫金牛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６ １３．９８ ２ ４５４．２５ ０．４０６ ６

　 注： “∗”性状为灌木，其余种均为乔木
　 Ｎｏｔｅ： “∗” ａｒｅ ｓｈｒｕｂ， ｏ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ｔｒｅｅ．

７８７６ 期 马晨晨等： 极小种群物种云南肉豆蔻的群落结构及其种群现状



表 ４　 １６ 株云南肉豆蔻的胸径变化 （单位： ｃｍ）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ＢＨ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Ｕｎｉｔ： ｃｍ）

样地号
Ｐｌｏｔ

ｎｕｍｂｅｒ

植株
序号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年份 Ｙｅａ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初测树高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ｒｅｅ ｉｎ
１９９３

年增长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５ １ ２１．１ ２１．６ ２１．８ ２２．０ ２２．６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４ ２２．７ ２２．８ ２３．２ ２２．７ １８．０ ０．０６９ ６

５ ２ ７．４ ８．３ ８．３ ８．３ ８．４ ８．４ ８．５ ８．５ ８．５ ８．７ ８．６ ８．６ ９．０ ０．０５３ ９

５ ３ １０．３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２．５ ０．０１７ ４

５ ４ １２．４ １２．４ １２．４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９ １２．７ １２．６ １６．０ ０．００８ ７

５ ５ ８．４ ８．５ ８．５ ８．６ ８．８ ８．８ ８．９ ８．９ ９．０ ９．２ ９．４ ９．５ ９．０ ０．０４７ ８

５ ６ ４２．３ ４２．３ ４２．４ ４２．５ ４２．７ ４２．８ ４２．９ ４２．９ ４３．０ ４３．５ ４３．３ ４３．７ １８．０ ０．０６０ ９

５ ７ ３０．３ ３０．８ ３１．０ ３１．４ ３２．１ ３３．２ ３４．１ ３４．４ ３４．９ ３５．９ ３５．９ ３６．７ １７．０ ０．２７８ ３

６ ８ １９．７ ２０．０ ２０．１ １９．５ １９．７ ２０．０ １９．９ ２０．１ １９．２ ２０．１ ２０．０ ２１．０ １４．０ ０．０５６ ５

６ ９ ７．３ ７．５ ７．５ ７．５ ７．７ ７．６ ７．６ ７．７ ７．７ ７．７ ７．７ ７．７ ５．９ ０．０１７ ４

６ １０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６ ８．９ ８．６ ８．９ ８．８ ８．８ ８．７ ８．８ ８．８ ７．８ ０．０２６ １

７ １１ ６．５ ６．６ ６．６ ６．８ ６．９ ７．７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３ ８．４ ７．０ ０．０８２ ６

７ １２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７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３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７ ９．８ ０．０５２ ２

７ １３ ９．３ １１．１ １１．４ １２．２ １３．０ １４．０ １４．８ １５．５ １６．４ １６．６ １７．３ １８．０ ７．０ ０．３７８ ７

８ １４ ５．２ ５．４ ５．６ ７．５ ０．０９７ ５

９ １５ ８．１ ８．５ ８．６ ８．９ ９．６ ９．９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８ １１．３ １１．７ １２．５ ９．５ ０．１９１ ３

１０ １６ ６．５ ６．５ ６．５ ６．５ ６．５ ６．５ ６．５ ６．６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８ ９．０ ０．０１３ ０

平均胸径
Ｍｅａｎ ＤＢＨ

（ｃｍ）

１７．２ １７．４ １７．５ １７．６ １７．９ １８．１ １８．３ １８．４ １８．６ １８．９ １９．０ １９．２ — ０．０９０ ８

图 １　 云南肉豆蔻 ２３ 年平均胸径增长情况
Ｆｉｇ． １　 Ｍｅａｎ ＤＢＨ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ｏｆ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ｉｎ ２３ ｙｅａｒｓ

比 １９９３ 年少，分布不均匀，幼苗最多处 ２０ ｍ２内达 ６ 株。
包括进入乔木层的个体及幼苗幼树，２０１６ 年 ６

块样地中共记录云南肉豆蔻 １２５ 株。 从种群结构来

图 ２　 云南肉豆蔻种群径级结构
Ｆｉｇ． ２　 Ｓｉｚ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看，幼苗数量多，高度 ０＜Ｈ＜１５０ ｃｍ 的个体有 ９３ 株。
云南肉豆蔻种群立木 Ｓ１ ～ Ｓ６ 级均存在且逐渐减少

呈明显的金字塔形，虽然种群个体数量较少，但仍为

稳定种群。

８８７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表 ５　 ２０１６ 年云南肉豆蔻幼苗更新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ｉｎ ２０１６

样地号
Ｐｌｏｔ ｎｕｍｂｅｒ

胸径≥５ ｃｍ
ＤＢＨ≥５ ｃｍ

１９９３ 年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年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

胸径＜５ ｃｍ、树高≥１．５ ｍ
ＤＢＨ＜５ ｃｍ，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ｒｅｅ≥１．５ ｍ

１９９３ 年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年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

树高＜１．５ ｍ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ｒｅｅ＜１．５ ｍ

１９９３ 年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年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５ ７ ７ ８ ３ ７５ ７３

６ ３ ３ ３６ ４ ７ ５

７ ３ ３ ２７ ７ １３ １１

８ ０ １ ２ ２ ４ ４

９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５ １６ ７３ １６ ９９ ９３

图 ３　 云南肉豆蔻生长情况　 ａ－ｂ． 幼苗及生境； ｃ． 幼树； ｄ． 成年植株； ｅ． 果实

Ｆｉｇ． 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ａ－ｂ． Ｓ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 Ｙｏｕｎｇ ｔｒｅｅｓ； ｄ． Ａｄｕｌ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ｅ． Ｆｒｕｉｔ．

３　 讨论与结论

据《中国植物志》和《云南植物志》记载：云南肉

豆蔻生于海拔 ５４０ ～ ６５０ ｍ 的山坡或沟谷斜坡的密

林中。 本研究区的云南肉豆蔻分布于海拔 ８５０ ｍ 以

下的沟谷季节雨林中，海拔范围明显大于文献记录。
云南肉豆蔻群落中胸径≥５ ｃｍ 的物种有 ５６ 科 １４０

９８７６ 期 马晨晨等： 极小种群物种云南肉豆蔻的群落结构及其种群现状



属 ２２３ 种，以樟科、番荔枝科、大戟科、茜草科、桑科

及楝科等热带科为主，热带成分占绝对优势。 进入

乔木层中的 １６ 株云南肉豆蔻的平均胸径稍高于样

地中所有树种个体的平均值，胸高断面积和重要值

均为中等水平。 小树和中龄树有 １１ 株，胸径平均年

增长０．０９０ ８ ｃｍ，生长速度缓慢。 相比之下，望天树

作为热带雨林群落的建群种，无论是在平均胸径、胸
高断面积还是重要值方面都远高于其他树种。

２３ 年来，６ 块样地中只有 １ 株云南肉豆蔻进界

木，而具有相同个体数量的滇南马钱有 ７ 株进界木、
滇紫金牛有 ４ 株进界木、披针叶楠有 ２ 株进界木；个
体数量 １７ 株的四果野桐有 ６ 株进界木；个体数量

１５ 株的银钩花 ２ 株。 １９９３ 年在对样地 ０６ 的小样方

抽样调查时录到 １ 株胸径＜５ ｃｍ、高度 ４．８ ｍ 的云南

肉豆蔻，直至 ２０１６ 年也未见其进界，一方面说明该

树种个体数量少、生长缓慢，也说明更新能力很差。
云南肉豆蔻果实为核果，成熟果长 ４ ～ ５．５ ｃｍ，

直径约 ３ ｃｍ，果壳成熟时开裂，种子具深红色假种

皮，种仁及假种皮芳香，果可食，这一方面表明其种

子是靠重力和动物搬运传播的，另一方面由于动物

啃食减少了有效种子的数量。 此外，云南肉豆蔻果

实成熟期是 ３－６ 月，其种子富含油脂，种子成熟落

地时正值高温多雨季节，此时种子容易酸败腐烂，保
存时间短。 也就是说，云南肉豆蔻种子一部分被动

物啃食后，又有一部分因为无法保存而丧失发芽能

力。 如此多种原因，使得云南肉豆蔻种子落地后能

萌发成为幼苗的种子数量稀少。 如在本次调查的 ６
块样地中，只见到 １ 颗具完整果壳及假种皮的种子，
多数假种皮撕裂，种核被动物搬运扩散或啃食。 这

或许是云南肉豆蔻幼苗及幼树成集群分布和数量稀

少的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云南肉豆蔻幼苗、幼树基本无通

直茎干，原因可能是热带雨林区降雨量大，群落郁闭

度高、乔木层高且层次复杂及藤本植物发达，从林层

不同高度掉落的枯枝、枯干较多，使得林下幼苗、幼
树多被枯落物砸倒或砸断头，这一情况可能与其生

长缓慢有关。
所设置的 ６ 块样地均处于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

内，但保护区范围外基本被垦殖为橡胶园，云南肉豆

蔻所属的热带雨林面积显著缩小，因此必须加强自

然保护区的管理，遏制热带雨林的减少。 此外还要

开展引种繁殖和迁地保护工作。 有关云南肉豆蔻的

整个生活史及生物学特性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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