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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咸丰长穗桑的生境与种群结构初探 

陈中义，覃方贞 

(湖北农学院园艺系，湖北荆州 434103) 

摘 要：初步调查了湖北成丰长穗桑种群17株个体，主要结果表明：咸丰长穗桑种群个体一般生长在人类频 

繁的干扰区内，遭到人们的太肆砍伐和破坏。其种群结构为倒金字塔形，缺乏幼苗和幼树，为衰老型种群；种 

群雌雄性 比为 1．83：1，种群的生殖力和 自我更新降低 必须太力加强对成丰长穗桑的就地和迁地保护的研 

究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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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 iminary research on the habitat and 

popul ation structure of M orus wittiorum 

in Xianfeng county，Hubei province 

CHEN Zhong—yi，QIN Fang—zhen 

f Hort~}-ulture Departm~tt， Agricultural College，Jingzhou{34103，China) 

&bslrac!r~eveDteen indi~，iduab of the A{ ￡￡2 e popu]atiot~had been investigated：n Xianleng County 

Hubei province．It showed that they grow within the areas which continually disturbed by human beings 

They v~,ege lopped and destroyed by peopte without restraint．The population senile form —because its scruc 

rure g,,as inverse pyram d form，lacking seedlings and Juverdle plants．Its sex ratio(female／male)was I．83：1 

H d the fccundity and renewa[were cut down in natural condition．】l is important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Ln 

c~uding in sim conservation and ex situ conservation)tO conserve the M a*'us z~qtliorum population． 

Key words：M 。 wittiorum }habitat：population structure 

长穗桑 (Morus wittiorum Hand．一Mazz．)愿产于 

我国．现零星分布于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西藏、 

湖南、湖北等省的山区，种群数量少，规模小，极其 

濑危 “ 作为桑树的野生近缘种，长穗桑具有多方 

面的重要价值，急需大力研究和保护 调查资料表 

明．铷北省成丰县有少量长穗桑零星分布 ，其个体 

分布可能相对集中一些⋯ 为此 ，《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行动计划》一书中特别提到，湖北省威丰县尖 

山区作为长穗桑的残存地点，应该受到优先的保 

护 。笔者曾于 1 998年 3月、5月和 l999年 5月 3 

次赴湖北省成丰县的尖山、星斗山一带进行长穗桑 

的野外种群个体搜寻和调查，初步调查了咸丰长穗 

桑的生境与种群结构，旨在为有效地保育该种植物 

提供科学依据。 

收稿 日期 ：2000～础 0j 

作者简卉：陈中 (1 955)-男，硕士，湖北蕲春人，副教授 ．占L事植物学、保护生物学的教学和研究 

基金项 且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97J 064)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期 陈中义等 ：湖北咸丰长穗桑的生境与种群结构初探 301 

l 研究地 区概况 

咸丰县位于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西 

南部，云贵高原东延武陵山余脉与大 巴山之间， 

1 D8。37 8 ～109。20 8 E，29o1 9 28 ～30。2 54 N。境 

内山峦起伏，重岩迭嶂，整个地势大致由东北向西 

南逐渐倾斜 ，海拨为 6∞～l 750 ITI以上 ，相对高差 

约 1]00 m。气候属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年平 

均温度 14．0 C，最冷月平均温度 10．6。C，最热月平 

均温度 18．5 C，极端最低温度一1 3．0。C．极端最高 

温度 37．0。C，≥10。C年活动积温 4 337．7。C，无 

霜期 263．1 d，年均降水量 1 528 3 mm，年均蒸发 

量 l 106．0 mD]，相对湿度 83 。土壤母质以石灰岩 

和沙质 页岩为主 ，土壤类型主要为黄壤和黄棕壤， 

受气候和成土母岩分布的影响，土壤有明显的垂直 

分布和区域性分布规律。本研究主要在咸丰的尖 

山、星斗山一带进行，其中星斗山位于成丰、利川、 

恩施三县交界处，为研究的方便，把星斗山分布的 

长穗桑植株均归于成丰种群 内。 

2 研 究方法 

观察长穗桑的生长环境，记录调查到的长穗桑 

种群每一个体的高度、主干直径、性别、主要分枝 

数 分布地点、被破坏情况等；以长穗桑个体为中 

心一记录 10 In×10 In的样方 内出现的主要伴生种 

名称 。 

3 结果与分析 

3．1长穗桑种群的生境与数■分布 

通过 3次实地调查，共发现长穗桑 l7株。长穗 

桑一般零星分散生长在山谷、溪沟南面的悬崖上或 

河岸边，植株间距离较大，一般都在 Z00 m以上，甚 

至达几十公里，少数植株间距较近，在 50 m以内， 

其中尖山区羌家河一带有 3株，星斗山芭蕉溪一带 

有 8株，车子湾一带有 3株 ，肖家湾一带有3株。分 

布海拔高度为 6O0～l 000 m，山地坡度为 35 左右 ， 

土壤成土母质 为页岩 ，一 般为黄褐 色沙壤土或 黄 

壤，土壤肥沃，腐殖质层较厚，湿度大。 

长穗桑为高大乔术，位于林冠层，其生长地的 

植被类型为原生植被破坏后经逐渐演替而成的次 

生林，属于亚热带低山沟谷常绿阔叶林“ 。以长穗桑 

为 中 心，记 载 到的周 围主 要 伴生 种 有 构栲 (( 

tanops+t~etana)、丝栗栲 (C． rgesl；)、甜槠栲 tc． 

eyrei)、川桂 (Cl'nnamornum wilsonii)、猴 樟 (C．bod 

inleri)、毛竹 (PhyHostachys heterocyc& var．pubes~ens 

)、盐肤木 (Rhus chinensis)、棕榈 (Trachy~arpus fo 

tunei)、悬钩子(Rubu．x sp．)等 这些伴生种与 穗桑 

一 起混杂生 长，绝少有 成片纯林 ，群落中 的优势种 

无法确定，森林郁闭度大，地上草本植物少。生长在 

河岸边 的长穗桑则 往往单独 生长 ，周围少 有乔木 

种，在每年的夏季涨水季节，植株根部受到水淹或 

冲刷。 

3．2长穗桑种群结构 

种群的年龄结构是一个种群 的最基本 特征 ．通 

过分析种群 的年龄结构 ，可 以预测 一个种群的未来 

变化趋势。对于长命的乔术树种，困木材坚硬不易 

钻取木芯确定其准确年龄 ，许多学者采用了大小结 

构分析法，用大小结构代替年龄结构分析种群的结 

构与动态特征 。根据对野外长穗桑个体调查的实 

际情况，以主干直径作为划分大小级的唯一标志． 

按主干直径每增加 1 0 cm为一级划分．将长穗桑种 

群个体划分为 6个大小等级 ：1级，主干直径为 0～ 

10 cm；2级，主干直径为 l0～ZO cn ；3级 ，主干直径 

为 20～30 cm}4级 ，主干直径为 3O～40 cm：5级 ．主 

干直径为 40～5O cm；5级，主干直径为 50～60 cm 

结果长穗桑种群大小结构如图 1，从图 l可知，长穗 

桑种群大小结构呈明显的倒金字塔型，幼树和幼苗 

缺乏，说明咸丰长穗桑种群是一个衰老型种群 

3 3长穗桑种群的性 比 

长穗桑为雌雄异株，雌、雄花序均为柔黄花序． 

雄花序成熟早于雌花序 ，早落 一般雌花序在 5月中 

旬成熟，接受部分花粉受精后(柱头镜检．表明花粉 

量少)经过一段时间发育，5月上旬即有大部分桑椹 

成熟掉落。这次调查到的l7株个体中，雄株有6株， 

雌株有 】]株 ．雌株 ：雄株之性比为 1．83：1，可见在 

长穗桑群体中，雄株占的比例小 ，又由于雄花序 早 

熟早落，植株间距离较大等因素影响，结果使得雌 

花序接受的花粉量严重不足 ，桑椹中种子 的空税率 

高达 7 ～90 j，从而直接降低了长穗桑种群的 

生殖力。在野外生境 中，没有发现长穗桑 的实生苗 

3．4就地保护现状 

所调查到的长穗桑种群个体基本都分布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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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频繁活动区内。例如：许多个体就是在星斗山自 

然保护区边缘居民的私营山地上，不在 自然保护区 

范围内。除了极 少数单株 由于是百年以上古树 ，受 

到政府和当地 居民的重视外 ，大部分长穗桑个体没 

有被保护，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特别是人为的砍 

伐相当严重。从长穗桑的种群大小结构可知，咸丰 

长穗桑大部分都为老龄树，主干直径在 30 cm以上 

的占78．5 。树干上树皮斑剥，有部分腐烂，树干上 

生有 藓类植物。然而 ，这些大树的树干普 遍被人们 

砍伐，在 l7株 中就有 1 3株的主于被伐，被破坏 比例 

高达 76 。主于被砍伐后，树桩上的体眠芽又开始 

萌发，一般可长出1～6枝主要的萌生枝，高度为 2 

～ 10 m。这其中又有 6株长穗桑的萌生枝遭到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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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咸丰长穗桑种群太小级结构 
HE，L The size calss structure of Morus 

zeittlneum population in Xianfeng 

砍伐，地上也可见弃有被砍伐后 留下的枯死枝条。 

多次连续砍伐势必使这些老龄个体最终走向死亡 

在调查中发现 t长穗桑在当地没有被广大居 民认识 

和科学利用，人们砍伐它主要作为薪材，从而使这 

一 物种数量越来越少，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由此可 

见，对当地群众进行宣传 教育 ，加大长穗桑 的保护 

力度迫在眉睫。 

4 讨论与小结 

1957年 5月覃浩富等曾在广西龙胜枫木坪采 

到长穗桑标本，据其记载该种普遍生长在山谷水 

旁t然而，到本世纪 80年代，根据在我国开展的较大 

规模的桑种质资源调查结果，在我国只发现了极少 

量冉勺长穗桑存在。例如：先后在湖南保靖县普戎乡 

发现三株，其模式标本产地湖南省武岗县云山未 

见“ ；在云南的普洱、保山、芒市、景洪等地发现七 

株。 ；贵州的绥阳县团山乡发现一株 等。这次调查 

一 致认为，由于没有对长穗桑进行保护，该种数量 

锐减，现存极少。从本次调查中初步可以看出，咸丰 

长穗桑种群数量相对于其它地方来说确实要多一 

些，但其分布在人类活动频繁的范围之内，缺乏保 

护，人们的直接砍伐是种群数量锐藏的一个重要原 

因。因此，必须对成丰现有长穗桑种群个体进行就 

地保护，以挽救这一珍贵的资源植物。 

咸丰长穗桑种群属于老龄化种群，种群性 比失 

调，个体零星分布等因素，可能导致其生殖力下降， 

虽然在人工条件下，长穗桑的有性繁殖已获得成 

功。 ，但在 自然条件下，一直没有发现实生苗存在， 

说明长穗桑有性繁殖在自然条件下难以顺利进行， 

这可能主要是种子萌发、幼苗定居受到环境筛的控 

翩，因此，种群的更新能力差。有鉴于此，必须人工 

增加对长穗桑种群的抚育，例如利用扦插、嫁接、组 

织培养等无性繁殖手段来进行迁地保护的研究，力 

求有效地保护好这一种质资源 

在 野外调查 中，得到是光旭、王承绪、覃继桃 等 

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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