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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黄果厚壳桂的生态学特征研究表明, 黄果厚壳桂是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中生性顶极群落中的优势种

群, 在南亚热带低山区域有广泛的分布。在森林群落演替的过程中, 黄果厚壳桂是最早进入群落的中生性树种之一。其具

有较高的光合速率和摄取营养物质的能力, 一旦获得适应的生境, 其生物量和第一生产力将在群落中占较大比重; 黄果

厚壳桂种群为优势种组成的生态系统内小气候相对稳定, 各生理、生态特性差异较小; 黄果厚壳桂是地带性植物群落的

建群种和优势种, 在维持群落结构的稳定性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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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 ryp tocary a concinna is a dom inan t popu lat ion in the zonal vegetat ion of sou th sub2t rop ic ever2
green fo rest. It appears in an ex tensive distribu t ion in the low 2sub trop ical h ills C ryp tocary a concinna is a

m esophytes w h ich is early one to en try the succession comm unity in a successional p rocess. It has a h 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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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果厚壳桂 (C ryp tocary a concinna H ance)系樟科厚壳桂属常绿乔木, 是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生性群

落的优势树种, 主要分布在我国广东、广西、江西、云南、香港及台湾的海拔 600m 以下谷地或缓坡常绿阔叶

林中, 越南北部也有分布[1 ]。为了对该种群进行系统的研究, 在鼎湖山、黑石顶等保护区设立永久样地和临

时样地, 对该种群的动态及所处的林分状况和立地条件进行长期的定位研究, 并已陆续有一些报道[2～ 5 ]1) ,

但尚未做过系统性的研究。本文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 参考大量的文献, 综合报道黄果厚壳桂的生态生物

学特征, 并对其作为南粤地区的乡土树种在荒山绿化和植被恢复方面的利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1　黄果厚壳桂的生物学特性

黄果厚壳桂高可达 18m , 胸径可达 35cm , 树皮淡褐色。叶互生, 椭圆状长圆形, 长 (3) 5～ 10cm , 宽 (115)

2～ 3cm。花长达 315mm ; 花梗长 1～ 3mm , 被短柔毛。果长椭圆形, 长 115～ 2cm , 直径 8mm 左右。花期 3～

5 月, 果期 6～ 12 月[1 ]。

在鼎湖山对黄果厚壳桂叶片的解剖生态学特征进行研究, 发现不同微生境下的结构有所不同。在不同

群落的黄果厚壳桂, 60°和 30°枝张角的叶片平均厚度和海绵组织厚度大于 80°和 10°的厚度; 栅栏组织厚度

和 P öS 值在 80°～ 30°枝张角范围内随枝张角降低而增大, 枝张角 10°的叶片栅栏组织和 P öS 值均减小;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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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厚壳桂叶片枝张角在 30°～ 60°之间叶片光合作用潜质最好; 黄果厚壳桂南向树枝上叶片厚度、栅栏组织

厚度、角质层厚度和 P öS 都最大, 东向次之, 西向和北向最薄; 针阔叶混交林演替为季风常绿阔叶林后, 黄

果厚壳桂叶片、栅栏组织厚度、海绵组织厚度、P öS 值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海拔高度对黄果厚壳桂叶片结

构有一定影响, 且这种影响因在群落中所处的层次不同而有一定差别。但就总体而言, 黄果厚壳桂叶片结

构特征参数较稳定, 说明黄果厚壳桂作为演替较高阶段的优势树种, 其种群内小气候相对稳定。

2　黄果厚壳桂的生态学特征

211　黄果厚壳桂的叶片成分及其光合特征

运用原子发射光谱分析和 ICP 分析方法, 测定了黄果厚壳桂及其它植物叶子的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的含量。结果表明, 在几种测定的主要优势种中, 黄果厚壳桂叶片中的N、P、M n、Zn 及有机质含量最高, 其

他微量元素的含是也较高。由于这些物质对于叶片行使各项生理功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因此这一特性

赋予了黄果厚壳桂叶片具有更高效、主动地摄取营养物质的能力, 从而个体生长迅速, 生产力高, 进而在群

落中占优势。这是该树种能在演替过程中能较早出现并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

由于黄果厚壳桂是中生性树种, 具有较强的耐荫性, 因此在各层次均有分布, 种群年龄不一。在幼苗

期, 一般需要遮荫, 以后随年龄的增长对光的要求渐高, 同时光合速率和同化率也相应提高。而在一天的周

期中, 其光合速率和同化率则在日出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均逐渐升高, 大约在 12: 00 时均达到最大值 (表 1)。

表 1　黄果厚壳桂叶片平均光合速率日变化 (m g CO 2ödm 2h)和净同化率 (g W dödm 2. d2)

Table 1　The da ily var iation of the average photosyn thetic ratesand net-assim ilation rates

层次
L ayers

树高
(m )

H eigh t

测定位置高度
H eigh t of the

m easured
po sit ion (m )

平均光合速率日变化
D aily variat ion of average pho to synthetic rates

6: 00 8: 00 10: 00 12: 00 14: 00 16: 00

日平均光合
速率

D aily average
pho to synthetic

净同化率
N et2

assim ilat ion
rates

乔木层① 15 11 2144 5152 6136 5188 4195 5117 5105 01041

13 10 2106 4155 5173 6165 5119 3169 4165 01037

3 218 1136 1183 4141 6147 4186 1151 3141 01027

灌水层② 115 114 1102 1135 2101 2127 1173 1120 1160 01013

草本苗木层③ 012 012 0 1164 1121 2103 1161 1104 1126 01010

①A rbo r layer, ②Sh rub layer, ③H erb and seedling layer1

212　黄果厚壳桂种群的生产力生态学特征

21211　黄果厚壳桂种群的生物量及生产力　按黄果厚壳桂的生长关系式[4 ] , 估算种群各部分的生物量和

总生物量。根据对黄果厚壳桂光合作用的日进程和各呼吸器官的呼吸作用进行测定统计所得数据, 取其 3a

平均值, 计算黄果厚壳桂的净第一生产力。最终可测得鼎湖山。黄果厚壳桂的生物量 (千重)为, 叶 191182tö

hm ; 茎 341914töhm ; 枝 961240töhm ; 根 121470töhm ; 总计 391054töhm ; 净第一生产力为 21384töhm. a。

与厚壳桂群落中其它种群相比, 中生性树种黄果厚壳桂的确有较高的生物量和第一性生产力。根据初

步统计, 在厚壳桂群落中, 黄果厚壳桂种群的生物量和净第一生产力均占整个群落的 10%。生物量和净第

一生产力的测定, 可为进一步揭示种群在群落中的地位奠定基础。

21212　不同森林群落中黄果厚壳桂不同器官的热值　利用 GR 23500 型氧弹式热量计[6 ] , 对鼎湖山各群落

黄果厚壳桂的干重热值和去灰分热值测定表明, 在黄果厚壳桂 4 种器官中, 无论是干重热值还是去灰分

值, 均是叶> 枝或干> 根 (表 2)。作为光合器官的叶, 因组成物质含较多高能量有机物 (如脂肪、蛋白质等) ,

而且还合成一些高能有机物, 所以热值高。而根、干、枝等支持器官, 含热值低的纤维素较多, 其热值低于叶

片。作为吸收矿物营养和水分的根, 距离叶片最远, 从而热值最低。同时, 由于针阔叶混交林和季风常绿阔

叶林处于演替的中、后期, 群落内小气候波动逐渐减少, 生境趋同性增大, 因而热值的变化很小。

21213　黄果厚壳桂种群在各群落各层次的虫食量测定结果分析　黄果厚壳桂种群虫食量在一定角度上

反映该种群在生态系统能量流动上的贡献。对鼎湖山不同植被类型各层次上黄果厚壳桂的虫食量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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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黄果厚壳桂在鼎湖山不同森林群落器官的热值 (Jög)

Table 2　The calon ic value of C. concinna in D inghushan

群落名称

Species

器官

O rgan

总干重热值

Gro ss calo ric

value

去灰分热值

A sh2free calo ric

value

季风常绿阔叶林 叶片 2215610 2318514

M onsoom evergreen 树干 1998813 2116916

broad2leaved fo rest 树枝 2033311 2144814

树根 1802215 1901111

平均 2012510 2120316

针阔叶混交林 叶片 2309614 2416915

P ine and broad2leaved 树干 2010912 2129716

m ixed fo rest 树枝 197027 2078314

树根 1928718 2034518

平均 2054910 2164911

表 3　黄果厚壳桂各群落各层次叶片虫食百分比 (% )

Table 3　The berbv iory of the C. concinna of the commun ities

群落及层次

Comm unity and layer

1 月

Jan.

4 月

A pc.

7 月

Jun.

10 月

O ct.

平均

A verage

季风常绿阔叶林①

乔木É 层 5141 4186 5162 3123 4178

乔木Ê 层 5154 6112 8178 1100 5136

针阔叶混交林②

灌木层 6180 7180 9117 11167 8186

　　　　①M onsoon evergreen broad2leaved fo rest; ②P ine and

broad2leaved m ixed fo rest

定, 其结果 (表 3) 表明, 各层次虫食量的季节性

变化规律性不大; 而由于昆虫大多喜欢出没于

既有阳光又有遮蔽的中层, 因此相对于上层而

言, 中层 (即乔木层和灌木层) 的虫食量随昆虫

本身的发育过程而有较大波动。

213　黄果厚壳桂的种群动态

21311　黄果厚壳桂种群在森林群落演替过程

中所处的地位　鼎湖山森林群落是南亚热带地

带性植被的代表性群落, 其森林的自然演替过

程, 总是遵循着从先锋群落经过一系列演替阶

段而达到中生性顶极群落, 向着气候顶级和最

优化森林生态系统演进的客观规律。在排除人

为干扰的条件下, 群落在森林演替过程中的地

位如图 1[6 ]。

　　图 1 的演替模式的机理是: 先锋树种 (如马

尾松) 在荒地成林, 其结构简单, 冠层透光率大,

林内形成了高温低湿的小气候, 为阳生性树种

(如锥栗、荷木等)提供了较好的生长条件。而一

旦这些阳生性树种占据上层树冠, 林内透光率

降低、荫蔽度增加, 导致先锋树种的消亡, 而以

黄果厚壳桂为代表的中生性树种, 则能适应这

种生境而发展起来, 占据林冠上层, 进而导致了

阳生性树种的消亡。群落最终趋于以黄果厚壳桂

等中生性树种为优势的中生性顶级群落。黄果厚

壳桂在群落演替过程中的变化如图 2、3 所示。

演替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 第六阶段

Succession F irst Second T h ird Fourth F ifth Six th

stage stage stage stage stage stage stage
群落类型

Comm unity

T ype

针叶林 以针叶林树种

为主的针阔叶

混交林

以阳性阔叶树种

为主的针阔叶

混交林

以阳生植物为主

的常绿阔

以中生植物为主

的常绿阔叶林
中生群落

(顶级)

代表性群落 马尾松群落 马尾松2锥栗 锥栗2荷木2 藜蒴群落 黄果厚壳桂2锥栗落 黄果厚壳桂

Rep resen tative 2荷木群落 马尾松群落 2厚壳桂2荷木群落 2厚壳桂群落

comm unity

图 1　鼎湖山森林群落演替过程

F ig11　T he succession p rocess of the comm unity in D inghushan

21312　黄果厚壳桂种群的数量动态　根据鼎湖山厚壳桂群落以及马尾松2锥栗2荷树群落永久样地历年来

取样数据[5 ], 绘出黄果厚壳桂种群的增长曲线, 如图 4、图 5。

　　由于这两个群落处于不同的演替阶段, 若将图 1 和图 2 合并, 可以看出黄果厚壳桂的种群增长曲线是

近似于 S 形的逻辑斯谛曲线。其生态学意义在于: 阳生性树种侵入先锋树种林并迅速生长, 造成群落生境

变化, 使得黄果厚壳桂等中生性树种获得适合的生长条件。随着中生性树种的入侵并长势良好, 群落的荫

蔽度更加强, 相应的光、温、水等生态因子也起变化, 使阳生性树种无法更新而黄果厚壳桂种群不断发展。

但是增长到一定程度, 由于资源的限制以及反馈机制的作用, 使黄果厚壳桂种群逐渐基本稳定下来, 从而

形成近似于 S 形的逻辑斯谛种群生长曲线。

7844 期 彭少麟等: 黄果厚壳桂种群生态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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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黄果厚壳桂在群落演替过程中种群变化图解 (图

1 第 4 阶段)

F ig. 2　T he variat ion of population during the comm u2

nity succession

图 3　黄果厚壳桂在群落演替过程种群变化图解 (图 1

第 6 阶段)

F ig. 3　T he variat ion of structure during the comm uni2

ty succession

图 4　厚壳桂群落中黄果厚壳桂种群 30a 增长曲线

F ig. 4　T he increasing curve in C. ch inensis comm unity

in 30 years

图 5　马尾松2锥栗2荷树群落中黄果厚壳桂种群 30a 增

长曲线

F ig. 5　T he increasing curve in P. m asson iana2C. ch ine2

sis2S. sup erba comm unity in 30 years

表 4　黄果厚壳桂种群在不同时空跨度上生态位重叠值的变化

Table 4　The var iation of the n iche overlap

种号
Species

群落 1

Comm unity 1
群落 2

Comm unity 2
群落 3

Comm unity 3
群落 4

Comm unity 4

1982 年

1+ 5 0100 0129 0100 0100

2+ 5 0100 0135 0171 0132

3+ 5 0100 0132 0161 0130

4+ 5 0100 0138 0180 0196

1990 年

1+ 5 0106 0131 0100 0100

2+ 5 0100 0138 0175 0123

3+ 5 0100 0127 0160 0128

4+ 5 0100 1138 0189 0190

　　　　种号: 11 马尾松, 21 锥栗; 31 荷木; 41 厚壳桂; 51 黄果厚壳桂。
测定方法参阅文献[ 5 ]

21313　群落演替过程黄果厚壳桂种群分

布格局的演变　在鼎湖山和黑石顶的不同

群落和不同的演替阶段, 对黄果厚壳桂种

群的分布格局进行测定[5 ] , 表明其均趋于

集群分布。但在群落的演替过程中, 其集群

强度有所变化。在该种群的发生与发展期,

由于种源均来自临近的季风常绿阔叶林,

传播具有方向性, 形成集群分布的格局, 但

其集群强度不大。在发展壮大期, 由于种子

散布范围与母树的距离相关, 表现出集群

强度的增大。在向季风常绿阔叶林演替的

过程中, 由于种群的自疏, 使得黄果厚壳桂

种群聚集强度又有所下降。

21314　群落演替过程黄果厚壳桂种群生

884　 生　态　学　报 19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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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位的变化　应用 Shannon2W iener 指数[5 ] , 对黄果厚壳桂种群随着演替的发展生态位变化进行测定, 结

果表明黄果厚壳桂这类演替的中生性阔叶顶极种群树种其生态位宽度由针阔叶混交林阶段中期起渐渐增

大, 至阳生性为主的季风常绿阔叶阶段 (群落 3) 时增加最快, 至中生性树种为主的季风常绿阔叶阶段则趋

于稳定, 表现了该种群作为地带性植被顶极的种群的特征。

　　对黄果厚壳桂种群在演替的进展中, 该种群与其它优势种群的生态位重叠值的变化进行测定, 结果

(表 4)表明, 在演替过程中, 黄果厚壳桂种群与马尾松种群的生态位重叠值基本为零, 说明两种群所要求的

生境条件有着很大差异, 基本不存在对资源的共同利用和竞争, 而黄果厚壳桂种群与阳生性阔叶树种的生

态位重叠值, 先从针叶林的 0, 经针叶阔叶混交林向季风常绿阔叶林演变而增加, 但在群落向中生性顶级阶

段演替过程中, 这方面的值有所下降。这反映了阳生性种群与中生性种群在马尾松种群对生境改良后侵入

群落, 生境朝着利于阳生性种群, 进而更利于中生性种群的方向发展。由于生境的进一步适应, 黄果厚壳桂

种群的发展趋势逐渐超过了阳生性种群而占据了更多的生境资源成为优势种群。这再度说明了黄果厚壳

桂种群的中生顶极特性, 这种特性的揭示也为荒地绿化和林分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

3　结论

通过以上对黄果厚壳桂的分布区域、自然概况、生物学特征、生态学特征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可知, 黄果

厚壳桂是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的建群种, 在群落的演替进程中, 是最早进入群落的中生性树种, 并终

将成为中生性顶极群落中的最优势种群之一。

作为中生性树种, 黄果厚壳桂在其生活史上需要一定的荫蔽度及与之相应的温、湿、光等多种条件, 但

较其它许多中生性树种更能适应不良的环境; 同时, 由于黄果厚壳桂的光合与营养器官N、P、M n、Zn 及有

机质和其它微量元素的含量较高, 在群落中的凋落量也较大, 因此对土壤的改善有良好的作用。同时, 由于

黄果厚壳桂本身具有较高的光合速度和高效、主动摄取营养物质的能力, 因而一旦进入群落后, 其种群便

能快速发展起来, 以较大比重的生物量和第一生产力在群落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并终将作为优势种群之一

构成季风常绿阔叶林中生性顶极群落。而且, 其一旦成林, 种群内便相当稳定, 在不同生境的种群中, 不仅

该树种本身的各生理、生成特性差异较小, 具有较大的趋同性。

根据黄果厚壳桂的上述特性, 在指导荒山绿化和植被恢复过程中, 当人工林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可将

黄果厚壳桂作为乡土树种引入, 进而探讨其在加强纯林的林分改造, 增强人工群落的生物多样性、维持生

态系统和群落结构的稳定性以及加快其向顶极群落发展等目标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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