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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重庆武陵山区大木乡牛坪坝红豆杉群落和包鸾镇新平村南方红豆杉群落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红豆杉

群落有维管植物３６科６４属８５种,生活型以高位芽植物占绝对优势,植物区系具有温带性质的地理分布特点,群

落季相分明,垂直结构比较简单;南方红豆杉群落类型多样,共有维管植物８９科１４６属１８３种,生活型以高位芽植

物占优势,植物区系组成复杂多样,群落垂直结构分层明显,水平结构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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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杉为红豆杉科 Taxaceae红豆杉属Taxus植物总称,为我国一级保护树种[１],其所含的紫杉醇是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有效的广谱抗癌药物[２－４],近年来在重庆武陵山区[５]的大木乡、武陵山乡、武隆双河

乡、丰都包鸾镇发现了大面积的红豆杉Taxuschinensis和南方红豆杉Taxuschinensisvarmairei群落,
本文通过调查研究,率先对这一地区红豆杉群落的种类组成、植物区系、生活型和群落结构等方面进行了

初步研究,旨在进一步了解红豆杉和南方红豆杉在该区的分布状况及现状,以期对重庆武陵山区红豆杉群

落生态学研究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依据．

１　研究地概况

一研究地位于重庆市涪陵区大木乡牛坪坝的红豆杉群落,位置为１０７°３８′６３２″－１０７°４１′２７２″E,２９°３９′
３１４″－２９°３４′５８１″N,海拔１６５０~１７５１m,属温带湿润季风气候类型;另一研究地位于重庆市丰都包鸾镇

新平村与涪陵区大木乡迎新村的南方红豆杉群落,位置为１０７°４１′１２１″－１０７°４１′３９７″E,２９°３９′３２７″－２９°４０′
３１１″N,海拔９７５~１２００m,属亚热带东部湿润季风气候．研究地年极端最高温度３０℃,最低温度－１０℃,
年平均温度为１５℃;年降水量１１２０mm;全年无霜期达２２０~２４０d;年平均日照时数２１００h[６];土壤类

型为黄棕壤、黄壤、石灰土．

２　研究方法

广泛调查包括重庆武陵山区涪陵大木乡、武陵山乡、大顺乡,丰都包鸾镇及武隆双河乡等地区,利用

GPS进行周边定位,记录红豆杉群落的环境状况(海拔、坡度、坡向等)并采集土样,样方调查在大木乡牛

坪坝、迎新村与包鸾镇的和平村一带,按照«植物群落学实验手册»等[７－９],将面积较小的红豆杉群落设置

４８个样方,每个样方面积为２５m２;对于面积较大的南方红豆杉群落设置１２个１０m×１０m 的样地,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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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地分成４个５m×５m 的灌木样方和４个２m×２m 的草本样方,并记录样方内各树种的种名、高度、胸

径和冠幅,草本样方则记录草本植物的高度、盖度．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群落的植物种类组成及生活型分析

３１１　红豆杉群落的植物种类组成及生活型分析

根据野外调查统计得出,研究区内红豆杉群落有维管植物共计８５种,隶属于３６科６４属,其中蕨类植

物２科２属２种,裸子植物４科５属５种,被子植物３０科５８属７８种．被子植物种类丰富,占总种数的

９６３０％,木本植物占优势,主要有四照花 Dendrobenthamiajaponica、灰柯Lithocarpushenryi、杉木

Cunninghamialanceolata、红豆杉Taxuschinensis、鹅耳枥Carpinusturczaninowii、纤齿卫矛Euonymus
giraldii、石灰花楸Sorbusfolgneri、大叶柯Lithocarpusmegalophyllus、栓皮栎Quercusvariabilis、毛叶

水栒子Cotoneastersubmultiflorus、火棘Pyracanthafortuneana 等,群落内蕨类植物稀少．
红豆杉群落所调查的维管植物按Raunkiaer系统分类[１０],见表１．

表１　红豆杉群落生活型谱 ％　

高位芽植物

Ph

地上芽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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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芽植物

H

隐芽植物

Cr

一年生植物

Th
７１１ ４８ ９６ １２１ ２４

　　一个地区的生活型谱可以反映该地区的气候特征,从红豆杉群落植物的生活型谱(表１)可以看出,高

位芽植物占绝对优势,为总种数的７１１％,以小高位芽植物种类居多,隐芽植物和地面芽植物占一定的份

额,表明红豆杉群落所在地的气候炎热多雨,但有一个较长的严冬季节[１１]．红豆杉群落中木本植物占优势,
其中常绿的种类占４４２％,落叶种类占５６８％,落叶树种比例高于常绿树种,说明红豆杉群落是一种亚热

带中山山地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林混交林类型,反映了山地植被垂直带谱的特色．
３１２　南方红豆杉群落的植物种类组成及生活型分析

根据野外调查统计,研究区内南方红豆杉群落内共有维管植物８９科１４６属１８３种,其中蕨类植物１２
科１５属,裸子植物５科５属,被子植物７２科１２５属．含种数最多的科为蔷薇科;其次为菊科、樟科、壳斗

科、忍冬科、百合科、禾本科、茜草科、莎草科、山茶科、大戟科、木犀科;含２种有２０科;含１种有４９
科;以单种科占优势．

生活型是植物长期适应外界环境表现出来的形态特征,组成群落的生活型是决定群落外貌的主要参

数．在一个植物生活型谱中,高位芽植物所占比例越大,说明群落所处的气候条件越温和[１１]．从表２可看出

南方红豆杉群落内高位芽所占比例大,为４６４３％;其次为地面芽植物,为２３９８％;地上芽植物,为

１８８８％;所占比例较少的是一年生植物,占６６３％;最少的是隐芽植物,只占了４０８％．表明南方红豆杉

适宜在温暖潮湿的条件中生长．
表２　南方红豆杉群落生活型谱 ％　

高位芽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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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芽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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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芽植物

H

隐芽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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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生植物

Th
４６４３ １８８８ ２３９８ ４０８ ６６３

３２　群落种子植物地理成分分析

３２１　红豆杉群落种子植物区系成分分析

根据李锡文[１２]和吴征镒[１３]的植物区系划分方法,有学者对红豆杉群落种子植物区系进行了分析[１４－１６]

(表３),红豆杉伴生种子植物的３４个科分为７个分布区类型,其中世界分布５科;热带分布１３科,占总科

数的４４８３％;温带分布１６科,占总科数的５５１７％．表明红豆杉群落种子植物科的成分以热带和温带起源

为主;属的分布区类型有１１种,其中热带分布１５属,占样地非世界属数的２５４２％;温带分布４４属,占样

地非世界属数的７４５８％,其中北温带分布型最多有２４属,占４０６８％．温带性质的属种是构成红豆杉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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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植物区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温带成分明显占优势,其与热带成分的比值大于２,表明红豆杉群落种子

植物区系具有温带性质的地理分布特点[１７]．
表３　重庆武陵山区红豆杉群落种子植物科、属分布区类型

分布区类型 科数 占总科数/％ 属数 占总属数/％

１世界分布 ５ ３
２泛热带分布 １３ ４４８２ ７ １１８６
３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１ １７０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１ １７０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２ ３３９
７热带亚洲分布 ４ ６７８
８北温带分布 １０ ３４４８ ２４ ４０６８
８－４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１ ３４５
９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２ ６９０ ３ ５０８
１０旧世界温带分布 １ ３４５ ３ ５０８
１４东亚分布 ２ ６９０ １２ ２０３４
１５中国特有分布 ２ ３３９
合　　计 ３４ １００ ６２ １００

３２２　南方红豆杉群落种子植物区系成分分析(表４)
表４　重庆武陵山区南方红豆杉群落种子植物科、属分布区类型

分布区类型 科数 占总科数/％ 属数 占总属数/％

１世界分布 １０ １４

２泛热带分布 ３０ ４４７８ ２２ １８８

２－１热带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２ ２９９

２－２热带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２ １７１

３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３ ２５６
４旧世界热带分布 １ １４９ ６ ５１３

４－１热带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间断分布 １ １４９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１ ０８５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３ ２５６
７热带亚洲分布 １３ １１１１

７－２热带印度至华南分布 １ ０８５

７－４越南至华南分布 １ ０８５

８北温带分布 １７ ２５３７ ２８ ２３９３

８－４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６ ８９６ ４ ３４２

８－５欧亚和南美温带间断分布 １ １４９

８－６地中海、东亚、新西南和墨西哥－智利

间断分布
１ １４９ １ ０８５

９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６ ８９６ ９ ７６９
９－１东亚和墨西哥间断分布 １ ０８５
１０旧世界温带分布 ４ ３４２
１０－１地中海、西亚和东亚间断分布 ２ １７１
１１温带亚洲分布 １ ０８５
１４东亚分布 ２ ２９９ １１ ９４０
１４(SH)中国－喜玛拉雅分布 １ ０８５
１４(SJ)中国－日本分布 １ ０８５
１５中国特有分布 ２ １７１
合　　计 ７７ １００ １３１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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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南方红豆杉群落内种子植物的地理成分分析,从表４可以看出,科的分布区类型有１１种,集中分布

有泛热带、北温带、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东亚和北美洲间断等４种类型,共有５９科,热带分布(２~７)有

３４科,占总科数的５０７５％,温带分布(８~１１,１４)有３３科,占总科数４９２５％,热带分布稍大于温带;１３１

属种子植物的分布区类型有２２种类型,集中分布有泛热带、旧世界热带、热带亚洲、北温带、东亚和北美

洲间断、东亚等６种类型,共有８９属,占总属数的７６１％,热带分布(２~７)有５２属,占４４４４％,温带分

布(８~１１,１４)有６５属,占５５５６％,温带分布大于热带．由于属的特征更能代表某一区系的性质,因此以

上分析表明,南方红豆杉群落温带性质明显,同时也具有较强的热带亲缘性,反应出其植物区系组成的多

样性和复杂性,具有从亚热带向暧温带过渡的性质．

３３　群落外貌及结构

３３１　红豆杉群落外貌及结构

红豆杉群落外貌春季嫩绿,夏季呈黄绿色,秋季呈黄、红、褐色斑块,冬季多为灰色,季相分明;垂直

结构比较简单,大致可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乔木层植物高５~８m,由常绿落叶小乔木构成,树冠

不连续,分布稀疏,种类较少,主要有山茱萸科、杉科、红豆杉科、桦木科、槭树科等．灌木层植物种类组

成丰富,可分为主灌木层和低矮灌木层,植株密度大,郁闭度高,树干弯曲,分枝低,除乔木幼苗外,主要

由壳斗科、忍冬科、蔷薇科、杜鹃花科、山茶科、樟科、山茱萸科、禾亚科等植物构成．草本层在群落中分

布不均,常成丛生长,主要是菊科、百合科、禾本科等植物．群落内层间植物较丰富,木质藤本占有较大比

例,如菝葜Smilaxchina、鸡爪茶Rubushenryi、中华猕猴桃Actinidiachinensis等;木本垫状植物匍匐栒

子Cotoneasteradpressus在林缘及岩石处数量较多．从物种组成上看,其伴生植物种类组成的差异并不大,

群落在水平结构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

红豆杉主要分布在海拔１６００~１７５０m 的山林中,在群落内零星分散分布,处于下木层,未上升到林

冠层,大树稀少,幼苗有性繁殖株系数量不多,成树下无幼苗,群落内红豆杉因砍伐后由不定芽形成的丛

生植株较多,龄级基本齐备,反映出红豆杉种群在一定时期内仍能具有更新能力．

３３２　南方红豆杉群落外貌及结构

研究区内南方红豆杉主要分布在海拔为９００~１１５０m 的山林中,在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针叶林

及竹林中均有分布,说明南方红豆杉在各类土壤中都能生长,具有较强的适应性．除竹林外,各类型群落层

次分化明显,可划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层间植物较丰富．乔木层在１０m 以上,主要有红豆杉科、

樟科、松科、柏科、杉科、山茱萸科、柿树科、槭树科、桦木科等,是群落的主要层;灌木层种类组成丰富,

除乔木幼苗外,常见的有忍冬科、杜鹃花科、壳斗科、樟科、三尖杉科、交让木科、蔷薇科、芸香科、五加

科、山茶科、安息香科、小蘗科、防已科、桑科、胡桃科、萝藦科等;草本层也较发达,不少种类是药用植

物,如百合Liliumbrowniivarviridulum、淫羊霍Epimediumbrevicomu、黄水枝Tiarellapolyphylla、

刺芋Lasiaspinosa、龙芽草Agrimoniapilosa 等．此外,群落内还有为数不少的层间植物,如葛藟Vitis

flexuosa、刚 毛 藤 山 柳 Clematoclethrascandens、 菝 葜 Smilaxchina、 羊 角 藤 Morida umbellata

subobovata、鸡矢藤Paederiascandens、盾叶薯蓣Dioscoreazingiberensis等．从物种组成来看,在不同的

群落内,其伴生植物种类组成差异较大,群落在水平结构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高大的南方红豆杉在群落主体层中呈零散分布,且上升至林冠层;在更新层及附近农垦地中,幼树

呈均匀分布,幼苗极多,呈聚集分布,符合自然种群的分布特点．在外业调查中发现,样地附近有一对高

大的南方红豆杉,雄株胸径为６７cm,雌株胸径为５１cm,株距２００余米,但母株树冠下无幼苗,在距离

母株３００~２０００m范围内幼苗较多,说明南方红豆杉种子自然更新能力差,其有性繁殖属性与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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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食行为等有关．

４　结论与讨论

１)红豆杉群落有维管植物８５种,高位芽植物占绝对优势,为总种数的７１１％,其中常绿的种类占

４４２％,落叶种类占５６８％,表明红豆杉群落气候条件温和．南方红豆杉群落有维管植物１８３种,高位

芽所占比例较大,为４６４３％,其次为地面芽植物,为２３９８％,说明南方红豆杉适宜在温暖潮湿的条件

中生长．

２)红豆杉群落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有４４８３％的热带地理成分和５５１７％的温带地理成分;属的

分布区类型有２５４２％热带地理成分和７４５８％温带地理成分,温带成分明显占优势,表明红豆杉群落植物

区系具有温带性质的地理分布特点．南方红豆杉群落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有５１５％的热带地理成分和

４８５％的温带地理成分;属的分布区类型有４４４％的热带地理成分和５４７％温带地理成分,反应出南方红

豆杉群落植物区系组成丰富复杂,以热带分布和温带分布为主,具有从亚热带向暧温带过渡的性质．

３)红豆杉群落季相分明,垂直结构较为简单,乔木层种类较少,灌木层种类组成丰富,郁闭度大;南

方红豆杉群落成层现象明显,种类组成丰富复杂,群落水平结构差异较大．红豆杉种群各龄级基本齐备,南

方红豆杉种群发育良好．

４)红豆杉和南方红豆杉特产于中国,为国家一级保护珍贵树种,在重庆武陵山区有大面积的分布,是

该区最具特色的森林资源．要保护好红豆杉和南方红豆杉等珍稀濒危物种资源,首要任务是保护好红豆杉

和南方红豆杉群落及生态环境,限制人为干扰,采取保护措施,开展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探索其濒危机制,

确保种群的生存和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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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TaxuschinensiscommunitywasinvestigatedinNiupingba,DamutownshipandtheT

chinensisvarmaireicommunitywasstudiedinXinpingtownship,BaoluantownoftheWulingMountain

Area,Chongqing．Theresultsareasfollows:thereare８５speciesofvascularplantsintheTchinensis

community,belongingto３６familiesand６４genera;asfarasthelifetypeisconcerned,phanerophytesare

absolutelydominant;thegeographic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ofthefloraistemperateinnature;the

seasonalaspectstagesofthecommunityaredistinct;andtheverticalstructureisrelativelysimple．The

typesofTchinensisvarmaireicommunityaremultitudinous:atotalof１８３speciesofvascularplants,

belongingto８９familiesand１４６genera,wererecorded．Phaenerophytesarethedominantlifetype,and

thefloristiccompositioniscomplex．Theverticallayeringisobvious,andthehorizontalstructuredifferＧ

encesaregreat．

Keywords:Taxus;characteristicofcommunity;WulingMountainArea/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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