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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珍稀濒危植物五小叶槭（Ａｃｅｒ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仅分布于雅砻江中游干旱河谷地区，现今只在四川省雅江县、九
龙县、康定市和木里县发现其分布点。本文对这４处五小叶槭群落物种多样性和生态位特征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结果表明：⑴由于五小叶槭群落地处雅砻江干旱河谷地区，其群落物种多样性水平不高。⑵五小叶槭种群的生态
位宽度较大，但与其它物种的生态位重叠值并不高，说明它是干旱河谷区域的特化种。⑶群落中其它物种之间生
态位重叠值普遍很高，显现出其它一些侵入物种组成杂乱，生态位分化水平低，物种间竞争激烈的状况。由此可

见，五小叶槭致危的原因并不是来自于其它物种的直接竞争，而更多可能是由于其生态位特化后独特的生物学特

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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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小叶槭（Ａｃｅｒ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最早为奥地利博
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于１９２９年在中国四川省木里
县发现，由德国的 Ｄｉｅｌｓ教授于１９３１年命名。１９４８
年，中国植物学界老前辈胡先?和郑万钧将其定为

槭属一个新组－五小叶槭组。此后，由于五小叶槭
分布区的森林采伐严重，原有生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加之模式种记载的采集地点不详，再无人采集到该

种植物标本。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国内外学者
普遍认为该植物已经在原产地灭绝。直到１９８２年，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在进行横断山植物考察

时，在位于四川贡嘎山西坡九龙县的雅砻江支流九

龙河边，意外地采集到一份五小叶槭标本。这一消

失了近半个世纪的珍稀物种的重新出现，立刻引起

了国内外植物学界和园艺学界的关注。２００６年，中
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印开蒲在四川雅江县麻郎

错乡沃洛希村附近的雅砻江边再次发现了一个五小

叶槭种群［１］。２００７年７月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专家又在九龙县呷尔镇洛莫村发现五小叶槭种群分

布。至目前为止，共计有雅江县米龙乡［２］，九龙县

三岩龙乡和呷尔镇洛莫村［３］，康定市普沙绒乡，以

及木里县卡拉乡５处发现有五小叶槭分布，总数约
有数千株。上述４个种群（三岩龙乡和呷尔镇为１
个种群）虽然分属不同行政县，但其分布地理单元

均属于雅砻江中游干旱河谷地带。由于受到雅砻江

水系干支流的阻隔，相距遥远，且均处在人为干扰较

强烈的地区，牲畜啃食、薪柴砍伐以及道路和水电站

的修建均严重威胁到五小叶槭的生存。

物种生态位既表现了该物种与其所在群落中其

它物种的联系，也反映了它们与所在环境相互作用

的情况［４～５］；种的生态位宽度以及种间生态位重叠，

是物种多样性及群落结构建设的决定因素，成为了

解释群落种间共存与竞争机制的基本理论之

一［６～８］。因此，具有不同功能作用的不同物种及其

个体相对多度的差异是形成不同群落的基础，并且

这种分化还能够通过改变群落的结构和动态影响群

落多样性维持［９－１０］。本研究将针对珍稀濒危植物

五小叶槭在各分布点上的群落物种多样性与主要优

势种的生态位分化情况进行测度，这对于五小叶槭

保护生物学特性的探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　研究区自然概况

五小叶槭分布区域虽然跨越了雅江县、九龙县、

康定市和木里县４个行政区，但从地理单位上都属
于雅砻江中游干旱河谷区，该区属高原半湿润气候，

干湿季节明显，降水主要集中在５月～１０月（其中６
月～９月最多），冬半年（１１月至翌年４月）降水量
不到全年总量的６％。区内地势起伏大，北部为山
原地貌，南部山高谷深，相对高差 １０００ｍ以上，属
高山峡谷地形，雅砻江由北而南纵贯全境。九龙气

象站位于九龙河上游九龙县呷尔镇，与五小叶槭分

布区域处于同一气候单元，其资料可作为分析研究

区气象要素的重要依据。根据九龙气象站历年资料

统计，多年平均降水量为９０６ｍｍ，多年平均蒸发量
１７７７８ｍｍ（水面蒸发）；多年平均气温８８℃，极端
最高气温３１７℃，极端最低气温 －１５６℃；多年平
均相对湿度６１％，历年最小相对湿度为０；多年平均
风速２７ｍ·ｓ１，最大风速２０７ｍ·ｓ１；多年平均降
雪日数３５８ｄ，积雪深度１０ｃｍ；多年平均霜日数７６
ｄ。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物种多样性计算
在雅江县、九龙县、康定市和木里县４个分布点

的典型群落中分别设置６个样方，每个样方规格为
１０ｍ×１０ｍ，记录样方中所有木本植物种名、胸围、
树高、冠幅和各物种的多度、盖度（由于群落中仅有

少量小乔木无明显乔木层分化，因此，统一记作木本

层），并在样方中划分４个５ｍ×５ｍ格子以计算乔
木频度，以及木本、草本物种的频度和盖度。同时记

录样方的生境因子，如海拔、坡向、坡度。将每个样

地的物种的多度、显著度和出现频度换算成相对值，

从而计算每个物种的重要值。采用 Ｓｉｍｐｓｏｎ生态优
势度、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物种多样性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群
落均匀度指数作为描述群落的综合特征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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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生态位宽度与生态位重叠计算
以群落组成类型在综合资源轴上取样地段为一

维资源状态，按照雅江县、九龙县、康定市和木里县

４个分布点划分，每个分布点上分别选取出６个资
源位，采用重要值代入 Ｌｅｖｉｎｓ（１９６８）生态位宽度公
式和Ｐｉａｎｋａ（１９７３）生态位重叠公式进行计算。

生态位宽度计测公式：ＢＬ ＝１／ｒ∑
ｒ

ｊ＝１
Ｐ２ｉｊ

生态位重叠公式：

ＰＯ＝∑
ｒ

ｊ＝１
ＰｉｊＰｈｊ) ∑

ｒ

ｊ＝１
Ｐ２ｉｊ∑

ｒ

ｊ＝１
Ｐ２

槡 ｈｊ

式中，ｒ为资源位数（ｒ＝８），Ｐｉｊ，Ｐｈｊ为种 ｉ和种 ｈ在
第ｊ资源位上所占重要值比例。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群落物种多样性比较分析
由表１可见，４个分布点中九龙分布点的物种

数量与物种多样性指数最高，九龙分布点木本层、草

本层和群落总体的多样性均高于其它３个分布点。
其次是康定分布点，而木里分布点的物种数量与物

种多样性最低。总体来看，各群落的草本层物种较

木本层丰富。这主要是因为五小叶槭群落均分布在

雅砻江中游干旱河谷地带，此处的植被带谱以河谷

灌丛为地带性植被，乔木层基本不发育（因此，只记

作木本层）。真正意义上的乔木物种仅见侧柏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刺柏（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色木槭（Ａｃｅｒｍｏｎｏ）、山合欢（Ａｌｂｉｚｉａｋａｌｋｏｒａ）几种，
且只以小乔木状态存在。

表１　各分布地点五小叶槭种群物种多样性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ｉｎＡｃｅｒ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

ｌｕ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

层次 多样性指数 雅江 九龙 康定 木里

木本层 物种数 １９ ２３ ２０ １８
辛普森 ０．２８７ ０．３１３ ０．２９３ ０．２８２

香农－威纳 １．８３５ ２．１０７ １．９３３ １．７９４
均匀度 ０．４７６ ０．５２５ ０．４８７ ０．４６９

草本层 物种数 ２６ ３０ ２８ ２３
辛普森 ０．３８５ ０．４６９ ０．４１４ ０．３４７

香农－威纳 ２．４８２ ２．７０７ ２．５１５ ２．４５８
均匀度 ０．５８９ ０．６２４ ０．５９５ ０．５６０

群落总体 物种数 ４５ ５３ ４８ ４１
辛普森 ０．６８５ ０．７４７ ０．７１３ ０．６４９

香农－威纳 ３．２７９ ３．５８８ ３．３７１ ３．１１５
均匀度 ０．７９５ ０．８４８ ０．８１３ ０．７７８

灌木物种相对较丰富，常见的有川滇蔷薇（Ｒｏｓａ
ｓｏｕｌｉｅａｎａ）、黄杨（Ｂｕｘｕｓｓｉｎｉｃａ）、白刺花（Ｓｏｐｈｏｒａｄａ

ｖｉｄｉｉ）、小马鞍羊蹄甲（Ｂａｕｈｉｎｉａｂ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ａｖａｒ．ｍｉ
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鸡骨柴（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丽江铁苋菜
（Ａｃａｌｙｐｈａ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ａｎａ）、小 雀 花 （Ｃａｍｐｙｌｏｔｒｏｐｉｓ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ａ）、水麻（Ｄｅｂｒｅｇｅａｓｉ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川滇高山
栎（Ｑｕｅｒｃｕｓ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ｏｉｄｅｓ）、红泡刺藤（Ｒｕｂｕｓｎｉｖｅｕｓ）、
齿叶扁核木（Ｐｒｉｎｓｅｐｉａｕｎｉｆｌｏｒａｖａｒ．ｓｅｒｒａｔａ）、清香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ｆｏｌｉａ）、崖花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ｔｒｕｎ
ｃａｔｕｍ）等十余种。

草本层物种丰富，但多以旱生型为主，主要有川

滇香薷（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ｓｏｕｌｉｅｉ）、蜈蚣凤尾蕨（Ｐｔｅｒｉｓｖｉｔｔａ
ｔａ）、指叶凤尾蕨（Ｐｔｅｒｉｓｄａｃｔｙｌｉｎａ）、铁线蕨（Ａｄｉａｎｔｕｍ
ｓｐｐ．）、白莲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ｓａｃｒｏｒｕｍ）、益母草（Ｌｅｏｎｕ
ｒｕｓ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戟叶酸模（Ｒｕｍｅｘｈａｓｔａｔｕｓ）、中华山蓼
（Ｏｘｙｒ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两头毛（Ｉｎｃａｒｖｉｌｌｅａａｒｇｕｔａ）、香茶
菜（Ｒａｂｄｏｓｉａｓｐｐ．）、多雄蕊商陆（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ｐｏｌｙａｎ
ｄｒａ）、曼陀罗（Ｄａｔｕｒａｓｔｒａｍｏｎｉｕｍ）、川滇槲蕨（Ｄｒｙ
ｎａｒｉａｄｅｌａｖａｙｉ）、珊瑚苣苔（Ｃｏｒａｌｌｏｄｉｓｃｕｓｃｏｒｄａｔｕｌｕｓ）、
魁蓟（Ｃｉｒｓｉｕｍｌｅｏ）、银粉背蕨（Ａｌｅｕｒｉｔｏｐｔｅｒｉｓ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等二十余种。

３．２　生态位宽度比较分析
从群落中重要值分配来看（见表２），在九龙分

布的五小叶槭重要值最高，其次是康定分布点，它们

的重要值均在２０以上；而雅江和木里分布点的重要
均在２０以下。除五小叶槭外，九龙分布群落中的色
木槭和鸡骨柴重要值在１０以上，康定分布群落中的
侧柏、色木槭和川滇蔷薇的重要值均在１０以上，雅
江分布群落中侧柏、川滇蔷薇、黄杨和鸡骨柴的重要

值均在１０以上，木里分布群落的色木槭和川滇蔷薇
的重要值在１０以上。

各植物种群利用和适应资源系列的能力不同，

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生态位宽度与生态位重叠状

况［１１］。从各分布点群落主要优势种的生态位宽度

来看（见表３），九龙分布群落中五小叶槭生态位最
宽，其次为康定分布群落，雅江和木里分布群落排在

最后，这与它们物种重要值分配规律一致。其它如

侧柏、色木槭、川滇蔷薇、鸡骨柴的生态位宽度也较

大，呈现出与五小叶槭共优的局面。

３．３　生态位重叠比较分析
生态位重叠反映了物种对资源利用的相似程度

和相互之间的竞争关系。生态位重叠系数越大，意

味着物种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有着相似的生态学需

求，物种间存在的竞争关系越激烈［１２～１３］。虽然五小

叶槭的生态位宽度最大，但它与其它物种的生态位

重叠则并不高，其生态位重叠值最高仅为０５７４（与

１８６期 罗晓波，等：五小叶槭群落物种多样性与主要优势种生态位特征研究 　　



川滇蔷薇），总重叠值仅为２５６４，是１２个主要物种
中生态位总重叠值最低的（见表４）。而其它物种之
间的生态位重叠值普遍较高，比如侧柏与川滇蔷薇

（０９８３），色木槭与川滇蔷薇（０９８７），白刺花与川

滇高山栎（０９９３），小马鞍羊蹄甲与川滇高山栎
（０９８９），小雀花与川滇高山栎（０９９２），水麻与川
滇高山栎（０９９５）等。

表２　 各分布地点五小叶槭群落中主要物种重要值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ｉｎＡｃｅｒ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

种名 拉丁名 雅江 九龙 康定 木里

１．五小叶槭 Ａｃｅｒ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１９．６１ ２７．４６ ２３．３９ １７．７４
２．侧柏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１３．３６ ５．２８ １０．８８ ３．１７
３．色木槭 Ａｃｅｒｐｉｃｔｕｍ ３．０８ １２．７１ １１．９７ １２．３８
４．川滇蔷薇 Ｒｏｓａｓｏｕｌｉｅａｎａ １５．１５ ６．５４ １５．０３ １８．３４
５．黄杨 Ｂｕｘｕｓｓｉｎｉｃａ １５．９４ ０ ５．１５ ０
６．鸡骨柴 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１１．３７ １０．８９ ５．３７ ６．２７
７．白刺花 Ｓｏｐｈｏｒａｄａｖｉｄｉｉ ２．５２ １．７５ ４．８５ ４．２８
８．小马鞍羊蹄甲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ｂ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ａｖａｒ．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２．２７ ７．６３ ２．３４ ０
９．小雀花 Ｃａｍｐｙｌｏｔｒｏｐｉｓ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ａ ０．７６ ２．９４ ３．５４ ５．８５
１０．水麻 Ｄｅｂｒｅｇｅａｓｉ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０．９４ １．５８ ２．１０ ８．８３
１１．川滇高山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ｏｉｄｅｓ ０．８９ ６．８２ ５．１３ ７．７９
１２．红泡刺藤 Ｒｕｂｕｓｎｉｖｅｕｓ ０．３５ ４．８８ ３．１６ ３．６７

表３　 各分布地点五小叶槭群落中主要物种生态位宽度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ｎｉｃｈｅｂｒｅａｄｔｈｉｎＡｃｅｒ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ｓ

种名 拉丁名 雅江 九龙 康定 木里

１．五小叶槭 Ａｃｅｒ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０．６１４ ０．８４７ ０．７６５ ０．５８５
２．侧柏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０．５２０ ０．２６８ ０．４０４ ０．１２４
３．色木槭 Ａｃｅｒｐｉｃｔｕｍ ０．１０３ ０．４８３ ０．３９０ ０．４２７
４．川滇蔷薇 Ｒｏｓａｓｏｕｌｉｅａｎａ ０．５７６ ０．２８７ ０．５６８ ０．５７８
５．黄杨 Ｂｕｘｕｓｓｉｎｉｃａ ０．５８０ ０ ０．２１３ ０
６．鸡骨柴 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０．３１７ ０．３０４ ０．２０７ ０．２７３
７．白刺花 Ｓｏｐｈｏｒａｄａｖｉｄｉｉ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０ ０．１７７ ０．１７５
８．小马鞍羊蹄甲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ｂ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ａｖａｒ．ｍｉｃｒｏ

ｐｈｙｌｌａ ０．０８８ ０．２９２ ０．１０１ ０
９．小雀花 Ｃａｍｐｙｌｏｔｒｏｐｉｓ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ａ ０．０３４ ０．１０５ ０．１１４ ０．２４８
１０．水麻 Ｄｅｂｒｅｇｅａｓｉ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８２ ０．３０３
１１．川滇高山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ｏｉｄｅｓ ０．０３８ ０．２４８ ０．１６６ ０．２８４
１２．红泡刺藤 Ｒｕｂｕｓｎｉｖｅｕｓ ０．０１６ ０．１７６ ０．１０８ ０．１４３

表４ 五小叶槭群落主要物种间生态位重叠值

Ｔａｂ．４　 Ｎｉｃ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ｖａｌｕｅａｍｏｎｇｍａｉ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ｃｅｒ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ｎａｍｅ

生态位重叠值 Ｎｉｃ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ｖａｌｕｅ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 Ｓ６ Ｓ７ Ｓ８ Ｓ９ Ｓ１０ Ｓ１１ Ｓ１２

总重叠值

１．五小叶槭 ０．３５１ ０．４４４ ０．５７４ ０．００６ ０．４００ ０．１６４ ０．００４ ０．１４７ ０．１２４ ０．２２０ ０．１３０ ２．５６４
２．侧柏 １ ０．９０８ ０．９８３ ０．３８３ ０．９６２ ０．６９８ ０．４９２ ０．５９７ ０．５６８ ０．６６９ ０．５３８ ７．１４９
３．色木槭 １ ０．９８７ ０．０５０ ０．８５２ ０．６０８ ０．２３８ ０．６２６ ０．５７６ ０．７５９ ０．６０７ ６．６５５
４．川滇蔷薇 １ ０．０７９ ０．６９７ ０．４５２ ０．０９５ ０．３９４ ０．３８９ ０．４７５ ０．３２６ ５．４５１
５．黄杨 １ ０．９５０ ０．７４３ ０．７０４ ０．６０４ ０．６０８ ０．６３１ ０．５３１ ５．２８９
６．鸡骨柴 １ ０．６７０ ０．４４３ ０．１３１ ０．５９３ ０．７１９ ０．５８０ ６．９９７
７．白刺花 １ ０．６９１ ０．９７７ ０．９６４ ０．９９３ ０．９４３ ７．９０３
８．小马鞍羊蹄甲 １ ０．９１６ ０．８６７ ０．９８９ ０．９３３ ６．３７２
９．小雀花 １ ０．９８９ ０．９９２ ０．９７８ ７．３５１
１０．水麻 １ ０．９９５ ０．９４１ ７．６１４
１１．川滇高山栎 １ ０．８９２ ８．３３４
１２．红泡刺藤 １ ７．３９９
总重叠值Ｔｏｔａｌｎｉｃ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ｖａｌｕｅ

　　从生态位总重叠值也可见，川滇高山栎的生态
位总重叠值最高（８３３４），其后依次为白刺花

（７９０３）、水麻（７６１４）、红泡刺藤（７３９９）和小雀花
（７３５１）；生态位总重叠值排在倒数第二位的黄杨，

２８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８卷



其总重叠值也是五小叶槭的两倍。主要几种共优种

之间生态位重叠值普遍居高，这暴露出五小叶槭群

落中其它一些侵入物种组成杂乱，种群生态位配置

较混乱，生态位分化水平低，物种间竞争激烈的缺

陷。

４　结论与讨论

１）五小叶槭群落的物种组成种类在 ５０种左
右，群落香农 －威纳多样性指数在３３左右；总体
上，群落物种多样性水平较低，这与地处雅砻江干旱

河谷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２）五小叶槭种群的生态位宽度较大，说明它在
干旱河谷区域仍是适生物种，该物种的生物学特性

决定了它的分布区域也仅限于此。

３）群落中其它物种之间生态位重叠值普遍很
高，而五小叶槭与其它物种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值并

不高，表明五小叶槭为这一环境的特化物种，它的资

源需求有别于其它相对广布的物种。经实地调查发

现，诸如小马鞍羊蹄甲和白刺花虽为典型的干旱河

谷物种，但其分布范围也远大于五小叶槭，而像侧

柏、色木槭、川滇蔷薇、黄杨、水麻、川滇高山栎和红

泡刺藤则其分布区域不仅限于干旱河谷地区，其它

如高山森林、高山灌丛环境中也常见。因此，生态位

重叠高值出现在这些相对广布的物种之间。

由此可见，五小叶槭属于雅砻江中游干旱河谷

地区的特有物种，它对干旱河谷环境的适生性普遍

优于其它物种，但这样的特化也使它分布局限于这

一狭窄的区域。对于五小叶槭的保护与恢复不必担

心其它物种侵入而可能带来的种间竞争，五小叶槭

群落的保育也不必追求单一优势种群结构。通过实

地调查也发现，五小叶槭的结实能力较强，种子散落

后自然萌发率也较高，只是因干季水分亏缺当年实

生苗很难越冬存活。这是其自身生物学特性所致，

与其它物种的竞争没有直接相关。

致谢：非常感谢雅江县林业局、九龙县林业局、

木里县林业局、力邱河林业局对调查工作给予的大

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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