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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短萼仪花 (Lysidice brevicalyx C. F. Wei)属苏木科仪花属 ,是我国特有的少见植物 ,株型挺拔 、叶

密而翠绿 、花色艳丽 、花期长 ,是优良的乡土园林树种 ,目前对其研究报道非常少 。在广东东莞 ,短萼仪花只
分布于清溪林场 ,主要以单株散生、萌生林 2种群落类型存在 ,面积 46. 7 hm2 ,为目前广东省范围内最大面积

的短萼仪花群落。文章报道了短萼仪花在东莞的资源现状与观赏特性 ,研究了短萼仪花的开花结实特性及

种子萌发规律 ,提出了建立短萼仪花保护点 ,扩大异地繁育栽培面积 ,进行种质资源的有效保护措施和资源
的持续利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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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 ysidice brevicalyx C. F. Wei is a rare species in China and the reports about it are very poor.

It’s an attractive tree with high ornamental value. The area of Lysidice brevicalyx communities in Dongguan is

46. 7 hm2 and it is the largest area in Guangdong. The resource statusand orna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species

were introduced. Some protection suggestion werep roposed on the basics of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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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萼仪花 Lysidice brevicalyx C. F. Wei,又名麻忆木 ,属于苏木科 Caesalpiniaceae仪花属 Lysidice,据资料

记载 ,短萼仪花在广东东莞 、茂名 、封开 、云浮 、高要 、广州 、和平 、高州 、香港 、广西隆林 、田林 、百色 、都安 、龙
州 、容县 、贵州贞车 、望谟 、安龙以及云南等地均有分布。文献记载始见于 1983年的《广西植物 》杂志 ,中国

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卫兆芬教授在该杂志首次把短萼仪花作为新种发表
[ 1 ]

。目前国内外对该树种的研

究报道甚少 。
短萼仪花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是极具开发潜力的乡土园林树种 。东莞市清溪林场保存着广东省面积

最大的短萼仪花林 ,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为保护并发展短萼仪花 ,摸清其资源现状及保育方法 ,笔者在
2007年对该短萼仪花群落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试验 。

1　调查地区自然环境概况和研究方法

1. 1　调查地区自然环境概况
东莞市国营清溪林场位于东莞市清溪镇 ,地处北回归线以南 ,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雨量丰富 ,年平均气

温 ℃,最高气温 3 ℃,最低气温 3 ℃,年均降雨量 5 。林场总面积 3 3 。林场林地
属于低山丘陵 ,海拔高差变化较大 ,在 ～ 之间 ,地势呈北高南低 ,谷深坡陡 。土壤属于赤红壤 ,立地

条件较差 ,土层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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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研究方法

1. 2. 1　资源现状调查方法 　采取踏查法和生态学样方法 。结合相关材料的采集 ,调查工作集中在短萼仪花

开花期的 4月及果成熟期的 10月 。根据短萼仪花的群落现状 及短萼仪花的生 长发育阶段 ,设置了 4个
10 m ×10 m的样地 。

记录样地海拔 、坡度 、坡向、土壤状况以及人为干扰程度等 ,实测样地内短萼仪花的株数 、株高、胸径 、地

径和冠幅 ,鉴定 、统计主要伴生植物 。

1. 2. 2　开花结实特性及种子萌发规律研究方法 　观察不同分布点的短萼仪花的开花结实物候 。在调查样
方内 ,采集不同植株上的种子若干 ,混合后晾干纸袋包装 ,置于 4～5℃的冰箱内备用 。随机取种子 100粒 ( 4

个重复 ) ,用手术刀拨去种皮 ,统计有胚种子数量 ,计算结实率 。将不同种群的种子分别用相同的基质 (1 /2

红土 +1 /2腐叶土 )在 4月初进行播种试验 。

1. 2. 3　种群恢复潜力研究方法 　在实地调查和当地居民访谈的基础上 ,选择曾遭破坏后被严格保护的短萼
仪花群落为研究对象 ,调查各龄级短萼仪花的比例及每个单株生长发育状况 ,评价种群的恢复能力 ;观察样

地内或样地周围外来物种对现存短萼仪花种群的危害及其种群发展的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 1　短萼仪花的分布现状及主要伴生植物

生态学样方调查表明 ,东莞清溪林场共有短萼仪花 46. 7 hm
2
。短萼仪花难以形成较大的种群 ,常数株

形成小片块或零星单株散生于常绿阔叶林中 。4个主要调查样点的概况见表 1。

表 1　样方调查植株生长情况

样地
海拔
(m)

坡 度
( °)

坡向 土壤
人为干
扰程度

株数
(株 )

分枝
(个 )

平均胸径
( cm)

平均树高
(m)

样地 1 250 20 西南 轻壤土 轻 1 63 16. 0

样地 2 175 20 南 砾石土 重 1 12 23 15. 0

样地 3 120 8 南 轻壤土 轻 幼苗 9 2 <0. 3

其余 6 11 8. 0

样地 4 105 5 东南 轻壤土 轻 4 18 12. 0

清溪林场的短萼仪花种群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人为破坏 。虽然目前其分布区已封山育林 ,但原生境条件
恶劣 ,短萼仪花仍面临严重威胁 。现存的短萼仪花主要以单株散生和萌生林两种类型存在 ,呈现以下特征 。

2. 1. 1　散生单株 　散生单株的短萼仪花多见于山地小路两侧的杂木林中 ,同时在原生常绿阔叶林内也偶

见 。在清溪林场海拔约 250m处的山路旁 ,有 1株胸径达 63 cm,树高约 16m的短萼仪花 ,周围 30 m的范围

内未发现短萼仪花小树或小苗 ,但树下荚果却很多 ,说明该树种的天然更新能力很差。清溪林场的植被曾遭
砍伐破坏 ,为了保护其自然景观 ,林业部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进行了严格的“封山 ”管理 ,在对“封山 ”区

域调查发现了散生的短萼仪花 ,在这些散生的短萼仪花群落中 ,红花荷 Rhodoleia championii、山乌桕 Sapium

discolor、山苍子 L itsea cubeba、荷木 Schima superba、浙江润楠 M ichel ia chekiangensis、樟树 Cinnamomum campho2
ra、鸭脚木 Schefflera octophy lla 、铁冬青 I lex rotunda等亚热带阔叶树种已成为优势种类 ,但在散生的短萼仪

花大树周围仅发现少量短萼仪花小树 。

短萼仪花散生单株多分布于林区路旁 ,受人为干扰十分严重 ,是分布区内最脆弱的类型 ,这些单株极易

因人类的进一步破坏 、濒危生境形成或其他植物的更替等而不断流失 。

2. 1. 2　萌生林 　多分布在林区山地缓坡上 ,是人为砍伐后萌生的结果 。由于人的频繁活动 ,萌生林内的短

萼仪花种群表现出特殊的树体形状 、株高结构和比较单一的物种成分。调查期间种群中有近 85. 5%的短萼
仪花植株处于花果期 。据样方调查 ,短萼仪花在乔灌层中为优势树种 ,伴生有高等植物 余种 。伴生的乔

木有巴豆 、水翁 yx 、对叶榕 F 、枫香 L q f 、破布

叶 M 、潺槁木姜子 L 等 ,灌木及草本植物有毛果算盘子 G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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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 A locasiamacrorrhiza 、假鹰爪D esmos chinensis、蔓生莠竹 M icrostegium vagans、海金沙 Lygodium japonicum 、

玉叶金花M ussaenda pubescens、马缨丹 L antana camara等 10余种。
以往由于将短萼仪花作薪炭材利用 ,人为砍伐形成了短萼仪花萌生林 ,虽不是毁灭性的利用 ,但人为地

阻止了植株的正常生长发育 , 导致种群发展缓慢 ,基因交流和重组的机会受抑 ,难于形成丰富的遗传多样

性 。萌生林是人为干扰下的脆弱群体 ,应禁止进一步的砍伐利用 ,促使种群的恢复 。
2. 2　开花结实 、种子萌发及种群自然恢复能力

短萼仪花结实量大 ,但虫害严重 ,因虫害而坏死的荚果有 65% ～72%。种子的种皮厚 ,透水性差 ,影响

种子的天然萌发。
2. 2. 1　开花结实习性及种子萌发 　短萼仪花在 5年生时 (株高约 4 m)就进入生殖阶段。花期在 3～5月

份 ,果期为 9～11月份。

广西林业科学研究所于 1987年 9月下旬 ,用当年新采的种子在室外沙床做发芽测定 ,播前用硫酸浸泡
6m in,彻底洗净后用水浸泡 0. 5 d,播种时日均温为 27℃,播后 9 d种子开始萌发 ,至 10月 14日发芽终止 ,从

发芽之日起至发芽高峰的 9 d中 ,发芽率为 60%;从播种之日起的 24 d中 ,发芽率为 74%。留土萌发 。胚根

萌发后 6～7 d上胚轴出土 ,具初生不育叶 4～6片 , 13～15 d初生发育叶长出 。在东莞育苗栽培试验表明 ,

短萼仪花实生苗露地栽培后 ,生长发育正常 , 1年生苗株高最高可达 130 cm,地径 1. 2～2. 5 cm,表现出速生
性 。

2. 2. 2　天然条件下短萼仪花的种群恢复潜力 　对清溪林场进行调查时发现 ,有一株砍伐后重新萌发出来
的短萼仪花大树 ,共 12个分枝 ,高约 15 m,其中最大一个分枝胸径为 40. 5 cm,最小的为 11. 8 cm。调查发

现 ,其周围已经形成有一定株高结构的小种群 。在 100 m2 的样方中 ,胸径为 4. 8～14. 6 cm的更新个体共 6

株 ,其中 2株已开始开花结实 ;株高 30 cm以下的幼苗有 9株 。这说明短萼仪花在经过近 20年的封山育林

后 ,现已成为能自我繁衍的小种群 。又如在被严重破坏后进行封山管理的植被中发现一株高 16m的短萼仪
花孤立木 ,其周围 400 m2 内有 15株短萼仪花小树和幼苗 ,并开始形成小种群 。若这些小种群能够得到科学

的管理和保护 ,将会形成有一定空间分布格局的大种群 ,实现种群的原生地恢复 。

因此 ,对被破坏的短萼仪花原生地植被进行严格管护 ,能促使短萼仪花种群的原生地自然恢复 ,继而促
使短萼仪花群落的恢复和发展。

2. 3　树种观赏特性

短萼仪花属常绿乔木 ,株型挺拔 、叶密而翠绿 ,树冠宽阔 ,荫浓 ,总状花序大 ,花多 ,且开放整齐 ,颜色粉红
艳丽 ,盛开时满树鲜花 ,若成片栽植 ,则可形成一片绚烂的花海 ,十分美丽 。花期很长 ,从 3月到 5月 ,是观

姿 、观叶 、观花的优良观赏树种 (见图 1,图 2)。园林上可孤植、丛植或片植 ,可作庭荫树 、行道树和园景树 。

短萼仪花以前曾作为薪炭材来利用 ,而它极高的观赏性未得到利用 ,在大力发展乡土阔叶树种的城市林
业战略下 ,短萼仪花可作为极有潜力的优良城市园林树种来大力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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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短萼仪花的濒危原因与保护对策

导致短萼仪花濒危的因素很多 。短萼仪花脆弱种群的形成可能与其物种演化过程中的地史变化、短萼
仪花的生态生物学特性以及人类活动等诸多因素紧密相连 。目前 ,当地人群的生产 、生活活动和外来入侵种

的排挤等正不断缩小短萼仪花种群和劣化短萼仪花生境 ,加之其荚果受虫害严重 、种子萌发困难 、幼苗及其

成年树的形态建成对环境的要求等特性更加剧了该物种的濒危 。
鉴于目前短萼仪花的种群状况 ,应尽快采取综合措施 ,努力挽救现存每一个单株和脆弱的小种群 。

2. 4. 1　加强就地保护 　禁止乱砍乱伐 ,保护现有的短萼仪花及其生境 ,建立一个以清溪林场为保护中心的

自然保护小区 ,促使短萼仪花种群的恢复 。
2. 4. 2　加紧异地 (迁地 )保育 　可在采种育苗获得大量个体的基础上 ,根据它们的生态生物学特性规划发

展区域 、选择适宜的立地条件进行人工种植 ,人为扩大种群空间 ,创造基因交流和重组的条件 ,防止目前各个

孤立小种群内可能发生的近交衰退造成遗传多样性的减少 。
2. 4. 3　进行短萼仪花资源可持续利用 　建议把短萼仪花纳入东莞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建设生态绿城的战

略首选树种 ,实现短萼仪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同时根据短萼仪花株型挺拔 、叶密而翠绿、花色艳丽 、花期长
的优良性状 ,把其作为乡土园林树种进行推广种植 ,在最广泛的园林应用中实现其种质资源的有效保护 。

3　结论与讨论

3. 1　东莞清溪林场发现的短萼仪花群落面积达 46. 7 hm2 ,它们主要呈现单株散生、萌生林 2种群落类型 ,为

目前广东省范围内最大面积的短萼仪花群落 。

3. 2　单株散生 、萌生林是当地人群不合理利用山地资源和对植被破坏的结果 ;萌生林常小斑块状镶嵌于亚
热带常绿阔叶林中 。在被严重破坏后进行封山管理的植被中有些单株能自然更新 ,林下有小树和幼苗 ,并形

成小种群 ,对这些小种群应注意加强科学管理和保护 。

3. 3　短萼仪花结实量大 ,但虫害严重 ,因虫害而坏死的荚果有 65% ～72%。种子的种皮厚 ,透水性差 ,影响
种子的天然萌发。

3. 4　短萼仪花株型挺拔 、叶密而翠绿 、花色艳丽 、花期长 ,建议把短萼仪花纳入东莞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建设

生态绿城的战略首选树种 ,作为乡土园林树种进行推广种植。
3. 5　迁地保育试验显示 ,短萼仪花在广东露地栽培后表现出速生性 。目前 ,分布区虽然进行封山育林 ,但原

生境生长条件恶劣 ,使其面临严重威胁 。建议在自然保护区外建立短萼仪花保护点 ,扩大异地繁育栽培面

积 ,进行种质资源的有效保护和资源的持续利用 。

参考文献

[ 1 ]　卫兆芬 .中国 无忧 花属 、仪花属和紫荆属资料 [ J ].广西植物 , 1983 (1) : 11217.

66 黄练忠等 : 　广东东莞短萼 仪花 的资源分布与观赏特性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