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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城区古寨自然保护区苏铁蕨群落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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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古寨保护区内苏铁蕨（Ｂｒａｉｎｅａｉｎｓｉｇｎｉｓ）分布的森林群落进行群落特征分
析，结果表明：群落郁闭度为０．６～０．８，群落高度在１０ｍ左右，包含乔木、灌木、草本３层；对苏铁蕨种群生
活力分析表明，马尾松针阔叶混交林是苏铁蕨最适宜生存的群落类型；相关分析表明，群落乔木郁闭度与苏

铁蕨生活力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不显著，是影响苏铁蕨能否在林内生存的主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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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铁蕨（Ｂｒａｉｎｅａｉｎｓｉｇｎｉｓ）为乌毛蕨科（Ｂｌｅｃｈｎａｃｅａｅ）苏铁蕨属（Ｂｒａｉｎｅａ）多年生常绿植物，其主干木质，直
径一般为１０～１５ｃｍ，最大可达２０ｃｍ左右，高一般在５０ｃｍ以下，单一或有时分叉。苏铁蕨主要分布于中国
的福建、广东 广西、贵州、海南和台湾等地［１］，以及亚洲热带地区如印度、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马来西亚、

菲律宾、柬埔寨等［２］。

苏铁蕨是单种属植物，也是现存蕨类植物中除树蕨类（桫椤科 Ｃｙａｔｈｅａｃｅａｅ）外唯一具有大型主干的种
类，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对研究古植物区系及蕨类植物的起源和演化具有重要意义。苏铁蕨形似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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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树形优美，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３］；苏铁蕨的干燥根茎和叶柄残基还可作为贯众入药，具有清热解毒、活

血散癖、抗菌之功效［４］。由于苏铁蕨对生境要求较严，又具有一定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其野生居群分布较

少且受人为破坏较严重，因此，被列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苏铁蕨是一种阳生植物，早在１９５５年张宏达等［５］研究广东鼎湖山植物群落时就对鼎湖山的苏铁蕨群落

进行过描述，１９８２年王铸豪等［６］再次开展鼎湖山植被研究时该苏铁蕨群落仍然存在 ，然而，２００２年曹洪麟
等［７］对鼎湖山植被重新调查时发现鼎湖山的苏铁蕨群落基本消失。但近年来，谭观朱、徐晓晖等［８９］的研究

发现，在自然次生林中苏铁蕨也能存活并维持一定的种群数量。那么，苏铁蕨适宜生存的植物群落究竟是什

么类型？

古寨保护区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黄沥镇，现有林分均有苏铁蕨分布，对保护区区内的苏铁蕨群落进

行研究，分析其种群生存能力及其与群落特征的关联性，对探讨上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从而为苏铁蕨的就

地保护和迁地保育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地概况

惠州古寨水源林县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东省惠城区东北部的横沥镇东端。地理位置介于北纬２３°１０′
３１″～２３°１４′１８″、东经１１４°３９′４２″～１１４°４３′１５″之间，保护区东部和东南部边界与惠东县梁化镇接壤，其余则
处于横沥镇境内，总面积１２１０．３ｈｍ２。保护区属低山丘陵地貌特征，区内最高峰为羊牯顶，位于保护区东北
部，海拔６９５．３ｍ，区内呈东北高西南低的地势。

古寨保护区地处南亚热带，地带性气候类型为南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其气候主要特征是秋春相连，

长夏无冬，具有春润、夏湿、秋干、冬燥的特点。年平均气温约为２１．９℃，最冷月（１月）平均气温为１４．５℃，
最热月（７月）平均气温２７．９℃；年均降雨量１７７１ｍｍ，雨量充沛，每年４—９月为雨季，降水量占全年平均的
８４％左右；据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统计，全年平均有效积温高达８００６．１℃，全年无霜冻。

古寨保护区的土壤类型为发育于砂岩的赤红壤，土层较厚，但多砾石，有机质含量中等，表层土壤的 ｐＨ
值一般在５．０左右，呈酸性。保护区的现存植被以马尾松（Ｐｉｎｕｓｍａｓｓｏｎｎｉａｎａ）针阔叶混交林为主，其次为马
尾松林和次生性季风常绿阔叶林，还有少量近年种植的尾叶桉（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ｕｒｏｐｈｙｌｌａ）林。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样地调查
２０１３年９月，在古寨保护区有苏铁蕨分布的不同群落类型中，每个群落随机设置３个２０ｍ×２０ｍ的调

查样方，并分成１２个１０ｍ×１０ｍ的小样方，对样方内胸径（ＤＢＨ）≥３ｃｍ的植株进行每木检尺，记录其种
名、树高、胸径和冠幅等，在每个小样方内随机设立１个５ｍ×５ｍ的灌木层样方和１个２ｍ×２ｍ的草本层
样方，调查灌木层样方中ＤＢＨ＜３ｃｍ、树高＞５０ｃｍ的灌木和草本层样方中的所有草本植物，记录其种名、高
度和冠幅（或盖度），同时记录样方内出现的层间植物及其盖度，对样方内的目标植物苏铁蕨进行每株调查，

记录其高度、基径、冠幅和活叶片数。

２．２　数据分析
２．２．１　重要值　重要值（ＩＶ）＝相对多度＋相对频度＋相对显著度 （１）………………………………………

（１）式中，乔木显著度用胸高断面积计算，灌木和草本显著度用盖度计算［１０］。

２．２．２　生物多样性分析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物种丰富度指数Ｄ＝（Ｓ－１）／ｌｎＮ （２）……………………………………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物种多样性指数Ｈ＝－ＰｉｌｎＰｉ （３）…………………………………………………………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Ｊｓｗ＝Ｈ／ｌｎＳ （４）……………………………………………………………………………

（２）～（４）式中，Ｓ为样方的植物种数；Ｐｉ为种ｉ的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比率；Ｎ为样方所有物种的个体
数之和。

２．２．３　苏铁蕨种群生活力分析　对各群落灌木层样方中的苏铁蕨进行每木检尺，调查其基径、高度、叶片数
和冠幅等指标，与株数、样方数加权平均得出各群落类型中苏铁蕨的生活力，生活力（Ｖ）计算公式为：

Ｖ＝０．２ａ＋０．２ｂ＋０．２ｃ＋０．２ｄ＋０．１ｅ＋０．１ｆ （５）……………………………………………………………

（５）式中，ａ为平均叶片数；ｂ为平均冠幅；ｃ为株数；ｄ为平均基径；ｅ为平均树高；ｆ为样方数。
苏铁蕨一般不分枝，仅在顶部环状簇生叶片，环境条件越适合其叶片数量会越多，颜色越翠绿，叶片越

８ 蔡增旺等：　惠城区古寨自然保护区苏铁蕨群落特征研究



长，冠幅也就越大。因此，在个体大小相似的条件下，可用叶片数量及冠幅表征其个体生活力；可用株数、样

方数、平均基径和平均树高等表征群体生活力。根据苏铁蕨的生活力与群落乔木层组成种类、株数、郁闭度、

胸高断面积、平均树高和乔木层多样性指数等各群落乔木层特征指标进行相关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群落特征
３．１．１　组成与结构特征　调查发现，在古寨保护区内，除人工种植的湿地松（Ｐｉｎｕｓｅｌｌｉｏｔｔｉｉ）林和桉树林、路
边灌草丛、马尾松稀树灌草丛群落外，其他群落类型内均有苏铁蕨分布，分别是马尾松林（群落Ⅰ）、马尾松
针阔叶混交林（群落Ⅱ）、次生性季风常绿阔叶林的广东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鸭脚木（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ｈｅｐｔａｐｈｙｌｌａ）林（群落Ⅲ）、次生性季风常绿阔叶林的中华锥（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枫香（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ｆｏｒｍｏ
ｓａｎａ）林（群落Ⅳ）和次生性季风常绿阔叶林的山乌桕（Ｓａｐｉｕｍｄｉｓｃｏｌｏｒ）＋鸭脚木林（群落Ⅴ）（表１）。

表１　古寨保护区含有苏铁蕨的５种群落乔木层特征

群落类型 种名 拉丁名 株数 样方数
胸高断面

／ｃｍ２
平均胸径

／ｃｍ
平均树高

／ｍ
重要值

／％

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ｍａｓｓｏｎｎｉａｎａ ８６ １２ ２３３６７．５９ １８．６±１．２ ９．５±０．７ １７８．３４

野漆 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ｓｕｃｃｅｄａｎｅｕｍ １８ ８ １１０．８４ ２．８±０．９ ３．５±０．５ ３１．２６

群落Ⅰ 鸭脚木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ｈｅｐｔａｐｈｙｌｌａ １２ ６ １３６．０９ ３．８±１．４ ４．２±０．６ ２２．６７

其他６种 ３７ １６ １３６２．２８ ４．１±１．６ ３．２±０．８ ６７．７３

合计９种 １５３ ３２ ２４９７６．８０ １２．４±０．５ ７．３±０．７ ３００

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４９ １２ １２０３７．９０ １７．３±０．６ ９．１±０．６ ７４．３５

黄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ｘｙｌｏｎ ４４ １１ ５２３３．１７ １６．２±０．６ ８．８±０．２ ４８．４８

群落Ⅱ 鸭脚木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ｈｅｐｔａｐｈｙｌｌａ １７ ８ ２６５６．３０ １３．８±１．０ ７．０±０．７ ２４．８３

其他２３种 １１７ ６３ １０１６６．２１ ８．８±１．７ ６．１±０．６ １５２．３４

合计２６种 ２２７ ９４ ３００９３．５８ １２．５±１．６ ７．３±０．４ ３００

广东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３７ １１ ９８１６．９０ １７．６±１．６ １１．３±０．３ ３８．９６

鸭脚木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ｈｅｐｔａｐｈｙｌｌａ ２８ １１ ５９９８．９８ １５．３±０．５ ８．９±０．３ ２８．０７

群落Ⅲ 枫香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１３ ９ ３４９６．３７ １８．３±０．９ １２．０±０．６ １６．８６

其他４８种 ２４０ １３６ ２８０１８．０４ １０．０±１．８ ７．０±０．６ ２１６．１１

合计５１种 ３１８ １６７ ４７３３０．２９ １１．７±１．６ ７．９±０．６ ３００

中华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７ １０ ８６３５．０９ １６．４±１．３ １０．５±０．８ ３４．３０

枫香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３３ １１ ６９５９．７１ １５．５±１．１ １０．８±０．２ ３０．２９

群落Ⅳ 山乌桕 Ｓａｐｉｕｍ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３５ １０ ５１４８．６０ １２．９±１．０ ８．３±０．３ ２６．３１

其他３９种 ２７９ １３１ ２５９５０．０５ １０．８±１．４ ７．６±０．７ ２０９．１０

合计４２种 ３８４ １６２ ４６６９３．４５ ９．２±１．９ ６．８±０．３ ３００

山乌桕 Ｓａｐｉｕｍ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４７ １２ ６０８９．２１ １２．２±１．３ ９．１±０．４ ６０．０４

鸭脚木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ｈｅｐｔａｐｈｙｌｌａ ６０ １２ ４５６９．０５ ９．１±０．７ ７．０±０．８ ５６．７２

群落Ⅴ 降真香 Ａｃｒｏｎｙｃｈｉａ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 ２１ １０ １１８１．２４ ８．０±１．４ ６．５±０．３ ２２．４０

其他２７种 １４１ ８７ ６８１０．２２ ７．８±１．５ ６．２±０．８ １６０．８４

合计３０种 ２６９ １２１ １８６４９．７２ ５．７±１．６ ４．９±０．９ ３００

群落Ⅰ主要分布于保护区的南部，面积占保护区的３５．０％，群落外貌常绿，郁闭度一般在０．６左右，群
落可分乔、灌、草３层，乔木层树高５～１０ｍ，以马尾松占绝对优势（表１），其他种类则多呈小乔木状，局部地
段还残存有人工种植的南洋楹（Ｐａｒａｓｅｒｉａｎｔｈｅｓｆａｌｃａｔａｒｉａ）；由于本群落乔木层郁闭度较低，故群落灌木层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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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丰富，盖度５０％左右，高度在１．５ｍ左右，以桃金娘（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ＩＶ值５７．１０％）为主，九节
（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ｒｕｂｒａ）（ＩＶ值３９．７５％）和岗松（Ｂａｅｃｋｅａ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ＩＶ值２９．５７％）居二、三位，说明群落结构处于
进展演替初期；群落草本层种类不多，盖度在４５％左右，以芒萁（Ｄｉｃｒａｎｏｐｔｅｒｉｓｐｅｄａｔａ）占优势，其 ＩＶ值超过
１００％。在水热条件优良的局部地段，如临近山谷的山坡下部，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金毛狗（Ｃｉｂｏｔｉ
ｕｍｂａｒｏｍｅｔｚ）和苏铁蕨分布。

群落Ⅱ主要分布于保护区北部的观音山附近，面积占保护区的４６．９％，群落外貌常绿，郁闭度一般可达
０．７以上，树高１０～１２ｍ，一般可分乔、灌、草３层，乔木仍以马尾松为主（表１），群落中平均胸径大于１０ｃｍ
的树种有马尾松、黄樟、鸭脚木、山乌桕、多穗柯（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ｌｉｔｓｅｉｆｏｌｉｕｓ）、中华锥、木荷（Ｓｃｈｉｍａｓｕｐｅｒｂａ）和广东
润楠，其中中华锥、木荷和广东润楠是本地带自然林群落的建群种，可见，本群落已逐渐向地带性森林群落演

替；群落灌木层种类较丰富，但盖度较低，一般在２５％左右，高度在２ｍ左右，以耐荫性较强的鸭脚木（ＩＶ值
６３．５０％）小苗和九节（ＩＶ值４１．１６％）等为主，但桃金娘（ＩＶ值３９．３８％）和岗松（ＩＶ值３５．０９％）等也占一定
的优势地位，说明群落刚从针叶林演替而来，林内耐荫树种和阳生树种并存；群落草本层种类不多，盖度

３５％左右，也以芒萁占优势，其ＩＶ值超过１００％，其次是乌毛蕨（Ｂｌｅｃｈｎｕｍ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在本群落类型的局部
地段，苏铁蕨呈优势种群分布。

群落Ⅲ主要分布于观音山以北的杨梅坑及南梅槎两条山谷下部地段，占保护区面积的０．７％。群落处
于沟谷地段，水湿条件较好，外貌常绿，林冠较连续，郁闭度在０．８以上，高度在１２ｍ左右，分乔、灌、草３层，
乔木层以广东润楠、鸭脚木、枫香等为优势树种（表１），群落处于向地带性森林群落演替的中早期阶段；灌木
层种类较丰富，但盖度只有３０％左右，以本地带常见的九节（ＩＶ值５９．３３％）和罗伞树（Ａｒｄｉｓｉａｑｕｉｎｑｕｅｇｏｎａ）
（ＩＶ值４８．２８％）等为主；草本层种类不多，盖度在 ４５％左右，以金毛狗（ＩＶ值 ８０．９７）和苏铁蕨（ＩＶ值
２６．５６％）等为优势。

群落Ⅳ分布于群落Ⅲ以上至山坡中部，占保护区面积的２．２％，是本保护区分布较多的次生性季风常绿
阔叶林类型。群落树冠较平整连续，以常绿为主，树高一般在１２ｍ左右，郁闭度在０．７以上，可分乔、灌、草
３层，上层乔木中华锥、枫香、山乌桕等占优，群落处于向地带性森林群落演替的中早期阶段；灌木层种类较
丰富，盖度在２５％左右，以九节（Ⅳ值６２．６４％）等为主；草本层种类不多，盖度在３５％左右，以芒萁（ＩＶ值
１１０．３３％）为主，局部分布有苏铁蕨。

群落Ⅴ分布于保护区南部大坑水库附丘陵坡地的下部，占保护区面积的２．８％。本类型是我国亚热带
南部天然林次生林的先锋群落，郁闭度０．８左右，外貌呈常绿落叶混交林状态，秋冬季节山乌桕、千年桐
（Ｖｅｒｎｉｃｉａｍｏｎｔａｎａ）、野漆等树种的树叶将由绿色转变成红色或黄色，使群落呈现色彩斑斓的景观，是本地带
常见的彩叶森林，群落分乔、灌、草３层，上层乔木以山乌桕、鸭脚木、降真香等占优势；灌木层种类较丰富，盖
度在３５％左右，以九节（ＩＶ值４２．９７％）、鸭脚木（ＩＶ值４６．８０％）等为主；草本层种类不多，盖度在３５％左右，
以芒萁ＩＶ值（９６．８０％）占主要地位。
３．１．２　多样性特征　物种多样性是群落结构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测定物种多样性指数及与之相联系
的物种均匀度和生态优势度，可以综合地反映群落的组织水平。一般地，在一个群落中，如果有许多物种，而

且它们的多度非常均匀，则该群落就有高的多样性；反之，如果群落中物种少并且它们的多度不均匀，则群落

的多样性较低（表２）。

表２　苏铁蕨所在群落物种多样性比较

群落类型
乔木层

Ｄ Ｈ Ｊｓｗ
灌木层

Ｄ Ｈ Ｊｓｗ
草本层

Ｄ Ｈ Ｊｓｗ
群落Ⅰ ３．６６ ２．１１ ０．６６ ５．１６ ３．３３ ０．９３ ３．１８ １．６５ ０．５５

群落Ⅱ １０．６１ ３．８１ ０．８１ ７．８７ ３．３２ ０．８５ ３．８５ １．５４ ０．４９

群落Ⅲ １９．９８ ４．８７ ０．９６ ９．８７ ３．４８ ０．８０ ４．１４ ２．６４ ０．８８

群落Ⅳ １５．８６ ４．６４ ０．８６ ８．５３ ３．４４ ０．８４ ４．０６ １．２０ ０．３６

群落Ⅴ １１．９４ ３．９１ ０．８０ ９．６５ ３．８８ ０．９０ ２．９８ １．８６ ０．６６

　　注：Ｄ为Ｍａｒｇａｌｅｆ物种丰富度指数，Ｈ为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物种多样性指数，Ｊｓｗ为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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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Ⅱ、群落Ⅲ、群落Ⅳ的丰富度指数和生物多样性指数都是乔木＞灌木＞草本，而群落Ⅰ（马尾松林）
则是灌木＞乔木＞草本；均匀度指数也基本符合这一规律。其中次生性季风常绿阔叶林群落Ⅲ和群落Ⅳ乔
木层的生物多样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较高，这两个群落虽然结构和种类组成与顶极群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

其多样性水平仍较高。

３．２　不同群落内苏铁蕨种群的生活力
通过对群落内苏铁蕨种群的生活力分析（表３）可知，古寨保护区内群落Ⅱ（马尾松针阔叶混交林）最适

合苏铁蕨存活，其生活力最高；群落Ⅳ（中华锥＋枫香林）居其次，也比较适合苏铁蕨生存；马尾松林居中，说
明马尾松林的演替后期已开始有苏铁蕨出现在林内；群落Ⅲ和群落Ⅴ的苏铁蕨生活力较低，一方面这两个群
落均位于沟谷地段，水湿条件较好但日照时数较短，另一方面这两群落的上层郁闭度也较高，林内光照较少，

苏铁蕨在这两个群落中处于残存状态，随着群落的进一步演替，苏铁蕨最终将从这些森林类型内退出。

表３　古寨保护区不同群落苏铁蕨生活力分析

群落类型 平均叶片数
平均冠幅

／（ｍ×ｍ）
株数

平均基径

／ｃｍ
平均树高

／ｃｍ
样方数 生活力

群落Ⅰ １１．２ １．５×１．６ １３ ７．１ ３７．８ ４ １０．９２

群落Ⅱ １０．３ １．４×１．５ ２４ ６．８ ４１．２ ８ １３．５６

群落Ⅲ ８．５ １．４×１．５ ６ ５．８ ３８．５ ３ ８．６３

群落Ⅳ ９．５ １．５×１．５ １６ ６．３ ４４．６ ６ １１．８７

群落Ⅴ ８．８ １．４×１．４ ８ ５．５ ４５．３ ３ ９．６８

３．３　苏铁蕨生活力、群落乔木层各特征相关性分析
苏铁蕨生活力与群落中乔木郁闭度相关性最高，而与其它指标的相关性较弱，均不显著（表４）。

表４　苏铁蕨生活力、不同群落乔木层各特征指标相关分析

生活力 乔木种数 株数 郁闭度 胸高断面积 平均树高 乔木层多样性（Ｈ）

生活力 １
乔木种数 －０．３９ １
株数 －０．１７ ０．８９ １
郁闭度 －０．４８ ０．８５ ０．７５ １

胸高断面积 －０．１０ ０．７７ ０．７３ ０．３２ １
平均树高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３５ ０．６３ １

乔木层多样性（Ｈ） －０．２１ ０．９７ ０．９０ ０．８８ ０．６９ ０．０２ １

４　结论与讨论

苏铁蕨是喜阳植物，常生于山坡向阳地段［１］，但也有成灌丛群落建群种的报道［１１］，说明其生长喜阳耐

旱，但不耐强阳或阴湿环境，适宜在林冠郁闭度适中的山坡林下生长。古寨保护区是广东省内苏铁蕨分布较

多的区域，保护区的主要植被类型内都有苏铁蕨分布，局部可成片分布，但这些林分无论是次生性季风常绿

阔叶林还是针阔叶混交林都有共同的特点，即群落高度都在１２ｍ以下，郁闭度在０．６～０．８左右，群落结构
一般只有简单的乔、灌、草３层，这与前人研究的结论基本相同［５，８１０］。

通过对不同群落类型内苏铁蕨种群的个体生长状况及群体生活水平的综合分析可知，马尾松针阔叶混

交林是苏铁蕨最适生的群落类型，这与该类型处于人为干扰活动较少的北部山区，而群落也分布于山坡中上

部，郁闭度适中等条件有关，与苏铁蕨的生物学特性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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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有苏铁蕨分布的５个林分的群落特征分析，可知群落中乔木郁闭度与苏铁蕨种群生活力的相关
性最强，与其它群落特征相关性均很弱，且都不显著。这些因素是决定苏铁蕨能否持续生存的重要因子，当

然种源因素也很重要，我国亚热带地区有大面积的马尾松林和马尾松针阔叶混交林分布［１２］，而只有两广、贵

州、福建等地有苏铁蕨分布［１］。从广东鼎湖山苏铁蕨群落逐渐消失的现象［５７］说明，要保护苏铁蕨，不仅要

对森林植被进行保护，还要通过适度干扰等措施，使保护区内部分森林维持适度的郁闭度和林分结构，以利

于苏铁蕨的生存。

参考文献

［１］　Ｗａｎｇ，ＦＧ，ＦＷＸｉｎｇ，ＳＹ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ＦｌｏｒａｏｆＣｈｉｎａ［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２］　ＩＴＩＳ．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ｏｆｌｉｆ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４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ｏｆｌｉｆｅ．ｏｒｇ／ｃｏｌ／ｄｅｔａｉｌｓ／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ｄ／１６５５４１９７．
［３］　欧阳婵娟，王忠，罗燕燕，等．华南野生观赏蕨类植物［Ｊ］．广东园林，２００８（５）：４８５１．
［４］　李菲．苏铁蕨贯众的化学成分与质量研究［Ｄ］．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１．
［５］　张宏达，王伯荪，张超常，等．广东高要鼎湖山植物群落之研究［Ｊ］．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５５（３）：１５９２２５．
［６］　王铸豪，何道泉，宋绍敦，等．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植被［Ｊ］．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１９８２（１）：７７１４１．
［７］　曹洪麟，黄忠良，张林艳，等．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植被类型［Ｊ］．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２００２（９）：１９．
［８］　谭观朱，冯志坚，何仲坚，等．东莞市银瓶嘴自然保护区苏铁蕨群落特征［Ｊ］．华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２７（１）：１２１１２３．
［９］　徐晓晖，王小清，孙延军，等．深圳马峦山及其邻近山地苏铁蕨群落特征分析［Ｊ］．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２０１０，１９（４）：

６３６９．
［１０］　吴林芳，黄明钗，马磊，等．广州增城腊田埔翻白叶树林群落分析［Ｊ］．广东林业科技，２０１２，２８（２）：１８．
［１１］　曾绮微，李海生，陈桂珠，等．香港灌丛植被的数量分类与环境关系分析［Ｊ］．环境科学研究，２００７，２０（５）：４５４９．
［１２］　李清湖，庄雪影．广东山区３种不同人工林林下植物多样性初步研究［Ｊ］．广东林业科技，２０１２，２８（２）：３７４５．

２１ 蔡增旺等：　惠城区古寨自然保护区苏铁蕨群落特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