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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金花茶野生资源调查与分析


张贵良　　张贵生　　张　昆　　王　东　　平珊瑚
（云南省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口管理分局，云南 河口 ６６１３９９）

摘要　文章通过对云南金花茶野生资源的调查和分析，掌握了野生云南金花茶的地理分布特点和种群
数量。野生云南金花茶仅分布于云南的个旧、河口、马关３县市，数量分别为２８０，２５５和１２８株。同时针对
野生云南金花茶的现状，提出了关于保护野生云南金花茶资源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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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金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ｆａｓｃｉｃｕｌａｒｉｓ）又称簇蕊金花茶、云南显脉金花茶，为山茶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山茶属（Ｃａ
ｍｅｌｌｉａ）金花茶组（Ｓｅｃｔ．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的一个种［１］，是云南特有、极小种群植物。其花色金黄，且花大，属名贵观

赏花卉；蒴果橙黄或紫红，酷似成熟的桃子，具有较高观赏价值，是培育茶花优良品种的重要种质基因材料。

目前，云南金花茶野外资源数量极少，分布范围狭窄，且正在遭受严重的破坏，已被列入云南省珍贵树种，但

未被列入国家级重点野生保护植物，按照ＩＵＣＮ评估标准，该种属于“极危种”（ＣＲ）等级［２］。云南省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年的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紧急行动计划涉及的２０种植物中，只有云南金花茶的种群数量尚不清楚，
本项目首次对不同海拔的野生云南金花茶种群地理分布、现存资源量、生境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为采

取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提供基础资料。

１　自然概况

调查区域位于个旧、河口、马关３县市之间，地理坐标为东经１０３°２０′～１０４°０３′，北纬２２°３６′～２３°０７′，由
云南大围山自然保护区个旧片区、河口片区及马关古林箐、篾厂、大石板林区组成。调查区域海拔１１０～
１６００ｍ，年降雨量在１７００～２２００ｍｍ之间，属北热带和南亚热带气候。土壤类型以砖红壤、赤红壤为主。
调查区域以中山深切割地貌为主，其中大围山个旧、河口、马关古林箐林区为石灰岩，马关篾厂、大石板林区

为土石山。调查区域及周边居住的民族主要为汉、壮、瑶和苗族，约３万人，以种植橡胶、香蕉、玉米、水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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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来源，出售原料，产业链短，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调查区域的主要植被类型有望天树（Ｐａｒａｓｈｏｒｅ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绒毛番龙眼林（Ｐｏｍｅｔｉａ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四树木
（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韶子林（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ｃｈｒｙｓｅｕｍ）、蚬木林（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ｈｓｉｅｎｍｕ）、董棕林（Ｃａｒｙｏｔａ
ｕｒｅｎｓ）４种。组成群落的优势种类和建群种类约３０种，乔木层主要有望天树、绒毛番龙眼、四树木、韶子、蚬
木、董棕、檬果樟（Ｃａｒｙｏｄａｐｈｎｏｐｓｉｓ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任豆（Ｚｅｎｉａｉｎｓｉｇｎｉｓ）、龙眼参（Ｌｙｓｉｄｉｃｅｒｈｏｄｏｓｔｅｇｉａ）。灌木层覆
盖度８０％～９０％，云南金花茶在该层中不占优势，常见种有棒柄花（Ｃｌｅｉｄｉｏｎｂｒｅｖｉ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ｕｍ）、苹婆（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ｎｏｂｉｌｉｓ）等。草本层常见的有?叶（Ｐｈｒｙｎｉｕｍｓｐ．）、海芋（Ａｌｏｃａｓｉａｍａｃｒｏｒｒｈｉｚａ），还有人工种植的砂仁（Ａｍｏ
ｍｕｍｓｐ．）。

２　调查方法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在全面踏查的基础上，按实测法与数据统计方法统计云南金花茶的现存资源数量，同时
用１∶２５０００地形图勾绘分布面积。根据种群分布情况确定各县市的调查面积［３］，个旧市河口县和马关县的

调查面积分别为２６７，６６７，２００ｈｍ２，记录云南金花茶的基径与树高。

表１　种群大小级划分标准　　　　ｃｍ
级别 规格 级别 规格

Ⅰ级 高度＜３０ Ⅴ级 ３．５≤基径＜５．０
Ⅱ级 高度≥３０且基径＜１．５ Ⅵ级 ５．０≤基径＜１０．０
Ⅲ级 １．５≤基径＜２．５ Ⅶ级 基径≥１０．０
Ⅳ级 ２．５≤基径＜３．５

２．１　种群基径记录方法
年龄结构是种群的重要特征，可通过

记录种群基径以便研究。许多学者在研究

种群结构和动态时，都采用了大小结构分

析法［４７］，在缺乏解析资料的情况下，云南

金花茶可采用立木级结构代替年龄结构分

析种群动态。根据云南金花茶的生活史特

点，将种群按表１划分为７个大小级（表
１）。以此记录云南金花茶的所有个体，为
研究种群结构和发展动态提供基础数据。

表２　种群高度级划分标准　　　　　ｍ
级别 规格 级别 规格

Ⅰ级 高度＜０．３ Ⅵ级 ２≤高度＜３
Ⅱ级 ０．３≤高度＜０．５ Ⅶ级 ３≤高度＜４
Ⅲ级 ０．５≤高度＜１ Ⅷ级 ４≤高度＜５
Ⅳ级 １≤高度＜１．５ Ⅸ级 高度≥５
Ⅴ级 １．５≤高度＜２

２．２　种群高度记录方法
种群高度级的分布情况能直观地显示

不同高度的个体在群落结构中的地位和作

用，同时，种群高度的数量变动对分析种群

年龄结构也是一种有益补充［４］。根据有

关文献的分级依据和实际情况［４，６，８１１］，将

云南金花茶个体按表２划分为９个不同的
高度级（表 ２）。根据此标准整理野外数
据，以便探讨云南金花茶的高度分布情况。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种群资源分布
野生云南金花茶在个旧、河口、马关３县市的分布面积狭窄，资源量十分有限。个旧市的分布点主要在

蔓耗镇的绿水河、沙珠底，现存２８０株，其中成年植株只有８８株，占总量的３１．４％；河口县的分布点较多，但
每一个分布点的数量较少（只有小南溪半坡的数量较多），主要分布在莲花滩的清水河、母鸡坡，坝洒沙坝

冲、南溪马场、安家河、花鱼洞、中央坪和龙塘山，现存２５５株，其中成年植株有１６０株，占总量的６２．７％；马关
县的主要分布点在古林箐金竹坪、白沙河、泡桐树、篾厂尖山脚和八寨大石板，现存１２８株，其中成年植株有
１０１株，占总量的７８．９％。３县市总资源量为６６３株，成年植株有３４９株，占总量的５２．６％。云南金花茶的
野外种群濒临灭绝，无论在物种水平或基因水平都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６］。

３．２　种群的大小级
云南金花茶个体的最大基径为４０．０ｃｍ。由种群大小级统计可知（表３），个旧市分布的Ⅰ、Ⅱ级个体数

量较多，占６８．６％；而成年植株数量只占３１．４％，从Ⅲ级到Ⅶ级变化不大，只有Ⅵ级数量较多，为２５株。河
口县分布的Ⅰ、Ⅱ级个体数量相对较少，占３７．３％；而成年植株数量占６２．７％，从Ⅲ级到Ⅶ级变化较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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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级最多，为５８株，其次是Ⅵ级３７株。马关县分布的Ⅰ、Ⅱ级个体数量较少，占２１．１％；而成年植株数量占
７８．９％，从Ⅲ级到Ⅶ级变化不大，其中Ⅵ级最多，为３８株。从整体来看Ⅵ级资源量最多，总计１００株，占成熟
植株总资源量的２８．７％。
３．３　种群的高度级

经野外测量，云南金花茶种群个体的最大高度为１０．０ｍ。由种群高度级统计可知（表４），个旧市分布
的Ⅰ、Ⅱ级幼苗数量最多，有１７７株，马关县分布的最少，仅有６株；高度在１．０～５．０ｍ之间的植株在河口县
分布最多，有１５９株，而高度超过５．０ｍ的植株，总计４９株，占资源总量的７．４％，因此表明云南金花茶作为
一种喜荫的小高位芽植物，它所占据的生态位主要在灌木层［４］。

表３　云南金花茶的大小级统计

分布区 指标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合计

个旧 数量／株 ８０ １１２ １６ １５ １６ ２５ １６ ２８０

百分率／％ ２８．６ ４０．０ ５．７ ５．４ ５．７ ８．９ ５．７ １００

河口 数量／株 ６ ８９ ５８ ２９ ２１ ３７ １５ ２５５

百分率／％ ２．４ ３４．９ ２２．７ １１．４ ８．２ １４．５ ５．９ １００

马关 数量／株 ２ ２５ １７ １５ ２１ ３８ １０ １２８

百分率／％ １．６ １９．５ １３．３ １１．７ １６．４ ２９．７ ７．８ １００

表４　云南金花茶的高度级统计

分布区 指标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合计

个旧 数量／株 ８０ ９７ １５ １２ ６ １２ １７ １２ ２９ ２８０

百分率／％ ２８．６ ３４．６ ５．４ ４．３ ２．１ ４．３ ６．０ ４．３ １０．４ １００

河口 数量／株 ６ ４２ ３２ ４０ ３５ ３７ ３５ １２ １６ ２５５

百分率／％ ２．４ １６．５ １２．５ １５．７ １３．７ １４．５ １３．７ ４．７ ６．３ １００

马关 数量／株 ２ ４ ２０ １１ １６ ３４ ３１ ６ ４ １２８

百分率／％ １．６ ３．１ １５．６ ８．６ １２．５ ２６．６ ２４．２ ４．７ ３．１ １００

３．４　分布特点
３．４．１　水平分布　影响水平分布的主要生态因子有光照、温度、降水、土壤、地理隔离等。调查区域内光照、
温度没有显著差异，降水的差异也不大，穿越调查区的南溪河，宽十几米到一百米，不足以成为分布上的地理

隔离因素。石山／土山是调查区域内最显著差异，石山上土壤瘠薄，生长树种为少数特化的耐旱种类；而土山
则土层深厚、肥沃，适宜更多树种生长，其上层乔木稠密，林下阳光暗弱，只有少数耐荫种类才能得以生存，调

查发现，云南金花茶的一些居群适应石山生境，另一些居群则石山、土山两种生境都适应，因此土壤是水平分

布的主导因子。根据调查结果划分为两个水平分布群：（１）石山分布群，有５３５株，主要分布在个旧绿水河、
沙珠底、河口清水河、母鸡坡、坝洒沙坝冲、南溪马场、安家河、花鱼洞、中央坪、龙塘山及马关古林箐金竹坪、

白沙河、泡桐树；（２）无明显石山／土山水平分异的分布群，有１２８株，主要分布在马关篾厂尖山脚和八寨大
石板。

３．４．２　垂直分布　影响垂直分布的主要生态因子有光照、热量、降水、土壤。调查区域海拔１１０～１６００ｍ，
不足以形成光照强度上的显著差异。调查区域内年降雨量在１７００～２２００ｍｍ，水分变化对林下生长的云南
金花茶影响甚微。温度随海拔呈梯度变化，每垂直上升１００ｍ，气温下降０．５℃，调查区域内海拔高差达
１４９０ｍ，气温变幅达８℃，因此，温度是植物垂直分布的主导因子。土壤的垂直变化是由热量、生物、水分等
外因造成的，其自身母质并无太大差异，根据相关资料记载，调查区域海拔６００ｍ以下为砖红壤，海拔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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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ｍ为赤红壤，海拔１０００～１８００ｍ为黄壤，海拔１８００ｍ以上为黄棕壤，这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地区长期
地史演变、发展中的热量垂直分界线。根据以上生态因子的变化情况，调查区内可划分成３个垂直分布群：
（１）海拔６００ｍ以下的分布群有２４株，主要分布在个旧绿水河及河口清水河、坝洒沙坝冲、南溪马场、花鱼
洞；（２）海拔６００～１０００ｍ的分布群有５１１株，主要分布在个旧沙珠底及河口母鸡坡、小南溪、中央坪、龙塘
山；（３）海拔１５００ｍ以上的分布群有１２８株，主要分布在马关尖山脚和八寨大石板。

４　讨论与建议

２０１０年云南金花茶被列入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以前的调查记录显示云南金花茶主要分布在海拔
３００～１０００ｍ之间，野外种群数量分布不清楚。通过本次调查，云南金花茶分布在海拔１１０～１６００ｍ范围
内，共统计有６６３株；个旧、河口、马关均有云南金花茶集中分布的居群，个旧沙珠底２７８株、河口小南溪２２１
株、马关尖山脚１２３株，这３个居群共计６２２株，占资源总量的９３．８％。目前，这３个居群中遭受严重破坏的
是马关尖山脚，每年到开花季节，云南金花茶植株的花都被采完，导致无法结实、更新；高度在０．５ｍ以下的
植株仅有６株，而且有些植株的叶子被大量采摘。个旧、河口、马关这３个居群是云南金花茶的集中地，一旦
遭到破坏，野生云南金花茶将面临灭绝的危险。

本次调查进一步掌握了野生云南金花茶的地理分布、资源量现状、生境特点及伴生群落状态，补充和完

善了云南金花茶生物学特征和个体生态学特征，后续工作将通过研究种群结构阐明云南金花茶的生境特征，

评估云南金花茶在群落中的地位，揭示云南金花茶种群在不同环境、不同生活史阶段的动态变化规律和濒危

机制，并对该种群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中南半岛和我国云南及广西热带地区是山茶属的可能起源地，野生云南金花茶分布范围狭窄，仅分布于

河口、个旧、马关，数量极少，且云南金花茶存储了显著不同于广西、越南北部等地其它金花茶的遗传信息，对

山茶科古茶组的形成、分化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加强对云南金花茶野生资源的保护和研究非

常必要。个旧、河口分布的云南金花茶均在云南大围山保护区内，而马关尖山脚和大石板分布的居群不在保

护区内，因此建议设立保护小区对现有保护区外的野生云南金花茶居群进行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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