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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茂兰风景区物种多样性和生存现状，按照海拔高度和植被类型等因子的差异，采用样方法对茂兰

生态旅游景区主要游览线路两侧物种资源进行调查，根据不同的群落外貌和组成划分对应的群落类型。
结果表明，景区植物类型具有明显的多样性特点，共有植物174种(包括变种和少数栽培种)，隶属69科
130属。笔者对这些植物进行了初步研究，以期对茂兰风景区植物多样性的监测和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提

出意见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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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pecies diversity and survival status of Maolan scenic spot, species re-
sources on both sides of the main tour routes of Maolan ecotourism scenic spot were investi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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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ampling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altitude and vegetation types, and the corres-
ponding community type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appearance and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communi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174 species (including varieties and a few culti-
vated species), belonging to 69 families and 130 genera. 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se plants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monitoring, protec-
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lant diversity in Maolan scenic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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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态旅游发展迅速，国内的生态旅游主要体现在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

森林公园等场所。植物是旅游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对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有重要作用[1]。
茂兰保护区植物种类丰富，研究保护区旅游地植物组成及特点，为风景区资源与环境的保护管理提供参

考，也是旅游地制定生态管理策略的重要依据。  

2. 研究区概况 

2.1. 自然地理概况  

茂兰保护区位于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是我国亚热带乃至世界上喀斯特地区残

存下来的一片面积最大、分布集中、原生性强、相对稳定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地理位置界于东经

107˚52'~108˚05'，北纬 25˚09'~25˚20'之间，保护区总面积 21285 hm2，南北长约 21.8 km，东西宽约 22.8 km，

生态旅游区 1915 hm2。地质地形复杂，气候多样，生物多样性特征明显，保存原生性较强的喀斯特森林，

境内野生动物、植物资源丰富，堪称珍稀濒危动植物的“天然博物馆”。山脉主体由灰岩和白云岩组成，

以白云岩出露面积最大，为喀斯特森林的主要着生岩石，基岩裸露率在 70%~80%之间。区内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最高海拔 1078.6 m，最低海拔 430 m。年均气温 15.3℃，全年降水量 1752.5 mm。茂兰保护区森

林覆盖率为 89% (二调成果)，区内自然分布有维管束植物 164 科 698 属 1820 种，其中有国家 I 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 11 种，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54 种(包括兰科植物 134 种)，茂兰特有种 40 种[2] [3]。 

2.2. 旅游活动概况  

茂兰保护区风景区 1984 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90 年 12 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1999 年，茂兰被国家旅游局、中国生态旅游协会推荐为中国二十二

条最佳的生态旅游线路中主要游览地，还是中国在外国眼中最有吸引力的 50 个地方之一。茂兰保护区是

国家 AAA 级风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素有“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喀斯

特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之美誉。茂兰风景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旅游发展迅速，游客量逐年增

加。1979 年仅为 10.43 万人，2006 年已增至 181.20 万人，其中旺季(4~11 月份)人数占全年游客量的 90%
左右。本文章对该景区的植物物种多样性进行调查和分析研究，以期为景区可持续发展和珍稀植物资源

保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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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查方法及内容 

3.1. 标准地选取 

笔者等人于 2017~2019 年期间对茂兰景区的植物资源进行野外调查，在对天然群落的整个分布范围

作初步踏查的基础上，按照地形、地貌、海拔、植被类型等因子的差异，结合植物垂直分布特性，选择

一些植被长势良好、植物种类丰富，能够代表该区域植物分布特点的标准地进行调查[4]。总计 5 个标准

样地。记录样地的经纬度、海拔高度、坡度及坡向。每个样地均按乔木层、灌木层及草本层分层进行统

计。乔木层及灌木层调查方法采用常规调查法，按 25 m × 4 m 的网格样方调查计 10 个，调查样地内的乔

木及灌木名称、胸径、多度，高度，冠幅、幼苗数、生长势；设置 2 m × 1 m 的小样方 20 个，调查草本

植物种类名称、高度、多度、层盖度、生长势，多度采用德鲁捷(Drude)的方法进行，同时记录群落的外

貌和生境特征[5] [6]。 

3.2. 数据处理 

将 10 个标准样地的调查结果数据运用 Excel 进行统计，并用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1) 乔木重要值 = 相对密度 + 相对频度 + 相对显著度 
相对显著度 = (样方中该种物种胸面积和/样方中全部个体胸面积总和) × 100% 
2) 灌木重要值 = 相对密度 + 相对频度 + 相对盖度[7] 
本文根据张蔚[8]在鸡公山自然保护区珍稀植物资源现状及保护对策中所用调查方法，结合茂兰景区

实际情况，详细记录茂兰景区植物习性、生长环境等并编号；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植物资源进行分类

鉴定；以植物所属科属、植物资源角度编写植物名录；对调查结果进行综合统计、分析。 

4. 结果与分析 

4.1. 植物群落分析 

在植物分布区划上，茂兰景区属于亚热带地区非地带性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地区，主要分布树种

为小叶蚊母树、长梗罗伞、羊蹄甲、小叶梾木、狭叶润楠、石岩枫、云贵鹅耳栎、香叶树、化香、荔波

鹅耳栎、乌冈栎、青冈栎、九里香、中华野独活、圆叶乌桕、莎草、小叶兜兰等，植被保存较好，原生

性较强。 

4.1.1. 物种组成丰富  
调查区植被除少数地段为藤刺灌丛和灌草丛外，均为发育在喀斯特地貌上的原生性常绿落叶混交林，

原生性较强，具有单型性丰富，物种起源古老、钙生特性植物多等特点。热带–亚热带科分布有：樟科、

壳斗科、木兰科等，热带–温带科分布有：芸香科、大戟科、兰科、榆科、清风藤科等。温带分布有：

小檗科、忍冬科、松科、槭树科。 

4.1.2. 地理成分复杂  
调查区在我国植被分区上处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东部(湿润)常绿阔叶林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带，它是在地带性生物气候条件背景下，在喀斯特地貌、石灰土、喀斯特水文地质二元结构等特殊生境

下形成的非地带性植被，地理成分异常复杂，具有明显的交错特征。 

4.1.3. 植物区系古老  
植物区系的起源具有明显的古老性，是亚热带强烈喀斯特化地区的区域性原生植被，即石灰岩峰丛

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钙生性、特有性和区系的交错复杂是本区植物区系的显著特点，区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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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许多古老孑遗植物和珍稀、濒危植物种类。具有起源古老的裸子植物黄枝油杉、短叶黄杉、福建柏、

华南五针松等。   

4.2. 植物种类调查结果 

在被调查的 10 个标准样地中，共有植物 69 科、130 属、174 种。从科的分布来看，分布较多的有樟

科、蔷薇科、壳斗科、兰科、禾本科、芸香科、豆科、大戟科、茜草科、槭树科，10 科种数占该区高等

植物总数的 38.5%。按照每科所含种的数量不同统计如下：含 1 种的包括鼠刺科、杜英科、十字花科等

共 31 个，含 2~5 种的包括无患子科、忍冬科、鼠李科等共 33 个，含 6~10 种的包括蔷薇科、兰科、壳斗

科等共 4 个，含 10 种以上的只有樟科 1 个。草本植物科、属、种，占所有植物科的 23%、属的 21%、种

的 15%。在茂兰景区所有植物中，樟科包含 6 属 15 种，是属数最多的科。仅含 1 属的科有 31 个，占总

科数的 45% (见表 1)。 
 
Table 1. Species statistics of common plant types in Maolan Nature Reserve 
表 1. 茂兰保护区景区常见植物类型物种统计 

植被类型 乔木 灌木 草本 

常见科 

樟科 蔷薇科 兰科 

壳斗科 芸香科 禾本科 

大戟科 豆科 茜草科 

榛科 金缕梅科 菊科 

无患子科 木兰科 莎草科 

山茱萸科 五加科 卷柏科 

常见属 

润楠属 石楠属 兜兰属 

青冈属 九里香属 牡竹属 

乌桕属 黄檀属 黄棉木属 

鹅耳枥属 蚊母树属 马兰属 

伞花木属 木兰属 莎草属 

梾木属 罗伞属 卷柏属 

主要物种 

宜昌润楠 椤木石楠 小叶兜兰 

青冈栎 九里香 黔竹 

圆叶乌桕 藤黄檀 黄棉木 

荔波鹅耳栎 小叶蚊母树 茂兰马兰 

伞花木 夜合花 莎草 

光皮梾木 长梗罗伞 翠云草 

4.3. 主要群落类型基本组成  

4.3.1. 小叶蚊母树–冬青林 
小叶蚊母树为金缕梅科蚊母树属植物，生于海拔 500 米以下溪边谷地旁，河边灌丛中，山谷，山谷

溪边低洼地，山坡河滩，山坡溪边，溪边。冬青为冬青科冬青属植物，常绿乔木，亚热带树种，喜温暖

气候，适生于肥沃湿润、排水良好的酸性土壤，较耐阴湿，萌芽力强。小叶蚊母树–冬青林分布在水中

https://doi.org/10.12677/br.2021.101011
https://baike.so.com/doc/8161311-8478298.html


杨婷婷 等 
 

 

DOI: 10.12677/br.2021.101011 77 植物学研究 
 

林沟谷两侧、阴坡底部水分充足、排水较好、土壤肥力适中的地段。海拔约 400 米，郁闭度 0.6 左右，

混生植物为中华野独活、溪畔冬青、小叶女贞、小叶柿等。 

4.3.2. 翅荚香槐–水单竹林 
翅荚香槐是豆科香槐属植物，是乡土速生优良用材树种，适应范围广，为良好的观赏树，多生于山

谷疏林中和村庄附近的山坡杂木林中，海拔 1000 米以下。水单竹为禾本目簕竹属下的乔木状竹类植物，

主要用途为编织、捆扎和造纸。翅荚香槐–水单竹林分布在青龙潭景区，步道两侧阴坡、半阴坡分布较

多，立地条件较好。海拔约 460 米，郁闭度 0.7 左右，混生植物为长梗罗伞、九里香、南天竹、小叶兜

兰等。 

4.3.3. 青冈栎–黄梨木林 
青冈栎为壳斗科、青冈属的常绿乔木，青冈栎为亚热带树种，它对气候条件反应敏感，为常绿阔叶

林重要组成树种，性耐瘠薄，喜钙。生于海拔 60~2600 米的山坡或沟谷。青冈栎为亚热带树种，它对气

候条件反应敏感。黄梨木为苏木科、苏木科属，是一种珍贵的木材，多生于石灰岩山地的疏林或密林中。

青冈栎–黄梨木林分布在石上森林山体坡度较大地段，以布道向阳山坡分布居多，海拔约 650 米，郁闭

度 0.7 左右，混生植物为腺叶山矾、圆叶乌桕、光叶海桐、黄梨木、黄棉木等。 

4.3.4. 荔波鹅耳栎–乌冈栎林 
荔波鹅耳栎，榛科，鹅耳栎属，落叶乔木，茂兰特有种。乌冈栎，壳斗科，栎属，常绿乔木，高达

10 米或成灌木状，常生于山地岩石上。荔波鹅耳栎–乌冈栎林分布在石上森林顶端较多，海拔约 940 米，

郁闭度 0.7 左右，混生植物为青冈栎、云贵鹅耳栎、角叶槭、化香等。 

4.3.5. 伊桐–香叶树林 
伊桐，大风子科落叶乔木，材质良好，结构细密，供建筑、家具和器具等用；蜜源植物，生于海拔

500~1400 米之间的阔叶林中。香叶树，樟科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植物，散生或混生于常绿阔叶林中，耐荫，

喜酸性土壤。伊桐–香叶树林主要分布在九洞天景区山体的中部，阴坡、阳坡、半阳破均有不同程度的

分布。海拔约 550 米，郁闭度 0.8 左右，混生植物有石岩枫、羊蹄甲、润楠、樟叶槭、鼠刺等。 

4.3.6. 灌丛 
茂兰风景区内灌丛主要分布在青龙潭、水中林、金丝洞等沟谷及其两侧，主要有九里香灌丛、小叶

蚊母树灌丛、山枫香灌丛、罗伞灌丛和香叶树灌丛，草本平均盖度在 60%左右。 

5. 建议 

茂兰风景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小气候条件及其地质构造等客观因素，使其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同

时也具有脆弱性，如保护利用不当，极易破坏生态系统平衡，生物群落随之会发生改变，有些物种可能

会灭绝，以后将无法恢复。 

5.1. 建立数据库，开展森林资源和环境监测 

对风景区植物的有效保护需要建立在科学管理基础之上，需要以资源信息数据作为支撑。建立植物

数据库及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建立植物分布图有助于及时掌握植物物种多样性动态变化。开展森林资

源和环境监测，及时掌握景区各植物群落种类、数量、结构以及分布情况变化，从而了解生态旅游活动

对植物群落和环境的影响，根据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来开展生态旅游活动，有效保护风景区内的植物群

落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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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科学规划分区，规范旅游活动 

保护区和当地政府应树立全新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理念，逐步规划游览区和生态保护区，制定相关

的地方性法规和文件，以保护为基础，以旅游为手段，二者互相促进，使景区内的野生植物资源得到有

效的保护和法制化管理。在不影响森林资源和环境的前提下，有计划地在景区内开展生态旅游活动，严

禁开展与保护方向不一致的生态旅游活动，最大程度地减轻人为活动对植物群落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对

一些国家保护物种、古大树种及其群落和生态脆弱的地段，要坚决制止乱挖滥采，将有限的个体及其生

存环境保护下来，使这些物种不至于灭绝。 

5.3. 开展科普教育、提高科学素质 

以独特的地理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依托，充分挖掘科学文化内涵，丰富景区科普元素，提高景

区科普教育功能。如景区植物应挂详细标牌，介绍其科属、生物特征、经济或药用价值以及文化内涵等；

制作科普音像，在景区的休息室(区)等播放科普音像，为游客提供科学知识普及；在景区推广使用手机二

维码普及科学知识，使游客轻松、全面地掌握相关植物的详细资料。寓教于游，寓教于乐，满足游客多

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让游客及周边村民认识到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各类生物不可分割，

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使公众对自然资源的被动保护变为主动保护。 

5.4. 协调利益矛盾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协调景区旅游开发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是实现景区良性保护和开发的重要举措，处理好景区建设、

发展规划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关系，管理好社区居民、旅游企业、属地政府的利益冲突，加强茂兰景区生

态环境建设，在保护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扶持、指导景区村民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只有景区的村民生活

幸福、和谐，才能实现茂兰景区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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