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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一种最近在大新县发现的，目前已知最早开花的，暂定其中文名为 早 花 金 花 茶 的 金 花 茶 组 植 物，进 行 地

理分布和生态生物学特性研究。结果发现，该种金花茶分布在广西西南部 大 新 的 榄 圩 乡 和 崇 左 市 的 左 州、太 平

镇的２０个村屯范围内，位于东 经１０７°１６′～１０７°２２′，北 纬２２°３０′～２２°３９′的 岩 溶 区 域，垂 直 分 布 海 拔 高２２０～
４５０ｍ，为岩溶山地季节性雨林灌木层组成 种 类，具 有 一 定 耐 旱 能 力。现 状 群 落 为 次 生 幼 中 龄 林，区 系 组 成 是 热

带分布型科属占主导地位，与温带分布型科属分别呈９．０∶１．０和８．９∶１．１的组成格局；群落结构简单，乔木层

和灌木层发育稍好，草本层发 育 很 差。居 群 个 体 多 以 复 茎 形 式 存 在，以 萌 生 和 实 生 苗 更 新 方 式 实 现 其 种 群 的

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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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花 茶 是 金 花 茶 组 植 物（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ｅｃｔ．Ｃｈｒｙ － ｓａｎｔｈａ　Ｃｈａｎｇ）的 统 称，为 山 茶 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山 茶 属

常绿灌木 至 小 乔 木［１，２］。该 类 群 植 物 不 仅 以 其 独 具

的金黄色亮泽花瓣而著称，引起园艺栽培及植物分类

学界的广泛关注［３］，而且其叶、花等器官含有多种对

人体健康有益的微量元素和其他化合物质［４～８］，具有

良好的药用和保健作用［９］，开发利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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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花茶的分类尽管不同学者所持的观点不一，现
有种类的多少划分不尽一致［１０，３，１１］，但是广西南部和

西南部地区是其起源地或是现代分布中心是无可否

认的事实。金花茶植物开花时间大多以每年１１月至

次年１月为基准，较早开花的毛瓣金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ｐｕｂｉｐｅｔａｌａ）、顶 生 金 花 茶 （Ｃ．ｐｉｎｇｇｕｏ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ｓ）、薄叶金花茶（Ｃ．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淡黄

金花茶（Ｃ．ｆｌａｖｉｄａ）一 般 也 是 在９～１０月 开 花，１１
月至次年１月进入盛花期［１２］。作者最近在大新县发

现一种金花茶是在６月份开始开花，７～９月盛花，因
某些形态特征与其他金花茶植物有所不同，本文暂称

其为早花金花茶。早花金花茶不仅在金花茶植物中

罕见，而且其花被高价（每千克３０００～３６００元）收购，
当地持续采花及随意挖取其野生株的活动，已严重威

胁到它的生存。本文研究了早花金花茶的地理分布、
生态生物学特征及种群规模变化，旨在引起有关各方

面的关注，共同努力做好保护工作，无疑对实现珍稀

植物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１　研究方法

　　分别于２０１０年４～５月和２０１２年８～９月采取

走访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调查早花金花茶的地

理分布、生态生物学特征及种群规模变化。首先向当

地林业部门初步了解早花金花茶分布地的气候特点

及大体可确定的分布范围。然后，根据获取的线索，
以分布相对集中、居群数较多的大新榄圩康合村为中

心，往东、南、西、北方向共设４条调查线路，对可能有

分布的域段进行野外实地核实，走访熟悉有关情况的

居民，进一步了解早花金花茶的详细分布情况、始花

与盛花时间、采花方法与次数、年采花量及销售等情

况。在此基础上，根据交通条件、人为活动、地形、海

拔、坡向等有关影响因子，选择与布设面积２００ｍ２或

４００ｍ２的调查样地，进行群落特点、居群个体数以及

生境状况调查，结合孕蕾与开花状况及年采花数量，
推算其分布面积和种群规模。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形态特征

　　初步调查得知，早花金花茶为林下常绿灌木，株

高２～３ｍ，树皮浅灰褐色，小枝纤细，幼枝紫红褐色，
干后呈浅褐色，无毛。叶革质，椭圆形，长７～９ｃｍ，
宽３～４．５ｃｍ，先端短尾尖或稍钝，基部阔楔形，边缘

具细锯齿，鲜叶表面深绿，微显光泽，干后浅绿色无光

泽，背面淡绿色，具较多分散褐色细腺点；中脉和侧脉

在叶腹面多少凹陷，背面略起，侧脉５～６对，网脉表

面可见，背面模糊。叶柄绿色，长０．４～０．８ｃｍ，干后

上面具槽，无毛。花单生小枝顶部或近顶部叶腋，花

瓣深黄色；花梗长３～５ｍｍ，小苞片５枚，浅绿色，常

遮盖花梗；萼 片５，内 被 白 色 粉 状 柔 毛，花 瓣１３～１５
瓣；外轮花丝基部合生，内轮花丝基部离生，子房卵球

形，直径约２ｍｍ，具３浅沟，花柱３深裂或分离。朔

果扁三棱球形或棱球形，高约１．５ｃｍ，径２～２．５ｃｍ，
常３室发育，每室种子１～２粒，熟时果皮浅黄褐色，
种子栗褐色，表面被棕色毛状物。从幼枝颜色和叶的

形状 大 小 变 化 观 察，近 似 柠 檬 金 花 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而根据花 瓣 数 和 果 实 的 形 状 及 种 子

表面附属物，与淡黄金花茶又较接近，与这两者不同

之处在于它的花柱下部常合生，花色深黄，开花较早，
故暂定其中文名称为早花金花茶。

２．２　地理分布

２．２．１　水平分布

　　据目前调查，早花金花茶主要分布于大新县的榄

圩乡和崇左县的左州镇、太平镇３乡镇所辖的部分区

域。现时是以 榄 圩 乡 康 合 村 为 中 心，往 北 分 布 至 内

利、顿门、上吉村，向南延伸到太平镇的垌好、咘呢、宜
阳，东达左州镇的陇立、逐林，西至榄圩乡的复兴、旧

东和仁合村 一 带，位 于 东 经１０７°１６′～１０７°２２′、北 纬

２２°３０′～２２°３９′之间的２０多个自然村屯管辖范围内，
东西横跨８ｋｍ，南 北 纵 贯１７ｋｍ，分 布 区 狭 小，且 为

零星小斑块散布。各分布域段的居群个体数差异较

大，其中康合村的咘马、渠麦岭、上吉村、逐蚕，逐林的

陇珠、陇梧，垌好的陇胜，驮竹的咘呢等域段分布的居

群个体数较多。

２．２．２　垂直分布

　　分布区 为 岩 溶 峰 丛 发 育 典 型 区 域，山 顶 海 拔 高

３００～４５０ｍ，最 高 不 超 出５００ｍ，低 平 地 段 海 拔 约

２００ｍ，相 对 高 差 不 大，四 周 山 坡 陡 峭，微 域 地 形 复

杂。其间洼地多，谷地较宽阔。早花金花茶生于峰丛

中部或中部以上山谷、坳坡或坡麓，垂直分布海拔高

２２０～４００ｍ，最 高 分 布 至 近 山 顶 海 拔４７０ｍ 地 段。
山顶山脊因水份条件恶劣而无分布，山坡下部及其间

的洼地亦无生长，也许是与这些地段的天然植被破坏

严重、生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有关，或是其自身具有不

耐水湿的习 性，地 下 水 位 较 高 地 段 不 宜 生 长 也 有 关

系，尚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２．３　生态特性

２．３．１　对光照需求

　　自然状 态 下，早 花 金 花 茶 生 于 当 地 的 森 林 群 落

中，为灌木层的 组 成 成 分。在 林 冠 郁 闭 度≥０．９０的

林下，其分布的个体数一般不多，茎干生长纤细，自然

０７３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１９Ｎｏ．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整枝明显，枝叶稀疏，开花很少；在林冠 郁 闭 度０．６０
～０．７０的林下，它的居群个体数往往较多，在灌木层

中常占优势，开花多，自然更新状况良好；而在郁闭度

小于０．５０的丛林中，则为偶见或无分布。可见，早花

金花茶与其他的金花茶植物（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ｐｐ．）生长对

光的需求［１０，１３］基本一致，属于阴生植物，对蔽荫环境

的适应范围较宽，而只有在适宜的蔽荫条件下，才有

利于它的正常生长发育和完成更新过程。

２．３．２　对温度需求

　　分布地处于北热带，气候夏热冬暖，年平均气温

２２．３°，最冷１月平均气温１３．８℃，最热７月平均气温

２８．５℃，气温年较差１４．７℃，极 端 最 低 气 温－１．９～
－０．５℃，极端最高气温３８．３℃；热量丰富，≥１０℃年

积温８１５３．２℃。显 而 易 见，早 花 金 花 茶 对 气 温 和 热

量的要求较高，属于嗜热性植物。

２．３．３　对水分需求

　　分布地 年 均 降 雨 量１２０１．６ｍｍ，为 广 西 降 雨 偏

少的地区。降雨多集中在５～９月，占全年降雨总量

的７４．７％，１１月至次年３月降雨较少，占１１．９％，
年蒸发量１６４５．８ｍｍ，干湿季明显，年均相对湿度为

７８％。据野外观测，早花金花茶偏于深根性，直根系

较发达，侧根在土中分布较深，也许这是它能在降雨

偏少、蒸发量较大地区生存的一种适应方式，同时也

说明其具有较强的耐旱能力。

　　早花金花茶盛花期（７～９月）是当地降雨相对最

多的季节，末花期为降雨逐渐偏少、水分蒸发较强烈、
土壤含水量逐渐下降的季节，由此又表明其生殖期对

水分条件的要求严格。

２．３．４　对土壤需求

　　早花金花茶生境土壤有棕色石灰土和黑色石灰

土两种类型。前者处在山坡中部，受小地形的影响土

层厚度差异较 大，土 深 一 般 为２０～３０ｃｍ，并 有 出 露

岩块阻隔而不连片，表土棕褐色，质地中粘，团粒结构

良好。后者分布于山坡上部节理、溶裂、岩隙或溶沟

中，土厚１０～２０ｃｍ，与 母 岩 交 界 面 清 晰，土 壤 黑 棕

色，质地稍粘，团粒 结 构 发 达。两 种 土 壤 的ｐＨ 值 约

为７．０，疏松肥沃，排水和透气性能良好，适宜早花金

花茶生长；土层下的岩块裂隙多，有利于其根系深透

吸收近地表含水岩层的水份。

２．４　群落特征

２．４．１　群落区系组成

　　分布区 原 生 植 被 为 岩 溶 石 山 季 节 性 雨 林［１４］，现

状为次生幼中龄类型，保存有较多的原生林成分。根

据７个样地２５００ｍ２面积的调查结果统计，早花金花

茶群落常见的维管植物有１５１种，分隶５８科１２２属，

其中蕨类植物６科６属９种，种子植物５２科１１６属

１４２种。种子植物中≥６种的有８科，占相应总科数

的１５．４％；２～５种 和 只 有１种 的 各 有１９科 和２５
科，分别占３６．５％和４８．１％。种数稍多的属仅榕属

（Ｆｉｃｕｓ）６种１属，２～５种的属有１７属，绝大多数的

属只有１种。４００ｍ２样 地 一 般 有 维 管 植 物３５～４８
种，其中林木层７～１２种，灌木层２５～３６种，草本层

３～５种，层间植物６～１３种，略逊色于弄岗自然保护

区森林群落组成［１５］。

　　根 据 吴 征 镒 对 种 子 植 物 科、属 地 理 的 划 分 方

法［１６～１８］，早花金花茶 群 落 内 种 子 植 物 的５２科 中，热

带分布科占６７．３％；温带分布科占７．７％；世界广布

科占２５．０％。属的统计结果也是热带分布属占的比

例最高，占种子植物总属数的８４．４％，温带分布属占

１０．４％；中国特有和世界广布各占２．６％ （表１），群
落的热带性质明显。其中不少为专性于北热带岩溶

石山的成分，如 岩 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ｓａｘａｔｉｌｅ）、三 角

车（Ｒｉｎｏｒｅａ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金丝李（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
ｃｉｎｅｒｖｉｓ）、蚬木（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ｅ）、灰岩

棒 柄 花 （Ｃｌｅｉｄｉｏｎ　ｂｒａｃｔｅｏｓｕｍ ）、网 脉 核 果 木

（Ｄｒｙｐｅｔｅｓ　ｐｅｒ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米扬噎（Ｓｔｒｅｂｌｕｓ　ｔｏｎｋｉ?
ｎｅｎｓｉｓ）、柴 龙 树（Ａｐｏｄｙｔｅｓ　ｄｉｍｉｄｉａｔａ）、茎 花 山 柚

（Ｃｈａｍｐｅｒｅｉａ　ｍａｎｉｌｌａｎａ　ｖａｒ．ｌｏｎｇｉｓｔａｍｉｎｅａ）、割 舌

树 （Ｗａｌｓｕｒ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山 榄 叶 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ｓｉｄ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毛叶铁榄（Ｓｉｎｏｓｉｄｅｒｏｘｙｌｏｎ　ｐｅｄｕｎ?
ｃｕｌａｔｕｍｖａｒ．ｐｕｂｉｆｏｌｉｕｍ ）、剑 叶 龙 血 树（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石 山 棕（Ｇｕｉｈａｉａ　ａｒｇｙｒａｔａ）等 均

是局限生于北热带岩溶山地，从而又反映出，所在的

群落具有隐域性特征。

２．４．２　群落外貌

　　按Ｃ．Ｒａｕｎｋｉａｅｒ的划分方法［１９］，早花金花茶群

落的生活型谱构成（图１）是 以 高 位 芽 植 物 占 的 比 重

最大，占总种数的８７．４％；地面芽、地上和地下芽植

物都不多，各占６．６％、２．０％和３．３％，一年生植物

很少。高位芽植物中，小高位芽和藤本高位芽植物居

多，中高位芽植物次之，大高位芽植物占一定比例，其
中常绿与落叶成分呈７∶３组成格局。整个生活型谱

的构成，既反映了当地的气候特点和立地土壤基质的

不同，也表明早花金花茶现状群落具有次生性。

２．４．３　群落结构

　　早 花 金 花 茶 群 落 结 构 简 单，总 覆 盖 度９０％～
９５％。乔木层无亚层之分，树高５～８ｍ，一般胸径４
～１０ｃｍ，少 有 超 出１５ｍ 的 个 体，层 盖 度６０％～
８０％。各群落乔木层树种组成互有差异，但层片结构

都是以常绿高位芽植物层片为主，落叶高位芽植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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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不显著，主要由苹婆（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ｍｏｎｏｓｐｅｒｍａ）、假

苹婆（Ｓ．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截 裂 翅 子 树（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ｔｒｕｎ?ｃａｔｏｌｏｂａｔｕｍ ）、网脉核果木、中平树（Ｍａｃａｒ?
ａｎｇａ　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ａ）、茶 条 木、黄 梨 木 （Ｂｏｎ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ｉｎｕｓ）、米仔兰（Ａｇｌａｉａ　ｂａｉｌｌｏｎｉｉ）、割舌树、山榄叶

柿、铁 榄（Ｓｉｎｏｓｉｄｅｒｏｘｙｌｏｎ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ｕｍ ）、海 南 大

风子（Ｈｙｄｎ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岩 樟 等 组 成，禾

本科的刚竹（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ｓｐ．）在 个 别 群 落 亦 成 优

势。原 生 林 的 某 些 优 势 成 分，如 蚬 木 和 藤 黄 属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榕属、鹊肾树属（Ｓｔｒｅｂｌｕｓ）的一些种类多

为萌生幼树，少见进入林木层。
表１　早花金花茶种子植物科与属的地理分布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ｌ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ｐｈｙ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ｂｌｏｓｓｏｍｉｎｇ　Ｃａ－

ｍｅｌｌｉａＳｅｃｔ．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　Ｃｈａｎｇ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科Ｆａｍｉｌｙ 属Ｇｅｎｕｓ

数量
Ｎｏ．

比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ｇｅ（％）

数量
Ｎｏ．

比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ｇｅ（％）

１．世界广布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１３　 ２５．０　 ３　 ２．６

２．泛热带分布
Ｐａｎｔｒｏｐｉｃ． ３０　 ５７．７　 ２７　 ２３．３

３．热 带 亚 洲 和 热 带 美 洲
间断分布
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Ｔｒｏｐ．
Ａｍｅｒ．

２　 ３．９　 ５　 ４．３

４．旧世界热带分布
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ｏｐｉｃｓ． １　 １．９　 ２３　 １９．８

５．热 带 亚 洲 至 热 带 大 洋
洲分布
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Ｔｒｏｐ．Ａｕｓ－
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２　 ３．９　 １０　 ８．６

６．热 带 亚 洲 至 热 带 非 洲
分布
Ｔｒｏｐ．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ｒｏｐ．Ａｆｒｉ－
ｃａ．

８　 ６．９

７．热带亚洲（印 度－马 来
西亚）分布
Ｔｒｏｐ．Ａｓｉａ（Ｉｎｄｏ－Ｍａｌｅ－
ｓｉａ）

２５　 ２１．６

８．北温带分布
Ｎｏｒ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３　 ５．７　 ３　 ２．６

９．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Ｅ．Ａｓｉａ　＆Ａ．Ａｍｅｒ． １　 １．９　 ４　 ３．４

１４．东 亚（东 喜 马 拉 雅－
日本）分布
Ｅ．Ａｓｉａ（Ｅ．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ｔｏ
Ｊａｐａｎ）

５　 ４．３

１５中国特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３　 ２．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２　 １００　 １１６　 １００

　　分布区类型代号见文献［１６，１７］。Ｓｙｍｂｏｌ　ｏｆ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ｓｅｅ　ｄｏｃ－

ｕｍｅｎｔ［１６，１７］．

　　灌木层高３ｍ以下，层盖度４０％～６０％。组成

种类大多为乔木层的幼树，其他还有大戟科、番荔枝

科、茜草科、大风子科、野牡丹科、桑科、山柑科、芸香

科、紫金牛科、马鞭草科、棕榈科等的一些矮高或小高

位芽植物，百合科的龙血树也常出现，早花金花茶在

其中占优势或为常见。

图１　早花金花茶群落的生活型谱

　　Ｆｉｇ．１　Ｌｉｆｅ－ｆｏｒｍ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ｂｌｏｓｓｏ－

ｍｉｎｇ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ｅｃｔ．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　Ｃｈａｎｇ
　　ＭａＰｈ：大高位芽 植 物，ＭｅＰｈ：中 高 位 芽 植 物，ＭｉＰｈ：小 高

位芽 植 物，ＮＰｈ：矮 高 位 芽 植 物，ＬＰｈ：藤 本 高 位 芽 植 物，Ｅｐｈ：

附生高位芽植物，ＣＨ：地上芽植物，Ｈ：地面芽植物，Ｇ：地下芽

植物，Ｔｈ：一年生植物。 ：落叶， ：常绿。

　　ＭａＰｈ：Ｍａｘ－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ｓ，ＭｅＰｈ：Ｍｅｓｏ－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ＭｉＰｈ：Ｍｉｃｒｏ－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ｓ；ＮＰｈ：Ｎａｎｏ－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ｔｅｓ，ＬＰｈ：

Ｌｉａｎａ－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ｓ，Ｅｐｈ：Ｅｐｉｐｈｙｔｉｃ　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ｓ，ＣＨ：

Ｃｈａｍａｅｐｈｙｔｅｓ，Ｈ：Ｈｅｍｉｃｒｙｐｔｏｐｈｙｔｅｓ，Ｇ：Ｇｅｏｐｈｙｔｅｓ，Ｔｈ：

Ｔｈｅ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草本植物稀少，高１．０ｍ以下，盖度不足１０％。
由 多 种 凤 尾 蕨（Ｐｔｅｒｉｓ　ｓｐｐ．）、肾 蕨 （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ｓ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毛 蕨 （Ｃｙｃｌｏｓｏｒｕｓ　ｓｐ．）、多 种 苔 草

（Ｃａｒｅｘｓｐｐ．）、石 芒 草（Ａ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淡 竹 叶（Ｌｏｐｈａｔｈｅｒｕｍ　ｇｒａｃｉｌｅ）、荩 草（Ａｒｔｈｒａｘｏｎ
ｈｉｓｐｉｄｕｓ）等组成。

　　层 间 植 物 主 要 为 藤 本 植 物，龙 须 藤（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全裂羊蹄甲（Ｂａｕｈｉｎｉａｓｐ．）、刺果苏木

（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　ｂｏｎｄｕｃ）、老 虎 刺 （Ｐｔｅｒｏｌｏｂｉｕｍ
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ｍ ）、小果薇花藤（Ｉｏｄｅｓ　ｖｉｔｉｇｉｎｅａ）、皱叶雀

梅藤（Ｓａｇｅｒｅｔｉａ　ｒｕｇｏｓａ）、苍 白 称 钩 风（Ｄｉｐｌｏｃｌｉｓｉａ
ｇｌａｕｃｅｓｃｅｎｓ）等居多，可攀援至林木层，有的达林冠，
但缺少粗大藤条，与原生林截然不同。根据森林群落

演替系列进程 的 理 论［２０］推 断，早 花 金 花 茶 现 阶 段 的

群落是处在复原演替过程中，动态发展尚不稳定。

２．５　自然更新能力

　　调查结果显示，４００ｍ２样地内早花金花茶的实生

幼树有５～１１株，高０．３～１．０ｍ，频度２５．０％～５６．３
％，生长表现良好。虽然当地持续采花而无法结实，
幼苗很少，而一定的幼树存在，说明其有性繁殖能力

较强。此外，早花金花茶现有的成年株，９０％以上在

２７３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１９Ｎｏ．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



根茎处萌生有３～８株萌条，最多达１５条，基径１．０
～４．６ｃｍ，以复茎形式呈丛生长，从而又表明，它的无

性繁殖能力更强，生存繁衍有较好内在基础。

２．６　种群数量及变化

　　根据２０１０年实地调查，早花金花茶群落占有面

积４６ｈｍ２，种群个体数１０２００株丛，其中成熟个体约

７０００丛，幼龄个体占３１．４％。由于无计划采花及随

意挖取其成年株丛的活动频繁，至２０１２年４月，虽然

占有面 积 未 有 发 生 变 化，但 是 种 群 数 量 已 下 降 至

６４００株，短短的两年时间种群数量减少了３７．３％，
而且剩存的居群全是幼小的个体和一些扎根岩缝石

隙无法挖取的成年株，生存受威胁严重。按国内野生

植物受威胁 定 量 评 估 等 级［２１］，早 花 金 花 茶 已 陷 入 了

颇危状态。

３　结论

　　（１）早花金花茶主要分布在广西西南部大新县的

榄圩乡及崇 左 市 的 左 州 镇 和 太 平 镇，位 于 东 经１０７°
１６′～１０７°２２′，北 纬２２°３０′～２２°３９′区 域，分 布 区 狭

小。通常分布在岩溶峰丛中部或中部以上的坳坡或

坡麓，垂直分布 海 拔 高２２０～４５０ｍ。山 坡 下 部 和 洼

地无分布，是否与地下水位过高有关目前尚不十分清

楚，引种时最好避开地下水位过高的地段。

　　（２）该植物属于阴生灌木，依赖森林环境而生存，
生于弱碱性的黑色或棕色石灰土生境中，对蔽荫有较

宽的适应性，但是只有在郁闭度０．６～０．７的林下，才
有利于它的正常生长发育和完成更新过程。所以人

工繁育栽培早花金花茶时，应该注意构建接近自然状

态适宜遮荫的生长环境，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３）早花金花茶现状群落属于次生林类型，区系

构成是以热带分布型的科、属为主，与温带分布型的

科、属分别呈９．０∶１．０和８．９∶１．１的组成格局，群

落的热带边缘性质表现明显。早花金花茶的群落结

构简单，乔木层无亚层之分，包括灌木层和草本层只

有３层结构，早花金花茶在灌木层中常见或占优势。

　　（４）早花金花茶多以复茎形式呈丛生长，萌生率

９０％以上，群落中常有它的实生幼树存在，说明它是

通过实生苗和萌生繁殖两种更新方式实现种群延续。
由此推测，在原生林中，早花金花茶可能是以有性繁

殖为主实现更新；当群落受到破坏，有性繁殖受限时，
它的更新方式则以无性繁殖为主。

　　（５）该种金花茶是目前已知最早开花的金花茶组

植物，每年６月中旬至下旬始花，７～９月盛花。分布

区内，迄今未发现有其他的金花茶植物在其中重叠分

布，应该不会存在杂交遗传变异的可能性，是否为一

种尚未被认识的新植物种质资源，或是其他金花茶的

生态变型，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６）由于人为干扰影响，早花金花茶的种群个体

总数目 前 只 剩６４００株，种 群 规 模 较２０１０年 缩 小 了

３７．３％，并且剩存的多为幼小个体，成年株丛已经很

少，受威胁因素还在继续，对它的救护工作迫在眉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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