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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青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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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皮( Vit ica mangachapoi )是海南岛热带雨林的优势种之一,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

地位极其重要。青皮林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加降雨量、涵养水源等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海岸

青皮林还具有防风浪、固海堤的作用。目前青皮林受人为破坏较为严重,特别是毁林种植热带作物

使青皮林的种群数量锐减。因此,很有必要加大海南岛天然青皮林的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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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t ica mangachap oi Blanco, one of dominant species in Hainan tropical rain fo rests, play an

essent ial role in ecosy stem of Hainan tro pical rain forests. V . mang achapoi forest has some ecosy stem

service funct ions, such as conserving biodiversity , increasing precipitat ion and water resources conservancy .

V . mangachapoi fo rest on the seashore has funct io ns of w ithstanding w inds and w aves and consolidat ing

the sea dikes. Now day s, the po pulat io n of V . mangachapoi fo rest has been damag ed by human act ivity ,

especially by defor estat ion and cultivat ion of t ropical cro p. So it is necessary protect the natural V .

mangachap oi forest f rom being dest ro 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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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Holdr en 和 Ehrlich( 1974)首次提出生态系

统服务( eco system service)的概念以来, 就已引起

生态学界的重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 ecosystem

service funct ions)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

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

用[ 1]。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 生物

多样性锐减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 对于生

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研究越来越受国内外的学者的重

视,生态学家、生态经济学家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科学

家共同合作, 从生态系统过程、生态服务功能及其生

态经济价值等多个方面开展综合研究,不断充实与

丰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内涵 [ 1]。人们逐渐认识到,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的基

础[ 2, 3]。

海南岛为地处热带北缘, 气候环境和地理环境

下形成独特的热带山地雨林和热带季雨林生态系

统,生物种类数量繁多,是中国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

十分丰富的地区
[ 4]
。海南岛的热带雨林不同于赤道

雨林, 它是位于热带北缘的季雨林, 以龙脑香科

( Dipter ocarpaceae) 树种为优势 [以青皮 ( Vitica

mangachapoi )、坡垒( H opea hainanensis )、无翼坡

垒( H op ea exalata为主]的混合青皮林,是海南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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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雨林中的一个典型类型[ 5]。青皮是亚洲热带雨林

的典型树种之一[ 6] ,也是海南岛热带雨林的优势种。

青皮是亚洲热带雨林的代表性、关键性、主导性植物

区系成分,其科学意义及其内涵极为广博精深。近年

来由于盲目的开垦和砍伐,已经严重的危害其种群

发展, 因此青皮已经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

物[ 7, 8]。本文主要报道了青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以

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从而加大天然青皮林的保

护力度。

1　青皮林生长的自然条件及生理特点

1. 1　气候

海南已属于青皮分布的最北缘 [ 9]。它分布于海

南岛的丘陵和中、低山区, 分布上限在海拔 600～

800 m。根据历史记载, 青皮过去曾遍布整个海南

岛,到了近代青皮林只限于中部和南部山区。面积最

大的单优青皮林分布于万宁海滨沙滩。此地区属热

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终年高温,干湿季明显。年均气

温约 23. 6℃,最高气温36℃, 最低气温 17℃。其中1

月份 18. 7℃; 年降雨量在 1 500～2 000 mm 左右,

年平均降雨量为 1 750 mm。多集中于 5～10月份;

日照充足, 年日照为 2 196 h; 平均风速为 2. 6 m / s。

这种气候条件对于地处海南岛东南部滨海沙滩地区

而言是十分可贵的 [ 10]。

1. 2　土壤

青皮林喜光耐旱、耐贫瘠,对土壤要求不严,能

适应从沙地到粘土的各种土壤类型,不管是土体粘

重板结还是海滨沙土, 均能生长,是一种深根树种,

耐干旱瘠薄和盐碱 [ 11]。

1. 3　生理特点

青皮植株高大, 分枝多而茂盛, 叶片宽厚、常绿

而不易掉落。干旱不枯,水浸不腐,有极其旺盛的生

命力;枝木高耸,高可达 30 m, 胸径 120 cm。树身呈

圆锥形, 皮青灰色, 有淡绿色斑块, 近光滑, 叶是单

叶,互生全绿, 锥圆形;结实丰富, 天然更新好。5、6

月开花,花两性,有 2种颜色,紫红色和洁白色, 腋生

和顶生总状花序,美观而幽香; 8月果熟; 果圆球形,

种子轻且翅, 可随风传播[ 10]。

3　青皮林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3. 1　防风浪、固海堤、绿化海岸、净化空气

分布于海南岛东部万宁市沿海的海岸青皮林,

离潮汐线仅 50 m, 是海南岛重要的海岸防线。这片

青皮林长 16 km、宽 400 m,总面积 949 hm
2
,其中核

心区面积 319 hm
2,缓冲区 33 hm

2。它像道天然绿色

屏障,起着抗风、固海堤、保护和绿化海岸、调节生态

环境及净化空气等重要的作用。

青皮是一种常绿高大乔木。林分平均树高 10

m ,最高可达到 30 m ,最大胸径可达 120 cm, 树干通

直;四季枝繁叶茂,苍劲挺拔, 虬根错节,这些根系纵

横交错, 与堆积的植物体一起,沉降沉积物,稳定地

基,削弱海浪和水流的冲力,从而起到消浪、缓流、护

岸、促淤、减轻风暴灾害和海岸侵蚀的重要作用。既

使遇上台风袭击, 高枝少有折断, 偶尔枝叶呈现枯

黄, 一逢雨水, 又能迅速恢复菌绿,具有很强的防风

浪、固海堤、绿化海岸的作用。

青皮林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生态系统,有植物

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有着显著的净化大气和保

护人类健康的作用,以其独特的光合作用等生理功

能, 通过叶片的气孔和枝条下的皮孔吸收和转化一

些有害物质或由根系排出体外。实地调查发现,青皮

林与地方上的稀树草原及荒地相比,进入青皮林, 人

的感觉大为不同,空气新鲜,大气湿润, 荫凉宜人。大

大改善了小气候和生态环境。

3. 2　保护生物多样性

据说,有人根据土壤风化演变历史,推测天然青

皮林形成大约有 4 000～16 000 a的历史,青皮林生

在滨海沙土上在国内外都属罕见,成为世界植物区

系中亚洲热带雨林的一个标志种[ 10]。在青皮林生态

系统中,形成既不同于典型陆地生态,又不同于典型

海洋生态的青皮林生态区域, 同时也建立起了一种

动植物交错缠绵的互惠关系, 养育着特殊的动植物

群落,极大地丰富了全球生物多样性,为人类进行生

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据专家调查统计,

青皮林保护区植物种类繁多, 野生植物资源有 69科

143 属 172种之多。其中青皮、硬核、水椰玉蕊、海南

苏铁等为国家保护级珍稀植物。同时保护区内优越

的地理环境与丰富的植物资源,为各种动物栖息繁

衍提供了良好条件。据调查, 有鸟类 10 余科 40多

种,两栖类与哺乳类动物均多达 10 余科, 两栖类有

蛙科、姬蛙科、树蛙科等; 爬行类有海龟科、平胸龟

科、蛇科等 10余科; 哺乳类有灵猫科、刺猜科、鹿科、

猪科等 10 余科, 保护区内还有二级保护动物穿山

甲[ 10, 12]。

3. 3　涵养水源、增加降雨量

海岸青皮林已经适应潮汐及海水冲击,形成干

旱不枯、水浸不腐虬根和致密林冠。同时天然青皮林

区植株密集,树枝像蜘蛛网般交织成片,高高的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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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附生和悬挂着许多藻类、菌类、苔藓类、蕨类和藤

本植物,地面上也分布有许多其他科属的草本植物、

灌木和乔木, 形成了沙滩海岸上的天然森林植

被
[ 10 ]
。青皮林不但以其地表植被层保护着沙滩土壤

表层免受水蚀和风蚀, 同时以其高耸致密的枝叶组

成林冠层和地表植被层截持大气降水,对大气降水

进行调节,具有很强涵养水源、增加降雨量的功能,

是当地居民的饮水之源、固土之本
[ 12]
。当地黎族百

姓以种植和捕鱼为主, 纯农田渔乡村落喜择林而居,

尊青皮林为“雨神”, 据青皮林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

多年的观察, 万宁县历年的西南雷雨,其发源地是石

梅湾海滨青皮林带。可见,茂盛的青皮林能影响当地

的生态环境, 能充分调节当地的气候条件, 增加降雨

量[ 10 ]。

3. 4　其他方面

除了巨大的生态效益以外, 青皮林的经济价值

和社会价值也不容忽视。青皮是海南一级贵重木材,

是工业良材之一, 材质坚硬、不变形、色泽美观; 心材

耐虫蛀, 经久不坏, 使用寿命达 100 a 以上,可供建

筑、桥梁、屋梁等用途。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极高

的经济价值。据调查估计仅在尖峰岭自然保护区的

核心区青皮的蓄积为 7 620 m
3
, 占总蓄积量的

6. 1% [ 13]。同时本身也是珍贵的中药原料。树干经蒸

馏后所得的结晶,称龙脑或冰片,为一种香料,中医

学上用作芳香开窍药,“内服可治中风、惊痫、痰迷、

窍闭神昏等症; 外用可治咽喉肿痛、口疮痈疡、目赤

翳膜等症”。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辞海》第 1659页

和第 365页)。青皮林也可规划为观光游憩胜地,其

独特的海岸景观。在保护和合理利用优越的旅游资

源和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可以开展休闲度假旅游、回

归自然生态旅游、热带森林旅游等丰富多彩的旅游

活动[ 12] ,必将有利于海南财政收入。对海南的发展

也会起到重要的现实作用。

4　存在问题

4. 1　人为破坏较为严重

青皮一般分布于海南的低山地带,它分布的海

拔的上线为 600～800 m,在人类的生活活动范围之

内,而且青皮也具有非常大的经济效益, 其木材为

ITT O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特别重视[ 3]。其木材坚

硬、很重, 具韧性,适宜于造船、桥梁、水工、基建、车

辆等其他细木工用材 [ 7, 9, 10]。而且林副产品丰富多

样有油漆类、药用类。但由于不合理采伐以及对青皮

专性利用等原因导致了青皮林资源数量急剧下

降
[ 14-16]

。

¹ 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　如造

船厂、胶合板厂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人们对

林产品和林副产品的需求。不合理的采伐方式和严

重的盗伐使得热带雨林的面积锐减。作为珍贵的用

才树种的青皮林自然逃脱不了受破坏的命运。

º 当地人民传统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对热

带雨林的破坏极其严重　刀耕火种,又称游耕农业,

是热带地区广泛使用原始的耕作方式, 海南岛游耕

方式原是当地少数民族中盛行,但人口的增长,外来

人口也加入了该行列
[ 14]
。

» 毁林种植热带作物,尤其是以橡胶为主的经

济作物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省人民政府划给农垦部

门发展橡胶等热带作物80万hm
2
,其中有林地43. 4

万 hm2 ,占当时天然林的 50. 3% ,在有林地上垦植

橡胶 36万 hm
2 ,这些林地原大多数为以龙脑香青皮

为主的热带山地雨林
[ 11]
。

目前虽然建立的大大小小的自然保护区, 如陵

水的礼纪建立了海岸青皮林的自然保护区,在霸王

岭建立了以保护黑冠长臂猿为主要目的的自然保护

区。但是仍有部分青皮林处于自然保护区外, 受到人

为砍伐的影响。笔者曾于 2006年 4月到霸王岭自然

保护区考察,该地区的青皮主要分布于低山地带, 在

海拔 100～300 m 有广泛分布的青皮林, 但是该处

的青皮林却处境甚忧。

4. 2　单优青皮林的物种多样性较低

单优青皮林一般出现在生境恶劣的低海拔石

山,土壤条件较差,或出现于天然更新的前期。这种

类型的青皮林与发育成熟的混交青皮林相比较, 物

种多样性较低。由表 1可以看出,在总样地面积为

3 600 m
2 的样地内共有物种(起测胸径为 3 cm )的

物种 48种,而五指山热带山地雨林与吊罗山热带山

地雨林在 5 000 m
2
的样地内的物种(起测胸径为 5

cm)分别都在 100种以上[ 17]。显然,换算为相同等面

积和相同的起测胸径,霸王岭青皮林的物种多样性

最低。这是因为青皮林的纯度较高,青皮相对优势度

较大,其他物种的种类必然减少,从而降低了群落总

体的多样性;另一方面, 青皮林中大树较少,而幼树

较多,故在霸王岭青皮林样地个体数最多, 胸径> 3

cm 的个体有 1 275株。但随着青皮林群落的发展,

由于种内竞争和自疏作用, 必然使得青皮的个体数

量减少,其他物种进入主林层的物种必然增多,群落

从而向着多样性高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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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青皮林与海南山地雨林物种多样性的比较

T able 1　Comparis on of d iversi ty among V . mangachap oi f ores t and oth er t ropical mountan eous rain forest s

森林类型 海拔/ m 面积/ m 2 种数/种
个体数

/株

起测胸径

/ cm

霸王岭青皮林 170～280 3 600 48 1 275 3

五指山热带山地雨林 820～870 5 000 117 671 5

五指山热带山地雨林 1 020～1 080 5 000 114 666 5

吊罗山热带山地雨林 900～980 5 000 118 632 5

尖峰岭热带山地雨林 790 1 000 153 690 1

　　青皮林对气候适应甚强,对土壤要求不严, 不管

是土体粘重板结还是海滨沙土, 均能生长, 是一种深

根树种, 耐干旱瘠薄和盐碱
[ 11]

,但是在青皮林发育

的早期,也就是单优青皮林期间,如果受到人为因素

的较大干扰或破坏,其后果不堪设想。主要是因为青

皮林发育早期的土壤比较贫瘠, 一旦植被遭到破坏,

便很难重新建立。

5　保护对策

5. 1　开展青皮林森林资源调查

尽管一些学者开展了海南热带雨林的调查研

究,特别是胡玉佳等详细论述了以青皮为优势的低

地热带雨林的分布、组成、结构、功能和生长发育特

征[ 18 , 19]。但是仍有一些天然青皮林在由于处于比较

偏僻或人迹罕至的地段,不为人所知。这样必然导致

这一部分青皮林在人们的保护范围之外, 非常不利

于其保护。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人们发现一片很

具有保护价值的天然林,由于各种原因,它们也已经

濒临消失了。因此,开展对青皮林的摸底调查是非常

必要的,但是缺点在于全面摸底调查必然费时, 费财

力,可能开展起来难度较大。

5. 2　加大现有天然青皮林的保护力度,提高公众保

护意识

　　天然青皮林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维护生态环

境以及科学研究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天然青

皮林的减少和破坏将伴随大量物种的消失与灭绝,

对生物多样性将是灾难性。但是由于认识不足以及

人口剧增造成的经济压力,海南的天然青皮林生态

系统仍在遭受巨大破坏。

当然现在也建立的一些天然青皮林的自然保护

区,例如 1956年在尖峰岭建立了禁伐区, 其中一部

分为青皮林, 现成为海南保护最好的青皮林[ 20]。

1980年广东省将位于海南万宁县境内的滨海沙地

上的单优青皮林划为自然保护区
[ 7]
。但数量和保护

面积仍然很有限, 青皮被盗伐的现象仍然很严重,如

霸王岭低山地带的青皮林的盗伐现象就比较严重。

霸王岭自然保护区应该加大对该地段的保护力度,

建立该地区的禁伐区。对破坏行为,要依法严惩。另

外利用现代信息和媒体技术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提

高公众保护青皮的意识。各级自然保护区部门要把

青皮林的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责和经常性的任

务。

5. 3　开展科学研究,促进海南青皮林的可持续发展

青皮是海南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关键种

( keystone species) ,开展有关青皮林的科学研究至

关重要。单优青皮林在海南分布较多,由于单优青皮

林的物种多样性较低,生态系统不是很稳定(杨梅港

海岸单优青皮林除外) ,而且单优青皮林一般为天然

更新的早期阶段,土壤较为贫瘠,因此在受到人为干

扰后很难再恢复, 因此应开展青皮林的人工更新和

天然更新, 通过保育或人为干预手段促使海南青皮

林朝着生物多样性较高、比较稳定的生态系统方向

发展。相关科研单位应该积极开展青皮林的科学研

究,同时在不破坏青皮林生态系统的基础上, 合理开

发与利用,保证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正常发挥, 并

为青皮林的合理经营和永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促

进海南青皮林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肖　寒, 欧阳志云, 赵景柱,等.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

生态经济价值评估初探 - 以海南岛尖峰岭热带森林为例 [ J] .

生态学报. 2000, 11( 4) : 481-484.

[ 2]　欧阳志云, 赵同谦, 赵景柱,等. 海南岛生态系统生态调节功

能及其生态经济价值研究[ J ] . 应用生态学报, 2004, 15( 8) :

1395-1402.

[ 3]　欧阳志云, 王效科, 苗 鸿.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

生态经济价的初步研究[ J ] . 生态学报, 1999, 19( 5) : 607-613.

[4]　苏文拔. 为了海南绿色明天-海南野生动植物资源考察队工作

小记[ J] . 森林脉搏, 2004( 7) : 13-16.

[ 5]　王发国,叶华谷,邢福武,等. 海南岛亚地带界线划分的探讨

[ J] .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2005, 27( 2) : 54-58.

[ 6]　李意德,方 洪,罗文,等. 海南尖峰岭国家级保护区青皮林资

源与乔木层群落学特征[ J ] . 林业科学, 2006, 42( 1) : 1-6.

(下转第 221页)

210 西北林学院学报 22 卷　



差不多了, 政策执行也没有前 2 a严格, 所以破坏力

度也就加大了。

5. 3　人类活动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物种多样性是生境中物种丰富程度和分布均匀

性的一个指标, 体现了群落的种类组成、结构类型、

发展演替阶段和环境异质性等特征[ 18, 19]。黄家河流

域的天然林在人为干扰相对较轻的 2001到 2002年

度, 物种多样性普遍出现增大的现象, 这与樊正

球
[ 20 ]
等人的结论“轻度的干扰会提高生物多样性,

这是生态系统对外界轻度干扰的一种适应”是一致

的。而 2002到 2003年度, 人为的破坏幅度加大,物

种多样性普遍减小, 也与李晓红
[ 21]
的结论一致: 干

扰超过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能力, 破坏了群落在自

然状态下达到的各种群间的平衡关系,并使一些在

自然状态下能够生长在该群落中的植物不再出现,

物种多样性因此降低。

汪殿蓓 [ 22]认为,物种多样性指数与物种均匀度

呈正相关,而与生态优势度呈负相关。多样性指数越

高,生态优势度越小,多样性指数越大,均匀度愈高。

黄家河流域的天然林这 3 a 的各个物种多样性测度

指标也基本反映了这个规律, 但也有少数与之不相

符的情况,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还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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