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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揭示西双版纳地区热带季雨林内木质藤本多样性特征，阐明木质藤本对热带季雨林共存树木

的攀援方式，为研究木质藤本对热带森林更新、动态和碳固定等生态过程的影响奠定基础。【方法】参考巴拿马热

带季雨林木质藤本普查规范，调查并鉴定西双版纳热带季雨林 20 hm2 动态监测大样地中 500 块 20 m × 20 m 样地

中胸径≥ 1 cm 的木质藤本，分析其空间分布、多样性、丰富度、径级、攀援方式及其对共生树木的攀援状况。【结

果】20 hm2 大样地中胸径≥1 cm 的木质藤本共有 21 781 株( 包括分株) ，密度为 1 089. 1 株·hm －2，其中 20 611 株

鉴定到种，分属 127 种 45 个科; 样地中木质藤本的优势科为豆科和葡萄科，分别占木质藤本物种总数的 51. 1% 和

24. 4% ; 夹竹桃科的长节珠个体最多( 2 382 株) ，占木质藤本总株数的 10. 9% ，其次为梧桐科的全缘刺果藤和番荔

枝科的黑风藤，分别占木质藤本个体总数的 10. 3% 和 4. 6% ; 重要值排名前三的木质藤本分别为全缘刺果藤、长节

珠和阔叶风车子; 样地中共有 43 个稀有种 ( 密度≤1 株·hm －2 ) ，占总种数的 33. 6% ，但个体数仅占个体总数的

1. 4% ; 小径级木质藤本在样地中比例较高，胸径 1 ～ 5 cm 的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 86. 6% ，胸径≥10 cm 的仅占总

个体数的 0. 7% ; 茎缠绕是主要攀援方式，所占比例达 58. 0% ，其次是钩刺攀援和卷须缠绕，分别占 16. 0% 和

15. 0% ; 依靠叶卷须、花梗进行攀援或蔓生的木质藤本比例较小，各占 1. 0% ; 约 10. 7% 的树木个体( 胸径≥1 cm)

被木质藤本攀援，被攀援树木种数占总树种数的 68. 2% ; 随着树木个体增大，其上攀援的木质藤本数量逐渐降低，

但树木被木质藤本攀援的比例增加。【结论】西双版纳热带季雨林内木质藤本种类丰富，样地中出现豆科木质藤

本葛藤等先锋木质藤本表明该热带季雨林历史上可能遭受较严重干扰，加之该地区降雨季节性比较明显，使得西

双版纳热带季雨林维持了较高的木质藤本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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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Lianas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ropical seasonal rainforest． Theobjective of this study are to
investigate the liana diversity，to elucidate the climbing situation of lianas on co-occurring trees，and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lianas influence the regeneration， dynamics，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of tropical seasonal rainforest in
Xishuangbanna，Yunnan Province．【Method】 Following the liana census protocol applied in Panamanian rainforest，we
surveyed and identified all rooted lianas with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 DBH) ≥ 1 cm in 500 quadrats ( 20 m × 20 m)

in a 20 hm2 tropical rainforest dynamics big plot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We analyzed the liana spatial
distribution，diversity，abundance，size，climbing mechanisms and situations on co-occurring trees．【Ｒesult】 In the
20 hm2 plot，21 781 rooted liana individuals were recorded，with density of 1 089. 1 individuals·hm －2 ． 20 611
individuals from 127 species in 45 families were identified． The two most abundant families were Fabaceae and Vitaceae，
accounting for 51. 1% of and 24. 4% of liana species，respectively． The most abundant lianas were Parameria laevigata
( Apocynaceae) with 2 382 individuals in the plot，constituting 10. 9% of all liana individuals． Byttneria integrifolia
( Sterculiaceae) and Fissistigma polyanthum ( Annonaceae) accounted for 10. 3% and 4. 6% ． The top three liana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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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highest important values were Byttneria integrifolia， Parameria laevigata and Combretum latifolium
( Combretaceae) ． Forty-three rare species with density ≤ 1 individual·hm －2 were recorded，accounting for 33. 6% of the
total number of liana species，but only 1. 4% of the liana individuals in the plot． Lianas with 1 － 5 cm DBH were
dominant，constituting 86. 6% of all liana individual，whereas lianas with DBH ≥ 10 cm only accounted for 0. 7% ．
58. 0% of liana species employed stem twining to climb the forest canopy，followed by leaf-tendril climbers，sprawlers，
and hook climbers，with each accounting for 1. 0% of liana species． About 10. 7% of the all co-occurring tree individuals
( DBH ≥ 1 cm) were climbed by lianas，with 68. 2% of the tree species being climbed． With an increase in tree size，

the numbers of lianas climbing trees decreased，but the percentage of trees climbed by lianas was increased．【Conclusion】
Lianas are abundant in Xishuangbanna tropical seasonal rainforest． The pioneer lianas，such as Pueraria montana ( a
legume liana ) ，occur in the permanent plot，indicating that this plot was probably intensely disturbed in history．
Disturbance，along with the distinct rainfall seasonality， could be the major factors shaping abundant lianas in
Xishuangbanna tropical seasonal rainforest．
Key words: diversity; lianas; climber mechanisms; Xishuangbanna; 20 hm2 tropical seasonal rainforest dynamics big plot

木质藤本是一类不能直立、具有明显攀援习性的

结构寄生植物类群。木质藤本主要分布在热带地区，

尤其在热带雨林中丰富度和多样性最高( Schnitzer et
al．，2002; 2011; Schnitzer，2005) 。研究表明，美洲热

带雨林中约 25%的木本植物种类、40%的植物个体为

木质藤本( Gerwing et al．，2000; Chave et al．，2001) 。
在亚马逊地区，木质藤本贡献了地上生物量的 5% ～
15% ( Putz，1983) 。木质藤本在受干扰的生境如次生

林、砍伐 迹 地、林 缘 和 林 窗 中 具 有 更 高 的 丰 富 度

( DeWalt et al．，2000; Laurance et al．，1998) ，在某些干

扰严重的地区木质藤本对生物量的贡献可达 30%
( Schnitzer et al．，2011)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木

质藤本丰富度呈增加趋势，势必影响共存树木的生

长、死亡、多样性和碳固定，进而影响整个森林更新的

速度、方 向 和 结 果 ( Ichihashi et al．，2015; van der
Heijden et al．，2015; Wright et al．，2015) 。

植物多样性与生境因子密切相关，受降雨量及

其季节分配模式、土壤类型、地形条件及干扰状况等

影响 ( Schnitzer et al．，2002 ) 。研究表明，木质藤本

的多度与年平均降水量呈负相关，与降水的季节性

呈正相关 ( Schnitzer，2005; DeWalt et al．，2010 ) 。
地形对木质藤本的多度与分布具有重要影响，如在

日本冲绳的次生绿林中，木质藤本更趋向于分布在

土壤水分、养分富集的生境中，而这种生境主要受地

形的影响( Kusumoto et al．，2008) 。
木质藤本对森林的结构、动态与功能等生态过

程有重要影响( 陈亚军等，2008) : 在地上，木质藤本

可以通过攀援到达林冠，与宿主树木竞争光资源; 在

地下，与共存树木竞争水分和养分。
目前，全球利用固定样地对木质藤本多样性进

行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在 66 个 样 地 ( http: ∥ www．

lianaecologyproject． com) ，其中 19 个样地分布在热

带美洲。在这些样地中，约 65% 的样地面积小于

1 hm2，面积≥20 hm2 的样地全球仅有 4 个，包括巴

拿马 BCI 的 50 hm2 样地、智利 Bosque Experimental
San Martin 的 40 hm2 样地、喀麦隆 Ebom 的 33 hm2

样地和印度 Varagalaiar 的 30 hm2 样地。与热带美

洲相比，东南亚的木质藤本普查样地数量最少，仅在

马来西亚和泰国调查 ＜ 10 hm2 的样地。中国森林

生物 多 样 性 监 测 网 络 ( http: ∥www． cfbiodiv． org /
yjcg． asp) 固定样地中木质藤本多样性研究至今未

见报道。
中国种子植物区系中木质藤本种类丰富，共有

76 科 2 175 个种( 胡亮等，2010) 。西双版纳木质藤

本种类非常丰富( 朱华，2011 ) ，但对木质藤本多样

性进行研究的报道仍不多。深入研究这一地区木质

藤本多样性及其对树木的攀援情况有助于全面了解

和认识热带雨林的功能和健康。
本研究依托西双版纳 20 hm2 热带季雨林动态

监测大样地，调查大样地中胸径≥1 cm 木质藤本及

其对树木的攀援情况，以期掌握西双版纳热带季雨

林木质藤本的丰富度和多样性特征及木质藤本攀援

方式。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补蚌村南贡山东

部 的 斑 马 山 山 脚 ( 101° 34' 26″—101° 34' 47″ E，

21°36'42″—21°36'58″N) 。西双版纳热带季雨林 20
hm2 动态监测大样地由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

物园和西双版纳州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参照美国热带

森林研究中心的样地技术规范于 2007 年建成，是中

国森林生物多样性动态研究网络的重要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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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样地东西长 500 m，南北长 400 m，划分成 500 块 20
m × 20 m 样地。大样地最高海拔 869 m，最低海拔

709 m，样地地形变化比较大，有 3 条溪流流经样地。
研究区平均气温 21. 5 ℃，≥10 ℃年积温 7 860 ℃，相

对空气湿度 86%，年均降水量 1 400 mm，约 85%的降

水量集中在雨季( 5—10 月) ，有长达 6 个月的旱季

( 11 月至翌年 4 月) ，降水的季节性强 ( 何云玲等，

2007) 。土 壤 类 型 为 砖 红 壤，有 机 质 含 量 为 18. 4
g·kg －1，全氮含量为 1. 83 g·kg －1，有效氮含量为 180
mg·kg －1，全磷含量为0. 34 g·kg －1，全钾含量为11. 2
g·kg －1 ( Hu et al．，2012) 。大样地主要植被类型为以

热带雨林标志性树种龙脑香科( Dipterocarpaceae) 的

望天树( Parashorea chinensis) 占优势的热带季雨林，

共有胸径≥1 cm 的树木 95 834 株，468 种，隶属于 70
个科、213 个属( 兰国玉等，2008) 。

2 研究方法

2. 1 木质藤本调查

研究始于 2013 年旱季，至 2014 年雨季完成大样

地内胸径≥1 cm 的所有木质藤本普查工作，普查方

法参考 Schnitzer 等( 2006; 2008; 2010) 建立的木质藤

本普 查 规 范。对 20 hm2 大 样 地 内 500 块20 m ×
20 m样地中胸径≥1 cm 的所有木质藤本个体进行

测量、挂牌、定位，在测量部位涂上油漆，以备将来复

查。由于木质藤本具有较强的克隆生长能力，根的

分株能独立生长，因此凡是具有独立根点的木质藤

本均视为不同个体。在调查本质藤本时，记录每个

木质藤本的胸径、根位置、攀援方式和宿主树木的种

类及个体大小。
所有个体均鉴定到种，共采集实物标本 200 余

份，存放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标本馆。
经典植物分类主要依靠植物的花、果、叶进行鉴定。
由于木质藤本常攀援到林冠，很难采集到叶片、花、
果实的标本，因此主要利用木质藤本茎的特征进行

分类鉴定，包括茎的形状、皮孔、木栓、瘤凸、钩刺、纹
理、气味等容易识别的少数几个关键特征。尽管如

此，仍有部分个体无法鉴定，鉴定率约为 95%，与国

际上同类研究的鉴定率相当或略高。
参照 Darwin( 1865) 、Putz( 1984) 和 Schnitzer 等

( 2002) 的方法，将木质藤本攀援方式分为根附、茎

缠绕、枝缠绕、叶卷须、茎卷须、钩刺、花梗和蔓生 8
个类别。木质藤本常同时具有多种攀援方式，本研

究只分析每种藤本最重要的攀援方式。
2. 2 数据处理

研究采用 Shannon-Wiener 指数、Pielou 均匀度

指数( Magurran，1988) 计算木质藤本多样性:

H = － Σ
S

i = 1
pi lnpi ;

E = H / lnS。
式中: H 为 Shannon-Wiener 指数; S 为物种总数; pi

为种 i 的个体数占个体总数的比例; E 为 Pielou 均

匀度指数。
木质 藤 本 的 重 要 值 计 算 公 式 ( Greig-Smith，

1983) 为:

IV = ＲF + ＲA + ＲD。
式中: IV 为重要值; ＲF 为相对频度，指某种木质藤

本频度占全部木质藤本频度总和的百分比; ＲA 为

相对优势度，指某种木质藤本个体胸高断面积之和

占样地全部木质藤本个体胸高断面积总和的百分

比; ＲD 为相对密度，指某种木质藤本的密度占全部

木质藤本的密度百分比。
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树种间( DBH ≥10 cm、株

数大于 30) 被木质藤本攀援比例的差异。
所有统计分析在 SPSS 和 Excel 软件中完成，分

布图在 Ｒ 软件( vegan 包) 中完成。

3 结果与分析

3. 1 木质藤本多样性

大样地内共有胸径≥1 cm 的木质藤本 21 781
株( 包括分株) ( 图 1) 。其中 20 611 株已鉴定到种，

共 127 种 45 科 85 属，未鉴定 1 170 株，占木质藤本

个体总数的 5. 4%。个体数最多的木质藤本是夹竹

桃科( Apocynaceae) 的长节珠( Parameria laevigata) ，

共有个体 2 382 个，占藤本总个数的 10. 9%，其次为

梧桐 科 ( Sterculiaceae ) 的 全 缘 刺 果 藤 ( Byttneria
integrifolia) 和 番 荔 枝 科 ( Annonaceae ) 的 黑 风 藤

( Fissistigma polyanthum) ，分别占藤本个体总数的

10. 3%和 4. 6%。豆科( Fabaceae) 木质藤本最多，共

有 23 种，其次为葡萄科( Vitaceae) ，共有 11 个种，分

别占总物种数的 51. 1%和 24. 4%。
木质藤本的 Shannon-Wiener 指数为 3. 8，Pielou

均匀度指数为 0. 8。全缘刺果藤的重要值最大，长

节珠在个体数量上虽然多于全缘刺果藤，但因径级

小，其 重 要 值 排 名 第 二，阔 叶 风 车 子 ( Combretum
latifolium) 的重要值排名第三 ( 表 1 ) 。Hubbell 等

( 1986) 把每公顷个体数少于 1 的种定义为稀有种。
根据此定义，西双版纳 20 hm2 动态监测大样地内木

质藤 本 共 有 43 个 稀 有 种，占 木 质 藤 本 总 种 数 的

33. 6%，稀有种占到样地内木质藤本物种总数的近

1 /3，但却只占个体总数的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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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双版纳热带季雨林 20 hm2 动态监测大样地木质藤本空间分布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ianas in Xishuangbanna 20 hm2 tropical seasonal rainforest dynamics big plot

表 1 西双版纳热带季雨林 20 hm2 动态监测大样地重要值排前 20 位的木质藤本

Tab． 1 Top 20 liana species with the highest important values in Xishuangbanna 20 hm2 tropical seasonal rainforest dynamics big plot
序号
Ｒank

物种
Species

个体数
Number of individual

相对密度
Ｒelative density

相对频度
Ｒelative frequency

相对优势度
Ｒelative ascendency

重要值
Important value

1 全缘刺果藤 Byttneria integrifolia 2 246 10. 90 4. 93 10. 10 25. 93
2 长节珠 Parameria laevigata 2 382 11. 56 4. 74 5. 19 21. 49
3 阔叶风车子 Combretum latifolium 781 3. 79 3. 98 6. 05 13. 82
4 黑风藤 Fissistigma polyanthum 998 4. 84 2. 70 6. 01 13. 55
5 牛眼马钱 Strychnos angustiflora 714 3. 46 3. 54 5. 90 12. 91
6 买麻藤 Gnetum montanum 906 4. 40 3. 27 4. 43 12. 09
7 瘤果紫玉盘 Uvaria kweichowensis 736 3. 57 2. 79 3. 59 9. 95
8 单耳密花豆 Spatholobus uniauritus 686 3. 33 2. 72 3. 87 9. 92
9 大叶钩藤 Uncaria macrophylla 404 1. 96 2. 47 3. 51 7. 93
10 海南鸡血藤 Callerya pachyloba 485 2. 35 2. 74 2. 71 7. 80
11 鸡矢藤 Paederia foetida 499 2. 42 2. 79 1. 67 6. 88
12 平滑钩藤 Uncaria laevigata 427 2. 07 1. 51 2. 74 6. 32
13 茎花崖爬藤 Tetrastigma cauliflorum 438 2. 13 1. 81 1. 70 5. 63
14 平叶酸藤子 Embelia undulata 264 1. 28 1. 72 2. 13 5. 13
15 西南风车子 Combretum griffithii 344 1. 67 1. 91 1. 45 5. 03
16 景洪崖爬藤 Tetrastigma jinghongense 328 1. 59 1. 84 1. 53 4. 96
17 鸡爪簕 Oxyceros sinensis 399 1. 94 1. 88 1. 09 4. 90
18 扁担藤 Tetrastigma planicaule 375 1. 82 1. 43 1. 37 4. 62
19 藤豆腐柴 Premna scandens 254 1. 23 1. 55 1. 51 4. 29
20 无柄五层龙 Salacia sessiliflora 255 1. 24 2. 22 0. 79 4. 25

3. 2 径级分布

根据胸径大小将木质藤本划分为 4 个径级( 1 ～2，

2 ～5，5 ～10 和≥10 cm)。随着胸径增加，木质藤本数

量显著降低( 图2)。大样地中小径级的木质藤本较多，

1 ～5 cm 的木质藤本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 86. 6%。胸

径≥10 cm 的木质藤本仅为 151 株，占总个体数的

0. 7%。大样地中个体最大的木质藤本为圆叶羊蹄甲

( Bauhinia wallichii) ，胸径达 24. 5 cm。
3. 3 攀援方式

在 8 类攀援方式中，依靠茎缠绕进行攀援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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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双版纳热带季雨林森林动态监测大样地木

质藤本径级分布

Fig． 2 DBH class of lianas in Xishuangbanna

20 hm2 tropical seasonal rainforest dynamics big plot

质藤 本 所 占 比 例 最 大，占 木 质 藤 本 物 种 总 数 的

58. 6%，其次是钩刺攀援和卷须缠绕方式，分别占

16. 0%及 15. 0% ; 而花梗、叶卷须、蔓生所占比例最

小，每个类型仅有 1 种( 图 3) 。此外，有的木质藤本

利用多种攀援方式，例如眼镜豆( Entada rheedii) 利

用茎缠绕和叶卷须进行攀援。

图 3 木质藤本攀缘类型百分比

Fig． 3 Percentage of liana climbing mechanisms

2. 4 树木被木质藤本攀援状况

大样地中胸径≥1 cm 的树木( 95 834 株) 中共

有 10 221 株被木质藤本攀援，比例为 10. 7%，被攀

援树 木 种 数 达 324 种，占 总 树 种 数 ( 468 种 ) 的

69. 2%。从整个大样地水平来看，随着树木径级增

大，其上攀援的木质藤本数量逐渐降低，但是，随着

树木径级增大，树木被木质藤本攀援的程度加剧，表

现为被木质藤本攀援的比例增加( 图 4) 。卡方检验

结果显 示 不 同 树 种 间 被 攀 援 程 度 具 有 显 著 差 异

( χ2 = 245. 782，df = 44，P ＜ 0. 001) ( 表 2) 。

3 讨论

西双版纳热带季雨林 20 hm2 动态监测大样地

中鉴定木质藤本 127 种，占中国种子植物区系中木

图 4 不同径级树木上攀援的木质藤本株数及

被攀援比例

Fig． 4 The individuals of liana hosted and

infestation ratio of trees across different DBH classes

质藤本物种数的 6. 0%，在个体数和种数上分别占

该样 地 中 木 本 植 物 总 数 ( 乔 木 + 木 质 藤 本 ) 的

17. 7%和 21. 5%。从全球来看，热带地区木质藤本

约占森林木本种类 25%，然而各大洲热带森林间木

质藤本的丰富度存在显著差异 ( Putz et al．，1991;

DeWalt et al．，2000; Parthasarathy et al．，2004 ) 。西

双版纳20 hm2样地木质藤本物种丰富度低于巴拿马

和刚果盆地等典型热带雨林( Schnitzer et al．，2012;

Ewango et al．，2015) ，西双版纳地处热带北缘，与典

型热带雨林相比，温度偏低，另外，西双版纳有较长

的雾凉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木质藤本的生

长。但是西双版纳地区干湿季明显，干湿季变化越

明 显 的 森 林 越 有 利 于 维 持 木 质 藤 本 的 多 样 性

( Schnitzer，2005; Swaine et al．，2007; DeWalt et al．，
2010) ，导致物种丰富度高于波多黎各、阿根廷等亚

热带森林( Malizia et al．，2010) 。此外，干扰也有利

于维持木质藤本多样性。本调查发现，20 hm2 样地

有葛藤( Pueraria montana) 等先锋木质藤本，表明该

热带季雨林在历史上可能遭受较严重的干扰。这些

因素使得西双版纳热带季雨林木质藤本维持了较高

的多样性。
西双版纳 20 hm2 热带季雨林动态监测大样地

中木质藤本的优势科为豆科和葡萄科，其次为夹竹

桃科、梧桐科和番荔枝科，科水平的组成与热带亚洲

热带雨林木质藤本相似，但与热带美洲、非洲的木质

藤本组成存在明显差异。美洲热带雨林主要以紫葳

科( Bignoniaceae) 和豆科的木质藤本占优势，热带非

洲以夹竹桃科和豆科的木质藤本占优势 ( Gentry，

1991) 。夹竹桃科木质藤本在西双版纳热带季雨林

中优势度较低的机制仍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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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西双版纳热带季雨林 20 hm2 动态监测大样地中树木( DBH ≥ 10 cm，株数≥ 30) 被木质藤本攀援的比例①

Tab． 2 Proportion of trees ( DBH ≥ 10 cm，and ≥ 30 individuals) infested by lianas in Xishuangbanna
20 hm2 tropical seasonal rainforest dynamics big plot

物种
Species

平均胸径
Mean DBH /cm

被攀援比例
Infestation ratio( % )

八宝树 Duabanga grandiflora 47. 73 51. 72
团花 Neolamarckia cadamba 47. 39 48. 78
浆果乌桕 Balakata baccata 38. 70 45. 00
多花白头树 Garuga floribunda var． gamblei 31. 29 27. 87
狭叶一担柴 Colona thorelii 30. 83 38. 71
羽叶白头树 Garuga pinnata 30. 73 39. 68
红锥 Castanopsis hystrix 24. 01 43. 03
鸡嗉子榕 Ficus semicordata． 21. 98 26. 32
长柄油丹 Alseodaphne petiolaris 21. 50 38. 76
大叶锥 Castanopsis megaphylla 19. 39 24. 31
毗黎勒 Terminalia bellirica 19. 32 36. 36
毛猴欢喜 Sloanea tomentosa 19. 16 24. 90
西南木荷 Schima wallichii 18. 95 35. 00
短刺锥 Castanopsis echidnocarpa 18. 17 24. 52
秋枫 Bischofia javanica 17. 32 42. 42
巴豆属 Croton* 16. 46 33. 33
湄公锥 Castanopsis mekongensis 16. 40 42. 59
细毛樟 Cinnamomum tenuipile 16. 29 32. 79
滇桂木莲 Manglietia forrestii 16. 21 30. 21
思茅木姜子 Litsea szemaois 15. 89 35. 09
变叶榕 Ficus variolosa 15. 87 33. 85
糖胶树 Alstonia scholaris 14. 93 20. 59
绒毛番龙眼 Pometia pinnata 14. 02 17. 08
耳叶柯 Lithocarpus grandifolius 13. 57 35. 94
印度锥 Castanopsis indica 13. 46 26. 50
坚叶樟 Cinnamomum chartophyllum 13. 16 30. 77
香花木姜子 Litsea panamonja 12. 88 36. 36
黄毛榕 Ficus esquiroliana 12. 82 20. 27
紫叶琼楠 Beilschmiedia purpurascens 12. 79 18. 18
微毛布荆 Vitex quinata var． puberula 12. 61 22. 92
核果木属 Drypetes* 12. 48 19. 78
崖摩属 Amoora* 12. 30 8. 81
幌伞枫 Heteropanax fragrans 11. 72 27. 69
五桠果叶木姜子 Litsea dilleniifolia 11. 61 18. 85
琴叶风吹楠 Horsfieldia prainii 11. 35 14. 85
紫弹树 Celtis biondii 11. 27 20. 00
大果榕 Ficus auriculata 11. 22 36. 52
巴豆属 Croton* 10. 86 16. 13
黄棉木 Metadina trichotoma 10. 62 21. 13
野漆 Toxicodendron succedaneum 10. 43 25. 00
窄叶半枫荷 Pterospermum lanceifolium 10. 41 11. 54
倒卵叶黄肉楠 Actinodaphne obovata 10. 24 16. 67
新乌檀 Neonauclea griffithii 10. 16 20. 31
竹节树 Carallia brachiata 10. 13 14. 63
苹果榕 Ficus oligodon 10. 09 11. 90
①* : 未鉴定到种 Unidentified to species level．

同 其 他 热 带 森 林 的 研 究 ( 陈 亚 军 等，2008;

Schnitzer et al．，2012) 相似，西双版纳 20 hm2 大样地

中小径级木质藤本占优，而径级较大的木质藤本数

量相对较少( 图 2) 。本研究中胸径大于 10 cm 的个

体数为 151，平均 7. 6 株·hm －2，略低于 BCI 50 hm2

样地( 8. 6 株·hm －2 ) ( Schnitzer et al．，2012) 。本研

究大样地中木质藤本最大胸径为 24. 5 cm，而在滇

南勐宋热带山地雨林中木质藤本的最大胸径可达

42. 0 cm( 陈亚军等，2008 ) ，在 BCI 的 50 hm2 样地

中，最大达到 55. 1 cm( Schnitzer et al．，2012) 。有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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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显示大型木质藤本的比例越高，森林年龄越大，所

受干扰越少，进一步表明西双版纳 20 hm2 样地在历

史上受干扰后恢复的时间可能还比较短。
热带雨林木质藤本具有多样的攀援方式。本研

究发现，大样地中木质藤本主要以茎缠绕方式攀援

宿主树木( 图 3) ，这与其他地区的研究结果( Nabe-
Nielsen，2001) 一致。本研究中胸径大于 10 cm 的

乔木被攀援的比例 ( 27. 1% ) 远低于其他地区的相

关研究，如在阿根廷亚热带森林为 65% ( Malizia et
al．，2006) ，亚洲东南部为 51% ( Putz et al．，1987 ) ，

巴拿马 BCI 为 49% ( Putz，1984 ) ，可能原因是本样

地内小径级木质藤本占优势，样地内树木具有较高

重要值的几种树木的胸径都普遍较小 ( 兰国玉等，

2008) 。
本研究发现，在不同径级之间，树木胸径越大被

攀援的可能性越高 ( 表 2 ) 。Malizia 等 ( 2006 ) 研究

发现，林冠光照环境、树木大小与木质藤本攀援程度

有关，其中林冠光照环境与藤本植物分布相关性更

高。大径级树木往往比小径级树木攀附更多的木质

藤本。当一株树被木质藤本缠绕之后，往往会增加

其他木质藤本缠绕的可能性 ( Nabe-Nielsen，2001;

Prez-Salicrup et al．，2005 ) 。此外，由于树木的直径

往往与树龄密切相关，胸径越大往往意味着更长的

生长期，有更多的机会被木质藤本选择和缠绕。木

质藤本对大树的攀援可能对大树的生长乃至整个森

林生态系统的功能造成不利影响。过度攀援将导致

林冠被覆盖，光照条件受到影响，质量过大，容易折

断和倒塌，损伤周围树木的正常生长。

4 结论

本研究报道了西双版纳热带季雨林中木质藤本

的多样性、径级分布、攀援方式及其对共生树木的攀

援情况，为加强森林管理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下

一步，将结合不同调查样方的地形、土壤理化特性深

入研究热带季雨林木质藤本多样性的维持机制，结

合树木普查数据深入探讨木质藤本的存在对热带季

雨林更新、动态和碳固定等生态过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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