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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热带山地雨林群落学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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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 4 块样地的调查资料, 分析了西双版纳热带山地雨林的群落学特征。结果表明: 在 2 500 m 2 的样地中,

共计有维管束植物 105～ 178 种, 分属于 46～ 61 科、80～ 130 属。区系成分可分为 11 个类型, 4 块样地均以热带区系

成分为主 (约 90% ) , 其中又以热带亚洲 (印度2马来西亚) 分布 (23140%～ 32188% ) 和泛热带分布 (25120%～

36167% ) 的成分占优势。群落以高位芽植物为主, 其中又以中 (约 50% )、小高位芽植物 (21130%～ 27178% ) 占优

势; 在叶片特征上, 群落以中叶 (72166%～ 82154% )、单叶 (75%～ 86196% )、纸质 (58173%～ 62122% )、全缘

(76167%～ 83133% )、非尾尖 (约 90% )为主。低海拔带上山地雨林的热带区系成分以及藤本植物、中叶和全缘叶植

物所占的比例高于高海拔带上的山地雨林, 而小高位芽植物比例则低于后者, 体现出较强的热带雨林性质。西双版

纳的山地雨林与本地区的沟谷雨林、低丘雨林相比表现为热带区系成分、藤本植物、大高位芽植物以及巨叶、大叶

植物较少, 而温带成分、小高位芽植物、小叶植物较为丰富, 体现出向常绿阔叶林的过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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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nolog ica l Character ist ics of Trop ica l M on tane Ra in
Forest in X ishuangbanna

L I Zong2Shan1, TAN G J ian2W ei1
Ξ

, ZH EN G Zheng1, L I Q ing2Jun1,

DUAN W en2Yong2, ZHU Sheng2Zhong2, GUO X ian2M ing2, ZHAO J ian2W ei2, ZEN G Rong2

(1. T rop ica l R a inf orest E cosy stem S ta tion , X ishuang banna T rop ica l B otan ica l Gard en, T he Ch inese A cad emy of S ciences,

M engla, Yunnan　666303, Ch ina; 2. X ishuang banna B u reau of N a tiona l N a tu re R eserve, J inghong, Yunnan　666300, Ch ina)

Abstract: T rop ica l mon tane ra in fo rest (TM R F ) , one of the p rim ary fo rest vegeta t ion types in

X ishuangbanna, occu rs a t low er alt itude in the no rth (TM R FÉ ) and h igher a lt itude in the sou th
(TM R FÊ ). In o 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mm un ity characterist ics of t rop ica l mon tane ra in fo rest
in d ifferen t zones, fou r perm anen t p lo ts (50 m ×50 m ) of t rop ica l mon tane ra in fo rest comm un i2
t ies a t d ifferen t sites in X ishuangbanna w ere estab lished, tw o of w h ich w ere fo r TM R F I and tw o

fo r TM R F II. T he grid m ethod (10 m ×10 m ) w as u sed to reco rd all ind ividuals w ith DBH greater
than 210 cm in each p lo t. Sh rub and herb species w ere invest iga ted in n ine 5 m ×5 m and 2 m ×
2 m sub2quadra tes respect ively. P lan t species compo sit ion, physiognom ic characterist ics of tho se

comm un it ies w ere analyzed.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in the 2 500 m 2 p lo t, to ta l num ber of p lan t

species in the comm un it ies of TM R F is 105- 178, rep resen t ing 80- 130 genera and 46- 61 fam i2
lies. T he flo ra l compo sit ion of tho se comm un it ies can be divided in to 11 areal types and the trop i2
cal d ist ribu t ion compo sit ion accoun ts fo r abou t 90%. Among tho se flo ra l area l types, Pan trop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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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 rop. A sia ( Indo2M alesia) d ist ribu t ion s are dom inan t, accoun t ing fo r 2314% - 32188% and
2512% - 36167% , respect ively. Concern ing abou t the life fo rm spectrum , phaenerophytes are

dom inan t in the comm un it ies, among w h ich the p ropo rt ion of m eso and m icro2phaenerophytes are

very h igh, accoun t ing fo r abou t 50% and 21130% - 27178% , respect ively. Concern ing abou t the
leaf characterist ics, the comm un it ies w as compo sed m ain ly of leaves w ho se characterist ics are

m esophylls (72166% - 82154% ) , single ( 75% - 86133% ) , papery ( 58173% - 62122% ) , en t ire
( 76167% - 83133% ) and no2caud. (abou t 90% ). Compared w ith the comm un it ies of TM R F Ê ,

the comm un it ies of TM R F É has mo re trop ica l d ist ribu t ional p lan ts, mo re lianas, m esophylls and
en t ire leaves, bu t has less m icro2phaenerophytes. T h is indica tes that the comm un it ies of TM R FÉ
are mo re clo se to the typ ica l seasonal ra in fo rest in X ishuangbanna. Compared w ith the comm un i2
t ies of ravine and low er h ill seasonal ra in fo rests in X ishuanbanna, the comm un it ies of TM R F

have less t rop ica l d ist ribu t ional p lan ts,m ega2phaenerophytes and lianas, as w ell as less m ega and
m acrophylls, bu t have mo re temperate d ist ribu t ional p lan ts, m icro2phaenerophytes and m icro2
phylls. T h is indica tes that the comm un it ies of TM R F have obviou s tran sit ional characterist ics

from seasonal ra in fo rest to evergreen b road2leaved fo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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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有大面积原始热

带雨林分布的地区, 位于东南亚热带的北缘, 是热带

生物区系向亚热带生物区系的过渡地带, 也是古南

大陆 (冈瓦那古陆)和古北大陆 (劳亚大陆)植物区系

成分的交汇地带, 生物地理成分十分复杂[1 ]。其特殊

的地理和地质历史背景造就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

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和复杂, 这也使得在西双版纳地

区开展热带雨林的生态学研究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和实践意义[1 ]。我国学者对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群

落学特征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从基础性的群落学调

查[2, 3 ]、热带雨林植被类型多样性和生态结构多样性

特征分析[4, 5 ]、热带季节雨林和石灰山季雨林的群落

学特征探讨[6 8 ] , 到较为深入的热带雨林群落区系

成分特征及其亲缘的探讨[1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

群落学特征与海南热带雨林的比较分析[9 ]和望天树

林的群落生态学特征及与相近植被类型的比较研

究[10, 11 ] , 以及森林片断化对热带雨林的群落结构和

物种组成的影响[12 ]、不同类型的热带次生性植被的

群落学特征所进行的分析[13 15 ]等。纵观对西双版纳

热带雨林群落学特征所开展的研究, 大部分还是集

中在海拔较低的季节雨林、季雨林以及与其有密切

关系的次生性群落, 而对海拔较高的热带山地雨林

所开展的研究还很少。

山地雨林, 又称准热带过渡性雨林、过渡性混交

雨林等, 是热带山地垂直带上的植被类型代表, 是热

带雨林在高海拔地区的变型, 其显著特征体现在其

过渡性上, 它是热带雨林向亚热带森林过渡的一种

湿润性森林, 兼有热带和亚热带植物成分, 群落各种

生态学特征仍然具有热带雨林性质[2, 3 ]。热带山地雨

林在西双版纳的北部和南部均有分布, 在北部海拔

较低的地区, 山地雨林具有南部的季节雨林向北部

普洱、思茅一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的过渡特征; 在南部

海拔较高的山地, 山地雨林具有季节雨林向低山季

风常绿阔叶林的过渡特征[5 ]。对西双版纳热带山地

雨林开展的研究主要有群落学特征的初步分析[2, 3 ]、

群落类型多样性和生态结构多样性的探讨[4, 5 ] , 以及

勐宋地区热带山地雨林物种组成和群落结构特

征[16 ]和普文地区热带山地雨林群落建群种的种群

动态研究[17 ]。由此可见, 对西双版纳热带山地雨林

开展的研究与本地区低地热带雨林相比还显得十分

零散, 缺乏系统化。至今为止, 把西双版纳热带山地

雨林作为整体研究对象, 在不同地点设置多个样地

对其群落学特征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还未见报

道。

为深入地了解和掌握西双版纳热带山地雨林群

落学特征, 我们于 2003 年 2～ 4 月, 在西双版纳的不

同地点和海拔建立了 4 块山地雨林定位样地。笔者

仅对这 4 块样地的群落学特征进行分析, 以为西双

版纳热带山地雨林群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

据。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地区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21°09′～

22°36′N , 99°58′～ 101°50′E) , 该地区与老挝、缅甸接

壤, 西、北、东三面与滇西南山原、山地相连, 属于横

断山系南端无量山脉和怒山山脉余脉的山原和山

地[1 ]。该地区气候属西南热带季风气候, 干、湿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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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明显, 一年可分干热、湿热和雾凉 3 季, 3～ 5 月

为干热季, 气温较高, 雨量少; 6～ 10 月为雨季, 气候

湿热, 85% 的雨水集中于此时期; 11 月～ 次年 2 月

为雾凉季, 降雨量较少, 但早晚浓雾弥漫, 空气湿度

较大, 可弥补此时期降雨量的不足。该地区的年平均

气温为 2015℃, 年平均降雨量达 1 72316 mm。

1. 2　研究方法

1. 2. 1　样地的建立及调查方法

为较全面地反映西双版纳热带山地雨林群落学

特征, 在 4 个不同的地点选取了森林群落发育较好、

结构完整、受人为和自然因素影响较小、坡度较平缓

的山地雨林群落地段建立固定样地。根据朱华等[18 ]

的研究,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群落的最适取样面积应

为 2 500 m 2, 在本次调查中每块样地的面积都设为

2 500 m 2 (50 m ×50 m ) , 其中低海拔带上的山地雨

林设置了 2 块样地, 分布在普文 (1 号样地) 和关坪

(2号样地) ; 高海拔带上的山地雨林设置了2块样地,

分布在南贡山 (3号样地) 和小腊公路48 km (4号样

地)。同时记录每个样地的坡向、坡度、坡位和海拔等

生境因子, 同时挖取土壤剖面, 每隔20 cm 取一土

样, 以进行pH 值和有机质含量的分析。土壤为赤红

壤, 土壤深厚, 达1 m 以上。各样地的概况详见表1。

表 1　西双版纳热带山地雨林样地基本特征
T able 1　T he basic p lo t featu res of trop ical montane rain fo rest comm unit ies in X ishuangbanna

样地号
P lo t N o.

地点
L ocation

海拔 (m )

E levation

经纬度
L ong.

and L at.

坡向
A spect

坡度
Slope

坡位
Po sit ion

土壤类型
So il type

pH 值
pH value

有机质含量
O rgan ic

m atter (% )

1 普文
Puw en 955 22°25. 705′N

100°05. 47′E N E5° 25°～ 30° 中下
M iddle2L ow er

赤红壤
L aterit ic red so il 4. 780 1. 158

2 关坪
Guanp ing

970 22°13. 645′N
100°53. 280′E N E40° 5°～ 10° 中

M iddle
赤红壤

L aterit ic red so il
5. 010 0. 660

3 南贡山
N angongshan

1 325～ 1 345 21°37. 969′N
101°27. 735′E N E40° 15°～ 20° 中

M iddle
赤红壤

L aterit ic red so il
4. 968 1. 376

4 48 km
(X iao la Road) 1 200～ 1 220 21°58. 413′N

101°09. 654′E N E5° 35° 中
M iddle

赤红壤
L aterit ic red so il

5. 246 1. 026

　　每块样地均被划分为 25 个 10 m ×10 m 的样

方, 对样方内胸径≥2 cm 以上的乔木进行每木调

查, 测量记录植物名称、胸径、高度、冠幅等, 并挂牌、

标号, 把每株乔木个体的位置按比例绘制在坐标图

上。在样地纵横两个方向上每隔 1 个 10 m ×10 m

的样方设置 1 个 5 m ×5 m 的小样方 (乔木层样方

的右下角)共 9 个样方进行灌木层种类的调查, 对样

方中胸径≤210 cm , 高度≥110 m 的植株个体观测

记录其植物名称、基径、高度、冠幅等, 并挂牌、标号。

草本层种类的调查则在每个灌木层样方的右下角设

置1个2 m ×2 m 的小样方, 对样方中高度≤1 m 的植

株个体测量记录植物名称、高度、盖度、株 (丛)数等,

在本次调查中未对样地内的附生植物做相关统计。

1. 2. 2　分析方法

样地群落中植物种类的重要值的计算采用以下

公式[19 ]: 重要值= (相对多度+ 相对显著度+ 相对

频度)×300。

2　结果与分析

2. 1　群落的物种组成和区系成分

2. 1. 1　群落的科、属组成

根据4块样地的野外调查统计资料, 在2 500 m 2

的固定样地上, 1号样地计有维管束植物105种, 分属

于46科80属; 2号样地计有维管束植物128种, 分属于

49科102属; 3号样地计有维管束植物137种, 分属于

50科100属; 4号样地计有维管束植物178种, 分属于

61科130属。在各样地的科属组成 (表2)中, 1 号样地

较占优势的科有茜草科 (R ub iaceae, 8属10种)、樟科

(L au raceae, 6 属 10 种) , 其次是大戟科 ( Eupho r2
b iaceae, 3属3种)、壳斗科 (Fagaceae, 2属6种)。2号样

地较占优势的科有樟科 (8属14种)、茜草科 (8属9

种)、无患子科 (Sap indaceae, 6属7种) , 其次是大戟

科、紫金牛科 (M yrsinaceae, 5属5种)。3号样地较占

优势的科有樟科 (9属14种)、茜草科 (8属12种)、大戟

科 (7属9种) , 其次是壳斗科 ( 2属7种)、夹竹桃科

(A pocynaceae, 5属5种)。4号样地较占优势的科有

大戟科 (11属16种)、茜草科 (8属9种)、樟科 (5属12

种) , 其次是楝科 (M eliaceae, 6属8种)、无患子科 (6

属6种)。在各群落中, 除这些优势科外, 其余大多数

为单科、单属。

2. 1. 2　群落的种类组成

从群落 (乔木胸径≥2 cm ) 的树种组成来看 (表

3) , 1 号样地的优势树种最为突出, 主要是以窄序崖

豆树 (M illettia lep tobotry a ) 占绝对优势, 其重要值

达 112184, 远远大于其它树种; 山白兰 (P a ram iche2
lia ba illon ii)和红木荷 (S ch im a w a llich ii) 在样地中

都是大径级植株, 虽个体数较少, 但重要值较高; 其

它较为常见的树种有小果栲 (Castanop sis f leu r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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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西双版纳热带山地雨林群落的重要科、属组成
T able 2　T he compo sit ion of dom inan t genera and fam ilies of trop ical ra in fo rest comm unit ies in X ishuangbanna

序号
N o.

科名
Fam ily

1 号样地　P lo t 1

属数
N o. of
genera

种数
N o. of
species

2 号样地　P lo t 2

属数
N o. of
genera

种数
N o. of
species

3 号样地　P lo t 3

属数
N o. of
genera

种数
N o. of
species

4 号样地　P lo t 4

属数
N o. of
genera

种数
N o. of
species

1 樟科L auraceae 6 10 8 14 9 14 5 12
2 大戟科 Eupho rb iaceae 3 3 5 5 7 9 11 16
3 茜草科Rubiaceae 8 10 8 9 8 12 8 9
4 无患子科 Sap indaceae 2 2 6 7 1 1 6 6
5 壳斗科 Fagaceae 2 6 2 6 2 7 2 7
6 楝科M eliaceae 2 2 2 2 - - 6 8
7 桑科M o raceae 1 9 3 5 1 4 3 7
8 夹竹桃科A pocynaceae 2 2 2 2 5 5 2 2
9 紫金牛科M yrsinaceae 2 2 5 5 2 3 2 2

10 蝶形花科 Pap ilionaceae 2 3 4 4 2 3 2 4
11 番荔枝科A nnonaceae 2 2 4 4 2 2 3 3
12 木犀科O leaceae 2 3 3 3 1 1 4 4
13 芸香科Rutaceae 2 2 1 1 1 1 4 6
14 含羞草科M imo saceae - - 1 1 3 3 4 5
15 马鞭草科V ebernaceae 1 1 2 2 - - 4 5
16 榆科U lm aceae - - - - - - 4 5
17 茶科 T heaceae 2 3 2 3 3 3 3 3
18 茶茱萸科 Icacinaceae 1 1 1 1 - - 3 3
19 山榄科 Sapo taceae 1 1 - - 1 2 3 3
20 五加科A raliaceae 2 2 2 3 - - 2 3

　　注: “- ”表示样地中无此科。N o te: “- ”N o fam ilies in th is p lo t.

表 3　西双版纳热带山地雨林群落优势树种的重要值
T able 3　T he impo rtan t value of dom inan t tree species of trop ical montane rain fo rest comm unit ies in X ishuangbanna

序号
N o.

物种
Species

1 号样地　P lo t 1

株数
N um. of

individuals

重要值
Impo rtance

value

2 号样地　P lo t 2

株数
N um. of

individuals

重要值
Impo rtance

value

3 号样地　P lo t 3

株数
N um. of

individuals

重要值
Impo rtance

value

4 号样地　P lo t 4

株数
N um. of

individuals

重要值
Impo rtance

value

1 窄序崖豆树
M illettia lep tobotry a

459 112. 84 260 60. 04 - - 8 3. 24

2 山白兰
P aram ichelia ba illon ii

3 15. 29 19 47. 63 22 18. 12 1 0. 46

3 睫毛粗叶木
L asian thus hookeri var. d unn iana

9 4. 78 220 43. 43 - - - -

4 红木荷
S ch im a w a llich ii

3 9. 73 2 1. 89 27 35. 29 10 11. 13

5 湄公栲
Castanop sis m ekong ensis

- - - - 59 30. 22 - -

6 披针叶楠
P hoebe lanceola ta

23 13. 23 82 23. 41 4 1. 76 44 13. 79

7 普文楠
P hoebe p uw enensis

8 4. 75 13 18. 22 7 5. 61 52 18. 00

8 截头石栎
L ithocarp us trunca tus

1 1. 68 - - 11 15. 65 4 6. 31

9 小果栲
Castanop sis f leu ry i

9 14. 90 5 5. 21 10 6. 45 13 5. 92

10 滇糙叶树
A p hanan the cusp id a te

- - - - - - 20 14. 59

11 椴叶山麻杆
A lchornea tiliaef olia

- - - - 55 14. 58 - -

12 红梗润楠
M ach ilus ruf ip es

6 4. 28 7 3. 38 38 14. 01 5 3. 42

13 粗丝木
Gomp hand ra tetrand ra

12 7. 16 - - - - 37 13. 68

14 南酸枣
Choerosp ond ias ax illa ris

- - - - - - 37 13. 68

15 滇南木姜子
L itsea g arrettii

- - - - 27 13. 23 1 0. 46

16 山合欢
A lbiz ia ka lkora

- - - - 2 1. 71 10 12. 19

17 滇南溪沙
Ch isocheton siam ensis

12 12. 03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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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3　

序号
N o.

物种
Species

1 号样地　P lo t 1

株数
N um. of

individuals

重要值
Impo rtance

value

2 号样地　P lo t 2

株数
N um. of

individuals

重要值
Impo rtance

value

3 号样地　P lo t 3

株数
N um. of

individuals

重要值
Impo rtance

value

4 号样地　P lo t 4

株数
N um. of

individuals

重要值
Impo rtance

value

18 杯斗栲
Castanop sis ca la th if orm is

1 0. 81 - - 22 12. 14 1 1. 76

19 绒毛泡花树
M eliosm a velu tina

- - 3 1. 38 7 3. 82 13 11. 38

20 香面叶
I tead ap hne card a ta

- - - - 23 10. 61

21 光叶桑
M orus m acrou ra

- - - - - - 8 10. 08

22 山韶子
N ep helium ch ry seum

6 9. 63 1 0. 62 - - - -

23 思茅黄肉楠
A ctinod ap hnne henry i

4 2. 86 12 6. 42 1 0. 69 25 9. 24

24 山油柑
A crony ch ia p ed uncu la ta

14 9. 00 6 3. 47 - - 1 0. 45

25 思茅栲
Castanop sis f erox

- - - - 13 8. 93 - -

　　注: “- ”表示样地中无此种。N o te: “- ”N o species in the p lo t.

披针叶楠 (P hoebe lanceola ta ) 和滇南溪桫 (Ch iso2
cheton siam ensis)等。2 号样地的优势树种也较为突

出, 如窄序崖豆树、山白兰、睫毛粗叶木 (L asian thus

hookeri var. d unn iana ) , 重要值都在 40 以上; 其次

较为常见的树种有披针叶楠、普文楠 (P hoebe p uw e2
nensis) , 重要值在 20 左右。3 号样地常见树种有红

木荷、湄公栲 (Castanop sis m ekong ensis) , 重要值在

30 左右; 其次较为重要的树种是山白兰、截头石栎

(L ithoca rp us trunca tus )、椴叶山麻杆 (A lchornea

tiliaef olia ) 和红梗润楠 (M ach ilus ruf ip es) , 重要值

在 15 左右。4 号样地常见树种有普文楠、滇糙叶树

(A p hanan the cusp id a ta )、披针叶楠、粗丝木 (Gom 2
p hand ra tetraand ra ) , 重要值在 15 左右; 其次为南

酸枣 (Choerosp ond ias ax illa ris )、山合欢 (A lbiz ia

ka lkora )、绒毛泡花树 (M eliosm a velu tina )、红木荷、

光叶桑 (M orus m acrou ra) , 重要值在 10 左右。从以

上分析可知, 低海拔带上的山地雨林 (1 号、2 号样

地)群落中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树种存在, 树种比较贫

乏; 而高海拔带上的山地雨林 (3 号、4 号样地) 群落

中基本上没有明显的优势树种, 树种较为丰富。

2. 1. 3　群落的植物区系组成

根据吴征镒[20 ]的区系属级分布类型方案, 对山

地雨林群落中属的区系分布进行分析, 可初步分为

11 种区系分布类型 (见表 4)。西双版纳山地雨林以

热带区系成分 (分布型 2～ 7) 为主, 约占 90% , 其中

又以热带亚洲 (印度2马来西亚) 分布和泛热带分布
表 4　西双版纳热带山地雨林群落的区系成分组成

T able 4　T he flo ral compo sit ion of trop ical montane rain fo rest comm unit ies in X ishuangbanna

序号
N o.

分布区类型 　
A real2types 　

属　数　 (% )　　N um. of genera

1号样地
P lo t 1

2号样地
P lo t 2

3号样地
P lo t 3

4号样地
P lo t 4

沟谷雨林
RSRF

低丘雨林
L H SRF

版纳植物
区系
FX

1 　世界分布Co smopo litan 3. 19
2 　泛热带分布 Pan trop ic 26. 03 36. 67 29. 79 25. 20 19. 6 25. 3 22. 8

3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T rop ical A sia & T rop ical Am erican disjuncted

8. 22 4. 44 7. 45 7. 09 4. 3 4. 6 2. 4

4 　旧世界热带分布O ld W o rld T rop ical 12. 33 11. 11 15. 96 14. 96 14. 0 13. 7 10. 3

5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T rop ical A sia & T rop ical A ustralasia 10. 96 10. 00 8. 51 7. 09 9. 2 10. 2 6. 9

6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T rop ical A sia to T rop ical A frica

2. 74 3. 33 4. 26 4. 72 4. 8 7. 3 8. 4

7 　热带亚洲 (印度2马来西亚)分布
　T rop ical A sia ( Indo2M alesia) 32. 88 27. 78 23. 40 31. 50 42. 3 33. 2 32. 8

热带成分合计　Tota l Tropica l elemen ts 93. 15 93. 33 89. 36 90. 55 94. 1 93. 7 90. 1
8 　北温带分布N o rth T emperate 1. 11 2. 13 5. 51 1. 8 1. 9 5. 2

9 　东亚至北美洲间断分布
　East A sia & N o rth Am erican disjuncted

5. 48 4. 44 3. 19 2. 36 1. 8 1. 5 3. 1

10 　地中海区、西亚至中亚分布
　M editerranean,W. A sia to C. A sia

1. 37 1. 06 0. 79 0. 3 0. 4

11 　东亚分布 East A sia 1. 11 1. 06 0. 79 0. 3 1. 5 5. 1

　　N o tes: RSRF Ravine seasonal rain fo rest; L H SRF L ow er h ill seasonal rain fo rest; FX F lo ra of X ishuangbanna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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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分占优势, 分别占2314%～ 32188% 和2512%～

36167% ; 而温带成分 (分布型 8～ 10) 比例则较低,

占 5155%～ 8166%。低海拔带上的山地雨林 (1 号、

2 号样地) 的热带亚洲成分、东亚至北美间断分布成

分要比高海拔带上的山地雨林 (3 号、4 号样地) 丰

富, 而旧世界热带分布和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

布成分比例要小于后者。从群落区系成分总体上看,

低海拔带上的山地雨林的热带区系成分要比高海拔

带上的山地雨林丰富。

2. 2　群落的外貌特征

2. 2. 1　植物的生活型谱

根据R aunk iaer 生活型分类系统[21 ]统计, 西双

版纳热带山地雨林群落以高位芽植物为主, 其中又

以中高位芽植物占优势 (约 50100% ) (表 5) , 其次是

小高位芽植物 (21130%～ 27178% ) , 大高位芽和矮

高位芽植物所占比例较小, 分别为 3160%～ 8133%

和 2178%～ 5176% ; 而藤本植物和草本高位芽植物

则分别占 5100%～ 1217% 和 3189%～ 6148% , 地上

芽、地面芽和地下芽植物则非常稀少。低海拔带上的

山地雨林 (1 号、2 号样地)群落与高海拔带上的山地

雨林 (3 号、4 号样地) 群落的生活型谱非常相近, 其

差异仅表现为低海拔带上山地雨林的藤本植物较为

丰富, 小高位芽植物所占的比例较小。与本地区的沟

谷雨林、低丘雨林相比, 西双版纳山地雨林生活型谱

表现为大高位芽植物、藤本植物、矮高位芽以及地上

芽植物比例偏低, 而中、小高位芽植物比例偏高。其

生活型谱特征与海南岛尖峰岭山地雨林非常相似,

仅大高位芽比例高于后者。与广东鼎湖山的南亚热

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福建和溪亚热带雨林相比, 其

大、中、小高位芽植物比例均较高, 矮高位芽、草本高

表 5　西双版纳热带山地雨林群落生活型谱与其它森林类型的比较
T able 5　T he comparison of life fo rm spectra betw een trop ical montane rain fo rest in X ishuangbanna

and several o ther fo rest comm unit ies

生活型
L ife fo rm

热带山地雨林　T rop ical montane rain fo rest

1号样地
P lo t 1

种数
Species

%

2号样地
P lo t 2

种数
Species

%

3号样地
P lo t 3

种数
Species

%

4号样地
P lo t 4

种数
Species

%

西双版纳
沟谷雨
林3 1

西双版纳
低丘雨
林3 2

海南热带
山地雨
林3 3

(尖峰岭)

南亚热带季
风常绿阔
叶林3 4

(广东鼎湖山)

亚热带雨
林3 5

(福建和溪)

附生植物
Ep iphyte

10. 9 4 5. 4

藤本植物
L iana 12 11. 11 16 12. 70 12 8. 63 9 5. 00 18. 2 18. 3 13. 3 14 24. 5

大高位芽
M g. ph 6 5. 56 6 4. 76 5 3. 60 15 8. 33 6. 7 9. 7 3 1

中高位芽
M s. ph 50 46. 30 59 46. 83 65 46. 76 90 50. 00 26. 7 28 46. 4 25 31. 9

小高位芽
M i. ph 23 21. 30 27 21. 43 34 24. 46 50 27. 78 13. 3 15. 4 21. 1 16 12. 5

矮高位芽
N a. ph

草本高位芽
H. ph

5

7

4. 63

6. 48

6

7

4. 76

5. 56

8

8

5. 76

5. 76

5

7

2. 78

3. 89

7. 9

6. 7

9. 7

4. 6

10. 2

0　
26 14. 4

地上芽
Ch. 2 1. 85 3 2. 38 4 2. 88 3 1. 67 9. 1 8. 6 0 17 7. 9

地面芽
H

1 0. 93 0 0 2 1. 44 0 0 0 0. 6 1 5. 1

地下芽
G

2 1. 85 2 1. 59 1 0. 72 1 0. 6 0. 6 1. 9 　 　 3. 7

N o tes: M g. p h M ega2phanaerophyte; M s. p h M eso2phanaerophyte; M i. p h M icro2phanaerophyte; N a. p h N ano2phanaerophyte;
H. ph H erbaceous phanaerophyte; Ch Cham aephyte; H H em icryp tophyte; G Geophyte. 3 1 Ravine seasonal rain fo rest
in X ishuangbanna [11 ]; 3 2 L ow er h ill seasonal rain fo rest in X ishuangbanna [11 ]; 3 3 T rop icalmontane rain fo rest (J ianfengling,
H ainan Island) [22 ]; 3 4 M onsoon evergreen broad2leaved fo rest in Sou th A sia (D inghu M ountain, Guangdong) [11 ]; 3 5 Sub2
trop ical rain fo rest (H ex i, Fu jian) [23 ].

位芽植物以及地上芽、地面芽植物比例较低。

2. 2. 2　叶级谱

根据R aunk iaer 划分叶级谱的方法[21 ] , 从叶面

积的统计结果来看 (表 6) , 西双版纳热带山地雨林

群落以中叶占绝对优势, 占 72122%～ 82154% ; 其

次是小叶, 占 14129%～ 20188% , 另外具有少量大

叶、微叶和鳞叶。低海拔带上的山地雨林 (1 号、2 号

样地)与高海拔带上的山地雨林 (3号、4号样地)相比

表现为: 中叶比例偏高, 小叶、微叶比例较低, 大叶、

鳞叶比例在两者之间无明显差异。与本地区的沟谷

雨林和低丘雨林, 以及海南岛尖峰岭地区的热带山

地雨林相比, 西双版纳山地雨林群落的大叶比例较

低, 中叶比例较高, 而两者小叶比例较为接近; 其中

叶比例要明显高于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 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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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西双版纳热带山地雨林群落叶级谱特征与其它森林类型的比较
T able 6　T he comparison of leaf scale spectra betw een trop ical montane rain fo rest in X ishuangbanna

and several o ther fo rest comm unit ies

植被类型
Fo rest type

叶级谱　L eaf scale spectra

巨叶 G I 大叶M A 中叶M E 小叶M I 微叶NA 鳞叶L E

热带山地雨林 T rop ical montane rain fo rest

　　1 号样地　P lo t 1 80. 56 16. 67 0. 93 1. 85

　　2 号样地　P lo t 2 0. 79 82. 54 14. 29 0. 79 1. 59

　　3 号样地　P lo t 3 2. 16 72. 66 20. 88 2. 16 2. 16

　　4 号样地　P lo t 4 77. 22 20. 00 1. 11 1. 67

西双版纳沟谷雨林3 1 0. 9 8. 9 74. 1 16. 1

西双版纳低丘雨林3 2 6. 5 74. 2 19. 4

海南热带山地雨林3 3 (尖峰岭) 12 70. 7 16. 2 0. 6

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3 4 (香港岛) 4 62 31 3

N o tes: G I, g igan tophyll; M A , m acrophyll; M E, m esophyll; M I, m icrophyll; NA , nanophyll; L E, lep tophyll. 3 1, Ravine seasonal
rain fo rest in X ishuangbanna [11 ]; 3 2, L ow er h ill seasonal rain fo rest in X ishuangbanna [11 ]; 3 3, T rop ical montane rain fo rest
(J ianfengling, H ainan Island) [22 ]; 3 4,M onsoon evergreen broad2leaved fo rest in Sou th A sia (Hongkong Island) [24 ].

比例、微叶比例则明显低于后者。

2. 2. 3　叶型、叶质、叶缘与叶尖

从叶的统计结果看, 西双版纳山地雨林叶型以

单叶为主 (表 7) , 占 75%～ 86196% ; 叶质以纸质叶

为主, 占 58173%～ 62122% ; 叶缘以全缘叶为主, 占

76167%～ 83133% ; 叶尖以非尾尖型占优势, 约占

90%。低海拔带上的山地雨林 (1 号、2 号样地)与高

海拔带上的山地雨林 (3 号、4 号样地) 相比仅表现

为全缘叶比例较高, 而两者在叶型、叶质和叶尖的特

征上是十分相似的。另外, 西双版纳山地雨林群落叶

的性质以单叶、纸质叶、全缘和非尾尖型占优势, 而

这与本地区的热带季节雨林非常相似。

表 7　西双版纳热带山地雨林群落的叶型、叶质、叶缘、叶尖谱与西双版纳季节雨林的比较
T able 7　T he comparison of leaf tex tu re, leaf m argin and leaf apex spectra betw een trop ical montane rain fo rest

and trop ical seasonal ra in fo rest in X ishuangbanna

森林类型
Fo rest type

叶型　L eaf type

单叶
Simp le

复叶
Compound

叶质　L eaf tex tu re

革质
L eather

纸质
Paper

叶缘　L eaf m argin

全缘
Entire

非全缘
N on2en tire

叶尖　L eaf apex

非尾尖
N o Caudal

尾尖
Caudal

1 号样地　P lo t 1 86. 11 13. 89 37. 96 62. 04 83. 33 16. 67 89. 81 10. 2

2 号样地　P lo t 2 80. 95 19. 05 41. 27 58. 73 80. 16 19. 84 89. 68 10. 3

3 号样地　P lo t 3 86. 96 13. 04 40. 29 59. 71 78. 42 21. 58 89. 93 10. 1

4 号样地　P lo t 4 75. 00 25. 00 37. 8 62. 22 76. 67 23. 33 89. 39 10. 6

季节雨林 (西双版纳) 3 1 79. 4 20. 6 41. 2 58. 8 77. 6 22. 4 87. 9 12. 1

　　N o te: 3 1, Seasonal rain fo rest in X ishuangbanan [11 ].

3　讨论与结论

(1) 西双版纳热带山地雨林的植物种类十分丰

富, 在 2 500 m 2 的样地中共有维管束植物 105～ 178

种, 分属于 46～ 61 科、80～ 130 属。群落乔木层的物

种以樟科、木兰科 (M agno linaceae)、壳斗科和茶科

(T heaceae)的成分占优势, 而乔木下层以及灌木层和

草本层中又出现了较为丰富的热带成分, 这些物种大

多属于茜草科、桑科 (M o raceae)、大戟科、番荔枝科

(A nnonaceae) 和肉豆蔻科 (M yrist icaceae) 等, 它们

大多也是本地区沟谷和低丘雨林林下的常见物种。群

落植物区系成分可分为 11 个类型, 以热带区系成分

为主 (约 90% ) , 其中又以热带亚洲 (印度2马来西亚)

分布 (23140%～ 32188% ) 和泛热带分布 (25120%～

36167% )的成分占优势。群落以高位芽植物为主, 其

中又以中 (约 50% )、小高位芽植物 ( 21130%～

27178% ) 占优势; 在叶片生态学特征上, 群落以中叶

(72166%～ 82154% )、单叶 (75%～ 86196% )、纸质

(58173%～ 62122% )、全缘 (76167%～ 83133% )、非

尾尖 (约 90% )为主。

随海拔梯度的升高, 西双版纳热带山地雨林的热

带区系成分、藤本植物、中叶以及全缘叶比例均有不

断下降的趋势, 而小高位芽植物、小叶、微叶、非全缘

叶比例则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热带区系成分丰富, 藤

本植物所占比例较大, 大叶、中叶以及全缘叶植物占

优势都是西双版纳季节雨林的典型特征[6, 9 ] , 可见低

海拔带上的山地雨林 (1 号、2 号样地) 在热带区系成

分和群落外貌特征上与本地区的季节雨林更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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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双版纳沟谷雨林、低丘雨林的植物区系

组成以热带分布成分为主, 占 9317%～ 9411% , 且

具有较强热带亚洲亲缘, 其热带亚洲 (印度2马来西

亚) 植物区系成分达 3313%～ 4213% , 温带成分很

稀少, 仅占 314%～ 412% [1 ]。西双版纳山地雨林群

落也以热带成分为主, 达 90% 左右, 热带亚洲分布

成分也十分丰富, 达 2314%～ 32188%。这体现出西

双版纳山地雨林群落的区系成分与沟谷雨林、低丘

雨林有着密切的联系, 然而其热带区系成分和热带

亚洲分布成分均要低于后者, 而温带成分则较为丰

富 (5155%～ 8166% ) , 这体现出山地雨林区系成分

向常绿阔叶林过渡的特征。

(3) 西双版纳山地雨林的大高位芽植物比例大

致上要低于本地区的沟谷雨林、低丘雨林, 而小高位

芽植物比例则大于后者, 这是因为山地雨林处于西

双版纳北部地区, 且处于海拔较高的地带, 生境条件

不是十分优越, 因而群落中的大高位芽植物较为缺

乏。其大、中高位芽植物比例均要高于南亚热带季风

常绿阔叶林以及中亚热带森林, 而矮高位芽、地上芽

和地面芽植物比例则要小于后者, 这又体现出西双

版纳山地雨林生活型谱明显的热带雨林性质。另外,

西双版纳山地雨林群落生活型特征与海南岛尖峰岭

的山地雨林也较为接近。

从叶级谱特征上看, 西双版纳山地雨林的大叶

比例要明显低于海南岛尖峰岭山地雨林和本地区沟

谷雨林、低丘雨林, 中叶比例则要大于后者, 它们之

间的小叶比例差距不大。与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

林以及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叶级谱特征相比, 西

双版纳山地雨林又体现出较强的热带雨林性质, 如

中叶比例较大, 小叶、微叶比例明显偏低。

在叶片的生态学特征上, 西双版纳山地雨林与

本地区的沟谷雨林、低丘雨林非常相似, 群落均以单

叶、纸质、全缘、非尾尖为主。

(4) 西双版纳热带山地雨林从群落的植物物种

组成、区系成分以及群落外貌特征均体现出了很强

的热带雨林性质, 有着十分重要的保护价值和意义。

然而本次所调查的热带山地雨林群落已经受到了一

定的人为干扰的影响, 如种植砂仁、砍伐木材、修路

等, 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对这些地区的热带山地雨林

采取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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