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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澜沧地区热带山地雨林的群落学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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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 2 500 m2 的固定样地上 ,共计有维管束植物 100～105 种 ,分属于 45～47 科、70～74 属 ;胸径≥2 cm

的树种丰富度为 69～74 ,Shannon2Wiener 指数为 3. 595 4～3. 626 7 ,Pielou 均匀度指数为 0. 842 6～0. 849 1。群

落植物区系成分可分为 10 个类型 ,以热带区系成分为主 ,占 83. 17 %～84. 69 % ,其中又以泛热带和热带亚洲

(印度 - 马来西亚)分布成分占优势 ,分别占 33. 67 %～36. 63 %和 24. 75 %～26. 53 %。群落以高位芽植物为

主 ,其中又以中、小高位芽植物占优势 ,分别占 50. 00 %～52. 78 %和 22. 12 %～22. 22 % ;在叶片生态学特征

上 ,群落以中叶 (66167 %～75 %) 、单叶 (83. 65 %～85. 19 %) 、纸质 (61. 11 %～65. 38 %) 、全缘 (72. 12 %～

72122 %) 、非尾尖 (86. 11 %～88. 48 %)为主。与西双版纳季节雨林相比 ,澜沧地区热带山地雨林体现出明显

地向季风常绿阔叶林的过渡特征 ,如区系组成中的热带成分偏低而温带成分偏高 ,大高位芽植物以及大叶、复

叶、全缘叶比例较低 ,而小高位芽植物以及小叶、单叶、非全缘叶比例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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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e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in Lancang , South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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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of TMRF in Lancang Area , two permanent

plot s (50 m ×50 m) of TMRF communities at different sites in Lancang were established. The grid method(10

m ×10 m) was used to record all individuals with DB H greater than 2. 0 cm in each plot . Shrub and herb spe2
cies were investigated in nine 5 m ×5 m and 2 m ×2 m sub2quadrates respectively. Plant species composition ,

t ree species diversity ,physiognomic and st 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unities were analyzed. The re2
sult s showed that ,in the 2 500 m2 plot ,total number of plant species in the communities of TMRF was 100～

105 ,representing 70～74 genera and 45～47 families. Tree species richness (DB H ≥2 cm) is 69～74 ,while

Shannon2Wiener and Pielou’s evenness indices are 3. 595 4～3. 626 7 and 0. 842 6～0. 849 1 respectively. The

floral composition of the communi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10 areal types and the t ropical dist ribution composi2
tion account s for 83. 17 %～84. 69 %. Among those floral areal types ,Pantropic and Trop . Asia ( Indo2Malesia)

dist ributions are dominant ,accounting for 33. 67 %～36. 63 % and 24. 75 %～26. 53 % respectively. Concerning

about the life form spect ra ,phaenerophytes are dominant in the communiti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meso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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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2phaenerophytes are very high ,accounting for 50. 00 %～52. 78 % and 22. 12 %～22122 % respectively.

With regard to the leaf characteristics ,t he communities are composed mainly of leaves which are mesophylls

(66. 67 %～75 %) ,single (83. 65 %～85. 19 %) ,papery (61. 11 %～65. 38 %) ,entire (72112 %～72. 22 %) and no2
caud (86. 11 %～88. 48 %) . Compared with t ropical seasonal rain forest in Xishuangbanna , TMRF in Lancang

shows obvious t 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to monsoon evergreen broad leaved forest ,such as less t ropical ele2
ment s ,mega2phaenerophytes and macrophylls ,as well as less compound and entire leaves ,but more temperate

element s ,micro2phaenerophytes ,microphylls and nanophyll ,as well as more simple and non2entire leaves.

Key words : coe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 t 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 Lancang ; Yunnan

　　热带山地雨林是热带山地垂直带上的植被类型

代表 ,是热带雨林向亚热带森林过渡的一种湿润性

森林 ,它是热带雨林在高海拔地带的变型 ,仍属于热

带雨林的范畴 (吴征镒 ,1980) 。热带山地雨林的基

本特征为以热带性物种为主 ,间有亚热带种类 ,林下

热带成分占显著地位 ,外貌和结构特征仍具热带雨

林特征 ,随着海拔的升高 ,群落温带成分逐渐增加 ,

我国热带山地雨林主要分布在云南的南部和海南岛

地区 (吴征镒 ,1980 ,1987) 。近期以海南岛地区的热

带山地雨林研究较为全面和深入 ,从对山地雨林群

落的结构、物种组成、群落生态学特征及生物多样性

(安树青等 ,1999 ;胡玉佳等 ,2000 ;王峥峰等 ,1999 ;

臧润国等 ,2001) ,到山地雨林物种多样性与林窗动

态的关系 (臧润国等 ,1999 ,2002) 、物种间关联度 (黄

世能等 , 2000) 以及物种 - 个体关系 (余世孝等 ,

2001)都进行了探讨和分析。而云南南部的热带山

地雨林的研究以西双版纳地区开展的工作较多 ,如

对西双版纳热带山地雨林的群落学基础调查 (吴征

镒 ,1980 ,1987) 、植被类型多样性和生态结构多样性

特征分析 (金振洲 ,1997 ;金振洲等 ,1997) 以及群落

物种多样性研究 (Cao 等 ,1997) ,同时对勐宋地区山

地雨林的物种组成及群落学特征 (王洪等 ,2001) 和

普文地区山地雨林群落的种群配置 (党承林等 ,

1997)也进行了探讨。而对云南南部其它地区的热

带山地雨林仅见对其群落结构特征、物种组成的基

础描述 (吴征镒 ,1980 ,1987) ,较为深入的群落生态

学研究还未见报道。

本次所调查的澜沧地区热带山地雨林 ,位于思

茅地区的西南部 ,与西双版纳的西部毗邻。澜沧地

区的热带山地雨林是在顺沟谷上升的逆温影响下发

育形成的 ,与西双版纳南部较高海拔带上的热带山

地雨林基本相当。目前国内关于澜沧地区热带山地

雨林的群落生态学研究还未见报道 ,甚至在中国植

被和云南植被中也未对其进行基本的群落学特征描

述。该地区的热带山地雨林分布在较高的海拔地

带 ,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成分在这里混合 ,群落物种

组成非常复杂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热带山地雨林类

型。可见在澜沧地区开展热带山地雨林的群落学特

征及其它相关研究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热带山地雨

林的认识 ,同时对该地区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也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为较深入地了解和掌握澜沧地区热带山地雨林

群落学特征 ,我们于 2003 年 3 月 ,在澜沧发展河乡

的不同地点和海拔建立了两块山地雨林定位样地。

本文通过对澜沧地区热带山地雨林的群落学特征分

析 ,试图在以下方面进行探讨 : (1) 群落植物物种组

成、区系成分及多样性特征 ; (2) 群落外貌特征 ; (3)

群落结构特征 ; (4)澜沧地区热带山地雨林群落学特

征与其它地区不同群落类型的比较。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地区概况

研究地点位于思茅澜沧县发展河乡地区 (约

22°23. 5′N ,100°12. 0′E) ,该地区与西双版纳西部

以及缅甸接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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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华等 ,2001) 。该地区气候属西南热

带季风气候 ,干、湿季节变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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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至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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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研究方法

1. 2. 1 样地的建立及调查方法 　在澜沧发展河乡的

两个不同地点选取森林群落发育较好、结构完整 ,受

人为和自然因素影响较小、坡度较为平缓的山地雨

林群落地段建立固定样地。据朱华等 (1998) 的研

究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群落的最适取样面积为 2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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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在本次调查中每块样地的面积都设为 2 500 m2

(50 m ×50 m) 。同时记录每块样地的坡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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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H 值和有机质含量的分

析。两块样地的土壤为黄棕壤 ,土壤深厚 ,达 1 m

以上 ;枯枝落叶层和腐殖质较厚 ,达 5～10 cm ,林内

湿度较大 ,树干上附生有较厚的苔藓层 (表 1) 。

表 1 　澜沧热带山地雨林样地基本特征
Table 1 　The basic plot features of t 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communities in Lancang

样地号 Plot No . 1 2

地点 Location 澜沧 澜沧
22°24 . 195′N 22°23. 542′N

100°11 . 954′E 100°12. 022′E

海拔 Elevation ( m) 1 900 1 950～1 970

坡向 Aspect N E 15° N E 40°
坡度 Slope (°) 5～10 25～30

坡位 Position 下 上
土壤类型 Soil type 黄棕壤 黄棕壤
p H 值 p H value 5 . 03 8 5 . 00 6

有机质含量
Organic matter ( %)

9 . 08 4 2 . 7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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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记录其植物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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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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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cm ,高度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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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落中植物种类的重要值的计算

采用以下公式 :重要值 = (相对多度 + 相对显著度 +

相对频度) / 300 (曲仲湘等 ,1983) 。根据物种多样性

测度指数应用的广泛程度以及对群落物种多样性状

况的反映能力 ,本文选取 3 种多样性指数来测度和分

析群落物种多样性特征 ,包括物种丰富度 (S) ,Shan2
non2Wiener 指数 ( H) ,Pielou 均匀度指数 ( E) (汪殿蓓

等 ,2001) 。公式分别为 : H = 2∑
S

i = 1
PiL n Pi ; E = ( 2∑

S

i = 1

PiL n Pi) / L nS ;S即为样地中出现的物种总数。

上述算式中 Pi 为第 i 个物种的植株数 Ni 占植

株总数的比值 ,即 Pi = Ni / N ,i = 1 ,2 ,3 ⋯⋯S ,S 为样

方物种总数 ,N 为样方所有物种的总植株数。

表 2 　澜沧热带山地雨林群落的重要科、属组成
Table 2 　The composition of dominant genera and families

of t ropical rain forest communities in Lancang

科名
Family

1 号样地 Plot 1 2 号样地 Plot 2

属数
Genera

种数
Species

属数
Genera

种数
Species

1 樟科 Lauraceae 7 12 7 17

2 木兰科 Magnoliaceae 4 4 5 6

3 茶科 Theaceae 5 6 3 4

4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5 5 3 4

5 茜草科 Rubiaceae 4 5 3 4

6 蔷薇科 Rosaceae 3 4 1 2

7 楝科 Meliaceae 1 1 3 3

8 木犀科 Oleaceae 3 3 2 2

9 壳斗科 Fagaceae 2 6 2 6

10 桃金娘科 Myrtaceae 2 2 2 2

11 漆树科 Anacardiaceae 1 1 2 2

12 使君子科 Commeliaceae 1 1 2 2

13 山矾科 Symplocaceae 1 6 1 5

14 杜英科 Elaeocarpaceae 1 4 1 2

15 紫金牛科 Myrsinaceae 1 3 1 2

16 清风藤科 Sabiaceae 1 3 1 2

17 蓝果树科 Nyssaceae 1 1 1 2

18 藤黄科 Guttiferae 1 2 1 1

19 天南星科 Araceae 1 1 2 3

20 爵床科 Acanthaceae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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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两块样地的野外调

查统计资料 ,在 2 500 m2 的固定样地上 ,有维管束

植物 1 号样地计 105 种 ,分属于 47 科 74 属 ;2 号样

地计 100 种 ,分属于 45 科 70 属。在样地的科属组

成中 (表 2) ,1 号样地占优势的科有樟科 (7 属 ∶12

种 ,下同) 、茶科 (5 ∶6) 、大戟科 (5 ∶5) 、茜草科 (4 ∶

5) 、木兰科 (4 ∶4) ,其次是蔷薇科 (3 ∶4) 、木犀科 (3

∶3) 、壳斗科 (2 ∶6) 、山矾科 (1 ∶6) 和杜英科 (1 ∶

4) 。2 号样地占优势的科有樟科 (7 ∶17) 、木兰科 (5

∶6) 、茶科、大戟科、茜草科 (3 ∶4) ,其次是楝科 (3 ∶

3) 、壳斗科 (2 ∶6) 、木犀科、漆树科、使君子科、桃金

娘科 (2 ∶2)和山矾科 (1 ∶5) 。在这两个样地中 ,除

这些优势科外 ,其余大多数为单科、单属。从群落的

科属组成上看 ,两块样地的热带山地雨林的物种组

成均以樟科、茶科、壳斗科、木兰科以及大戟科、茜草

科和山矾科的植物种类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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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群落的种类组成 　从样地的群落树种组成看

(表 3) ,1 号样地主要优势树种有粗壮琼楠、疏花臀

果木、厚皮香、刺栲 ,重要值依次为 21. 27、20. 56、

16. 40、16. 27 ,其次是滇藏杜英、单叶泡花树、缅甸木

莲、华南石栎 ,重要值依次为 14119、13. 32、13. 14、

12. 15 ,重要值在 10. 0 以上的树种有 10 种 ,重要值

在 3. 0 以下的树种有 42 种 ,其中重要值小于 1. 0 的

树种有 18 种。2 号样地主要优势树种有刺栲、母猪

果、长蕊木兰、杯状栲和岗柃 ,重要值依次为 22. 98、

18. 06、16. 65、14. 96 和 14. 54 ,其次是粗壮琼楠、滇

马蹄果、滇南山矾、网叶山胡椒 , 重要值依次为

13197、12. 37、11. 93 和 10. 99 ,重要值在 10. 0 以上

的树种有 11 种 ,重要值在 3. 0 以下的树种有 47 种 ,

其中重要值小于 1. 0 的树种有 21 种。由此可见 ,澜

沧地区热带山地雨林群落中较占优势的各树种间的

重要值都非常接近 ,同时群落中还存在大量重要值

较小的树种 ,两块样地的山地雨林群落中无明显的

优势树种存在 ,各树种间多度分布非常均匀。

表 3 　澜沧热带山地雨林群落优势树种的重要值
Table 3 　The important value of dominant t ree species of t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communities in Lancang

物种 Species
1 号样地 Plot 1 2 号样地 Plot 2

株数 Indivduals 重要值 IVI 株数 Indivduals 重要值 IVI

1 刺栲 Castanopsis hyst ri x 23 16 . 40 57 22 . 98

2 粗壮琼楠 Bei lschmiedia robusta 48 21 . 27 37 13 . 97

3 疏花臀果木 Py geum laxi f lorum 73 20 . 56 14 5 . 51

4 母猪果 Helicia nilagi rica 17 6 . 35 64 18 . 06

5 长蕊木兰 A lci mandra cathcardii 12 7 . 06 39 16 . 65

6 厚皮香 Ternst roemia gy mnanthera 10 16 . 27 1 0 . 41

7 杯状栲 Castanopsis calathi f ormis 1 0 . 44 65 14 . 96

8 岗柃 Eury a grof f i i 8 3 . 56 18 14 . 54

9 滇藏杜英 El aeocarpus braceanus 19 14 . 19 - -

10 单叶泡花树 Meliosma si m plici f olia 43 13 . 32 4 1 . 54

11 缅甸木莲 Manglietia hookeri 20 13 . 14 12 3 . 54

12 滇马蹄果 Proti um y unnanense - - 9 12 . 37

13 华南石栎 L ithocarpus f enest ratus 19 12 . 15 17 6 . 39

14 滇南山矾 S y m plocos hookeri 2 0 . 91 21 11 . 93

15　网叶山胡椒 L indera metcal f iana var . dict yophylla 4 1 . 80 20 10 . 99

16 岭罗麦 Randia w allichii 28 10 . 40 5 1 . 70

17 瓦山栲 Castanopsis ceratacantha 9 10 . 31 - -

18 细毛润楠 Persea tenui pil is 3 1 . 43 35 10 . 18

19 三桠苦 Evodia lepta - - 51 10 . 13

20 十蕊槭 A cer decandrum 27 9 . 00 2 0 . 86

21 南方紫金牛 A rdisia thy rsi f lora 14 8 . 92 2 0 . 77

22 景东柃 Eury a j intungensis 28 8 . 41 27 8 . 90

23 团香果 L indera lati f olia 22 8 . 45 20 7 . 19

24 鹅掌柴 Schef f lera octophylla 28 8 . 32 16 4 . 48

25 灰叶冬青 I lex tephrophyl la 14 7. 45 1 0. 37

　“ - ”表示样地中无此种　“ - ”No species in t he plot

2. 1. 3 群落的植物区系组成 　按吴征镒 (1991) 的区

系属级分布类型方案 ,对两块样地的山地雨林群落

属的区系分布进行分析 ,可初步区分为 10 种区系分

布类型 (表 4) 。澜沧山地雨林群落以热带分布型 (2

～7)为主 ,占 83. 17 %～84. 69 % ,其中又以泛热带

分布成分和热带亚洲 (印度 —马来西亚) 分布占优

势 , 分别占 33. 67 % ～ 36. 63 % 和 24. 75 % ～

26153 %。温带成分所占比例较少 ( 8 ～ 10 ) , 占

15130 %～15. 83 % ,其中又以东亚至北美洲间断分

布为主 ,占 10. 20 %～10. 89 %。2 号样地的热带亚

洲成分、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以及北温带

分布成分均要比 1 号样地丰富 ,而泛热带分布、东亚

分布的成分比例则小于后者。澜沧山地雨林群落的

区系成分与西双版纳沟谷雨林、低丘雨林以及版纳

植物区系相比 ,热带区系成分偏低 ,而温带成分较

高 ,其中热带亚洲分布以及旧世界热带、热带亚洲至

热带大洋洲和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成分比例较

低 ,而泛热带分布成分、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

布以及东亚至北美洲间断分布则明显偏高。

2. 2 群落的树种多样性和均匀度

在 2 500 m2 的样地内 ,澜沧山地雨林 (胸径 ≥2

cm)的树种丰富度为 69～74 ,Shannon2Wiener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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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 595 4～3. 626 7 ,Pielou 均匀度指数为 0. 842 6

～0. 849 1 (表 5) 。2 号样地的物种丰富度和 Shan2
non2Wiener 指数均要大于 1 号样地 ,而两块样地的

Pielou 均匀度指数则非常接近。与其它地区的森林

群落相比 ,澜沧山地雨林的物种丰富度、Shannon2
Wiener 指数和 Pielou 均匀度指数均要高于西双版

纳的季风常绿阔叶林 ,但低于西双版纳的季节雨林

以及海南岛吊罗山的山地雨林。

表 4 　澜沧热带山地雨林群落的区系成分组成
Table 4 　The floral composition of t 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communities in Lancang

分布区类型 Areal2types

属数 No. of genera ( %)

1 号样地
Plot 1

2 号样地
Plot 2

沟谷雨林
RSRF

低丘雨林
L HSRF

版纳植物
区系 FX

1 世界分布 Cosmopolitan 0. 99 — — — —
2 泛热带分布 Pant ropic 36. 63 33 . 67 19 . 6 25. 3 22. 8

3 热带亚洲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Tropical Asia & Tropical American disjuncted 9. 90 12 . 24 4. 3 4 . 6 2. 4

4 旧世界热带分布 Old World Tropic. 3 . 96 5 . 10 14 . 0 13. 7 10. 3

5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Tropical Asia & Tropical Aust ralia 3. 96 4 . 08 9. 2 10. 2 6. 9

6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Tropical Asia to Tropical Af rica 3. 96 3 . 06 4. 8 7 . 3 8. 4

7 热带亚洲(印度 - 马来西亚) 分布 Tropical Asia ( Indo2Malesia) 24. 75 26 . 53 42 . 3 33. 2 32. 8

热带成分合计 Total Tropical element s 83. 17 84 . 69 94 . 1 93. 7 90. 1

8 北温带分布 North Temperate 2. 96 4 . 08 1. 8 1 . 9 5. 2

9 东亚至北美洲间断分布 East Asia & North American disjuncted 10. 89 10 . 20 1. 8 1 . 5 3. 1

10 东亚分布 East Asia 1. 98 1 . 02 0. 3 1 . 5 0. 4

　RSRF :Ravine seasonal rain forest ; L HSRF :Lower hill seasonal rain forest ; FX : Flora of Xishuangbanna (朱华等 ,2001) .

表 5 　澜沧热带山地雨林群落物种多样性和均匀度与其它植被类型的比较
Table 5 　The comparison of species diversity and evenness indices between t 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in Lancang and other forest vegetation types

群落名称
Community

海拔
Altitude

( m)

面积
Area
( m2 )

胸径
(DB H)

植株数
Individuals

树种数
Species

多样性指数
Diversity

indices( H)

均匀度指数
Evenness

indices( E)

山地雨林 (1 号样地) T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1 950～1 970 2 500 ≥2 cm 641 69 3. 595 4 0. 849 1

山地雨林 (2 号样地) T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1 900 2 500
≥2 cm

776 74 3. 626 7 0. 842 6

季节雨林 (西双版纳) Tropical seasonal rain forest
(Cao 等 ,1997)

675 2 500 ≥4 cm 308 68 3. 728 0. 883

常绿阔叶林 Evergreen broad2leaved forest ( Cao
等 ,1997) (西双版纳)

1 050 1 200 ≥5 cm 164 29 2. 802 0. 832

山地雨林 (海南岛吊罗山) T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王峥峰等 ,1999)

900～980 5 000 ≥5 cm 632 118 4. 195 0. 880
　

2. 3 群落的外貌特征

2. 3. 1 植物的生活型谱 　根据 Raunkiaer (1934) 生

活型分类系统统计 ,澜沧热带山地雨林以高位芽植

物为主 (表 6 ) , 又以中高位芽植物占优势 , 占

50100 %～ 52. 78 % ; 其次是小高位芽植物 , 占

22112 %～22. 22 % ;藤本植物和草本高位芽植物分

别占 8165 %～9. 26 %、5. 56 %～11. 54 % ,大高位芽

和矮高位芽植物分别占 2. 78 %～6. 73 %、0. 96 %～

3170 % ;而地上芽和地面芽植物则仅在 1 号样地中

存在 ,所占比例分别为 2. 78 %、0. 93 %。2 号样地的

大高位芽、草本高位芽植物比例要高于 1 号样地 ,而

藤本植物、中高位芽、矮高位芽以及地上芽和地面芽

植物比例则要小于后者。与其它地区森林群落的生

活型谱相比 ,澜沧山地雨林的藤本植物、矮高位芽和

地上芽植物比例要低于西双版纳季节雨林 ,而中高

位芽和小高位芽植物比例则高于后者 ;但与海南岛

尖峰岭的山地雨林生活型谱十分相似 ,仅藤本植物

比例较低 ;其大高位芽、中高位芽和小高位芽植物比

例均要高于广东鼎湖山的南亚季风常绿阔叶林 ,而

藤本植物、矮高位芽、草本高位芽以及地上芽、地面

芽和地下芽植物比例均要低于后者。

2. 3. 2 叶级谱 　按 Raunkiaer (1934) 划分叶级谱的

方法 ,从叶面积的统计结果看 (表 7) ,澜沧山地雨林

以中叶占绝对优势 (66. 67 %～75 %) ,其次是小叶
(22. 12 %～28. 7 %) ,微叶和大叶所占比例很小 ,占

1192 %～4. 63 %和 1 %左右。2 号样地的中叶比例明

显高于 1 号样地 ,大叶比例略高于 1 号样地 ,而小叶、

微叶比例则明显低于 1 号样地。由表 7 还可看出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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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季节雨林和海南岛尖峰岭地区山地雨林相

比 ,澜沧山地雨林表现为巨叶、大叶比例明显偏低 ,而

小叶比例明显较高 ;与香港岛南亚季风常绿阔叶林相

比 ,其中叶比例明显较高 ,而大叶、小叶均较低。

2. 3. 3 叶型、叶质、叶缘与叶尖 　澜沧热带山地雨林

的叶型以单叶为主 (表 8) ,占 83. 65 %～85. 19 % ;叶

质是以纸质叶为主 ,占 61. 11 %～65. 38 % ;叶缘是

以全缘叶为主 ,占 72. 12 %～72. 22 % ;叶尖是以非

尾尖为主 ,占 86. 11 %～88. 48 %。2 号样地的复叶、

纸质叶比例要大于 1 号样地 ,而尾尖叶比例则要小

于后者 ,两者在叶缘特征上非常相似。与西双版纳

季节雨林相比 ,澜沧山地雨林表现为复叶、革质、全

缘叶比例偏低 ,而单叶、纸质、非全缘叶比例偏高 ,两

者在叶尖特征上没有明显差异。

2. 4 群落的结构特征

两块样地的山地雨林的群落结构层次分化明

显 ,其垂直结构可分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及藤

本植物。乔木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 ,构成密闭

林冠是乔木上层 ,郁闭度达 80 %以上。乔木上层高

度在 20 m 以上 ,胸径在 30 cm 以上 ;乔木中层高度

在 10～20 m 之间 ,胸径 10～30 cm 之间 ;乔木下层

高度在 3～10 m 之间 ,胸径在 2～10 cm 之间。

表 6 　澜沧热带山地雨林群落生活型谱与其它植被类型的比较
Table 6 　The comparison of life form spectra between t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in Lancang and other vegetation types

生活型
Life form

热带山地雨林
(1 号样地)

Trop .
montane

rain forest

热带山地雨林
(2 号样地)

Trop .
montane

rain forest

季节雨林
(西双版纳)

Trop . seasonal
rain forest

( Zhu ,1997)

热带山地雨林
(海南尖峰岭)
Trop . montane

rain forest
(胡婉仪 ,1985)

南亚热带季风常绿
阔叶林(广东鼎湖山)
Monsoon evergreen

broad2leaved forest in
South Asia (朱华 ,1993)

附生植物 Epiphyte — — 10 . 9 5 . 4 —
藤本植物 Liana 9. 26 8 . 65 18 . 2 13. 3 14

大高位芽 Mega2Phanaerophyte 2. 78 6 . 73 6. 7 3 1

中高位芽 Meso2Phanaerophyte 52. 78 50. 00 26 . 7 46. 4 25

小高位芽 Micro2Phanaerophyte 22. 22 22. 12 13 . 3 21. 1 16

矮高位芽 Nano2Phanaerophyte 3. 70 0 . 96 7. 9 10. 2 26

　草本高位芽 Herbaceous phanaerophyte 5. 56 11. 54 6. 7 — —
地上芽 Chamaephyte 2. 78 — 9. 1 — 17

地面芽 Hemicryptophyte 0. 93 — — 0 . 6 1

地下芽 Geophyte — — — 0 . 6 —

表 7 　澜沧热带山地雨林群落叶级谱特征及与其它植被类型的比较
Table 7 　The comparison of leaf scale spectra between t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in Lancang and other vegetation types

植被类型
Forest type

大叶( %)
Macrophyll

中叶( %)
Mesophyll

小叶( %)
Microphyll

微叶 ( %)
Nanophyll

热带山地雨林(1 号样地) T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 66. 67 28 . 70 4 . 63

热带山地雨林(2 号样地) T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0 . 96 75 . 00 22 . 12 1 . 92

季节雨林 (西双版纳) Tropical seasonal rain forest ( Zhu ,1997) 8 . 9 74. 1 16 . 1 —
热带山地雨林(海南岛尖峰岭) T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胡婉仪 ,1985) 12 70. 7 16 . 2 0. 6

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 (香港岛) Monsoon evergreen broad2leaved forest in
South Asia (王伯荪等 ,1987)

4 62 31 3
　

　　1 号样地的群落乔木上层没有优势树种存在 ,

多度较大的树种仅有个体 3～5 株 ,主要由有厚皮

香、滇藏杜英、瓦山栲 ( Cast anopsis cerat acant ha) 和

粗壮琼楠等组成 ,1、2 株个体的树种有 9 种 ;乔木中

层除含有大量乔木上层的树种外 ,疏花臀果木的优

势地位最为突出 ,其多度达 12 株 ,其它的树种有团

香果 (L i n dera l ati f ol i a) 、单叶泡花树、十蕊槭 ( A 2
cer decand rum) 和笔罗子 ( Meliosm a ri gi da) 等 ,这

些树种的多度在 5～10 株之间 ,1、2 株个体的树种

达 26 种 ;乔木下层绝大多数是上层乔木的幼树 ,其

中又以疏花臀果木、单叶泡花树和粗壮琼楠为主 ,除

这些优势树种外 ,其它较为常见的树种有景东柃

( Eury a j i nt ungensis ) 和鹅掌柴 ( S chef f lera octo2
p hy l l a) ,多度都为 27 株 , 其次为母猪果、香面叶

( L i ndera cau dat a ) 、南方紫金牛 ( A rdisi a t hy rsi2
f lora) 和腺柄山矾 ( S y m plocos adenop hy l l a) 等 ,这

些树种的多度也都在 10 株以上 ,1、2 株个体的树种

则达 23 种。灌木层主要是由乔木层树种的幼树组

成 ,以十蕊槭、刺栲、滇藏杜英、滇马蹄果和轮叶木姜

子 (L i tsea vert ici l l at a) 等占优势 ,其它较为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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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有铜毛紫云菜 ( S t robi l ant hes aenobarbus ) 、三

桠苦 ( Evodi a lept a) 、总序豆腐柴 ( Prem na racemo2
sa) 和绿枝山矾 ( S y m plocos v i ri dissi m a) 等。草本

层的绝大部分植株也是由上层树种幼苗外 ,其中又

以岭罗麦 ( R andi a w al l ichi i) 和疏花臀果木为主 ,其

它比较常见的物种有网籽草 ( Dict yos perm um con2
s picuum) 、卷瓣岩阶草 ( O p hiopogon revol ut us) 、多

苞莓 ( R ubus m ul t ibracteaus) 和冷水花 ( Pi lea spp . )

等 ,还有多种蕨类植物 ,如篦齿短肠蕨 ( A llantodia

hi rsuti pes) 、线蕨 ( Colysis elli ptica) 、粗毛鳞盖蕨 ( Mi2
crolepia stri gosa) 和鱼鳞蕨 ( Acrophorus sti pellatus)

等。藤本植物主要有闷奶果 ( Bousi gonia angusti f o2
lia) 、光叶绞股兰 (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和独籽

藤 ( Monocelastrus monosperma)等。

表 8 　澜沧热带山地雨林群落的叶型、叶质、叶缘和叶尖谱与西双版纳季节雨林的比较
Table 8 　The comparison of leaf texture , leaf margin and leaf apex spect ra of t 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in Lancang and t ropical seasonal rain forest in Xishuangbanna

森林类型 Forest type

叶型 Leaf type 叶质 Leaf texture 叶缘 Leaf margin 叶尖 Leaf apex

单叶( %)
Simple

复叶( %)
Compound

革质( %)
Leather

纸质( %)
Paper

全缘( %)
Entire

非全缘( %)
Non2entire

非尾尖( %)
Not drip tip

尾尖( %)
Drip tip

热带山地雨林 (1 号样地) T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85 . 19 14 . 81 38 . 89 61 . 11 72 . 22 27. 78 86 . 11 13 . 89

热带山地雨林 (2 号样地) T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83 . 65 16 . 35 34 . 62 65 . 38 72 . 12 27. 88 88 . 46 11 . 54

季节雨林 (西双版纳) Tropical sea2
sonal rain forest ( Zhu ,1997)

79 . 4 20. 6 41. 2 58. 8 77. 6 22. 4 87. 9 12. 1
　

　　2 号样地的群落乔木上层树种共有 13 种 ,树种

间的多度分布相当均匀 ,除滇马蹄果个体数为 3 株

外 ,其余均为 1、2 株个体的树种 ,主要由刺栲、长蕊

木兰、滇南山矾和网叶山胡椒等组成。乔木中层除

含有上层树种外 ,以岗柃和母猪果的优势地位比较明

显 ,个体数分别为 14、12 株 ,其它较常见的树种有滇

南山矾、华南石栎、景东柃和稠叶琼楠 ( Beilschmiedia

roxburghiana)等 ,多度在 5～10 株之间 ,仅有 1、2 株

个体的树种达 22 种。乔木下层绝大多数是上层乔木

的幼树 ,其中又以母猪果、杯状栲、刺栲和长蕊木兰等

为主 ,除这些优势树种外 ,以三桠苦的优势地位最为

明显 ,其个体数达 51 株 ,其它较为常见的树种有团香

果、多花含笑 ( Michelia f loribunda) 、团花新木姜子

( N eolitsea homilantha) 和云南黄叶树 ( X anthophyl2
lum y unnanense)等 ,多度在 15～20 株之间 ,1、2 株个

体的树种达 28 种。灌木层绝大多数植株为乔木层树

种的幼树 ,各树种间分布较均匀 ,较常见的树种有三

桠苦、岭罗麦、母猪果和杯状栲等 ,多度在 40～50 株

左右 ,而真正的灌木物种非常稀少。草本层较占优势

的物种有色萼花 ( Chroesthes pubi f lora) 、穿鞘花

( A mischotoly pe hispi da) 和硬毛锥花 ( Gom phostemma

stellato2hirsutum) ,多度都在 30～40 株之间 ,其次是

大叶斑鸠菊 ( Vernonia volkameriaef olia ) 、竹叶草

( Oplismenus com positus ) 和红马蹄草 ( Hy drocotyle

nepalensis)等 ,多度都在 10 株以下 ,较常见的蕨类植

物有粗毛鳞盖蕨、篦齿短肠蕨和斜方鳞盖蕨 ( M icro2

lep is rhomboi dea) 等。藤本植物以独籽藤、光叶绞

股兰和闷奶果等占优势。

两群落间物种组成的相似性 ,可通过两群落间

的相似系数来衡量。本文采用群落组成的物种数来

计算 ,根据下列公式 : IS = 2 C/ ( A + B) ×100。

式中 , C为两样地的共有种数 , A 、B 分别为两

样地的物种数。通过计算 ,两块样地的乔木层组成

树种的相似性为 60. 14 % ,灌木层组成物种的相似

性为 30. 77 % , 草本层组成物种的相似性为

36114 % ,而两样地群落总体的物种相似性为

51160 %。可见 ,两块样地山地雨林群落乔木层的树

种相似性较高 ,灌木层和草本层的物种相似性较低 ;

从群落总体看 ,两块样地的物种组成相似性程度较

低 ,物种差异较大。

3 　结论与讨论

(1)在 2 500 m2 的固定样地内 ,山地雨林维管

束植物十分丰富 ,在 100～105 种间 ,分属于 45～47

科、70～74 属 ,群落乔木层 (胸径 ≥2 cm) 的树种丰

富度为 69～74 种 ,Shannon2Wiener 指数为 3. 595 4

～3. 626 7 ,Pielou 均匀度指数为 0. 842 6～0. 849 1。

山地雨林虽然分布在约 2 000 m 的高海拔地区 ,群

落的物种丰富度、Shannon2Wiener 指数和 Pielou 均

匀度均达到了较高水平 ,明显高于西双版纳的季风

常绿阔叶林。这是因为该山地雨林群落作为热带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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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向常绿阔叶林的过渡类型 ,热带、亚热带甚至温带

成分在这里混合 ,再加上山地雨林的特有成分 ,使得

群落物种非常丰富 ;且群落较占优势树种的重要值

仅 20. 0 左右 ,重要值 10. 0 以上树种达 10 种以上 ,

重要值 3. 0 以下树种则多达 40 种以上 ,可见群落中

没有明显优势树种存在 ,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稀少树

种存在 ,因而其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均较高。而其

物种丰富度、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均低于西双版纳

的季节雨林 ,这是由于西双版纳季节雨林分布在海

拔较低的沟谷地带 ,生境条件更加优越 ,群落中热带

成分丰富 ,物种优势度很低 ,生境条件优越则物种多

样性就较高这可能是一个普遍规律 (朱守谦 ,1987) 。

山地雨林的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低于海南岛吊罗山

的热带山地雨林 ,这是因为后者位于较低的海拔地

带 ,生境条件比较优越 ;然而后者的取样面积和起测

胸径均大于本次调查 ,这使其物种更加丰富而物种

优势度较低 ,因而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较高。

(2)山地雨林群落的植物区系组成以热带分布

成分为主 ,占 83. 17 %～84. 69 % ,其中以泛热带分

布和热带亚洲 (印度 —马来西亚) 分布占优势 ,分别

占 33. 67 %～36. 63 %和 24. 75 %～26153 % ,温带成

分所占比例较少 ,占 15. 30 %～15183 %。可见其热

带性质较为明显 ,并带有明显的热带亚洲植物区系

特征 ,与世界各地热带植物区系均有一定联系 ,这与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特征十分相似 ( Zhu ,1997 ;朱华

等 ,2001) 。然而与西双版纳的沟谷雨林、低丘雨林

植物区系特征相比 ,其热带亚洲分布以及旧世界热

带、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和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分布的植物区系比例较低 ,而泛热带分布、热带亚洲

至热带美洲间断分布以及北温带、东亚至北美洲间

断分布的植物区系比例较高 ;从区系总体看 ,澜沧山

地雨林的热带成分较少而温带成分较多 ,体现出向

常绿阔叶林区系组成过渡的趋势。

(3)山地雨林以高位芽植物为主 ,又以中、小高

位芽植物占优势 ,分别约占 50 %、22 % ;从叶片生态

学特征看 , 群落以中叶 ( 66. 67 %～ 75 %) 、单叶

(83165 %～85. 19 %) 、纸质 (61. 11 %～65. 38 %) 、全

缘 (约 72 %) 、非尾尖 (86. 11 %～88148 %) 为主 ,这

种群落外貌特征与西双版纳的季节雨林十分相似

(朱华 ,1992 ,1993) 。然而与西双版纳季节雨林相

比 ,澜沧山地雨林又表现为藤本植物、大叶、复叶、全

缘叶比例偏低 ,而小高位芽植物、小叶、微叶以及单

叶、非全缘叶比例偏高。这是由于澜沧山地雨林群

落分布在较高的海拔 ,热量和温度均较低 ,因而群落

外貌特征的热带雨林性质有明显减弱的趋势。与广

东鼎湖山和香港岛的南亚季风常绿阔叶林相比 ,澜

沧山地雨林的群落外貌特征则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

热带雨林性质 ,如大高位芽、中高位芽植物以及中叶

比例较高 ,而小叶比例偏低等。

(4)两块热带山地雨林样地 ,虽相隔距离很近 ,

但是无论在群落的物种组成、植物多样性特征 ,还是

在群落外貌特征上均存在一定的差异。2 号样地胸

径 ≥2 cm 的树种丰富度和 Shannon2Wiener 指数均

高于 1 号样地 ,而且 2 号样地的热带亚洲分布成分、

大高位芽植物以及大叶、中叶、复叶、纸质叶植物也

都比 1 号样地丰富。可见 2 号样地的热带雨林性质

比 1 号样地更加明显 ,这是由于 2 号样地的山地雨

林虽然位于海拔较高的山坡上 ,但是处于向阳的一

面 ,温度和热量均较高。而 1 号样地的山地雨林群

落虽然位于水湿条件较好的低海拔沟谷地带 ,但是

处于背阴的一面 ,温度和热量相对较低。另外 ,山地

雨林群落物种组成的异质性也非常突出 ,两块样地

群落物种总体相似系数仅为 51. 60 % ,这是由于该

山地雨林只分布在受顺沟谷上升的逆温影响下形成

的局部优越生境中 ,呈斑块状镶嵌在常绿阔叶林中 ,

又由于不同地点的小生境差异 ,因而造就了本地区

热带山地雨林群落生境条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5)热带山地雨林的群落结构、物种组成以及群

落外貌特征均体现出了较强的热带雨林性质 ,而且

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也达到了

较高水平 ,不同地点山地雨林群落的物种组成异质

性也较强 ,因而其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很高。然而

热带山地雨林已受到了较为严重的人为干扰 ,如砍伐

木材、种植草果等 ,森林群落已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

坏 ,建议在澜沧地区尽快建立自然保护区以对本地区

的热带山地雨林和其它森林类型进行有效的保护。

参加野外考察工作有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

植物园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鲁云、陈德

富、李忠华等 ,思茅师范专科学校的实习生板佳芹、

李惠蓉、藤明本、张云春和李东林以及本园研究生陈

春、王月、林露湘和吕晓涛 ,标本鉴定得到中国科学

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陶国达老师、王洪老师以

及赵崇奖先生的大力帮助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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