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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植物物种的多样性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 是我国生

物多样性研究的关键地区.榕树是热带雨林中的关键植物类群之一,关于该地区榕树种群变化与环境关系的研究

结果表明: ¹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内已知榕属植物有 69 种、变种和亚种,其中榕亚属有 23 个种和变种;白肉榕亚属

有 4 个种;聚果榕亚属有 2 个种和变种; 无花果亚属有 41 个种、亚种和变种; 西双版纳是中国榕树种群最丰富的

地区. º 榕树的分布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榕树种类和数量以保护完好的热带原始雨林最为丰富, 在该类环境

中的榕树以高大乔木、乔木为主; 被破坏林地和次生林内的榕树种群则以小乔木、灌木、灌丛、木质藤本为主; 而热

带雨林环境破坏严重的地区中则以一部分先锋榕树种为主. » 保护好热带雨林中的关键植物类群榕属, 是保护和

恢复热带雨林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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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cies diversity of the pla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log ical env ironment conservation. In the

t ropical r ainforest of Xishuangbanna the biolog ical diversity is extremely rich, and w hich is a key region used to biological

diversity research. And the fig is a key plant species in the tr opical r ainforest. The research r esult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 iat ion of the fig s population and env ironment of the region were follow ing: ¹ There were 69 species,

v ar iants and subspecies Ficus plant t hat was known in the tropical r ainforest of Xishuangbanna, thereinto there w ere 23

species and subspecies owned to the Urostigma, and the Pharmacosy ea had four species; the Sycomor rus tw o species

and subspecies; w hile the Ficus owned 41 species, subspecies and variants, then Xishuangbanna borne the most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fig species and numbers in China. º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igs had intimate connection with the env-i

ronment, and the species and the quantities show ed the most r ichness in the tropical primary rainforest t hat was protect-

ed w ell and almost intact , w here the figs were mainly to be arbors and giant arbors; and in the devastated stand and sec-

ondary forest dwarf arbors, shrubs, bushes and ligneous liana possessed the most in the fig species; w hile in such regions

of tropical rainforest envir onment that have been destroyed seriously one propor tion of the pioneer species of the figs were

t he main members. » Only the key colony of Ficus can be conserved in the tropical rainforest, can the who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tropical rainforest be protected and rehabilitated, which was one of t 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realiz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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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带雨林作为陆地森林中最主要的生命功

能体, 不仅具有地球上最丰富的物种量和生物

生产力,而且以其强大的环境影响与改造能力

维系和支掌着地球的大部分环境生态的平衡.

榕属 Ficus Linn. 是热带雨林植物中最大的木

本属种之一,它在热带雨林生态环境中,占据了

高、中、小乔木层, 灌木、灌从、木质藤本、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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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植物等层次的一定空间;在热带雨林中, 榕

树的单株结实率是所有树种中最高的, 大部分

榕树一年四季均挂果(一年一株可挂果 3~ 7

次) ,特别是冬春季, 大部分热带雨林的树木无

果实的时候,它则生机昂然, 硕果累累, 为兽类、

鸟类、蝙蝠、昆虫和土壤动物、微生物等生物提

供连续不断的丰富食物和栖息场所, 还为多种

腐生、附生、寄生、荫生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

场所; 榕树在维持热带雨林的生态平衡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 它是国内外公认的热带雨林中

一类的关键物种; 榕树物种的减少或灭绝将直

接影响或改变整个热带雨林的物种多样性, 没

有榕树就形成不了热带雨林生态系统[ 1~ 8] .

1  自然概况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的最南部

边缘, 约北纬 21b09c~ 22b36c, 东经 99b58c~

101b50c之间, 总面积 19 690km2, 南面与老挝、

缅甸相接壤,西、北、东 3面与滇西南山原、山地

相连, 属于横断山系的南端无量山和怒山山脉

的余脉.整个地势周围高,中部低,以山原为主,

其中又分布着许多宽谷盆地、低山和低丘. 海拔

范围从最低处澜沧江河谷 550m 至最高峰

242915m. 典型的热带雨林环境分布在海拔
1000m以下的低山、河谷及盆地, 约占全州总面

积 18%
[ 9~ 10]

.

西双版纳气候属于西部型季风气候.其特

点四季不分明, 仅可分为湿季( 5~ 10月) , 干热

季( 3~ 4月) , 干凉季( 11~ 2月) 3个阶段. 以勐

腊县为例: 年均温 21 e , > 10 e 积温 7639 e , 最

热月均温 2415 e , 最冷月均温 1512 e ; 年降雨

量153119mm.干季( 11~ 4月)降雨 282mm, 湿

季( 5~ 10月)降雨 1250mm, 相对湿度 80% . 年

温差小,日温差大,干湿季变化非常明显.

2  研究地点与方法

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小勐养、勐腊勐仑 3 块

自然保护区和勐腊保护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

纳植物园江边竹林次生林内设立 6 个研究样

地. 若每个样区中有坡地雨林和沟谷雨林又分

开设 2 个小样地. 每个样地踏查取样 100m @
100m, 每个样地每次调查不少于 10 000m2. 在

调查中,首先记录样地的基本生境和榕树群落

的基本特征,并记录样方内榕树名称和个体数.

无法确认的物种则制成标本, 再请专家鉴定.

样地内榕树群落和有关数据处理,根据文

献[ 11]的分析与研究方法计算与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1  西双版纳榕属植物
榕树属于种子植物门 Spermatophyta、被子

植物亚门 Ang iospermae、双子叶植物纲 D-i

cotyledonae、荨麻目 Urt icales、桑科 Moraceae、榕

属 Ficus 中全部树种的的总称. 该属特征为: 有

乳汁;托叶大而抱茎, 脱落后在节上留有环痕.

花单性,生于由花序托发育而成,肉质球型或梨

型,中空的肉质总花托,称隐头花序(果)或俗称

榕果的内壁上, 总花托口部为覆瓦状排列的数

十片苞片所封闭. 雌雄同株的榕树, 隐头花序

(果)内壁着生雄花、雌花和雌花中性花,中性花

多为短柱花, 被传粉昆虫或者其它昆虫寄生后

形成瘿花, 不被寄生则形成败育花. 雌雄异株的

榕树,雄株隐头花序(果)内着生雄花和雌性中

性花(不会形成种子, 专供给传粉昆虫等寄生繁

殖) ;雌株隐头花序(果)内则着生雌花, 被榕小

蜂传粉受精后发育成种子,不受精形成败育花.

所有的榕树隐头花序(果)内的雌雄花均为异步

成熟, 所以不能自我传粉和授粉.全世界已知榕

树有 1属4个亚属, 1200多种、变种、亚种;中国

已经报道 100多个种、变种、亚种; 云南省已经

报道有 97个种、变种、亚种; 西双版纳是我国热

带雨林面积最大的地区, 也是中国榕树种类最

丰富的地区, 榕属中 4 个亚属在西双版纳均有

分布,其中榕亚属有 23 个种和变种; 白肉榕亚

属有 4种; 聚果榕亚属有 2 种和变种; 无花果亚

属有 41个种、变种和亚种, 目前已报道榕树 69

种、亚种和变种; 此外, 还有印度榕 F . elast ica、

金边胶榕 F . elastica var. aureomarginalis、无花

果 F . car ica等 29种、亚种和变种榕树, 虽然在

西双版纳长期广泛种植和分布, 但不是原地物

种,在本文和表中略, 若把这些物种也计算进

去,在西双版纳的榕树几乎达全国已经报道的

榕树种类的 80%以上. 在西双版纳面积不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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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 0. 2% 土地上, 榕树种类占全国总数的

60%以上, 由此可见,榕属在西双版纳具有非常

丰富的物种多样性(表 1) .

312  不同生态环境中榕树的生态特性
表 1  西双版纳榕属 Ficus种类及生活类型

Table 1  Bio-ecological characterist ics of Ficus in Xishuangbanna

  种   类 生活类型 外生根 叶质 花果着生 雌雄 果 径/ cm

榕亚属 Subgen . Urostigma

高山榕 Ficus al ti ssima 大乔木 板根、气根 革质 叶腋 同株 1. 7~ 3. 8

环纹榕 F. annulata 大乔木 板根、气根 薄革质 叶腋 同株 2. 0~ 2. 5

垂叶榕 F. benj amina 乔木 板根、气根 薄革质 叶腋 同株 0. 8~ 1. 7

丛毛垂叶榕 F. benjamina var. nuda 乔木 板根、气根 薄革质 叶腋 同株 1. 0~ 1. 2

大叶赤榕 F . caulocarp a 乔木 板根 薄革质 叶腋 同株 1. 0~ 1. 3

雅榕 F . concinna 大乔木 板根、气根 革质 叶腋 同株 0. 4~ 0. 7

无柄雅榕 F . concinna var. subsessi lis 大乔木 板根、气根 革质 叶腋 同株 0. 4~ 0. 7

钝叶榕 F. curt ips 乔木 气根 厚革质 叶腋 同株 1. 5~ 2. 2

枕果榕 F. drup acea 乔木 气根 革质 叶腋 同株 1. 5~ 3. 0

毛果枕果榕 F . dr up acea var. p ubescens 乔木 气根 革质 叶腋 同株 1. 5~ 2. 5

大叶水榕 F. glaberr ima 乔木 板根、气根 薄革质 叶腋 同株 0. 7~ 1. 2

毛叶大叶水榕 F . glaber rima var. pu bescens 乔木 板根、气根 薄革质 叶腋 同株 0. 7~ 1. 2

大青树 F . hookeriana 大乔木 板根 革质 叶腋 同株 2. 0~ 3. 5

瘤枝榕 F. maclel landi 乔木 革质 叶腋 同株 0. 6~ 0. 8

杜鹃叶榕 F . maclel land i var. rhodod endrif ol ia 乔木 革质 叶腋 同株 0. 5~ 0. 8

细叶榕 F . microcarpa 乔木 气根 薄革质 叶腋 同株 0. 4~ 0. 7

直脉榕 F . or thoneu ra 乔木 革质 叶腋 同株 1. 0~ 1. 4

豆果榕 F . pisocarpa 乔木 革质 叶腋 同株 0. 5~ 0. 7

菩提树 F . religiosa 大乔木 气根 革质 叶腋 同株 0. 5~ 0. 8

劲直榕 F . stri cta 乔木 气根 薄革质 叶腋 同株 1. 5~ 2. 0

笔管榕 F . sup erba var . j aponica 乔木 气根 纸质 叶腋 同株 0. 6~ 1. 0

绿黄葛树 F . v ire ns 大乔木 板根、气根 革质 叶腋 同株 0. 7~ 1. 2

黄葛树 F . v ire ns var. su bla nceolata 大乔木 板根、气根 革质 叶腋 同株 0. 7~ 1. 2

白肉榕亚属 Subgen. Phar macosycea

硬皮榕 F. cal losa 大乔木 板根 厚革质 叶腋 同株 2. 5~ 2. 8

滇缅榕 F. kur zi i 大乔木 板根 薄革质 叶腋 同株 0. 7~ 0. 8

九丁榕 F. nerv osa 乔木 革质 叶腋 同株 1. 0~ 1. 8

突脉榕 F. vasculosa 小乔木 板根、气根 革质 叶腋 同株 1. 0~ 1. 2

聚果榕亚属 Subgen. Sycomorus

聚果榕 F. racemosa 大乔木 板根、气根 薄革质 茎花 同株 2. 0~ 5. 1

柔毛聚果榕 F . racemosa var. miquell i 大乔木 板根、气根 薄革质 茎花 同株 2. 0~ 5. 2

无花果亚属 Subgen. Ficus

石榕树 F. abeli i 灌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1. 5~ 2. 0

钩毛榕 F. asperiuscu la 灌木 薄革质 茎花 异株 0. 5~ 0. 9

木瓜榕 F. au ricu lata 小乔木 气根 厚纸质 茎花 异株 5. 8~ 12

沙坝榕 F. chapaensis 乔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1. 0~ 1. 2

金毛榕 F. ch rysocarpa 乔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1. 5~ 3. 8

歪叶榕 F. cyr tophyl la 小乔木 纸质 叶、茎 异株 0. 8~ 1. 2

黄毛榕 F. esquiroliana 乔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2. 0~ 4. 6

水同木 F. f istulosa 乔木 气根 纸质 茎花 异株 1. 0~ 2. 2

菱叶冠毛榕 F . gasparriniana var. lacerat if olia 灌木 薄革质 叶腋 异株 0. 7~ 1. 0

绿叶冠毛榕 F . gasparriniana var. v ir idescens 灌木 薄革质 叶腋 异株 0. 7~ 0. 8

藤榕 F. hed eracea 藤本 气根 厚革质 叶腋 异株 1. 5~ 2. 2

山榕 F. he terophyl la 灌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1. 0~ 2. 3

粗叶榕 F. hi rta 灌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1.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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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种   类 生活类型 外生根 叶质 花果着生 雌雄 果径/ cm

全缘粗叶榕 F. hi rta var. breevipi la 灌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1. 2~ 1. 5

薄毛粗叶榕 F . hir ta var. imberbi s 灌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1. 2~ 1. 5

大果粗叶榕 F. hi rta var. roxbu rghii 灌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2. 0~ 3. 5

对叶榕 F. hi sp ida 灌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2. 0~ 3. 5

壶托榕 F. isch nopoda 灌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1. 0~ 2. 5

平滑榕 F. laev is 藤灌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1. 8~ 2. 5

青藤公 F. langkokensis 小乔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0. 7~ 0. 8

棒果森林榕 F . neri if olia 小乔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0. 8~ 1. 0

苹果榕 F. olig odon 乔木 纸质 茎花 异株 2. 0~ 3. 5

褐叶榕 F. p ubigera 藤灌木 革质 叶腋 异株 1. 0~ 1. 5

鳞果褐叶榕 F . pubigera var. anserina 小乔木 革质 叶腋 异株 2. 0~ 3. 1

大果褐叶榕 F. pubigera var. malif or mis 小乔木 革质 叶腋 异株 2. 0~ 3. 0

网果褐叶榕 F. p ubigera var. ret iculata 小乔木 革质 叶腋 异株 1. 3~ 1. 5

羊乳榕 F. sagit tata 附生 气根 革质 叶腋 异株 1. 0~ 1. 2

尾尖爬藤榕 F. sarmentosa var. lacry maens 藤状灌 气根 革质 叶腋 异株 0. 6~ 1. 0

长柄爬藤榕 F. sarmentosa var. luducca 藤状灌 气根 革质 叶腋 异株 0. 5~ 1. 2

鸡嗉果 F. semicordata 小乔木 纸质 茎化 异株 1. 2~ 2. 5

肉托榕 F. squamosa 灌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1. 5~ 2. 0

竹叶榕 F. st enophylla 灌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0. 7~ 0. 8

长柄竹叶榕 F . st enophyl la var. macr opodocarp a 灌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0. 6~ 0. 8

棒果榕 F. su binci sa 灌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1. 2~ 2. 5

细梗棒果榕 F. subinci sa var. p auciden tata 灌木 纸质 叶腋 异株 1. 0~ 2. 5

假斜叶榕 F. subulata 小乔木 气根 纸质 叶腋 异株 0. 7~ 1. 0

斜叶榕 F. tinctoria ssp. gibose 乔木 气根 革质 叶腋 异株 0. 6~ 1. 0

凸尖榕 F. tinctoria ssp. p ar asati ca 寄生灌木 气根 薄革质 叶腋 异株 0. 8~ 1. 2

地石榴 F. tikoua 滕本 不定根 纸质 叶腋 异株 1. 0~ 2. 0

青果榕 F. var iegata var. chlorocarp a 乔木 气根 纸质 茎花 异株 1. 0~ 2. 0

变叶榕 F. var iolosa 小桥木 革质 叶腋 异株 1. 0~ 1. 2

  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地区, 从城镇、乡村、

江河边、沟溪旁、田地头、寺庙、学校、公园、路

边、石灰山石头缝内、一直到原始热带雨林深

处,各类环境中无处不分布有榕树. 西双版纳分

布的 69 个榕树种类中,有 32 个是乔木和高大

乔木、14个是小乔木、16 个是灌木或灌丛、5 个

是藤本灌木、1个是寄生灌木和 1 个附生灌木.

这些种类中又有 24 个榕树种类在幼苗阶段是

附生植物,其中有 21个榕树种类通过绞杀阶段

将发展为高大乔木或乔木,其中有 17个种具有

板根, 这些树型显然是热带雨林原始树种特有

标志的显现, 是长期适应热带雨林环境的生态

表现.但在不同的生境中,分布类群和树种是有

非常明显的区别的 (图 1~ 4) .

从图中看出:榕树中高大乔木、乔木和小乔

木在沟谷热带雨林中最丰富, 次之是低丘热带

雨林, 再次之是石灰山雨林,次生林地最低, 说

榕树类群: A 榕树高大乔木和乔木类群  B榕树小乔木类群

 C榕树的灌木和灌丛类群  D 榕树藤本灌木类群  E 榕

树寄生或附生类群.图 2~ 4中 A、B、C、D和 E含义同图 1

图 1  沟谷雨林样地内榕树类群数量比较

Fig. 1  Comparison of the groops and

numbers of f ig t rees ravine rain forest

明高大乔木、乔木和小乔木是保护完好的热带

雨林内榕树种群的典型代表. 而榕树的灌木和

灌丛在 4 个样地内物种最丰富的类群, 但其分

布特性则是次生林内数量最高; 低丘热带雨林

次之; 石灰山雨林再次之;热带沟谷雨林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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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说明在以高大乔木为主的热带雨林内, 不

适合灌木和灌丛生长. 藤本灌木类榕树则是更

适合于在石灰山热带雨林和沟谷雨林内生长.

寄生和附生类榕树也是更适合于石灰山热带雨

林的环境生长. 同时从图也可看出, 随着热带雨

林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加剧, 最具热带雨林

特点的榕树类群也跟着减少甚至消失.

图 2 低丘热带雨林榕树类群与数量比较

Fig. 2  Comparison of the groops and

numbers of fig trees low er hill rainforest

313  不同生态环境榕树物种相似性比较

植物群落物种相似性( species similarity )是

指群落间或样地间植物组成的相似程度或相异

程度,它是群落分析的重要基础[ 10] . 西双版纳

地区由于生态环境丰富多样,也就形成了榕树

群落在不同生态环境间形成不同的相似程度和

相异程度(表 3) .

图 3  石灰山雨林榕树类群与数量比较

Fig. 3  Comparision of the groops and

numbers of fig trees limestone rainforest

图 4  次生林内榕树类群与数量比较

Fig. 4  Comparision of the groops and

numbers of f ig t rees secondary forest

表 3  不同样地的榕树种类的相似性比较

Table 3  T he comparison of the similarity of fig t ree species in diff erent plots

  样 地 类型
样地面积
/ m2

榕树种数总和
/种

相同种数
/种

相似性系数

热带沟谷雨林/热带低丘雨林 ¹ 10000 22/ 17 11 0. 5641

热带沟谷雨林/热带低丘雨林 º 10000 24/ 13 9 0. 4865

热带沟谷雨林/植物园江边次生林 10000 24/ 11 4 0. 2286

石灰山热带雨林/植物园江边次生林 10000 15/ 11 4 0. 3077

热带沟谷雨林/石灰山热带雨林 10000 24/ 15 7 0. 3590

  由表 3 可见,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不同森林

类型之间的榕树物种的相似性系数在 012286
~ 015641之间,热带雨林不同群落间的物种相
似程度最高, 而沟谷雨林与次生林的相似程度

最低,也说明了热带雨林生态环境糟受破坏后,

对榕树群落的生长影响极大, 大部分热带雨林

原有物种已经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消失. 由于榕

树的大多数种群喜分布在沟谷雨林类型的森林

内,所以在同一雨林内,低丘与沟谷雨林之间出

现了一定的差异, 说明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

中生态环境是复杂多样的, 从而也形成了丰富

的榕树群落多样性.

314  榕树群落为其他生物提供的生态位

在热带雨林的生态环境中, 许多种榕树的

种群在雨林内起着关键的作用, 它们的果实、

根、茎、叶等为多种生物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态

位.仅以雨林中最常见的 30种榕树调查结果为

例(表 4) .

  从表 4 看出, 热带雨林中榕树为其它生物

提供的生态位是丰富多样的, 其中附生寄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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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榕树上寄生、附生、取食和栖息的生物群落

Table 4  T he parasite and epibiont and feeding and

habitat of the biotic community on fig trees

生物类群
根部位

(生物种)

茎杆部位

(生物种)

叶嫩枝

部位

(生物种)

果实部位

(生物种)

附生寄生无花植物 73 105 17 94

附生有花植物 17 46 3 38

攀援植物 49 36 14 35

荫生植物 103 9 0 11

树上栖息动物 110 64 79 63

取食动物 69 102 301 356

传粉动物 3 26 16 49

传种动物 24 31 8 75

花植物以蕨类、苔藓、地衣和真菌等类群为主;

附生有花植物以兰花类, 特别是石斛类群为主,

在勐仑石灰山热带雨林中的一株仅直径 30cm

的直脉榕上附生石斛就高达数千株; 而攀援植

物则以一些藤本植物为主;荫生植物则以灌木

类、蕨类、草本类为主;树上栖息动物以鸟类、昆

虫为主;取食动物以鸟类、昆虫、兽类为主; 传粉

类群分 2个,榕树的传粉仅为榕小蜂一个类群,

其他传粉类均为在榕树上栖息和危害榕树的类

群(如榕小蜂以外的膜翅目类群、蝴蝶、蛾、蝇

等) ; 传种类群以鸟类、昆虫和部分兽类为主.

315  榕树在保护和恢复热带雨林中的地位与

作用

榕树在热带雨林生态环境中, 不仅物种丰

富、种群大, 而且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在原始

雨林内、沟谷和江河边,聚果榕、金毛榕、大叶水

榕、歪叶榕、枕果榕、青果榕等 20多种榕树常会

成组数 10株出现; 而在高山、坡地、低丘、村庄

等环境中, 又是高山榕、菩提树、钝叶榕、大青

树、垂叶榕、青果榕等 10多种榕树在挺拔生长;

在热带雨林受到严重破坏的山地和次生林中,

又是石榕、木瓜榕、苹果榕、棒果榕、羊乳榕、粗

叶榕、粗毛榕等数 10个以灌木、小乔木、灌丛为

主的榕树在茂盛地生长; 就是在石灰山岩上, 甚

至是寸草不生的石缝中, 黄葛树榕、森林榕、直

脉榕等 10多种榕树又给这些石头顶披上绿装,

成为西双版纳特有的绿石林景观; 在人们放荒

耕地中, 老路边、池塘旁、新开挖的道路、河沟

边、房前屋后, 对叶榕、鸡嗉果榕、木瓜榕、斜叶

榕等类群又使这些地段很快绿化起来,生机昂

然.此外许多榕树种类由于一年四季均挂果, 它

们还在为人类、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生存与发

展中起着提供食物、栖息、寄生和附生的场所.

如果没有丰富的榕树类群, 热带雨林具有的诸

如/绞杀现象0、/板根现象0、/老茎生花0、/四季
果香0等的特征就会大大削弱,很多物种就会失

去附生、寄生和栖息的生态位,而且生态系统中

的食物链就会严重的缺陷, 从而就会引起大量

热带雨林的生物物种(特别是食果类动物)的消

失,导致热带雨林的生态平衡受到严重影响.

在西双版纳热带地区 10多个少数民族中,

榕树还是一类重要的食物来源, 在傣族屋前房

后经常种植有木瓜榕、雅榕、厚皮榕、黄葛树等

树种,嫩叶和嫩芽作蔬菜, 果实作水果.据初步

调查结果, 热带地区人们把 16 种榕树的嫩芽、

嫩叶、嫩尖作为常食用的蔬菜; 8种榕树的果实

作为水果食用; 有 27种榕树的叶片、树皮、根茎

作为药材; 33种榕树的叶片和果实作为家畜和

家禽的饲料.

榕树是少数民族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植

物类群,他们把一些榕树作为/神树0、/龙树0来

崇拜, 如高山榕、菩提树、大青树等种类, 几乎村

村寨寨都有种植和供奉. 目前在西双版纳被严

重破坏的热带雨林地区的大部分少数民族村寨

旁,常有片断化的小块未被破坏的热带雨林, 里

面生长着高大的榕树或其它原始雨林,就是少

数民族作为/神山0和/龙山0世代保留下来的一

块块绿州.

云南的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 是世界上第

三大紫胶产地, 20多个种类榕树是紫胶虫的寄

主树, 其中有 6种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佳寄主树.

有 10多种榕树还是当地工业和手工业原料.

此外, 大部分榕树具有: 一是生长快, 3~ 5

年就可达直径数 10 cm, 高达数 m 至 10多 m;

二是荫蔽面积宽, 具有独木成林和单株绿化面

积大; 三是由于常年绿叶和挂有果实,树上树下

很快就形成一个生物小群落;四是树型美观, 适

宜绿化和美化环境等特点, 而被公园、街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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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学校、机关、河岸边、村寨里作为绿化的最佳

树种之一, 在热带地区抬头、低首均可看到榕

树. 榕树的不少种群在热带地区作为绿化树种

已经成为不可少的一道美丽风景线, 对恢复以

热带森林为主的生物多样性起着重要作用.

4  讨论

榕树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生态环境中,

不仅物种多,种群大,是热带雨林中的一类关键

类群, 在热带雨林的生态环境平衡和恢复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 热带雨林如果没有榕树物种, 很

多生物物种就会失去附生、寄生和栖息的生态

位, 许多动物和微生物就会失去常年不断的食

物,而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就会有严重的缺陷, 热

带雨林生态环境的平衡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如果热带雨林环境不断恶化, 一些榕树物种消

失,同时也会使生活在热带地区的 10多个少数

民族失去宗教文化的崇拜对象, 失去了一部分

绿化树种、蔬菜、水果、药材和饲料的重要来源,

也使民族文化、精神生活受到一定的损失, 致使

这些民族在与自然协调, 走向生态平衡中出现

各种新问题.

多年来,随着热带雨林地区人口不断增加,

经济植物的大规模发展, 耕地面积迅速扩大, 热

带雨林的面积不断减少, 热带雨林生态环境破

碎化, 现存的热带雨林如一个个小/绿岛0被农
田、经济植物种植园、城镇村寨等隔离开来, 致

使许多种榕树失去了原有的生态环境, 种群不

断变小,有一部分物种已经在一些地区消失, 如

中国科学院 1959年在景洪的曼仰广村后的干

性热带雨林中考察时,在 50m @ 50m 的群落样

方中, 分布有直脉榕 ( F . orthoneur a )、突脉榕

( F . vasculosa) 、青藤榕( F . langkokensi s ) 3 种

乔木, 90年代再次对该样方调查时, 仅存突脉

榕 1个种类了[ 12] . 更为严重的是: 所有的榕树

种类均是隐头花序(果) , 有部分榕树雌雄花异

株,就是雌雄同株的也是雌雄花异熟,所以它们

不能自花传粉; 由于是封闭的隐头花序,不能靠

风雨传粉,也不能靠其他昆虫传粉; 它们唯一的

传粉者是一类个体极小的膜翅目昆虫 ) ) ) 榕小
蜂.由于榕树和榕小蜂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 一

种榕树仅接受一种榕小蜂给它传粉,反之一种

榕小蜂也仅给一种榕树传粉, 它们两者间已经

进化到一对一的高级阶段. 但由于热带雨林的

破碎化、岛屿化,致使一部分榕树种类相互间距

离拉大,榕小蜂不能远距离飞到单株榕树上传

粉,导致这些榕树失去了有性繁殖的功能(不能

形成种子) ,物种逐步消亡.一种榕树的消亡, 同

时也就有一种传粉榕小蜂和多种寄生和附生的

动植物物种跟随消亡.所以, 热带雨林的生态环

境的恶化, 导致了热带雨林关键类群榕树的物

种面临着不断消亡的严重威胁, 同时这些物种

若大量消亡, 也会很快威胁到热带雨林地区生

存的其他生物物种, 人类也会面临着生存的危

机.所以尽快恢复和重建退化(破坏)的热带雨

林生态系统已经是摆在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和

环境学家面前的紧迫任务.

致谢  部分榕树种类,得到本单位的朱华、

陶国达两位教授帮助鉴定,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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