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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茅菜阳河自然保护区

热带季节雨林及其生物地理意义
‘,

朱 华 李保贵 邓少春 曹亦功 张新波
8中国私岸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昆明
,

9  ! � �: # 8中国不书攀院昆明分院# 8思茅地区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8思茅市林业局#

摘 要 详细报道了云南思茅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的热带雨林植被
5

探讨 了它的植物种类组成
、

群落结构和生

物地理特点
。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的热带雨林具有与赤道地区的洪型热带雨林类似的群落结构
、

生态外貌特征和植

物区系组成
5

仍应是真正热带雨林的一个类型
5

是西双版沟谷季节雨林向北延仲
、

嵌入的部分
5

亦是淇南热带季

节雨林群落的最北缘和海拔机限的类型
。

该热带季节雨林在性质上属于印度一马来西亚热带雨林的北缘部分
5

在

发生和分布上受局部地形的影响和制约
。

菜阳河热带季节雨林的植物区系作为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植物区系的北延

部分 以热带成分占优势
5

带有明显印度一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特点
5

同时又具有明显热带边缘性质和植物地理过

渡与交汇带特点
。

与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相比
5

在莱阳河自然保护区的热带季节雨林中
5

典型热带雨林的一些

成分 已不存在或很少见
5

构成其热带雨林的上层树种中有一定比例的先锋成分
。

这意味着该热带季节雨林具有衍

生性质 并暗示了淇南的热带季节雨林发生历史相对较晚
5

是在晚第三纪横断山隆升到一定高度 热带潮湿气候

在局部生境形成以后发展起来的
。

关键词 云南 ; 热带雨林 ; 机限类型 ; 生物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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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茅菜阳河自然保护区地处大陆东南亚热带的

北缘
,

热带生物区系向亚热带生物区系的过渡地

4#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5

中国科学院生物分类系特支费
5

中国

科学院 Σ Ο ς =一 ) 一 =!> 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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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被认为是一条古南大陆 8冈瓦那古陆#

与古北大陆 8劳亚大陆 # 的缝线
〔”

,

故位于澜沧

江与把边江之间分水岭的该地区又可能是古南大陆

与古北大陆区系成分的交汇地带
。

这使该地区在植

被地理
、

植物区系地理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研究上

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
。

菜阳河自然保护

区横卧于西双版纳勋望盆地的北缘
,

处于滇南热带

与南亚热带的分界与过渡位置
。

早至 =ς:ς 年王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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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滇南西双版纳有热带雨林植被存在
〔”

。

�! 世

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
、

云南大学等做了大

量
一

调查研究工作
5

对其分布
、

群落组成
、

结构
、

性

质和特点有所研究和阐明
〔’一 ” ’ 。

前苏联费多罗夫

教授亦对滇南的热带雨林做了专论
〔” ’

。

但研究工

作均是针对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植被
,

并且认为具

有完整群落结构的滇南热带雨林主要发生在西双版

纳普文以南的低海拔区域 ; 而对于位于普文勋望盆

地北缘的菜阳河自然保护区较高海拔山地存在有典

型的东南亚热带季节雨林群落则未曾有过报道和研

究 本文报道了对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的热带季节雨

林群落的研究情况
,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该热带季节

雨林和为滇南热带雨林的植被地理
、

植物区系地理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提供参考
。

要是在山体的中上部
,

海拔 = �!! 一 = 9 ς� Κ
,

土层

深厚
、

腐质殖层薄
,

成土母岩是砂岩
,

其上发育的

植被类型主要是季风常绿阔叶林
。

黄色赤红壤分布

于中山下部
,

海拔 ς�! 一 = :!! Κ
5

成土母岩主要是

泥质叶岩
,

在狭谷沟鲁
,

土层浅薄
,

多石砾
,

腐质

殖层很薄
5

其上发育的植被类型主要是热带季节雨

林和半常绿季节林
。

粗骨性赤红壤分布在局部山脊

和陡坡地段
,

土层较薄
5

含粗砂
、

碎石多
,

其上发

育的植被类型主要是暖性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
。

表 = 不同地点温度状况观测值

地点 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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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阳河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思茅县东南部
,

东 经 ∀2 ∀
2

3
‘

一 ∀ 2 ∀
2

∀ /
‘ ,

北纬 ∗ ∗
2

4 2
’

一

∗∗
2

4 0
’ ,

为无量 山脉南延的末端热带北缘山

地
,

澜沧江与把边江之间分水岭的一部分
。

保护

区为中等切割的低
、

中山地
、

地形破碎
,

坡陡沟

窄
,

一般坡度在 ∗2
。

一 42
。 。

主要山脉横卧于西双

版纳勋望盆地北缘呈东一西走 向
、

地势亦东北

高
,

西南低
。

最高处是北面的罗罗新寨山
,

海拔

∀ 1 − 0 ( 5 最低处为玉生田西南的菜阳河口
、

海拔

670 8 9 5 大部分地区海拔均在 ∀ ∗ 22 9 以上
。

保护

区 内的主要河流为菜阳河
,

由东至西横贯保护区

汇入大开河
,

再入澜沧江
〔” ’ 。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地处热带北缘向南亚热带的

过渡地带
,

气候主要受印度洋季风控制
,

其特点是

年平均气温高
、

年温差小
、

日温差大
、

雨量充沛
、

干湿季明显
、

干季雾 日长
、

冷季受北方寒潮影响轻

微
、

霜期短
、

日照充足
。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目前仍

无详细气候观测资料
。

根据思茅气象站的观测资

料
,

该区年均温 ∀3
!

3 ℃
,

年降雨量 ∀ /,3
!

1 9 9
,

相对湿度 0 ∗:
,

; ∀2 ℃年积温 1 ∗/4
!

/ ℃
。

与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分布的主要地区相比
,

菜

阳河自然保护区纬度高
、

海拔高
,

热量低 6年均

温
、

; ∀2 ℃积温
、

最热月均温
、

最冷月均温7 6见

表  
,

∗ 7
。

自然保护区的土壤为赤红壤
,

分为 4 个亚类
,

即赤红壤
、

黄色赤红壤和粗骨性赤红壤
。

赤红壤是

该自然保护区的主要土壤类型
,

分布面积最大
,

主

表 ∗ 不同地点观测的降雨量情况

士也点
干季雨量 <= 雨季雨量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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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被概况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的主要植被类型是季风常绿阔
日∋林

,

或确切说是十种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
。

季风常

绿阔叶林分布在海拔 ∀ ∗22 9 以上的山坡和山中上部

及海拔 ∀ 422 一 ∀ /22 9 的一些山坡下部和沟谷
。

沟

谷的季风常绿阔叫琳群落高达 ∗/ 9
,

有 ∗ 个明显的树

层
。

上层高 ∀/ 一 ∗ / (  
、

树冠有仔闭
、

以壳斗科
、

樟科

植物为主
,

如白穗石砾 6刀 ϑΚ8 Λ Μ毕ΝΟ  Λ Ν Π81’ϑΜ Π

俪
Ο 7

、

大叶石砾 6 及ϑΚ6, ΠΜ �Θ “/ Ρ ?’Μ ( 凉Γ斤〕∀∀。7
、

截头 石栋

6 刀ϑΚ 8 ΠΜ 毕ΝΟ ϑ&’Ν ΠΜ 细Ο7
、

细 毛 润 楠 6 几盛
.Π<3 Γ Ν

Δ

 Λ ( Ν ΓΘΓ  Μ 7
、

红梗润 楠 6 弄人.Λ ΚΓ ΝΟ , Δ Σ句龙Ο 7
、

木荷

6 及六Γ9
Μ 。5Μ  ΓΠ ΚΓΓ7 等

,

混生有一些热带成分如印度

拷 6 #Μ Ο Μ (

呵∀/ Γ( Τ ΓΛ Μ 7
、

乌口树 6 Υ Μ ( Τ ΓΜ ς ‘,   ΓΛ ΚΓΓ7
,

胡酮 6 #Μ  。7Θ彻∀∀。。 Δ 尸2 ∀!∀ ,,Μ ( ϑΚΝ 9 7等
。

第二层高 4 一

巧 9
、

复盖度 /2 :
,

除上层乔木的幼树夕卜
,

常见有四棱

蒲桃 6 Ω理∀’Ρ ΓΝ 9  Λ  ’ΜΡ 8( 二Χ
,

狗骨柴 6 及Ξ司、

7Ο&Μ
力似�ΓΛ 8Ο Μ 7

、

钝口材圭 6 #Γ ( ( Μ 9 8 9 洲 ΨΛ?’
8
 Ρ Κ8 �Μ 7

、

毛荔

枝 6 从了功召3ΓΝ 8  召尽 3Μ

、9 ΖΜ �
!

了左汀3Λ(Ο 7
、

大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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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

针楠木 874≅
3
4,6 4Α ΒΞ 63 4Α ∀Α #等

。

林下灌木以紫金牛

科的多种罗伞 8力Λ≅ Χ≅ “ Χ7 Ω #
,

茜草科矾 叶九节

8 7Χ ,’Ξ 加∀?≅
Α Χ,’3 474 3Ξ 4Δ3 4≅Α #

、

睫 毛 粗 叶 木

8 乙‘,  =‘, , , ?八Ι Χ Η3 3 丸6 ? ≅ ϑ Α ?
5

Λ Ι Β Β 3 Α Β Ι Υ #
、

三娅苦

8 . ϑ8# 84≅ Α 4印∀Ξ4 #为常见
。

草本层发育十分旺盛
,

高

达 Ο Κ
,

复盖度达 <! ∴ 一 �! ∴
,

主要是爵床科的紫云

菜属 8 Χ≅ ,
·

3 Θ ≅4Α Β ?Η Ι Υ Χ ΩΩ
5

#植物
,

姜科 山姜属

8) 17认≅84 Χ ΩΩ
5

#植物及一些藏类植物
、

亦有热带林

下的冬叶 8尸加,5∀’4 材Ι 。Υ Ξ
Α7 ≅∀Α∀ Ι Κ #等草本植物 ; 藤

本植物有葡萄科崖爬藤属 8 ,6 ∀? 3 ∀≅ Γ Κ Α
Χ7 Ω #多

个种
、

卫茅科南蛇藤 8Ε6 4Α Χ , ? Ι Χ 尸Α Β ≅6 3 4Α ∀Α #
·

夹竹

桃科长节珠 87∀4 ?Α Κ 6? 4’Α 4Α6 ϑ≅ Γ Α∀ 84# 及豆科植物多

种等 ; 附生植物常见天南星科狮子尾 8∋ ΗΑ7 4≅≅ Λ 3Ω
_

Η 3 ?‘, Η3 Β Γ ⎯ 3 Β Γ 6 Β Χ≅Χ #
、

石柑 878α
?Η3 Χ 6Η ≅Β 6 Β Χ ≅Υ #

,

五

加科七叶莲 8 /’’Η月ΔΔ4 6 ,
>

Α ϑ6 Β Ι 43 Χ Α
#及一些榕属

8+ ≅‘
」

Ι Χ Χ77
5

#植物
,

石棚 8Τ 3 Β Λ ?3 Θ≅。。 Χ77 #
、

石豆兰 8Μ Ι 4Θ叩Η5 ϑ44Ι 。Υ Χ77
5

#
、

毛兰 8.1
·

≅Α Χ77
5

#

等兰科植物
。

山坡中
、

上部和山顶部的季风常绿阔咔沐
,

群落

高约 �! Κ
、

乔木有 =或 � 层
。

上层乔木盖度 �! ∴
、

林

冠平整
、

以壳斗科
、

山茶科植物为优势
,

如短刺拷

8Ρ ”故Β
即

 = 二Η≅ Β、Α1 钾#
、

银叶拷 8Ε改占∀ΑΒ 叩
 = 

841 ,Γ5=
,
3Ω 匆,,44 Α#

、

思茅拷 8β
之砚ΑΒ 心又, = 

5

介
?
3[ #

、

红媚

8 ) , , , Υ 6Χ46 Α
5

力视Γ ?“Β Χ
#

、

木荷 8 /Ξ Η≅Κ Α ,ϑ Α 44≅Ξ Η≅≅#

等
。

乔木第二层 或小树层有母猪果 8 − 64≅ 改Α

Β ≅4Α Γ ≅? ≅Ξ‘,
#

、

焰序山龙眼 8−6 4≅6 ≅Α 刃
? ?Η 3 Θ3 χ?54 , Α

#
,

越桔 8 2 Α 6 〔
·

≅Β ≅Ι 。 , Χ7
5

#
、

狗 骨 柴 8 乃甲6 Α 45ϑ
Χ≅Α

Δ15
Υ ‘?≅‘Δ8# ΧΑ

#
、

算盘子 8Ρ4
3 6 Η≅Λ ≅3 Β Α ΧΧΑ Κ ≅6 Ι Κ #

、

艾

胶树 8Ρ4
3 6Η≅Λ ≅3 Β 4Α Β Ξ 6 3 4Α ,

·

≅Ι Κ #
、

蒲桃 8/ ϑχ 4夕Γ ≅Ι Β

Χ7
5

#及多种罗伞 8)
? Λ ≅Χ ≅Α Χ77

5

#等
。

幼灌层高 4 一

: Κ
,

复盖度 9! ∴
,

主要是乔木的幼树
。

草本层不发

育
,

复盖度通常 δ =! ∴
、

常见有草珊瑚 8从丫ΞΑ 。ε
“

方Ι ≅4φ ‘, Β 3 Β Υ ≅Υ #
,

扁竹兰 81? 一Χ 心。

咖
ΧΑ #

、

山姜等
。

藤

本植物不多
,

常见有多种菠契 8/4Β ≅4 “[ Χ7 Ω
5

#
、

南

蛇藤等
。

附生植物主要是兰科植物如石豆兰
、

毛

兰
、

石仙桃等及一些水龙骨科旅类植物
。

在海拔 = :!! Κ 以下主山脉南面的湿润沟著
,

呈条状分布有热带季节雨林
。

这类热带季节雨林是

西双版纳沟谷季节雨林延伸
、

嵌入分布的最北类

型
,

其群落结构和物种组成与西双版纳沟谷雨林完

全类似
。

在分水岭以北的沟警
,

尽管仍有较多热带

成分
、

但未见典型季节雨林群落
。

故菜阳河的热带

季节雨林应为滇南热带季节雨林的最北类型
。

后文

将对此详述
。

: 热带季节雨林

经调查
,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的热带季节雨林有

二个群落类型
,

即多花嘉榄
、

番龙眼林和千果榄

仁
、

番龙眼林
。

二者均为西双版纳的沟谷季节雨林

向北延伸
、

嵌入的部分
。

:
5

= 多花嘉榄
、

番龙眼林
、

该群落主要分布在海拔 = �!! Κ 以下的潮湿沟

谷底部
,

沿沟呈条状分布
。

群落高达 : Κ 多
,

乔

木有 : 个树层
,

层间木质藤本和附生植物丰富
。

上

层乔木具有巨大的板根
,

其树冠高举于主要层林冠

之上
5

成为散生巨树
,

雨林特征 十分明显 8见图

4#
。

上层乔木高 �  一 : Β 4
,

树冠盖度约  !∴
,

以花

嘉榄 8ΡΑ
八够Α 刀3454’4#Ι ΒΛ Α ϑΑ ?

5

Γ Α Κ Θ4 6≅# 和番龙眼

873 Κ 64 ≅Α ∀8# Κ 6Β ∀
二#为优势种

。

多花嘉榄为落叶大

乔木
5

其基部常形成巨大的板根
, 一

卜乡树勺见; 番龙眼

亦为上层常绿的优势种
,

其板根较多花嘉杨孙色
。

其

它伴生种有八宝树 8Τ ΙΑ4<
Α
ΒΓ “ Γ ?Α ΒΛ 尹3?Α #

、

千果

榄仁 8丁曰竹
Υ≅Β Λ 4≅Α 。, #?≅ 8;Ξ Α# 刀Α #

、

天米沐 8− 3 3 Α 4≅Ι 。 ,

Χ7
5

#
、

缅漆 8/6 Κ 66 Α塑。 ?6 ?≅6Ι 4Α ?。#
、

浆果乌柏

8砌
,≅3 Κ ΘΑ 66Α ∀Ι脚#等

。

乔木第二层高 =! 一 � Β ≅
,

复盖度  ! ∴
,

由常绿树种组成
,

优势种为 藤春

8)17Η3 Β Χ6Α Κ 3# Υ
叹 , , Α #

,

伴生有小叶藤黄 8Ρ Α# ’Ξ ≅Β ≅Α

。
,

刚
Α
#

、

钝叶桂 8 8飞月Β Α Κ 3 。 ,Ι Β Θ6α
3 4Γ Η 3 χ‘,

#
、

山蕉

8]≅ 4犷67 Η3?Α Κ Α

4’ΒΓ 只ϑ≅#
、

大叶风吹楠 8万动幼岁成
Α

介≅叮==#
、

火烧花 脚了七即
口Λ6 Β

Λ?3
Β ≅Γ

Β 6 Ι 。 Υ
#

、

樟叶朴

8 Ε6 4?≅Χ ?≅Κ 3 ,
·

6 Β Υ ≅Χ≅ #
、

大 叶 石栋 8 动Η3 6Α ,

翔Υ

Γ , 5Α Β Ξ

4≅Δ8< 4≅Ι Χ#
、

乌口树 8∋Α ΒΛ ≅Α Ψ Α 44≅6Η≅≅#
、

核实木

8 Τ 矛γ=少6 ∀6Χ ≅ΒΛ ≅6Α #
、

红 果葱臭木 8 功二口工例Ι 。 ,

Θ≅Β 66 4645≅Δ6
产Ι Κ #

、

胡桐 8ΕΑ 437蒯4Ι Κ 73

腼
Β ∀ΗΙ 。Υ

#
、

泰国黄叶树 8ΠΑ Β∀ 八叩八丫4≅Ι 川 女Α Κ 6二≅Χ#
、

大叶藤黄

8面
·

6一成Α [ Α Β ?Η 3 6
Η_ϑ Κ Ι Χ#

、

野 芒果 8]Α 叮才斤
矛℃

划1ϑ‘Υχ≅6Α
#

、

四辩崖摩 8月Κ 3 3 ?Α ?6∀?‘17 64Α 4Α #
、

琼楠

8 万6 χχΧ6 ΗΚ ≅6“≅Α 4≅Β 3‘6?3 ≅Λ 6Χ#
、

大 果 杜 英

8.4 846
口Ξ

Ξ≅?7 ΙΧ Χ≅⎯ ⎯≅ 次洲Χ≅Α5 #等
。

乔木第三层高 : 一

=! Β ≅、

复盖度  ! ∴
、

以棒柄花 8Α 6 ≅Λ ≅3 Β 胡≅6尹。用#

为优势
,

常见有木奶果 8Μ Α 66Α Ι ? 6Α ,
>

Α 用沪8,? “
#

、

叶

轮木 8 %Χ ?3 Λ 6Χ Ω Α Β ≅6Ι 4Α 4Α #
、

普文 楠 8 7Η
3 6Θ6

7Ι Ψ 6 , , 6Β Χ≅Χ #
、

思茅蒲桃 8邃飞义=召≅Ι Κ Χχ 6Κ Α 3 6Β Χ≅ Χ
#

、

大 叶刺篱木 8 +4 ΑΞ 口

Ι?∀ ≅Α 3 ⎯“Κ #
、

粗毛水 东哥

8ΧΑ 切,Α Ι≅ 瓦 Κ Α

Ξ?3 ∀?≅ ΞΗΑ #
、

喀钦肉实 8/Α4
℃口印‘

?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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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Α ‘,Η ≅, , 6Β Χ≅Χ ϑ Α ?
·

Χ≅Κ 3 Β Λ ≅≅#
、

大叶木兰 8材改Γ Β 3 4≅Α

Η。。, γ、
,
≅#

、

菩柔树 8 ,? ≅Γ 3 Β 3 Χ ∀6 Κ 3 Β ?Η5ϑ
? Χ3 ≅Λ 6 Ι Κ #

、

山桔树 8 Ρ 之下Ξ 3 Χ3 ≅Χ 7 6 Β ?Α7 4≅Φ 44Α #
、

思茅黄肉楠

8) 8,∀≅Β 3 Λ Α7 Η Β 6 Η6 Β尽≅#
、

假海桐 874’4∀3 /7 3 ?口7Χ≅Χ

⎯ 6 45? ≅≅#
、

微毛布荆 8 2≅ ?6[ 叮Ι ≅Β Α χΑ ϑ Α ?
5

尸Ι Θ6? _

Ι 4Α #
、

兑木 8Μ ? Α ΧΧ Α ≅37 Χ ≅Χ Γ 43 Κ 6 ? Ι 4Α ?Α #
、

披针楠

木 8744
3 Θ6 4Α Β Ξ 6 3 4Α ∀Α #

、

大果 ≅4∃ 香缘 8几塑ΔΒ ≅Α

�,口羚 ;
考斤

矛视#
、

染木 8及护阳
占阴 Α 4

6?Β
Α Β动℃#

、

倒卵叶紫

麻
‘

8 凸℃口二≅Λ6 8,Θ 8,ϑΑ
∀Ι Κ #

、

毛荔枝 8 (幼人64≅ Ι。

4‘17φ,
Α 。

·

6 Υ ‘Κ ϑ Α ?
5

7Α 446 Β Χ#
、

棋子豆 8门 下≅Β Λ犷3无6 4Ι7 Η Α

口6 4Α 46ΒΧ ≅95 #
、

假山龙眼 8−6 4≅6≅3Ω 成 ∀6?Κ ≅Β Α 4≅Χ#等
。

幼灌层高 = 一 : Κ
,

复盖度 :! ∴ 一 >! ∴
、

主要由乔木

的小
、

幼树组成
。

常见的灌木有腺曹木 8娜
,

Ξ6 ∀≅ Α

Χ≅Β 6Β Υ = #
、

细腺尊木 8均
少66 ?≅Α Γ ?Α 6 ≅4≅Χ#

、

密花火

桐 8 ∗ 6 6Α 63

Κ7 。“尹
3 ? Α #

、

露 兜 8 7Α
Β Λ Α Β Ι Χ

Δ4∀ ? 6Α ?3 Χ #
、

罗伞 叼卜Λ ≅Χ≅Α ΧΩ
5

#
、

毛杜茎山 8材‘6Χ Α

7’χ
?Κ 8,4 4’Χ# 、 假卫茅 8]≅ Ξ? 34 ?

3Ω ≅Χ Λ4’Χ Ξ3 4Α ?# 等
。

草

本 层 高 4 Κ
,

复 盖 度 � ∴
,

以 冬 叶
、

野 靛 棵

8油
Β “ ,‘∀ΗΙ Χ 夕Α ∀6Β ∀8Δ4

3 ? Α #为优势
,

常见有球子草

876 4≅3 Υ Α Β ∀Η Ι Χ Χ ≅Β ≅6 Α #
、

线柱芭苔 8尺八下Β 3 6 Η3 ?_

。汤Ι Κ 3 Θ8# ϑΑ 爪Κ #
、

大托 楼梯 草 8 .4 川3Χ ∀6 从Α

。 ,6 Γ Α 6劫Η Α 4Ι Κ #
、

野芭蕉 8入纽ΧΑ Α 6Ι Κ ≅Β Α ∀Α #
、

多

歧楼梯 草 8 . 4Α ∀3 Χ ?6 Κ Α Κ Α 6 ≅Β ∀5ϑ ?6 ≅#
、

沿 阶草

8 %7 Η ≅3Ω 3 Γ 3 Β ? 6 ϑ Ι 4Ι χΙ Χ
#

、

闭 鞘 姜 8 Ε%
Χ∀Ι Χ

胡
。6 ≅3 ΙΧ #

、

越南万年青 8 )Γ 4Α 3 Β 6 3 Α 尸≅
6??6

Α _

。 Υ ‘Χ#
、

海芋 8 月43 6ΑΧ ≅Α Κ Α 6? 3 ?? Η≅χ Α #
、

腺脉营

8 Ω ≅76 ,
·

Θ‘, ϑ ≅Β Ι Κ #
、

穿 鞘 花 8 月Κ 艺Χ 6Η 3 ∀3 45峥6

Η≅Χφ , ≅叮‘, #
、

孔药花 87 3 ? Α Β Λ Α ?Α 6 6Κ 3 ΧΑ #
、

裂叶秋

海棠 8Μ 6Γ 3 3 ≅Α 4Α Β 6≅Β ≅Α ∀Α #
、

粗缘秋海棠 8Μ 6 Γ 3 Β ≅Α

6 ? Α Υ 4’#5 3 Υ ??≅Χ#
、

九节 8几 , 6
Η3 ∀?≅ Α 一Ι Β Β Α Β 6 Β Χ4’Χ#

、

蛇

根草 8%7 44≅ 口?? Η≅ χΑ Χ7
5

#及多种旅类植物
。

层间藤

本植物有翼核果 826
Β ∀≅4Α Γ 3 6 Α 4Φ 6 Ι 4Α ?Α #

、

刺果藤

8Μϑ ??Β 6 ?≅Α ≅Β ?6Γ
?
4Δ3 4≅Α #

、

十字崖爬藤 8,6 ∀? Α Χ?≅
_

Γ Κ “

,’?Ι Ξ5≅ Χ∀ Ι撰#
、

阔 叶 风 车 藤 8
,

Ε8, 3 Θ?6 ∀Ι Κ

4Α∀ 如4≅44 间
、

长节珠
、

小尊瓜馥木 8+≅ ΧΧ ≅Χ∀ ≅Γ 3 Α

73 45=
,‘,Β ∀Η 3 ≅Λ 6 Χ#

、

独子藤 8 Ε6 4Α Χ ∀? Ι Υ 川 3 Β 3 Χ7 6 ?
_

。 Υ ‘Χ#
、

飞龙掌血 8 , 3 Λ Λ Α 4≅Α Α Χ≅Α ∀≅Ξ Α #
、

扁茹藤

8乃
·

≅Χ ∀≅脚 6 ? Α Α ?Θ3 ?6 Α #
、

薄叶羊蹄甲 8 Μ Α Ι Η≅Β ≅Α

?6 3 Ι
宕Δ4

3 ? Α
#

、

醉魂藤 8−
6 ∀6 ?3 Χ∀6阴。Α Α 4Α ∀Ι从#

、

赤

苍 藤 8 .沙 ?Η? 3Ω Α 4Ι Κ Χ 6Α Β Λ 6 Β Χ#
、

玉 叶 金 花

8入了扮Χ ΧΑ 6 Β Λ Α Η 3 ΧΧ 6 ≅#
、

链珠藤 8)45ϑ[ ≅Α ΘΑ 4Α Β
_

Υ Α 6 #
、

小叶信筒子 8. Κ Θ6 4≅Α 尸Α。尹3 ?Α #
、

鹿角藤
8ΕΗ

口Β6 Κ 3?7 ΗΑ 6? ≅8, Χ
∀_∀,4 ≅Χ# 等

。

附生植物亦丰富
,

以 乌 巢 旅 8 (6
3 ∀?叩?6 ?≅Χ Β ≅Λ Ι Χ#

、

王 冠 旅

87Χ 6 Ι Λ 3 Λ?5ϑ Β Α ?≅Α 6 3 ? 3 Β Α ∀ΙΧ#
、

狮子尾
、

石柑为常

见
、

其它有黄花胡椒 8尸切6;’
5

Δ4 Αϑ ≅Δ4 3? Ι。#
、

七叶莲

8反Η咤ΔΔ4 6?Α ϑ6 Β Ι 43 Χ Α #等
。

:
5

� 番龙眼
、

干果榄仁林

该群落分布在 = :! ! Κ 以下的二些更为潮湿的阴

坡狭谷沟警
,

在晰掣却沟和组成上与多花嘉榄
、

番龙

目酬蹼似
。

该群落乔木功确
户

: 层
。

上层高 � 一 : Κ
、

以干果榄仁和番龙眼为优势种
,

伴生有毛果猴欢喜

8 /4 3Α Β6 Α ∀3 Κ 6洲8<ΧΑ #
,

毛 叶 泡花树 8油4∀3Χ Κ Α

Χ7 #
、

长柄油丹 8月4Υ 63 Λ Α7 ΗΒ 6 尸66?≅3 4Α , 5= #
、

新乌檀

8
·

(6
3 Β Α Ι Ξ 46‘Υ Γ ?

8ηΔ≅ ∀Η≅≅#等
。

乔木第二层高 =! 一

� Κ
,

复盖度 9! ∴
、

以藤春为优势种
,

伴生大叶风吹

楠
、

钝叶桂
、

毛荔枝
、

胡桐
、

王兰叶木姜 8刀∀Χ6
Α

Κ ΑΓ Β3 4妙4≅Α #
、

山 蕉
、

四 棱 蒲 桃
、

粗 丝 木

8Ρ%
Β 少Η Α Β Λ ? Α ∀6 ∀?Α Β Λ Α

#
、

细毛樟 8Ε≅ ΒΒ Α Κ 3Κ
Ι Κ

46Β
∀正
≅7≅4Ι Κ #

、

厚叶琼楠 8 Μ 6≅4ΧΞ 俪≅6Λ ≅Α 76?Ξ 3? ≅Α
_

Ξ6Α #
、

李榄琼楠
、

小叶藤黄等
。

乔木第三层高 : 一

=! Κ
,

以棒柄花为优势
,

伴生有山木患
、

兑木
、

大

参
、

散微子 8 Μ Α 4≅8#Χ7 6? Κ Ι Κ 仁ΔΔΙ
ΧΙ 。#

、

4力竹子

8八儿‘增 Α 脚Α

二Ξ4 Α Λ Α #
、

粗毛水东哥
、

细枝蒲桃

8为攫叮细从 Χ7
5

#
、

喀钦肉实
、

棋子豆
、

思茅黄肉

楠
、

石狮子 8) ?Λ ≅Χ ≅Α Α?Θ ι
6

哟
、

圆果 罗伞

8刁矛汉钻≅Α Λ67?
6 ΧΧ Α #

、

大果 山香缘
、

云南崖摩

8)Κ

ι 52& ΒΒ Α Β6
刀 =  #

、

光叶山小桔 8口Ζ 口‘Κ ≅Χ

3ϑ 3 ≅Λ 6Α #
、

齿口催旗沐 8刀次≅Ξ∀4 Β Λ ? 3 Β 6 Χ 4≅7Ι4 Α ∀Α ϑΑ?

,’6 4Ι ∀≅Β Α#
、

枝花李榄 8瓜
∃怕Ξ≅ 6?Α ι 尹口?Α #

、

木奶

果
、

双籽棕 8)? 6ΒΓ Α ΞΑ44 ΛΑ4 Α# 等
。

层间藤本植物有

刺果藤
、

毛枝翼核果 8 26
Β χ≅4心 ! 6Α之、

, 6Ι χΑ ∀。 ϑΑ ?
5

∀45≅ 认3Ξ 4Α Λ Α #
、

羽叶金合欢 8) 3 Ξ≅ Α 76 ΒΒ Α4 Α#
、

省藤

8ΞΑ 4, ΙΧ Χ7
·

#
、

独子藤
、

十字崖爬藤
、

波罗香藤

8犬Λ办“Κ ΑΒ Α Κ 3Χ Κ Α#
、

小叶 信筒子
、

买麻藤

8ΡΒ 6∀ Ι Κ Κ 3Β ∀Α Β

ΙΚ #
、

匙羹藤 8肠
户阴Β 6Κ Α 妙1ϑ6

_

Χ4 ?Α #等
。

附生植物有鸟巢藏
、

锥头麻 8厂Θ艺⎯≅43胡6?
_

从, 4Α Β Ξ勿4Α 4Ι牌#
、

突脉球兰 8万山砚 Β

ι
#

、

狮

子尾
、

石柑
、

黄花胡椒
、

毛藤榕 8几ΙΧ ΧΑΓ ≅∀∀ Α∀ Α#

等及一些兰科植物
。

林下幼灌层仍以幼树为主
,

伴生

灌木有矾叶九节
、

睫毛粗叶木
、

密花火筒
、

毛杜茎

山
、

腺曹木
、

弯管花 8ΕΗ
Α ΧΑ 4≅Α Ξ

二尹
口?Α #

、

露兜
、

云南山壳骨 87Χ 6Ι Λ3? Α Β∀ Η6 Κ Ι Κ Κ Α4

ι
#等

。

在

沟警边和石崖上草本层发育较好
,

不同草本植物在局

部地段上形成优势
、

如有的地段 以长柄赤车

876 44≅ 3Β ≅Α ∀Χ% %ΒΓ ≅4# 和多种楼梯草 8 .4 Α∀ 3Χ∀ 3
Α

ΧΩΩ
5

#为优势
,

有的地段 8较开阔谷底部# 以长穗爵

床 8/∀ ?3Θ ≅4 Α Β ?ΗΙ Χ ΧΩ
5

#8高达 : Κ #
、

野靛棵为优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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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地段则以球子草为优势
。

其它常见草本植物有

藤 麻 8 7?
3 。

·

?≅Υ 6?亡Β Α ?Α #8生于石上 #
、

老虎须

8 , Α 6 6Α 6ΗΑ Β ??≅ 6?≅ #
、

冬叶
、

歪川秋海棠 8Μ 6 Γ 3 Β ≅Α

泛?Φ口Λ ≅,#
、

穿鞘花
、

沿阶草
、

仙茅 8 ΞΙ 二454烤口

6
Α7 ≅?Ι 44Α∀ Α

#
、

竹根七 8Τ ≅印。,
·

叨 = 43 Β Γ沙4≅Α #等
。

ϕϕϕϕϕ

距离 ΟΚ

图 = 多花嘉榄
、

番龙眼林群落垂直结构图

=
5

番龙眼 8脚
”, 6?产Α ?3 川6 3 ∀3 ΧΑ #Υ �

5

棒柄花 8Ε 46 ≅Λ ≅3 。 印≅Ξ价
3 ?翻川#; :

5

藤春 8)44# Η3 、Χ 3Α 川。刀口Γ少。Α
#; >

5

钝叶桂 8Ε≅
。。Α 冷Υ 3 。 。。

Θ心3 4Γ Η3 ∀Α #Υ  
5

彼针楠木 87Η
3 Θ6 1Α 。,γ6 3 4Α ?Α #; 9

5

大果杜英 8.4
Α 6 3 ΞΑ 塑。 Χ≅⎯ 无≅3 6

ΒΧ≅
Χ
#; <

5

枯树 ; �
5

多花嘉榄 8ΡΑ
? ΙΓ Α

刀∀#?≅ Θ。。勿
ϑ Α ?

5

Γ Α , Θ ,6 ≅#; ς
5

粗毛水东哥 8/Α
3
?Α

Ι ≅Α 阴 Α

Ξ?3
??≅ 6 ΗΑ

#; =!
5

木奶果 8Μ Α ‘、Α

Ι?6
Α ?Α 州价3?Α #; = =

5

大参 8材改份
亡孕Α 3

Α5[ Λ ≅Χ4 α亡?阴。力Υ

=�
5

大口Δ
·

刺篱木 8+4
Α 63 Ι ? ?≅Α 尹划⎯ Α 川#Υ =:

5

� 又宝树 8 Τ “Α ΘΑ ”Γ Α Γ ? Α 刀刁≅43 ? Α
#; =>

5

普文楠 8744 3 口Θ6 尸之, 卜ϑ6 ,了6 刀占≅占#

显然
,

菜阳河的热带季节雨林具有与西双版纳的

热带季节雨林完全类似的物种细赫口群落结构
、

无疑

是西双版沟谷季节雨林向北延伸
、

嵌入分布的类型
。

它具有与典型热带雨林类似的群落全奇沟和生态夕嗽特
征

,

绝非 / 6 Η≅哪
6 ? 8 ’> ’概念的季风林 8Κ 3 Β Χ3 3 Β

Δ3 ?6 Χ∀# 或一些中国学者译用的季雨林 ‘” 〕
。

> 生物地理意义

>
5

= 印度一马来西来热带雨林的北缘类型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具有与赤道地区的典型热

带雨林类似的群落结构
、

生态外貌特征
、

类似的物

种丰富度及生态表现
, ,

已被证明是真正热带雨林的

一个类型
5

为印度一马来西亚热带雨林的北缘部

分
〔’‘一 ” ’ 。

思茅菜阳河的热带季节雨林群落高达

> ! Κ 多
,

乔木有 : 个树层
,

层间木质藤本和附生植

物丰富
。

上层乔木具有巨大的板根
,

其树冠高举于

主要层林冠之上
,

成为散生巨树 ; 中
、

下层乔木亦

具有老茎生花
,

幼
、

小树具有滴水叶尖
。

林下常见

大叶草本植物
,

故无论在群落结构
、

生态外貌特征

上还是种类组成上均与西双版的热带季节雨林类

似
、

是西双版沟谷季节雨林延伸
、

嵌入分布的部

分
,

也是西双版热带季节雨林的最北类型
。

菜阳河自然保护区分水岭以北的沟警
,

尽管仍

有较多热带成分
,

但未见典型季节雨林群落
。

分水

岭以南沟警的热带季节雨林
,

显然已是西双版纳热



ς � 东 北 林 业

带季节雨林的最北和海拔极限的类型
。

这暗示了西

双版的热带季节雨林作为完整的群落类型在历史上

发生的最北边缘之一可能就是菜阳河自然保护区分

水岭的南坡
,

也意味着西双版纳的热带季节雨林发

生历史相对较晚
,

是在晚第三纪横断山隆升到一定

高度
,

热带潮湿气候在局部生境形成以后发展起来

的
。

>
5

� 热带亚洲植物区系的边缘部分

从组成菜阳河热带季节雨林植物区系的科来

看
,

在典型热带的科如泛热带分布的肉豆笼科

8] Φ?≅Χ ∀≅6 Α 6 6 Α 6 #
、

箭根薯科 8 , Α 6 6 Α 6 6 Α 6#
、

橄

榄科 8Μ Ι ? Χ6 ? Α 6 6 Α 6 #
、

山榄科 8/Α7 3 ∀Α 6 6 Α 6#
、

茶

茱英科 81Ξ ΑΞ ≅Β ΑΞ 6Α 6# 等 ; 古热带分布的番荔枝科

8) Β 3 Β Α 6 6 Α 6#
、

露兜树科 87Α Β Λ Α Β Α 6 6 Α 6#
、

海桑

科 8 Χ3 Β Β 6 ? Α ∀≅Α 6 6 Α 6#等
。

有主产热带
,

但分布区

延伸到亚热带甚至温带的科
,

如茜草科 8∋ ΙΘ ≅ΑΞ
_

6 Α 6#
、

爵 麻 科 8 )Ξ
Α Β ∀ΗΑ 66 Α 6#

、

大 戟 科

8 . Ι
7Η

3 ?Θ ≅Α 6 6 Α 6#
、

桑科 8 ] 3 ? Α 6 6 Α 6 #
、

樟科

8∗ Α Ι ?Α 3 6 Α 6#
、

夹竹桃科 8) 73 6ΦΒ Α 6 6 Α 6#
、

糠科

8] 64≅Α 6 6Α6 #
、

橄榄科 8Μ Ι ? Χ 6 ?Α 6 6Α6 #
、

葡萄科

82 ≅∀Α 6 6 Α 6 #
、

’

尊麻科 8 & ?∀≅6ΑΞ 6Α6 #
、

天南星科

8)?
Α沈Α6 #等

。

有主产亚热带的科如壳斗科

8+ Α 6 6 Α 6#
、

木兰科 8] Α Γ Β 3 4≅Α 6 6 Α 6#
、

五味子科

8/ 6 Η ≅χ Α Β Λ ? Α 6 6 Α 6#
、

山茶科 8, Η6 Α 6 6 Α 6 #
、

省沽

油科 8/ ∀即ΗΦ 4Α 6 6 Α 6#
、

榆科 8& 4Κ Α 6 6 Α 6 #等
。

主

产温带
,

分布区扩展较大的科多为一些草本植物

科
,

如菊科 8 Ε 3 Κ 73 Χ≅∀Α 6#
、

禾本科 8 Ρ ?Α Κ ≅Β
_

6 Α 6#
、

百合科 8∗ ≅4≅Α 6 6 Α 6#及蔷薇科 8∋ 3 ΧΑ 6 6 Α 6#

等
。

菜阳河热带季节雨林植物区系仍以热带和主产

热带的科为主
,

属于热带性质的植物区系
。

但在其

热带成分中
,

以主产热带
,

分布区延伸到亚热带和

温带的科为最多
。

该植物区系中含较多种数的优势

科全都是这类科而非典型热带科
,

故该植物区系具

有明显热带边缘性质
、

是热带亚洲区系的北缘部

分
。

在其植物区系属的组成上
,

以热带分布属占优

势
,

包括热带亚洲分布属如 )17Η3 ΒΧ6
Α

,

) Κ 33 ?Α
,

岭“
∀≅Α

5

)Γ
Α Β 3 ΧΚ Α

,

]≅ ∀?67 Η3?Α
、

ΕΗ
Ι ⎯ ?Α Χ≅ Α

,

Ε8< 43 Ξ Α Χ≅Α
,

)7 Η Α Β Α阴4’[ ≅Χ
,

−%
?ΧΔ≅ 6 4Λ ≅Α 等 Υ 全热带分

布属如 Ρ Β 6 ∀Ι Κ
,

Μ 6 ≅4Χ6 ΗΚ 6 Λ ≅Α
,

尸勿6 ? ,

Ε司叨Α ?≅Χ
,

Ε4 6≅Λ ≅3 Β 、

Μ 3 6 ΗΚ 6? ≅Α
,

入丘446 ∀≅Α
、

乙倪Χ≅Α Β ∀ΗΙΧ
,

注?Λ ≅Χ≅ Α5 Μ Α Ι Η≅ Β≅ Α 等 ; 旧 世界热 带分 布属 如

国ϑ炙跨 ≅Ι Κ
,

7Α
Β Λ Α Β Ι Χ

,

26
Β ∀≅4ΑΓ 3

,

几“≅Χ ∀≅Γ Κ 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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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ϑΑ 4∀Η≅Α
,

Ε口? Α 44≅Α
,

Ε口Β Α ?≅Ι Κ
5

Ε八Α ΧΑ 4≅Α
,

7≅ ??3 Χ
_

Ω 3 ?
3Ω Χ≅Χ 等; 热带亚洲至大洋洲分布属如肠Λ4 Α 月Λ ≅Α

,

月勿做
,

刀钻Λ吸动的
,

了七艺八巧之仓阴 Α
5

ΤΑ 4Θ6?Γ ≅Α,
一

Ρ 山增
Α

等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属如 +4 Α Ξ3 Ι?∀ ≅Α5

。刀‘力≅Α 等
。

温带分布属所占比列不多
,

如材心刀口
_

4≅Α
,

‘Η占∀Α Β勿∴ = 等
。

该植物区系以热带分布属占优

势
,

热带性质十分明显
,

并且带有较多热带巫喇刊或印

度, 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的特点
。

在种的地理成分上
,

至少有 9 个地理成分 8分布

区类型# 被认识了
,

包括� 旧世界热带分布种
,

如桑

科的拓藤 �  ! ∀#∃ %瓜% & ∋ &()∗ & ()∗ + ∗, 拈−和萝摩科的匙
羹藤 � . 切”刀忍州% 污/# /% 0)+ % −1 2 热带亚洲至大洋洲分

布种
,

如重阳木 � 3 ),’火45) 口 少酬% ∗ )& % −
、

菲岛桐

�6% ##∋ 匆7 8( )#)88 )∗ + ∗, ),− 等 1 9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

洲分布种
,

如柴龙树 �助
口减侧0+, ∀) : )∀) %0 %− 等 1 ;热

带亚洲分布及其变型的种类
,

如印度一马来西亚分

布的番龙眼 � 8∋ : + <)% <∋ : + ∗ <盯% −
、

千果榄仁

� 了+ 尸阴 )∗ % ##% 羚林, ∃=4 ,’% , % −
、

浆果乌柏 � ,卿, )! :

>% + & % <! : −
、

长节珠 � 8% < % : + < )% #% + / )? % ≅% −
、

海芋

� Α#∋ + % 7 )% : %

&<∋<< ( )≅ % −
,

阔Β枢阵藤 �  ∋ : >< + 0! :

#% <如#)! : −
,

绛真香 � Α &< ∋ ∗∃Χ + (∃/ % 8+ ∀ ! ∗ #% <% −
,

山木

患 � 万Δ<8 ! #)% + !8 % ∗ )∋ )∀ + ,−
,

樟 叶朴 �  + #<),

Ε=川 ∋ < + ∗ ,),−
,

木奶果 � 3 % + + % < ! + % < % : )5# ∋ <% −
,

小吻藩

黄 � .% <& ) ∗ )% + ∋ 。,% −
,

高榕 � Φ )+ !, % #0)“)勿 % −
,

大叶

白 颜 树 � . 介口儿∗ ) + < % ,! > % + 叮! % #),−
,

毛 荔 枝

� Γ动(+ #)! : #碑ΒΒ % & + ! : / % <
∃

尸% ##+ ∗ ,−
,

山 蕉

� 6) 0<+8 (∋ < % : % )∋ ? %∃Χ )−
,

大叶刺篱木 � Φ #% + ∋ ! < 0)%

Η’! Ι% :− 等 1 南亚一大陆东南亚分布的大叶藤黄

� . “尹‘)∗ )% ϑ % ∗ 0( ∋ +(∃/ : !, −
,

粗丝木 � .∋ 尹护切(% ∗ ∀< %

<+ <<% ∗ ∀% −
,

红果葱臭木 �勿
‘口,Κ #! : >)∗ + 0 + <落5+ <! : −

,

多花白头树 � .%
< ! ? %

∃

5# �1<) >! ∗ ∀ % / % <
·

? % : >#+ ) −
,

印度拷 �  % ,0 % ∗叩 Λ=Λ )∗ ∀ )+ % −
,

假卫茅 �6) + ,
·

∋ 0<叩=Λ

∀ ), + ∋ #∋< −
,

翼核果 � 冷∗ <)#%? ∋ & % #∃/ + ! #% 0 % − 等 7 大陆

东南亚至华南分布的火烧花 � 加勿/∋ ∀ +∗ ∀<∋ ∗

讼儿+ ! : −
,

白榄 �  % ∗ %<) ! : % #>! : −
,

四 瓣 崖 摩

� 注: ∋ ∋ < % <+ <<%8 + <% #% −
,

小尊瓜馥木 � Φ ),, ),#)? 。 , %

尸∋ #∃/ % ∗ ≅( ∋ )∀ + ,−
,

大叶木兰 � 龙勿? ∗ ∋ #)% ( + ∗ 理)−
∃

齿叶

猫尾木 � 刀∋ ≅)+ 人% ∗ %<∋
∗ + , <)8! #% #% /% <

·

/ + #! 0)∗ % −

等
。

Μ 中国南部分布 的种
∃

如广东蛇根草

� ∋8 ()∋ <( )≅ % + % ∗ ≅∋ ∗ )+ ∗ ,#’, −
,

云 南 崖摩 � Α ∋ ∋ < %

Κ ! ∗ ∗ % ∗ + ∗ ,),− 等
。

Ν 云南特有分布的种
,

如思茅黄

肉楠 � Α + 0)∗ ∋ ∀即(∗ + (+脚)−
,

巴豆藤 �  ,∃ %印 + ∀ ∋
Ο

#∋ >)! : ,& (∋ + ( )) −等
。

菜阳河热带季节雨林植物区系是西双版纳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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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植物区系的北延部分
,

就像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植物区系一样
,

以热带成分占优势
,

带有明显印度

一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特点
。

其建群种多花嘉榄
、

番

龙眼和干果榄仁均为典型的热带亚洲成分 ; 但云南

南部已为其分布的北缘
,

故该植物区系又具有明显

热带边缘性质和植物地理过渡与交汇带特点
。

>
5

: 热带雨林的极限类型和向南亚丈滞常绿阔叶林
过渡

发生在菜阳河自然保护区分水岭以南沟著的热

带季节雨林
5

仅沿潮湿的沟警底部呈狭带状分布
,

显示了与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最直接的过渡和镶嵌

分布格局
,

是西双版热带季节雨林的最北类型
。

与

西双版热带季节雨林相比
,

在菜阳河自然保护区的

热带季节雨林中
,

典型热带雨林的一些顶级树种
,

如梭果玉蕊 8Μ Α ,
·

? ≅Β ?口Β ≅Α 阴Α Ξ ? 3 Χ ∀Α 64≅5ϑ Α #
、

云南肉

豆范 8斌=, ?≅Χ?≅6 Α 夕Ι Β Β Α Β 6 Β Χ ≅Χ#
、

红光树 8Σ Β 6用Α

5

八
‘

咖
?‘Υ6 6 Α #

、

龙界
‘

878#
Ι ‘6 ?≅Α 3 ?Α Β Λ若Δ4 3 ?Α #等已不存

在或很少见
,

构成其热带雨林的上层树种如千果榄

仁
、

八宝树等多为先锋树种
、

意味着该热带季节雨

林的衍生性质
。

这种植被分布格局显然受局部地形

的制约
。

>
5

> 局部地形制约滇南热带雨林的分布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主要分布在景洪县大渡岗
以南海拔 Γ33 Κ 以下的地区

,

在一些特殊地形地

貌
5

如受山地逆温影响
,

也会出现在海拔 = �!! 一

= :! ! Β 4季风常绿阔叶林带或之上
,

表现为一种复

杂的与热带半常绿季节林
、

季风林和热带山地的常

绿阔口书沐镶嵌的分布格局
。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分

布创良大程度上受局部地貌制约
,

并非大气候
。

菜

阳河的热带季节雨林出现在西双版纳以北并且分布

在海拔 = �!! 一 = :!! Κ 的沟谷
,

显然也是局部小

气候的原因
,

这也佐证了滇南热带雨林的发生和分

布不与大气候一致
,

而是受局部地形的影响和制

约
。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分布与森林小气候关系的

研究才刚刚开始
,

而对于菜阳河自然保护区
5

至今

尚无气象观测资料 ; 故要从生境上解释清楚滇南热

带雨林的发生与分布格局
,

仍有很多基础工作要

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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