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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植 物 一 年 月

西双版纳励腊南贡 山季风常绿

阔叶林蔗类植物初步研究

李保贵
,

朱 华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云南动腊

摘 要 励腊南贡山季风常绿阔叶林 山坡类型 “ 面积样地上有旅类 种
,

在该森林群落草本层中占有

极其显著的地位
。

这些蔽类植物的地理成分分析表明它们属于亚洲热带的印度 —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的一

部分
,

表现为东南亚热带北缘植物区系的性质
,

并有热带山地向亚热带山地过渡的特点
。

在生态表现上
,

它们

的生活型组成是高位芽蔗类 地生藏种 占 地上芽藏类 地 面芽蔗类 写 地下芽获类

附生蔗类
。

由于该地区的季节性干旱气候
,

高位芽蔗类较少和几种附生蔗类的附生高度也

相对较低
,

旅类植物种群的数量与林下空气湿度及土壤表层的湿度一般成正相关
。

关键词 蔗类植物 季风常绿阔叶林 动腊南贡山 西双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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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常绿阔叶林是西双版纳分布面积最大的森

林植被类型
,

在 西双版 纳 自然保 护 区 的面 积约 为
,

占总面积的 西双版纳 自然

保护区综合考察团
, 。

季风常绿阔叶林主要分

布在勋腊县的励远至瑶 区一线 以南地带 其中包括

南贡山
,

励海县的曼稿及景洪市 的关坪
、

大渡岗等

地
,

海拔为

西双版纳的季风常绿阔叶林已有一些研究报道

西双版纳 自然保护 区综合考察团
,

云南植被

编写组
,

施济普等
, ,

但对这类森林植被

中的蔗类植物涉及很少
。

藏类植物是构成该森林植

被草本层的一个重要部分
,

研究其植物多样性组成
、

收稿 日期
一 一

修订 日期
一 一

基金项 目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 目资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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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男
,

河南荣阳市人
,

高级实验师
,

从事热带植物生态及获类植物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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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特征及 区系地理特点
,

对我们深人了解该地

区的季风常绿阔叶林 的生物多样性
、

生态学和生物

地理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

植 物 卷

日照时数约 励腊县 一 年资料

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

全

年干湿季明显
,

以上的雨量集中在 月份
。

研 究地点 自然地理 环境概况

南贡山位于励腊县 中部 即勋腊县 的龙林到励

远之 司
“ ‘ , ” ‘

海拔从山脚 至

山顶
,

相对高差为
。

该山体下

部 包括下部山坡的警沟及 山脚的沟谷 的森林植被

类型为热带季节性雨林 山体的中部 海拔 为

一 主要为季风常绿阔叶林
,

面积最大 山的

上部或顶部分布有苔鲜常绿阔叶林
,

面积不大
。

土壤的基本情况 西双版纳 自然保护 区综合考

察团
,

是 山的下部为热带北缘地带性土壤 —
砖红壤

,

其成土母岩主要 为紫红色砂岩
、

沙砾岩
、

泥

灰岩
、

页岩等 中部属南亚热带的代表性土壤 —赤

红壤 过去称砖红壤性红壤 上部是呈黄棕色至褐

红色的山地红壤
。

气候属热带北缘性气候类型
,

年均降水量约为

励腊县 年资料
,

年均气

温约 励腊县 一 年资料
,

年实际

研 究方法

采用样地调查方法 林鹏
,

董 鸣
,

孙

儒泳等
,

宋永昌
, ,

我们于 年 月在

南贡山的 个不 同地段分别设置了 个 只

样地
,

总面积
。

在每个 面积样地

上又设置了 只 的小样方 个
。

这

个样地涵盖 了约 “ 面积的季风常绿阔叶

林
,

它们基本上是处于同一个大的山坡 山体 上
,

均

属于西北至北坡
。

样地地点的群落外貌
、

结构及大

的环境因子 如海拔高度
、

气候
、

降雨量
、

土壤 等基

本一致 表
。

调查前将每个样地 中的小样方分别予 以编号
,

调查记录的顺序是从左边开始由下端向上依次进行

对每个小样方 中的所有旅类植物的种类
、

株 或丛

数
、

是否附生及附生的高度等进行记录
。

我们还对样

地外该森林类型中的其他旅类植物也作了调查记录
。

对调查到的每一种藏类植物均采集了凭证标本
。

表 样地的基本情况

样地编号
〕

,

海拔 ”

坡向
坡度

“

群落高度 群落总盖度
一

层盖度
乔木 层
株数 株

一

层盖度
乔木总

株数“ 株

八公曰八乙乙弓乙样地 〕

样地
,

样地 〕

样地 ,

合 计

魂

, ’由于 调查样地均处于山坡地段
,

本表中海拔为样地 中部海拔 “ , 调查统计的乔木为胸径在 。 以 上者
。

’ 〕

通过资料整理
,

获得该地季风常绿 阔叶林旅类

植物的种类组成
、

生活型
、

种群数量以及它们的频度

或存在度分布等数据资料
,

进行群落生态学研究
。

依据植物名录
,

利用植物区系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

分

析了这些藏类植物的地理成分和植物区系特征
。

研 究结果

样地物种组成

个样地均属 典 型 的热 带 山地 季风 常绿 阔叶

林
。

群落的外貌特征表现为林相整齐
,

林冠颜色苍

翠 群落结构简单
,

林 内空 旷
,

干季林下干燥
。

乔木

基本上分为 层
,

绝大多数乔木树种分枝低矮
,

树皮

厚而粗糙 乔木层主要 以山毛样科
、

樟科
、

山茶科
、

木兰科

植物组成
,

但乔木树种 以山毛桦科植物最多

林内木质藤本及附生植物均不多
。

个样地乔木树

种的组成详见表
。

旅类植物科
、

属
、

种组成

根据有关植 物 志 钱 崇澎 等
,

秦仁 昌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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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维 明 等
,

刑 公 侠 等
,

吴 兆 洪
,

谢演堂等
,

孔 宪需等
,

吴兆洪等
,

王 培 善 等
,

林尤 兴 等
,

等
, ,

通过对采集于南贡山 个样地 中的旅类

植物标本的鉴定
,

在 公顷的季风常绿 阔叶林 中有

藏类植物 种
,

隶属于 个科 个属 其 中样地

有 种
,

隶属于 个科 属 样地 有 种
,

隶

属于 个科 个属 样地 有 种
,

隶属于 个

科 个属
,

样地 有 种
,

隶属 于 个科 个

属
。

以碗旅科
、

金星旅科
、

水龙骨科的种类居多
,

分

别为碗旅科 属 种
,

金星蔽科 属 种 毛藏属

种
,

水龙骨科 属 种 石韦属 种 其次是凤尾

藏科 属 种
,

蹄盖旅科 属 种
,

乌毛藏科 属

种 随后是鳞毛藏科 属 种 其余 个科各有 个

表 样地乔木树种调查统计表

样地 样地 样地 样地
种名

层 层 层 层 层 层 层 层

思茅黄肉楠 户人 。 一‘ 夕

八角枫
。 ,

菲律宾合欢 二

茶梨
,

滇银柴 夕 ,

西南桦
,

杯状拷

刺拷 人 二

泪公拷 技 尸 二

野柿
‘ 夕 夕

桃叶杜英

云南黄祀
, 尸 ‘

功

岗拎 君

长毛刺拎 , ,

大叶鼠刺 。 , 夕

截头石栋 户 ,

印度血桐 “ ,

尾 叶血桐 “ 厂或

细 毛润楠 “ ,

北酸脚杆 己

黄棉木
进,

入 刀 ,

红花木择榄

山桂花 之

披针叶楠 尸 , 尸。

普文楠 二。

密花树 夕

木荷 阴 ,

钝刀 木 。 、

蒲桃 夕二夕 刀 , 乙。

红椿 。

大果山香圆 介

滇缅越桔 二 。 “ 。

红花水锦树 。

“ ‘ ”

表示该样地中出现
。 “ 二 ”

关

韶

书

公

种
。

个样地旅类植物科
、

属
、

种的组成情况见表
。

蔗类植物种群数量

通过对样地调查材料的统计
,

得 出了励腊南贡

山 的山地季风常绿阔叶林里蔗类植物的种群

数量 个体数量
,

详见表
。

从表 看出
,

在 “ 面积上旅类植物合计的

个体数量为 株 或丛
,

下 同
,

个样地各 自的

藏类植物个体数量均在 株以上
,

其中个体数

量最多的样地
,

有 株
,

最少的也有 株
。

在 面积上旅类植物个体数量大于 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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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个种
,

分别是狗脊 株和假稀羽 鳞毛旅

株 个体数量在 一 株的有 种 个体数

量在 株的有 种 个体数量在 株

的有 种
,

其中仅 和 株的分别是 种和 种
。

另外
,

从表 看出
,

旅类植物种群的个体数量与

它在样地中出现的频度或存在度并不一定是成正 比

植 物 卷

的关系
,

如剑叶鳞始旅和金毛狗等
,

他们各 自总的个

体数量分别为 和 株
,

可他们分别在 个样地

都出现
,

即存在度均达到 级 而渐尖毛蔗
、

苏铁旅

和大羽新 月截
,

他们 的个 体数分别 是
、

和
,

可他们分别在 个样地
、

个样地和 个样地 中

出现
,

即存在度分别仅是 级
、

级和 级
。

表 南贡山 样地蔗类植物科
、

属
、

种的组成

科名 属名

十 样地 样地 样地 样地

种数 属 种数 属 种数 属 种数 属 种数

里 白科

海金沙科

蚌壳旅科

碗获科

鳞始旅科

凤尾旅科

书带破科

蹄盖获科

蹄盖蔗科

蹄盖威科

金 星获科

金星旅科

乌毛旅科

乌毛旅科 ,

乌毛旅科

柄盖威科

鳞毛截科

鳞毛戴科

实截科

水龙骨科

水龙骨科

水龙骨科

合 计 个科

芒其属

海金沙属 “

金 毛狗属 舰

鳞盖荻属 从
“

鳞始旅属 瓜

凤尾荻属 尸

书带获属

短肠蔗属 , ,

蹄盖旅属 “从

拟鳞毛荻属 ￡ 龙

毛蔗属

新月旅属 人厂 ￡

乌毛蔗属

苏铁旅属

狗脊属

红 腺截属

复叶耳旅属

鳞 毛蔽属 打

刺旅属

尖嘴蔗属

瓦 韦属 ￡

石韦属 尸

个属

芳 补

芳 苦

二 , , ,

表示该属蔗类在此样地中出现
。 “ , ” ·

此外
,

在样 地外 的其他 种类 有披 针 叶莲座旅
, , 户 、 。 己

,

仅见 株
,

生 山坡著

沟
,

长势不佳 中华秒 锣 人 。 ,

仅

在样地 下面约 处 的山坡沟谷边见到 株
,

高约
,

生 山 坡 管 沟 荫 干 乌 族
、 。 , ,

仅见路边荫湿处 蔽 艺

,

见 于林 中路旁
、

疏林 及 林 缘 等 疏 羽 耳 旅 尸。 , 。

,

见 株
,

生山坡警沟荫干
,

长势不佳
。

地理成分分析

根据有关文献资料 沙 菲尔等
, ,

托尔马乔夫
,

黄观 程
,

吴吉华等
,

和有关中国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 王荷

生
,

”
,

并结合参考有关对 中国旅类植物属区 系

地理成分的研究 吴世福等
,

朱维明等
,

陆

树刚
, ,

等
, , ,

我们对

励腊南贡山 耐 面积的季风常绿阔叶林中旅类植

物科的地理分布及属
、

种的地理成分进行了统计
。

科的地理 分布 从蔽类植物科 个 的地

理分布看 表
,

以世界 热带
、

亚热带分布的科最

多
,

有 个
,

如里 白科
、

海金沙科
、

蚌壳藏科
、

碗旅科
、

鳞始藏科
、

凤尾旅科
、

书带旅科
、

金 星藏科
、

乌毛蔽

科 其次是世界广布的科有 个
,

如蹄盖藏科
、

鳞毛

旅科
、

水龙骨科 另外
,

世界热带地区分布和亚洲热

带
、

亚热带分布的科各 个
,

分别是实族科和柄盖蔗

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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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南贡山 样地玻类植物种群数

种名

株数 株数 株数 株数

‘ 丰

渭 犷
‘

存在度
级

川

内乙

月色
‘门了乙一丫

,‘乙

介盯

竹︸

狗脊 、 。

假稀羽鳞毛获 夕 乞 户 己 户

疏叶蹄盖蔗 夕 己

光叶鳞盖旅 赫 户

剑叶鳞始玻 。

金毛狗

渐尖毛旅 ￡。

热带鳞盖蔗
。 ,

边缘鳞盖旅 ￡

柳叶海金沙 少 仇 “

隐柄尖嘴蔗 夕

苏铁蔗 二 ￡

线羽凤尾获 ￡

芒其 二 以

刚毛鳞盖旅 从 以

拟鳞毛威 ￡二 走 心

柔软石韦 夕 ￡

大羽新月威 尸 人 己

红色新月旅 丸人 户 。

展开毛肤 。

华南毛旅 户

滇南复叶耳蔗 ￡ 一夕 , ‘

书带旅

瓦韦 人 占

乌毛威 爪

长尾凤尾蔗 饥 户入

毛柄短肠蔗 ‘

裸叶石韦 己

中华刺旅 、 ￡

半边旗 尸 、

圆头红腺族 。

合 计

竹

︸以

订一

一

表 蔗类植物科的地理分布统计

地理分布
科数

占 旅类
科百分比

,

世界热带
、

亚热带分布

世界广布

世界热带分布

亚洲热带
、

亚热带分布
一

属的 区 系成分构成 通过对南贡山 “ 季

风常绿阔叶林蔽类植物 个属地理成分的划分与

统计看 表
,

该森林藏类植物区系以泛热带 世界

热带
、

亚热带 分布的属最多
,

有 个
,

他们是海金沙

属
、

乌毛族属
、

复叶耳旅属
、

鳞始藏属
、

凤尾获属
、

书

带截属
、

短肠藏属
、

毛旅属等 其次是旧大陆热带
、

亚

热带的亚洲
、

非洲
、

大洋洲分布的属有 个
,

如芒其

属
、

鳞盖旅属
、

尖嘴旅属
、

瓦韦属
、

石韦属等 旧大陆

热带
、

亚热带的亚洲
、

大洋洲分布的 种
,

新月旅属
、

苏铁族属 世界分布的属 个
,

鳞毛蔗属
、

蹄盖旅属

世界热带
、

亚热带的亚洲
、

大洋洲
、

美洲分布属 个
,

即金毛狗属 亚洲热带分布的属 个
,

红腺蔗属
、

刺

藏属 亚洲热带
、

亚热带分布 个
,

即拟鳞毛旅属 北

温带的西非
、

南欧
、

北美分布 个
,

即狗脊属
。

种 的地理成分分析 从表 统计了 种藏

类植物的地理成分
,

该森林类型旅类植物区系仍然

是以亚洲热带
、

亚热带分布的成分占优势
,

有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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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

它们分别是芒其
、

柳 叶海金沙
、

边缘鳞

盖威
、

刚毛鳞盖旅
、

光 叶鳞盖旅
、

热带鳞盖旅
、

金毛

狗
、

线羽凤尾蔗
、

半边旗
、

书带旅
、

拟鳞毛蔽
、

大羽新

月藏
、

红色新月旅
、

华南毛藏
、

展羽毛藏
、

假稀羽鳞毛

藏
、

苏铁旅
、

乌毛蔽
、

圆头红腺旅
、

中华刺威
、

隐柄尖

嘴旅
、

裸叶石韦
、

柔软石韦 其次是亚洲热带分布的

有 种
,

如长尾凤尾旅
、

狗脊
、

滇南复叶耳旅 东亚
、

东南亚分布 种
,

即疏叶蹄盖蔗
、

瓦韦 中国一 日本

和热带亚洲
、

非洲
、

大洋洲分布各有 种
,

它们分别

是渐尖毛藏和剑叶鳞始旅
。

表 蔗类植物属的分布区统计

植 物 卷

渡的特点
。

分布区类型
一

属数
占 旅类

属百分 比

“肠乳东沃伙世界分布 ,

泛热带分布
一 ,

热带亚洲
、

大洋洲
、

美洲分布
’ 。 ,

热带 亚洲
、

非洲
、

大洋洲分布
,

吕

热带亚洲
、

大洋洲分布
〕 、 。

亚洲热带
、

亚热带分布
尸

长

亚洲热带分布

西非
、

南欧
、

北美分布
,

总 计 飞

表 南贡山 季风常绿阔叶林中

蔗类植物种的分布区统计

分布区类型
种数

占 旅类
百分 比

次
热带 亚洲

、

非洲
、

大洋洲分布
,

亚洲热带
、

亚热带分布
〕 邑 一

亚洲热带分布

东亚
、

东南亚分布
,

。
,

东亚 中国一 日本分布
、 一

丁讨急

励腊南贡山季风常绿阔叶林旅类植物区系中没

有特有成分
,

总的看来应该属于亚洲热带的印度一

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的一部分
,

表现为东南亚热带北

缘植物区系的性质
,

并有热带 山地 向亚热带 山地过

族类植物生活 型组 成及特点

从藏类植物 的生 活型统计看
,

在南贡 山

季风常绿阔叶林里 的 种旅类植物中
,

除附生旅类

种 即书带蔽
、

隐柄尖 嘴旅
、

瓦韦
、

柔 软石 韦
、

裸 叶

石韦
,

均属水龙骨科种类 和藤本蔗类 种 柳叶海

金沙 外
,

有 种地生 的藤类植物
。

由于林内较干

燥
,

附生旅种不仅种群较小
,

而且附生的高度一般较

低
,

除书带藏达
,

石韦达 外
,

其余的均

在 以下
,

还有几乎所有的附生旅种在我们的调

查期间 为西双版纳 的干季
,

由于水份 或湿度 的

不足
,

叶子均处于枯萎状态
。

在地生蔽类植物 中
,

如根据植物生活型划分 李

博
, ,

其中高位芽旅类 种 不包括附生藏类

地上芽旅类 种 地面芽旅类 种 地下芽藏类

种
。

高位芽旅类表现为根状茎直立
、

斜生
,

但粗大
,

而且地上部分明显
,

萌发芽远离地面
,

一般都在地面

以上
,

如苏铁藏 、 、

毛轴短肠

藤 及 书带旅 认 丫

、

隐柄 尖 嘴旅 夕
、

瓦 韦
、

柔软石韦 夕
、

裸叶石韦 尸 掀 “ 等 种附生蔽类
。

地上芽旅类 的更新 芽明显位于地面之上
,

一般

为高 出地 面 至 之 间
,

如 金 毛 狗
、

狗脊
‘, , 。 、

热带 鳞

盖旅 , , 、

乌毛旅 。

, 。

地面芽在旅类植物 中多表现为根状茎斜生
、

直

立而又短小的类群
,

他们的根状茎在地上 的部分不

显 著
,

萌 发 芽 仅 见 于 地 面
,

如 假 稀 羽 鳞 毛 旅

夕 户 、 、

疏 仆十蹄 盖威 入夕

、 、

滇南复叶耳蔗
、

一少
、

拟鳞 毛旅 二 二 。 、

、

展 开 毛 旅 。 。、 、 。 , 、

中华 刺蔗
、 , 、 、

圆头红腺旅 ‘, , , , ,

、 、艺
、

线羽凤尾旅 ‘、 艺、。 、 、

长尾凤尾藤
、 、

半 边 旗
。

地下芽在藏类植物中多表现为根状茎横走的种

类
,

即这些藏类刚萌发 的芽几乎位于土表下或枯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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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 层 下
,

如 柳 叶 海 金 沙 , 、 ￡

, , , 、

渐尖毛藏 夕 、 ‘ 、 、

大羽新月

藏 尸 二
、

红 色 新 月 蔗 尸

阴 , 、。 、

刚毛鳞盖藏 何万

人 , “
、

光 叶鳞盖旅 艺 、 、

剑

叶鳞始旅 。己、 、 、

边缘鳞盖藏
、 、

华南毛蔗 、 、

。、、 、

芒其 、 。

别可作为土壤及环境状况 的指示植物
,

如铁芒其和

里白尤喜生于 值 。一 的强酸性土壤上 若

有秒锣与地耳旅属 的生长
,

指示着该地是热带和亚

热带的气候 吴兆洪等
, 。

但在季风常绿阔叶

林中是否存在固有 的旅类植物种类或标志种
,

有待

于将来作进一步的研究
。

另外
,

某森林植被 固有的

藏类植物
,

或是在该森林植被或群落里 占优势的旅

类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及它们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等
,

均值得展开研究
。

结论与讨论

勋腊南贡山季风常绿 阔叶林 山坡类型 ,

面积的 种旅类植物种群数量 或个体数量 较大
,

它们在该森林群落草本层 中占有显著的地位
。

该森林类型蔗类 区系属于亚洲热带
、

亚热带的

印度一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的一部分
,

表现为东南亚

热带北缘植物区系的性质
,

并有热带 山地 向亚热带

山地过渡的特点
。

在
“ 面积上

,

旅类植物生活型组成是地生

高位芽藏类 种
,

占 地 上芽威类 种
,

占

地面芽旅类 种
,

占 地下 芽旅

类 种
,

占 写
,

附生 旅类 种 属高位芽旅

种
,

占
。

虽然该地降雨量较大或干季有雾

可补充干季水份的不足
,

但 由于该森林类 型发育

于季风气候条件下
,

年 内几乎有半年是干季
,

林内显

得干燥
,

导致高位芽旅类不仅种类少
,

而且种群也

小
,

并且几种附生蔽类的附生高度也相对较低
。

由于现今的蔽类大多为草本属须根系植物
,

因

此它们生长一般要求的是空气 的湿度和土壤表层的

湿度
。

所以
,

一般树木相对较高大
、

林下或土表层湿

度越大的森林群落
,

旅类植物的种群数量也较大
,

即

旅类植物的种群数量与林 内空气湿度及土壤表层 的

湿度成正相关
。

单位面积上藏类植物的种数与种群

数量不成正相关
。

西双版纳地处热带北缘
,

高温
、

高湿及多雨的气

候条件特点
,

导致该地 区多种植被类型呈相嵌分布
,

植物多样性相当丰富
,

在植物种类组成上具有热带

向亚热带过渡的特点
,

探讨这一关键地 区各植被类

型藏类植物的种类组成
、

区 系地理成分及种群的数

量等
,

是研究该地 区生物 多样性 的一个组成部分
。

由于旅类植物对环境条件 的反应具有高度的敏感

性
,

其中某些种类 可作 为识 别或划分
“
植 物群 丛

”

的特征种 王培善
, ,

有的种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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