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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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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瑞l
(中国科 学院昆明生鑫 研究所 )

摘 要

本文根据组成森林的 区 系(地理 )成分
,

着重讨论 了徐 家坝 湿 性常绿 阔叶林

的区系组成
,

森林的性质和 区 系起源
。

讨论表明 组成湿性常 绿阔叶林 的 区 系以

中国喜马拉推成分为主
,
以 西南特有种为特征和 热带东南亚 (印度

、

马来西亚)北

蜂成分共同组成
,

并在垂直结构 中形 成校状 图式
。

具亚热带和热带北 缘区 系特

性及起源古老的特
.

点
。

与邻近森林 区 系的关 系表现 出与中国喜马拉雄南部及热带 木南亚北部山地

森林区 系更近亲
。

结构 5 层
,

8 种层 片
。

所有这些表 明该森林是亚热带山地 垂

直带上部典型的常绿阔叶林
。

由 于 生态环晚特殊 与同类其他 中山 湿性常绿阔叶

林不 同
。

关健词 徐家坝
, 常绿 阔叶林 ; 区 系结构

昆明生态 所 1 9 8 0 年在徐 家坝 自然保 护区 建立森 林生态系统研究 站
,

笔者 在该端

从事植被定位研究时
,

于 19 8 4年起对以徐家坝为中心的面积近 3 7 49h
a 的湿性常绿阔叶林

,

在不同方向
、

地点做了大小不等的 10 个样地
,

共计9 8 0 0 m 2( 0
.

98h a)
。

从样 地面 积 数量看

有限
,

但大体可代表本地常绿阔叶林基本情况
。

对标本进行了基本可靠的鉴定
,

因此有可

能对该森林的区系组成及其在结构中的配置特点做初步讨论
,

借以明了该 森林的 性质和
.

区系组成特点
。

一
、

环 境 特 点

哀牢山系云岭山脉南延至云南点苍山又向 东 南延 伸 至越南 的分 支之 一
,

全 长 约

so ok m
,

地处滇中高原南偏西
、

滇西横断山南段东缘
。

哀牢山自然保护区位于该山脉中北

段
,

约2 3
“

3 6 户一2 4
0

4 4 ’ N
, 1 0 1

0

5 4 ’一1 0 1
0

0 3
‘
E

,

一般海拔2 5 0 0 m
,

面积 近 5 0 0 k m 2 ,

为云南

省22 个自然保护区之一
。

徐家坝位于保护区的北 段
,

约 2 4
0

44
‘
N

, 1 0 1
。

。3 E
,

海拔 2 20 。一

2 7 0 0 m
。

地貌上山脉两侧断裂发育
,

宽狭谷相间并列
,

山顶平夷
,

由许多小山丘 组成 带状

的分水岭
。

气候属西南季风区
,

干湿季分明
,

相对湿度干季达60 一70 %
,

因而整年 潮湿
。

但

气温偏低
,

年均温 1 1
.

1℃
,

太阳辐射总量89
.

7千卡/c m
名· a ,

》 10 ℃积温3 0 4 9
.

5℃
,

与水平

本文于 王9 8 9年 11月 1 日收 到
-

本文系科学院羞金资助项目内容
,

野 外资变有杨国平同志特此致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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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温带相当
,

最热月均温 1 6
.

4 ℃
,

最冷月 均温 4
.

7℃
,

极端最低温
一 7 ℃

,

但为期 不长
。

总

的特点是全年气候温凉
、

潮湿
,

冬季不冷
,

夏季不热
,

所以湿性常绿阔叶林在此得以发展
。

土壤是山地黄棕壤
,

特点是土层深达1 20 一1 7 o c m
,

疏松
,

棕黄色
,

湿润
、

淋 溶明 显
,

活 性铝

量高
, pH 4

.

2
,

有机质量 12 %
,
N

、

P
、

K 富集表土
,

微生物 量 (放 线菌 1卜23 万/ k g 土
、

细菌

6
.

38 万 / k g土
,

真菌27
.

80 万/ k g 土 )多
,

活跃
,

枯枝落叶量 (干重 ) 6
.

st/ h a · a ,

因而土 壤肥力

较高
。

在上述气候土壤影响下立木高大
,

繁茂
,

胸径80 一 lo o c m 大树常见
,

具少 量 板 根和

滴水叶尖
。

苔醉地衣 (含有花 )植物布满枝干
,

林内阴湿
,

常绿阔叶林外 貌结构完整
,

是保

护区主要原生植被
。

二
、

区系组成与结构
、

层片

组成湿性常绿阔叶林的种数在 o
.

9 8 h a
中共有高等植物63 科 1 07 属 1 39 种” ,

其中玻类

植物 10 科 13 属17 种
,

反应出区系组成上具多科属种特点
。

这些科中含 2 属 2 种 ( 2 : 2 )以

上有樟科( 6 : 10 )
,

茶科 ( 5 : 7 )
,

壳斗科 ( 3 : 7 )
,

木兰科( 2 : 2 )
,

五加科( 3 : 5 )
,

杜鹃花

科( 4 : 7 )
,

芸香科( s : 3 )
,

蔷薇科 ( 6 : 7 )
,

紫金牛科 ( 2 : 2 )
,

越桔科( 2 : 4 )
,

山茱英科

( 2 : 2 )
,

忍冬科 ( 2 : 2 )
,

柳叶菜科( 2 : 2 )
,

算珠科( 2 : 2 )
,

野牡丹科( 2 : 2 )
,

葡 萄 科

( 8 : 3 )
,

菠葵科 ( 2 : 4 )
,

苦芭苔科( 2 : 2 )
,

鲜毛旅科 ( 2 : 2 )
,

禾本科( 2 : 2 )
,

水龙骨科

( 3 : 5 )
,

百合科《5 : 6 )等 22 科
。

前 5 科是构成森林的骨千科
,

后 17 科是构成森林 灌 木

草本
、

附生
、

寄生
、

半寄生及相应层次或层片的科
。

所有上述含属种多或少 的科 是我国西

南或华南广布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表征和精华
。

结构 5 层
,

即乔木A B Z 层
,

灌木层 C
,

草本(高草D
、

低草E )层
。

构 成 乔木A 层 (19 一

28 m )
,

主要由壳斗科的木果石栋
、

景东石栋
、

腾冲拷
、

樟科的铁黄心
,

茶科的 滇 木荷
,

木兰

科的红花木莲
。

八角科的大花八角等组成
。

乔木B层 (19 一 4 m )
,

主要由樟科的三股筋香
、

黄丹木姜
,

茶科的滇拎木
、

小花茶
,

灰木科的总状灰木
,

冬青科的川冬青
,

越桔科的滇越桔
、

杜鹃花科的薄叶马缨花
、

米饭花
、

五加科的瑞丽鹅掌柴
、

吴茱叶五加等组成
。

由此可见乔木

各层主要由壳斗科
、

樟科
、

茶科
、

木兰科等四大科组成
,

但在种类组成上与我国东部常绿阔

叶林不同
,

具我国西部常绿阔叶林的区系和生态特点〔’〕。 灌木层〔4 一 l m )
,

主要由禾本

科的箭竹组成显著层片
、

是该常绿阔叶林重要特色
。

此外
,

瑞香科的麻皮 树
,

小梁科 的十

大功劳
,

野牡丹科的偏瓣花等也是该层重要分子
。

草本层( 1 一0
.

4 m )
,

主 要 由瘤足 旅科

的滇西瘤足旅
,

鳞毛旅科的回回毛枝旅
,

莎章

科的细梗苔草为标志构成
。

低 草层 。
.

4 m 以

下
,

主要由百合科的紫花沿阶草为标志
,

伴以

酌浆草科的山醉浆草
,

蔷薇科的白酒果 等疏

生低矮草本组成
。

总的着
,

A 层由 多科 属 种

组成为特点
,

跟西双版纳季节雨林A 层 由 少

数科属种组成不同
〔2〕

。

根据分层统计多度
、

存 在度
、

盖度 系数

表 1 存在度
、

多度
、

盖度系

数间的关系(拓)

甲霄甲 次 }A

盖度 系数 }5弓
。

C

多 度

分层存在度 !25
。

备

存 在 度 川I I

CCCCC DDD

1110
。

444 0
。

888 25
、 777 7

。

111

弓弓 介 nnn J n ooo , 000

一
.

万厂厂
山山 口 . UUU , U . 000 1 000 二 一 夕夕

111 4
。

444 15
。

111

i ) 限 子芍忆
,
区 系名录从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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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看
,

存在度 I一 11 级占总种数67
.

6 %
,

111 一 V 级占32
.

4 %
,

说明森林树种 分布 不太

均匀
、

局部地段较集中
。

结合多度
、

盖度系数看
,

反应出存在度由低勤高
,

多度
、

盖 度索数

相应降低
,

但 c 层多度 大
,

植 物个体较集 中
、

盖度系数则刁
、。

草本层多度小
,

分布普遍
,

盖

度系数较大
,

所起作用明显
,

如滇西瘤足玻
、

细梗苔草
、

紫花沿阶草可局部形成优势层片
。

乔木层中A 层多度较B层小
,

但盖度系数最大
,

成为林冠的主建者
。

由此看来
,

整个森林结

构反应出上密
、

中疏
、

下稀
,

高草层局部密集
,

低草层稀疏的特点
。

表 2 湿 性 常 绿 阔 叶 林 的 层 片

层 片 }种 { } 在 结 构 中 的 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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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结构部分的层片
,

按植物在同一生境具类似生态要求的种群及其摄取 碳 水化合

物方式不同
,

将该森林分为 8 种层片 (表 2 )
,

这 8 种层片中 1 一 6 种含叶绿素能制造有机

物属自养类
,

其中 1 一 3 种具明显垂直振辐
,

能直接获取阳光属独立 类
, 4 一 6 种 无明显

垂直振幅
,

靠支持物或依赖物获取阳光属非独立类
。

半寄生层片具叶绿素能制造有机物
,

但要依赖支持物获取阳光
,

同时通过吸附根摄取依赖物的营养
,

生活习性上介于自养独立

类和异养非独立类之间
,

是导致林内层片关系及其动态平衡的层片
。

在林内有明显振幅
,

常见于第二层乔木枝权上
。

三
、

区系成分在结构中的配置及与邻近森林区系的关系

根据种类成分现代地理分布格局
,

参考吴征槛教授植物区系地理成分的分类方法
〔” ,

将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的区系组成中各个种按地理成分归纳为如下分布区型
:

1
.

泛热带分布
: l 种占总种数 (13 9 )的0

.

7 %
。

2
.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
: 1 种占0

.

7 %
。

3
.

热带东南亚‘印度
、

马来西亚 )
:

29 种占20
.

9 %
。

a
.

热带喜马拉雅
、

爪哇至中国的西南
、

华南间断
, 1 种占0

.

7 %
。

b
.

东喜马拉雅 (尼泊尔
、

阿萨姆 )
、

缅甸
、

泰国
、

越南至中 国的西南
、

华 南
:

15 种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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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1 0
.

8 %
。

c
.

缅甸
、

泰国至中国西南或 华南
: 4 种占2

.

9 %
。

d
.

越南(中南半岛 )至中国华南或西南
: 4 种占2

.

9 %
。

e
.

全东南亚
: 5 种占3

.

6 %
。

4
.

东亚
: 5 3种占3 8

.

1 %
。

a
.

中国喜马拉雅
: 分布于中国西南和喜马拉雅

,

东不及 日本
,

38 种占27
.

3 %
。

b
.

中国及 日本
: 分布于中国华东及 日本

,

西不及喜马拉雅
,

7 种占5
.

0 %
。

c
.

全东亚
: 8 种占5

.

8 %
。

5
.

中国特有
:

55 种占39
.

6 %
,

按分布区大小分为
: a

.

西南(滇
、

黔
、

川
、

藏 )特有
,

30 种
·

占2 1
.

6 %
: ( i )横断山(藏东南

、

i真西南
、

川西北 )特有
, s 种占2

.

2 % , ( 2 )滇
、

黔
、

川特有
,

2 种占 1
.

4 % ; ( 3 )滇
、

藏特有
,

3 种占2
.

2 % ; ( 4 )滇
、

川特有
, 6种占4

.

3 % , ( 5 )滇特有
, 9

种占6
.

5 % , ( 6 )景东或哀牢山中北段特有
,
7 种占5

.

0 %
。

b
.

西南及其以外地区特有
,

25 种 占18
.

0 % : ‘1) 滇桂黔至川藏或至华中
、

华南
、

华东或

西北
,

s 种占5
.

5 % , ( 2 )滇
、

)l!
、

黔至鄂
、

桂或至华中
、

华南
、

华东或西北
, 6 种占4

.

3 % ; (3 )

西南至华中
、

华东
、

华北或西北
,

3 种
,

占2
.

2 %州 4 )滇川至华 中
、

华南
、

华东或西北
,

5 种
,

占3
.

6 % , ( 5 )台
、

桂
、

滇
、

川
, i 种占0

.

7 % ; ( 6 )滇
、

桂或至华南
、

华东
, 2 种 占2

.

4 %
。

上述 5 种成分
,

1 一 3 种是热带成分
,

第 4 种是温带成分
,

第 5种是特有成分
,

这种热
、

温
、

特三种成分奇妙结合 是本地森林区系组成 的基 本特征
,

其中 以特 有种 成分 为主 占
.

39
.

6 %
,

次为东亚成分 占3 8
.

1 %和热带东南亚成分 占20
.

9 %
。

此三种成分中
,

中国喜马拉

雅成分居首 占27
.

3 %
,

西南特有成分 占2 1
.

6 %
,

东喜马拉雅
、

缅
、

泰
、

越 (热带 东 南亚北缘 )

成分占1 0
.

8 %居其次
。

至于这 5 种成分在结构中的配置
,

对于那些木本植物按应生长的高度
、

而藤本
、

附生
、

寄生
、

半寄生按所处空间置于相应的层次
,

由图 1 看 出
,

本森林乔木B层区系种数 多
,

向上
:

向下减少
,

如加以藕合则成一个梭状区系结构图式
,

并在结构中表现出
:

热带东南亚北缘

成分
,

中国喜马拉雅成分
、

中国及 日本成分和云南特有种从 A 层至 E层连续 出现
,

是构成森

林结构的骨架
,

属于其余区系成分的种则不连续 出现
,

仅参与各层结构
。

从各 层 看
,

上述

成分集中在乔木A B层中
,

尤其是B层
,

并向下减弱
,

林(D 层下 )下
,

中国喜 马拉 雅成 分偏

多
,

次为中国及 「l本成分
,

云南特有成分和热带东南亚北缘成分
。

景东特有种 在 A B 层居

多
,

如景东石栋不仅是新特有种
” ,

而且存在度
、

多度
、

盖度系数较大
,

为森 林共有 优种之

一
。

总之
,

这种区系配置格式进一步表明
:
在森林区系结构中也以中国 喜马拉 雅成分为

主
,

西南特有种为特征
,

而和明显的热带东南亚北缘成分在各层交错
、

叠置共建
,

具新老特

有种和五方杂处的区特点
,

并以本地特有种为标志
。

它们占总区系的60
.

2 %
,

而且主要分

布在滇
、

黔
、

川
、

藏东南至不丹
、

锡金
、

尼泊尔
,

东南至印度东北
、

缅甸
、

泰国
、

越南这一地域
,

表明该森林区系与上述地区山地森林区系关系密切
,

在区系发生上有共同渊源
,

而与其外

地区山地森林区系关系疏远
。

广布于西南及其以外地区
,

经由华中
、

华南
、

华东至西北
、

华
.

北的特有种占18
.

0 %
,

而其余分布于全东亚和中国及 日本的成分 占10
.

8 %
,

全 东南亚(含

i ) 旅水协
、

任宪班
.
飞, 岭

,

云南壳 斗科植物分类与分布
,

云南大学印炭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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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旅六荡
分布区型

图 i 区系成分在结构中的配 t 图 2 与邻近森林区系的关系

为 3 个变型 )占10
.

1 %均较之为少
,

说明本森林区系与华中
、

华东
、

华南在区系发生上也
丁
育

一定的联系(图 2 )
。

四
、

森林的性质及其区系起源

东亚成分属性上是温带性质
,

但自北而南表现出温带
、

暖温带
、

亚热 带 和热带 的 变

化
。

中国特有成分总的特点是以中国西南特有为中心向东
、

东北或向西
、

西北 减 少
,

而主

要集中于西北
、

华北以南的亚热带
、

热带地区
,

尤以西南
、

华中
、

华东的亚热带种类最集中
。

由此可见
,

该森林区系具有明显的亚热带成分
、

西南特有成分和热带东南亚北缘区系成分

相结合的性质
。

由于所处海拔偏高
,

也有一定的暖温性区系成分
、

林内星散 分布的水 青

树
、

滇铁杉(T s u g a d o m o : a )
、

华中松(P in u s a r o a n d i )
,

西南桦 (Be to la a ln o fd e : )等便是娜

证
,

同时表明森林已处于亚热带山地上部极限
。

整个区系组成与广布于云南高原南北侧的中山地带
,

具特征性的中山湿 性常绿 阔叶

林一样
,

都以古老的壳斗科
、

樟科
、

茶科
、

木兰科及亚热带常见的冬青科
、

灰木科
、

五 加 科
、

忍冬科等组成
,

但在优势种或标志种
,

常见种和伴生种组合上各地并不相同
。

本森林中的

上述古老科
,

常见科
,

其属种在林内居建群地位
。

木兰科的红花木莲
、

多花含笑
,

八角科的

大花八角
,

五味子科的冷饭团
,

金缕梅科的红花荷
,

水青树科的水青树等
,

第三纪后裔或孑

遗的存在以及较多有花附生植物
,

中型叶和特有种的出现
,

进一步标明森林的古老性
。

整

个森林区系组成中
,

中国喜马拉雅成分
,

中国西南特有成分和热带东南亚北缘成分比例较

高
,

本身即是中国喜马拉雅森林区系特点的反应
,

由此并联系与邻近森林区系的 关 系看
,

徐家坝森林是在中国喜马拉雅森林区系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
。

由于地处泛北极区系和

古热带区系的接触带
,

邻接喜马拉雅
,

当喜马拉雅上升时形成复杂
、

多层而隔离的环境
,

已

交流混杂的当地植物区系 自第三纪以来象沿着大梯子那样上升下降
、

先后进行频 繁 的衍

化
。

兼之纬度偏南
,

第四纪冰川未曾波及
,

上升至徐家坝中山地带的热带
、

亚热带
、

特有和

温带各种区系得以繁衍
。

近代地貌介于横断山峡谷区与滇东高原之间
,

西南和东 南 季风

交汇地
,

环境特殊
、

气候温凉潮湿
、

生态条件多样
,

物种易于分化
。

除前述本地特有种外
,

尚有景东复叶耳旅 (A r a e h, o id e s jin 夕d o n 夕en s is )
,

中 华 拟仙鹤醉(A rr rc ho p s‘: : so e o s一: 》

等
,

使森林具本地特有种区系特点
,

成为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植被中 的一个独特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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