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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双版纳季节雨林垂直结构的研究

吴 邦 兴

(中国科学院昆明生态研究所
, 昆明 6 , 。22 3 )

摘 要

根据多年植被定位和野外观察
,

研究了西双版纳季节雨林地上和地下的成层性
。

结果表

明 : 季节雨林地上和地下具对应的七层和相应为气侯上壤环境梯度
。
由于环境梯度的作用

,

地上和地下各层形成不同的树冠和根系形态及其生态生理特点 ; 幼灌层以下是弱光
,

温
、

湿度

少变
,

以上是强光
,

温
、

湿度多变的梯度环境 ; o一 1。。。m 土层是雨林值物吸收限生命活动
、

能

物流交换转化贮藏
、

速度强度大的环境 ; 以下是固定值物的粗根生命活动
、

能物流交涣转化贮

藏
、

速度强度小的环境
。

土壤 C o
:

测定表明 : 雨季是雨林指物流交换
、

生长
、

发育最佳季节
,

一

年中以 8 月最快
,
l月最慢

。

最后
,

结合地上和地下成层性特点
,

探讨了雨林砍戊后重建人工林

应重视的一些问题
。

关键词 季节雨林 ; 垂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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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印度马来西亚 雨林北伸部分的西双版纳季节雨林
,

从区系组成
、

结构
、

外貌和种群

配置等已有研究
〔2 , ,

但对其地上和地下的成层性与环境 (气侯土壤) 梯度间的关系少有报

道
。

作者 1 9 5 8一 1 9‘, 年在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森林生物地理群落定位站及以后在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工作期间
,

对其结构做了专题研究和野外观察
,

现将研究观察资料整理成

文
,

目的为本地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和人工林营建提供参考资料
。

环境和研究方法

西双版纳位于云南省南部
,

约 2 1 “ 0 8
‘

一 2 2 “ 3 6
‘

N
,

9 9 ” 5 5
‘

一 10 1 “ 5 6
’

E 之间
,

辖景洪
、

勋

海
、

勋腊三县
,

面积近 2 万平方公里
。

总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

海拔 42 。一 19 0 o m
,

最高峰

勋海县的华竹梁子山 2 4 2 0 m
。

澜沧江西北东南向纵贯其间
,

切割变缓
,

山势开阔
,

低 山
、

低

丘
、

盆(谷 )地
、

阶地大片分布
。

山地占总面积的 95 外
,

因此
,

在不同群山中分布着大小不

等的盆地是本区地貌的基本特征
。

气候受西南季风控制
,

一年中虽有干热季(3一4月)
、

雨

季 (5一 1 0 月)
、

雾季 (1 1一2 月)之分
,

但相对平稳
。

以景洪大励龙 (1 9 5 5一 1 9 6 1 )
、

励腊

(1 9 5 7一 1 9 6 1 )气象记录为例
,

年雨量 1 5 1 5一 1 6 0 6 m m
,

相对湿度 8 5一8 7多
,

年均温 2 0一

2 1℃
,

) 1 0 oC 积温 7 5 0 0一 7 6 0 0 oC
,
日照 1 8 3 5一 2 0 3 4 小时

,

绝对最低温 1 月 3一 6℃
,

但为

期不长
。

雾季雾 日 1 20 一 1 49 天
,

露量 0
.

4一 0
.

s m m
,

不同程度弥补干季(含雾季)水分不

足
,

所以整年湿热
。

在这种生物气候作用下发育的砖红壤广布低海拔盆地四周
,

山麓
、

沟

谷两侧
。

风化深
,

土层深达 2
.

5一 4 m
,

层次分化不明
,

脱硅铝化作用强
,

盐基饱和度 16
.

3 4一

2 2
.

8 5并
, p H 4

.

5一5
.

5 ,

盐基和硅酸严重淋失
,

总孔隙度 5 1一 7 1并
, CO 2 4 5 0 k g / h

a ·

h 比亚

热带温带高
,

有机质 4一 11
.

23 沁 比典型砖红壤低
。

因此
, 8 00 m 以下盆地四 周

,

山麓
、

沟谷

两侧的季节雨林与气候
、

土壤
、

地势有明显的依赖性
,

因而雨林的区系组成
、

结构
、

外貌既

与赤道雨林相似
,

又具热带北缘雨林区系
、

结构
、

外貌的过渡性和独特性
。

本文研究的林地位于景洪县南部
,

约 2 1 “ 4中N
,

1 0 o O 4 0’E
,

距县城 朽k m
,

海拔 6 00 一

7 0 0 m 北北东有南西的曼养广
“

龙山
”

低丘
。

该林地是本区保存较好
、

原生性强
、

地势平缓

的季节雨林
。

组成森林的树种主要有箭毒木 (A 时i。 ; 行 t 口xi ‘。 ; i。 )
、

龙果 (p
o ut 。 ; ia g r a -

。d ffo lia )
、

白榄 (C
a , 。a r f, , a lb u m )

、

高山榕 (E ic “ 5 a ltiss im a
)
、

白 颜 树 (G ir o , , i君 , a

: , b a e q , a lis)
、

黄 叶 树 (X
a , th o ph yll, 。 s ia 。。 , s。

)
、

滇紫金牛 (A
r d isia y , , , a n 。 , : i, )

、

火灰木 (s ym p lo c o s c o : hi, ‘hin 。n : 15 )
、

木奶果 (B
a c c a , r 。a : a m iflo r a

)
、

山柑 (C
ap p a r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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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s a m ic a
)
、

斜脉鸡屎树 (L a , ia , th “ ; , a llic h ii)
、

大黄皮 (Cla。 : e n a d 。 , , ia n a v a r
.

r o -

b“ s ra
)

、

南山茶 (p
r is二a , o , 。r is t e tr a , : d r a

)
。

草本为 羽 旅 (p le o c o e m ia 留 in ttii)
、

宽管

花 (丑
, r ys o ze , g r a c izzis)

、

爱地草 (G
o o p hila h e r b c e a

) 等组成
。

常见藤本有 饭 盒 豆

(E
, ta 了a P几a : e o lo i了。s

)
、

滇风车子 (C o o b r 己 , 召。 夕。, n a 二 : , , 15 )
、

车 里 马 钱 了s , , 夕c 方n o ,

, ,万‘‘;
)

、

托叶黄 擅 (D
a lb。r g ia s tip o la ‘e a

)
。

研究方法采用剖面图解
,

即在选定的 2 5 0 0 m
,

样地内截取
一

长” m 宽 , m 能 代表林内各

层的地段
,

按比例绘剖面图
。

选取各层多优度
、

盖度适中
,

生活正常的树种故叶片解剖及

含水量测定
。

根系用形态学坑道法测定
,

即在被选定的树种旁挖坑
,

使根系全露坑壁
,

借

方格网绘根系图
。

研 究 结 果

(一 ) 地上结构及特点

1
.

层次的划分 种群
、

生活型复杂
,

空间排列不显的热带林成层性不及温带林清晰
。

经多年定位和野外观察
,

雨林空间排列仍有定数层次
,

作者按立木高度
、

树冠形态和叶之

解剖构造将其划分七层
,

即乔木 A
、

B
、

C 三层 ; D 层主要由乔木
、

木质藤本幼株及部分灌

木组成幼灌层 ;其次是高草层 E ; 中草层 F 及由木本幼苗和低草组成的低草层 G 。

其特点

是 : 每一层高度各地不一
,

大体 A 层高 34 一 38 m 或更高
, B 层 2斗一 12 m

, C 层 拄一 3 m
,

D

层 3一 1
.

, m
,

E 层 1
.

5一 。
.

6 m
,

F 层 0
.

6 一o
.

ZnZ
,

G 层在 。
.

2 !n 以下
。

每一层都有一定树冠

形态
, A 层树冠宽度大于深度

,

呈伞形
, B 层宽度与深度几相等或稍宽

,

呈长柱形或倒长卵

形
, C 层宽度小于深度呈锥形或狭锥形

, D 层树冠形态多样
。 A 层树冠彼此不连续

,

B 层

较连续
, C 层连续

,

由 B
、

C 层共组林冠
,

至于 D 层与其下的草本层界限不清
。

每一层都有

固定树种
,

但停留种(上升另层种 )居多
,

致使垂直向上各层界限不清
,

这些特点为本区雨

林共有
。

与典型雨林相比
,

主要区别是 A 层树冠不连续
,

由 B
、

C 层共组林冠
,

各层高度较

矮
,

不密实
,

滴水叶尖
、

纸质叶比例偏少
,

革质叶
、

落叶树种比例偏多
〔2] ,

这是雨林处于气候

(有显著干旱)极限
,

在营养季节里土壤潮湿度不足以补偿气侯干旱在外貌
、

结构上的表现
、

和反应
。

2
.

层片 由于环境梯度的存在
,

林内那些附生
、

半附生
、

绞杀
、

半寄生
、

寄生和腐生植

物
,

按自身的生态生理要求
,

形成各自的空间格局
,

成为各层组成分子或相应层片
。

依植

物摄取碳水化合物方式不同分出如下层片 (表 l)
,

这些层片中
, 1一 8 种含叶绿素能制造

有机物
,

其中 1一 3 种能独立获取阳光
, 4一 8 种不能独立获取阳光

。 9一 10 种不含叶绿素
-

无制造有机物能力
。

此 10 种层片各有一定的种类成分
,

一定的生境
,

一定的生态生理特

点
,

与层次不同
。

附生
、

藤本和乔木各层片纵贯各层
,

垂直振幅明显
。

半附生
、

绞杀
、

半寄生
、

寄生和腐

生层片振幅小
,

后两者居林地
,

前三者居林内空间并具制造有机物能力
,

但需依赖附主

或寄主(绞杀者 )获取阳光
,

同时长出吸附根固着附(寄)主或插人土中吸收水分和养料
。

除

绞杀者外
,

不 杀死附(寄 )主
。

从生态学观点看
,

半附生层片介于独立和非独立层片之间
,

绞杀和半寄生层片介于 自养和异养层片之间
,

因此这类层片有联系层片间关系的特性
,

由

此深化了雨林结构的复杂性和动态上的联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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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 1 季节雨林的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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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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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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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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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林内白天光强垂直分布

F 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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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 e r t i e a l d i : t r i b u t i o n o f li g h t i n te n s it y i n d a y t i m e w i t hi n fo r e 一t

3
.

地上结构与林内光
、

温
、

湿度梯度 热带雨林显著特征是林内暗晦
,

树顶和夭窗光

粗夺目
,

但侧定林内光照十分困难
,

采用光度 计按各层高度测得光照 (图 l) 表明 : 光强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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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10 m 微弱少变
,

随高度增加呈明显梯度陡度
,

以 1 2 、

13 时最显著
。

早晚林内光强分市

较均匀
。

其次
,

林地光点平均面积 15 多
,

暗处光强 l一2 多1) ,

较圭亚那雨林 (光点面积

。
.

5一2
.

5 多
,

暗处光强 0
.

90 一 0 18 外)
、

爪哇雨林 (嗜处光强 0
.

83 一 0
.

77 多)
〔3,为大

,

说明该雨

林结构较典型雨林疏朗
。

气温与光强进人林内一致
,

随太阳高度角增大
,

林地林冠气温增

加
,

早 7 时林冠高于林地 1℃
,

13 时高于 1
.

3℃
,

晚 l 时林地因热辐射高于林冠 0
.

8℃
,

各

层昼夜气温循此而变
。 1

.

, m 以上变化大
,

以下变化小(表 2 )
。

林下常年温凉
,

一年中林内

平均气温低于旷地 0
.

6℃
,

雨
、

雾季低 。
.

7℃
,

干热季低 0
.

3℃
。

表 2 林内气温垂直分布

T a b le 2 V e r t ie a l d is t r ib u t io n o f a ir t e tn p e r a t u r e
(℃) w ith in f o r e s t

时l闯 T im e
(0

’e lo c
、

二
一一 777 999 l 111 1 333 l 555

222 2
.

555 2 7
。

555 3 1
。

333 3 3
。

666 3 2
。

555 3 0
.

888

222 1
。

444 2 6
。

888 3 1
。

000 3 3
。

111 3 1
。

888 3 0
。

555

222 1
。

222 2 6
。

,, 3 0
。

888 3 2
。

333 3 0
。

666 3 0
。

222

222 1
。

222 2 6
。

111 3 0
。

666 3 2
。

222 2 9
。

888 2 8
。

999

222 1
。

555 2 6
。

000 3 0
。

666 3 2
。

333 3 0
。

000 2 8
。

999

八日�乌忽
。国侧褪

与气温相反
,

林内相对湿度随各层高度增加而减少
,

干热季上午 9 时
、

下午 3 时林地

林冠相对湿度相差小
,

13 时达 20 并
,

以后渐小
。

雾季
、

雨季夜间林地近饱和
,

白天林地
、

沐冠湿度如下 : 雾季林地高于林冠 28 并
,

雨季高 18 铸
,

干热季高 n 并
。

表明干热 季林地

相对湿度小
,

有明显
“

旱象
” 。

总上所述
,

林内光
、

温
、

湿度具明显梯度
,

因而灌木
、

草本和咐

生植物处于弱光
、

温
、

湿度少变的林下环境
,

而乔木和多数木质藤本植物需忍受弱光
、

温
、

湿度少变的林下环境
,

及至成长后变化多端的林冠环境
。

(二) 地下结构及特点

1
.

根系成层性 将选定约箭毒木
、

白须树
、

黄叶树
、

木奶果
、

大黄皮
、

宽管花
、

滇谷木

( M e m o c , lo n 户o lya , ; , h o m )
、

火灰木
、

羽藤
、

爱地草分别代表 A
、

B
、

e
、

D
、

E
、

F
、

G 各层
,

并

藕合成根系 ( 图 2 )
。

从形态看
,

( l) 具侧很发达
,

主根不发达的有箭毒木
、

宽管花 ; ( 2 )主侧

根发达的有白颜树
、

黄叶树
、

木奶果 ; ( 3 )侧根发达主根存在的有火灰木 ; ( 4 )主根发达侧很

存在的有大黄皮
、

滇谷木
。

根系人土可分七层
: G 层

,

爱地草根系人土 0
.

10 一 0
.

巧 m ; F 层
,

宽管花根 系 入 土

。
.

2 5一 0
.

3 8m ; E 层
,

羽旅根人土 0
.

15一 o
.

2 5 m ; n 层
,

大黄皮
、

滇谷木根系人土 0
.

8 0一 1
.

2 m ;

C 层
,

木奶果
、

火灰木根系人土 2一 3
.

7 m ; B 层
,

白颜树
、

黄叶树根系人土 4一 4
.

7m ;A 层
,

箭

毒木根系人土 3一 3
.

5 m
。

从表 3 看
,

其根系人土深度及恨福大小随地上植株和冠幅大小

而异
,

但地上植株
、

冠幅大根系人土未必深
,

这与不同植物的生物学待性不同有关
。

通常

大乔木具浅蝶形根系
,

较小乔木具深根系
,

表明与马来西亚雨林根系形态相似
〔3] 。

高大体

重的 A 层箭毒木主要靠宽大板根固着地面和吸收相应土层中水肥
。

据两个 面 积 lm
,

深

1
.

, m 根量测定( 表 4 ) 表明三从表土至底土根量渐少
,

以 10 一 3 0c ln 土层最多
,

其次为30 一

6 0c m 土层
。
从表土至底土根渐加粗

,

具吸收水肥和松土的< 0
.

Ic m 的细根分布在 0一 10

’

1 ) 昆明植物研究所
, l , 63: 气候定位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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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代表植物高度
、

冠幅及其根深
、

根幅

T a b lo 3 H e ig h t a n d t h e a m p li 仁u d e o f c a n o p y o f r e Pr e s e 立 ta t i v e p la n t s a n d

t h e i r d e p t h a n d t h e am p li tu d e o f r o o t s

代代表植物物 层次次 高度〔m ))) 冠‘福 ( m
z

))) 根深 ( m ))) A

欺
仁

篇毛
,,

RRR e Pr e s e o t a t i v e P la n rrr N u m b e r o fff H e i g h t
( m ))) A m PI i t [止d e o fff D e Pt h o fff r 。。 t

( m
,

)))
llllla y e rrrrr c a n “ p y ( m

,

)))
r 。。 t

(。)))))

AAA ” t i
a r i 了 t o 劣 i c a r i aaa AAA 3 555 9 火 888 3一 3

。

555 1 0 火 11
。

555

GGG i
r o , 宇n 艺e r a s u b a 尸甲“ a li ‘‘ BBB 2 444 9 5 丫 4

.

666 4一 4
。

777 5 火 5
。

,,

XXX a “ z左o P人夕11“ 牌 了i a m 亡 n 了君君 BBB 1 888 4
。

4 火 4
.

111 4一 4
。

666 5 火 4
.

888

BBB a c c a “ : 。 a r a m iflo , aaa CCC 444 }}} 3一3
.

777 4 火 4
。

444

444444444
.

5 义 3333333

SSS y仍Plo c o 了 c o c h i 刀‘ ,71 i n 口 n 了i 了了 CCC 555 1
.

5 火 333 1
。

8一 222 2 火 2
.

555

MMM e m e c ylo 移 Po ly a n r人“ mmm DDD 2
.

555 1 丫 1
.

555 1
。

2 一1
。

333 1
.

2 丫 1
。

,,

CCC la u s e n a d “ n n
i

a n a v a r
...

DDD 222 0
。

4 义 0
.

777 0
。

8一 111 I K I
。

333
rrr o b u s t aaaaaaaaaaaaa

PPP I 『o c n e 仍苦a
, ‘

i n t 落fiii EEE 1
.

555 0
.

8 火 0
.

999 0
.

15 一 0
。

2 ;;; 3 义 1
。

,,

EEE “ r ys o l‘n g r a e ill isss FFF 0
,

666 0
.

5丫 0
.

666 0
.

3 5一 0
.

4 000 0
.

3 只 1
。

555

GGG e 口户h i la 人e r吞a c e aaa GGG 0
。

111 0
。

2 火 0
。

111 0
。

1 0一 0
.

1555 0
.

2 火 l
。

6



2 3 8 植 物 学 报 ” 卷

表 4 根系在土壤中的分布

T a b le 4 D is t r ib u t io n o
f r o o t s y s t e m s in 5 0 11 s t r a t a

深度
D e Pt h

n

乏
m 少

Cn l g /
em

‘
t
/ h

a D ia m
.

(
e m )

g /
e m

, t
/ h

a
z‘、了‘

0一 1 0

1 0一飞0

飞0一 6 0

6 0一 1 0 0

1 0 0一 1 3 0

1 3 0一 1 5 0

3 8 0
.

8 5

4 5 9
。

2 7

1 4 7
。

9 3

9 0
。

8 4

3 7
。

7 4

2 4
。

7 1

;::;
< 0

.

1

0
。

l一 0
。

5

0
。

5一1
。

0

1
.

0一 3
。

0

> 3
.

0

3 5 6
.

7 6

4 7 0
.

4 9

1 3 2
.

1 5

2 1 4
.

4 6

35
。

7

:::
2 1

。

牛

几�llR�曰、矛
.

⋯
j呀02fJ,自

‘.工

表 5 根系分布 与植物营养
T a b le 5 D i s t r ib u t i o n o f r o o t s y s t e m s a n

d p la n t n u t r i e n t i n 5 0 11

发发生层 H o r i z o nnn AAA A BBB B
::: B :::

B CCC CCC

土土深 (
e m ) D e p t h (

c m ))) 0一 1 000 1 0一 2 999 2 9一 5 999 5 9 一1 0 444 1 0 4一 1 3 222 13 2一 4 0 000

有有机质 o r g a n i c m a t t “rrr 3
。

7000 2
。

3 222 l
。

6 666 、
·

2 ;

{{{
0

。

9 555 0
。

1 888

NNN (% ))) 0
。

3 000 0
。

1 777 0
。

1444 0
。

1111 0
。

0 999 0
。

0 888

PPP ( %))) 5
。

000 1 2
。

555 1 1
。

555 1 4
。

555 1 2
。

000 1 6
。

000

KKK (% ))) 9 0
.

000 4 2
。

000 33
。

000 3 0
。

000 2 3
。

000 2 3
。

000

KKK
:
o ( % ))) 0

。

7 333 4
。

2 777 0
。

6 444 4
。

8 999 0
。

6 333 3 6
。

3 888

eee a o (% ))) 0
。

4 666 1
。

1 888 0
。

4 444 2
。

4222 0
。

9 333 1 2
。

6 777

AAA I
:
o

,

(% ))) 弓2
。

7 555 2 0
。

2 888 3 6
。

3 333 1 9
。

0 333 3 6
。

今666 3 9
.

7 111

FFF e ;
o

,

(% ))) 17
。

6 777 2 8
。

4 555 1 1
。

9 444 3 0
。

, 888 1 2
。

4 999 5
.

3 000

NNN a Z
o (% ))) 0

。

4 66666 0
。

咚88888 0
。

5 444 3
.

7 999

555 10
:

(% ))) 3 7
。

1 22222 弓6
.

0 99999 弓9
。

5 555 1 7
.

9 111

MMM g o (% ))) 0
。

5 11111 0
。

3 44444 0
。

3 777 3 2
。

9 777

TTT 10
:

(% ))) 0
。

7 88888 0
。

8 00000 0
。

7 99999

PPPHHH 4
。

2 00000 4
。

8 00000 5
。

1 66666

eee o
:

(% ))) 1
。

2 99999 1
。

6 55555 2
。

8 33333

000
;

(’% ))) 2 0
。

4 66666 19
。

6 00000 1 8
。

9 11111

HHH u m i d i t y (% ))) 2 7
。

277777 3 8
。

0 66666 3 1
。

3 88888

细细菌 B a c t e r ia ( T e n 一 t h o u s 。。d / 9
.

5 0 11))) 3 9 7
。

000 1 8 6
。

000 1 4 1
。

000 5
。

444 1 8
。

000 9
。

555
甘甘甘甘甘甘甘甘甘

放放线菌 A c t i n o o y e e t e s
( T

e n
一 t h o u s二 n 〔l/ 9

...

9 3
。

555 1 6 1
.

111 4 4
。

555 0
。

666 0
。

333 2
。

444
555 0 11)))))))))))))))

真真菌 F u n g i ( T
e n

一
t h o u s。 ,l

d / 9
.

5 0 11))) 9 0
。

666 18 3
。

000 3 4
。

999 13
。

777 1 0
。

000 1 1
。

444

。m 土层 ;具输送水肥的 0
.

1一 3
.

oc m 的很分布在 30 一 l o o c m 土层
,

> 3
.

oc m 的具固定植物

的粗根分布在 l 0 0 0 m 以下土层
。

由此看来
, O一 1 0 o c m 表土至心土是雨林植物根系吸收

输送水肥的主要土层
。

2
.

根系分布与植物养料循环 在季风气候作用下水分不 断 向 下 运 动
,

将 可 溶 性

Fe
ZO 3 、 A1

2O 3 、

P
、

N
a

zO
、

M g O 等物质带人土壤下层
。

由于根系的活动和死亡将有机 物
、

N
、

K
、

K z
O

、

C a O
、

PZO , 、

5 10 : 、 T IO :

等物质贮沉土壤上层供植物营养
,

形成植物养 料 循

环
。

根系吸收水肥的速度取决于微生物的数量及分布
,

微生物活动的强度受土壤温度
、

湿

度
、

酸度和 0 2

量的制约
。

表 5 表明
: 0一 1 0 0 c。 土层是 O :

量
、

微生物
、

有机物
、

N
、

K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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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量多的土层
。

充足的 O
:

量
,

适宜的温度
、

湿度
、

酸度有利于微生物对有机物的矿化与合

成
。

作为植物养料循环总标志的 C 0 2

量在此土层亦多
,

这有利于近地面 C O :

释放空中供

植物光合作用
。

所有这些
,

说明该土层是雨林植物呼吸
、

代谢
、

有机物矿化与合成 以及能物

流交换转化贮藏的主要场所
。

据三年(1 9 , 9一 1 9 6 1 )测定。 ,

土壤中 C 0 2

平均量
,

雨季
,

·

141
3k g /

五a ·

h > 干热季
, .67 42 k g 压

a ·

h > 雾季1.5 脚k g / h
a ·

h ,

其中 8 月最高
, 1 月最低

。

一 日中白

天高夜间低
。

干热季早 8 时至晚 8 时高
,

晚 12 时低 ; 雨季早 8 时至晚 8 时高
,

晚 4 时低 ;雾

季午后 4 时至晚 8 时高
,

晚 12 时低
。

即干热季晚 12 时至翌 日 7 时 C 0 2

量低 ;雨季晚 4 时

至翌 日 7 时低 ;雾季晚 12 时至翌 日午后 3 时低
,

表明 c o :
低量时变程是雾季< 干热季<

雨季
,

这说明雨季是雨林 c o :

量多
,

微生物活动及植物养料循环速度快
,

生长发育旺盛的

季节
,

其次是干热季和雾季
,

其中 8 月最快
, l 月最慢

。

讨 论 与 结 语

根据前面对季节雨林地上和地下结构的初步分析可归结为
:
本区季节雨林具多层多

种 多生活型
,

并与环境梯度相平衡的特点
。

立木高大繁茂
,

反应了该区大气中光
、

热
、

水及

土壤中养料丰富
,

能满足多种植物生活
。

地上地下具彼此对应的七层结构
,

大气及土壤中

光
、

热
、

水和有机物及无机物因而呈现梯度分布
,

地上植物 自上而下叶片结构和含水量表

现出由阳
、

偏阳
、

偏阴至阴的生态生理特性
。

草本型植物及灌木生活于弱光
、

温度
、

湿度少

变的林下环境
,

而乔木型植物和多数木质藤本幼株需忍受弱光
、

温度
、

湿度少变及至成长

后多变的林冠环境
。

地下根系从表土至底土呈现出浅
、

偏浅
、

偏深至深的分布格式
,

即阴

性植物根浅
,

偏阴植物根偏浅
,

偏阳植物根偏深
,

阳性植物根深
。 0一 1 0 0 o m 土层是雨林植

物根系吸收输送养料
,

有机物矿化与合成等生命活动的主要土层
。

综上所述
,

为本地雨林开发后如何充分利用环境资源提供了如下启示
:

1
.

重建人工(经济)林方式 当雨林砍伐后摸拟 自然林种类组成
、

结构特点
,

重建多层

多种人工林
,

既较好保持原有森林生态平衡
,

合理利用环境资源
,

又有较高经济效益 田。

2
,

种群个体生态生理选择 摸拟雨林重建人工林
,

除应多层多种外
,

按自然林启示
,

上层树种应为阳性深根系植物
,

下层为阴性浅根系
,

中层为偏阳偏深根系或偏阴偏浅很

系
,

若再配置藤本应选偏阳偏深根系或偏阴偏浅根系藤本
。

3
.

树形的选择 自然林乔木各层均有一定树形
,

因此上层应选伞形
,

下层选锥形或类

似树形
,

中层选柱形或类似树形
。

斗
.

研究表明
, 1月是雨林植物生长缓慢期

,

因此种值初期施厩肥或值绿肥是保土温
,

防

寒
,

增强微生物活动和能物流交换
,

提高作物生长的必要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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