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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次生 山 乌柏林
.

的群落学特征分析

右班堆 张家和
*

宋启示 解缝武 冯志立

(中国科学院 昆明生态研究所 )

【摘. 1对西双 版纳热带雨林经力拚火种攘荒后形成的次生 山乌柏 社
;进 行测定和 研究

.

结果表 明
.

不
一

: : 。。m

的固定样地上
,

有维管束植物79 种
.

隶属招科7 1属
.

由于受人为干扰较少
,

群洛 的层次 分 化 比 软 明 显
.

在 结

构上可分为乔木涟 ( I
,

I )
、

滋木层
、

草本层及层间植物
.

按 , au
n kia e ,

生活型潜统计
.

以中高位芽植物 占绝

对优势
,

地面芽扣地下芽植物很少
.

与该地区的季节性雨林 栩一致
.

对这些次生林 宋取封山育林措旅
.

群 沐 的恢

复和发展较快
,

并将按 替原生植被类戮方 向发展
.

封 山育林是使这些次生植被尽卜恢 复成林灼有效方 沈
.

关. 询
:。鸟们 次主林

:

群 介华方怜还
:

区 系织 成
:

生活叹

地处我国西南边睡
、

素有
“

植物王国
”

美称的西双版纳
,

由于受到刀耕火种
、

毁林开荒
.

镶人为因素的干扰
,

昔日那郁郁葱慈的热带森林 及 其 相 对稳定的生态系统
,

受到严重的破

坏
.

森林扭被率不 断 下 降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大 片 的 次 生 灌 丛 和 一 些 杂 草 〔如飞机草

( E 。p a to r s“ , : o d o r a r : , , :
)

,

紫书泽兰 ( E
.

。d 。。o p ho r “ , , :
)〕所 形成的单优群落

.

以致造

成水土流失严 重
,

自然灾害频繁
,

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

因此
,

维护生态平衡
,

促进森林生态

镶统的恢复和发展
,

已成为该区毗待解决的问题
.

从 1 9 78 年起
,

我们在西双版纳的小动它设

茸了固定样地
,

对次生植被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定位观 测
.

木 文 拟 就 山乌柏 ( S a
州

““

d ‘, co :o :
) 次生群落的植物种类

、

区系成分
、

结构特征及演替动向等
,

进行初步的分析
.

固定样地概况

固定样地设置在西双版纳小动卷的葫芦岛上
.

其地理位置为北纬 21
’

41
’ ,

东经 101
’

2 5 ‘
.

当地因受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
,

一年 分 为 干 热
、

湿热和雾凉三季
.

其中 3 ~ 5 月为千热季

节
,

气沮高
,

雨盆少
: 6 ~ 10 月为雨季

,

气 候 湿 热
.

全 年85 肠的雨水集中在此期间降落
:

11 ~ 2 月为雾凉季节
,

降水量减少
,

但早晚浓雾弥漫
,

空气湿度较大
.

年平均温度为2 1
.

4 ℃
,

极端高很为40
.

5℃
,

极端低温为 5 ℃
.

其他气候因子如表 1 所示
.

样地土城为砖红壤
,

土层深厚
.

p H 值为6
.

0左右
.

样地上的原生植被为热带季节性雨林
.

坡向西南
,

坡度 20
· ,

海拔高6 00 m
.

该地段经刀拼火种撩荒后
,

设置样地
,

未加任何人为措

施
,

样地面积为50 m x 50 m
.

对样地内株高 s m 以上的乔木和藤本等植物全部观测记录
,

对

株高 s m 以下的幼树
、

幼苗
、

灌木及草木植物设置样方讲行调查
.

样方而积为 4 m x 4 m
.

共 5 块
.

呈梅花形分布在样地之
「
}
’

.

本文于 一, , 一年 9 月 15 日收尹}
.

本研究为中国科学院科学羞金资助项 目
.

.
张恋和右中国科学院昆明分晓任 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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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l 西双版纳动卷地 区历年各 月平均气象资料 ( 195 9 ~ 1 9 77 )

月 份
平均 温度

(
’

C )

平均相对

湿度 (肠 )

降 水 饭 燕 发 里 日照时间

(h )

1 2

‘祥均或总 t

1 5
.

6

17
.

2

1 9
.

9

介3
.

0

止4
‘

9

2 几
.

3

2 5
。

1

2 4
.

7

2 4
.

3

2 2
.

6

[ 9
.

4

16
.

3

2 1
.

4

8 8

R 3

7 9

7 9

8 2

8 了

::
8 8

8 日

::

3 1
.

8

19
.

6

3 6
.

7

9 4
。

5

1 8 汤
,

[

2 6 4
.

6

3 4 2
.

0

3 8 3
.

0

1 2 5
.

7

t 2 4
.

3

6 了
.

9

3 3
.

4

1 6 4 4
.

4

F4 ?

! 1 3
.

7

15 0
.

0

1 7 5
.

乍〕

一5 2
.

通

1 4 4 7

1 3 2 4

1 30
.

4

13 4
.

1

1 1 8
.

0

9 8 0

R ? 飞

1 5 4 7
.

3

1 3 8
.

4

生6 2
.

1

1 7 9
.

0

18 2
.

4

吸8 3
.

2

12 9
.

0

t 16
.

5

1 3 2
.

4

15 4
.

2

1 4 台
。

6

14 0
.

3

13 0
.

5

1 7 8 7
.

8

地面平均谧度 有雾 日数

(
.

C ) (d )

2 0
.

1 2 4
.

1

2 2
.

7 2 3
.

、

? 5
.

3 2 3
.

4

2 8
.

3 1 6
.

0

3 0
.

6
.

7
.

2

2 9
.

5 5
.

9

2 9
.

0 5
.

2

2 8
.

6 8
.

?

2 9
.

1 组0
.

4

2 7
.

4 1 1
.

8

2 4
.

2 1 7
.

汤

2 1
.

1 2 0
.

4

2 6
.

3 1 7 3
.

7

3215468791011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群落的种 类组成及区系成分

2
.

1
.

1 植物种类 根据调查统计
,

在 2 so o m ’

的固定样地上
,

计有维管束植物79 种
.

隶属4夕

科71 属
.

其中较占优 势 的 科 有
:

大戟科 ( 8 属 8 种)
,

茜草科 ( 6 属 6 种)
,

樟科 ( 5 属 6

种)
,

含羞草科
、

桑科和芸 香 科 ( 3 属 4 种), 碟形花科 ( 2 属 3 种)
;
其 次 是 壳 斗科

、

株

科
、

漆树科和五加科
.

计乔木层树种38 种
,

灌木层24 种
,

藤本植物10 种
,

草本植物 5 种
,

截

类植物 2 种
.

2
.

1
.

2 区系成分 按照 吴征锐教授的以系属级分 布区类型方案
.

上述 71 属植物
,

可区分为 9

种L咬系分布IK类型 (友2 )
.

并表现 为以热带分布为主
,

占总属数的9 0
.

01 务
.

其中又以泛热带分

表 2 山 乌栖次生群落的 区系组成

分布区序号 分 布 区 类 型 属 数 占总属数 (肠 ) 种 数 占总种效 ( 肠 )

世界分布

泛热带分布

热带亚洲和热 带关洲 Ial 断分布

川世 界热带分布

热带亚洲一热带澳洲分布

热带亚洲 一 热带非 洲分布

热带亚洲 (印 度一 马架西亚 ) 分布

北 温带分布

东亚及北美洲间断分布

3 3
.

印 l

5
。

6 ‘】

、4
.

0 3

1 4
。

0 3

8
。

4 5

丫4
。

0 8

I
。

4 1

4
。

2 3

生3

l0

3
.

8 0

3 [
.

6 几

C
.

3 3

1 6
。

4 0

1 2
.

C6

7
。

5 9

、6
.

4 C

L
.

2 6

3
。

8 0

3匀4川1061013l,13

布占优势
,

占31
.

“肠
;
其次是 !「,世界热带分布

.

热带亚洲 (印度一马来西亚 ) 分布及热带亚

洲一热带澳洲分布
,

分别占14
,

08 帕
,

北祖带分布和东 亚 及北美洲间断分布
,

仪占1
.

4 攀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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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3 肠
.

这些区系比例
.

表明了该次
’
卜群落的植物区系组成

, 一

卜要是以热
’

带区系成分组成为

主
,

具有较强的热带性
.

2
.

2 群落的外貌与结构特征

2
.

2
.

1 群落的外貌
a

.

植物的生活型谱
:

按 r a u n
‘

: ia e r生活型分类系统统计
,

在山乌柏次生群 落中
,

是以

布位芽植物为主
.

占89
.

89 肠
.

甚中又以中
、

小高位芽植物占优势
,

占49
.

37 肠
.

其他地上芽
、

地面芽及地下芽植物均较少
.

沐与舟角岛尖峰岭的热带半落川 季 雨 林 相近似
.

似落叶树种

成 分较 之为低
.

与本地区的热带季节性雨林和 )”西龙胜常绿阔叶林比较
,

J〔共同点是都以高

位芽植物占优势
.

但在数 峨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 3 )
.

衣 3 山 乌怕次生林与其它植被 生 活型 的比较

附生植物一年植生物地卜植芽物地而芽植地土芽 植物物
高 位 芽 植 物

植 被 大离位芽

(> 一。m )

「1:

离f众等

( 8 ~ 1 6 m )

小 高位 芽

( 2 ~ s m )

矮高f沈芽

(< Z m )

万奋浦二户石位

类 型
落叶常绿落lJl常绿�洛叶常绿常 落 常 落

绿 叶 绿 叶

3

3
.

8 0

3

1
.

性孙

G 6 日 1
.

1 3 1了
.

下2 8
.

8 6 . 门
.

1
,

亏 3
.

8 0 以) 了
. 1 6 3

.

8 0 1
.

2 6 l
.

Ze 2
.

5 2 1
.

? 6

种类占肠
版乌双山西纳

柏 次生

林

海南岛

尖峰岭

「月

计
(肠 )

种

类
占

8 9
。

8 9 I t , .

1 0

1 1 3 3 1 0

热带半( 肠 ) l. 。 丁
.

乞、 2 ‘)
.

t, 6
.

3 飞,
.

舀 1
.

悦, l二
.

8 了 3
.

3 1
.

9 0 2
.

s q .

代n l‘)
.

了《)

合计肠季]叶Il落百林

西双版纳季

节性雨辛本 t 5 1 几n

广西龙胜花

坪 常绿阔叶
,

8 0
.

c。 {
.

,、。 1 G
.

2 ( ) 3 0 0

林 [ ’ ]

b
.

叶级谱
:

按 R a u n k i a e r
划分叶级谱的方法

,

从叶而积的统计结果看
,

在该 群落中
,

是 以小叶型占优势
,

为4 4
.

8 7 肠
:

其 次 是 中 叶 型
,

占3 2
.

0 5 肠
;

大 叶 型 及 微 叶 型 分别占

3
.

8 5 肠及 1 9
.

23 肠
.

这 与 典型的以 中叶型占优势的热带雨林及季 节性雨林有所不同
.

在该次生群落中
,

落叶高位芽植物占有一定的比例
,

且均以小叶型植物占优势
.

这种现

象
,

一方面是该次生群落所处的环境较干热
,

湿度较小
,

部分抗逆性较强的落叶树种入侵所

致
:
另一方面

,

也许与该群落的演替进程有关
.

因该 群落现还处 于先锋植物群落阶段
,

因而

在种类组成上与其原生植被类型有很大的不同
.

。
.

叶型
、

叶质与叶缘
:

从统计结果可知
,

该群落 的 叶 型以单叶为主
, , ,l’7 5

.

64 肠 ;
复

叶占24
.

36 肠
.

叶质 以革质为主
,

占4 6
.

15 肠
;

其次是纸质
.

叶缘 以全缘叶 为主
,

占7 0
,

5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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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其叶的性质与热带雨林及南亚热带的常绿阔叶林基本相 同 (表 4 )
.

表 4 山 乌柏次生林与其它植被 类型介质
、

叶型 及叶 级的比较 (肠 )
. . . . . . . . . . . . . . . . . . 口.

叶 级 谱 叶 型 叶 质 叶 缘

非个缘全缘厚.’l’{瓜纸
.

质植 坡 类
鳞 细 小 中

西双版纳 山乌柏 次生林

海南岛尖峰岭 热带半落

叶季雨林 〔’ J

西双 版纳季节雨林 〔‘ J

广西龙胜花坪林区常绿

阔叶林 [ ’ 1

! 9
.

2 3 4 4
.

8 了 3 2
.

0 3
_

3
.

8 3 75
.

6 4 2 4
.

36 6
.

3 3 3 5
.

4 4 4 5
.

5 6 1 3
.

, 0 7 (、
.

8 9 2 ,
.

1 -

1
.

3 ;) 1 1
.

6 0 5 7
.

4 0 2 6
.

3 3
.

2 0 下4
.

9 () 2 几
.

! 0 9
.

下0 4
’

、 Z q 2 1
.

3 0 6 7
.

了0 3 2
.

3 0

了
.

s u 8
.

3 0 了
.

! t一 6 几
.

6 2 0 7 9
.

8 0 2 0
.

} O 5 0 1 2
.

5 0

/ / / / /

洲 / / / 了6 /

一
禅律宾 专季岭龙 脑香林

2
.

2
.

2 群 落 的 季 相 在 该 群 落 的 乔 木 层 中
,

山 于是 山山乌怕和自背闹 ( M ol lot 。 :

p 。。‘。 “la l“ :
)等落叶树种所组成

,

故其群落的外貌几乎是随着山乌柏和白背 桐 的季相变化

而变化
,

当冬旱季 ( 1 1一 2 月 )来临时
,

雨量大大减少
,

温度降低
,

山乌拍和白背桐等开始

落叶
,

整个群落呈现灰红色
; 次年 3 ~ 4 月

,

气温升高
,

降雨址极少
,

山乌拍和白背桐等全

部落叶
,

但由于有部分树种长 出新叶
,

使整个群落呈灰绿相间颜色
; 5 ~ 6 月

,

雨季开始来

临
,

各种植物展出新叶
,

林相呈一片嫩绿色
.

同时也有部分树种开花
、

结实
;

7 ~ 9 月
,

雨

量充沛
,

季相逐渐变得更加浓绿
.

先期开花的部分树种 已结实或成熟
.

过了 10 月
,

冬旱季来

临
,

落叶树种又开始落叶
,

整个群落的季相再呈周期性变化
.

2
.

2
.

3 群落的结构特征

a
.

垂直结构
:

由于该 次 生群落所受人为干扰较少
,

故层次分化较明显
.

在 垂直方向

上
,

可分为乔木层 ( I
,

I )
、

灌木层
、

草本层及层间植物
.

在乔木 I层 中
,

优势种突出
,

林分生长良好
,

林相整齐
.

主要山山乌柏所组 成
,

占该层

总株数的6 7
.

3呱
.

其余为胜I背洞
、

云南樟 ( C in n a 。 : O , : “ n : g la n d u lif
e : “。 )

、

华 南 吴 茱
’

英

( E 。o d ia a “ s , : o s in e 。5 15 )
、

山 木 患 ( H
a r p u llia c u p a 。‘o ‘d e s )

、

麻 棣 ( C h 。左: a s ia

t a b “la : 15
)和箭毒木 ( A n z ia : 15 zo x ic a : ia

) 等
.

树高为 x Z一 x 6 m
,

平均胸径 为10 一 14 e m
,

盖度为0
.

6 ~ 0
.

7左右
.

在乔木 I 层中
,

除了有 I层中的组成种类外
,

.

还有琴肤木 ( R h“ ‘ 。hl’ ne
。“‘“)

、

滇银柴

( A p O : “ s a g “ n , a n e n s 矛s
)

、

披 针 叶 楠 木 ( P ho e b e la 。e e o la la )
、

银 背 巴 豆 ( C r o to 。

c a : c a r illo ‘d e s
)

、

蒲桃 ( S 刀: “g i u , ; , s p
.

) 和似叶 tIJ 麻杆 ( A !e ho r n e a 2 11‘a e
f

o l‘a
) 等势优

种
.

树高为 5 ~ 10 m
,

平均胸径为 5 ~ s c m
,

盖度为0
.

7 ~ 0
.

8左 右
.

在 此 层 中
,

.

山乌拍的

个体数仍占优势
,

为总株数的 18
.

4 拍
.

表明山乌怕是该群落的建群种
,

在群落 中起着上异作
,

用
.

灌木层 也可分为二们公次
.

第
二

亚层高度为 2 ~ 5 n l ,

盖度 为。
.

6 人二右
.

111 乔 木幼树从

高徽木组成
:

除乔木层的组成树种外
,

还 有 大 花 哥 纳 香 ( C 。 , , 、ol 如Ia ,。 。 : ￡:
ij 力 t从 i)

、

铁 屎 米 ( C a o t h‘u ,
.

: ho r r ‘

d :‘, , ‘ )
、

西 南 猫 尾 木 ( D o ljc l
‘

a , , d ; o , e 5 2 12 : : :‘: ra )
、

鸡 血 藤

(M illo t‘ia 尹a e h刀e a r尸 a

) 和木姜 r ( L 、, s e a s p
.

) 等
;
第 几亚层I涂有

_

l:述
一

些种类外
,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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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玉叶金花 (M “ s s a e . d a s p
.

)
、

九节木 (P s g e ho rr sa he , r甘i)
、

三角茜木 (P r i: , n a ro , n e r ia

t , ‘r 。 , d r a )
、

琴叶格 ( F ic “ S , a , d 。r o t a )和小叶藤黄 ( G a r c i: ia 。O 功。 ) 等
,

但分布很不

均匀
,

大多呈植丛分布
.

此外
,

苦竹 (尸lei o b矛as t “ : 。二 。, “ :
) 的 数量相当多

,

是灌木层株

数的二倍
,

与灌木层种类纵横交错分布在整个群落中
,

生长稠密
,

有些地段令人难以穿越
.

草 本 植 物 层 的种类 和 数 量 均 较少
.

其盖度也很小
.

有飞机草
、

马唐 (刀19 ‘tar ia

: 0 , g 川 , aI ‘:
) 等几种

.

多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

接间植物主要有 罗 志 藤 ( S t ix iS S u a o e o le 。。)
、

下米藤 ( G O u a n ia Io p to s to c h夕a
)

、

老鸦落 ( A d h a t o d a o a s ‘e 。)
、

沙拉落 ( S o la c ia a o r。。‘ic a
)和 细因藤 ( p e r ‘e a 。: p 沙Iu :

91 0 。。。 )等
.

它们沿乔
、

灌木的茎干缠绕
,

有的 已至林冠
.

但林中还未见寄生植物
.

作为群落结构重要特征之一的水平结构
,

这次生群落中的许多树种均呈植丛分布
.

因而

分布很不均匀
,

常形成小型的组合
.

如披针叶楠木
、

木姜子
、

鸡血藤
、

大花哥纳香
、

三角茜

木和演南九节水等
.

尤其是三角茜木
、

滇南九节木和大花哥纳香
,

小型组合更为明显
,

在某

些地段可达十几株之多
.

它们依附着群落
,

发展成为水平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b
.

种群的年龄结构
:

作为种群重要特征之一的年龄结构
,

对分析种群内 各个体的年龄

分布状况
.

种群的数里变化和动态发展趋势
,

以及掌握和了解该群落的演替动态
,

都具有重

要的愈义
.

由于次生林为树种组成及群落结沟有它的特殊性
,

使它一直处于一个动态演替过

穆中
:

在几年时间内
,

一个建群种的消亡
,

又有另外的 建 群 种 兴起
.

同时
,

热带地区气候
‘

核立地条件比较优越
,

植物在一年四季内都可生长
,

而且生长较快
.

因此
,

在调查过程中
,

对种群的年龄结构标准在立木分级上作了一些调整
.

使其既有别于以前的一些划分方法 (如

L ut
: H J

.

和曲仲湘教授的划分方法 )
,

也不同于其他学者提出的一些划分标准
〔‘’

.

以更

切合该群落中种群的实际情况
,

更好地显示其种群的年龄结构及其动态
.

经调整后的标准
,

与曲仲湘教授提出的标准对照如表 5 所示
.

表 5 调整前 后的种样年龄结构立木分级标准比杖

立木分级

(麟级 )
曲仲湘教搜的划分标准 调 整 后 的 标 准

高度< 3 3 c .

高度声 3 3 c m

脚径 < 2
.

s c m

2
.

5c 口( 脚径< 7
.

5 c .

了
.

sc . ( 脚径< 2 2
.

5c .

脚径声 2 2
.

5 c .

高度< l m

l

岛度少 l m

脚径< s c m

s c m ( 胸径< 10c m

1 0c . ( 脚径 < 2买 m

脚 径笋肠
c .

m开V

根据将立木种群划分为增长型种群
、

稳定型种群及衰退型种群的方法
,

群落的主要建群

种山乌柏没有 I级幼苗
,

I级数量也得少 ( 图 1 )
.

另一 优势种自背桐也是同 样 的情 况
.

表明这些种群属衰退型种群
.

在不长的时间内可能从群落中消亡
.

在观测过程中也验证了这

一点
,

达到 V 级的山乌拍和白背桐个体止逐渐死 亡
;
滇银柴和银背巴豆等 I

,

I 级幼苗较多
,

在群落内占据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
;

蒲桃
、

鸡 血 藤 和 华南石栋等种群 I
,

I级幼苗众多
,

还没有 W级 立木
,

属增长型种群
.

在一定的时间内
,

能发展而成建群种或优势种
.

该次生群

落中主要种群的年龄结 构状况
,

说明其种群间的竞争是异常激烈的
.

囚此
,

对演替进程价: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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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

含
〕

{
!

些
习

{~ {一
、

.

1止址
.

{上立 }立兰 }己二当
1 2 3 4

、

一 _ 1 1 !
·

赚月 例L」叫 l 一 ! ~ I

一、 , l一二一
口

上
. . ,

!
,

上与 l尸口J
~

一 l 洋一头

胜:!
L

甲:{ }已二为 }比习- J
.

}
兀士为

.

场 6 宁 璐

数 虽

结构图

1
.

上!J与杯1 2

6
.

极叶 山麻 }卜

图 l

.

白背桐

主安种群年龄

3
.

沮银 柴 4
.

鸡血叮 5
.

华南石锐

7
.

银背匕 豆 8
.

浦挑

一步观测和研究
,

将 J冬有很重要的生态学怠义
.

2
.

3 t 典值指标及其分析

作为森林群落中相对 重要性指标的 重要值
,

是根据林木在群落中的密度
、

频度及显著度

来决定的
.

梅一树种的重要值
,

郁能较好地显示出该树种在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
.

经侧算
,

该群落各树种的重要值如表 6 所示
.

表 6

植物名称 侏 数

山 乌伯次生群落备主妥树种 的重要位

序 号
相对密度

(肠 )

甚 面 积

( e m ’ )

相对显若度

(肠 )

相对频度

(肠 )

重要位

山乌伯

锻叶 山麻 1
一

卜

滇银柴

白背桐

银背匕豆

西南猫尾术

盐肤木

简 桃

鸡血麟

箭毒木

渴稿 木姜子

披针叶楠 木

华南石 烁

泰国黄叶树

苛 桩

印度血桐

清香木姜子

3 4
.

9

6
.

4 三

5
.

3 了

6
.

了2

!
。

8 0

‘玉
。

〔飞3

4
.

3 U

3
。

9 二

1 G O

0
.

4 3

U
.

3 0

1
.

6 U

止
.

J I

2
.

5 1

0
。

5 4

l
。

9 7

1
.

2 5

1 9 3 1 3
.

7

舀8 7
。

2

5 0 8
.

8

16 14
.

止

2G 0
.

3

了19
。

8

了艺U
。

5

J,5

3 9 ()
.

9

丁
.

0 了

5 二6
.

了

8 J
.

5

峪1
.

6

4 3 8
.

8

2 2 8
。

4

4 9 8
.

5

7 15
.

9

18 2
.

3

6 6
.

5 0

2
.

0 0

1
.

7 0

场
.

3 0

、
.

7 0

2
.

4 二

2
.

j o

1
.

3 8

0
.

0 2

l
。

, O

U
.

30

0
.

、4

1
.

5 0

0
.

7 8

l 。

7 0

2
.

4 〕

0
.

6 2

6
.

9 8

直1
.

6 2

1 1
。

6 2

4
.

6 3

! 飞
.

后2

4
.

6 5

4
。

6 5

4
.

6 5

6
.

9 8

2
.

30

G
。

9 8

4
.

6 5

2
。

3 0

2
。

3 0

2
。

3 0

0

2
.

3 0

3 6
。

1 2

7
。

3 5

6
。

23

5
.

6 2

5
.

0 4

4
.

5 8

3
.

8 2

3
。

3 1

2
.

8 7

2
.

8 0

2
.

5 5

2
.

13

2
。

10

1
.

8 6

l
。

5 1

1
.

‘4 6

1
.

3 9

听4,’:1()盯[0对跳咒954。1414n

678910二[2131416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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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6 可以看出
,

山乌柏的重要值远远大于其他组成树种和优势树种的重要值
.

表明山

乌拍确是该群落的建群种
,

在群落中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
.

它的盛衰
,

对群落的发展及演替

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

3 群落的形成过程及演替动态

经多年进行综合观测
,

结果表明
,

山乌柏次生林的形成
,

首先经历了热带森林经刀耕火
·

种辣荒后的次生裸地阶段
.

这个阶段的特征是
:

森林植被不复存在
,

地表直接受到 阳光的照

射
,

原来的森林小气候完全改变
,

土坡较干操
,

一般的植物难以生存
,

只有一些树桩萌芽及

根系萌集等
.

由于停止了刀耕火种
,

使一些能忍受干早逆境
,

适应性较强
,

繁殖力强的植物有了一个

较椒定的生长环境
.

因此
,

种量大
、

质量轻
、

易传播的飞机草在风力等传播媒介的作用下
,

将其种子传入裸地且迅速生长
、

繁殖起来
,

最后占领整个裸地
.

其后
,

山黄麻在飞机草群落

中迅速发展起来
,

形成单优群落
.

因而也大大改善了土壤状况及小气候环境
,

为一些抗逆性

软差的掉物生长创造了较好的生境条件
.

这样
,

萦殖力强
、

生长较快的山乌柏和白背桐等占

每了群落上层
,

形成了以山乌柏为主的植物群落
。

而山黄麻和飞机草逐渐从群落中消亡
,

植

物俐
.
类逐渐丰富多样

,

群落结构趋于稳定
、

复杂
,

层次分化明显
.

使 以山乌柏为主的次生群
.

落撰有胡显的外貌特征
.

从该群落 目前的结构及种类组成看
,

作为乔木
.

上层树种的山乌柏和白背桐
,

其部分成熟

个体正趋于死亡
,

幼苗已稀无踪影
.

而蒲桃
、

大花哥纳香和鸡血藤等植物的幼苗数量增多
.

这表明群落的更新将向着湿润性的植被类型方向发展
.

可 以想见
,

在不长的岁月里
,

作为该

群落丰萝建群种和优势种的山乌柏和白背桐将会消亡二乔木上层将以云南樟
、

箭毒木
、

风吹

楠
、

浦桃
、

华南石栋等多种植物
,

组成更复

杂的混合层次
:
灌木层则以大花哥纳香

、

小

叶膝黄
、

琴叶榕
、

披针叶楠木和三角茜木等

小乔木
、

高灌木及乔木幼树所组成
.

其中风

吹楠
、

小叶藤黄和大花哥纳香等热带性较强

的性物的出现
,

使得种类组成趋于复杂
,

热

带区系成分已占很大比 例
.

随 着 时 间的推

移
,

‘些典型的
、

热带性强的森林代表种亦

将出现
.

植物群落将向着科
、

属
、

种组成更复

杂
,

热带区系成分
,

特别是东南亚成分越来

越占优势并显示出其特点的热带森林方向发

展
.

其整个演替动态进程如图 2 所示
.

热带雨林 月

- 一
一

一

洲影耸样

⋯
,

t
原生植被类型恢复阶段

(热带森林代表种逐 渐增多)

t
森林植物定居阶段

(蒲桃
、

鸡血藤等)

t
先锋植物群落阶段

(飞机草
、

山黄麻
、

山乌柏等)

t

、
卜

11

1

⋯
撰辑解水

4 结语与讨论

- -

一 次生裸地

—
一

(刀耕火种抹荒后 )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月耕火种撩荒

后 的次生演 替小 念图

一

一

a 以山乌柏为主组成的次生群落
,

是西双版纳刀耕火种撩荒地次生植被在恢复过程中的

一个群落类型
.

该群落种类成分较为复杂
,

植物区系成分以 热 带 分 布的 科
、

喝 为 主 (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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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

01 肠)
,

群 落 的 层 次分化比较明显
;
其生活型 以中

、

小高位芽植物为主
,

以小叶型
、

单

叶
、

革质
、

全缘 叶组成群落的外貌
.

草本植物稀少
.

b
.

经刀耕火种撩荒后所形成的次生植被
,

如采取封山育林猎施
, ’

群落的 恢 复和发展较

快
,

并将按着向原生植被类型的方向发展
:
对已形成的次生植被采取封山育林措施

,

是使其

尽快恢复成林的切实有效的办法
.

。
.

对 热 带次生林在立木分级上所作的一些调整
,

是根据现阶段次生群落的特点而作出

的
.

实践表明
,

它与该群落 目前的实际悄况相符合
.

因而是可行的
. ‘

,
‘

曹谨参加本项研究的还有刘国武
、

周权同志 ; 承张建侯 副研 究员审阅
:

张 克 映 副研究员掩供有关气象资料
:

敬同志对本文提 出 修 改惫见
:

在野外调查中
.

得 到西双 版纳热 带生 态劝 习祥生
.

张立 忿等同志的次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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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n g Jia n w e i Z h a n g Jia h e
S o n g Q is h i X ie Jiw u

( K u n m in g In s titu te o f E e o lo g y
,

A e a d e m ia S in ie a

F e n g Z h ili

)

A B S T R A C T

T he p a p e r p r e s e n t s t h e r e s u lt s o f a 10一y e a r s tu d y o n t h e s e e o n d a r y

fo r e s t v e g e ta tio n w h ie h w a s n a tu r a lly r e g e n e r a te d f r o m s la s h a n d b u r n

e u ltiv a tio n in th e tr o p ie a l r a in fo r e s t
.

A fi x e d s a m p le Plo t s u r v e y w a s

e x c u te d in M e n g lu n ,

M e n g la c o u n
妙

,

X is h u a n g b a n n a .

A to ta l o f 7 9 s p e c ie s o f

h ig h e r p la n t s in 4 2 fa m ilie s a n d 7 一 g e n e r a w a s o b s e r v e d in t h e 2 5 0 0 m
’

fix e d

s a m P le Plo t
.

T he s e e o n d a r y fo r e s t 15 5 0 le s s d is tu r b e d th a t s t r a t ifie a tio n

e a n be c le a r ly d iv id e d in to : a r b o r o u s

a n d lia n a s
.

In t he a r bo r o u s la y e r ,

t h e

la y e r , s h r u b la y e r ,

h e r b a c e o u s ! a y e r

d o m in a n t t r e e 15

im Po r ta n t v a lu e o f w h ie h 15 3 6
.

12
.

T h e

t o R a u n k ia e r ‘ 5 sy s t e m o f e la s s ifie a tio n :

y te s
(3

.

8 5肠)
,

h e m ie r y p to p h y te s ,

(一 2 5肠)
,

ljfe fo r m w a s

S a P ‘u 川 d 1s c o lo r ,

th e

m e a s u r e d a e e o r d in g

p h a n e r o p h y te s
(5 9

.

8 8肠)
.

e h a m a e p h

g e o p h y te s (x
.

2 8肠)
, a n d t h e r o p h y te s

(2
.

6 e肠)
, e p ip h y te s

(z
.

Ze)
; th e p e r e 七n ta g e o f th e m 15 s im ila r t o t he s e a s o n a l

r a in fo r e s t in X is h u a n g b a n n a
.

S tu d y in g o n t h e s e c o n d a r y s u c c e s s io n o f

tr o p ie a l r a in fo r e s t 15 to k n o w t h e d y n a m ic s a n d r e g u la t二o n o f s e c o n d a r y

su e e e s sio n
.

It h a s im Po r t a n t e e o lo g ie a l s ig n ifie a n e e fo r th e r e e o v e r y a n d

祥e v e lo Pm e n t o f fo r e s t e c o s y s t e m
. “

C lo sin g o f f th e h ills fo r n a t u r a l

r e g e n e r a t io n ”

15 a n e ffe e tiv e m e a s o r e to r e h妞 bilita te th e s e c o n d a r y fo r e s t

v e 么e t a tio n
.

K e y w o r d s :

S a夕 i“fn d i; e o lo r , s e e o n d a r y fo r e s t
, c o e n o lo g ic a l e h a r a e te r -

is tie s ,

flo r is t ie c o m Po s itio n ,

life fo r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