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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树种的区系组成成分分析

兰国玉１，２，３，朱　华２＊，曹　敏２

（１．农业部儋州热带作物科学观测实验站，海南 儋州５７１７３７；

２．中国科学院 热带森林生态学重点实验室（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云南 昆明６５０２２３；

３．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橡胶研究所 ，海南 儋州５７１７３７）

摘　要：按照美国史密森热带研究所的热带森林研究中心１９８０年在巴拿马Ｂａｒｒｏ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Ｉｓｌａｎｄ
地区建立５０ｈｍ２ 样地的技术规范，２００７年在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补蚌村的望天树林中建立了一块
面积为２０ｈｍ２ 的热带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逐一测量记录了样地中所有树干胸径 ≥１ｃｍ树木的胸
围，并对其挂牌标记、鉴定种名、确定坐标位置。基于此资料分析了科、属的分布区类型，并与马来
西亚的热带季节雨林样地（Ｌａｍｂｉｒ和Ｐａｓｏｈ）和泰国热带雨林样地（ＨＫＫ）样地内优势科和优势种
做了比较。结果表明：１）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样地中热带成分的科有５１个，热带成分的属有

１８６个，分别占总科数和总属数的７２．８７％和８９．４２％；温带成分的科和属各有３个，分别占总科数
和总属数的４．２９％和１．４４％。反映了样地植物区系组成成分的热带性质，温带成分占有一部分比
例，则体现了群落的温带性质。２）马来西亚和泰国热带雨林的一些优势科，如龙脑香科、藤黄科、肉
豆蔻科，在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样地同样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反映了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与
东南亚热带雨林在科的组成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但龙脑香科、野牡丹科、藤黄科、山榄科、橄榄科等
一些科在马来西亚有大量的发展，在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中这些科的物种数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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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热带雨 林 是 中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最 丰 富

的生态系统之一，西双版纳也被公认为国际上重要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之一。２００７年，在中

国科学院生 物 多 样 性 委 员 会、加 拿 大 Ａｌｂｅｒｔａ大 学

和台湾东海大学等相关单位的支持下，由中国科学

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和西双版纳州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在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补蚌村的望天树林中建立

了一块面积为２０ｈｍ２ 的热带森林动态监测样地，该
样地是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动态研究网络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建设技术是按照美国史密森热

带研究所的热带森林研究中心 （ＣＴＦＳ）１９８０年 在

巴拿马Ｂａｒｒｏ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Ｉｓｌａｎｄ地区建 立５０ｈｍ２ 样

地的技术规范进行的。笔者对西双版纳的植物区系

曾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如在植物区系组成上，西双

版纳热带雨林属于热带亚洲或印度－马来西亚热带

雨林群系［１］，属于热带亚洲植物区系的一部分，它处

于亚洲热带雨林带的北缘［２］。其研究结果主要是基

于选取多个不连续取样来进行分析而得出，得出的

结论在反应植被之间的差异具有代表性，但从群落

的角度来说，西双版纳样地典型的龙脑香热带季节

雨林和马来西亚典型的龙脑香林的区系组成成分的

差异与联系是否类似，因此大尺度上的连续取样，并
与马来西亚大尺度的连续取样的样方做比较，来分

析它们之间树种的区系成分的研究尚属首次。本研

究选取西双版纳典型的龙脑香热带季节雨林，着重

分析样地内树种科的植物区系成分和属的植物区系

成分；比较西双版纳龙脑香热带季节雨林与东南亚

典型的龙脑香热带雨林在物种组成和植物区系上的

区别与联系。

１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1 　材料与方法　材料与方法　材料与方法　材料与方法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地处云南省最南部边缘，总
面积１９　６９０ｋｍ２，南与老挝、缅甸接壤。西双版纳山

地属横断山系南无量山脉和努山山脉的余脉。属北

热带季风气候［３－６］，年平均气温２１℃，年平均降雨量为

１　５３１．９ｍｍ［５］。１１月到次年４月为旱季。

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动态监测样地位于西双

版纳傣族自 治 州 勐 腊 县 补 蚌 村 南 贡 山 东 部 斑 马 山

脚，东距勐腊－瑶区公路约５００ｍ，北面翻越次生林

的几个山脊 之 后 到 达 北 沙 河。样 地 面 积 为２０ｈｍ２

（４００ｍ×５００ｍ），东西长５００ｍ，南北长４００ｍ，整
个样地向西 偏 斜１９°。样 地 内 的 海 拔 变 幅 较 大，最

低点海拔为７０９．２７ｍ，最高点海拔为８６９．１４ｍ。样

地的森林类型属热带季节性雨林植被亚型，群落类

型为望天树（Ｐａｒａｓｈｏｒ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林［６］，群落高度

５０ｍ左右，上层优势种望天树，中层有假海桐（Ｐｉｔ－
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小叶藤黄（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等。
1.2　方法　方法　方法　方法

样地数据经过整理后，树种科与属的分布区类

型分别根据吴征镒［７］等的论著《种子植物分布区类

型及其起源和分化》、《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

型系统》及其修订［８－９］和《中国种子植物分布区属的

分布区类型》的标准确定［１０］。由于样地内有相当大

一部分物种只鉴定到属，本文未涉及种水平上的区

系成分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2.1　科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科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科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科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根据吴征镒［８－９］等《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

型系统》及其修订，分析了版纳样地内已知７０个科

的分布区类型。
泛热带分 布 有３８个 科，如 爵 床 科（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

ａｅ）、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番荔枝科（Ａｎｎｏｎａｃｅ－
ａｅ）、夹 竹 桃 科（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紫 葳 科（Ｂｉｇｎｏｎｉａｃｅ－
ａｅ）、橄榄科（Ｂｕｒｓｅｒａｃｅａｅ）、山柑科（Ｃａｐｐａ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卫矛科（Ｃｅｌａｓｔｒａｃｅａｅ）、使 君 子 科（Ｃｏｍｂｒｅｔａｃｅａｅ）、
毒鼠子 科 （Ｄｉｃｈａｐｅｔａｌａｃｅａｅ）、柿 树 科（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大 戟 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大 风 子 科（Ｆｌａｃｏｕｒｔｉａｃｅ－
ａｅ）、藤黄科（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ａｅ）、茶茱萸科（Ｉｃａｃｉｎａｃｅａｅ）、樟
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玉 蕊 科（Ｌｅｃｙｔｈｉｄａｃｅａｅ）等，占 总 科

数的５４．２９％。
东亚（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及热带南美间断

分布有６个科，占总科数的８．５７％，分别为马鞭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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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安 息 香 科（Ｓｔｙｒａｃａｃｅａｅ）、省 沽 油

科（Ｓｔａｐｈｙｌｅａｃｅａｅ）、杜 英 科（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五 加

科（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和冬青科（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旧世界热带有３个科，分别为八角枫科（Ａｌａｎｇ－

ｉａｃｅａｅ）、露 兜 树 科（Ｐａｎｄａｎａｃｅａｅ）和 海 桑 科（Ｓｏｎ－
ｎｅｒａｔｉａｃｅａｅ），占总科数的４．２９％。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仅有１个科为四树

木科（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ａｃｅａｅ），占总科数的１．４３％。
热带亚洲分布的有３个科，占总科数的４．２９％。

这３个科 分 别 是 隐 翼 科（Ｃｒｙｐｔｅｒｏｎｉａｃｅａｅ）、龙 脑 香

科（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和清风藤科（Ｓａｂｉａｃｅａｅ）。
北温带分布的有３个 科，分 别 是 槭 树 科（Ａｃｅｒ－

ａｃｅａｅ）、壳 斗 壳（Ｆａｇａｃｅａｅ）和 胡 桃 科（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
ａｅ），占总科数的４．２９％。

表１　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动态监测

样地科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ｐｌｏｔ

分布区类型 科数／种 百分比／％

１世界广布 １３　 １８．５７
２泛热带 ３８　 ５４．２９

３东亚（热 带 亚 洲 至 热 带 大 洋 洲）及 热

带南美间断
６　 ８．５７

４旧世界热带 ３　 ４．２９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 １　 １．４３

７热带 亚 洲（即 热 带 东 南 亚 至 印 度、马

来、太平洋诸岛） ３　 ４．２９

８北温带 ３　 ４．２９
９东亚及北美间断 ２　 ２．８６
１４东亚 １　 １．４３
合计 ７０　 １００．００

2.2　树种属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树种属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树种属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树种属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泛热 带 分 布 的 属 有 ４１ 个 属，占 总 属 数 的

１９．７１％。其中最大的２个属是榕属（Ｆｉｃｕｓ）和杜英

属（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分别含有２２个和１６个物种。其

它泛热带属还包括山麻杆属（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异木患属

（Ａｌｌｏｐｈｙｌｕｓ）、紫 金 牛 属 （Ａｒｄｉｓｉａ）、琼 楠 属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紫 珠 属（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红 厚 壳 属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山柑属（Ｃａｐｐａｒｉｓ）等；热 带 亚 洲、

大洋 州 和 南 美 洲 间 断 仅 有 １ 个 属：糙 叶 树 属

（Ａｐｈａｎａｎｔｈｅ），占总属数的０．４８％；热带亚洲、热带

非洲和热带美洲（南美洲）有３个属，分别是粗叶木

属（Ｌａｓｉａｎｔｈｕｓ）、桂樱属（Ｌａｕｒｏｃｅｒａｓｕｓ）和鹧鸪花属

（Ｔｒｉｃｈｉｌｉａ），占总属数的１．４４％。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共计含有１３个

属，占总属数的６．２５％。其中物种最丰富的属为木

姜子属（Ｌｉｔｓｅａ），其 它 属 还 包 括 金 叶 树 属（Ｃｈｒｙｓｏ－
ｐｈｙｌｌｕｍ）、柃属（Ｅｕｒｙａ）、泡 花 树 属（Ｍｅｌｉｏｓｍａ）、假

卫 矛 属 （Ｍｉｃｒｏｔｒｏｐｉｓ）、鳄 梨 属 （Ｐｅｒｓｅａ）、楠 属

（Ｐｈｏｅｂｅ）等。
旧世界热带分布有２７个属，主要包含火筒树属

（Ｌｅｅａ）、楝属（Ｍｅｌｉａ）、蒲桃 属（Ｓｙｚｙｇｉｕｍ）、玉 蕊 属

（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ｉａ）、吴茱萸属（Ｅｖｏｄｉａ）、野桐属（Ｍａｌｌ－
ｏｔｕｓ）、肉 豆 蔻 属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等，占 总 属 数 的

１２．９８％；热带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间断或星 散 分 布

仅２个属，分别为茜树属（Ａｉｄｉａ）和柴龙树属（Ａｐｏ－
ｄｙｔｅｓ），占总属数的０．９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州分布１７个属，主要包括

樟属（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肉托果属（Ｓｅｍｅｃａｒｐｕｓ）、香椿

属（Ｔｏｏｎａ）、米 仔 兰 属（Ａｇｌａｉａ）、火 麻 树 属（Ｄｅｎ－
ｄｒｏｃｎｉｄｅ）、风 吹 楠 属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黄 叶 树 属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水 锦 树 属（Ｗｅｎｄｌａｎｄｉａ）等，占

总属数的８．１７％。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有１１个属，包含藤黄

属（Ｇａｒｃｉｎｉａ）、土密 树 属（Ｂｒｉｄｅｌｉａ）、浆 果 楝 属（Ｃｉ－
ｐａｄｅｓｓａ）、水麻属（Ｄｅｂｒｅｇｅａｓｉａ）、狗骨柴属（Ｄｉｐｌｏｓ－
ｐｏｒａ）、刺篱木属（Ｆｌａｃｏｕｒｔｉａ）、铁仔属（Ｍｙｒｓｉｎｅ）等

等，占总属数的５．２９％。
表２　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动态监测

样地属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ｐｌｏｔ

分布类型
属数
／属

百分比
／％

２泛热带分布 ４１　 １９．７１

　２－１热带亚洲、大洋州和南美洲间断 １　 ０．４８

　２－２热带亚洲、热带非洲和热带美洲（南美 ３　 １．４４
洲）

３．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１３　 ６．２５
４旧世界热带分布 ２７　 １２．９８

　４－１热带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间断或星散 ２　 ０．９６
分布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州分布 １７　 ８．１７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１１　 ５．２９
７热带亚洲分布 ６９　 ３３．１７

　７－１爪哇，喜马拉雅和华南，西南星散 ３　 １．４４

　７－２热带印度至华南 ２　 ０．９６

　７－３缅甸、泰国至华西南 ２　 ０．９６

　７－４越南（或中南半岛）至华南（或西南） ３　 １．４４
８北温带分布 ３　 １．４４
９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６　 ２．８８
１２－３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大洋州／北 １　 ０．４８
美南部至南美洲间断

１４ＳＪ东亚（中国－日本） １　 ０．４８
１４ＳＨ中国－喜马拉雅 ２　 ０．９６
１５中国特有分布 １　 ０．４８
合计 ２０８　 １００．００

热带 亚 洲 分 布 的 属 有６９个 属，占 总 属 数 的

３３．１７％。如龙脑香科的柳桉属（Ｐａｒａｓｈｏｒｅａ）、红光

树属（Ｋｎｅｍａ）、蚁 花 属（Ｍｅｚｚｅｔｔｉｏｐｓｉｓ）、染 木 树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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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ｐｒｏｓｍａ）、顶 果 树 属（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ｓ）、荔 枝 属（Ｌｉ－
ｔｃｈｉ）、一担柴属（Ｃｏｌｏｎａ）、木奶果属（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崖
摩属（Ａｍｏｏｒａ）、罗 伞 属（Ｂｒａｓｓａｉｏｐｓｉｓ）等；爪 哇，喜

马拉雅和华 南、西 南 星 散 有３个 属，分 别 是 木 荷 属

（Ｓｃｈｉｍａ）、秋 枫 属（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和 大 参 属（Ｍａｃｒｏ－
ｐａｎａｘ），占总属 数 的１．４４％；热 带 印 度 至 华 南 仅２
个 属：幌 伞 枫 属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ｎａｘ）和 翅 果 麻 属

（Ｋｙｄｉａ），占 总 属 数 的０．９６％。缅 甸、泰 国 至 华 西

南有２个属：假海桐属（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和火烧花属

（Ｍａｙｏｄｅｎｄｒｏｎ），占总属数的０．９６％；越南（或中南

半岛）至华南（或西南）有３个属，分别为长柱山丹属

（Ｄｕｐｅｒｒｅａ）、裂 果 金 花 属（Ｓｃｈｉｚｏｍｕｓｓａｅｎｄａ）和 三

宝木属（Ｔｒｉｇｏｎｏｓｔｅｍｏｎ），占总属数的１．４４％。
北温 带 分 布 仅 有３个 属：槭 属（Ａｃｅｒ）、桑 属

（Ｍｏｒｕｓ）和榆属（Ｕｌｍｕｓ），占总属数的１．４４％；东亚

和北美洲间断 分 布 有６个 属，分 别 是 锥 属（Ｃａｓｔａｎ－
ｏｐｓｉｓ）、鼠 刺 属（Ｉｔｅａ）、柯 属（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木 兰 属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蓝 果 树 属（Ｎｙｓｓａ）和 漆 树 属（Ｔｏｘｉｃｏ－
ｄｅｎｄｒｏｎ），占总属数的２．８８％；地中海区至温带，热

带亚洲，大洋州和南美洲间断的有１个属木犀榄属

（Ｏｌｅａ），占总属数的０．４８％；东亚（中国、日本）仅１
个属：枇杷属（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占总属数的０．４８％；中

国－喜马 拉 雅 有 ２ 个 属，分 别 为 南 酸 枣 属（Ｃｈｏ－
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和辛果漆属（Ｄｒｉｍｙｃａｒｐｕｓ），占总属数

的０．９６％中国特有分布仅１个属：银鹊树属（Ｔａｐｉ－
ｓｃｉａ），占总属数的０．４８％。

２．３　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与其他热带雨林优势

科组成的比较

西双版 纳 样 地 和 马 来 西 亚 Ｌａｍｂｉｒ样 地［１１］与

Ｐａｓｏｈ样地［１２］内个体数量最大的前２０个科表现出

一定的相似性（表３）。西双版纳样地和Ｐａｓｏｈ样地

的相似性较大，前２０个科中有１４个科是相同的，仅
有６个 科 不 同。与Ｌａｍｂｉｒ样 地 有１１个 科 是 相 同

的。其中有１０个 科 是３个 样 地 共 同 含 有 的，这１０
个科是龙脑香科、大戟科、茜草科、樟科，番荔枝科、
柿树科、楝科、藤黄科、桃金娘科和肉豆蔻科。这说

明西双版纳样地与马来西亚赤道热带雨林在科组成

上的相似性。
表３　西双版纳样地与其他３个样地个体数量最多的前２０个优势科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ｏｐ　２０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ｐｌｏｔ，

Ｈｕａｉ　Ｋｈａ　Ｋｈａｅｎｇ　ｐｌｏｔ　ａｎｄ　Ｌａｍｂｉｒ　ｐｌｏｔ

序号 西双版纳样地 泰国样地 马来西亚样地（Ｌａｍｂｉｒ） 马来西亚样地（Ｐａｓｏｈ）

１ 茶茱萸科（Ｉｃａｃｉｎａｃｅａｅ） 番荔枝科（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龙脑香科（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２ 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龙脑香科（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３ 龙脑香科（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无患子科（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橄榄科（Ｂｕｒｓｅｒａｃｅａｅ） 番荔枝科（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４ 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漆树科（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５ 藤黄科（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ａｅ） 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橄榄科（Ｂｕｒｓｅｒａｃｅａｅ）

６ 番荔枝科（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柿树科（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番荔枝科（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无患子科（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７ 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龙脑香科（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肉豆蔻科（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肉豆蔻科（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８ 肉豆蔻科（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芸香料（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桃金娘科（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柿树科（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９ 桑科（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紫金牛科（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０ 楝科（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紫葳科（Ｂｉｇｎ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藤黄科（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ａｅ）＊ 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１１ 无患子科（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 柿树科（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藤黄科（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ａｅ）＊

１２ 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 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桃金娘科（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１３ 桃金娘科（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 苦木科（Ｓｉｍａｒｏｕｂａｃｅａｅ） 楝科（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４ 柿树科（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 楝科（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堇菜科（Ｖｉｏｌａｃｅａｅ）

１５ 杜英科（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 大风子科（Ｆｌａｃｏｕｒｔｉａｃｅａｅ） 漆树科（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１６ 毒鼠子科（Ｄｉｃｈａｐｅｔａｌａｃｅａｅ） — 远志科（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ｃｅａｅ） 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１７ 葡萄科（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 椴树科（Ｔ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野牡丹科（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１８ 紫金牛科（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 桑科（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大风子科（Ｆｌａｃｏｕｒｔｉａｃｅａｅ）

１９ 五加科（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 山榄科（Ｓａｐｏｔａｃｅａｅ） 榆科（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２０ 茶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 野牡丹科（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壳斗壳（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注：“＊”表示西双版纳样地含有的科。（表４同）

　　西双版纳样地和马来西 亚Ｌａｍｂｉｒ样 地 和Ｐａ－
ｓｏｈ样地内物种 数 最 丰 富 的 前２０个 科 也 具 有 相 似

性（表４）。与 Ｐａｓｏｈ 样 地 有１３个 科 是 相 同，与

Ｌａｍｂｉｒ样地也有１３个科是相同的。３个样地共同

含有的有１３个科，这１３个科分别是桑科、豆科、无

患子科、壳斗科、大戟科、茜草科、樟科、番荔枝科、茜
草科、楝科、藤黄科、桃金娘科和肉豆蔻科。同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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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雨林的区系成分的相似性。
尽管西双版纳样地和马来西亚样在科组成上有

很大的相似性，但马来西亚的２个样地中物种最丰

富的前２０个科都包含龙脑香科，其中的Ｌａｍｂｉｒ样

地的龙脑香科含有８７个物种，Ｐａｓｏｈ样地龙脑香科

的物种数量较少些，但也有３０种。而版纳样地的龙

脑香科仅含１个物种。这是西双版纳样龙脑香热带

季节雨林和马来西亚典型的赤道龙脑香热带雨林的

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另外马来西亚的２个样地内的

柿树科、橄榄 科、野 牡 丹 科 和 山 榄 科 都 有 较 多 的 物

种，而西双版纳样地这些科的物种则相对较少。

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与泰国热带雨林比较：
西双版纳样地个体数量最多的前１０个科与泰国干

旱常绿 热 带 雨 林 Ｈｕａｉ　Ｋｈａ　Ｋｈａｅｎｇ样 地 个 体 数 量

最多的前１０个 科 中 有 一 些 科 是 相 同 的（表３）。西

双版纳样地与泰国ＴＨｕａｉ　Ｋｈａ　Ｋｈａｅｎｇ样地有５个

科是相同的［１３］，分 别 是 番 荔 枝 科、大 戟 科、茜 草 科、
樟科、龙脑香科。泰国样地的无患子科和柿树科虽

然不在版纳样地前１０个科之列，但这２个科在版纳

样地也排名１４和１１。表明了西双版纳样地所处的

龙脑香热带季节雨林在植物区系组成上与泰国的热

带雨林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表４　西双版纳样地与马来西亚２个样地物种数量最多的前２０个优势科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ｏｐ　２０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ｐｌｏｔ，Ｈｕａｉ　Ｋｈａ　Ｋｈａｅ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ｍｂｉｒ　ｐｌｏｔ

序

号

西双版纳样地

科名
物种数／种
（百分比／％）

马来西亚样地

科名
物种数／种
（百分比／％）

马来西亚样地

科名
物种数／种
（百分比／％）

１ 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５２（１１．１） 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１２５（１０．７） 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８７（１０．６０）

２ 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３８（８．１） 龙脑香科（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８７（７．４） 桃金娘科（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５０（６．０９）

３ 桑科（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３０（６．４） 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７８（６．６） 樟科（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４８（５．８５）

４ 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２８（６．０） 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５９（５．０） 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４６（５．６０）

５ 楝科（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２５（５．３） 番荔枝科（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５４（４．６） 番荔枝科（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４４（５．３６）

６ 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１９（４．１） 桃金娘科（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５３（４．５） 楝科（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４３（５．２４）

７ 杜英科（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１７（３．６） 楝科（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５２（４．４） 漆树科（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３２（３．９０）

８ 番荔枝科（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１５（３．２） 藤黄科（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ａｅ）＊ ５０（４．３） 藤黄科（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ａｅ）＊ ３１（３．７８）

９ 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１４（３．０） 橄榄科（Ｂｕｒｓｅｒａｃｅａｅ） ４０（３．４） 肉豆蔻科（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３１（３．７８）

１０ 桃金娘科（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１４（３．０） 肉豆蔻科（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４０（３．４） 龙脑香科（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３０（３．６５）

１１ 芸香科（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１２（２．６） 桑科（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３８（３．２） 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２８（３．４１）

１２ 五加科（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０（２．１） 柿树科（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３４（２．９） 桑科（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２４（２．９２）

１３ 荀麻科（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９（１．９） 山榄科（Ｓａｐｏｔａｃｅａｅ） ３３（２．８） 橄榄科（Ｂｕｒｓｅｒａｃｅａｅ） ２２（２．６８）

１４ 无患子科（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８（１．７） 漆树科（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３２（２．７） 柿树科（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２１（２．５６）

１５ 肉豆蔻科（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８（１．７） 远志科（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ｃｅａｅ） ２５（２．１） 无患子科（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２０（２．４４）

１６ 榆科（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８（１．７） 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２４（２．０） 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１５（１．８３）

１７ 藤黄科（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ａｅ） ７（１．５） 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２１（１．８） 大风子科（Ｆｌａｃｏｕｒｔｉａｃｅａｅ） １５（１．８３）

１８ 漆树科（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７（１．５） 野牡丹科（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２１（１．８） 野牡丹科（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１５（１．８３）

１９ 梧桐科（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ｃｅａｅ） ７（１．５） 无患子科（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２１（１．８） 山榄科（Ｓａｐｏｔａｃｅａｅ） １４（１．７１）

２０ 马鞭草科（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７（１．５） 大风子科（Ｆｌａｃｏｕｒｔｉａｃｅａｅ） ２０（１．７） 梧桐科（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４（１．７１）

３　结论与讨论

对西双版纳２０ｈｍ２ 的龙脑香热带季节雨林中

直径＞１ｃｍ的树种的区系成分分析表明：在科的水

平 上，样 地 内 热 带 分 布 科 ５１ 个，占 总 科 数 的

７２．８６％。典型的热带分布科有龙 脑 香 科、藤 黄 科、
肉豆 蔻 科、玉 蕊 科、四 树 木 科、茶 茱 萸 科、隐 翼 科

等［１４］，其中茶茱 萸 科 的 重 要 值 排 名 第 一，龙 脑 香 科

重要值上排名第四，藤黄科和肉豆蔻科的重要值也

比较大。群落中典型热带科占有一定的比例，表明

了群落的热带性质。另外热带亚洲分布的龙脑香科

个体数量上和胸高断面积上所占的比例都比较高，
且龙脑香科的望天树也是群落的建群种，在群落中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尽管群落中热带亚洲分

布的科数目不是太多，但从胸高断面积或个体数量

上来说，热带亚洲成分的比例则比较大。另外群落

中漆树科、壳斗科和胡桃科是属于温带分布，其中壳

斗科含有１４个物种，反映出样地植物区系的温带性

质。纵上所述，西双版纳龙脑香热带季节雨林是热

带成分为主，热带亚洲成分占有一定的比例，并且含

有一定的温带成分，区系成分中带有热带边缘的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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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属的水平上，样地内热带分布的属占总属数

的８８．４６％，其中热带亚洲分布的属占３３．１７％。热

带亚洲分布的柳桉属是样地内胸高断面积和个体数

量都比较大的属，红光树属、蚁花属和染木树属在群

落中的个体数量都查过了１　０００株个体。因此从这

个层面上分析，热带亚洲分布是该群落区系组成成

分的主要组成部分。缅甸、泰国至华西南分布的假

海桐属是样地内个体数量最大的属。因此西双版纳

龙脑香热带季节雨林具有较强的热带亚洲亲缘性。
龙脑香林是以龙脑香科植物作为上层树种组成

成分之一，是占由优势地位的森林群落，龙脑香热带

雨林在热带亚洲或印度、马来西亚地区有较大量的

发展［１５］。通过对 比 分 析 西 双 版 纳 样 地 和 马 来 西 亚

的Ｌａｍｂｉｒ和Ｐａｓｏｈ热 带 雨 林 样 地，以 及 泰 国 热 带

雨林的样地优势科组成表明，西双版纳龙脑香林与

东南亚龙脑香林在植物区系组成上有很大的相同之

处，西双版纳龙脑香热带季节雨林包含的一些优势

科在其他样地中也存在，如典型热带分布的龙脑香

科、藤黄科、肉豆蔻科在这几个群落中都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说明了这些群落在植物区系成分组成的

亲缘性。但由于西双版纳龙脑香林的地理位置作为

东南亚龙脑香林的北部边缘类型，也就决定了西双

版纳龙脑香林与典型的赤道龙脑香热带雨林在区系

组成成分上存在一定的区别。如龙脑香科、野牡丹

科、藤黄科、山榄科和橄榄科等一些热带科在马来西

亚有很大量的发展，而西双版纳的龙脑香林中，这些

科的种类则比较少。西双版纳样地内的樟科却得到

了大量发展，樟科产于热带和亚热带中心，分布中心

在东南亚和 巴 西，但 有 些 种 类 分 布 甚 至 到 暖 温 带。
尽管如此，西双龙脑香林和马来西亚的龙脑香林都

同属于热带雨林群系［１５］，样地内热带亚洲分布属占

到相当大一部分，表明西双版纳的植物区系是热带

亚洲植物区系的一部分［１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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