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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在介绍植物群蓓调查和资料分析方法的基础

上，提出了广西植被分类的原则和系统，分析了广西

植被主要类型的外貌、结构、种类组成和演替的特点，

用大量样方资料系统地刻画了各调查群丛的物种组成

和群落结构特点，并阐述了这些群落类型的分布范围

和适宜的生态条件以及群蓓动态变化规律。最后，对

广西植被的总体分布和演替规律进行了说明。书中丰

富的样方资料也是编写 《中国植被志》的重要素材。

本书可供从事生态学、生物学、生物多样性与自

然保护领域方面的科研工作者和有关高等院校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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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东亚大陆东南缘，北回归线

在自治区巾部通过，占据亚热带(包J击中亚热带和南

亚热带)及逐渐向热带过疲的区域，我们称后者为北

热带(李治基等， J 964 )境内气候、地质、地貌和上

壤变化复杂，特别是石灰岩地层广布，约占全区，总面

积的 50% ，这就使得植物种类组成多种多样，生物资

源极为丰富，植被类型复杂。 因此，通过研究摸清全

区不同环境下的植被及其分布和演替规律，不但对认

识我罔整个热带、亚热带的植被性质有重要意义，而

且对规划这个区域的生物资源的开发、土地的含理利

用和综合农业的发展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前.广西没有专门的机构从事植被

的研究，只有一些学者在从事林业或某些经济植物研

究巾陆及植被的一些问题。 应该说，真正的植被研究

工作是在新巾罔成立以后才正式开展起来的，主要是

由下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所推动。

1952年，巴西橡胶树宜林地选择的考察，促使专

家们必须从研究植被入手，分析调查区域能再选撵出

适宜发展巴西橡胶树的地段，桂东南、桂南和桂西南

的植被研究就这样逐步发展起来。

1953年春，为了统一全罔植被研究方法、特别是

建立适当的热带和亚热带植被的研究方法，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组织全国各有关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70

多人，包括老专家和中、青年植物学与土壤学工作者，

其中来自广西的同行最多，集中在兴安县大榕、江镇，

以大榕江流域为野外调查试点 . 实行边学习、边调查、

边讨论和边总结的办法，从大榕江一司门前一华江一

猫儿山顶(广西第一高峰，海拔2141.5 m) 一线开展

工作。 当时还没有公路，一切靠走路肩挑来解决， 工

作是相当困难的 专家们怀着认识自然和科学地利用

自然、建设祖罔的信念 ， 爬山降水，克服和j1*11罔难 哩

完成了调查任务，摆集到大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 最

后写成了专门的报告。 这次学习和调查不仅对广西的

植被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全国部有很

大的影响。 参加者i星回自己的工作岗位之后，积极提

倡或者直接从书这方丽的工作。 许多老专家为建立专

门的植物生态学研究和教学机构而奔波，一些巾年的

用U昌

植物分类学家和土壤学家视野扩大之后也积极参与或

领导植被的研究 ， 青年学者更加坚定了从事植被研究

的信心。 他们以后在参加边远地区自然条件和自然资

源的综合考察、参力I巳开发地区生态建设和综合农业

发展的研究中 . 者[1起到了骨干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

成绩。 这不能不被认为是中国植物生态学发展历史上

的一个重大事件 . 而广西作为东道主在这方面的贡献

是巨大的。 这次典型调查历时约一个月 ， 以后分兵两

路前往广西左、右rr:流域和湘西一惜，这些工作为以

后这两个区域的植被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

1955-1956年，在广西植物研究所主持的广西主

要树种调查研究项目中，广西农学院林学系承担了树

种生态等课题 . 井和广西植物研究所一起制定了一项

辰远的树种生态学研究计划。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的影

响，该计划于 1958年巾断，但是，在广西，个体生态

学和群体生态学的发展都与这项研究有密叨的联系 ，

至今，类似的工作还在继续，还有大量的资料急待整

理总结。 己发表的《舰木的生态和营林问题的研究》

和《关于广西主要经济林木生态地理分布及其布局》

就是这项工作的代表作，它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阐

述的论掘和详尽程度，都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和重视

(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林学系 . 中同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室，广西植物所. 1978; 

李治基和王献溥. 1965)。

1957-1960年，中同科学院组织了华南热带生物

资源综合考察，在红水河流域、桂西南和十万大山地

区作了比较详尽的调查 ， 广西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组织了桂东南热带作物宜林地的考察，吉I~为以后在这

些区域从事植被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中国科学

院华南热带生物资源考察队. 1963)。

从 1961 年起 ， 广西植物研究所主持开展了龙胜花

坪林区、龙圳、1弄岗林区、兴安猫儿山林区和金秀大瑶

山林区的综舍考察，使植被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广

西花坪林区综合考察队 ， 1986; 广西弄岗自然保护区

综合考察队， 1988; 广西大瑶山自然资源综合考察队‘

1 988 ; 王献博等， 1983 ; 王献溥和李信贤 ， 1 984 ; 王献

博和李信贤 ， 1986; 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等. 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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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几个区域都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并且全被评

为国家级保护区，大大推动了全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1963年自治区科委还专门组织了

一个广西植被调查队，组织区内外约 100人的队伍，

由广西植物研究所具体负责，选择不同区域有代表性

的县为单位，开展以植被为重点的综合考察。 这不但

弄清了资源的基本情况，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还

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其中，对阳朔、回阳、田东、武

鸣、龙州、容县的工作是比较详细而有成效的。 与此

同时， 1964年进行了广西植被线路考察，对广西植被

全貌及其地理分布规律获得初步轮廓性的了解，为选

点进行典型性调查提供了依据。虽然这个调查队只维

持了 5年，但一谈起它的工作，就会让人回忆起它理

论联系实际的紧密，工作的详尽而细致，同行们工作

的干劲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令人精神据奋。 以后，这

项工作结合农业区划和具他群众运动继续了若干年，

做了许多县的调查，虽然在植被调查方面稍微简略了

一些，但对全区植被的区划和制图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就是同一时期，自治区科委的农业耕作制度研究室以

县为单位开展了农业耕作制度的调查，这对栽培植被

的研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和广西植物研究所把植被研究更

深入一步，共同或分别组织了许多小型的专门调查小

组，根据编写广西植被专著的要求，到研究较少的地

区进行详细的补点研究， 一直延续至今。 80年代初，

为了适应林业发展的要求，区林业厅将广西森林生态

的研究纳入科研长远规划内，并得到区科委的支持和

资助 ， 委托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承担，要求在不同区

域建立定位研究站网络 ， 深入开展人工林和天然林的

研究.先后在龙胜里骆林场、宜山庆元林场、岑溪七

坪林场和田林老山林场建立定位站，也促进这些区域

植被深λ的研究。 1984年广西农业区划委员会为了展

开县级植被区划工作， 委托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开办

『

生态与植被学习班，为时两个学期，培养出各县的植

被研究骨干人才共 100人，并将所进行的灵山和灵川

两县植被调查作为示范。 当然，还有许多研究机构和

高等院校组织过不少专题性研究工作，例如草地类型

和畜牧业的发展、石灰岩地区土地合理利用、林业资

源普查、海岸摊涂资源调查、珍稀濒危物种的研究和

自然保护区网的发展，也大大推动 f植被研究工作的

发展。

总之，广西近60年来的植被研究经历了野外调

查、典型地区半定位、定位和试验研究的发展，从粗

放定性研究向比较详尽而定量研究的方向发展，并且

与农林牧渔的发展与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密切结合在一

起。 本书就是根据上述各方面的调查资料，经过几十

年的分析和综合写成的。 参加野外工作的同志很多，

主要有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王献博、何妙光、郑

;苞莹、胡舜士、陈伟烈、刘永安、金鉴明、王绍庆、

鲍显诚、陈佐忠、孙成永等)、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

(现为广西大学林学院) (李治基、李信贤、黎向东、

?且孟光等)、广西植物研究所(袁瑞rþ 、苏宗明、金代

钧、草浩宫、刘寿养等)的工作人员。 在野外调查工

作中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的

帮助和支持，谨此以表谢忱。

书稿的编写从2∞3年开始， 2009年始得到植被与

环境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吨中国植被志》编研"重

要方向项目、环境保护部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 201209028 )和科技部"推动中国绿色发展的重大战

略及技术问题研究"项目( 201OCB955905 )的支持。

衷心感谢乔鲜果、刘慧明、熊利军、丁金枝、孟婷婷、

李国庆、刘长成、乔竹萍等在中罔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学习的学生和同事以及翼岩女士在书稿的打印、编辑、

校对和图表制作等方面给予的大量协助。

著者

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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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阔叶林是强带地区的地带性植被类型( Braun , 1950)，但是在亚热带地区也常可看到有面积大小不等

的由灌叶阔叶树占优势的森林，其种类组成除了极少数与植带地区相同外，绝大多数是限于分布在亚热带地区

的种类。 这种类型的森林有些是局部环境的原生性森林，更多的是由于常绿阔叶林、山地常绿落叶阔叶7昆交林

或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遭受破坏以后发展起来的。 如何认识这类森林，它在植被分类上占据忏么样的

位置，它们群落学特点如何，发展方向是怎样的，如何经营管理才符合人们的实际要求?所有这些问题过去研

究都较少。 这里就拟通过对其群落外貌、结构、种类组成和演替等方面的分析，探讨其性质和合理利用的方向，

为亚热带地区林业发展提出一些参考意见o

第一节群落学特点

一、外貌

1.生活型谱

根据对不同群落类型的分析，亚热带落叶阔叶林

的物种组成均以高位芽植物为多，约占群落总种数的

69.8% ~ 83.4%;地面芽植物次之，占 1 1.9% ~ 25.6%; 

地上芽植物第三，一般占 3.5% ~ 5.则，个另IJ 只占

1%~2%; 地下芽植物多在2%以下，个别可占 4%左

右;一年生植物比较少见(图什.1)。

在高位芽植物中，按种类来计算，各林分都是

常绿成分多于落叶成分，多呈7与 3之比，林龄愈大，

常绿成分愈多。 具体说，大高位芽植物中常绿成分多

于落叶成分，一般前者占总种数的 9.3% ~ 24.5%，后

者占 3.1% ~ 8.1%; 但是，真正伸展到上层的常绿大

高位芽植物并没有这么多，而且个体数量也少。 按

它们所占有的重要值指数来计算，上层落叶种类占

200 以上乃至全部( 300 )，这是确定亚热带落叶阔叶

林形成的关键因素。 在中高位芽植物、小高位芽植

物和微高位芽植物中，无论按种类还是按重要值指

数来计算，常绿成分均高于落叶成分，木质藤本高

位芽植物的情况也是这样。常绿利l类中，在大多数

情况下是以常绿阔叶中高位芽植物居多，占群落总

种数的 8.1% ~ 18.4%，最多可达3 1.5%; 常绿阔叶大

高位芽植物占第二位，约占 9.3% ~ 17.4%，最多达

24.5%; 其他各类常绿成分所占的比例都较小， 一般

占 5% ~ 10%之间。 落叶成分中，落叶阔叶大高位芽

植物一般占群落总种数的3.1% ~ 8.1%; 落叶阔叶微

高位芽植物约占 5.8% ~ 5.7%，有时只占 1% - 2% , 

但在林冠郁闭较疏的地方，它可能激增至 10% 以上;

有些林分落叶木质藤本高位芽植物也占一定的比重，

多者占到 5.1%，一般在 1% ~ 3%之间;其他各类型

所占的比重都较小。 总的说来，落叶阔叶大高位芽植

物在上层占优势地位，而各类型常绿高位芽植物在乔

木中、下层和灌木层中常起主要作用。

地面芽植物中也是常绿多于冬村的种类，大多

数情况是7 比 3左右，但在林冠稀疏，环境比较干旱

的地方，冬枯的种类明显增加，达到 6:4左右。 具

中，常绿藏类地面芽植物最多，占群在总种数的

4.5% ~ 7.1%，多者可达12.2%。有些地段常绿丛状

地面芽和常绿直立茎地面芽植物也占一定的比重4

冬枯的成分中，冬7怕直立茎地面芽植物较多，约占

1% ~ 3%，最高可达7%，其他各类地面芽植物为数

都较少。

地上芽植物主要是一些半灌木和服类，常绿乖1 1类

多于落叶利l类，但为数都不多，一般占 2% - 3%，多

者也不过5% ~ 6%。

地下芽植物大多为一些常绿和冬枯的藏类植物 ，

数量不多，但常可边到，占 1% - 2%左右。

一年生植物只在极个别的地方有出现，数量极少。

从整个群落来看，常绿成分明显多于藩叶成

分，约为 7 : 3 ，林龄较大的林分可达8:2左右;但由

于上层落叶成分占优势，才决定其落叶阔叶林的性

质;而其余各层均以常绿种类居多，说明其与常绿

阔叶林的密叨关系。 与常绿阔叶林、石灰岩常绿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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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11.1 广西亚热带藩。十阉叶林与常绿阔

叶林、石灰岩窜去元苔叶闹。十混交林、山i也常

绿落叶阔日十混交林生活型i营的比较

A.货县渭水;中;以赤杨林 B. 龙胜花i平林区

以E时者为主的常绿阔叶林;C 阳朔以青冈

标、未串树为主的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i昆交

林， 0 兴安茵儿山以铁椎挎、光口十水青冈

为主的山地常缭落叶阔日十混交林

口商{J!芽植物 口地上W~直物 .地而另:植物 园地 !可芽植物 . 一年'1=.植物

叶阔叶混交林和山地常绿落叶阔叶j昆交林相比，它

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以高位芽植物占优势，地面芽植

物次之; 不同点是，'常绿阔叶林无论从各个层和整

个群落来看，都是以常绿成分占绝对优势，并以常

绿阔叶中高位芽和常绿阔叶大高位芽植物为多，地

面芽植物以常绿藤类地面芽植物为多。 而其他两类

混交林中，常绿成分和落叶成分相差无几，而以常

绿阔叶中高位芽、常绿阔叶大高位芽和冬枯直立茎

地面芽植物为多(胡舜士， 1979; 王献博和胡舜士，

1981; 1984)。 本类型的植物生前型组成变化较大，

林龄较大的林分与常绿阔叶林类似(胡舜士， 1979) ，

林龄较小的地段落叶成分增加，特别是藩叶微高位

芽植物较多，但也达不到1昆交林的状态，而上层始

终由落叶阔叶大高位芽植物占优势，从生活型谱的

组成就反映出作为一个独立类型的特点。 至于温带

藩叶阔叶林几乎全由落叶成分所占，从种类来计算

以地面芽植物屑多，高位芽植物退居第二位，当然

上层的落叶阔叶大高位芽植物为主，这些情况和亚

热带的类型完全不同了(陈灵芝， 1964)。

2 叶级谱

从形态学的角度计算叶子大小的结果表明 . 亚

热带藩叶阔叶林植物叶级谱的主要特点是以具中

型叶和具小型叶的植物处于相差无几的地位，但

以具中型叶的稍多一些，各占 40%左右，在个别林

龄较大的林分，具中型n十的植物稍多，达到 60%左

右;具大型叶的植物占第三位，一般占 5% - 7%; 

具细型叶和鳞型叶的植物所占比例较小，一般约

1% - 2%，甚至在许多林分中根本没有出现。 如按

生理学的角度来计算，即复叶按小叶计算，具中型

叶和具小型叶的植物也差不多，也是各占 40%左右，

但以具小型叶的稍多一些，有时可达50% - 60'Y.) ; 

而具大型叶的植物不再存在 ; 具细型叶和鳞型叶的

植物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1 % - 2%左右。 这种结果与

常绿阔叶林、石灰岩常绿落Jl I-阔叶1昆交林和山地常

绿藩叶阔叶混交林都很类似(胡舜士 ， 1979 ; 王献

溥和胡舜士， 1981 ; 1984)，而与以具中型叶植物为

主的热带性森林明显不同(胡舜士和王献溥， 1980; 

王献博和胡舜士， 1982)，充分反映出其亚热带蓓叶

阔叶林类型的叶级谱特点(图 1 才 2 )。

3. 叶型

亚热带落叶阔叶林植物的叶型以具单叶的种类

占绝大多数，约占群港总种数的75% - 85% ; 具复叶

的植物较少 ， 只占 12% - 25%左右，与常绿阔叶林、

山地常绿藩叶阔叶混交林的情况大致类似(胡舜士，

1979 ; 王献溥和胡舜士， 1984)，而比石灰岩常绿落

叶阔叶混交林略低一些(王献溥和胡舜士， 1981)。

4. 叶质

本类型植物的叶质特点变化较大，反映出群落

不稳定的情况。 一般，具革质叶的植物稍多于具草

质叶的植物，两者约为 6.5 比 3.5 ;但在桂西较干旱

环境的栓皮标林中，具草质叶的植物增加到与具革

质叶的植物相差无几的地位 ; 而在东部湿润地区的

类型中，具革质叶的植物占有明显的优势，类似于

常绿阔叶林的情况(胡舜士， 1979)。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亚热带落叶阔叶林的

外貌主要片1具草质、单叶、小型叶和中型叶为主的落

叶阔叶大高位芽植物所决定。 常绿阔叶高位芽植物在

中、下层林木中占有显著的地位。 这既与由具革质、

单叶、小型叶和中型叶为主的常绿阔叶大高位芽植物

所决定的常绿阔叶林不同(胡舜士， 1979)，也与在

同一区域石灰岩山地和海拔较高的黄棕壤山地条件

下，以具革质和草质、单叶、小型叶和中型叶为主的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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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贸县渭水;中拟赤杨林;8 龙胜花i平林区以甜恼为主的常绿阔叶林 ; C 阳朔以言冈标、 禾$*'对为主的石灰岩常绿落日十阔叶混交林;D 兴安茵

儿山以铁椎格、 光叶7.1<.青冈为主的山i也常绿藩。十阔叶混交林

常绿阔叶大高位芽和落叶阔叶大高位芽植物所决定的

陆交林的情况不同(王献博和胡舜士， 1981; 1984) , 

反映出其独特的外貌特点。

• 

二、结构

1. 成层现象与层片结构

亚热带落叶阔叶林的成层现象明显， 20年以上

巾、老龄林分一般可划分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

层三层植物。 乔木层又可划分为三个亚层: 第一亚

层林木高 16 - 20 m左右. 个别可达25 m，胸径多在

25 - 40 cm，个别达到 cm以上，林冠断续相连，覆

盖度约5υ%，种类较少。 第二亚层林木高 8 - 1:> 111 , 

j陶径 15 - 20 cm，林冠基本连续，覆盖度约70% . 种

树层片和常绿阔叶微高位芽植物层片占据主要地位，

落叶阔nH散高位芽植物层片和落n 1-阔叶幼树层片也起

一定的作用，主要出现在局部空隙矛n林绿阳光充足的

地方。 此外，常绿半灌木地上芽植物层片和培叶半灌

木地上芽植物层片也时有出现，有些地方还有竹类高

位芽植物层片的分布。

草本层植物一般高 1m 以下，在上层林冠密集的

地方，覆盖度 10%以下;而在林冠覆盖稀疏的地方可

达到20%~30%，乃至50% - 60%不等。 常绿藏类

地面芽植物层片占据主要地位，常绿丛状地面芽植

物层片和常绿直立茎地面芽植物层片也很普遍，常

绿藏类地下芽植物层片和常绿阔叶幼苗层片也时有

出现;在局部空隙处，主要为冬枯直立茎地面芽植

物层片所占，冬枯丛状地面芽植物层片、冬枯藤类

地面芽植物层片、冬枯攀绕地面芽植物层片和冬枯

类较多。 第三亚层林木高4 - 7 m，胸径5 - 10 cm , 直立茎地下芽植物层片也有出现。 林缘偶有一年生

林冠不连续，覆盖度40%左右，种类也较多。 林冠郁 植物的分布。

闭度 0 .7 - 0.8 0 

在典型的情况下，落叶阔叶大高位芽植物层片在

乔木第一、二亚层中占主要地位，即所谓建群层片，

在第三亚层中也有一定的地位。 常绿阔叶大高位芽植

物层片在乔木第一亚层处于次要地位，但在第二、三

亚层中即起主要作用。 常绿阔叶中高位芽植物层片是

第二、三层的主要组成成分。 局部地方也手王落叶阔叶

中高位芽植物层片的出现。 常绿阔叶小高位芽植物层

片和落叶阔叶小高位芽植物层片是第三亚层所特有。

灌木层植物一般高 2 m!)).下.受上层林木覆盖疏

密的影响较大。 覆盖度40% - 70%不等，常绿阔叶幼

2 . 层外植物

林内藤本l惘.物种类不多，但分布普遍，常绿木质

藤本高位芽植物层片占有明显的地位，藩叶木质藤本

高位芽植物层片也占有一定的比重，附寄生植物种类

很少。

3. 林木的大小配置

( 1 )林木树高与株数的关系 : 根据不同群落类型

样地统计结果，在典型的情况下，在400~500mz范

围内 . 一般有林木 95 - 124株，有一些林龄较大的林

分，由于常绿阔叶树的大量侵入，可达到 379株，远

不如原生性森林那样密茂。 其中，树高4 - 7 nd 林



木第三亚层)的林木最多，在上层林冠郁闭较密的地

方，所占比例只34% ~ 43%左右;而上层林冠郁闭较

疏的情况下，林木株数猛增 ， 达到 65% ~ 89%。 树高

8~llm的林木占第二位，一般占 23% ~ 33%左右;

但在上层林冠密集的地F此就不及 10%。 树高 12 ~ 15 m 

的林木占第三位，约8% - 16% ; 但在上层林冠郁闭大

的林分 . 有时还不及更高的林木多。 树高 16 - ]9 m 、

20 ~ 23 m (第一亚层)的林木一般都较少，在林龄

较大的林分可占 8% - 15%，而在林龄较小的地段只

占 3% ~ 5%左右，但其林冠密集，在群藩中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 个别老龄林分还有达到树高24 - 27 D1 

的林木 ， 但株敖都较少，约占 2% ~ 3% (圄 11.3 )。

( 2 )林木胸径与株数的关系 : 在典型的林分巾，

林木以胸径2 ~ 7 cm 的株数最多，一般占总株数的

60% - 80%，林龄较大的地段.相对减少一些，但

也占 40%左右;胸径8 ~ 13 cm的林木次之，约占

20% - 30%，同样，在上层林冠密集的林分，这个径

级的林木也减少，只占 1%，有些地段还比不上更大

径级的林木多;胸径 14 - 19 cm的林木占第三 ，一般

占 17% - 20%，林冠密闭的林分也较少，占 10%以

下;20~25cm以及一直到 50 - 55 cm径级的林木

80 

70 

EE牛- li1. !:..，呼百乏时何时怀

所占的比重都较少. 约占 2% - 5%. 有些径级的林木

在一些林分没有出现，所有这些径级的林木加起来最

多也不过 10%左右，少的还不及5%。 总的说来，在

亚热带落叶阔叶林巾，还是小径材'多，大径材少 . 与

原生性森林的情况类似。 但是，在其演替过程中，藩

叶阔叶树发展到顶峰以后，在林龄较大的林分，一

般树高 16 m 以上，胸径 30 cm以上的林木占到 10%左

右，说明还是有一定大材的(图 11 .4 )。

( 3 )林木树高与胸径的关系 : 群港中林木的高

度与粗度是有一定关系的 ， 在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中 .

一般树高4-7m( 乔木第三亚层)的林木在大多数

情况下占 90%以上(至少也在70% 以上)，胸径属于

2 - 7 cm径级。 树高 8 - 15 m (乔木第二亚层)的

林木中所占胸径的幅度较广，一般以 8 - 13 CI11径级

最多，约占该层植株总数50%左右 ; 14 - 19 cm径级

的株数次之，占 20% ~ 30%左右;胸径20 ~ 25 cm 

的植株约占 5% . 个别达 10%以上 ; 还有少数达到

26 - 31 四1径级的植株，占 3% ~ 6%。 树高 ]6 m 以

上(乔木第一亚层)的林木，以胸径26 - 31 CI1l, 

32 - 37 CI1l、 38 ~ 43 CI1l、 50 - 55 cm径级的植株也

占一定的比重，一般占 10% - 30%不等，局部有1)闭较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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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广西亚热带落日十阔叶林林木高度

与株数的关系

国 11 .4 广西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中林木胸

径与株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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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地段也出现一些细长的植株，胸径只8-13cm。

总的说来，中、上层林木生长大小还是比较均匀的，

既不是矮粗型，也不是细长型;下层林木为了争取阳

光向上生长，呈细长型林木较多。

三、种类组成

l 种属组成

根据许多典型样地调查统计的结果，亚热带落叶

阔叶林一般在400~500nJ范围内，约有 86 - 118 种，

分属 64 - 89 个属， 43 - 55 个科，林木层中重要值

指数超过 15 的科见表 11.1 。 其中，茶科所含的属种

最多，共9属 13种(银荷木、大头茶、厚叶红淡、大

叶毛船柄茶、杨恫、毛杨桐、湖南杨桐、细枝怜、凹

脉枪、尖叶怜、毛石笔木、厚皮香和红帽)，它们虽

不是群落中的建群成分，但是种类较多，分布普遍，

除西部干旱区域栓皮标林内较少外，东部湿润地区各

种类型都有3 - 6种不等，重要值指数较大，常常形

成下层的优势种。 大就科含6属7种(山五月茶、土

密树、黑面叶、大砂叶、野梧桐、毛算盘子和大叶算

盘子)，分布普遍，常为中、下层的优势种，特别是

在西部干旱区域栓皮栋林内。 壳斗科(栓皮带、、岭

南青冈、毛叶青冈、红帽辑、甜楠、包石标)和棒

科(华润楠、木姜叶润楠、基脉润楠、黄梅、毛桂和

毛叶木姜子)均为 3属 6种，各个类型均有广泛分布，

其中栓皮标是建群种，有些种占有优势地位。 杜鹊花

科2属 6种(羊角杜鹊、贵州中土鹊、广西杜鹊、石壁

杜鹊、短脉杜鹊和南烛)大多见于东音13湿润区各类

型，分布普遍。 山矶科(薄叶山矶、星状山矶、月桂

山矶、腺柄山矶、光叶山矶)和冬青科(小果冬青、

广东冬青、长梗冬青、细叶冬青)虽然只有 1 属，但

各有5种和4种，在东部湿润区各类型普遍分布。 金

缕梅科(枫香、红苞木、大果腊瓣花)和紫金牛科

(罗伞树、班叶珠砂根、杜茎山)都是2属 3种，这些

种类在群落中都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枫香是建群种，

不少种类在中、下层占优势地位。 安息香科2属2种

(拟赤杨、云贵山莱莉)。 桦木科 l 属 2种(光皮桦、

袤 1 才 .1 广西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乔木层重要僵指数 15以上的料及冥属种数

南中华林 光皮桦林 枫香林

科名
i 底数 重要 重要

和þ数 属数种数 ! 属激种数
值指数 值指数 l

茶科 6 7 (\<).81 4 5 62.94 3 5 

仰:;}.科 57.2-1 24.6 

杜!即E科 39.85 2 6 47.46 

柿科 3 4 34.51 2 3 

完斗科 3 3 31.97 

木AL科 19.3 1 

金缕梅科 ? 2 17.18 

大战科
4 

紫合牛科
4 

山liI'L科 4 16. 13 I 1 

』

鼠点IJ科 26 .53 

T 
冬青科 3 19.57 

交让:;}.f斗 17.3 

: 拟赤杨林

重要 i 
腐贯立 种数

值指数 I

23.1i 1 ? 2 

29.56 ,d , 3 

114.38 

2 2 

22. 11 

22.7-1 

l 栓皮栋林

重'!i
属数和l'数

值指数

47.93 
z .. .•. 

19.75 

3 3 
产

20.7 

50.82 6 6 

2 3 

84.llR 

28.3 

重要

值指数

118.53 

47 .56 

52.73 

... 



南桦)，种类虽不多.但多为建群种和普遍分布的种

类。 木兰科(深山含笑)和交让木科(虎皮椭)都是

1 属 l种，虽然不是重要成分，但也是群藩中常见的

种类。

灌木层植物中，上层林木幼树不少，真正的灌木

有 : 茜草科(钩藤、黄枝子、尖叶粗叶木、云南粗叶

木、粗叶木、驳骨九节)、野牡丹科(野海棠、野锦

香、野牡丹、金花树)、紫金牛科(短茎紫金牛、落

地紫金牛、东南紫金牛、杜茎山)、茶科(茶、尾口十

山茶、细齿叶拎木、岗怜、米碎花)、蔷薇科(掌叶

复盆子、寒莓、地泡藤、野山植)、冬青科(梅H十冬

青)、桑科(粗日十榕、琴H十榕、竹叶榕)、马鞭草科

(红紫珠)、金粟兰科(九节风)、忍冬科(栋叶英莲、

火柴子树、蚊蝶树)、大战科. (算盘子、叶下珠)、mR

李科(苦李根)、马钱不斗(断肠草)、木犀科(山指

甲)、交让木科(牛耳枫)、绣球花科(常山、圆排，绣

球)、菊科(白牛阻)、远志科(黄花倒水莲)、番荔

枝科(假鹰爪)、蝶形花科(蔓↑生千斤拔、野蚂蝇、

线口十猪屎豆)、芸香科(茵芋)、杜鹊花科(小杜鹊)、

山莱贞科(桃叶珊珊)、竹亚;科(大节竹)等植物较

为常见。

草本层植物以藏类最多，常见乌毛厥科(狗脊、

东方乌毛藏)、鳞毛藏科(稀疏鳞毛腹、友和复叶汝

藏)、瘤足藏科(镰叶瘤足旗、尾叶瘤足厥)、里白

科(芒其、里白、中华里自、光里白)、石松科(干

层塔)、金星藏科(金星藏、华南毛藏、大明山假毛

藏、新月藏)、水龙霄'科(东南里藏、芦山石苇、粤

瓦苇)、叉藏科(西南肋木藏)、球盖藏科(鱼鳞藏)、

蹄盖厥科(光阴l短肠戚)、铁角颇科(挟翅铁角藏)、

答~+-:Iil. 1 'lP附带 吕111 t，萄时 H

藤本植物数量虽不多但种类不少，常见有蝶形花

科(藤黄檀、昆明鸡血藤)、茜草科(牛老药藤、鸡

眼藤)、木犀科(青藤仔)、胡颓子科(蔓胡颓子)、

五味子科(罗裙子、过山风)、桂英科(菠卖、光叶

葳莫、柳叶在莫、卵叶菠莫、窄叶在莫)、蔷薇科

(海棠叶莓)、葡萄科(大叶蛇葡萄、粤蛇葡萄)、英

竹制阶斗(络石、广东念珠藤)、五加科(常春藤)、木

通科(野木瓜、三叶木通)、挪猴桃科(毛冬瓜、京

梨)、毛~科(威灵1111 )、紫金牛科(酸藤子、大样酸

藤子)、卫茅科(南蛇藤)、胡椒科(山萎)、买麻藤

科(买麻藤、小叶买麻藤)、防已开斗(防己、棒叶木

防己)、忍冬科(毛细叶银花)、旋花科(白鹤藤)等

的一些种。

总的鼠，壳斗科、桦木科、安息香料、金缕梅

科植物是亚热带落叶阔叶林的建群种，在群落中占重

要地位 ; 但按种类数量和发展趋势来分析，茶科、梅

科、杜鹊花科、大丰戈科、冬青料、山矶科和鼠刺料植

物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 这样的植物科属组成与常绿

阔叶林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看出 ‘ 它的进一步

发展将向常绿阔叶林的方向演变(表 11 ， 1 )。

2 . 群落成员型

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中大多只有一种植物起着明

显的建群作用，但其中也混杂有一些其他树种，数

量虽不多.但种类不少，落叶的和常绿的都有。 在

林龄较大的林分巾，建群种在上层的重要值指数

多占 1 /3 ~ 2/3，而在总的重要值指数中只占据

1/3 ~ 1 /2，可见，群溶中种类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

建群种一般在中、下层分布较少，只在林窗和林缘阳

光较充足的地方有少量出现，例如光皮桦、南桦、拟

凤尾藏科(藏菜)、蛙壳藏科(金狗毛)、卷柏科(深 赤杨、枫香和栓皮标都是这种情况。

绿卷柏)、陵齿藏科(园叶陵齿葳)、骨碎补科(肾 优势种是在建群种控制下在各层分布较多的种

藏)、铁线藏科(扇叶铁线藏)、海金砂科(海金砂)、 类。一般说， 它们的优势度是比较明显的，大多有

禾本科(芒草、淡竹叶、金发草、类芦、白茅、蔓生 J ~ 2种植物占有优势地位 ， 主要是株数多，分布比

莞竹、白花相p叶苦、球米草、石芒草)、莎草科(珍 较均匀，在各该层的重要值指数中约占 40 - 60左

珠茅、十字辈革、山碑子、藏状莹草、川脉辈革)、 右，在整个乔木层的重要值指数中占 20 - 40上下，

姜科(f色山姜、山姜)、而合科( 山营兰、阔叶沿阶 而在灌木层和草本层中，它们的覆盖度等级为 4 - 5 

草)、兰和↓(春兰、建兰、广东班叶兰)、莺尾科(射 级，例如厚叶鼠刺、鼠刺、羊角杜鹊、贵州|杜鹊、细

干)、野牡丹科(锦香草、瑶山锦香草、地葱、小叶 枝特、凹脉枪、罗伞树、大砂口十、班叶珠砂根、杜茎

野，海棠)、幢草科(大田基黄)、远志科(远志)、茜 山、大节竹、狗脊、东方乌毛藏和金发草等就是这样

草乖H 大蛇根草、茜草)、(J11茅科( 1111茅)、昨酱草 的种类。

科(三角叶昨酱草)、苦宦苔科(耳状宦苔)、龙阻乖| 常见利主要指群藩中分布比较普遍、数量也较

(肤蝶草)等的一些种。 多的那些种类，大约有 1 /3以上的种类属于这样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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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 例如黄梅、毛叶木姜子、华润楠、笔罗子、小果

冬青、三裂械、青蛤蟆、山柳、乌饭树、南烛、九节

风、深绿卷柏、十字墓草等就是这样的种类d

偶见利l在群?在中分布较少.而且不大均匀.颇度

5f时以下，但也是群落的组成成分，注意观察也不难

找到 . 大约 112 以上的种类属于这种类型，例如大叶

毛船柄茶、毛石笔木、红帽辑、红佳木、钩藤、圆悻

绣球、君迁子、罗浮柿、黄檀、杨梅、黄花倒水莲、

山姜、千层培、大蛇根草等。

常见种和1191见科l常常随着建胖，币tl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其本身不是稳定的 、 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和变化，

彼此可能出现相互调换位置，不管怎样，它们都是群

落的伴生成分

3. 分布区类型

通过不同类型亚热带落叶阔叶林的分析(表

刊 .2 )可以看山，分布在巾亚热带幸rll有亚热带山地

的胖，湛 . 植物分布区类型都以我国亚热带特有的植

物居多 ， 占样地植物总数的 36.5% - 42.4%，多者达

60.7% - 62.9% . 再加上东亚分布区类型的植物一起，

就占去 59.4% - 87.6%; 东亚分布区类型的植物中，

以巾同-R本式的为主，中罔一喜马J立雅式的很少 .

这就充分体现出这类森林的亚热带性质c 但是，热

带分布区类型的植物也占有一定的比重，一般少者

占 13.5% - 19.6%，多者达 30.5% - 39.0%，这是因

为有些林分地处巾亚热带地区的南部，而且所在地

海战高度较低的关系。 至于温带分布区类型的种类

比较少 . 一般只占 1.2% - 2 阳，不占主要地位。 往

南至南亚热带范围 ， 例如靠近右n北缘的田阳玉凤

的枪皮标林内 ， 热带分布区类型的植物大大增加，

占去73.7% ; 而亚热带分布区类型的植物只不过占

2:>.7%。 从这一点看，这类森林似应属于热情性质的

了.但是，在眸落中起主要作用的手中， Elll 建群种属

于亚热带分布区类型，所以还应把它看为亚热带的

森林类型; 显然，再往南去进入热带的范围 . 情况

就当然完全不同 L

} 

四、演苔特点

E过样地的调查，分析群落叶l各种植物组成情

况 . 可以判断群落所处的质替阶段和发展趋势。 在亚

热带落叶阔叶林中，注群种例如帆香、光皮桦、拟赤

杨和栓皮桥、等都属于只具上层乔木缺乏其余阶段的退

化型种群类型. 说明这些建群种目前虽占主要地位，

但群落环境对它们的更新并不利 . 幼树、幼苗均得不

到l发展 ; 随着林龄不断增加 ， 它们将要被其他耐阴的

树种所代替 ， 反映出胖路不稳定的性质。 而中、下层

的许多优势种，例如厚叶鼠刺、鼠刺、羊角杜鹊、贵

州|杜鹊、细枝怜和凹脉特等 ， 却多属于各个生长阶段

部有的正常型种群 . 属于这种种胖类型的常见种和偶

%种也很多，例如星状山矶、杨恫、毛叶木姜、毛

桂、黄楠、岭南青冈等。 反映山各种伴生成分已经与

所在地的原生性森林类型完全一致。 而具侵入型科11序

类型的植物在群蔼中不断出现，即有许多幼树、幼

苗，但未见 l二层乔木和rþ 、下层小乔木的植物 ， 例如

甜楠、银荷木、大头茶、罗浮柿、毛叶青冈、细枝

精、特树、黄果厚壳峰等。 这些种正是该地区原生

性类型常纣阔叶林的建l附中 . 它们已能侵入并成长赳

来，说明群蔼环境正好适应其发展【 随着林龄的增

加，它们代替现在的建群种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

必然要向常绿阔叶林的方向滴变掌握这个规律，如

果要保持亚热带嚣叫-1浦叶林的更新和稳定发展，就必

需要采取适当的抚育管理的办法，为其建群和1 1的更新

创造有利的条件，井促其生长发展。 而如果要促进常

绿阙时林的发展，就要实行封山南林，一且鹉叶阔叶

树已长大成材，就应采伐利用 . 常绿阔叶树必然很快

地发展起来

一般说 ， 组成亚热带落nj 阔叶林的大多数建群

和1 1 ，多是阳性速生树和1 1 ，木材用途广泛，完全应该

加以利用，值得加强经营管理，随意砍伐烧垦或改

种杉树的办法，是绝对不应考虑的俯 在正常的情况

1 可待其边到成熟龄时再砍伐利用，从而促进常

绿阔叶树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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