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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在介绍植物群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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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动态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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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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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东亚大陆东南缘，北回归线

在自治区中部通过 . 占据亚热情(包栖中亚热带和南

亚热带)及逐渐向热带过渡的区域. 我们称后者为北

热带(李治基等 ， 1 964)。 境内气{皖 、地质、地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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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忖T甘γ

区不同环境下的植被及其分布和演替规全抖律|拉t ， 不但对认

识我同整个热带、亚热带的机被性质有重要意义 ， 而

且对规划这个区域的生物资源的开发、土地的合理利

用和综合农业的发展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新巾罔成立以前 ， 广西没有专门的机构从事植被

的研究. 只有一些学者在从丰林业或某些经济植物研

究中陆及植被的一些问题。 应该说. 其正的植被研究

工作是在新中罔成立以后才正式开展趋来的 ， 主要是

l刮于经济匙'设的客观要求所推动。

1 952年 . 巴西橡胶树宜林地选痒的考察 ， 促使专

家们必须从研究植被人手 ， 分析调查区域能否选择出

适宜发展巴西橡胶树的地段， 桂东南、桂南军日桂西南

的植被研究就这样逐步发展起来。

1 9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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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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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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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

猫儿山顶( 广西第一高峰 . 海拔2 \4 1.5 J11 ) 一线开展

工作。 当时还没有公路 ， 一切111走路肩挑来解决 ， 工

作是相当网难的。 专家们怀若认识向然和科学地利用

|当然 、建设祖罔的信念 ， 爬山涉/扎克服种种困难.

完成了调查任务 . 搜集到大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 最

后写成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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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且对全罔都有很

大的影H向。 参加者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之后 ， 积极提

侣或者直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许多老专家为建立 v

门的植物生态学研究和教学机构耐劳科皮 ， -些中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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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已开发地区生态建设和综合农业

发展的研究中 ， 都起到了骨干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

成绩。 这不能不被认为是中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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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江流域和湘西一带， 这些工作为以

后这两个区域的植被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

1 955一19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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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和广西植物研究所一起制定了一项

长远的树种生态学研究计划。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的影

H向， 该计划于 1 958年中断，但是，在广西，个体生态

学和胖体生态学的发展都与这项研究有密切的联系，

至今 ， 类似的工作还在继续， 还有大量的资料急待整

理总结。 已发表的《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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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的代表作 ， 它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阐

述的论据和详尽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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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罔科学院植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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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65)。

1 957-1960年 . 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华南热带生物

资源综合考察 ， 在红7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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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为以后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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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63)。

从 1 961 年起 ， 广西植物研究所主持开展了龙胜花

坪林区 、 龙州、|弄岗林区 、 兴安猫儿山林区和金秀大瑶

山林区的综合考察 ， 使植被的研究又深λ了一步(广

西花坪林区综合考察队 ， \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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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献溥等 ， 1 983 ; 毛献溥和李信贤 . 1 984 ; 王献

溥和李信贤 ， 1 986 ; 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等 ， 1 98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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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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罔家级保护区 ， 大大推动了全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特别值得提山的是 . 1 9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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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0人的队伍 

m广西植物研究所具体负责 . 逃撑不同区域有代表性

的县为单位 . 开展以植被为重点的综合考察。 这不但

甘占了资源的基本情况 ， 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汪

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其中 . 对阳湖、田阳、田东、武

鸣、龙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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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精神振奋。 以后，这

项工作结合农业区划和其他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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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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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同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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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至I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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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资助 ， 委托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承担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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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山庆元林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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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被深入的研究。 1 9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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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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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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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岸滩涂资源调查、珍稀濒危物和11的研究和 l

自然保护区网的发展，也大大推动了植被研究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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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研究的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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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要有中同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王献博、何妙光、郑

:告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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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远光等)、广西植物研究所(袁瑞中 、 苏宗明 、 金代

钧 、 军陆富 、 如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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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稿的编写从2003年开始， 2009年始得到植被与

环境变化同家重点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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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动中同绿色发展的重大战

略及技术问题研究" 项 FI (201OCB955905) 的支持。

衷心感谢乔鲜果、 刘慧rVl 、熊不IJ军、丁金枝、孟婷婷、

本同庆 、 文1J长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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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胁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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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杜莱利植物为主的常绿阔叶林 I (,07 

七、以山矶科植物为主的常绿阔叶林 1 ól 1 

八、以山莱茨科 fî'ï物为主的常绿阳;1 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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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以安息拜科植物为主的常绿阔叶林 1 1118 

十 、 以五夕I J，.jç科植物为主的常绿阔叶林 1 1125 

十-一 、以械和.p科植物为主的常绿阔叶林 1 1133 

1- 工 . 以占n桃科植物为主的常绿削川林 1 63 -1 

十三、以21:水养斗tú物为主的常纣l刘叶林 1 1137 

卡肉、以杜悄科他物为主的常绿阔口 1-林 1 64 1 

第六章硬叶常绿阔叶林 I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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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壳斗科和楝科植物为主的石灰岩常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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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以柿科，fll Jl.但:. n1植物h t:FIY石灰F;常绿、

他川 I;，\j 111 il止交林 1 7:13 

|、以仰利和IN豆l( 利植物~)~ U I(J.{ï A反右常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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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六、以木戈科和安息杏科植物为主的石灰岩常绿、

然叶闹01-混交林 1 75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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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1 1十|洲 III-i~交林 1 758 

卡JL 、 以苏水科和]1条树科柏物为主的石灰岩常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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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l~rH.叶飞?主

第一节野外调查方法

植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是从早期研究温带

森林和草原的过程中逐步系统地发展起来的。 各同

学者在不同的区域对不同类型的植被研究的侧重点

不尽相同 ， 所应用的研究方法不一样 ， 进行的理论

概括也有差异， 因此 ， 同一术语常常兼有不同的概

念和l范罔 ， 导致不同的理解， 进而形成了不同的学

派( Whitt汰町， 1 978)。 热带和亚热带植被的物种

组成和群落结构较温带植被的要复杂得多，按照早

期这些学派所确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概念去研究和

分析热带和亚热带森林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 这些方

法和理论并不完全适用。 我们开始从事热带和亚热

带植被研究这项工作时 ， 就试图吸收各学派的长处 .

结合热带和亚热带森林的特点 ， 寻求建立一套更为

适合的方法 ， 以便把研究工作深入开展下去 ， 而不

是简单地套用某一学报现成的方法和理论( Cain , 

1936 ; CyK3<J eB, 1957; Mueller一Domηlb古01囚s and ElIe口be盯rg ，

1凹97刊4; B阮ear爪 1凹97刀3 ; We创E忧thotr‘. 1 973)。 本节重点介绍

野外植被调查的方法，下节具体介绍室内资料的整

理和分析方法。

一 、 典型调查

在不同区域选择有代表性的山区或县为基本单

位，进行植被的详细调查，尽可能对植被划分到群

丛 ， 编制 1 : 50 000 ~ 1 : 100 ()OO植被图。 根据实

际的研究(何妙光 ， 1 964) ， 一般对原生性森林 ， 尽

量选悻 1 000 nf以上的样地进行调查测定 ， 当然最

好有2 500 ~ 5 000 m2甚至 10 000 旷的样地开展工

作。 但是 ， 在山地的条件下 ， 很难找到这样理想的

地方 ， 只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缩减面积. 并

增多样地数量 ， 以弥补由于面积不够所产生的不足 ，

但单个样地面积一般不能小于4ml112。 有些地方甚至

完整的400 旷的森林样地也不易找到(例如在石灰

岩山地)，但又非常必要调查 . 只好利用分散的若干

个 100 m2样地进行调查统计。 不论做多大样地的调

查 ， 都划分成若干 100 n12方格进行。 乔木层耍，进行

每木调查 ， 包括树高、胸径、基径、枝下高、最低叶

高、冠|闹、冠深 、 生民情况(如干、冠J~状和枝叶

稠密度等)、树皮特征(如颜色、开裂情况等)。 灌

木层 、 I在;$:层 、苔 li，~层和 }L~外的物不必迸行单株测

定 . 可用日测法根据Evans和 DahJ Fí斤制定的多度盖Jî

级来确定 . 共有 门 锁 : "+"， 只有一个植株 ， 生长不

正常 ， 覆盖度可忽111各 ;"l" ， 有一二个植株 ， 生辰正

常 ， 覆盖度可忽略;hf' ， 南少数植株 ， 覆盖度不足

1; 1" ， 有许多植株. 覆盖度 4 ')1.， 以 f ; H 4" ， 覆盖

度4%~ 10 % ;"5.，. 覆盖度 门 % ~ 25% ; 飞" ， 覆

盖度26 % ~ 33 % ; "7 " ， 覆盖度 34 % ~ 50 % ; " 8" , 

在i 盖度 5l % ~75 % ; "9" ， 12 盖度7ó % ~ 90 %, ; 

" 10" , Hl盖度 9 1 % ~ 1 ()() 'x, (Evans and D ahJ. 1955 ; 

C hapman. 1 97ó)。 幼树和幼的要进行数量统计。 样

地内的每种植物都要把其生前型、物候相、 U-I-型、 11 十

级 、叶质、 H十缘、芽鳞等情况记载清楚(表 1 . 1 -表

1 .11 )0 ~II'类组成比较简单一些的亚热带珞叶阔叶林

和针叶林等 ， 采用 400 n12样地 lllJ可 ; 榷丛开1]丛林可

采用 100 m2面积 ; 至于草丛 ， 即按其实际情况设置

25n12 、 4n12或 1 旷的样地迸行调查o 每一个群藩类

训占1\要尽可能做 10个以上的样地调查 ， 并选择一些

典型地段开展士壤剖面调查 ， 进行树冠平面投影实i川

市Ij图和垂直剖面图解。 必要时对森林群落的一些建j悻

种进行树干解析 ， 以了解其生辰情况、树龄和群落的

形成和发展趋势。 对草本l悻?在进行产草量以及植物主

旺多度的测定。

二 、 路线考察

通过对不同区域典型植被的调查 ， 可以比较充分

认识主要群?在类型的基本特点 . 但是对它们的分布情

况和l规律压是了解不够的，而且可能还有一些类型在

典型植被调查中未必能够边到。 因此，路线考察是不

可缺少的。 研究一个区域的植被 ， 除了在每次典型调

查时要开展小范围的路线考察外 ， 还要有目的地进行

若干专门的大范用的路线考察 . 以验证和补充典型调

查时的不足。 路线考察时，重点进行记名样地调查 ，

填绘植被图 ， 重要的类型也要进行详细1世阵地调查。

• 



袤 1.1 植被调查表

样地号 : 血f只 : 土J$;剖 i1.li 号 : 日期 : 年 月日 ìc求 :

I也丑剧盘问 : í!:"ì ( 区 ‘ 市)

植被类型:

I也形和地质:

群t咨名f~、 :

湿皮条件 :
明白………-一 卢-一一_... ...- … '0 • u …-

上扭扭名称及其一般特征
(包括枯枝落叶层厚度及其特点 l:

人为影响及动物活动 :

群落周闸条件 :
" 一..一…'... '.--一一 -• 

. 0 .时点 :

j悖落的经济评价放其利用改j盒方向:

料，地设盟示意图 :

(.ù 

' 

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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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
山
，
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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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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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土攘调查记录表

总号 : 青IJ币1号 : 地点 : 日 JUJ : 年 月 ~I 记录入.

样j也号 : 植被类型: 1佯落4号称:

一般地形: 海拔高度 · 披向: 披度: 再L质·

倒闭的地J~位也1· 土类: 土城本地名仿:. 土层深度 :

排水状况: 潜水面: 侵蚀.情形 :

I也表优势蚀'物及土地利用现状

制而记载 :

剖面图 层次 深度 | 颜色 ' 质地 i 结构 pH 紧实lJl 孔隙 新生体 侵入体 i 动物穴 植物根 1 腐殖质 石灰质 盐碱化程度 附记

• 



111 111 工作者:

乔木层植物调查表袤 1.3

I::l J钢 :

111 H 覆盖度 :111 H 可E层 :郁闭度样地号 :

111 
nHU l 

m m
山密度 :

、

m 牛羊I也 lW丰J1 :

p. l .质 : 附注
生长情况(干冠形 : 树皮特征(颜 i i 

l 叶型叫-级
· 状、枝叶密度)色、开裂等) I 物候相

胸高 1 基径 ; 基吨 i 
1 1 . l 生病型

| 面积 Icm2 I I cm I 面积/d i 
: 冠深 ; 胸径
! 1m ! /c.m 

! 冠幅 i 最低
l h m j 叶高 1m

$ : 高度 ! 校下高
; 序号 i 亚层 ; 种名 / m ! m 采集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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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 

‘ 

4 

a • 

' • • 

斗D
骂
S
W
d
苟
言
挝
、
忡

• 

(J1 



「，
自
由-
E离
均
均

灌木国童物调查表表 1 .4

。、

% m 工作有 :口期 :

我'I:能度:3IU~ : 

% H 111 H 总在lfifJ:tr : 样地号 ·

、

111 样地面积 :

I叶质叶级

T 

| 叶型i 生活力! 生活型
个月1 1

? 物候相

一般段低品商

m 度
般
高

一

级髓
搬

多
群

% 

披即
回

l 株数或
多度

种名| 亚层采集号

r 

町b

• 

• 



表 1.5 草本层植物调查表

口 i明 : 工作占 · l1l 4儿

亚层 : 覆盖度 :

样地号 总有EJ在度 : H n > H % 

样地山积 :
-、年

I1l 

生活型 生活力 叶型 H十级 H十质采集号 亚层 种名
株数或

多度
! 多盖度级

覆盖度/%
群聚度

! 高度 1m 物f民相

一般 最高 最低 一般 个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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