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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黑龙江省地处我国最东北部，地域辽阔，兼跨寒温带和温带。地形复杂多样，有绵延

的山地和起伏的丘陵，又有一望无际的平原，生长着多种多样的乔灌木，为我国宝贵财

富的一部分。《黑龙江树木志》全书共记载乔灌木41科94属332种88变种36变型。

其中包括97种23变种1l变型引进栽培种d黑龙江省野生树木种类并不算多，其区系成

分却较复杂，既有寒温带针叶林区树种、温带针阔叶混交林区树种，又有温带草原区树

种，其中特有种虽不多，但不少种为国内分布的中心，因此，在研究我国树木中，占有

不可忽视的地位。

过去有关黑龙江省树木的资料甚少，且多零散不垒，多年来各有关大专院校、科研

单位，植物资源调查以及在林业生产上，均感资料不足。为此，根据历年实地调查研究

和搜集标本，参阅了有关中外文献以及与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合编的《东北木本

植物志》初稿，加以整理，编著此书，以供有关工作者参考。

本书内容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适合黑龙江省树种的分科科、分属、分种检索

表。属的检索表分列在各科内。种的检索表分列在各属内，目的是通过一般最易区别的

植物形态特征，鉴别种问的差异，使读者先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再详对记载，以

确定其种名。第二部分为黑龙江植物的分布。主要是说明黑龙江省各植物区(亚区)的

特征、分布、组成、演替规律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意义，以利对我省的树木在植物资源

中有一个整体概念。第三部分为各树种的论述，包括我省全部野生树种和少量生长正常

的引进栽培树种，分别引证重要研究文献和异名，并记载其形态特征，物候期(花期和

果期)、分布、生态习性、繁殖法及经济价值等，而且每种均附有简介及插图，给读者

以醒目认识，便于应用。分类系统，是按进化顺序，先列裸子植物，后列被子植物。裸

子植物各科均采用郑万钧教授主编《中国植物志》第七卷中的系统，被子植物各科都采

用恩格勒——普兰特系统，属和种则按拉丁字母顺序排列。各树种所依据的标本，皆存

东北林业大学植物标本室。 。

本书虽经详细查对，但限于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不足，错误仍属难免，甚望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以便修订，使其日臻完善。 ，

编著者

1985年9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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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植物的分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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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黑龙江省地处我国东北角，北自漠河(北纬53。30’)，东起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

’点(东经135。207)。南北相距跨越纬度达10。以上，东西相距跨越经度达13。以上，故

，’ 水热条件不一致，影响植物组成与植被类型也有差异，可区划为8个植物区和8个亚区

(附黑龙江植物分区图)。 “．
． ，．f

I·大兴安岭植物区

Ⅱ．小兴安岭——老爷岭植物区

Ⅱ-．小兴安岭一张广才岭亚区
Ⅱ2．老爷岭亚区

rf 3．穆棱—一三江平原亚区

Ⅲ．松嫩平原植物区
。

上述3个植物区均为相邻有关植物区系的组成部分t大兴安岭植物区是苏联境内东

西伯利亚植物区系向南延伸的部分，小兴安岭——老爷岭植物区是满洲植物区系(包括

苏联远东的阿穆尔州和沿海地区、朝鲜北部以及我国吉林的长白山区)的主要部分，松

嫩平原植物区是蒙古植物区系向东延伸的部分，因此，黑龙江是8个不同植物区系的汇

合处，植物种类虽不算多，约2100余种，但区系成分较复杂，并具有独特性，所组成

的植被类型有大森林(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植物区、小兴安岭一张广才亚区及老爷岭
亚区)、大草原(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植物区)、大沼泽(主要分布在穆棱—一三江平

原亚区)!，都是国内罕见的，同时，在国际上也颇闻名。 ．～

”4、

I．大兴安岭植物区
’+

．

‘， 二

， (代表植被-寒温带针叶林) ’

垒区山势并不高，一般海拔700--1100米，最高峰大白山(51。20’N，123。8’E)仅

1529米，第二高峰白蛤蜊山(白卡鲁山)(52。257N，123。217E)为1410米。一河谷宽

阔，山势和缓，山顶浑圆而分散孤立，几无山峦重叠现象，从而缺乏形成特殊小气候的

条件，大大减弱了植物组成的复杂性。 ’

．

本区为我国最寒冷地区，年均温一2一一5．6℃，气候具显著大陆性。冬季异常寒

、冷，晴燥、少雪而漫长。年积温1100—17006C。无霜期仅90一100天。最冷月份(1月)

均温为一28。一38℃，绝对最低温度可达一52．3℃(漠河记录)I最暖月份(7月)均温

为15--206C，绝对最高温可达38"C，所以年、日温差皆悬殊。夏日最高、最低的绝对温

度相差可达25℃以上。有时7、8月就见霜，不仅冻死农作物，甚至乡土树种—，一兴安
。

’落叶松(Laris tlmelini)幼树的顶梢也常被冻枯，成为农、林业生产之一大威胁。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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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降水量为360一500毫米，80％集中于温暖季节(6、7，8月)，形成有利植物

生长的气候条件，但因冻层普遍而持久，水分除滞留地表造成大面积沼泽外，大多泻入

河流而排掉，加以蒙古旱风作用，蒸发量很大，所以水分涵养并不多，尤其5—6月间

常有明显旱象，造成森林易燃性很高。 w，

‘

由于气候条件，本区植物种类较少，一仅800!余种，其区系成分经初步分析，除广布

种外，东西伯利亚植物区系成分约占5l％，并有38％左右的种为毗邻的小兴安岭——老

爷岭植物区的满洲植物区系成分，很少特有种。但组成本区森林的主要优势树种，如兴安

落叶松、樟子松(Pinus sylvestris yaf．mongolica)，白桦(Betula Platyphylla)、越桔

(Vaccinium vitis-idaea)，笃斯越桔(Vacc．ulioinosum)、高岩兰(Empetrum niorum

Taf．japonicum)和杜香(Ledum palustre)等，几全部属东西伯利亚植物区系成分，

所以本区植物是以东西伯利亚区系成分为主，但混有相当数量的满洲植物区系成分，如

紫椴(Tilia amurensis)、水曲柳(Fraxinus mandshurica)及黄蘖(PhelIodendron amur。

朋s已)等这些典型树种在本区都有分布。
～

’

本区代表植被也即地带性植被为寒温带针叶林，属于横贯欧亚大陆北部的“欧亚针

叶林区”的东西伯利亚明亮针叶林向南延伸的部分，是以兴安落叶松为单优势的明亮针

叶林，，但常混生一些属于满洲植物区系成分的阔叶树种，唯生长较差，一般构成第二层

林冠，以较耐旱的蒙古栎(Quercus mongolica)，黑桦(Betula davurica)等为主，其次

还有典型的紫椴、水曲柳、、黄蘖等。’林下灌木和草本植物也同样具有满洲植物区系成分

的种类。因此，本区的地带性植被应是混有阔叶树的兴安落叶松林，但由于全区地势普

遍较高，。多已超出这些嗣叶树的垂直分布上限，所以这类混有阔叶树的针叶林在本区并

不普遍，仅局部地势较低的地段，尤其本区地势较低的东南部有分布，而最普遍的却是

分布在较高的典型东西伯利亚明亮针叶林——兴安落叶松林o ．

本区为我国主要用材林基地之一，以兴安落叶松组成的原始林为主，其次为次生的白

桦(Betula platyPhylla)林、蒙古栎林、黑桦林和山杨(Populus davidiana)林，以及

小面积原生的红皮云杉(Picea koraiensis)‘林和沿河生长的钻天柳(Chosenia arbuti·

folia)，甜杨(Populus suaveolens)林6 ，+

本区森林随着海拔升高，有着垂直分布带的变化，因全区森林受山地条件影响很

大，其垂直帑的划分，不仅表现在个别山峰，而全区森林均有相应的垂直分布规律表

现。自上向下可划分为3个垂直带和8个亚带(分布高度以大白山为例)，

I A亚高山矮曲林带(1400米以上)

I B山地寒温性针叶疏林带(1250--1400米)

I c山地寒温性针叶林带

I c(a)山地上部寒温性针叶林亚带(950--1260米)

I c(b)山地中部寒温性针叶林亚带(560—950米)

I c(c)山地下部寒温性针叶林亚措(560米以下)

：～■沥

。；。：，篮羹。。



黑龙江植物的分布 3

I A·亚高山矮曲林带 ．

(代表植被t偃松矮曲林)
。

此垂直带在本区孤岛状分散在个别高峰顶部，其分布下限的海拔高度自南向北逐渐

降低，如在饺南的大白山(51。207N)为1400米以上，向北至白蛤蜊山(52。257N)则降

低到1240米以上。因这些高峰的海拔高度皆未达其分布上限。所以这一垂直带在本区

并不完整。

’这些高峰顶部多为平缓而宽阔的山坡地。地表满复碎石块(当地称为“蛤蜊”)，

仅石块间隙有少量石质土。由于地势高，风力强，气候严寒而较干燥，冬季降雪不多，并

常被风卷积在石块间隙，背风凹地等局部地段。在这种生态条件下，_般树木不能生长

霹不能正常生长。如44年生的兴安落叶松高仅25厘米，径仅1厘米(白蛤蜊山，1380

米)，甚至成匍匐状，’唯偃松适应，但由于风大，不成灌木状，而平卧地面匍匐生长，

全干常蜿蜒达5—10米，树冠倾斜上升，高不超过1．5--1．8米，形成稀疏的偃松矮曲

林。 ．

i‘ ’

●

这类矮曲林常为碎石滩所间隔，组成树种也极单纯，仅在成丛的偃松之间，有团状

分布的匍匐状矮灌木丛，如瘦桦(Betula exilis)等，林下、林间植物除以附生石块上

的黑石耳(Gyrophora proboscidea)为主的各种地衣外，仅在较积雪的石块闻隙、低凹

地段、偃松或灌丛下，生长着以岩高兰(EmOetrum nigrum Var．iaponicum)、兴安

圆柏(1uniperus davurica)，西伯利亚圆柏(／uniperus sibirica)为主的一些小灌木，以

及数量不多的各种草本植物，其中不少属垫状或匍匐状的高山或极地植物，如黑果天栌

(Arctous iaPonicus)，高山蛇床(Cnidium aianense)，高山茅香(ttierochloe alpina)、

矮耧斗菜(Aouilegia[1abellata Tar．Pumila)，北马先蒿(Pedicularis labradorica)、

兴安蓼(Poltigonum aianense)等。所以此垂直带已接近高山冻原带，但仍有显著区

别，尤其建群种和优势种，如偃松等，均属森林上限树种。所以此带应为森林上限与高

山冻原的过渡带，亦即相当于水平分布在高纬度之森林冻原带。

此垂直带仅分布在个别高峰顶，林木无开发价值，但保护意义很大，应划归防护

林．
‘

，
，

‘

I B．山地寒温性针叶疏林带
’

． ‘ ～
‘

[代表植被。偃松一(岳桦)兴安落叶松疏林) ．

这·垂直带在本区分布并不普遍，仅分散在个别高峰，其分布海拔高度自北向南逐

渐升高，如在自蛤蜊山为1100--1240米之间，向南至大白山上升到1250--1400米之

间。 ，

这一垂直带土壤多为石质土，土层极浅薄，常岩石裸露·气候甚严寒，风力较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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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乔木不能生长，唯兴安落叶松能勉强生长形成疏林(照片1)，成为此带的代表植

被也即地带性植被。这类疏林在外貌、组成上，与水平分布在高纬度的东西伯利亚的“北

方稀明亮针叶林”(北部泰加林)相似。其郁闭度一般不超过0．3一O．4，为此区的森林

上限，生长受到很强的抑制，树干矮小，而尖削度大，往往焦梢，断梢、弯梢，或成旗

状树冠，当地称为“小老树”，成为这一带疏林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组成上几为纯林，

仅混生少量的岳桦(Betula ermanii)。岳桦是构成小兴安岭一老爷岭植物区森林上限
的树种，抗风力很强，对土壤要求也不苛，唯要求空气湿润。故自本区西北向东南，随

着空气湿润程度的增加，则混生的岳桦也越多，甚至与兴安落叶松形成混交林，或自成

小片纯林，但这种情况很少见。、 ．

这一带疏林的另一主要特征，就是由上一垂直带(亚高山矮曲林)下降的偃松，构

成优势下木，但由于气候条件较好，成灌木状，高可达2(3)米，并常常密丛生(照片

2)，间或混生扇叶桦(Betula midden如rfii)，笃斯越桔、越桔等，这些灌木的正常生

长，不似在亚高山矮曲林带呈高山型，加以缺乏高山或极地植物，所以与亚高山矮曲林

带有明显区别。

林内落叶松结实量甚少，加之以偃松为主的灌木层强烈发育，导致林下兴安落叶松

幼苗、幼树极少，更新很差，成为同令疏林。因为这一垂直带的林木基本无开发价值，

仅宜划归保护林。

I C．山地寒温性针叶林带

此垂直带为本区森林的主体部分，其林木组成极单纯，以兴安落叶松为睢优势种，

构成兴安落叶松林。但由于这一垂直带的海拔高度跨度较大，上部、中部和下部的水热

条件有所不同，在植物组成、群落结构上也有变化，因此，可划分8个哑带。

I c(a)．山地上部寒温性针叶林亚带

[代表植被·藓类——(云杉)兴安落叶松林)

此亚带分布不广，仅占据在海拔较高地域，从北向南，逐渐升高，在自蛤蜊山为

820一1100米之间，至大白山则在950一1250米之间，为大兴安岭植物区最湿润地域。

此亚带的代带植被也即地带性植被为藓类——(云杉)兴安落叶松林，从外貌，组

成上具有阴暗针叶林(云杉，冷杉林)的特征，与水平分布在高纬度的东西伯利亚的

靠中部明亮针叶林刀(中部泰加林)相似，其主要特征是：乔木层除兴安落叶松为单优势

外，常混有少量散生的花揪树(Sorbus pohuashanensis)和岳桦。这两种阔叶树是阴暗

针叶林(云杉、冷杉林)内常见的仅有伴生阔叶树种。同时，’这类兴安落叶松林下常有

阴性针叶树种——红皮云杉(Picea koriensis)的更新幼苗，发展的结果，势将成为有

红皮云杉混生的兴安落叶松林，或小面积的红皮云杉纯林。这种情况虽然在此亚带并不

多见，是与林令较小有关，但由于逆温现象，在低海拔地带，形成局部与此亚带相似冷

湿地段，常有红皮云杉混生在兴安落叶松林内，甚至形成小面积红皮云杉林，组成中还

i

。餮

’：露
、攀i

《

i

二

i
《

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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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有鱼鳞云杉(Picea iezoensis丫a r．aianensis)，散为跨带森林出现。

林下藓类植物层十分发育，复盖度可达90％以上，主要组成种类是阴暗针叶林(云

杉，冷杉林)下的典型藓类植物——塔藓(Hltlocomium splendens)、毛梳藓(Ptilium

crista—castrens)和树藓(Pleuroziopsis ruthenica)为主。树干、树枝上还附生有黑树毛

，(Alectoria iubata)，偶尔也有阴暗针叶林内的更耐阴湿的地衣——松罗(Usnea spp．)，
’

足以说明这类兴安落叶松林是最湿润类型。同时，林下草本层中也有不少阴暗针叶林

内的典型下草，如七瓣莲(Trientalis europaea)、舞鹤草(Maianthemum bifolium)、红

花鹿蹄草(Pyrola incarnata)，北极花(Linnaea borealis)，小斑叶兰(Goodttera Te-

，#ens)、呐唢草(Mitella nuda)和光露珠草(Circaea caulesceas v,ar．glabra)等。

本亚带除地带性的原生林外，尚有所衍生的次生白桦林。
’

。 本亚带因气候冷湿，又无成片草旬，发展农、收业很困难，应以发展林业为主。’由

于气侯冷湿，土层浅薄，兴安落叶松叫般生长不良，天然更新也很差，但对水源涵养和
’

保土作用的意义很大，所以应划归为防护林经营地区，并逐渐促进阴性树种——红皮云

杉、鱼鳞云杉的更新，以改进生长铰差的兴安落叶松林。这一垂直带在大兴安岭植物区

西北部比较普遍，当地居民常利用其林地的藓类和地衣，做为养鹿基地。
●

I c(b)．山地中部寒湿性针叶林亚带

(代表植被t杜鹃——(樟子松)兴安落叶松)
●

此亚带为本区的主体部分，分布最广。分布高度从北向南，逐渐升高，在白蛤蜊山

为450—820米之间，至大白山则上升到560一950米之间。
一 此亚带的代表植被也即地带性植被为杜鹃——(樟子松)兴安落叶松林(照片8)，

从外貌，组成上，与水平分布在高纬度的东西伯利砸的“南方明亮针叶林"(南方泰加

林)相近，其主要特征是结构简单，林下草本植物与藓类不发达，下木以具旱生形态的

兴安杜鹃(Rhododendron dauricum)为主，其次有杜香(Ledum palustre)，越桔

(Vaccinium vitis-idaea)和笃斯越桔(Facc．uliginosum)等，并在乔木层中常混生樟

子松，尤其在此区的西北部更普遍，甚至到成小面积的纯樟子松林(照片5)，镶嵌在

兴安落叶松林之间，是此亚带的主要特征之一。
’

这一亚带的原生林，除杜鹃——(樟子松)兴安落叶松林外，尚有分布在阴坡、半
r’ 阴坡下部较湿地段的杜香——兴安落叶松林。原生林一经破坏，仅形成次生的自桦林

· 。(照片6)或白桦与兴安落叶松混交林，发展的结果，将恢复成兴安落叶松林。

’． 此亚带因气候既寒冷又较干燥。不适农业发展，但大兴安岭植物区的森林主要分布

在此亚带，为我国用材林主要基地之一，所以应成为林业为主的地域。兴安落叶松和樟子

“松都是珍贵树种，并在这一亚带天然更新一般良好，故在营林上，可以天然更新为主，
’

并可通过合理采伐和经营，为天然更新创造良好条件。尤其应注意促进棒子松的天然更

二 、 新，因其材质较兴安落叶松好，生长也迅速，应在此亚带范围内大力发展。此亚带无成

片草旬，故牧地不多，农业只适于发展马铃薯、甘兰和布留克(Brassia napus vat．

Csculenta)等几种耐寒作物o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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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c)．山地下部寒温性针叶林亚带

(代表植被t蒙古栎——兴安落叶松林)

此亚带的代表植被即地带性植被，也就是本区的地带性植被，为蒙古栎——兴安落

叶松林，分布在低海拔地域。从北到南的分布上限逐渐上升，在白蛤蜊山不超过450米，

在大白山不超过560米。由于本区的地势普遍较高，大多超出其垂直分布的上限，所以，

这一亚带分布并不普遍，多集中在地势较低的东南部。其主要特点是深受毗邻的小兴安

岭一老爷岭植物区的影响。在以兴安落叶松为单优势的林内，常混生一些温性阔叶树
种(照片4)，以较耐旱的蒙古栎、黑桦为主，其次为山杨、紫椴、水曲柳、黄蘖等，

这些阔叶树种一般数量不多，生长不良，构成第二层林冠。这类兴安落叶松林为接近温

性的类型，其林下灌木和草木植物较发育，也同样混生一些温性植物。灌木中有胡枝予

(Lespedeza bicolor)、榛(Corylus heteroPhylla)、毛榛(Corylus mandshurica)等，

草本植物有关苍术(Atractylodes japonica)、大叶草藤(Vicia pseudo-orobus)和蕨菜

(Pteridum aquilinum)，以及还有小兴安岭——老爷岭植物区的典型藓类一一万年藓
(Climacium dendroides)等。此外，林内尚有少量藤本，如发育不良的北五味子

(Schisandra chinensis)，这些藤本植物的出现，更说明这类兴安落叶松林具有接近温性

的特点。

这一亚带的原生林，除地带性的蒙古栎——兴安落叶松林外，尚有生长在阳坡和半

阳坡的草类一兴安落叶松林，以及沿河岸生长的小面积钻天柳——甜杨林(照片7)。
这些原生林一经破坏，草本植物生长茂盛，兴安落叶松甚难更新，多衍生各类次生阔

叶林，如蒙古栎林，白桦林，黑桦林或山杨林等，若一再破坏则成榛灌丛，兴安落叶松

则更难更新。除森林外，这一亚带的植被还有杂草草甸和苔草沼泽。

此垂直带所处地形低缓，热量较高，土壤较肥沃；并有广泛成片的草旬，所以本亚

带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在本区发展农、牧业最有前途，应成为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的区

域。

Ⅱ． 小兴安岭一老爷岭植物区
(代表植被。温带针阔叶混交林)

1

全区境内山峦重叠，形成较复杂的山区地形。主要山脉包括小兴安岭、完达山(那

丹哈达岭)、张广才岭(Ib白山)，老爷岭及太平岭等山脉，这些山脉的海拔大多不超过

1300米．只有张广才岭的主峰大秃顶子高达海拔1760米，为本区最高峰。

本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欧亚大陆东缘，深受海洋影响，所以气候具有海洋型。

(湿润型)温带季风气候的特征，降水量较丰富，达500一600(S00)毫米，并多集中

夏季(6、7，8月)，加以夏季气温较高，如7月份平均气温多在20一26℃以上，最

高可达37。(3，形成适于植物生长的气候条件，因此，境内森林苍茂，植物种类也较丰

富，约近1400种，约占全省植物种类的理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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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与我国吉林省的长白山区、苏联的阿穆尔州和沿海地区，以及朝鲜北部地区，

属同一植物区系，习惯称为满州植物区系。

本区为我省主要用材林基地之一，其代表植被也即地带性植被是以红松(Pinus

koraiensis)为主的温带针阔叶混交林(照片8)，组成中特产植物很多，除红松外，如

冷杉(Abies holophylla)、紫杉(Taxus cusPidata)等针叶树，以及柠筋槭(Acer

tri[10rum)、自牛槭(Acer mandshuricum)，假色槭(Acer pseudo-sieboldianum)、水曲

柳(Fraxinus mandsJ：,urica)，山槐(Maackia amurensis)，核桃楸(7uglans mandshu—

rica)、黄蘖(Phellodendron amurense)，大青杨(Populus ussuriensis)和香杨(Po·．

pulus koreana)等阔叶树，其中不少属第三纪的孑遗种，如红松、水曲柳、黄蘖，核桃

楸等，再加上藤本植物之山葡萄(1ritis amurensis)、北五味子等，足以说明这_植物区

系古老性，为第三纪植物区系系统。

圣区丛丞垩坌布规!璧上童区型墨仝垩匡!． 4．

本区面积辽阔，尤其南北相距甚大，跨越纬度达6。以上，水热条件相差很大，影响

植物组成上也有差异，根据这一特点，本区可划分3个亚区，其界线自东部的东宁附近

(约北纬44。20 7)经镜泊湖附近(约北纬43。407)再向西至省界，此线以北为小兴安岭

——张广才岭亚区及穆棱——三江平原亚区’以南为老爷岭亚区。 ，

Ⅱ1．小兴安岭一张广才岭亚区

(代表植被。红松阔叶混交林)

本亚区代表植被也即地带性植被，为红松阔叶混交林，主要组成以红松为主，伴生

多种温性阔叶树种，多达十余种，其中有一些第三纪孑遗种，如水曲柳、黄蘖、核桃楸

等，再加以林内有发育良好的5—6种藤本植物，如山葡萄，北五味子、狗枣猕猴桃

(Actinidia kolomikta)，使此亚区的温带针阔叶混交林具有亚热带景色、同时还伴生一些

“欧亚针叶林区”的寒温带(亚寒带)的树种，如鱼鳞云杉(Picea iezoensis丫af．aia·

nensiO、长自云杉(P．iezoensis var．komarovii)，红皮云杉，臭冷杉(Abies竹P。

phroIopis)等。因此，本亚区的温带针阔叶混交林既有南方(亚热带)景色，又有北方

(寒温带)植物种类。 ’

本亚区地带性植被——红松阔叶混交林遭受破坏后，根据破坏程度及下种机会，而

衍生各类型的次生林，经常由所伴生的阔叶树种萌发成阔叶混交林(省内一般称为“杂

木林舻)或由蒙古栎(照片9)、。白桦(照片10)、山杨等阳性先峰树种形成次生林。

这些次生林在此亚区分布相当广泛，其分布和演替规律如所列图式(见次页演替规律示

意图)。 。

图中演替过程说明，阔叶混交林，山杨林、白桦林经过长期封育和保护，在自然条

件下将逐步恢复其原生树种成分。若遭多次采伐或火烧，森林破坏更为严重，造成水土

流失和林地逐渐干燥化，在自然情况下，则很难恢复原有霉松及其他树种成分，而逐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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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蒙古栎林发展。

姻叶混交林
■t坪)

演黉规律示意圉

古铄镑

本亚区原生林，除地带性的红松阔叶混交林外，仅在低湿的谷地有成片隐域性的兴

安落叶松林，由于此亚区的其他树种难以适应这种生境条件，所以这类兴安落叶松林相

当稳定。兴安落叶松属东西伯利亚植物区系成分，也是本亚区具有标志性的树种之一。

。lI 2．老爷岭亚区．

(代表植被。红松、沙冷杉阔叶混交林)

本亚区的代表植被也即地带性植被为红松、沙冷杉阔叶混交林，其分布中心在吉林

省长自山区，在我省仅为其北缘部分，面积很小，仅包括老爷岭及太平岭山区，最主要

特点是伴生有温性针叶树种一沙冷杉(Abies holophylla)，故一般称为红松，沙冷杉

阔叶混交林，伴生树种更丰富，如针叶树除沙冷杉外，还有暖温性的紫杉、长白侧柏

(Thuia koraiensis)等，伴生的阔叶树种较北部的小兴安岭——张广才岭亚区为多，如

槭树(Acer)在小兴安岭——张广才岭亚区只有6种，而此亚种却有9种，并且阔叶树

种中有的为典型暖温性树种，如千金榆(Carpinus cordata)等，加以林内的藤本植物十

分发育，有十余种，主要有3种猕猴桃(Actinidia kolomikla，A．arguta，A．polgga—

rna)、红藤子(Tripterygium regelii)和木通马兜铃(Aristolochia manshuriensis)等更

增添了这类针阔叶混交林的南方(亚热带)景色。

本亚区的地带性植被保存不多，由于处低山带，受人们经济活动的结果，绝大部分

已垦为农田或已破坏，衍生成次生的阔叶混交林、栎树林、山杨林等，这些次生林与小

、溪

埔

j
，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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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岭——张广才岭亚区者基本一致，唯组成种较丰富，如栎树林的组成，除蒙古栎外，

。还有懈栎(Quercus dendata)和辽宁栎(Q．1iaotunoensis)。

除上述各类森林外，在低湿的谷地尚有小面积原生的隐域性的长白落叶松(Larix

olgensis var．changpaiensis)林，由于此亚区其他树种不能适应这种生境，而相当稳

定，长白落叶松也是本亚区的具有标志性的树种之一。

Ⅱ3．穆棱m--江平原亚区

(代表植被l温带沼泽) 。

／

本亚区的地带性植被与小兴安岭——张广才岭亚区一致，也是红松阔叶混交林，但

因生态条件影响，形成大面积的隐域性植被，我国最大的沼泽，为了便于经营利用，而

划分为独立亚区。
’

。1

本亚区由于完达山脉由东北向西南横贯而分为2部分，山北为黑龙江、松花江和乌

苏里江冲积而成的平原，称“三江平原"，山南是由穆棱河、七虎林河，阿布心河，乌

苏里江和兴凯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冲积湖积平原，称“穆棱——兴凯平原"。

本亚区的气候条件与小兴安岭——张广才岭亚区相同。但因地势低而平坦，海拔高

仅(34)50一60米，坡降仅在1—3／10000之间，加以河流的泛滥和地表迳流缓慢。排

泄不畅，地下有渗透性很差的粘土层，因此，地表常有不同程度的积水，形成大面积的

隐域性的(非地带性的)沼泽植被(照片11)。植物组成单纯，其中大部分是适于水湿

生境的沼生，湿生植物(照片12)以小叶樟(Deyeuzia angustifolia)、乌拉苔草(C．

me∥eriana)、修氏苔草(C．schmidtii)、毛果苔草(C．1asiocarpa)、．漂筏苔草(C．

pseudo·curaica)，芦苇(Phragmitis communis)和丛桦(Betula fruticosa)，沼柳

．(Salix rosmarinifolia v矗r．brachypoda)等为主，只有岗地或残丘分布有小面积岛

状森林，其组成多以蒙古栎为主的落叶松阔叶林，伴生有山杨，白桦、紫椴、糠椴、黄

蘖和水曲柳等。
’

本亚区是我国沼泽分布面积较集中的地区，地势平坦，士壤肥沃，热量可满足北方

一般作物生长的需要。在野生植物资源方面也较丰富，如小叶樟是良好牧草，芦苇、毛

果苔草、乌拉苔草等多种苔草都是良好的造纸和人工纤维的原料，毛水苏(Stachys

baicalensis)等为优质密源植物，莲藕(Nelumbo nucifera)和鸡头米(Euryale ferox)

等也是食品中的佳品。此外，还有蕴藏量很大的草炭，可为发展农业，改良土壤，提高

农作物产量，提供大量的有机肥源。 ·，‘

，

●

本区从垂直分布规律上可区划8个带和4个亚带t

本区森林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有着较明显的垂直分布带，因全区森林受山地条件影

响很大，其垂直带的划分，不仅表现在各山峰，而全区森林均有相应的垂直分布规律性

表现，自上向下可划分为8个垂直带和4个哑带(分布高度以小兴安岭——张广才岭哑

医的大秃顶子为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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