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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植 物 研 究 一

喜马拉雅东部雅鲁藏布江大峡弯地区热带森林植被

的次生演替规律初探

孙 航 周浙昆 俞宏渊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

昆明

摘要 对雅鲁藏布江大峡弯河谷地区热带森林植被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
。

论述了造成该地区热带

植被概况及其被破坏的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

并对该地区植被在次生演替的各个时期植被种类成

分的变化
,

群落结构
,

建群种生长速度等进行比较研究
,

结果如下 自然因素导致的次生演替主

要经历 了下列 个价段 尼泊尔恺木 脚 阶段 尼泊尔恺木单优群落阶段

原生植被主要树种侵人阶段 尼泊尔恺木林衰退阶段 原生植被恢复阶段 原生植被建立

阶段
。

人为因素导致的次生演替主要经历有下列 个阶段 高大禾草或热带高草阶段

野芭蕉侵人生长阶段 喜阳树种侵人或恢复生长阶段 杂木林阶段 原生植被恢复及建立

阶段
。

最后讨论了植被次生演替规律对 自然植物区系的影响和对治理山地
,

保护该地区生物多样

性
,

合理利用资源及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及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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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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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雅鲁藏布江大峡弯位于西藏东南部墨脱县境内
,

大约在北纬
“ ‘一

“

’
,

东经
“ ‘一 ,

的范围内
。

著名的雅鲁藏布江流经此地时
,

突然急转向南
,

奔腾直下
,

形成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

同时它又

是每年西南季风通向青藏高原的东南大门 杨逸畴等
, ,

降雨量充沛
,

致使其在极其陡峻的喜马拉雅山

脉南斜面上侵蚀出不少的深谷
,

从而形成了这一地区的高山峡谷地貌特征
。

该地区的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便

发育在峡谷热带环境 中
。

由于这样的峡谷地貌
,

山体基质不稳定又加上该区正处于频繁的地震活动带上
,

每年大量的降水导致

了峡谷两侧 山体频繁的滑坡
、

塌方和泥石流
,

使得其上发育的热带原生森林植被生态系统遭到不同程度的

破坏
。

同时
,

又 由于该区居民长期以来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
,

原生植被遭到频繁的破坏
,

使得该地发育的顶

极群落
,

不断地发生次生演替
,

而形成了大面积的次生植被
。

本文试图就峡谷 中所存在的不同演替时期的

次生植被组成及特征对该地原生植被的次生演替做初步的探讨
。

热带森林植被概况

该区在海拔 一 一 间发育的原生热带森林植被属低 山半常绿雨林 李渤生
, ,

, , ,

该类型的森林主要见于加拉萨以南
,

雅鲁藏布江谷地及其支流河谷内
。

群落上

层乔木几乎全由旱季或旱季末期换叶的高大乔木组成
,

亚层则以常绿乔木为主
。

所以群落虽有明显的季相

变化
,

但外貌仍终年保持常绿
。

主要类型如下 以 阿丁枫 及千果榄仁

阴 那 为优势的群落类型 以 阿丁枫及小果紫薇 那 为主的群落类型

以阿丁枫为优势群落类型
,

下面分别述之
。

阿丁枫 千果榄仁群落

该类型主要分布于希让更 巴拉 山至背崩
、

德兴以及加拉萨
、

邦兴一带
,

海拔在 以下的地段

上
。

基质岩石以花岗岩为主
,

富含云母
。

这里年平均气温在 一 ℃ ,

平均最低气温均在 ℃以上 年

降雨量大于
,

多集 中在 一 月
,

几乎占全年降水量的
, 一 月降水较少

,

但沿江坡浓雾

迷漫
。

土壤多为黄色砖红壤 彭补拙等
, 。

在阴湿的林下
,

地面仍保存有相当完好的腐殖质层
。

群落外貌不整齐
,

结构较复杂
。

第一层乔木郁闭度较小
,

树冠间不相连
。

上层主要树种为阿丁枫
,

千

果榄仁
。

伴生树种常见有尼泊尔天料木 那
,

云南黄祀
,

刺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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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夕 等
,

有时还见有小果绒毛漆 州
。

它们树

杆挺直
,

呈灰 白色
,

高 一
,

耸立于第二层乔木之上
,

十分显著
。

其胸径常为 一 一

。

基部常有明显的板根
。

茎多为藤本及附生植物所包被
。

它们分枝高大多在 巧 以上
。

第 二 层 乔 木 常 在 一 一 间
,

树 冠 浓 郁 密 集
,

主 要 为 常 绿 树种
。

其 中有 印 度 拷

那
,

腾冲拷 等多种拷类
,

鸡嗦子果 “ 等多种榕类
,

百

日青 洲 汤
,

翅子树 详 户
,

大叶石栋 洲 户 ” ,

西 蜀 萍 婆 声
,

西 藏 蒲 桃 刃熠 抢 群
,

锡 金 杜 英 稗
,

美脉杜英 百 ,

长柄杜英 百 严
,

中平树 万 朋
,

钝齿

鱼尾葵 尽 等
。

第 三 层 乔 木 高 度 在 一
,

常 见 有 盖 裂木 ‘ ,

马 蛋 果 卿

而
,

海南粗框 砷
,

叶轮木
,

绵毛水东哥

人
,

越南水东哥
,

具梗藤黄 详血
,

少籽藤黄
,

网 脉 乌 檀 从
,

四 瓣 崖 魔 尸
,

棒 柄 花

夕
,

狭叶红光树
,

枕榔 等
。

若按其高度还可再划分成若干片

层
,

但成层现象已不是太明显
。

灌木层种类及数量均较少
,

盖度也不大
,

这与林下阴湿情况有关
。

该层除了一些上层乔木的幼树外
,

还见有九节木 尸砂 那
,

云南九节木 尸 夕
,

藏南山槟榔 尸 朋
,

常绿苦树 力
,

大叶异木患 夕 夕 ,

大叶火筒树 夕 ,

全缘叶紫麻 汤
,

尖子木 声即 那
,

红梗酸脚杆 刀‘

,

地五月茶 阴 等
。

亚灌木鱼子兰 也是本层常见种

类
。

草本层常见有才冬叶 夕 阴
,

香豆盏 用 ,

长果砂仁 才

,

箭 根 薯 汤
,

穿 鞘 花 通 谬 尸 ,

粗 柄 杜 碧
,

大 苞 鸭 踢草 那
,

假 楼梯 草 详
,

石 生楼 梯 草

五 阴 鳄
,

格头红 妙 那
,

四棱秋海棠
,

锡金海棠

刀 等
。

群 落 中常 有 高大 的 草 本 植物野 芭 蕉
,

血红 蕉 万

生长
。

蔗类植物常见有观音座莲 通
,

肾蔗 从砷 力
,

单籽

卷柏 脚
,

黑顶卷柏 等
。

寄生植物多蕊蛇孤 即
,

异株蛇孤 成口 在林下也较为常见
。

这一类型不但外貌参差不平
,

群落内部也由于藤本及附生植物异常丰富而显得杂乱无章
。

尤其木质大

藤 本 在 群 落 中较 发 达
,

常 见 有 短 柄垂 籽 倪 藤 谬 “ ,

饭 盒 豆

州 人 ,

钩藤
,

独 子藤 详
,

闭英 藤

万
,

钝 叶金 合 欢
,

扁担藤 啥刀砚 ,

多花省藤

夕 等
。

其它藤本还见有藏瓜 户
,

油瓜 卿
,

红花

牵 牛 馆
,

盾 翅 藤 尸 等
。

藤 附 生 植 物 还 见 有 过 山 龙

双 神
,

毛过 山龙 户
,

石柑
,

长柄胡椒

恤 夕 ,

墨脱胡椒
,

缘毛胡椒 用 脚 等
。

附生植物常见有石解

刀 脚 方 ,

密花石 解 夕口 ,

虎头 兰
,

蝴 蝶兰
,

莎草兰 沪 川 ,

多种毛兰
,

直唇卷瓣兰 神夕 ,

密

花石豆兰 丑 ,

显苞芒毛营苔 州
,

大花芒毛首苔
,

美 丽 芒 毛 首 苔 脚
,

多 种 吊 石 查 苔 等
,

蔽 类 植 物 常 见 有 密 叶 鸟 巢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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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
,

长叶鸟巢藏 万
,

多种瓦苇 乙 ,

肾蔗等
。

林 内苔鲜植物也十分丰富
,

生长有 多种金发鲜
,

地钱
,

平醉

万口 以及苔类的延叶羽苔 尹 泌 等
,

并且叶附生苔类

十分丰富
,

如叶生针鳞苔 砷 声 户 等
,

充分显示了该地潮湿的生态环境
。

阿丁枫 , 】
、

果紫薇群落

该类型群落见于迷 日至达木海拔 以下的河谷地段上
,

群落外貌高低不平
。

上层优势种为阿丁

枫和小果紫薇
。

小果紫薇在这里仅局限在达木以南迷 日以北狭小的地段上 在墨脱附近虽有
,

但仅是幼

树
,

其光滑发 白的树皮以及旱季落叶时的光枝十分特别
。

由于该地段人类活动频繁
,

这一类型的群落仅

呈散片状地残存在迷 日一线
。

群落乔木第二
、

三层除了第一层的种类外
,

还见有千果榄仁
,

鸡嗦子果
,

糙

叶榕
,

乔木刺桐 百即
,

刺拷
,

粉萍婆
,

云南黄祀
,

中

平树
,

藏合欢 通 、 ,

糙毛水东哥
,

大花水东哥 声
,

蒙 自桦

等
。

灌木层
、

草木层以及藤本
、

附生植物的大部份种类及结构与前者 阿丁枫 千果榄仁群落 相同和相

似
。

阿丁枫群落

该群落主要分布在 一 的河谷山坡上
,

但 由于该带正是人为活动较频繁的地段
,

大部份已

被砍伐
。

仅在沟谷或陡峭的山坡上零星残存
。

上层以阿丁枫为优势种
。

伴生印度拷
,

刺拷
,

腾冲拷
,

长刺拷
,

蒙 自桦
,

润楠
,

等
,

乔木第二
、

三层除了上层树种外还见有叶轮木
,

大叶

桂
,

香桂
,

榕 等
。

灌木层以马蓝 痴 谬 口 及九节木
、

云南九节木
,

尖子木等种类为常见
。

草本层则同前二者基本一致
。

附生及藤本植物的种类及结构也基本同前二者
。

热带森林的次生演替

在研究本地区群落的演替时主要根据历史的记载和现存的群落 中找变化的证据 米勒唐布依斯等

译
,

进行分析比较
。

鉴于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群落的破坏程度有别
,

因而所引起的演替进程也有所

不同
,

尤其是在演替初期
。

下面分别述之
。

自然因素引起的植被次生演替过程

由于该区发育着极其陡峭的峡谷地貌
,

加上丰富的降水量
,

以及历史上频繁的地震发生等因素
,

滑坡
、

塌方
、

泥石流等十分普遍
,

由此而遭到破坏的植被常常是毁灭性的
,

因而演替几乎全部从新的基质上开

始
,

并且在演替的各个时期 中进人群落 中的树种的数量和种类也有着一定的变化 表
。

尼 泊 尔艳 木 子 那 夕侵人 阶段

原生植被在受到上述 自然灾害的破坏后
,

常常被毁灭形成大量的沙石裸地或其群落结构完全被破坏
,

郁闭消失或急剧减小
。

这时喜暖湿
,

耐贫脊
,

因根系与弗兰克菌属 形成根瘤具有固氮能力
,

并且

生长迅速的尼泊尔恺木 盯 等
,

迅速侵入形成单优的群落
,

这在刚发生或原来发生过滑坡
、

塌

方和泥石流的地段上十分明显
,

通常只需要 一 年的时间即可形成 以上的单优群落
。

此期
,

群落几乎

是尼泊尔恺木幼树
,

尚无灌
、

草丛出现
。

喜马拉雅其它热带地区的次生演替初期过程也有与之类似或相同

的阶段 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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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演替时期各植物群落中一些常见树种的变化状况

时间 一 年 一 年 一 年 年以后 年以后

地点

更巴拉山脚
,

地

东附近
,

墨脱附

近
,

加拉萨江

西岸

嘎龙河谷 马

尔康
、

马尼翁

至阿尼桥
、

背崩
,

德果附近

达果桥
、

西木

桥
,

德果巫拿
,

米

日附近
,

雅江东

岸至蒙古

希让附近
,

蒙古

地东雅江东岸

希让及更巴拉
,

米 日附近

海拔

坡度

样地总 面积

一

一

一 一

一
“ 。

义

植物种类 在群落 中所占

一

一
“

一
“

尼泊尔恺木

阿丁枫

千果榄仁

刺拷 或印度拷或

腾冲拷

云南黄祀

蒙 自桦

鸡嗦子果

藏合欢

绵毛水东哥

大叶桂

小果紫藏

叶轮木

中平树

乔木刺桐

杜英

百 日青

乔木茱芡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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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泊 尔艳 木单优群 落阶段

群落 中尼泊尔恺木继续迅速生长
,

郁闭度增高
,

而发育成尼泊尔恺木为单优相对较稳定的植物群落
。

大约 一 巧 年以后
,

群落已 明显有乔
、

灌
、

草三层的分化
。

由于尼泊尔恺木通常在旱季落叶
,

又加上无

亚层乔木结构
,

因此群落尚有许多阳光透人
,

故灌层发育较好
,

通常 由喜暖湿的尖子木为优势
,

此外尚有杜

茎山
,

全缘叶紫麻等
。

这种情况尤以雅鲁藏布江两岸平缓地段及支流的一些地段上为普

遍
。

但该群落由于尼泊尔恺木生长较快
,

并且其幼树在郁闭的环境 中难以恢复生长
,

群落发育进人盛期后

很快进入衰败期
。

进一步发展有下列两种情况
,

一种继续向原生植被方向演替 最后逐步被邻近植被中的

阿丁枫
、

千果榄仁
、

云南黄祀
、

中平树
、

鸡嗦子果等侵入或扩张所取代
。

另 一种则 由于不断地遭到破坏使

演替中断或有时也由于基质或局部小环境等原因而始终处于尼泊尔恺木单优群落阶段
,

较为典型的这类群

落见于嘎隆河谷
,

德阳沟
,

多雄藏布以及雅鲁藏布江河漫滩至通麦帕隆藏布两岸河漫滩等地段
。

原 生植被主要树种 侵 入 阶段

这是尼泊尔恺木林演替发展进程的第三阶段
。

随着演替的发展
,

一些原生植被中的主要树种常见有阿

丁枫
、

千果榄仁
、

云南黄祀
、

鸡嗦子果
、

拷类 口 , , 、

蒙 自桦
、

乔木刺桐

等相继侵人
,

形成了以尼泊尔恺木为优势
,

上述侵人树种伴生的阶段
。

这一阶段一般大约发生在 一 年

以后
。

应当指出的是这些侵入的原生植被的主要树种并非同时或均匀地出现在群落 中
。

而是随地段及环境

的不 同
,

在种类
、

数量上有所变化
。

此阶段群落有明显的乔
、

灌
、

草的分化
。

同时
,

一些附生植物开始出

现
,

如多种胡椒护恤 脚
,

阴
、

过山龙以及少量的兰科和旅类等维管植物
,

同样
,

一些藤

本植物也开始出现
。

草本植物或亚灌木则主要有多种冷水花
,

鱼子兰等
。

该类型多见于沿江两

岸坡地
,

如地东雅江东岸
,

更巴拉山脚
,

德果比扭沿江以及嘎龙河谷马尔康等地段上
。

尼 泊 尔艳 木林衰退阶段

随着上一阶段的深人发展
,

大约在 一 年后侵人的原生植被的树种的数量
、

种类逐步增加
,

尼泊

尔恺木开始退居次要位置
。

此期原生植被 中的主要建群种
,

伴生种及亚层树种进一步扩张和增加形成 了以

阿丁枫
、

鸡嗦子果
、

中平树
、

千果榄仁
、

云南黄祀为主
,

但通常又无明显优势种或有时一些原生植被主要

伴生种或亚层树种如鸡嗦子果
、

中平树
、

云南黄祀
、

绵毛水东哥等略占优势的杂木林阶段
。

如地东雅江东

岸
,

西木桥
,

阿尼桥
,

德果巫拿等地
。

此期
,

群落的郁闭度有 了进一步的提高
,

灌层郁闭度减小
。

层间植

物进一步发育
。

原 生植被恢 复阶段

大约在 年以后
,

群落开始有优势种的分化
。

优势种种类取决于上一阶段群落中原生植被优势种的

生 长状况或邻近原生植被的群落类型
。

主要优势种有阿丁枫
、

千果榄仁
、

鸡嗦子果
、

小果紫薇
、

中平树

等
。

这些优势种通常分别在不同的地段上呈现优势
。

并 巳由此而定型发育成相应的原生植物群落
。

如以阿

丁枫为主的进一步发育成阿丁枫群落
,

同样以 阿丁枫及千果榄仁为主的也发育成二者为优势的群落
,

以 阿

丁枫及小果紫薇为优势的也演替形成相应的群落
。

有时也表现为鸡嗦子果及中平树在上层 占优势
,

但随着

演替的发展逐步退居亚层
。

伴生树种及亚层树种同样也进一步发育
,

常见有云南黄祀
、

拷
、

绵毛水东哥
、

马蛋果
、

百 日青等
。

此期无明显乔亚层的分化
,

所有树种常位于同一高度
。

灌层郁闭度进一步减少
,

此期

灌层的种类组成常见有九节木
、

尖 子木
、

杜茎山等
。

此外
,

一些木质大藤本
,

如多花省藤
,

短柄垂籽倪藤等

进一步发育
,

层间植物更为丰富
,

尼泊尔恺木逐步消亡
。

原 生植被建立阶段

随着演替的发展
,

约在 一 年后
,

阿丁枫
、

千果榄仁
、

小果紫薇
、

云南黄祀等原生植被的上层优

势种和伴生种继续长高
,

升至最 上层形成郁闭
,

组成上层乔木
。

原来 上阶段 的另一些树种则 由于上层乔木

的遮阴
,

生长受到抑制而居于 亚层或逐步消退
,

从而分化成 了乔亚层
。

同样由于各树种生长速度快慢不一
,

彼此竞争上层空间
,

因而使得亚层高低参差不齐
。

这样原生植被的群落结构已基本形成
。

同时层间植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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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进人了顶盛期
。

进一步发展即逐步进人了顶极群落阶段
。

由于各地段在群落次生演替中侵人的原生植

被的建群种不均一
,

同时更 由于其相邻原生植被中优势种类型
,

决定 了次生演替达顶极以后的群落类型
。

因此
,

该区的原生植被次生演替达顶极后
,

主要恢复形成阿丁枫群落
,

阿丁枫
、

千果榄仁群落
,

阿丁枫
、

小

果紫薇群落
。

该区 由于频繁的 自然灾害和人为的刀耕火种
,

常使得次生演替的各个阶段
,

在达到顶极前便又重复到

演替的初级阶段
,

始终停留在演替的各个阶段 中
。

人为因素引起的植被次生演替

同 自然因素引起的次生演替有所不 同
,

自然灾害造成的植被破坏常是毁灭性的
,

甚至连地表的土壤都

荡然无存
,

而为碎沙乱石所取代
,

在这样的基质上热带高草等喜阳种类不易生长
。

因此
,

只有象尼泊尔恺木

这样耐贫膺
,

适应性强
,

生长迅速的种类首先侵人而发生演替
。

然而人为刀耕火种将森林破坏后
,

至少原有

的土壤基质得以保存
,

甚至一些原有的森林 中的树种尚未完全死亡
,

一段时间后仍能萌芽生长
。

因此
,

其次

生演替的时间及阶段均较短和少
。

这一类型的次生演替同马来西亚地区热带森林的次生演替过程

理查斯
,

相似
,

甚至演替中的部分树种组成也相同
。

主要阶段如下

热 带 高草阶段

刀耕地开垦以后
,

热带高草和所种的庄稼 主要是玉米 几乎同时一起恢复生长
,

热带高草种类主要为

一些生长迅速的禾本科植物
,

如棕叶狗尾草 那 汤 等
。

通常密集覆盖地表
,

高度约
,

第二

年丢荒后象尼泊尔芒 脚
、

斑茅
、

营 等高

大禾草便开始侵入或恢复生长
。

这些禾草生长迅速
,

密集成片
,

有时可形成暂时稳定的斑茅
” 群落

,

如背崩后山
,

藤网桥附近
。

因此尽管在坡度
“

的地段上开垦
,

但由于这些禾草侵

入或恢复生长极迅速
,

又加上 当地老百姓通常不除草
。

因此这里充沛的降雨量
,

并未引起严重的水土流

失
。

随着时间的增加
,

禾草生长茂盛
,

一般在第一年中就可生长至 甚至更高
。

如德果巫拿
、

达木
、

背

崩
、

地东等刀耕火种的撩荒地
。

野 芭蕉‘ 侵 入 或恢 复生 长价段

几乎是在高草侵人生长的同时
,

野芭蕉也开始侵人或恢复生长
。

但禾草生长极迅速
,

因此演替最初是

以禾草 占优势
。

尔后野芭蕉生长起来形成郁闭
,

禾草逐步退却
。

大约在 一 年后
,

便可形成野芭蕉组成

次生芭蕉林
。

有时是 由姜科的一些高大草本如香豆盏 等侵入或恢复生长组成暂时稳

定而密集的高大草丛
。

如背崩
、

亚壤
。

此外
,

原群落 中一些喜阳或断桩等树种开始萌发恢复生长
。

如斜叶

榕
、

藏合欢
、

中平树
、

大花水东哥
、

山黄麻 升
、

昂天葵扭 等
。

同时野芭蕉

林发展至一定时期
,

逐步发生相互遮阴排挤而稀疏
。

这时原来残留在地中的原植被树种和侵入的树种 包括

灌木
,

也逐步恢复生长
,

同野蕉林发生竞争
。

应当指出的是此阶段随地段不同或原生植被不同
,

在群落 恢

复时期 组成以及进入下一阶段所持续的时间而有别
。

在原生植被群落中下层如果有野芭蕉的发育
,

则野芭

蕉林在次生演替 中生长迅速
,

有时能相对稳定一段时间
,

如德兴
、

地东雅江东岸
。

反之
,

若原群落 中无野

芭蕉生长或较少
,

则野芭蕉群落阶段则可能不稳定或发育不好
,

而被一些喜阳的灌
、

乔木生长所排挤
。

如

在墨脱
、

马地等地
。

喜 阳 树种 恢 复或侵 入 阶段

事实上
,

高草
、

野芭蕉及一些喜阳树种几乎同时发育
,

但 由于三者生长速度不一致
,

因而使得这三个阶

段顺序发育
。

经过前两个阶段后 约 一 年后
,

喜阳树种 包括灌丛
,

如 中平树
、

大花水东哥
、

藏合

欢
、

阿丁枫以及一些灌丛如红雾水葛 行 、 ,

全缘叶紫麻
、

山黄麻
、

尖子木等
,

已生长至一

定的高度
,

并形成郁闭
。

原来的高草已衰退减少
,

同时野芭蕉也因这些喜阳树种的遮阴开始衰退
。

进一步

发展便形成 了以这些阳性树种为主的杂木林阶段
。

此时
,

热带高草已逐步消失
,

野芭蕉数量急剧减少
。

一

些灌丛如全缘叶紫麻
、

尖子木等由于其它阳性树种中的长高遮阴
,

数 目减少而组成灌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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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阳性树种一般决定于刀耕地四周的森林群落类型
。

通常该阶段形成的杂木林有原群落的上层树种

及一些生长迅速的喜阳树种
。

杂木林阶段

上一阶段的进一步发展
,

大约在 年后
,

便形成了以一些喜阳树种形成的杂木林
。

如阿丁枫
、

小果

紫薇
、

千果榄仁
、

斜叶榕
、

中平树
、

云南黄祀
、

藏合欢等组成的杂木林
,

此阶段进一步发展便进人了原生

植被恢复阶段
。

以后的各时期与 自然因素造成的次生演替的原生植被恢复阶段相似
。

原生植被恢 复及建立阶段

随着杂木林阶段的进一步发展
,

上层树种彼此竟争空间
,

逐步出现了优势种和伴生种
,

乔木层与乔亚层

的分化
,

与此同时
,

层间植物进一步发展
,

木质大藤本等也进一步发育
,

附生植物增多
,

尤其以种子植物兰科

及天南星科等为突出
。

原生植被的群落结构及种类组成相对稳定下来
。

这一阶段与 自然因素造成的次生演

替相似
,

故在此不多述
。

但 由于人为破坏的作用 主要是刀耕火种
,

常使得这些演替难以达到顶极阶段
。

大

部分情况是在演替的 中期
,

甚至前期又被重新砍伐开垦
,

因此该地区植被大部分是处于不断的次生演替

中
。

次生演替对 自然植物区系的影响及在治理山地

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意义

上面已述
,

导致次生演替的原始植被所遭受到的破坏
,

主要是两大因素即蹋方滑坡和刀耕火种
,

轮番

垦植
。

在历史上本地区 曾因 年察隅大地震
,

导致山体大面积滑坡
,

造成大量的原始植被毁灭
,

直到

现在沿江的许多次生林 中还能发现当年地震引起的滑坡的痕迹
。

从 年至今的 多年 中
,

在人为干

扰较少的地段如希让江对面蒙古等地植被演替已进入了原生植被恢复阶段
。

多年来
,

虽然滑坡蹋方每

年都有发生
,

但大多是小范围或局部的
。

而最重要的破坏原因便是当地居民每年一度的刀耕火种
,

轮番垦

植
。

在墨脱雅鲁藏布江大峡弯中全部居民也仅 人左右
,

常耕地仅有很少的一部分
,

且耕作粗放
,

不

能 自给
,

每年不得不砍伐大量的森林
,

进行刀耕火种
。

森林砍伐火烧后
,

主要用来种植玉米
。

由于土壤腐

殖质暴露在阳光下
,

并且被雨水冲刷
,

流失较快
。

同时又 由于不除草
,

不施肥
,

耕作粗放
,

广种薄收
,

常

在一次耕作收获后即废弃
,

次年又另辟新的刀耕地
,

因而每年峡谷 中都有大片的森林被砍烧
,

甚至在

的坡地上开垦如达
,

果桥
、

朱村
、

加拉萨
、

甘代等地
。

刀耕地轮回的周期通常视人 口密度和地形条件

而定
,

长者约 年甚至更长
,

短者仅 一 年
。

因此本地区除部分偏僻
、

陡峭或基质较差的地段上外
,

现存的大部分次生林主要是刀耕火种造成的
。

这样频繁的次生演替对 自然植物区系的影响是很显然的
,

主

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自然植物区系中的种群减少直至消失
。

实际上大峡弯河谷地区面积很小
,

现存未直接遭受破坏

的原生植被 —
热带低山半常绿雨林的面积则极端狭小

,

甚至到了消失的边缘
。

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处于演

替各个时期的次生植被
。

且这些植被又在不断地被刀耕火种
,

轮番垦植和蹋方滑坡所破坏
。

这样便阻断了

原生植物区系中物种的全面恢复
,

导致了物种的减少和消亡
。

就以本地区现存的热带低山半常绿雨林中常

见上层伴生树种小果绒毛漆和尼泊尔天料木十分稀少
,

全区残存数量还不足 株
,

并且几乎找不到更新

的幼树
,

便可予测其命运
。

此外
,

次生植被 中林下的喜阴植物和藤本
,

附生植物的种类远不及原生林丰

富
,

原生植被的减少和消亡
,

现存的次生植被又难以演替至顶极群落阶段
,

这样就必然会导致物种的减少

和消亡
。

外来杂草的侵人
。

由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顶极群落 日趋消亡
,

稳定的生态系统不断遭到破

坏
,

人为活动的加剧
,

无疑会导至外来杂草的侵人
,

而改变 自然植物区系的结构和组成
。

生态系统

退化改变了原生植物区系面貌
。

频繁的刀耕火种
,

常在第三甚至第二阶段进行
。

演替中的喜阳树种不断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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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而减少
、

消失
,

从而导致退化演替
,

形成密集高大的高草群落
,

如背崩
、

亚壤等地的高大姜科植物如

香豆惑等群落以及背崩
、

亚壤
、

达木
,

希让等地密集的斑茅
、

营等高大禾草群落
。

这样阻碍了植被恢复演

替的进程
,

限制了 自然植物区系的恢复
。

因此弄清该地区植被次生演替规律无疑有重要的意义
。

首先它可

以推测植被破坏后 自身的恢复能力
、

过程
、

时间
,

以便为保护生物多样性
,

进一步弄清植被恢复机制以及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
。

其次对改造和治理该地区的山地环境有积极的意义
,

尤其对治理滑坡和过度砍伐

造成的生态系统退化的恢复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

最后对该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

土地合理利用和管理
,

尤

其对当地门巴族传统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的改 良直至消除也有重要意义
。

虽然残存在该区低山半常绿雨林的植被面积 已经很小
,

而大面积的森林是各个演替时期的次生类型
,

但只要注意保护
,

尤其是对残存的原始的低山半常绿雨林种源的保护
,

这样就能够使该区植被演替进人 良

性循环
,

使生物多样性得到恢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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