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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东部雅鲁藏布江大峡弯河谷地区 

植被组成特点 

孙 航 
(中国科学院昆 

摘要 论述了喜马拉雅东部雅鲁藏布江大峡弯河谷地区(即海拔 600 2 500 m)的植被组成特征。 

本地区原始植被主要有：(I)热带低山半常绿雨梓 阿丁枫+千果榄仁群落，阿丁枫+小果紫穰群 

落 阿丁枫群落：(2)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刺栲+阿丁枫群落，刺栲群落，短刺栲+毛曼青冈+西藏石 

栎群落，西藏栎+毛曼青冈群落，通麦栎群落；(3)亚热带山地半常绿 阈叶林：薄片青冈群落，俅江 

栎群落 (4)常绿针叶林：不丹拴群落，喀西松群落。此外，本区还分布有处于次生演替各个时期 

的大面积的次生植被，主要有：尼 泊尔桤本群落； 中平树+鸡嗉子果+尼泊尔桤术群落，常绿竹 

丛}野芭蕉群落}热带高草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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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EGETAT10N 0F THE BIG BEND G0RGE 0F YALU 

TSANGP0 RIVER，S．E．TIBET，E．HIM ALAYAS 

Sun Hang，Zhou Zhekun，Yu Hongyuan 

(Kunming]nstilute ofBotany Chinese Academy Sciences，Kunming 650204) 

Abstract The paper present the characters of the vegetation in the Big Bend Gorge(6oo～2 500 

m)of Yalu Tsangpo river，S．E Tibet，E．Himalayas．The original vegetations of the region are 

mainly as follows：(11 tropical low mountain semi evergreen rain forest：At6ngla excelsa+ 

Terminatia myrioearpa community；Ahingia exeetsa + Lagerstroemia mlnuticarpa community； 

KAItingia excelsa community．(2) Subtropical mountain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Castanopsis hystfix + Altlngia excetsa community；Castanopsis strix community；Ca~anopsis 

eehidnocarpa+Cyelobatanopsisgambteana+Lithocarpus xizangensis community；Quercus todicosa 

+ Cyctobalanopsis gambleana community and Quercus lanata community．【3)Subtropical 

sem i-evergreen broad~aved forest：Cyclobatanopsis lametlosa community and Cyctobalanopsls 

kiuklangensis community．“)Evergreen coni~rous forest：pinus bhutanica co mmunity and Pinus 

keysia community Besides，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seco ndary forests in this region They are Alnus 

nepa&ns~co mmunity，M aearanga denticulata+Ficus semicordata+ Alnus nepalensis community， 

Evergreen bamboo community，M usa balbisiana or Ensete glaucum community，and High grasses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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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 

雅鲁藏布大峡弯地处东喜马拉雅地区西藏东南部墨脱县境内，大约在北纬 29。9 ～29。5l r；东经94。 

52 ～96。5 间。由于该地区正处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的缝合线的东端(彭补拙等，1993；彭补拙，1984, 

郑镉澜等，1978)，其挤压应力集中而强烈，形成一系列的构造孤。断裂，皱褶发育，选些严格控制着山脉的走 

向和山体形态。因此本地区四面为白雪皑皑的高山所环，地域狭窄．山体陡峭。其西面及西北面是东喜玛 

拉雅的末稍和著名的南迦巴瓦峰(7 782 m)，东北面是岗日嘎布山脉，北面背靠青藏高原藏东峡谷，南面则是 

米什米什山地，雅鲁藏布江流经此地时突然急转南下形成了著名的大转弯及世界上最滦的大峡谷(扬畴遣， 

1995)。 

从气候特点上看，从该地区南端希让尼公河与雅鲁藏布江}[台日处海拔580 m到海拔7 782 m的南逝 

巴瓦顶峰，高差在7 000 m以上，在这水平距离仅 40 km的范围内，形成了如此悬殊的高差，进便破坏了当 

地的纬向气候带，同其它山地一样，随着海拔高度的不同，热量条件和水分状况发生了分异，而形成了不同 

的气候带。但总的悦来，这里属藏东南亚热带山地湿润气候区(林振耀等，1993，1984)。由于青藏高原的艟 

升，使南亚西南季风加强，喜马拉雅向南突出的弧形山脉存在，迫使西南季风绕高原柬侧北上．而近南北向 

雅鲁藏布江深切谷地，成为西南季风沿布拉马普特拉河一雅鲁藏布而上输送水汽与能量的天弗鐾通道。北面 

有高原和高山屏障，寒潮难以南侵，以至低谷热带可沿循河谷伸展列北纬29。附近(杨畴连等，1987)。因 

此该地区降水充沛，气候炎热湿润，海拔 1 1 30m的墨脱．年平均降雨量 2202．6～2 357 6mm。 

2 植被概况 

2．1 植被的垂直分布特点 

与气候垂直分带相应．本区植被也表现出了在垂直分布上从热带到高 山寒带比较完整的山地垂直带 

谱。从控制线南端希让泥公河与雅鲁藏布江}[音处(海拔580m)列多雄拉山等终年积雪的峰顶大致可划分 

为 7个带，在李渤生(1993，1984)的划分 中，还包括了低山常绿季风雨林带，由于该带已处于麦克马洪线南 

侧印度控制区的最南端，对该地区的考察未能触及，故在本文讨论范围中从略。有关墨脱地区植被的垂直 

分布特点，张新时(Chang，1981，1978)，郑度等(1981)，李渤生(1993，1984)，张经纬(1988)等均在有美文章中 

作过研究，本文不再多述。仅根据我们野外考察的资料对本地区河各地段也即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被进行 

进一步的研究。 

2．2 河谷地区植被特点 

在选里所指的河谷地区范围大致在海拔580～2 500I11的热带亚热带山地。由于额繁的人为括动和自 

然灾害(如滑坡，地震等)，使得在海拔 2 000 m以下地段上的大多数原生植被被破坏．而仅在部分地段．沟谷 

及悬崖绝壁上有部分残存，大部分地段上剐为不同演替时期的次生植被所覆盖。因此本文除研究原生植被 

组成特点外，也对次生植被也进行了的论述。 

2．2．1原生植被 

a热带低山半常绿雨林 在本地区海拔 600～1 1O0 m间发育有热带低山半常绿雨林(李渤生，1993， 

19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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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森林也是东喜马拉雅南 

麓至横断山脉西南侧，西南季风迎风坡面上，由南翼低地热带雨林沿河谷北延或海拔升高向亚热带森林过 

渡的类型。群落上层乔术主要由旱季未期换叶的高大乔术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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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有 3种类型。即：(1)以阿丁枫(Altingia exclesa)及千果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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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Terminaliamyriocarpa)为优势的群落。(2)以 阿丁枫及小果紫穰 (Lagerstroemiaminuticarpa)为主的群 

落类型。0)以阿丁枫为优势群落类型。有关这 3种类型的详细资料见孙航等(1996)。 

b．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 本地区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主要分布在 1 100～2 300m 的河谷和山坡 

上，在种类组成上同东喜马拉雅山地常绿阔叶林的种类成分相似甚至相同(singh et f 1987；Rao，1974； 

Rau，1974)属东喜马拉雅山地类型。其群落外貌整齐均匀，乔木层建群种明显，群落结构清晰。但该类森 

林属山地垂直带类型，下部接热带低山半常绿雨林，上部向针阔混交林过墟。因此在群蘑的组成和结构上 

多少受到上部和下部垂直带植被的影响。在海拔较低的地段上林 中有较多数量的热带成分．而分布在较高 

海拔的群落中则以温带成分为主。在其分布的海拔范围内，年均温在 1 5℃～l8℃阃，雨量充沛。土壤为 

山地黄壤及山地黄棕壤。地表有较厚的枯拄落叶层，林内较为阴湿。此区也正是人为活动频繁的地段，原 

始的山地常绿阔叶林已很少。主要有下列类型： 

(I)剌栲+阿丁枫群落 (Castanops~hystrix+Altingia exce&a community)该类型主要是热带低山半常 

绿雨林向亚热带 山地常绿阔叶林过渡的一个类型，主要分布在达木以南及布裙湖 背崩等海拔 I 100～ 

1 400 m的地带上。由于紧靠低山半常绿雨林，受热带森林的影响较深，因此群落结构及种类组成上同其 

下部的森林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貌相对干其上部的常绿阔叶林较不整齐，树杆灰白色，群落较高大可达 

30m，板根及木质大藤本也较明显等。但该群落结构清晰，常可明显分为 4层。 

上层主要建群种为刺拷和阿丁枫。伴生有蒺藜栲(Castanopsis tribuloides)，印度栲(c．indica)，短刺栲 

(C．echidnocarpa)，长刺拷 (C．tongispina)，腾冲拷(c．wattff)，马蹄荷(Exbucklandia populnea)，细柄石栎 

(Lithocarpus collettii)， 粗穗石栎忆．grand~folius)，西藏石栎 (L xizangensis)，薄 片青冈(Cyclobatanopsis 

lamettosa)，西藏 青冈(c．kiukiangensis Val"xizangensis)，不丹杜 英(Elaeocarpus gr~fithii)，毛果 杜英 ( ． 

ragosus)，滇北杜英 (E boreaff- unnanensis)，美脉杜英(E ~arlol 膜叶猴敢喜(Sloaneadasycarpa)，百日青 

odocarpus neriifotius)，滇桐(Craniayunnanensis)，云南黄杞(D培P 4础  sricata)，乔木蒯桐(Erythrina 

arborescens)，嘉赐本(Caseariaglomerata)等。有时不丹橙(P~nus bhutanica)也混生 干其中。除了上层乔木 

外，通常还有一 明显的 乔亚层， 其主要 组成成 分有：火灰榭 (Symplocos cochinchinensis)，西藏蒲挑 

(Syzygium xizangense)，海南粗榧(Cephalotaxus hainanens曲，绣毛 山龙眼(Helicia vesHta valr．1ongipes)，鸡 

嚷子果(Fic~s semicordat ，苹果榕(F o船odon)，西 藏斑子木 (Baliospermum bilobatum)，染色水 锦树 

(Wendlandia tinctoria)，大 叶桂 (Cinnamomum iners)，绵毛 水东 哥 (Saurauia gr~ffithii)，大花水 东哥 ． 

mcgalanth ，鹅 掌柴 (Schefflera OttO ，长尾 毛蕊 茶(Camellia caud~ 等 ，在布裙 湖长喙 木兰 ( 

Magnofia rostrata)~"也是亚层常见种类。 

灌木层层次明显，通常盖度也较大，主要有球花马蓝(Gotdfussia pentstemonoides)，该种在这里明显呈 

灌木状，高可达 2 m，甚至更高。在有些地段上密集成片，基部有明显的支柱根。另外竹类也是灌层常见 

的 种类。此外还有半齿铁仔 (Myrsine semiserrata)，大 叶斑鸠暂 (Veronia volkameriaefolia)，桃叶珊瑚 

ucuba himalaic ，九 节 木 (Psychotria calocarpa)， 黄 常 山 (Dichroafebr~uga)，大 叶 火 简 树 (工eea 

compactiflora)， 多 种 灰 木 (Symplocos spp．)， 杜 茎 山 (Maesa montana)，单 叶 柏 那 参 (Brassaiops~ 

sirn ic如f曲 ，山豆根(Euchresta horsfietdii)，露 兜树(Pandanus rcalus)等。亚灌木金粟兰(Chloranthus 

elatior)也是本层中常见的种类。 

草本层主要见有假楼梯草(Lecanthus peduru：ularis)，托叶楼梯草(Elatostema nanaum)，四棱秋海棠 

(Begonia acetosella)， 内穗 草 (Sarcopyramis nepalens~)， 珠 芽 艾 麻 (Laportea raacrostac 口)， 册骱 草 

(0砷iopogon bodinierii)，墨脱}凸阶草(0 motuoensis)，十字苔草(Carex cruciata)，重楼(Paris votyvhytta)以 

及长距虾脊兰(Calantha masu~ 等多种兰科的种类。蕨类则见有观音座莲 ngiopter&wallichiana)，食用 

观 音座 莲 (A esculent 喜马 拉 雅双 扇蕨 (D啊eris wallichff)，西藏 石 苇(eyrrosia tibet&a)，鳞 毛 蕨 

ryopteris sp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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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本及藤附生植物也较发达，常见有短柄垂子倪藤(Gnetum 幽mm intermedium)，饭盒豆(Entada 

pursaetha vat sino—himatemis)，飞龙掌血( 妇 asiatica)，扁担藤 (Tetrastigma rupestre)，细叶酸藤子 

(Embelia parviflora)，皱 叶 酸藤 子 (Embelia gamblei)， 多花 酸藤 子(Embelia Joribunda)，厚 果鸡血 藤 

(Miltetia ĉ )，拔葜(Smilax spp．)，剌苞省藤(Calamus acanthospathus)，毛过 山龙(Rha坤ido坤ora 

hookeri)， 多 种 胡 椒 (Piper mullesua，P macropodum．P．bavinum )， 显 苞 芒 毛 苣 苔 (Aeschynauthus 

bracteatus)等 。其 它附 生植 物 同样 也鞍 丰富 ，主 要有黄 蝉兰 (Cymbidium iridioides)，莎草 兰 (c． 

1ongifMium)，长叶兰【c．erythraceum)，多种石斛∞endrobium hookerianum，D．nobile D chrysanthum等)，多 

种 贝母 兰(Coelogyne spp)， 多种 毛兰 (Eria spp．)，吊石 苣 苔(Lysionotus atropurpureus)，多种 树萝 

(Agapetes burmanica A．marginata A incurvata等)，沙巴酸脚杆(Medinitlia petelot神，等。 

蕨类植物有卷柏(Selaginetla spp)，膜蕨(1tymeno坤ilium spp)，书带蕨(Vinaria spp．)，石苇(Pyrrosia 

spp．)，瓦苇(re orus spp．)，光叶槲蕨(Drynaria propinqu ，友水龙骨(Polypodiodes amoenum)等。此外，苔 

藓植物也甚为丰富，树杆、树枝以及叶表面均有附生。 

(2)嗣栲群落(Castanopsishystrix commumty)该群落主要分布干希让、地东、背崩、西工山、格林、 

墨脱、迷 日等海拔在 1 l00～I 800 m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两岸。在这里常年多在冬季雾线以上，相对鞍 

干燥，群落内土壤多为山地黄擦壤。 

群落外貌较均一整齐。乔木层高约在2O～25 m间。主要建群种为嗣栲井伴有短嗣栲，蒺群栲，印度 

拷，腾冲栲，多种石栎(L．coltettil，L．obscurus，L grandiJblius)等。其它伴生树种还见有马蹄荷，喀西木荷 

(Schima khasiana)，云南黄杞。在一些地段上也常见有不丹橙混生。乔亚层高在 l0～15 nl常见错种为纸 

叶 虎 皮 楠 ∞aphniphytlum chartaseum)， 润 楠 (Machitus spp．)， 锈 毛 过 山 龙 眼 ， 多 种 梓 木 (Eurya 

gongshaner~，E garone~ls~ E trichocarpa)，糖璇ts曲钟r0碑er话b 0ni 多种藏木等 

灌 木 层 较 明 显， 主 要 有 乔木 紫 金 牛(Ardiria arborescens)， 长 尾 毛 蕊 茶， 水 红 木(ViblglTl~lm 

cylindricum)，多种越 桔(Vaccinium spp．)，九节木，多种粗叶木(Lasianthus biermannii，L m ，删l̂甜．L． 

sikkimense)，朱砂根(Ardisia crenal 以及多种竹类等。 

草木层不发达，主要种类有墨脱沿阶草，楼梯草忸latostema spp．)，莎草兰(CymbMinm longlfMium)， 

长穗苔草(Carex eminene)等。蕨类植物有鳞毛蕨，蛇足石松(HuIterzm．~errata intermedia)等。 

藤本植物主要有短 柄垂子傀藤，飞龙掌血，厚果鸡血藤，多种拔葜(Smilax ocreata．S S 

bockff)，黑风藤(Fissistigma polyanthum)，细叶酸藤子，多花酸藤子等。 

附生植物常见有多种石斛，羊耳蒜(Liparis spp)，多种兰 (Cymbidium iridloides C 如 tiurn．C 

erythraceum等)，过 山龙(Rhaphido坤ora spp)，多种树萝 (Agapetes ciliata． praeclara等)，小尖叶越桔 

(Vaccinium sMcu~tum)，球穗 胡椒 (Piper mu~su ，石 柑(Poth03 cathcartii，P chinensis)以 及豆 瓣绿 

(Piperomia tetraphylla)，显苞芒毛苣苔，吊垂芒毛苣苔，美丽马尾杉 (Phlegraarlurus 如 拥扯 ，耳蕨 

(Potystichum spp)，友水龙骨，瓦苇(Lepisorus sop．)，石苇，星蕨(Microsorium spp．)，光叶槲蕨等。 

该群藩下半部分紧接半常绿雨林。因而一些热带成分如盱芭蕉(Musa balbisiana)，嗣苞省藤(Calamus 

acanthospathus)，露兜错(Pandanus rcatus)在得尔工，格林，德阳淘，金珠藏布等地也常能见到。 

(3)短 嗣栲 +毛曼 青 冈+西 藏 石栎 群 落(Castanopsis echidnocarpa+Cyclobalanopsis gambleana+ 

Lithocarpus xizangemis community)该群落主要分布在格林、得尔工、仁钦朋等地，海拔约在 I 800～ 

2 000 m间。潮湿及多云雾是此群落的环境特点。群藩分层明显，结构清晰。主要建群种为短刺栲，毛曼 

青冈(Cyclobalanopsis gambleana)及西藏石栎(Lithocarpus xizangenMs)。伴生树种有刺栲 ，薄片青冈(c 

tamellosa)，西藏青冈(C kiukiangenMs vat．xiz~ngensis)，马蹄荷、华南石栎(Lithocarpusfenestratus)，拟西 

藏石栎(Lithocarpus pseudoxizangenMs)，云南黄杞，2种虎皮楠LDaphniphyllum charactum D．paxianum)。 

喀西木荷，南亚含笑(Michetia咖 0 )，滇桐等。亚层除上层的种类成分外，常见有锈毛山龙眼，凹脉鹅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I期 孙 航等：喜马拉雅东部雅鲁藏布江大峡弯河谷地区植被组成特点 6l 

掌柴(Schefflera impressa)，长蕊木兰(Alcimandra cathcartii)，多种灰木 ，长尾冬青(Itlex longicaudata)， 

长尾毛蕊茶，核果茶(Pyrenaria tibetana)， 角柄厚皮香(Ternstroemia biangulipes)，西藏红淡比 (Cteyera 

japonica vat．wallchiana)，贡 山斡 (Eurya gongshanens ，泡 花 树 (Metiosma spp．)，阿 萨 姆 穗 花 杉 

mentotaxus assamica)等。 

灌木层盖 度不大。除了上两层的成分外，常见有半齿铁仔，多种粗叶木(Lasianthus biermannii,L． 

micranthus,L．sikkimense)，桃叶珊瑚，水红木，朱砂根，杜茎山，大叶假卫茅(Microtro macrophylta)，树 

生 越桔(Vaccmium dunalianum vat urophytlum)和多种竹子(Melocatamus elevatissimus．Neomicrocalamus 

microphyltus)等。草本不发达，种类也较少．常见有楼梯草，沿阶草，虾脊兰等。藤本植物相对较少，特 

别是在地段上部，常见有短柄垂子倪藤，多种拔契，崖爬藤(Tetrarstigma serrulatum)，飞龙血掌，大叶石 

楠(Photinia megaphytla)，厚果鸡血藤等。 

附生植物见有多种树萝 (Agapetes marginata．A．praectara A．xizangens~．A．cilata等)，野胡椒(， 

ermultesn ，苦苣苔科以及兰科等种类，苔藓、蕨类植物也较丰富，大部分种类周剌栲群落。该群落也有 

象野芭燕，蓐兜树，省藤等热带成分表现。 

(41西藏栎+曼青冈群落 (Quercus todicosa+Cyclobatanopsis gambleana community)该群落分布于加 

拉萨(九 当长)，甘代(九达姆山)等海拔 2 000～2 300m 的地段上。乔木层主要树种为西藏栎(Quercus 

lodicosa)厦毛曼青冈。伴生树种有马蹄荷、墨脱楠(Phoebe motuonan)、锈色含笑(Michelia k~opo)，通麦 

栎 (Q lariat ，榕 (Ficur spp．)' 槭树(dcer spp)， 细柄 石栎 等。 亚层 常 见有喜 马木 樨榄 (Olea 

gambleO，云南红豆杉(Taxus chinensis vat．yunnanensis)，冬接花(Prunus cerasoides)，鹅掌柴(Shefflera 

spp．)'挑叶持(Eurya ceras 妇)，柳叶金叶子(Craibiodendron henryi)等。 

灌木层有半齿铁仔片，水红木，滇缅荚迷( burmanicum)，米饭花(Lyonia ovalifolia)，杜茎山，显脉杜 

茎山(Maesa cavinervMs)，接 骨木(Sambucus chinens神，毛叶密案 花(Buddlefa candida)，悬钩 子(Rubus 

spp．)'十大功劳(Mahonm taronensis)，虎刺(Demnacanthus indicus)等。 

藤本植物较少，尤其是木质大 藤本较贫乏，见有劲枝拔葜(Smilax rigida)，墨绿酸 藤子(Embetia 

nigrovoidS)，常春藤(Hedera nepalenMs var Mnen$ 等。 

附生植物常见有黑节 草(Dendrobium candidium)，石斛 ∞．nobile)， 黄蝉兰，长叶兰，点 花黄情 

(Polygonatum tmnctatum)，2种树萝 (Agapetes pyrotifot~a，A praectara)及耳蕨(Po伽 tichum spp．)，友水 

龙骨．瓦苇．石苇等多种蕨类。 

草本层常见有冷水花(PiCa spP)，楼梯草(Elatostema spp)'春兰(Cyvnbidium fabaerO，山姜0lp(ma 

malaccens ，奇异南星0risaema deciFtens)及兰科的许多种类等。 

该 群落上段常 有树形杜鹃(Rhododendron arboreum)，墨脱杜鹃(Rh．megalanthlum)，长柱 杜鹃(肼 ． 

tanastylum)等。不丹松(Pinus bhutanica)和喀西松(Pinus kesiya)等也混生于其 中。 

(5)遥麦栎群落 (Quercuslanata community)通麦栎群落分布范围较广，从西喜玛拉雅地区至东喜玛拉 

雅和云南西北部高黎贡山西坡等地，是喜玛拉雅地区较有代表性的群落类型之一。它在墨脱分布于格当， 

达术、邦兴、加拉萨、甘代(至通麦一带)以及将嘎龙河谷海拔 1 500～2 500 m的 山坡上。群落遥常较高， 

常在 25～30 m左右，乔木层主要伴生树种有：薄片青冈，像江栎，西藏青冈，喀西木荷、南亚含笑 长梗润楠 

(Machilus longipedicellata)，红梗润楠(M．rufipes)、3种槭树(Acer hookeri A．pectinatum A．oblongum)，马 

蹄荷，毛曼青冈等。 

乔木亚层则有桃叶拎，独龙梓，纸叶虎皮楠 (Daphniphyllum charactum)，长喙木兰，线尾络(Ficus 

icauda)， 灰 木 ，多 种 木 姜 子 (Litsea sericea 工 taronenMs，L．veitchiana等 )， 假 稠 李 (Maddenia 

himalaica)，长尾冬青(1lex longecaudata)，鹅掌柴(Shefflera spp．)，冬樱花，树形杜鹃，墨脱杜鹃等。 

灌屠大部分群落为密集的方竹(Chimonobambusa armata)。此外还有半齿铁仔，显弥杜茎山 ，愚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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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 spp．)，越桔(Vaccinium spp)，瑞香(Da砷ne r甜c8 ，虎刺等。 

草本层极不发达，尤其在方竹层下，几乎寸草不生。有时见有弯管开口箭(Tupi~tra watt曲，堇菜(Vio~ 

spp．)，三块瓦(Oxalis griffithff】等。藤本常见有皱叶酸藤子(Embetia gamb~O，劲枝拔契(Smilax rigida)，常 

春藤，多种卫茅(Euonymus pseud~sootepensis，E attenuatus，E 删̂ 胁D 蚶)等。 

附生植物则以苔藓及蕨类为丰富，蕨类常见有耳蕨，友水龙骨，瓦苇，石苇等，苔藓植物十分发育常见 

密厚地附生于树杆及灌木上，在枝条上也挂满 了随风飘拂的种类。种子植物常见有 2种树萝 (Agapetes 

pyrol扫tia A．praeclara)，黄蝉兰，长叶兰，毛兰，石豆兰(Butbophytlum spp．)，耳唇兰等。 

李渤生(1985)认为通麦栎群落类型属半常绿阔叶林，由于在野外观察中，未发现通麦栎有明显的半常 

绿特征，故在这里仍将通麦栎群落归入常绿阔叶林中。 

c．亚热带山地半常绿阔叶林 半常绿阔叶林由李渤生(1985)首次提出，选一类森林建群种主要为壳斗 

科的一些在雨季初期集中换叶，而使群落外貌有明显的季相变化的种类，如薄片青冈，像江栎，西藏青冈 

等。j熹类植物落叶是进入生长期前营养器宫的更新，而非入冬前的保护性落叶。该群落类型多位于山地云 

雾线以上及最大降水量附近，空气潮涅森林具有板根现象，林中附生植物异常发育，林下竹类十分发达。 

(1)薄片青冈群落(口uercus tametlosa community)薄片青冈群落也是东喜玛拉雅地区较有代表性的森 

林类型之一，其分布范围与通麦栎群落相似，但范围较小，主要见于东喜玛拉雅(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东 

北部)至云南高黎贡山西坡等地。在本区广泛分布于海拔 1 800--2 500 m的地段上。有时甚至可分布到海 

拔 1 500 m左右的地段。但以其为优势种的群落则主要见于伍朗、汗密，仁钦朋 格林、格当等海拔 

2000m左右的地段。 

群落上层主要为薄片青冈，高 15～25 m；混生有俅江栎，西藏青冈，通麦栎，南亚含笑，喀西木荷，槭 

树，马蹄荷，拟西藏石栎(主要见于格林一带)等。应当指出在许多地段j熹类群落都有一些常绿树种如喀西 

术荷，南亚含笑，通麦栎伴生，有时甚至可以同薄片青冈一同为上层优势种。但由于群落外貌上仍有明显 

的季相变化，故仍归为亚热带山地半常绿阔叶林。亚层乔木或小乔术见有西藏山龙眼( tibetensis)， 

多种 梓 木(Eurya taronensis． trichocarpa．E．graetTipes．正 ceras~fo肋 等 )．聚 花桂 (Clnnamomum 

contractum)，鹅掌柴(Schefflera spp．)，纸叶虎皮插，长嚎木兰等。在有些地段上特别是向风面山坡，群落 

较矮小高 10--1 5 m，如希让后山等地仅有灌层无亚层乔木。 

灌木层以竹类(Chimonocalamus tortuosus C．metuoensis．Sinarundinaria extensa等)为多。在竹类较少 

的地段里有球花马蓝，多种卫茅【Euonymus rostratus E．frigidus var．wardii，E hamiltonianas等)，朱砂 

根，大叶假卫茅，粗毛柏那参(Brassaiopsishispida)，乔木苗芋(Skinmz~arborescens)，虎刺， 3种粗叶木 

asianthusmicranthus，L sikkimensis，L biermannff】，半齿铁仔等。 

草本 层见有 3种船阶草(0坤iopogon motuoensis 0 bodinieri 0．intermedius)，长叶兰，2种虾脊兰 

(Calanthe herbacacea C．motuoensis)，3种黄精(Polygonatum gr~ffithii P．Ⅲ d曙em ，P．opposit咖l~um)， 

橙花 开 口箭(Tupistra aurantiaea)，弯管 开 口箭，扭柄花 (Streptopus par~oToms)，3种 万寿竹 (Dis~rum 

bodineri,D．cantoniense，D．sessile)，4种鹿药(Smilacina COt"出f J，1．S．fusca S．oleracum，S．put．rum)，西南 

瘤足蕨(Ptagiogyria communis)等。 

藤本植物有大叶石楠，多种拔葜(Smilaxbockii S gr~Pfithii等)，尖齿猕报挑(Actinidia callosa)，显脉 

猕缑桃似 venosa)，皱叶南蛇藤(Celastrusglaucophytlus)等。附生植物比较丰富，种子植物以兰科如长叶 

兰，多种石斛，石豆兰，贝母兰，耳唇兰，球穗胡椒，豆瓣绿(Piperomia tetraphyllum)，蒙白草胡椒(P 

heynean ，岩生树萝 (Agapetespraeclar 鹿蹄草叶树萝 “．pyrotbColia)等及瓦苇 石苇、膜蕨 书 

带藏，承龙骨等和丰富的苔藓植构，且有十分发达的叶附生菩类，充分显示出该群落生境的潮湿性。 

(2】俅江栎群落(Cyclobalanopsis kiukiangensis community) 分布范围较小，仅见于墨脱和云南独龙江 

等，尤以墨脱地区海拔 I 80o～2 4O0 m的地段上发育的最典型。如帮兴(班果各达仁津一带)、德兴温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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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钦朋、格当兴凯等地。群落高20～25 m。上层以休江栎为主。同薄片青冈群落一样在有些地段上一些 

常绿伴生树种如喀西术荷、通麦栎、细柄石栎、南亚含笑，马蹄荷等同样也可在乔术层占有相当的比佣。 

乔木亚层 大部分为高 5～10m 的小乔术。见有 多种灰木 (Sympiocos glomerata．S．paniculata．S． 

砷yllocalyx等)，桃叶柃术，鹅掌柴，长尾冬青(1lex tongicaudata)，小同叶冬青 notho~g tia)，纸叶虎 

皮楠 ，四川臭橱(Maddenia hypoxanth 西藏常春木(Merrilliopanax alpinus)，常春木( ．chinensis)等。 

灌术层以竹类为主。此外，见有大叶假卫矛，虎刺，紫花瑞香，半齿铁仔，云贵粗叶木(Lasianthus 

b~rmannf1)，2种十大功劳(Mahon~taronensis．M．nepalensis)等。 

草本层也奉发达，主要为蕨类如西南瘤足蕨等。在班果村軎达江津一线在海拔 2 lO0m的地段中仍可 

见到观 音 座莲 。种 子 植物 主 要有重 楼(Par~polyphylla P．poty砷y／／a var．steno砷ilia)，2种天 南星 

“r~aemabiauriculatum，A deci,ens)，西藏八角莲(Dysosmatsayuensis)，弯管开口箭(Tupistrawattii)等。 

藤本植物和附生植物状况及种类组成与薄片青冈群落相似。 

d常绿针叶林 常绿针叶林是以常绿针叶乔术为建群种的群落类型。本地区的常绿针叶林主要分布 

在海拔 1 600～2 500 m的向阳坡面上。为喀西松和不丹松林两种类型。通常常绿针叶林以上为云南铁杉 

(Tsuga dumosa)林。而其下段则可延至常绿闻叶林，甚至形成二者的混交林或同常绿闻叶林相间分布。此 

类森林在这里并非呈带状分布，而呈块状分布于江两岸 山坡。 

(1)不丹松群落(Pinus bhutanica community)不丹松(Pinus bhutanica)分布范围较狭窄，仅见于不丹，印 

度东北部(Grierson et a1．，1980)．墨脱至云南独龙江一带，通常它很少组成纯林，多数是混生在常绿阔叶林中， 

而在局部地段呈优势，有时可散生至 1 100 m左右的江边台地。在墨脱广泛地见于地东、格林、西工山、 

仁钦朋、达术、格当及邦兴、加拉萨(尤其是江两岸)海拔 1 600~2 300 m左右的地段上，多数与常绿闻叶 

林混生或呈相间分布。不丹松是一种要求较温度和相对喜温的阳性埘种，但也具有一定的耐旱和耐土壤贫 

瘠的能力，在一定海拔高度的河谷(圣口在格当)及沼泽边缘(如在仁钛朋)也能生长，垂直分布幅度在 1 O00～ 

3 000m的范围内。但典型的群落则在 1 60o～2 300m间。 

建群种不丹松高(15．--)22~25m，最高者可超过30m，胸径常在40--70cm。伴生树种很少，仅在上 

段有少量的云南铁杉伴生，而下段有部分常绿闻叶林的树种如栲类(CastanopsishystrLx．C echidnocarpa． 

C longispina等)，薄片青冈，侏江栎，通麦栎等伴生。 

由于群落透 光性较好 ，灌木层得以很好地发育。常见种类有杜鹃，米饭花，尾叶越桔(Vaccinium 

dunalianum var．“r。坤yltum)，黄花术(尸 anthus nepalensis)，水 红木，绣 线菊(Spiraea spp．)，3种 白璩 

(Gauttheria hookerL G．nummutariodes val"．microI坤ylla G．wardiO，短柄尖基木藜芦(Leucothoe grif~thiana 

vat．sessilifotia)，悬钩子(Rubus spp)，柳叶金叶子 术本香薷(Elsholtzia uticosa)等。 

草本层种类较多盖度也较大，常见有沿阶草．墨脱沿价草等 ，裂萼草莓(Fragaria daltonian 香青 

(Anaphalis spp)，银莲花(Anemonen rivular神，野棉花“ v f 瑚，唐松草(Thalictrum slYo．)以及禾车科 

的许多种类，蕨类檀物中的蕨(Pteridium aquitinum vaF．tatiusoeululm)等。 

藤本 檀物 有一 定的 表现 ，常见 有大 花五 味子(Schisandra grandOfora)， 多花勾 儿茶(Berchemia 

如ribunda)，铁线莲(Clematis spp．)，皱叶南蛇藤，多种拔葜，常春藤等。 

附生植物以苔藓为多而伴有石地衣如拴萝等。蕨类檀物以瓦苇、石苇、水龙骨等为多，种子植物较 

少，常见有贝母兰，耳唇兰等。 

(2)喀西松群落(Pinus keyMacommunity) 喀西橙(Pinuskes~ya)群落是喜玛拉雅南翼山地较为常见常 

绿针叶林类型，在墨脱主要分布在达术以北沿江朱村、加拉萨、龙列、甘代一线山坡海拔 1 500～2 500]311 

的范围内。其生境多在陡坡、向阳的坡面。群落高在20--35m间，胸径多为 30--4O aI1。几乎没有伴生 

埘种。 

灌层常见种类有多种杜鹃，柳叶盘叶子，马桑(Coriaria nepalensis)，高山栎(Quercus aquifalioides)，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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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Rosa spp．)，紫花瑞香，尖子木，米饭花，盘丝挑(Hyperium spp)，越桔等。 

草本层种类相对较多，其种类成分有野青茅(Deyeuxia scabreecene)，旱茅(Eremopogon detavayO，香 

茅(Cymbopogon distans)，盘茅(Eutalia spp．)，芒(Miscanthus nepalensis)，贝母兰，耳唇兰等，大部分与 

不丹松群落相似。 

藤本植物投少，偶尔见有铁线莲(Clematis spp)等种类。附生植物也与不丹松群落相似。 由于该群落 

分布靠大转弯擦处，一些北坡的种类如高山栎(Quercusaquilfotioides)等出现在甘代、加拉萨一带的喀西 

松群落里。 

2．2．2 次生檀被 

放生植被在墨脱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河谷内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目前沿江及其支流的热带亚热带山地 

大部分是以放生植被为主。其分布海拔范围从希让600 rii一直扩展到2 000 rii，甚至更高一直延伸到铁杉 

林(如在嘎隆河谷)口次生植被的形成的主要原因见孙航等(1996)。本地区次生植被面积较大，类型较多。 

但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下列几种。 

(1)尼泊尔桤木群落(Atnus nepalensis community)尼泊尔桤木群落是该地分布最广的群落之一。从海 

拔最低的江边(600m)直到海拔 2 500m(--3 000m)的地段上都有分布。尼泊尔桤木因其具有能周氨，耐 

贫脊(Singh et at．1987；Sharma et al，1984)，生长迅速等生物学特性，在雅鲁藏布江江边及支流河滩上往 

往形成单优群落。尤其在塌方，泥石流，滑坡及不稳定的坡面上，往往是该种首先侵入形成单优群落。由 

此形成的群落在本地区纵踌热带亚热带，几乎到处都有。 

群落高约在 1 5--25m间，胸径20～6O crii，大部分地域没有伴生种。但低地的一些河边，坡坎等地 

域内也常见到有藏合欢 lbizia sherrlffii)，中平蚶(Macaranga denticulat ，印度血桐(Macaranga india)， 

鸡嗜子果，阿丁枫，绵毛水东哥，蒙自桦等侵入伴生。由于该类型群落跨度较大，因而在不同的带上伴生 

树种会有相应变化。 

群落里有明显的灌木层，但种类较少比较单调。常见有尖子木，杜茎山，球花马蓝，紫麻，九节木， 

毛线柱苣 苔(Rhynchotechum vestitum)， 线拄苣 苔(Rh．obovatum)，圆叶 火麻(Laportea Mnuatd)，苎麻 

(Boch~eria ptatyphylla)，悬钩子等。 

草本层也较发育常见有楼梯草，秋海棠，荨麻，大叶仙茅(Molineria ca ulat 竹叶子(Streptolirion 

votubile)等。 

藤本及附生植物较少。偶有野胡椒，过山龙，显苞芒毛苣苔，拔葜等。附生植物以菩藓植物为多见。 

【2)中平蚶+鸡嗜子果+尼泊尔桤木群落(Macaranga denticulata+Ficus semicordat口+ palensis 

community)该群落广泛地分布于沿江两岸半坡上，是另一类面积较大，分布最广的放生群落。该群落是 

原生植被破坏后次生演替的中间阶段。上层除了尼泊尔桤木为优势种外，鸡嗜子果及中平树，阿丁枫等也 

遂渐占居主导地位。由干该群落上层蚶种常随演替时间长短而有变化。因此在这里将除尼泊尔桤木为单优 

的群落外的大部分趺生群落归人此类。 

该群落的跨度也较大，约在600--2 000 m问。主要伴生种有绵毛水东哥，阿丁枫，云南黄杞，藏合 

欢，乔木昊茱荑(Tetradium arborecens)，无腺吴茱萸( impellucida)，叶轮木，通脱木，刺栲(Castanol~ts 

s~rix)， 少脉水东 哥(Saurauia paucinerv ，蒙 自桦 等。有时尚有 围涎蚶 barema ctypearia)．香 桂 

(Cinnamomum subavenlum)，沙罗夷(Saurauia spp．)等形成的亚层。 

灌木层常发育得较好，见有杜茎山，凹脉杜茎山，2种水锦树(Wendlandia tinctoria，W．speciosa)．中 

型滇丁 香(Luculia intermedia)，尖子 木，2种算盘 子(Gtochidion dasyphyllum，G．rubldulum)， 八仙花 

(Hydrangea aspera)，红雾水葛(Pouzo~ia sanguinea)，水麻(Debregeasia long tia)，火筒蚶，树蕨，大 叶 

斑鸠菊等。 

草本层发育得也较好，见有沿阶草，墨脱沿阶草．内穗草 (Sarcopyramisnepalens ，楼梯草，四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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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海棠(Begonia acetosetla)，锡金秋海棠(Begon~sikkimensis)等，此外还有肾蕨，瓦苇，石苇等种类。 

藤本植物 有时 也有一定的表 现，见有短柄垂子悦藤，稠苞省藤，扁担藤，厚果鸡血藤(Milletia 

marc carton)，灰毛鸡血藤(Mitlettia cinera)，拔葜等，但数量及年龄都较少和小。 

附生植物常见有石解、羊耳蒜、毛兰等兰科种类。还见有过山龙，显苞芒毛苣苔，野胡椒，苦苣苔， 

倒挂芒毛苣苔等。此外还有蕨类反苔藓植物 由于该群落是植被演替的一个阶段，因此藤，附生等层间植 

物的丰富程度也随演替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同时由于该群落跨度较大，伴生村种 灌、草层成分在不同的 

地段上也会有变化。 

(3)常绿竹丛 (Evergreen bamboo community)常绿竹丛是以竹类为建群种的一种群落类型。本地区 

虽然竹子种类较多，分布较广，垂直跨度也较大。但典型的竹类群落分布得比较局限，常见有力新蒯竹 

(Bambusa tixin)，西藏牡竹(Dendrocalamus tibetieus)等群落。通常是原上层森林乔木树种衰亡后，下层竹 

类获得更多的阳光发展起来。因此在这类竹丛中时常还能见到尚未完垒衰亡而残留的老枯树。这类群落主 

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东岸地东至蒙古山坡和亚址后山等地。群落f『I郁较高，下层几乎不发育灌木，草本 

层。目前沿江两岸尤其是希让雅江对面许多阿丁枫+千果榄仁群落正处衰亡阶段，在不远的将来这类群藩 

还会被其下层的竹丛所取代而演变成次生的常绿竹丛。 

(4)野芭蕉群落(MusabalbisianaorEnseteglaucum community)这是热带森林破坏后形成的叉一类型 

的次生植被。野 芭蕉群落 的形成在 这里主要是刀耕种 丢荒后， 由邻近森林下层喜阳的野芭蕉(Musa 

balbisiana)侵人而发展起来的类型。群落高3～6m，上层垒由高大的草奉野芭燕组成。主要分布干海援 

I100m以下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河谷内。在盘璩藏布和嘎龙河两岸则主要由象强燕(Enseteglaucum)~成 

群落。此外在这类群落中尚生有血红燕(Musa sanguinea)混生于其中。群蘑下层的灌丛草本常与其邻近森 

林植被中的相同或相似。 

(5)热带高草群落(Tropical hi曲 grasses community)逸也是刀耕火种丢荒后形成的以禾本科高大草本 

植物斑茅(Saccharum arundinaceum)，芒(Miscanthus nema&ns~)，大菅(Themede villosa)等组成的高大草 

丛。其分布范围在海拔 1 400 m以下的两侧山坡。尤以达未以南、德兴、背崩、墨脱、地东、希让等地为 

多。此群落高可达2．5～3 m，密集成丛。郁闭魔较高。群落下部混生有长穗苔草(Carex eminens)，大叶仙 

茅，棕叶狗尾草(Setarla ifotia)，悬钩子 ubus spp)，拉拉藤(Galium sFp．)，千里光(Senecio spp．)， 

曼龙胆(Crawfurdia spp．)，2种括耧(Trichosanthes tricuspidata．Tr．dicaelosperm 等。另外，热带森林破坏 

后还 形成有 高大的 姜科植物组 成的密 集而高大的 群落。常 见的 为高 2～3 m 的香豆蔻 U朋洲 啪  

sublatum)，长果砂仁( ．dealbatum)等，该群落郁闭度极高，见于背崩附近山坡局部地段。但 由于分布面 

积较小．故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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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配糖体国际学术讨论会通知 

首届“植物配糖体国际学术讨论会”拟于 1997年 8月 12日～15日在昆明市举行。讨论 

会涉及植物配糖体的化学、生物学、生物技术、化学生态和化学分类学等研究，以及植物 

配糖体在医药、农业、化妆品、食品添加剂等方面的应用与开发，是这一领域的一次国际 

盛会。有 1O余位国际知名的植物配糖体专家将在讨论会上作特邀报告。欢迎国内外有关 

研究者积极投稿，并欢迎对植物配糖体有兴趣的各界人士和有关单位报名参加。 

联系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黑龙潭，邮政编码：650204；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 

配糖体国际学术讨论会组委会 

联 系 人：杨崇仁、张颖君 

联系电话： 0871—51 50124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