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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 山半湿润 常绿 阔叶林的 区系特征及保护生物学意义 

彭 华，吴征镒 
(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o204) 

摘要：无量山半湿润常绿阔叶林是其垂 直带上重要的植被类型，目前面临被彻底毁灭的危险。 

从这类森林及相应地段中 177种优势和常见植物的种类结构分析看 ，只有热带亚洲成分 、东 

亚 中的中国 一喜马拉雅成分和中国特有成分贯穿乔术 A、B、C层 ．灌木层 ，草本层 和层外植 

物几大类中；而中国特有种的进一步分析表 明了它的 区系成分的亚热带 性质，温带性质不是 

很显著。在无量山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地段，还存在一些原生植被破坏后产生的欢生落叶阀叶 

林 ，目前 其相应的演替阶段还不 明确 ，是研 究次生演替和恢复生态学 的重要场所 ，也值得 

加以保护：因之有这么多 的特点 ，加之其又为重要特有类群和保护种 类聚集的场所 ，该类植 

被明显具 有不同层次的保护生物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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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山是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地区的重要区系结 (彭华和吴征镒，1997)， 

在此 ，除了具有多样性 的种子植物区系，也具有云南常绿阔叶林垂直带谱中较多 的类型 

(彭华和吴征镒 ，1998)。因此是植物区系地理和植被地理研究的重要 区域，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学者来此进行多学科研究，加之研究不断深人 ，目前已上升成 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 区。 

该地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17(70)1 850～2200(2500)m]虽不及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那么 

意义显著，但它的存在直接缓冲了对保护核心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的环境压力 ，同时 ，也 

是保护区重要保护对象黑长臂猿活动下延的重要区域 (或许是其世居地)。根据早期的研 

究 (云南大学生物系，~960)和采集纪录的推断，20世纪 50 6o年代该植被类型还呈较 

完整的带状分布于相应的海拔段，尽管东西坡有一定的差异 (彭华 ，1996)。现在已难看 

到完整的片段 ，只在一些村落周围的风水林或悬崖断壁的地方可看到其风貌 ，因此，在保 

护区升级后加强对它的研究更为必要。 

1 特点及类型 

1．1 特点 

半湿润常绿阔叶林是滇中高原地区的具有代表性的基本植被类型，也是无量山植被垂 

直带上重要的植被类型。由于处于 “四季如舂 ，干湿季分明”的季风高原气候影响范围和 

特定海拔高度，无量山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也具有一些偏干的特征，其群落组成与高于其 

上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迥然有异 ；但与很多滇中高原典型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相 比又略 

显偏湿。群落常以栲属 (Caaomops~~)的适干的种类 为主体，组成乔木上层优势，或 以该 

属树种为标志。其次为山茶科、樟科 、木兰科等我国亚热带森林常见科属。树种较 中山湿 

性常绿阔叶林简单 (彭华和吴征镒 ，1998)，约有 40余种，优势种相对不明显 其优势种 

(或标志种)主要有元江栲 (Castanops／s orthae．a~hus)、银木荷 (Sehhaa arooLot~ea)等。该类 

森林一旦被砍伐 ，常为针叶树组成 的森林所替代 ，无量 山此类森林就 为云南松 (Pguu 

似mm一 )林所替代。组成上还有一些落叶树种 ，在一些 地段甚而形成次生性的落叶阔 

叶林。乔木树种一般都具 有嘎显的偏旱生特征，如叶片较小 、革质 、稍硬，有时叶背具 

毛，树干多弯曲，树皮粗厚等等。 

1、2 类型：元江栲、银木荷林 

该类型主要在滇中高原的南部边缘和亚热带南部北缘的中山地带，由于地形 的连接 ， 

本群落既可视为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向南分布的延伸，又可作为滇中高原南缘亚热带南部的 

山地垂直带植被类型。这类森林为复层结构，乔木3层，灌木草本各 l层。乔木上层高 12 

— 24 nl，以元江栲占优势。元江栲平均高 16．3 m，平均胸径23．7 c／n；滇中高原常绿林中 

常见的种类如黄毛青冈 (州 D h )、乳状石栎 (￡j妇 r s eraibkuuu)等，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23卷 

以及滇南山地常见的种类如茶梨 (Annesleafragran~)、截果石栎 (Lithocarlms Ⅲ咖 )等， 

都能在本群落中见到，多少带有过渡特征 

乔木中层高 9 11 m，以元江栲和米饭花 (Lyo,~ mu“南妇)为主。阳坡的 2∞O 中 

有元江栲 2o株，平均高度 11 1II，平均胸径 24．2 CIXI，米饭花 加 株，平均高度 10．5 m，平 

均胸径 14 cm；阴坡等大面积有元江栲 31株，平均高度 8．7 m，平均胸径 16 3 G*m，米饭花 

35株 ，平均高度 8．6 1II，平均胸径 l1．6 CII1。其他种类 以毛杨梅 (Myn'at escu／enm)，江南越 

桔 (Vacc／n／um m如 )为常见。 

乔木下层高 3～8m，以米饭花、江南越桔为主．也有厚皮香 (Ternstroemiagymnaruh一 

L)、元江栲、云上杜鹃 (Rhododendron ĉ ￡fm)、亮毛杜鹃 (R．microphyton)等。除 

杜鹃属各种以外，多数为乔木中上层的种类。 

灌木层一般高 0．5 1．5 m，阳坡稀少 ，而阴坡稍发达。常见种类 阳坡有大花马醉木 

(Pierisformosa var．forrestli)、金叶子 (Craibiodendron ，m  )、地檀香 (C．atdtheria加 

restii)、黑叶木蓝 (Indigofe,a !Ⅲ)、羊耳菊 (Inula c )、水红木 (k~unutm 

dricum)，鸡骨柴 (Elsholtzia 口)、大序醉鱼草 (Buddleia macrostachya)等；阴坡有针 

齿铁 仔 (Myrsir~ )、亮 毛 杜 鹃，药囊 花 (Cyehotheca monlx~rta)、无 量 山箭 竹 

(Fargesia wulutngshanensis)等 c 

草本层 不 发 达。植 物 种 类 和 数 量 均 少。 以蕨 类 植 物 为主 ，阳坡 常 见 耳 蕨 一 种 

(Pol~tichum sp．)、凤尾蕨 (P~erb cretica V~3JF．n㈣ Ⅱ)、蹄益蕨一种 (Ath~,Tium sp．)和丰产 

鳞毛蕨 (Dryop~m 触  Ⅱ)等；阴坡常见有莎草科和兰科数种 ，还有阳荷 ( r str／o． 

1atum)、蕨菜 (Pterldium aquilintvn vat．1atiusculum)c 

2 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区系特征 

2．1 种类结构分析 

根据以往对无量山半湿润常绿叶林的群落学研究资料和我们野外踏查 ，177种植物在 

逸一植被类型或相应地段中系优势种和常见种。再根据它们各自的分布区，以及每种植物 

的生态型 ．置于相应的层次 (吴邦兴 ，1985)得到表 1。从中可看出，只有热带亚洲成分 

及其变型、东亚 (特别其中的中国 一喜马拉雅 )成分 、和中国特有成分贯穿乔木 A、B、 

c层，灌木层，草本层和层外植物几大类中。特别在乔木 A层，有热带亚洲 (含其变型 ) 

中的银木荷 、茶梨、壶斗石栎 (／~hocarptts 岬 n )、乳状石栎 、截果石栎、小果栲 

(Castanopsis Ⅱ州 )、云南黄杞 (Engellhardtia spicata)、黄心树 (Machilus gamblei)、西南桦 

(鼢  诎 s)、毛杨梅、多花含笑 (Manglietla肋 md口)等；东亚 (特别 其中的中国 

一 喜 马拉 雅 亚 区)的 旱 冬 瓜 (Alnus r~palensis)、槲 栎 (9w，Ⅲ aliena)、雷公 鹅 耳枥 

( viminea)、米饭花、厚皮香 、露珠杜鹃 (Rhododendron irroratum)；中国特有 的元 

江栲 、毛尖树 ( ∞ Pfonestii)、翅柄紫茎 (Stewartiapteropetiolata)、黄毛青 冈、刀把 

木 (Cmnamomum口inosporoides)等 22种。无量山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的垂直结构中以热带亚 

洲 、东亚及中国特有成分 占绝对优势 ，在各种层次中均较突出。与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比 

较 ，在这一常见植物 的名录中缺乏相应的温带成分。同时从以上的比较看，处于热带亚iI}『 

和东亚植物区系界面附近的无量山的另一个标志性植被——半湿润常绿阏叶林在 区系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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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数 1 2 3 54 6 8 7 8l 45．76 6 37 3 50 96 54 24 177 

No of ％ 0 56 I．13 l 69 30 51 3 39 4
．52 3 95 45．7645．76 3．39 20．90 I．70 28．25 54． 54．24 100 00 

l5(1)无 量山特有 

15(3)与我 国其它地 区共有 

a．西 南片 

4 JIl、 

⋯ 6 JIl、黔 、藏 

7 云南非热区 

9 云南非热区、黔 

a一11云南非热 区、Ⅲ、黔 

14 南热Ⅸ 

15 云南热区及非热区 

— l6 云南热区与西南地区 

b 南方 片 

b一3．华南、华东 

b一5 西南、华南 

b一9 西南、华南 、华东 

b一10 西南、华中、华南、华末 

c．南、北 方 片 

2 2 5 

4 3 7 8 3 2 27 

1 

2 

6 

10 00 

54．00 

28 (I】 

8 00 

l0o．00 总 计 7 II 8 12 8 4 50 

A，B．C，S，H和 LE的含义同袁 I 

无量山中国特有种所 占比例为 33．00％ (彭华 ，1997)，高于一些区系地 区或具体 区 

H 4 

1  1  I  1  I  

l  I  3  2  I  

1  l  l  I  I  

! i  I  

1 ； 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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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如滇缅泰地 区 (28．18％)，西藏墨脱 (28．18％)，内蒙古草原亚地区 ( ．66％)，东 

北平原亚地区 (1O．29％)，大兴安岭地 区 (8．50％) (李锡文 ，1996)。根据中国种子植物 

区系统计分析的规律 (李锡文，1996)，似为中等偏下水平 但不深入分析，这样的中国 

特有种对具体区系的联系标志意义不大 。根据以往的工作 (彭华 ，1998)对 50种中国特 

有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则得表 2。从该表可知 ，只有与西南片和与南方片共有的中国特 

有种才在无量山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中贯穿乔木 A、B、c层，灌木层、草本层和层外植 

物层几大类。常见中国特有成分的分析表明该地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区系成分的亚热带性 

质．温带性质不是很明显。 

2．2 特有种的分析 

对于特有现象的研究 ，早在上世纪 20年代就在国际上 引起重视，法瑞地植物学派的 

代表人物 Braun—Blanquet(1923)就强调过 “一个地 区的特有现象 的研究和精确的解释 ， 

构成了一个极高的标准，为了获得有关该地 区的植物居群的起源及年龄的任何结论 ，这个 

标准是不可缺少的”。因此 ，在判定一个植被类型区系的特点和联系时，特有性 的作用也 

是 不可忽视的。无量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中较多的特有种 ，确切说是相应地段中的特有 

种，如无量山小檗、美 脉柿、无量 山山矾 、海棠叶石蝴螵 等 28种标志 了这 里的特有性 

(表 3) 

从这些无量 山特有种所隶属 的 22个属来看，除 1个属于世界分布外 ，热带分布属仅 

有 3个泛热带属，4个热带亚洲属 ，其余均为各 种温带性质的属 (包括其中的中国特有 

属)。即热带属 占7／22=31．82％，而温带属 占 15／22=鹋 ．18％。较之无量 山所有地段出现 

的 67个无量山特有种所属的的热带属为 26／48=54．2o％ ，温带属为 22／48=45．80％ (彭 

华 ，1997)就有较大区别，热带属比例明显下降 ，但比分布其上的中山湿性常绿 阔叶林 的 

热带属比例略高 (彭华和吴征镒，1998)。温带属在这些特有种中的相对优势，可从一个 

侧面说明这类型植被的温带性质较整个无量山的分析略强。 

4 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破坏后的次生群落 

在无量山，实际上还分布有一定数量的落叶阔叶林 ，在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地段更是如 

此。它们都是常绿阏叶林经砍伐破坏后形成的次生植被类型 ，即与我国温带的落叶阔叶林 

有不同的成因 (邱学忠，1987)。它们与该地段的植被演替有重要的关系 ，也是这方面研 

究的重要对象 ，因此，也具有相应的保护价值 。 

4．1 旱冬瓜林 

旱冬瓜 (Alnus nepalemis)林是云南分布甚广，适 应性 极强的次生落叶阔叶林类 型， 

在滇西、滇西南、滇中南及滇东南均有分布 ，同时它也是中国亚热带西部分布较广的类型 

(陈灵芝等 ，1995)。无量山的旱冬瓜林多分布在海拔 2000～2 4O0 m地区，为常绿 阔叶林 

破坏后形成的次生类型。尤其以黄草坝一带较为典型。 

旱冬瓜林林冠稀疏，冬季落叶 ，春季发新叶，季节变化明显。该类森林结构简单，均 

为以旱冬瓜占绝对优势的单层纯林 ，郁闭度一般不大 ，约 0．5左右 ，林内透光度好，较为 

清晰。旱冬瓜林为速生树种 ，但随海拔升高或立地条件差则生长差 ，30年左右 的旱冬瓜 

林平均高度可达 l8—2o m，平均胸径达 30—4o一 。林内下木较发育，常见种有圆锥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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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Budd／ejh pan／cu／ata)、米饭花、香薷 (E／sho／tz／a c h )、芒 种花 (毋 urn／urn)、 

山鸡椒 (L／t．sea cubeba)等 ，高 0．5～1．5ITI，盖度 3o％～50％。 

裹 3 无■ 山半沮j冉常墨一叶林中的奉地特育种 

T~ble 3 The plants目 10Ntg W 口g inthe 一humid 一 蚴 k呻d—k r嘲  

草本植物常 见有多 种蕨 类、山稗 子 (Carex baccans)、阳荷、细柄 草 (CapilJi．pediv．m 

)等。高 0．2～0．5111，盖度 60％ 一70％。 

旱冬瓜生长迅速，木材用途广，是极好的茶叶包装箱用材。旱冬瓜林又是研究森林动 

态演替的主要对象。应加强保护和经营管理 ，大力发展。 

4．2 核 桃林 

核桃林亦为常绿阔叶林破坏后形成的次生林，由云南麻核桃 (Jug／aru嘲龇 衄)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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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无量山分布广泛 ，多分布在海拔 1 700—2 200m的沟箐陡坡地段 ，成块状不连续分 

布 ，分布区具有温凉的气候特点 ，尤以土壤深厚湿润的地段分布较集 中。云南麻核桃树冠 

庞大，林冠整齐，季节变化明显 如分布在核桃村公路旁的核桃林 ，林分结构简单，系以 

云南麻核桃占绝对优势的单层纯林。林木生长良好 ，一般林分平均高 15 m，平均胸径 26 

Girl，郁闭度 0．6左右。 

林 内明亮清晰，下木主要种有圆锥醉鱼草和十大功 劳，分布不均匀 ，多在开阔处生 

长 ，园柱醉鱼草 高可达 2 m以上，总盖度 30％左 右 草本 植物 以紫茎泽兰 ( ∞ m 

adenophora)占优势 ，此外常见的有多种蕨类和莎草等，高 0．2～1 0 m，盖度 50％左右。 

核桃林因多分布在陡坡地段，能起到保持水土作用 ，且面积不大分布零散 ，应加强保 

护 。 

4．3 米团花林 

米团花 (Leucosceptrum~011~r~1)林是本研究 中发现的新的次生落叶阔叶林类型。米团 

花是唇形科不多见的大型木本植物 ，通常记载其为 “灌木或小乔木，高 1 5～7 m”(陈介， 

1977)，但在无量山，米团花可发展成高达 1O多米、胸径达 20多厘米 的乔木水平 ，并在 

很多地段形成以其为优势的落叶阔叶林群落 如在无量山西坡的磨刀河至公平一带甚为典 

型。米团花林主要分布于 1 700—2 200121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被破坏后的地段，成块状不连 

续分布 ，也具有喜温凉的特点，尤以土壤深厚湿润的地段分布较集中。米团花一般树冠不 

大 ，林分结构简单 ，多为米团花占绝对优势的单层纯林。在无量山，可看到不同高度的米 

团花林 ，上层均较整齐划一 ，并多见于村落附近，恐多系在砍伐后火烧迹地上种子繁殖产 

生的群落。磨刀河附近的米团花群落平均高约 11 m，但表现 出很大的物种单一性 ，湿润 

的林下灌木和草本甚少 。作为半湿润常绿闹叶林地段重要的次生类型 ，并且 目前我们对其 

知之甚少 ，米团花林无疑是今后深入研究的对象。 

4．4 滇 山杨林 

滇山杨 (Populu~bona~ii)林是常绿阔叶林遭受极度破坏后形成的乔木幼林 ，为植被演 

替的先锋植物群落类型。目前在无量山，这类植物群落的面积较小 ，而且零星分布。在小 

坝河 21O0 m有较典型的滇山杨林 。 

滇山杨林高度通 常仅 2．5—4 m，但密 度很大 ，难以穿行。群落 的总盏度一 般高达 

95％ 一100％。主要植物的种类有滇山杨、厚皮香 、米饭花、滇越橘 (Vaccirdatm duclou~ )、 

箭竹 (Fargesia sp．)、地檀香 、毛蕨菜 (Pteer／d／~ra m n )等 

以上 4类次生林应是我国亚热带西部的退化生态系统的例证 ，主要是常绿阔叶林被破 

坏后形成的。除旱冬瓜林外，另 3类在有关研究中鲜见列举 (邱学忠，1987；陈灵芝等， 

1995；贺金生和陈伟烈 ，1995)，系统研究更无从谈起 

5 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的保护生物学意义 

5．1 完整植被垂直带的重要组成 

无量山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下接季风常绿阔叶林 ，上承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是整个垂 

直带谱上重要的组成环节；又是滇中高原该植被类型的南界，并在此形成与季风常绿阔叶 

林的地理分界，水平地带分界在安定附近。因此 ，这里无疑是研究植被地理演替的重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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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同时，也是研究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重要地点，特别是这里具有的落叶阔叶林 ，如 

何正向演替到顶极群落——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应是在我国亚热带西部云南有重要意义的 

试验地 。保存好片段状的半湿润常绿阔叶林 ，对于封山育林恢复与重建将提供种源上十分 

吻合的植物。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的存在，也保证了上部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 的完整性 ，如 

果它荡然无存 ，很快 ，无量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部分将面临极大的压力。按照保护区的设 

计 ，应是由核心区、缓冲区和试验区的一个合理组成 ，因此 ，无量山也应把相当一部分半 

湿润常绿阔叶林纳入后两部分，特别是在该地今天已成为国家级保护区的时候 。结合国家 

退耕还林的相应补贴性政策 出台，更应做好这补救性的工作 。 

5．2 不同等级特有类群的汇集 

在无量山的 12个表亚特有科 (均为区系分析上较有指示意义的狭义概念 ，下同)(彭 

华，1997)中，就有 l】个比较集 中的分布于半湿润常绿阔叶林地段 [加上我们近期发现 

的钟萼木 (Bretsehneidera sinensis)和保护区调查发现的十齿花 (o；．pc,~odo=sinictu)]；而热 

带亚洲特有并延伸至此的 3个科 ，有 2个也较严格地分布在这种林型 内 (彭华 ．1997)。 

28个中国特有属 (加上钟萼木属)中，就有 21个 “落脚”在此范围之 内，说 明无量山半 

湿润常绿阔叶林是该地中国特有属高比例集中分布的地段。同时，在该地段，还集中分布 

无量山的特有种。应该指出，特有现象应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对象。在选择保护对 

象时，Tahktajan(1978)认为现存的遗传材料——特有的、生活型蕴藏丰富的地区的区系 

应得到优先的保护。他已注意到世界上集中有太量各种等级特有植物的地区，植物区系的 

命运令人担忧 无量 山的情形亦然，对 中国特有属的分布进行分析发现 ．绝太多数特有属 

是在保护区之外 (此地保护区多划定在 2200至 2 400m以上)(彭华，1997)。可见，重要 

的保护对象并未界定在保护区域 内，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是值得再次指 出的。 

5．3 重要保护物种的立身场所 

上面部分的内容实质上已决定了很多保护的植物种类也应集 中分布于半湿润常绿阔叶 

林中，因为我们国家的保护植物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考虑 了特有 ，尤其是高级的特有类 

群。以下按照国家最新的保护植物名录 (第 1批) (1999—09—09，国家林业局 、农业部 

联合下发)，分列无量 山自然保护区植物种类 (表 4)。 

裹 4 无量山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中的国采保护擅格 

Table 4 r~i,,nalWoteeted plantsinthis semi—humid broad-lea*,edforest 

inthe Mt W 】i g】直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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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半湿润常绿阔叶林来看 ，就有这么多国家重要保护植物，同时，还有不少云南省 

确定的省级保护植物，如鸡血藤 (K~ ura n舸 )、滇西紫树 (∞ z，̂ ms )、冬樱桃 

(Cerosus cemso~／es)等。但是，一旦这种植被类型不复存在，它们在此的生境就更为狭小 ， 

甚 至无立 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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