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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天树林与相近类型植被结构的比较研究 

群落。该群落具有低地热带雨林的垂直结构，接近赤道雨林的生活型谱、叶级谱及叶型和叶质 

特征，亦具有与典型热带雨林相当的物种丰富度、乔木径级分布及个体 ／种关系，但在上层乔 

木中具有一定比饲的落叶树种存在，大高位芽植物和附生植物较逊色而藤本植物和中、小高位 

芽植物较丰富，在叶级谱上小叶比例亦较高．这些特点又有别于赤道地区的湿润热带雨林。望 

天树林也以其热带季节雨林的性质和特点而不同于中国热带北缘地区的各种热带山地雨林和南 

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在中国植被分类系统中，它是一种最接近湿润雨林的季节雨林，是东 

南亚热带雨林的一种北缘类型。 

关键词 望天树林 ：季节雨林； 群落学特征；植被 
'●_●●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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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0REA CHINENSIS FOREST 0F XISHUANGBANNA 

AND OTHER CLOSER F0REST TYPES 

ZHU Hua 

( Xishua~gbanna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 Kunnming Institute Botany， Academia Sinica， 

M eng~ 666303，Ytmnan) 

Abstract Shorea chinensis forest distributing in Xishna ngbanna， S Yan nan，is a forest type 

of the seasonal rain forest from northern cdge of tropical zone of SE Asia．In comparison wjtll 

various replnesentative tropical rain forest communities，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forest has the 

same commun ity profile as 1owland tropical rain forests， the sinailar hfe forul spectrum， leaf 

scale spectrum and lea f type and texture composition to equatorial rain forests， as well as al- 

most the same species diversity， frequency of the tree D．B．H ．class an 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speeiea aft typical tropical rain forests．W itlI the characters of tropical rain forest， 

theforest eomman ityis evidentlybelongingto aforesttype oftropical rainforest．Because of 

its distribution in the limiting conditions ofclimate and altitude the tropical rain forest COlllmu- 

nity of Shorea chinensisforestdiffersfromtheacin equatorialwetlowlandregionintheways 

that it has some deciduous trees am ong its upper layer trees， less megaphaener ogam ae and 

epiphytea ， more abun dant lianas an d mesO and microphaenerogamae in its life from 

spectrum ， as well as m ore microphyll in its leaf scale 目x tm m． Further more， the forest 

co mmunity difrets also from thosc communitites ofmontane rain forest and 1owlan d monsoon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in southem  cdee of subtropical zone of China in the ways that it 

has more cornplex commun ity profile， abundant emergents appearing in the upperest tree 

layer， ral~r hemicryptogamae in its life form spectrum an d more chartaea ous  ent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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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es as well as more compound leaves in its leaf texture， margin and type eompositon．It is 

finally concluded that Shorea chinensis forest belongs to the tropical rain fore*t formation of 

SE Asia and is a forest type of seasonal rain forest from northern edge of tropical zone．In the 

vegetation system ofChina，itisalso theforestcommurllty closesttowettropical rainforest 

Key words Shorea chinensis forest； Seasonal rain forc~t； Phytosociologica l character- 

istic：Vegetation 

西双版纳位于具有山原地貌和热带季风气候特点的大陆东南亚热带北缘，与世界热带雨林分布的主 

要地区相比，该地区纬度偏北，海拔偏高和气候偏干 按辛柏尔 (A．F．W．Sehiraper)对热带雨林的 

定义，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不是典型的热带雨林，而是热带雨林 向季雨林的过渡类型。若按理查斯 

(P W．Richards)的概念，则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是许多方面与典型热带雨林有区别的类型，他称为亚热 

带雨林 (Subtropical ralnforest)“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在外貌和结构上与热带美洲雨林群系的热带常 

绿季节林 (Evergreen seasonal forest)c2．”较为接近，相当于东南亚的热带半常绿雨林 (Tropical 

semi— erg煳 rain fores*．)  ̈，但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除了受气候的季节性干旱影响外，在冬季还受 

寰 1 望天斟#与一些赫带雨# 群薯垂直结构特征舶比较 

Tabk l The comparisonofthoprofile charactersof severfl tropicalrainforestcommunities 

纬度 海拔 乔木 C层 乔木 B层 乔木 A层 乔术 林冠 

森林类型 C-layer B-layer A— yet 分层 构成 

Canopy 
Forest type Lat Alt 高度 树冠 高度 坩冠 高度 辩冠 T

r睇 (。) (m) 
H(m) C1"owl1 H(m) Crown H(m) Cgown t~yers 

西双版纳望 夭坩林 
Shor chin Rsisforest N 2l 75O 6--20 连续 18—3O 连续 3o．—60 不连续 不明显 B— 

婆罗洲混交觉脑香林 

MixedDJptcrocarpforest． N 3 300 6—2O 连续 18—0O 连续 3O— O 不连续 不明显 B+C 

Bora~o 

沙拉望混交龙脑香林 

Mixed Dipterocarp forest． N 4 250 6— 20 连续 2 30 连续 30—55 不连续 不明显 B+C 

Sarawak 

马来亚低山雨林 

L,owef mt．rein r0rest， N 5 3 6---l2 不连续 l2_20 连续 30 近连续 明 显 A+B 

M alay penin． 

菲律宾山地觉瞄香林 

MontaneDi口teroc~ f0r N 8 945 6---l8 不连续 18—28 不连续 28— 40 连 续 明 显 A 

est PhilJppinos 

特立尼选常绿季节琳 

EvergreenSensorialfoI~st N l0 500 3—9 连续 12—七7 连续 30 不连续 不明显 B 

Trimidad 

圭亚邵赤道混交雨林 

Pr=arymixed rainforest N 5 10o l4 连续 20 不连续 35— 2 不连续 明 显 B+A 

M oraballi Guiana 

尼 日利亚湿润常绿林 

Wet evergreen rain for~t， N 6 l00 5～ l5 连续 l5—37 不连续 31—46 不连续 明 显 B+A 

Nig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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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的低温影响，在群落学和区系学特征上与它们又有一定差异，表现为一种在水分、热量和海拔上 

均达到了极限条件的热带雨林类型，被专称为 中国类型的季节雨林 ”’ 。这种极限条件下的热带雨 

林与中国热带北缘地区广泛分布的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或称亚热带雨林 ” 和热带山地雨林在分布 

上接近，但性质不同。望天树林作为西双版纳热带季节雨林中热带性较强的一种类型 ，在西双版纳 

热带雨林植被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本文是笔者研究西双版纳龙脑香林植物区系 (另文发表)的背景材料 

之一，是 西双版纳望天树林的群落生态学研究 一文的续文， 目的是深化认识西双版纳望天树林的性质 

和特点以及它在中国植被和世界热带植被中的地位及其与相近类型植被的关系，因而对它与各种相近类 

型植被作了群落学特征的对比研究。 

望天树林与一些代表热带雨林群落的比较 

1．群藩垂直结掏的比较 

群落垂直结构是分类雨林的关键 ，按一般原则，热带雨林的乔木层应具有最适的三层树层结 

构 ，三层树层在水 平和 垂直方 向的配置是进一步 区分 雨林类 型 的依据。 与一些代 表热 带雨 

林 ¨。 “ 相 比 (表 1)， 望 天树 林 具 有 典 型 三 层 树 层 结 构 ， 无 疑 应 归 属 于 热 带 雨 林 。 

在一般情况下，混交热带雨林和低地热带雨林分层不明显，单优雨林和山地雨林分层较明显；低地的混 

交雨林乔木 B层具有最大层盖度，单优雨林和山地雨林则趋于最上层即 A层树冠连续，成为林冠 

《2) f，) 『4) 

(2) 《 f．1 

图 】 热带雨林生括型谱蚋比较 

(1)西双版蚺望天树林；(2) 巴西热带雨林；(3)圭亚郭热带雨秫；(4)爪哇热带山地雨秫 

zp：附生植物；Ph：高位芽植物；Ch：地上芽植物；H：地面芽撞物；G：地下芽植物；Herb：草本植物；L：藤本 

植物 MM ：大、中高位芽植物；MN；小、矮高位芽植物 

Fig l The comparison oflifeform spectrums ofⅡop al rainforests 

(1) Shorea chinensis f0fe ； (2) Tropical r n r0嘲 t， Braz~l； {3) Tropical rain forest， Gmana； (4l T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W  Java； Ep： Epiphyte； Ph： Phacnerogamae； Ch： Chamaephyte； H ： Hemicryptogam a~； 

G：Geophyte；L：Liana；MM；Mega and mes0一phac~erophyte；MN：Micro and nano-phaenerophyte 

瞳ⅢⅢⅢ删 E 

一 

～ 
～ 

一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期 朱 华：望天树林与相近类型植被结构的比较研究 37 

层 ” 。望天树林虽为单优群落，但分层不明显，有混交雨林的结构特征；望天树林分布海拔偏高 (在 

同样纬度的其它地区，如此海拔已是山地雨林的范围)，但又有低地热带雨林的结构，林冠主要由乔术 B 

层构成，有明显的耸出巨树 (emergent) 比较之下，望天树林的群落垂直结构最接近于热带亚洲的低地 

混交热带雨林 。 

植被垂直带在延绵的山区要较在小而孤立的山地者海拔偏高，在远离海岸的山地又较在海滨山岭为 

高，这就是所谓的 海拔升高效应 (Massenerhebung) 。望天树林在群落结构特征上是一种低地热带 

雨林，但却分布在海拔 700米以上山地，除了海拔升高效应外，显然还受特殊地热地貌的影响 

2．生活型谐的比较 

图 1比较了望天树林与巴西和圭亚那的典型热带雨林以及爪畦的热带山地常绿林 (一种山地雨 

林)“’ ’” 的生活型谱，并且进一步比较了它们的高位芽植物组成。望天树林的生活型谱与巴西的典 

型热带雨林接近，明显不同于爪哇的热带山地常绿林，属于低地热带雨林生活型谱．然而，望天树林在 

高位芽植物的构成上，藤本植物更丰富，大、中高位芽植物较逊色，又与典型热带雨林有一定差别 望 

天树林的藤本植物较丰富，这是季风气候地区热带雨林的特色 ；大、中高位芽植物较逊色反映了该 

群落已处于热量和海拔的极限条件，有向亚热带或热带山地森林过渡的趋向 

3．叶级谱的比较 

与世界各热带地区的一些典型热带雨林 ’”。” 叶级谱的比较见图2。望天树林的叶级谱接近热带 

美洲赤道雨林的叶级谱，不同之处是小叶比例偏高。显然，望天树林的叶级谱属于热带雨林叶级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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圉 2 热带雨林叶缎谱的比较 

(1)西双版纳望天树#：(2) 巴西赤 道雨林；(3)巴西热带雨#：(4)菲律宾龙脑香林；(5)婆罗溯低地盘脑香# 

(6)菲律宾低 山雨韩；(7)尼 13利亚湿润常绿林。l_巨叶；2．大叶；3 中叶；4 小叶：5 徽叶；6．鳟叶 

Fig 2．The compadson ofleafscale spectrums oftropie．~l rain forests 

<1)Shorea chi~ensts forest；(2)Equator／al rafn forest，Mucambo，Pam，Brazil；(3)Tropical rain forest，terra 

ill-me， Brazil； ¨)Diptcrocarp forest，P s；(5) 州 Diptorocarp for~t． ()
,

Bora~o； 6 Lower 

moⅡbⅡe rain forest，Philippines；(，)Wet E七两曲k foist，Nigeria 
1-G／gantoph ；2．Macrophyll；3 MesophyII；4 Microphyll；5 NanophyII；6 Lep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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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叶比例偏高．一方面是气候的季节性干旱，另一方面由于是在热量和海拔的极限条件，还受到一定的 

热量不足的影响。 

裹 2 望天树林与巴西雨#不同生活型的叶短谱比较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the leafscale spectrum s in different life forms 

森 林 叶级 Leafscale ％ 

类 型 生活型 

Fore)st Lifeform  Lepto N aⅡo M icro M eso M acr0． Giganto 

type 

上层乔木 5 2 94
．8 

Upper layer tree 

中层乔木 22
． 2 644 11．2 2．2 

M iddie1ayextxce 

下层乔木 l4
． 6 75．0 10．4 

望天树韩，西双版纳，中国 Lower layer tree 

Shoreafo咻 【， S China( 0．5 灌木 Shrub 324 64．7 2．9 

ha) 木本高位芽植物合计 

19．9 71．9 7．5 0 7 
All ofwoody Ph 

藤本 Liane 1．6 34 4 64．0 

附生 Epiphytes l3．6 22 7 45．5 18．2 

草率 Herb 2．8 16．7 69-4 11 1 

总计 Total 0．4 1．5 23．0 67．5 7 2 0．4 

大高位芽 Mg Ph 4．08 2．04 16．33 75．51 204 

中商位芽 Ms Ph 233 10．46 75．58 1l 63 

小商位芽 Mi．Ph 66．7 33．3 

矮商位芽 N Ph 12．50 79．17 8 33 
赤道雨韩，巴西 木本高位芽植物合计 

Equatorial rain forest，Branil(2 247 0．62 l2．35 75．92 8．64 
) All ofwoody Ph 

藤车 Liane 3．58 17．85 67．85 l0 72 

附生 Epiphytes l6．67 38．89 16．67 27 77 

草本 Herb 10．00 20 00 10．00 40．00 20．00 

总计 Total 2．29 3．21 15．14 68．35 1l Ol 

表 2进一步分别不同生活型比较了望天树林与巴西热带雨林的叶级谱 Ⅲ 。望天树林的上层乔木 

(太高位芽)以中叶占绝对优势．有东南亚热带雨林特色．其中下层乔木 (相当于中、小高位芽)、灌木 

(矮高位芽植物)及藤奉植物小叶比例较高，这也反映了该群落受气候的季节性干旱和热量不足的影响， 

与赤道地区的热带雨林有一定差异。在望天树林，太高位芽植物只有中叶和小叶两种叶级的叶子，而巴 

西热带雨林的太高位芽植物有从鳞叶到大叶五种叶级的叶子，叶级变幅大．望天树林的太高位芽植物叶 

级较单纯．可能是季风气候对植物的生态适应性状有较强的选择． 

热带美洲特立尼达岛的常绿季节林与望天树林在群落学特征上十分接近，属于热带雨林的同类型植 

被，它们有同样的叶级在不同树层中的分布规律 (表 3)，它们均以中叶的最大百分比在乔木的A层．小 

叶的最大百分比在乔木的 B层，其次是在乔木的c层。这可能是因为它们的乔木A层有部分种类在于 

季落叶，乔木 B层为林冠层．B层和c层常绿，受气侯的季节干旱影响强烈．望天树林与特立尼迭常绿 

季节林相比，不论在那个树层，小叶比例均较高．这又可能是因为前者在热带北缘山地．后者在热带低 

地，除了同样受气候的季节性干旱影响外，前者还因纬度北和海拔高．亦受到热量不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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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类型 

Typeofforest 

太高位芽 中高位芽 小高位芽 矮高位芽 烹位芽台计 
Megaph Mcs0ph MicrDph． № n0ph 

10nyt~  

叶型的比较 

丰富的复叶是热带雨林的一个特征。表4比较了望天树林与几个典型热带雨林群落及特立尼达的干 

性季节林复叶所占百分比。望天树林的复叶所占百分比及在各树层中的分布是类似于典型热带雨林的。 

T．J．Givinish认为热带雨林中复叶具有对气候季节性干旱以及乔术迅速向上生长的适应意义 0 。 

复叶通常在大高位芽植物中具有最高比例，对迅速向上生长的适应意义可能是存在的．但复叶在湿润雨 

林中的比倒亦很高，似乎对气候的季节性干旱有适应意义并不表现明显． 

5．种类丰富度 ，乔术径级分布及个体 ，种关蒹的比较 

植物群落种类丰富的程度可以由单位面积上的种数或种一面积曲线反映出来。通过表 5的比较，望 

天树林单位面积上的乔术种数十分接近菲律宾的尤脑香林．望天树林2500平方米群落面积上有高 5米以 

上的乔术 (包括幼树)约 55种，菲律宾马季岭龙脑香林 “ 同样群落面积上有高 4米以上乔术 61种， 

菲律宾拉莫保护区的各种尤脑香林 ”都亦都有与望天树林相近的单位面积乔术种数，反映了望天树林的 

种类丰富的程度并不比某些低地湿润雨林逊色。 

表 6比较了望天树林与一些热带雨林 川 。̈伸 约 1公顷群落面积上乔术的径级分布。望天树林单 

位面积上的树木密度和径级分布与某些热带雨林相当，甚至大于一些低地热带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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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5 望天树林与菲●宾龙脑番林乔术种数和株敷的比较 

Table 5 The comparison ofthe number oftree species and individuals in~ptcrocarp forests 

西积版纳望天村林(样方 I) 

Shoreaforest(1)， 

Xishuangbanna 

西积版纳望天村林(样方Ⅱ) 

Shorcafoist(Ⅱ)， 

Xishuangbanna 

菲律宾马季岭龙脑香林 

Parashorea fofest。 

M t．M aqui]ing， PhiHpp． 

菲律宾拉莫山龙脑香林 

Dip1erocarpus-Shorea forest。 

Philipp． 

菲律宾拉莫山龙蝤香林 

Shorea-Ploctronin forest。 

PhiHpp． 

菲律宾拉莫山龙脑香林 

Philipp 

forest 

2500 21。10 700 50 35 

2500 21。l0 800 65 

2500 14。l0 450 36 27 

210o 】4。30， 26o__ 
4O 

410 

12 25 】7 

54 

13 23 I9 

55 

I6 29 15 

6l 

55 383 

2367 】4。3。 5

7

0

。

0--

。 
4。 30 54 543 

z 如 30 67 ： 

菲律宾拉莫山龙脑香林 

Anise’pt~ra-Strombosia forest， 2300 14。30 80 36 28 53 

Phi|ipp． 

表 7进一步比较了望天树林与一些热带雨林群落 “’”’̈ 。 ’捌 相同或相近面积上各径级乔木的种 

数和个体／种的比值。在 75 crfl径级上，望天树林 l 04公顷面积上有树种 125种，平均每种 7．1株；菲 

律宾拉莫山的低地龙脑香林在 1 02公顷面积上有 120种，平均每种 7．5株，二者十分接近。相比之下， 

望天树林单位面积上的乔木种数比所比较的非洲热带雨林丰富，亦明显比爪哇的山地雨林丰富，与东南 

亚的某些低地雨林和所谓的石捕林相当，但不如某些低地雨林丰富。 

望天树林与中国热带北缘地区一些代表森林群落的比较 

1．群落垂直结掏特征的比较 

与中国热带北缘地区一些相近类型的植被 U 。_ 群落垂直结构特征的比较见表 8，望天树林是接 

近于海南和云南东南部的所谓湿润雨林；它以群落高度大，具有耸出巨树，主要由乔术 B层构成林冠， 

群落分层不明显而区别于各种山地雨林或山地常绿阔叶林，也区别于通常的季风常绿阔叶林和海南的所 

谓常绿季雨林。云南东南部和海南岛的湿润雨林被一些著者认为是最接赤道雨林的类型，是后者在热带 

北缘地区的一种群落片段 u’ ”，故可认为望天树林是热带季节的雨林中的一种接近湿润雨林的群落类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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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望天树林 

Shorea to rest 70 900 】04 660 254 95 62 

Xishuangbanna 

马来西亚 冲积地热带雨林 50 1 0 615 197 52 26 

Auuvia FillEt torest， Sarawak 

马来西亚低地龙脑香林 2加
一 250 1 0 

Dlpterocarp Iorest, ~；arawak 

马亚西亚。右楠林 】70 1 0 

马来西亚石灰岩山森林 300 1 0 

Lim eston~／OI~ t， ~arawak 

爪畦山地雨韩 】450 1 0 

苏拉威西低地热带雨林 】00 1 0 

非

Tr

洲

op

热

ica

带

l r

雨

ai

韩

nforest Africa 
55。 I。 

， 

2．生活型谱的比较 

中国热带北缘南亚热带地区的各类森林植被，目前尚缺少较为详细的可供比较的资料。根据发表的 
一 些材料 ’ ’ ’ ”，笔者作了图 3的比较。西双版纳的望天树林与中国热带北缘地区最有代表性的 

植被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或称亚热带雨林在生活型谱上是很接近的，它们都以高位芽植物占优势， 

不同之处主要是望天树林具有一定比例的大高位芽植物和有较为丰富的附生植物，表现出具有更强烈的 

热带性质。热带山地雨林则以其有相当比例的地面芽植物和更为丰富的附生植物，缺乏大高位芽植物而 

与望天树林相 区别 

3．叶级谱的比较 

叶级谱的比较见图4 望天树林叶级谱与海南淘谷湿润雨林 ”最接近，但小叶比例较高 山地雨 

林 和季风常绿阔叶林 ’鳓 的小叶比例明显比望天树林高，而海南的所谓常绿季雨林 ‘堋 和广西、 

福建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订。 小叶比倒更高。小叶比例的增高不但因气候季节干旱，显然也因海拔 

和纬度增加，受热量不足影响。 

4。叶质、叶缘 叶型谱的比较 

叶质的标准不好掌握，往往因人而异，通常不能在同等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但叶型谱作为群落的一 

个生态特点是明显的 山地雨林和季风常绿阖叶林一般以革质叶占优势，望天树林就整个群落而言，非 

革质叶比例略高于革质叶。望天树林的全缘叶占80％，复叶占21．4％；海南山地雨林 蛆”的全缘叶占 

75％，复叶占1 5％；福建和溪的季风常绿阔叶林全缘叶占65．2％，复叶占 17．4％。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复叶很少，非全缘叶比倒高。 

8  8  3  5  3  

" 们 卵 

毗 " “ 帅  ̈

m Ⅲ Ⅲ 

m 瑚 瑚 栅 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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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7 热带雨#群藩种 1面积和种 t个体美系的 比较 

Table 7 The comparison oftree species／aFea andindividual／species~lafionin different rainforest communities 

结 论 

将各群落学特征综合起来看，各类型森林群落的特点就十分明朗了．热带山地雨林是热带雨林在山 

地垂直带上的变型，群落的高度较矮，乔术 A层连续，成为林冠．无耸出巨树，并且分层明显；在生活 

型谱上，缺乏大高位芽植物，附生植物丰富，有相当比例的地面芽植物；在叶的特征上，虽仍以中叶占 

优势，但革质，非全缘和单叶比例较高，显然是由于热量不足的影响而向亚热带森林过渡．南亚热带季 

风常绿阗叶林或叫亚热带雨林是中国热带北缘地区的一种分布最广的地带性代表植被，被认为是热带雨 

林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过渡的类型 。’邵 ．与望天树林相比，它的群落高度较矮，无耸出巨树，乔术分 

层较明显；在生活型谱上，它缺乏大高位芽植物，附生植物逊色而有一定的地面芽植物；叶级谱中它的 

小叶比例较高，非全缘叶和单叶的比例亦较高。故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闷叶林不是热带北缘的雨林，仍是 

雨林向亚热带常绿阗叶林的过渡类型．海南岛的常绿季节雨林群落高度明显较矮，缺乏附生植物、藤本 

植物亦较逊色；在叶特征上小叶比例高，革质叶占优势，非全缘叶和单叶比例也都较高，整个群落带有 

明显的早生特征，与望天树林明显不同。相比之下，望天树林群落高度大，结构复杂，乔术分层不明 

显，B层为林冠层，耸出巨树常见；在生活型谱上具有一定比例的大高位芽植物，藤本和附生植物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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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投有地面芽植物，以中叶、纸质、全缘和复叶比例高为特征，在群落结构和外貌上都与海南和云 

南东南部局部地区的湿润雨林接近，属于热带北缘雨林的一种类型。 

寰 8 望天树林与中国南部一些相近类型毒林群落垂直结构特征的比较 

Table 8 The comparison ofprofile characters in several closer forest commu．nidcs in S China 

西双舨纳望天树林 21 7OO-- 6
— 20 连续 18—30 连续 3O一60不连续 不明显 B+C 常见 

ShOrC{l forest，Xishuangbanna 950 

海南湿润雨# 
Wet rain forest．Hainan 8 6__1 5 连续 15．一25近连续 25— 不连续 不明显 B+c 稀步 

滇东南湿镧雨林 22 500 5
— 25 连续 25．一35 连续 4O一50不连续 不明显 B+C 稀步 

W ct rain forest．SE Y]in．an 

西畴 山地常绿林 23 1250 5
-- 10不连续 IO一 19不连续 2o__30 连续 明显 A 无 

M t．evergreen forest， Xichou 

海南 山地雨林 

M t．rain forest． Hainan 

海南 常绿季节雨林 

Evergreen monsoon forest， 

Hainan 

鼎期南亚热带季风常绿林 

Subtrop monsoon eVer eeⅡ 

forest． S Kwangton8 

香港黄桐林 

Endospermum forest， 

Hongkong 

8 
6

1

0

00

0

。

--

3— 1。不连续 IO一 17~ 25---如 连续 明显 A 无 

8 500 5—8 连续 9—18 连续 18—25不连续 不明显 B十c 稀 

23 
I

49

00

。

--

3—9 近连续 1O一2。 连续 2O一∞ 不连续 明显 B 无 

22 
12

1

0

5。

--

4—8 近连续 IO一 18不连续 2o__26 连续 明显 A 无 

云南西南部的娑罗双林和广西西南部的被称做季节雨林的群落是与西双版纳的望天树林在群落学特 

征上最为接近的群落类型，但云南西南部的娑罗双林 删 群落分层明显，A层趋于连续。缺乏耸出巨 

树，在生活型谱上大中高位芽植物较逊色，落叶成分所占比例较高，该群落表现为受到更强烈的气候的 

季节性干旱的影响，具有向热带雨林过菠的特征．广西西南部的热带季节雨林 ”群落高度亦较矮。乔 

术A层趋于连续，缺乏耸出巨树，落叶成分比例较高，小叶、革质．非全绿叶和单叶的比例均较大，群 

落表现为不仅受气候的季节性干旱影响，而且受低温的影响也较大，偏于向亚热带森林过菠．因此，西 

双版纳的望天树林也是中国热带北缘季节雨林植被中最接近于湿润热带雨林的类型。 

与各种代表热带雨林群落相比较，望天树林具有低地热带雨林的群落垂直结构特征，接近赤道雨林 

的生活型谱．叶级谱及叶型和叶质特征，亦具有与典型热带雨林相当的物种丰富度 乔术径级分布及个 

体／种关系，显然带有热带雨林的性质和特点。西双版纳的望天树林毕竟处于具有山原地貌和季风气候 

特点的大陆东南亚热带北缘，生态上已是在热带雨林分布的水分、热量和海拔极限条件，受到气候的季 

节性干旱和冬季一定的低温影响，群落的上层乔术中具有一定比例的落叶树种存在，大高位芽植物和附 

生植物较逊色而藤本植物和中、小高位芽植物较丰富，在叶级谱上小叶比例亦较高，这些特点又有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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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终年湿润的赤道地区的热带雨林，表现为一种在季风气候条件下发育的东南亚热带雨林的北缘类 

型 

致谢 奉研究在吴证镒教授指导下完成，写作中蒙李恒研究员指教，王洪同志参加野外调查工作 

B2 3 

旧  

图 3 中国南部一些代表森林群落生活量谱的比较 

(1)西双版纳望 天树林 ；(2)南亚热带季风常晕闱叶林 (香{尝岛黄桐#)；(3)南亚热带季风常埽阐叶林 (广东鼎辩 

山)；(4)亚膏!}带雨林 (福建和援)；(5)中亚热带童缘闹叶# fj葺建三明赤拉枵#) ( 热带山地雨琳 (云南西畴 

鹅掌柴一桢楠林)．1 附生植物；2．藤车植物；3 太高位芽植物；4．中高位芽植物；5．小商位芽檀物；6．矮高位芽 

植物；7 地上芽植物；8．地面芽植劫；9 地下芽植物 ；l0．一年生植物 

Fig 3．The com parison oflife form spectrums ofseveral rep~esemative fozest communities in S China 

(1)Shorea曲inensi~forc~t； (2)Subtropica1][ilon1]oon evergreen broad-leavod forest(Endospermum 砌 fo r． 

est， Hongkong)； (3) Subtropic~ monsoon evcr~fefn broad—leaved forest‘Dinghu mt．Kwangtong)： (4) 

Subffopicsl rain fo~'est( Hexi， Fujien) ( 5) pic *ubtxopicld evergreen broad-le．avcd forest 

( CasmnopMs kawakamii forest， Sanming， Fujien) ； ( 6) T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hefflera--Machilus forest， Xichou， SE Yunnan) ，1． E#phy~； 2．Liana； 3 Megaphaenerosama~； 

4 M esophaencrogamae； 5． M icrophaenerogamae； 6． Nm~ophaenetogimaae； 7． Chamaephyte； 

8 Heroicryptogamae；9．Geophvte； l0 Therophy~ 

互8 

，  

一 N 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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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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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 
741 

4 7 2 9 I 

图 4 中国南部一些代表森#群落叶级谱 的比较 

(1)西职版纳望天树#；‘2)海南湿润沟各雨林：(3)热带山地雨# ‘云南酉畴鹅掌荣一横摘林)；‘4)常晕季雨# 

‘海南无翼坡垒# )：(5)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 ‘香港岛黄桐#)： (6)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阉叶林 (云南酉畴草果 

th)；(7)中亚热带常绿闻叶林 (广西花坪)；(8]中亚热带常绿阔叶# ‘福建三明赤枝栲it)． 

1 大叶 2．中叶；3 小叶 4．擞 叶 

Fig 4．The comparisonofleaf scale spectrumsof several rcpI黜 Dta vcforest~ mmualfiesin SChina 

(I) ShoreⅡchiner~b forest； ‘2)Wet tropical rain forest‘Halnem Island)； (3) T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f Scheffiera-Machitus forest， Xichou， SE Yunn~u)； ‘4) Evergreen monsoon forest‘Hopea exalata forest， 

Halnaa Island) (5) Subtropical monsoon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E~dospermu．m chmensb forest、 

Hongkong； ‘6) Subtropical monsoon evergr∞n broad—leaved forest‘Chaogoshan mt， Xichou，SE Yunnan)； 

(7)Typical subtropical~verg~'een broad-leaved forest(Huanpmg，N Kwangsi)； 【8)Typical subtropical evergreen 

bro —】髓ved forest ‘佩叩曲 sawakamii forest， $~mmng， Fujien) l Macrophyll； 2 Mesophyll； 

3．M icrophyll；4 Nan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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