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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部盈江县的要罗双林及其群落学特点的研究
;

刘 伦辉 余 有 德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本文报道在滇西盈江县揭洋河谷发现的婆罗双林
,

到 目前为止是我国少有的热带单

优森林群落之一
。

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我国热带植被类型的资料
,

而且对研究我国与邻

国植被之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 同时也增添国产龙脑香科植物种类和热区之造林树种
。

婆罗双树景颇语叫
“
行林坤

> ,

系龙脑香科<? ≅Α Β4 7 1 4 Χ 7 Α Χ 4 4 Χ 4=婆罗双属 <Δ Ε1 7 4 Χ =

的高大乔木
。

全属约  ∀# 种
,

分布于东南亚洲季风热带地 区
。

其中多数 种 类 木 材 美 观

耐用
,

在印度
、

马来亚的一些种
,

长期以来供作枕木
、

房屋门窗和造船之用
,

视为热带

重要的造林树种〔
, 〕

。

其 中粗壮要罗双 <Δ
2

71 6。 , 。Χ= 为高大的半落叶乔木
,

其单优群落

在印度
、

不丹
、

尼泊尔等国的季风热带地区是地带性类型
,

分布很广〔∃ 〕
。

库氏婆 罗 双

<Δ
。 。盯Β≅ Φ≅≅= 在马来半岛山地陡坡也有小面积纯林出现 〔 〕

。

云南盈江县西缘揭洋河流

域发现的要罗双林
,

则为常绿的单优群落
。

9
2

Γ
。

理查斯在编述热带雨林在纬度方面的

分布极限中一段写到
“

在澳大利亚东部
,

亚洲东南部 <中国南部
、

缅甸北部等地 = 和南

美洲东海岸
,

常绿雨林达到和通过地理学的热带向北方或南方伸展深入到亚热带地区
。

这些热带常绿林的超热带扩展
,

形成了与真正热带雨林在各方面的差异⋯⋯
” 。

我省的婆

罗双林也正是这种情况
,

属热带常绿森林超热带扩展的一部份
。

一
、

云南省婆罗双林发育的环境条件

我省的婆罗双林发现在
“

#
‘
∗

, ! Η “ Ι 尹
ϑ 的揭洋河谷

,

该河在我国境 内全长约 ∃ 公

里
,

河道海拔多在  # 一 Ι## 米
,

山岭  ∃ # #一  ∀ # #米
,

相对高差 # # #米左右
,

属中山河谷

地貌类型
。

要罗双林分布在海拔 Κ ## 米以下湿润低地和沟谷
,

常与山合欢 <%. 6≅ 8 ≅Χ Λ Χ. :

Λ 17 Χ=
,

高大含笑 <Μ ≅/ Ε4 .≅Χ 4 Ν /4 .ΦΧ= 为代表的落叶季雨林成交错镶嵌分布
,

总面积约

Ι# 平方公里
,

另外在大盈江下游也有小面积分布
,

均处于滇缅国界线一带
。

气候方面受印度洋暖流影响较深
,

具有气温较高
,

雨量丰沛
,

干湿季十分明显等季

风热带特点
。

据设在海拔 Η# 米临时气象站  ! Η Η一  ! 了∀两年记录
,

年平均气温
2

了 “& ,

最高温Ι∀ ℃
,

出现在 Ι 一 月
,

最低温
“& ,

出现在  月 , 年雨量∀ ∃Κ 毫米
,

!# Ο集 中

在 ∃ 一 ! 月降落
,

尤以 了月最多
,

可达  # # #毫米左右
。

相反在 Π 月至次年 月 的 半 年

·

本文由姜汉侨
、

金振 洲先生提出修改意见
,
土族 由荆桂芬

,

赵齐生分析
,

部 分标本 由分类室同志鉴定
,

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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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仅有年雨量的 # Ο
,

有的月份滴雨不下 , 年相对湿度 ∀ Ο
,

三月份低于Η# Ο , =
。

土壤为砖红壤
,

根据颜色和结构全剖面可分为三层
,

上层 。一  ∀ / 5 ,

黄褐色
,

碎石

较多 Θ 中层  ∀ 一∃#
/ 5

,

呈黄红色
,

湿润而紧实 Θ 下层 ∃# 一  # / 5
,

呈红褐色
,

具粗根和

大块母岩
。

地表枯枝落叶极少
,

每在Ι# 一∃# 厘米深处发现有火炭残存
,

主要根系集中在

∃# 厘米以上
。

又从分析的结果表明
,

阳离子交换量在Ι
。

#∃ 一Κ
2

∃ 毫克当量 = ## 克土
,

盐

基饱和度∃
2

Κ 一∀
2

∃ Ο
,

水解性总酸度
。

Ι 一∃
。

∀Κ 毫 克 当 量   ## 克 土
,

总 碳 量在

#
2

Ι一#
2

Ι Ο
,

富里酸含碳量#
2

# 一 )
。

! Ο
,

胡敏酸含碳量#
2

例一#
2

#∃ Ο
,

9Ρ Δ
2

∃一 ∃
2

∀ ,

有机质含量上层 < 1 一  ∀ 4 5 =为  
2

! # Ο
,

中层 < ∀一∃ # 4 5 = #
2

∃ Η Ο
,

全氮量上层 #
2

 # Ο
,

中层

为。
2

# ∀ Ο
。

具有土壤呈酸性反应
,

有机质含量不高
,

富里酸高于胡敏酸等热带土壤的共

同特征
。

二
、

森林植物区系组成与外貌

婆罗双林的植物组成
,

经小面积样地材料统计
,

在#
2

Ι∀ 公顷面积上
,

共记载了高等

植物  Ι 属
,

巧 Η种 =
。

其中作为新种或新分布
,

同时又在本群落中普遍 出现的种类有阿

萨姆要罗双 < ΔΕ 1 7 4 Χ Χ Φ Φ Χ 5 ≅4 Χ =
,

柔毛龙脑香 <? ≅Α Β47 1 4 Χ 7 Α Σ Φ Α ≅.1 Φ Σ Φ Τ 1 Ν 6 = 揭布罗香

<?
2

ΒΣ 7 6≅Π Χ ΒΣ Φ=
,

粉背韶子<∗ 49Ε4 .≅Σ 5 Ε ΥΑ 1 ς .Χ Σ 4 Σ 5 =
,

直立黄藤 <& Χ .Χ 5 Σ Φ 4 7 4 4 Β Σ Φ=
,

“
蛇皮果

” < Ω Χ .Χ 4 4 Χ Φ 4 4 Σ Π Ξ Χ =
,

花枝木奶果 < ( Χ 4 4 Χ Σ 7 4 Χ 7 Χ ΒΠ ≅Ψ.1 7 Χ =
,

小灌木倪藤

<Ζ Π 4 ΒΣ 5 6 7 Σ Π 1 Π ≅Χ Π Σ 5 = 和附生的鹿角蔗 <9.Χ ΒΥ 4 1 7 ≅Σ 5 Φ Α Π 1 3 2

= 等多种
,

均为 大 型

的乔
、

灌木和附生种类
。

若再加上其它小型植物和别群落 中的种类总数量不少于# 种
。

由此可见这个地区之区 系组成在我国具有独特的位置
。

是植物区系采集的空白点
。

下面

再将其中经过可靠鉴定的  #Ι 属种子植物
,

试作分布区类型的统计 <表  =
。

表  
2

要罗双林植物区系组成分布区类型统计表

∋ Χ 6.4  
2

% 74 Χ 一

∋Υ Α 4Φ 1 Ψ ς 4 Π 47 ≅4 Ψ.1 7 ≅ΦΒ≅4 / 1 5 Α 1 Π 4 Π ΨΦ

分布区类型
2

<% 7 4Χ 一ΒΥ94 =
 #     Ι    ∃ 合计 <Β1 ΒΧ .=

各区 属数
Π Σ 5 6 47 1 Ψ ς 4Π Σ Φ

  # Ι Η

占总属数 <Θ 幼 [ Η
。

 

Β1 ΒΧ . ς4 Π Σ Φ <Ο =

  # ∴

温带成分 ∃

∋ 。爪Α
2

4.45 4 Π Β

 # Ι

 # #

热带成分 叭Ο

∋ 7 1 Α ≅4 Χ . 4 .45 4 Π Β ! Ο 护
Ο

· 。

全热带 Θ Ι
。

热带亚 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Θ
2

旧 世界热带 Θ ∃
2

热带亚洲至热带澳州 Θ Κ
2

热带亚 洲 至 热 带

非洲 Θ Η
2

热带亚 洲 Θ ∀
2

北温 带Θ !
2

东亚
、

北美间断分布 Θ  #
。

旧世界温带 Θ   
。

温带亚洲 Θ  
2

东亚 Θ 巧
2

我国特 有
2

从上表看出参与婆罗双林组成中
,

有! Ο 的属为热性区系
,

其 中以热带亚洲分布比

数最大
,

占ΙΚ Ο , 而温带性质成分仅 占 ∃ Ο
。

这较我省南部季节性雨林的热 性 区 系 占

 = 据盈江县娜 邦甘蔗试验 站楚连 毕记载
口

<资料未经校正 =

幼 由于 篇幅所 限
,

工作 中记 录的全部植物名称和样地材料予 以 省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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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Ο要高一些Ι=
。

构成东南亚常绿雨林的骨干科一龙脑香科在该地区也采到二属四种
,

即柔毛龙脑香

<? ≅Α Β4 7 1 4 Χ 7 Α Σ Φ Α ≅.1 Φ Σ Φ=
,

揭布罗香 <?
2

ΒΣ 7 6 ≅Π Χ ΒΣ Φ=和阿萨姆婆罗双 <Δ Ε1 7 4 Χ Χ Φ Φ Χ 5 ≅4 Χ =
,

落叶婆罗双 <Δ Ε 17 4 Χ Δ Α
2

=
,

在小面积范围内
,

集中生长这样多龙脑香科植物
,

在我国实

为首见
,

而以阿萨姆婆罗双为主形成的常绿森林
,

究其群落中全部植物种类 组 成 和 结

构
,

极相似于邻国印度
、

缅甸东北部的森林植被
。

植物群落的外貌
,

主要取决于建群植物的生活型
。

在我们所记载的  ∃Η 种植物 中
,

属三米以上高度的木本植物有 Κ! 种
,

占总数的 Ο
,

米左右的灌木∃ 种
,

占 Κ Ο
,

草

本  ! 种
,

附生植物Π 种
,

藤本 ΙΙ 种 <多为木质藤本=
,

显然是高位芽植物 占了绝对优势
,

藤本植物居第二位
,

附生植物较少
。

作为能影响群落外貌的高大树木来说
,

以胸高直径

在Ι# 厘米以上的树木作统计
,

共计 Κ 种 ∃! 株
,

其中落叶或半落叶 <换叶=者有 ∃ 种  # 株
,

占总株数  Η Ο
。

较滇南季节性雨林上层落叶植株 占# Ο 少得多 Ι=
。

再加上落叶时间先后

不一致
,

当榆绿木 <% Π 1 ς 4 ≅Φ Φ Σ Φ Χ 4 Σ 5 ≅Π Χ ΒΧ 3 Χ 7 2

.Χ Π 4 4 1 .Χ ΒΧ =
,

大药树 <% Π Β≅Χ 7 ≅Φ Β1 Ν ≅4 Χ 7 ≅Χ =

等 Ι 一 月份落叶时
,

红椿 <∋ 1 1 Π Χ 4 ≅.≅Χ ΒΧ =
,

高大含笑 <Μ ≅4Ε 4.≅Χ 4 Ν 4 4 .Φ Χ = 等早已是

幼叶全展接近于恢复正常了
。

因此表现在群落外貌上全年是常绿的
。

又从落叶种类数量

统计
,

婆罗双林高达Ι Ο
,

较滇南季节性雨林 <占 ∃
2

∃ Ο = 又大得多
。

反映出常绿树种

类单一
,

优势种明显的特点
。

呈现出林冠较平整
,

远观一片翠绿
,

冬春季节又参杂嫩绿

色斑点
。

阿萨姆婆罗双树在群落中的地位
,

按胸径三厘米 以上植株计共有∀! 株
,

占全部植株总

数的 !
2

∃Ο , 其中 厘米以上的大树  Κ 株
,

占同级总株数∃ !
2

Ο
,

占Κ 厘米以上树木株

数的Η# Ο 以上 <表 =
。

从而表明婴罗双树在该群落各直径级发育齐全
,

生势旺盛
,

并

随 树 龄 加 大
,

直径级增加
,

婆罗双树 占有的百分比也更大
,

以致形成热带少有的单优

群落
。

不过这种数量关系
,

常随树龄变化有所不同 <表 Ι =
,

如表所示
,

在 # 龄左右工

作地段上
,

平均树高 Ι∃ 米
,

胸径Ι# 厘米
,

每 # # #平方米 内有Ι! 株
,

各种直径 级 发 育 齐

表 在#
#

Ι ∀公项面积上 Ι 厘米以上不同直径级植株数Β 分配统计表

∋Χ 6.4 Ω
。

+Π Ξ ≅3 ≅Ξ Σ Χ . Π Σ 5 悦 7 1 Ψ Β7 4 4Φ 1 3 4 7 Ι 45
2

Ξ ≅Χ
。 1 Π ΦΧ 5 Α .4 ΦΒΧΠ Ξ Φ 1Ψ #

2

Ι ∃ Ε44 ΒΧ 74 Φ

直径级 <厘米=

Ξ ≅Χ 5 4 Β4 7 4.Χ ΦΦ ≅Π 4 4Π Β≅5 4Β47

全部植株总数
Β1 ΒΧ .

其中婆罗双植株数量
≅Π Ξ ≅3 ≅Ξ Σ Χ . Π Σ 5 64 7 Φ

1 Ψ ΦΕ 1 7 4Χ

要罗双占全部株数Ο
94 7 4 4 Π Β 1 Ψ ΦΕ 1 74 Χ

Ι 厘米以 上
1 3 47 Ι / 5

  厘米 以上
2

1 3 4 7   45

 厘米以 上
。3 47  4 5

Κ 厘米以上

Κ Κ < Η  = Ι
。

<Ι Κ
,

∀ =

,

这一直径级 中
,

由于扰榔密生
,

影晌到婆罗双树应占的 Ο
,

若除去该种植株数应为括号 内之数字
,

看来 比 较

正常
。

Ι= 昆明植物所
,

 ! Κ Ι ]

群落站定位工 作总结
、

第四篇 页 <油印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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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

从幼苗
、

小树到大树的植株数目均按照一定的比例减少成材 , 但  # #年以上的成熟林

段
,

树高与粗度增加
,

总株数大减
,

平均每 # # #平方米 内仅Κ
2

 株
,

基本上全部是 # 厘

米以上径级的大树
,

林下小树已全部被淘汰
。

表 Ι 要罗双树在不同生长期各直径级株数变化统计表

∋ Χ 6.4 Ι
2

+Π Ξ ≅3 ≅Ξ Σ Χ. Π Σ 5 6 4 7 Φ 1 Ψ 汀Ε 1 7 4 Χ Χ ΦΦ Χ 5 云4 Χ Χ Β 3 Χ 7≅1 Σ Φ ΦΒΧς 4Φ 1 Ψ Ξ 4 3 4.1 Α 5 4Π Β

样地编号
∗ 1

。

样地面积 <5 Ω=

<∃ ≅8 4 1 Ψ 9.1 Β=

大概树龄 <年〕
<Υ4Χ 7 Φ Χ 997 1 Ν =

群落一 般高度 <5 =

<Μ 4 Χ Π 五4≅ςΕΒ 1 Ψ 4 7 1 ⊥ Π Φ=

上层树平均胸径 <厘米 =

<∗.4 Χ Π Ξ ≅Χ ΒΠ 4Β4 7 1Ψ Σ 9伴7 Β7 44 Φ=

#一 ∃   #一  #

Ι ∃一 Ι Κ #一

Ι #一Ι ∃ Κ #一 ∀ #

。.习 比!∀#。沙

般情况

最大胸径 ∃厘米 %
∃& ∋ ( ) ∗ + ∗ , − . +( //∗ 0+ + , ∗ ∗ 0 %

1 一 2 厘米径级

  一 32 厘 米径级

3  一12 厘米径级

1 一42 厘米径 级

4  一52 厘米径级

以厘米以 上

合计株数
∃+ − + (/%

平均  2 2 2) 3 株数
∃ 6 # ) 7 ∗ , − . + ,# 6 8 0 9∗ ,  2 2 2) 3 %

3

3 2

 3

 4

:

2

;日。<功的‘/。!‘。已‘=>92的!田?任6瑞/。69一之9国

各直径级分株配数

另一方面婆罗双树表现在木材积累方面也具明显优势
,

据统计每公顷约 有 各 种 大

小植株  3 2 2余株
,

木材蓄积量≅2 2多立方米
。

其 中婆罗双树有大小树木 3 12 多株
,

木材蓄

积 4 5 − ) “

Α公顷
,

占总蓄积量的 :
=

3 Β
。

三
、

群落的层次结构和生态特征

婆罗双林的层次结构
,

在较好的林段上
,

通常分 为四层
,

即乔木一
、

二
、

三和灌木

草本层 ∃图  %
。

乔木上层具有树大
、

杆直
、

枝条集 中生长在树杆顶端
,

树冠呈伞形
,

树高1 一 42 米
,

最高 43 米
,

平均胸径 4 2一52 厘米
,

最粗  42 厘米
,

平均每  22 2平方米 内有  2

株
,

其中阿萨姆婆罗双树 占 一 5 株
,

有时达 ≅ 株
,

冠幅
大 5 )

Χ ,

最大  2 Δ  3 )
3 ,

占有明显的优势
。

另外混生在第一层高度的种类还有大药树
、

吉大港榕 ∃Ε∋ Φ# 0 Γ /− ) ∗ , (∋ (

Η’(
,

=

Φ Ι∋ ++ (Γ −6 Γ (% 红椿
、

高大含笑和两种龙脑香等
,

在靠近水沟边
,

常绿臭椿 ∃ϑ ∋/(6 +Ι # 0

.− , Κ∋ ∋% 也常出现
,

共同构成郁闭度在 :2 Β 左右的密闭天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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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乔木
,

层间距离较大
,

从 # 一Ι∃ 米的垂直空间都有树木生长
,

其共同特点是

树木分枝较低
,

枝条细弱
,

树冠呈椭圆
、

长椭圆形或塔形
,

常常在林窗空隙处树木较高

大
,

相反在上层林冠之下树身较矮
。

总之林间空隙都或多或少为这一层植株所占据
,

组

成郁 闭度在 # 一∃# Ο的林层
。

再加上林冠缠满了各色藤本
,

即参加了群落结构
,

又显得

林冠更加郁闭
。

主要种类除阿萨姆婆罗双之外有大枫子科的高山大枫子 <Ρ Υ ΞΠ 1/ Χ7 9Σ
”

Χ .Α ≅Π Χ =
、

龙角 <∋ Χ 7 Χ ΛΒ1 ς 4 7 1 Φ Λ Σ 7 8 ≅≅=
,

肉豆落科的狭叶红光树 <α Π 4 5 Χ 4 7 7 Χ Β≅4 Χ =
、

大叶红光树 <α
2

.≅Π ≅Ψ1 .≅Χ =
,

棣科的滇南溪渺 <&Ε ≅Φ 1 4 Ε 4Β1 Π Φ ≅Χ 5 4 Π Φ ≅Φ=
,

蕃荔枝科的

中华密榴木 <Μ ≅.≅Σ ΦΧ Φ≅Π 4 Π Φ ≅Φ =
、

纤细密榴木 <Μ
2

Β4 Π Σ ≅ΦΒ≅Α ≅ΒΧ ΒΧ =
,

豆科的无优花

<Δ Χ 7 Χ 4 Χ ς 7 ≅ΨΨ≅ΒΕ ≅Χ Π Χ =
,

大戟科的花枝木奶果 <( Χ 4 4 Χ Σ 7 4 Χ 7 Χ 5 ≅Ψ.1 7 Χ = 以及少量 ≅.β 毛棒

科的红锥 <& Χ Φ ΒΧ Π 1 Α Φ ≅Φ .≅Υ Φ Β 7 ≅Ν =
,

印拷 <&
2

≅Π Ξ ≅4 Χ = 等 #多种组成
。

第三层为小乔木
,

高度 # 米左右
,

以棕搁科的枕榔 < 气7 4 ”ς Χ Α ≅Π ΠΧ ΒΧ = 占绝 对 优

势
,

这种植物具有长达 # 余米的羽状叶片
,

集 中生长在树杆顶部
,

冠 幅 达 ∃ Ν Κ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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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  ## 5
Ω

内约有三株
,

形成一种林冠相互交错
,

郁闭度可达 Η# 一!# Ο的单优林层
,

特别壮观
。

同时对下层其它种植物也起着荫蔽作用
,

因而下层其它植物数量较少
,

主要

种类除上两层大树的许多种幼树如狭叶红光树
,

花枝木奶果等 之 外
,

尚 有 直 立 黄 藤

<& Χ .Χ5 Σ Φ 4 7 4 4 ΒΣ Φ=
,

野桐 <Μ Χ ..1 ΒΣ Φ .4 3 4 ≅..4 Π Σ Φ=
,

银钩花 <Μ ≅Β 7 4 Α Ε1 7 Χ Φ Α
2

=
,

粉

背韶子 <∗ 4 Α Ε4 .≅Σ 5 ΕΥ Α 1 ς .Χ Σ 4 Σ 5 =
,

乔木紫金牛 <% 7 Ξ ≅Φ≅Χ Χ 7 6 1 7 4 Φ 4 4 Π Φ = 等 #多种组

成
。

第四层为灌木
、

草本层
,

植株高度  一 Ι 米
,

这些植物虽然生活型不一样
,

但对空

间利用大体一致
,

故作为一个层次看待
。

当中灌木种类记载了∃ 种
,

常见以小灌木倪藤

< Ζ Π 4 ΒΣ 5 6 7 Σ Π 1 Π ≅Χ Π Σ 5 =
、

山槟榔 < 9 ≅Π Χ 1 ς Χ 6 Χ 3 ≅4 Π Φ ≅Φ =
、

越密脉木 <Μ Υ 7 ≅1 Π 4 Σ 7 1 Π

Β 1 Π Λ ≅Π 4 Π Φ ≅Φ =
、

九节木二种 <9Φ Υ4 Ε1 Β 7 ≅Χ Φ Α Α
2

=
、

印度火筒 < χ 4 4 Χ ≅Π Ξ ≅4 Χ =
、

算盘子

<Ζ .1 4 Ε≅Ξ ≅1 Π Φ Α
2

=
、

狗牙花 <ϑ 7 3 Χ ΒΧ 5 ≅Χ ] Α
2

=
、

腺木 <入.Υ4 4 Β≅Χ Φ Α
2

= 等
。

草本植物

有  !种
,

常见有移叶 <9Ε 7 Υ Π ≅Σ 1 4 Χ Α ≅Β Χ ΒΣ 5 =
、

药翡薯 <∋ Χ 4 4 Χ 4 ΕΧ Π Β 7 ≅/ 7 ≅=
、

长叶实威

<( 1 .6 ≅Β≅Φ Ε 4 Β4 7 1 4 .≅ΒΧ =
、

线柱芭苔 <Τ ΕΥ Π 4Ε 1 Β4 4 Ε
, ,
5 1 6 1 3 Χ ΒΣ 7Π =

、

刺茎老鼠筋 <% 4 Χ Π ΒΕ Σ Φ

.4 Σ 4 1 Φ ΒΧ 4 ΕΥ Σ Φ=
、

野姜 <Ω ≅Π ς ≅64 7 ] Α
2

= 等
。

它们的个体数量都不太多
,

共同组成层郁

闭度常不超过# Ο
。

形成稀琉的林下结构
,

也是本 群 落 的 特 点 之 一
。

<图 =

群落的另一大特点是藤本植物十分发达
,

并以种

类多
,

木质大藤本数量大为标琵
,

据不完全统计共计

Ι Ι种
,

其中 一  # 厘米以上粗度者有 种 !# 余株
,

它

们往 往 伸 展 到# 一Ι# 米高的上层林冠
,

藤蔓在林层

间来 回穿梭
,

藤萝在林冠盘旋
,

经常把那不太连续的林

冠
,

串通成为一整体
,

加大了林内郁闭
,

常见的大藤本

有绒苞藤 <& 1 Π ς 4 Χ Β 1 5 4 Π Β 1 ΦΧ =
,

楔翅藤<Δ ΑΕ 4 Π 1 Ξ 4 Φ 5 4

Α 4 Π ΒΧ Π Ξ 7 Χ 3 Χ 7 2

⊥ Χ ..≅4Ε ≅Χ Π Χ =
,

土密藤 <( 7 ≅Ξ 4 .≅Χ

只

曰 七户
郁困度

Φ Β≅Α Σ .Χ 7 ≅、 =
,

风车 藤 <& 1 5 67 4 ΒΣ .Π Γ Χ ..≅/ Ε ≅≅ 0 Χ 7 ·

图 姿罗双林分层郁闭度图解

⊥ Χ .一≅4 Ε≅≅=
,

马钱藤 <Δ Β 7 , 4 Ε Π 1 Φ Φ Α
·

=
,

长柄钩藤 ⎯ ≅ς
2 2

4 1 3 4 7 Χ罗
一ΦΒ7 Χ Β≅Ψ≅/Χ Β≅。。 Ξ ≅Χ ς 7 Χ。,

<− Π 4 Χ 7 ≅Χ .1 Π ς ≅Α 4Β ≅1 .Χ ΒΧ =
,

异核果 <0 4 Π Β≅.Χ ς 1 Φ Α
2

=
, 。Ψ Β。。 Φ、1 7 4。 Ψ1 7 4 ΦΒ

黄药 <⎯ ≅67 Χ Σ 7 4 Χ 7 Χ 4 ≅Φ Χ =
,

秤钩风藤 < ? ≅Α .1 & .≅, ≅Χ %
2

乔 Ν层 Η #Ο (
2

乔 .层 βΔΟ

ς .Χ Σ 4 4 Φ 4 4 Π Φ=
,

毛药 <9 ≅Α 4 7 Α Σ 64 7 Σ .Σ 5 = 等多种均为 4
2

乔 , 层∃ ∃ Ο Π
2

灌木草本层  Ο

热区习见种类
。

附生和半附生植物不够发达
,

但在局部地方也可 以看到附生在树枝或树杆上的鸟巢

获 <∗ 4 1 ΒΒ1 Α Β4 ]  ∃ Π ≅Ξ Σ Φ=
、

鹿角蔗和多种兰科植物 Θ 半附生植物以石柑子 <9 1 ΒΕ1 Φ 4 Ε ≅Π 4 Π Φ≅Φ

9
2

Α ≅.Σ .≅Ψ4 7 =
,

树娱蛤 <Τ Ε Χ Α Ε ≅Ξ 1 Α Ε1 7 Χ .Χ Π 4 ≅Ψ1 .≅Χ = 常见
,

有时在沟边空旷处可 以爬

满整个树干
,

真是别有奇观
。

老茎生花植物有粉背韶子
,

无优花
,

花枝木奶果和多种榕树 <⎯ ≅/Σ Φ Φ Α Α
2

=等
,

均为

乔木二
、

三层的植物
。

热带雨林的树皮一般是光滑而较薄的
,

在阿萨姆要罗双林中
,

径级

#厘米左右的大树通常树皮厚 #
2

∀一  厘米
,

常光滑
,

下层小树皮厚多在#
2

∃一#
2

Κ厘米
,

但在  # #年以上的要罗双老树
,

皮厚可达  
2

∃厘米
,

呈龟裂大片块状脱落
。

板状根在Κ! 种

乔木中
,

仅见 Π 种树有不同程度的发育
,

而且条数不多
,

高度和 宽 度 均 不大
,

其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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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育的榕树和大药树有 Κ 条
,

最高 ∃# 一 ## 厘米
,

一 般 的 仅Ι# 一∃# 厘米
。

热区较为

特别的绞杀植物
,

这里也见有一些榕树的种类出现
,

但数量较少
,

种类不多
。

结 语

总之我省的要罗双林
,

具有分布方面沿沟谷楔入
,

植物种类组成较贫乏
,

缺乏雨林

中极高大的巨树
,

木质大藤本发达
,

板根
、

茎花
、

附生植物明显减少等特征
,

显然不是典型

的热带雨林
。

但是从整个植物区系组成来看
,

热带成分占! Ο以上
,

群落中一些常见的

大树如大药树 <% Π Β≅Χ 7 ≅Φ Β1 Ν ≅4 Χ 7 ≅Χ =
、

千果榄仁 <∋ 4 7 5 ≅Π Χ .≅Χ 5 Υ 7 ≅1 4 Χ 79Χ =
、

大叶 白颜树

<Ζ ≅7 1 Π Π ≅4 7 Χ Φ Σ 6 Χ 4 δ Σ Χ .≅Φ=
、

榆绿木 <% Π 1 ς 4 ≅Φ Φ Σ Φ Χ 4 Σ 5 ≅, .Χ ΒΧ 、
,

Χ 7 2

.Χ Π 4 4 1 .Χ ΒΧ =
,

八宝树

<? Σ Χ 6 Σ Π ς Χ ς 7 Χ Π Ξ ≅Ψ.1 7 Χ =
,

揭布罗香 <? ≅Α Β 4 7 1 4 Χ 7 Α Σ Φ ΒΣ 7 6 ≅Π Χ Β]工Φ =
,

大叶藤黄 <Ζ Χ 7 4 ≅Π ≅Χ

Β≅Π 4 Β1 7 ≅Χ =
,

红椿 <∋ 1 1 Π Χ 4 ≅.≅Χ ΒΧ =
,

滇石梓< Ζ 5 4 .≅Π Χ Χ 7 6 1 7 4 Χ =
,

恍榔 <% 7 4 Π ς Χ Α ≅Π Π Χ Β Χ =等
,

都是从西喜马拉雅山南坡热带
,

不丹
、

尼泊尔
、

印度北部一直到中南半岛都有分布
。

另

一些种类如柔毛龙脑香 <? ≅Α Β4 7 1 4 Χ 7 Α Σ Φ Α ≅.1 Φ Σ Φ =
、

蛇皮果 < Ω Χ .Χ / 4 Χ Δ4 4 Σ Π Ξ Χ =
、

阿萨

姆婆罗双 <Δ Ε1 7 4 Χ Χ Φ Φ Χ 5 ≅4 Χ =
、

吉大港榕树 <⎯ ≅4 Σ Φ ς .1 5 4 .Χ ΒΧ 3 Χ 7
2

4Ε ≅ΒΒΧ ς 1 Π ς Χ = 等基

本上由印
、

缅分布到这一带为极限
。

所以从整个群落组成与性质来说
,

实际上就是这一

带森林向东北分布的极限类型
。

这种森林具有林木高大
,

树龄古老
,

优势种明显
,

终年常

绿
,

并混杂一定数量的龙脑香植物
,

由此构成的森林植物群落既不同于印度阿萨姆一带

的热带季雨林
,

也不同于马来亚
、

缅甸南部的棍交雨林
,

而是一种在季风和地形影响下

发育起来的特殊类群—
以常绿婆罗双为主的季节雨林 <半常绿雨林=

。

对于这类热带

森林
,

现存面积虽小
,

但对于研究邻近地区之植物资源和土地利用等方面意义重大
。

为

了保存稀有森林之物种资源和珍贵造林树种
,

对这一地区应特别加强保护和引种育种工

作
,

使之尽快在我国扩大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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