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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双版纳是世界生物学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和热点地区ꎬ 倍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ꎮ 笔者依据 ３０ 多年来对

西双版纳植被的调查ꎬ 结合植物群落生态学与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ꎬ 并参考世界类似热带植被的研究成果ꎬ 对

西双版纳植被的分类、 物种组成、 群落生态表现和植物区系特征等作了系统探讨ꎬ 还进一步分析比较了其与世

界类似热带森林植被的关系ꎮ 结果显示ꎬ 西双版纳的森林植被共包括 ３２ 个较为典型的群系ꎬ 且分属于 ７ 个主要

的植被型ꎬ 即热带雨林、 热带季节性湿润林、 热带季雨林、 热带山地(低山)常绿阔叶林、 热带棕榈林、 暖热性

针叶林和竹林ꎮ 本文对西双版纳植被进行的全面记录和系统归纳ꎬ 可为科学研究、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保护

区的管理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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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热带地区主要分布在西藏东南部、 云

南、 广西、 广东、 台湾的南部及海南岛ꎬ 这些地

区均属于热带亚洲的北部边缘ꎬ 但面积最大且较

典型的热带森林植被地区在云南南部ꎬ 即西双

版纳ꎮ
西双版纳的热带森林植被自 １９３９ 年被王启无

提及后[１]ꎬ 中国科学院、 云南大学等(５０ － ６０ 年

代)相继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ꎬ 并发表了很多研究

论文ꎬ 一些较为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也已收录在«中
国植被» [２]、 «云南植被» [３]中ꎬ 金振洲等还修订发

表了较为全面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植被分类系

统[４]ꎻ 至今ꎬ 在对各种具体森林群落的研究上也

已发表了大量的论文[５－３９]ꎬ 充分肯定了云南南部

具有印度、 马来西亚类型的亚洲热带雨林ꎮ 然

而ꎬ 与世界主要的热带雨林分布地区相比ꎬ 云南

西双版纳的热带地区由于纬度偏北和海拔偏高ꎬ
本身又是山原地貌ꎬ 即拥有相对较低的年平均温

度(约 ２２℃)和年平均降雨量(１５００ ｍｍ)ꎬ 故长

期以来关于云南是否有真正的热带雨林仍存有争

论ꎮ 一些生态学家认为ꎬ 如果云南存在热带雨

林ꎬ 则其应为辛柏尔定义的经典热带雨林与季风

林之间的一种类型[４０] ꎬ 或是理查斯早期所认为的

一种在很多方面与真正热带雨林相区别的亚热带

雨林类型[４１] ꎮ 早期的研究虽初步肯定了云南南部

具有生物地理意义上的真正热带雨林[４２]和热带植

物区系[４３] ꎬ 并认为它是一种与印度、 马来西亚的

热带雨林不同的类型ꎮ 直到 １９７４ 年ꎬ 典型的东

南亚热带雨林类型———龙脑香 (望天树 Ｓｈｏｒｅａ
ｗａｎｔｉａｎｓｈｕｅａ)热带雨林在云南勐腊县被发现ꎬ
云南南部具有东南亚类型的真正热带雨林这一事

实才被国际上普遍接受[４４ꎬ４５] ꎮ
由于«中国植被»和«云南植被»中所用资料主

要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的(大部分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调查数据)ꎬ 当时因条件限制ꎬ 对西双版纳

热带森林的研究不够深入ꎬ 且可供参考的周边东南

亚热带森林植被的文献资料较少ꎬ 故在植被分类、
植被类型的命名及其解释上也与国外资料不尽相

同ꎮ 西双版纳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和热点

地区(即东喜马拉雅和印－缅生物多样性热点和关

键地区的一部分) [４６]ꎬ 倍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ꎮ 随

着对西双版纳植被研究的不断深入及国际学术交流

和合作研究的深度开展ꎬ 有关植被类型的划分和名

称术语的释义均有了新的发展ꎬ 有必要进一步总结

研究资料ꎬ 同时在参考世界类似热带森林植被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ꎬ 对西双版纳森林植被的类型、 分

类、 物种组成和群落特征等作一个系统归纳ꎬ 并探

讨与世界类似热带森林植被的关系ꎮ

１　 西双版纳的自然地理与地质历史背景

１ １　 地理与地貌

西双版纳地区(２１°０９′ ~ ２２°３６′Ｎꎬ ９９°５８ ~
１０１°５０′Ｅ)位于云南省南部ꎬ 总面积 １９６９０ ｋｍ２ꎮ
西双版纳南与老挝、 缅甸接壤ꎬ 西、 北、 东三面与

滇西南山原、 山地相连ꎬ 属于横断山系南端无量山

脉和怒山山脉的余脉山原、 山地区域ꎻ 整个地势周

围高、 中部低ꎬ 以山原为主ꎬ 其中分布着许多宽谷

盆地、 低山和低丘ꎻ 海拔范围从最低处(南部的南

腊河与澜沧江交汇处水面)的 ４７５ ｍ 至最高峰(澜
沧江西岸的桦竹梁子)２４２９５ ｍ(图 １１)ꎮ 西双版

纳的典型热带地区仅为海拔 ９００ ~ １０００ ｍ 以下的

低山、 河谷及坝区ꎬ 约占总面积的 １８％[４７]ꎮ
西双版纳在澜沧江以东为中生界红色砂岩、 泥

岩组成的山原中、 低山山地ꎬ 以西为以燕山期花岗

岩及下古生界变质岩为基底的中山宽谷盆地ꎮ 西双

版纳地貌特征是: 西部为较高的山原ꎬ 分布着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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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　 西双版纳地貌
(引自西双版纳植物园景观生态研究组)
Ｆｉｇ １ １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Ｌａｂ.ꎬ ＸＴＢ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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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大型山间盆地和长型的河谷平坝ꎬ 海拔多在

１０００ ｍ 以上ꎬ 为南亚热带气候ꎻ 东部是复杂的山

原、 山地和盆地ꎻ 东北部为山原ꎻ 东南部则为低

山、 浅丘及宽谷相间地貌ꎬ 海拔一般在 １０００ ｍ 以

下ꎬ 是热带气候区ꎮ
１ ２　 气候

西双版纳地区主要受印度洋季风控制ꎬ 属于西

部型热带季风气候ꎬ 因其平均海拔在季风热带上

限ꎬ 故具有低纬高原性质ꎮ 气候随地形和海拔高度

分异十分明显ꎬ 如不同海拔地点的温度观测值差别

较大 (表 １１)ꎮ 西双版纳地区年均温 ２１７℃ ~
１５１℃ꎬ ２０℃的等温线相当于海拔 ８５０ ｍ 的等高

线ꎬ 年温差 ９１℃~１０４℃ꎻ 最热月为 ６ 月(均温

１７９℃~ ２５５℃)ꎬ 最冷月为 １ 月 (均温 ８８℃ ~
１６℃)ꎻ 极端低温多年均值一般在 ５℃ 左右[４８]ꎮ

西双版纳地区年降雨量 １１９３ ~２４９１ ｍｍꎬ 降

雨的时空分配不均ꎬ 变化很大ꎮ 在时间上有明显的

干、 湿季之分ꎬ 降雨最少的一般是 ２ 月ꎬ 最多的是

７ 月、 ８ 月ꎻ 在空间分布上ꎬ 东部降雨量大ꎬ 西部

降雨量较少ꎬ 形成了东湿西干、 降雨量随海拔升高

而增大的气候特点(表 １２)ꎮ
西双版纳地区冬、 春季多雾ꎬ 年均雾日在勐腊

为 １４６４ ｄ、 勐仑为 １１５６ ｄ、 曼稿为 １２６２ ｄ、 澜

沧江边为 １３４４ ｄꎮ １１ 月－ ２ 月期间ꎬ 雾日占 ７０％
以上ꎬ 浓雾的降水量高达 ０１ ~ ０３ ｍｍ / ｄꎮ

西双版纳的一些地方还有明显山地逆温现象ꎮ
根据在景洪市大勐龙镇的观测数据ꎬ 气温随海拔垂

直增温幅度为 １０℃ ~ １２℃/ １００ ｍꎬ 有时可达

２７℃/ １００ ｍꎬ 高于气温随海拔升高而降低的递减

幅度 １ 倍之多ꎮ 由于山地逆温的存在ꎬ 西双版纳的

一些地方出现植被垂直带倒置景观ꎮ
１ ３　 土壤

西双版纳地区具有多种与气候、 植被类型相关

的土壤类型ꎬ 主要包括: 在海拔 ６００ ~ １０００ ｍ 范

围内为热带雨林、 季 雨 林 砖 红 壤 带ꎻ １０００ ~
１６００ ｍ 为季风常绿阔叶林赤红壤(砖红壤性红壤)
带ꎻ １６００ ｍ 以上是山地红壤带ꎻ 还有一些地方间

隔镶嵌分布岩性土(紫色土ꎬ石灰岩土) ꎮ砖红壤

表 １ １　 不同海拔地点的温度状况观测值[４８]

Ｔａｂｌｅ １ １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ｔｅｓ

地点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海拔(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年均温
ＡＭＴ

≥１０℃积温
ＡＣＴ

最热月均温
ＭＴＨ

最冷月均温
ＭＴＣ

澜沧江边 Ｍｅｋ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 ５５２.７ ２１.７ ７９４８ ２５.３ １５.６
勐仑 Ｍｅｎｇｌｕｎ ６００ ２１.４ ７８１１ ２５.３ １５.６
勐腊 Ｍｅｎｇｌａ ６３１.９ ２１.０ ７６３９ ２４.６ １５.２
勐养 Ｍｅｎｇｙａｎｇ ７４０ ２０.８ ７５９２ ２４.６ １４.７
曼稿 Ｍａｎｇａｏ １１７６.３ １８.１ ６５７８ ２２.３ １１.９
南贡山 Ｎａｎｇｏｎｇｓｈａｎ １９７９ １５.１ ５０６２ １７.９ ８.８

　 　 Ｎｏｔｅｓ: ＡＭＴ: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ꎻ ＡＣＴ: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ꎻ ＭＴＨ: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ｔｔｅｓｔ ｍｏｎｔｈꎻ ＭＴＣ: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ｅｓｔ ｍｏｎｔｈ.

表 １ ２　 西双版纳地区不同观测地点的降雨量[４８]

Ｔａｂｌｅ １ ２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地点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年降雨量 ＡＰ
(ｍｍ)

干季雨量 ＰＤ
(１１ 月 － ４ 月)

雨季雨量 ＰＲ
(５ 月 － １０ 月)

干湿季比值
ＰＤ / ＰＲ

澜沧江边 Ｍｅｋ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 １２０８.０ １７８.５ １０２９.５ ０.１７
勐仑 Ｍｅｎｇｌｕｎ １５５６.８ ２６３.５ １２９３.３ ０.２０
勐腊 Ｍｅｎｇｌａ １５３１.９ ２８１.６ １２５０.３ ０.２３
勐养 Ｍｅｎｇｙａｎｇ １１９３.７ １７６.０ １０１７.９ ０.１５
曼稿 Ｍａｎｇａｏ １３９０.３ ２０４.８ １１８５.５ ０.１７
南贡山 Ｎａｎｇｏｎｇｓｈａｎ ２４９１.５ ３７１.１ ２１２０.４ ０.１７

　 　 Ｎｏｔｅｓ: ＡＰ: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ꎻ Ｐ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Ａｐｒｉｌ)ꎻ Ｐ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ａｉｎ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Ｍａｙ ｔｏ Ｏｃｔｏｂｅ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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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热带北缘的地带性土壤ꎬ 成土母质以紫红色砂

岩、 泥灰岩、 砂砾岩、 页岩等为主ꎬ 其土壤粘重、
结构面有胶膜、 土壤中盐基和硅酸盐淋失严重ꎬ ｐＨ
< ５ꎬ 盐基代换量一般为 ５ ~ １１ ｍｇ 当量 / １００ ｇ 土ꎬ
基性矿物强烈分解ꎬ 铁铝高度聚集ꎬ 二、 三氧化物

占土壤胶体的 ６０％以上ꎬ 硅铝率为 １７％ ~ １９％ꎬ
有机质含量上层达 ２％ ~ ６％ꎬ Ｃ/ Ｎ 为 １０ ~ １７ꎮ

西双版纳地区在常规生境下土壤为酸性ꎬ 在澜

沧江河谷的季雨林下和石灰岩生境下土壤则呈碱性ꎮ
１ ４　 地质历史背景

１ ４ １　 喜马拉雅隆升与云南南部基本地貌的形成

喜马拉雅－青藏高原的隆升对地理、 气候的影

响不仅只限于其本身及周边地区ꎬ 而且影响到晚新

生代以来全球气候和大范围的环境变化[４９－５１]ꎬ 如

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在南亚低空发生的西南季风ꎬ
它对印度、 中南半岛及中国西南热带植被的发育具

有决定性作用[５２]ꎮ
云南南部属于东喜马拉雅横断山系南端无量山

脉和怒山山脉的余脉山原、 山地区域ꎬ 其地形、 地

貌和气候演化与喜马拉雅－青藏高原的隆升息息

相关ꎮ
在始新世晚期ꎬ 约 ４５ Ｍａ(百万年)以前ꎬ 印度

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并融合成一体ꎬ 但此后喜马拉

雅－青藏高原并未随之强烈隆起ꎬ 而是经历了一个

漫长的抬升与夷平过程ꎬ 长期处于较低的海拔高度

(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 ｍ)ꎮ 直到第四纪初 (３４ Ｍａ 或

２ ５ Ｍａ以前)才强烈隆升到达现在的高度[５３]ꎮ 喜

马拉雅－青藏高原的隆升直接影响了东亚季风的形

成ꎬ 在青藏高原强烈隆升以前ꎬ 虽有主要受海陆分

布影响的古季风ꎬ 但很弱ꎻ 直到 ２４ Ｍａꎬ 青藏高

原强烈隆升到相当高度(海拔在 ６０００ ｍ 以上)ꎬ 东

亚现代季风气候才形成ꎬ 即南来的暖湿气流受高大

山脉的阻挡ꎬ 造成南坡降水丰富ꎬ 在较低海拔处形

成温暖湿润的亚热带、 热带气候[５４]ꎮ
根据地质资料[５５]ꎬ 云南南部地区在中生代仍

以海洋环境为主ꎮ 自第三纪始新世喜马拉雅运动爆

发ꎬ 与喜马拉雅－青藏高原的演化相呼应ꎬ 云南南

部地区形成了近南－北向的褶皱带ꎬ 地壳转为上升

阶段ꎬ 奠定和逐步形成了现代山脉和地势的轮廓ꎮ
白垩纪末ꎬ 云南南部地区多为与海水相通的内

陆湖盆ꎬ 气候炎热干燥ꎻ 古新世到始新世ꎬ 地壳主

要处于上升侵蚀阶段ꎬ 气候十分干燥ꎬ 形成大量石

盐ꎻ 渐新世ꎬ 喜马拉雅运动再次深化发展ꎬ 该地区

初步形成南－北向及北－西向山脉的地貌景观ꎬ 地

形高差不断增大ꎮ
中新世时ꎬ 地壳在局部又复下沉ꎬ 形成一系列

大体呈南－北向排列的湖盆ꎬ 气候变得温暖潮湿ꎬ
为云南南部地区主要的聚煤时期ꎬ 并持续到上新世ꎮ

第四纪ꎬ 随青藏高原的剧烈隆升ꎬ 云南南部地

壳处于间歇性的上升隆起阶段ꎬ 河流下切ꎬ 逐步形

成高差较大的现代地貌和季风气候ꎮ
晚白垩世晚期至早第三纪早期ꎬ 根据对勐腊县

磨歇孢粉组合的研究[５６] 发现ꎬ 该组合中含有一定

比例的榆粉(Ｕｌｍｉ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和麻黄粉(Ｅｐｈｅｄｒｉｐｉ￣
ｔｅｓ)ꎬ 并且这一时期在云南南部地区有大量石盐沉

积ꎬ 反映了当时干旱的气候条件ꎮ 而中新世到上新

世是该地区主要的聚煤时期ꎬ 反映了气候温暖湿润

的特点ꎮ
根据 Ｌｉｕ 等[５７] 对勐遮盆地晚更新世孢组合的

分析可知ꎬ 这个时期云南南部的气候经历了 ４ 次湿

润与干燥期的更替变化ꎬ 大体上与我国冰期和间冰

期的变化相符ꎮ
１ ４ ２　 印度支那板块逃逸致使东南亚的热带植物

区系在云南演化发展

由于印度板块与亚洲大陆的碰撞挤压ꎬ 导致喜

马拉雅隆升和印度支那板块逃逸ꎬ 云南南部随着印

度支那地质板块向东南亚的逃逸ꎬ 热带亚洲成分渗

入ꎬ 演化成以热带亚洲成分为主的热带植物区

系[５８]ꎮ 例如云南西南部的思茅板块随着印度支那

板块逃逸向南位移了 ８００ ｋｍ[５９－６２]ꎮ
１ ４ ３　 云南南部植被历史的轮廓

云南南部地区的古植物学研究几乎是空白ꎬ 依

据现有资料[５６ꎬ５７]ꎬ 参考地质和气候历史及现在一

些具有指示意义的植被和区系成分ꎬ 我们对云南南

部植被历史作出如下推测:
根据勐腊县磨歇晚白垩世晚期到早第三纪早期

的孢粉组合资料发现ꎬ 反映干旱气候的有榆粉和麻

黄粉ꎻ 裸子植物的铁杉粉(Ｔｓｕｇａｅ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 南

美杉粉(Ａｒａｕｃａｒｉａｃｉｔｅｓ)、 杉粉( Ｔａｘｏｄｉａｃｅａｅｐｏｌ￣
ｌｅｎｉｔｅｓ)、 单束松粉(Ａｂｉｅｔｉｎｅａｅ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 双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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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粉(Ｐｉｎｕｓ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等ꎻ 以被子植物的花粉占优

势ꎬ 有 黄 杞 粉 (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ｏｉｄｉｔｅｓ )、 山 毛 榉 粉

(Ｆａｇｕｓ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 冬青粉( Ｉｌｅｘ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 山矾

粉(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 鼠李粉 (Ｒｈａｍｎａｃｉｄ￣
ｉｔｅｓ)、 栗粉(Ｃｕｐｕｌｉｆｅｒｕｉ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 忍冬粉(Ｃａ￣
ｐｒｉｆｏｌｉｉｄｉｔｅｓ)、 栎粉 (Ｑｕｅｒｃｏｉｄｉｔｅｓ)、 埁粉 ( Ｆｒａｘｉ￣
ｎｏｉ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 枫香粉 (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 )
等ꎬ 推测当时云南南部地区的代表植被是偏干性的

亚热带或南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ꎮ
始新世到渐新世ꎬ 气候仍干燥ꎬ 山地植被可能

同上一时期ꎮ
中新世到上新世ꎬ 云南南部地区湖盆发育ꎬ 气

候温暖湿润ꎬ 森林繁盛ꎮ 宋之琛等[６３ꎬ６４] 把这一时

期的云南南部及中南半岛北部的相应地区划归高原

栎、 桦类及灌丛植物地理区中的东部横断山脉植物

亚区ꎬ 认为在河谷低地仍为亚热带－热带性质ꎬ 而

其邻近地区ꎬ 印度东北部中新世时为亚热带气

候[６５]ꎻ 滇东南开远小龙潭晚中新世植物群为亚热

带季风常绿阔叶林[６６]ꎻ 云南景谷[６７]和中南半岛北

部[６８]均具有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特点ꎻ 滇西南的龙

陵地区在上新世晚期为山地常绿阔叶林ꎬ 气候比现

今更冷一些[６９]ꎻ 泰国北部在更新世时气候较为干

冷ꎬ 植被亦为亚热带性质的常绿阔叶－针叶混交

林[７０]ꎮ 因此ꎬ 我们推测这一时期云南南部的森林

植被主要是南亚热带－亚热带性质的常绿阔叶林ꎮ
根据勐遮盆地的文献资料[５７] 可知ꎬ 云南南部

地区在晚更新世时的植被面貌是亚热带性质的、 以

罗汉松科为优势的湿性针阔混交林和以松科、 壳斗

科为优势的干性松栎林交替出现ꎮ
云南南部现在的热带雨林显然是在热带季风气

候下发育ꎬ 是在水分、 热量和海拔均达到极限条件

下的热带雨林ꎮ 云南南部的特殊地势和山原地貌在

其低海拔的局部地区创造了热带雨林能够生存的条

件ꎬ 这样的生境无疑是当喜马拉雅山隆升到一定高

度且季风气候形成以后才具备的ꎬ 因此云南南部的

热带雨林植被发生的时期一定较晚ꎮ

２　 西双版纳植被分类

２ １　 西双版纳的地带性植被

西双版纳的热带气候区域ꎬ 虽已处在热带雨林

发育的年平均温度下限ꎬ 但仍在热带雨林分布的热

量范围内ꎮ 按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的分类标准[７１]ꎬ 西双版纳

的气候应是介于热带湿润和热带半湿润气候区之

间ꎬ 其地带性植被理论上是半常绿季节林和落叶季

节林ꎮ 然而ꎬ 由于该地区的特殊地形地貌ꎬ 导致干

季的浓雾及局部地形下的湿润土壤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降水的不足ꎬ 在局部形成了较地区性气候更为

湿润的小气候ꎬ 这些局部生境的半常绿季节林的落

叶成分相对较少ꎬ 雨林特征发育ꎬ 成为低地热带雨

林的一个类型—热带季节雨林[２６ꎬ２９]ꎻ 而在较开阔

的盆地和受季风影响强烈的河谷ꎬ 发育有落叶季节

林ꎬ 即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定义的季雨林[１１ꎬ１５]ꎮ 因此ꎬ 西双

版纳的热带季节雨林和季雨林是该地区的水平地带

性植被ꎮ
由于西双版纳的山原地貌ꎬ 在水平地带性植被

之上发育有一系列垂向地带性植被ꎮ 在热带季节雨

林和季雨林水平地带性植被之上的山地中ꎬ 在酸性

土山地上主要分布有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又称季

风常绿阔叶林)ꎬ 在受局部地形影响的较湿润的生

境中分布有热带山地雨林ꎬ 在石灰岩生境中分布有

热带季节性湿润林ꎮ
２ ２　 西双版纳森林植被分类的原则和依据

«云南植被»中以综合植物群落各方面基本特

征为原则ꎬ 在划分植被类型的高级分类单位时侧重

运用植被的外貌、 形态结构和生态特征ꎬ 在划分中

低级分类单位时侧重运用植物群落的种类组成特

征ꎮ 笔者根据多年来对西双版纳热带森林植被的野

外调查和资料分析ꎬ 以«云南植被»所采用的植被分

类原则和依据为基础ꎬ 认为以群落的生态外貌与结

构、 种类组成和生境特征相结合作为植被分类的原

则和依据ꎬ 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西双版纳森林植被

群落的内在生态关系和外在生态表现ꎬ 并可提供较

清楚的识别特征(表 ２１) [１３ꎬ２７ꎬ７２]ꎮ 这与传统的英美

学派以群落的生态外貌为主要依据的生态学分类原

则[７３]、 法瑞学派以种类组成特征为主要依据的植

物区系学分类原则[７４]、 以生境及动态演替为主要

依据的群落分类[７５ꎬ７６]均有一定差别ꎮ 如群落的高级

分类单位———植被型(包括植被亚型)ꎬ 是以生态外

貌(结构)特征为主要分类依据ꎻ 群落的中级分类单

位———群系ꎬ 则以种类组成特征为主要分类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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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　 西双版纳森林植被分类的依据
Ｔａｂｌｅ ２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分类等级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ｅｓ

分类依据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ｓ

例举
Ｅｘａｍｐｌｅ

植被型(高级分类单位) 建群种生活型相同或相似ꎬ 对水热条件生态关系一致的植物群系联合 热带雨林

植被亚型(辅助单位) 植被型内根据优势层片的差异划分的亚型 热带季节雨林、 热带山地雨林

群系组(辅助单位) 在植被型或亚型内ꎬ 根据建群种生境相近划分的群系联合 低丘雨林、 沟谷雨林

群系(中级分类单位) 建群种、 共建种或标志种相同的植物群落(群丛)联合 番龙眼 ＋ 千果榄仁林、 望天树林

２ ３　 西双版纳森林植被的分类单位和系统

与«云南植被»的分类单位、 系统和划分标准

一致ꎬ 本文采用经典的植被三级分类单位ꎬ 即植被

型(高级单位)、 群系(中级单位)和群丛(基本单

位)ꎻ 同时ꎬ 遵循植被分类的一般原则ꎬ 如果某一

植被型包括的群落类型多样而复杂ꎬ 为使其系统化

和归类方便ꎬ 我们根据需要设立辅助单位ꎬ 即在植

被型下面设立植被亚型ꎬ 在群系之上设立群系组ꎮ
植被亚型是在植被型内由于地形、 海拔等生境差异

而引起的群落优势层片的差异而划分的亚型ꎮ 群系

组是若干相近类型群系的松散集合ꎮ 对于群落类型

不复杂或目前记录仅有较少群落类型的植被型ꎬ 则

在其下不设立辅助单位ꎮ
热带雨林是西双版纳主要的地带性植被ꎮ 由于

热带雨林物种组成的多样性ꎬ Ａｕｂｒéｖｉｌｌｅ[７７] 认为在

雨林群落的局部地段上ꎬ 上层乔木的种类组成在时

间和空间上是连续变化的ꎬ 这就是所谓的更新镶嵌

或循环理论(ｍｏｓａｉｃ ｏｒ ｃｙｃｌ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ꎮ 后来ꎬ 这一理论发展为林窗更新理论ꎬ 即热

带雨林被认为是由处于林窗期、 建群期和成熟期三

个生长阶段的森林片断组成的镶嵌体ꎬ 它的林冠总

是处在一个连续的植物区系组成的浮动状态[４５ꎬ７８]ꎮ
也就是说ꎬ 在混交性的热带雨林群落(非单优种群

落)中ꎬ 上层乔木的植物区系组成是变化着的ꎬ 正

如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４１] 所描述的ꎬ 在一大片混交雨林内ꎬ
没有真正的群丛(群系)能被认识ꎬ 整个一片混交

林必须被认为是一单个在区系组成上浮动的群丛

(群系)ꎬ 故热带森林群落的分类十分困难ꎬ 没有公

认的标准ꎬ 对西双版纳热带森林群落的分类及群落

类型的认识亦是各种各样ꎮ 根据笔者多年的调查研

究ꎬ 针对西双版纳热带森林群落的分类ꎬ 我们能够

做到的仅仅是在植被高级分类单位(植被型)和中

级分类单位(群系)上进行尝试ꎬ 尽可能使所划分

的各个群系都能有清楚及相对稳定的识别特征ꎮ 基

于目前现有的资料ꎬ 并依据本文采用及遵循的植被

分类单位和原则ꎬ 我们将西双版纳的森林植被划分

为 ７ 个主要的植被型ꎬ 包括至少 ３２ 个较为典型的

群系:

西双版纳 ７个主要森林植被类型

Ⅰ热带雨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植被型１) )
　 Ⅰ̄１ 热带季节雨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植被亚型)
　 　 Ⅰ̄１￣１ 低丘雨林 Ｌｏｗｅｒ ｈｉｌ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组)
　 　 　 １ 箭毒木 ＋ 龙果林 Ａｎｔｉａｒｉｓ ｔｏｘｉｃａｒｉａ ＋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２ 轮叶戟 ＋油朴林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ｗｉｇｈｔｉｉ ｆｏｒｅｓｔ (群

系)
　 　 Ⅰ̄１￣２ 沟谷雨林 Ｒａｖｉｎ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组)
　 　 　 １ 番龙眼 ＋ 千果榄仁林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ｍｙｒｉｏｃａｒｐａ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２ 番龙眼 ＋ 油朴林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ｗｉｇｈｔｉｉ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３ 顶果木 ＋ 八宝树林 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ｒａｘｉｎｉｆｏｌｉｕｓ ＋ Ｄｕａｂａｎｇ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１) 在群落类型中ꎬ “＋” 表示共同优势种在同一乔木亚层ꎬ “－”表示共同优势种在不同的乔木亚层ꎮ
１)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ｙｐｅｓꎬ “＋” ｍｅａｎｓ ｃｏ￣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ｒｅｅ ｓｕｂ￣ｌａｙｅｒꎻ “－” ｍｅａｎｓ ｃｏ￣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ｅ ｓｕｂ￣ｌａｙ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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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大果人面子 ＋ 番龙眼林 Ｄｒａｃｏｎｔｏｍｅｌｏｎ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ｍ ＋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５ 浆果乌桕 ＋ 龙果林 Ｓａｐｉｕｍ ｂａｃｃａｔｕｍ ＋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６ 望天树林 Ｓｈｏｒｅａ ｗａｎｔｉａｎｓｈｕｅａ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７ 青梅林 Ｖａｔｉｃａ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Ⅰ̄２ 热带山地雨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植被亚型)
　 　 Ⅰ̄２￣１ 热带低山雨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ｏｗｅｒ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组)
　 　 　 １ 黄棉木－华夏蒲桃林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ｅ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２ 黄棉木－假海桐林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Ⅰ̄２￣２ 热带中山雨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组)
　 　 　 １ 八蕊单室茱萸－大萼楠林 Ｍａｓｔｉｘｉａ ｅｕｏｎｙｍｏｉｄｅｓ－Ｐｈｏｅｂｅ ｍｅｇａｃａｌｙｘ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２ 云南拟单性木兰－云南裸花林 Ｐａｒａｃｈｍｅｒ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ｓ ｒｅｍｏｔａ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３ 云南胡桐－滇楠林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Ｐｈｏｅｂｅ ｎａｎｍｕ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Ⅱ 热带季节性湿润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ｏｉ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植被型)
　 Ⅱ̄１ 热带季节性常绿湿润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ｍｏｉ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组)
　 　 １ 多脉桂花－岩棕林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ｐｏｌｙｎｅｕｒｕｓ－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２ 轮叶戟－尖叶闭花木林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Ｃｌｅｉｓｔａｎｔｈｕｓ ｓｕｍａｔｒａｎ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Ⅱ̄２ 热带季节性半常绿湿润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ｓｅｍｉ￣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ｍｏｉ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组)
　 　 １ 长果木棉 ＋ 一担柴林 Ｂｏｍｂａｘ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 Ｃｏｌｏｎ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２ 长果木棉－大苞藤黄林 Ｂｏｍｂａｘ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Ⅲ 热带季雨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植被型)
　 　 １ 东京枫杨林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２ 木棉林 Ｂｏｍｂａｘ ｃｅｉｂａ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３ 榆绿木林 Ａｎｏｇｅｉｓｓｕｓ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４ 厚皮树 ＋ 家麻树林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 ＋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ｐｅｘａ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Ⅳ 热带山地(低山)常绿阔叶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ｏｗｅｒ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植被型)
　 　 １ 木荷 ＋ 刺栲林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２ 短刺栲林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ｃｈｉｎｏｃａｒｐａ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３ 小果栲－滇银柴林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ｌｅｕｒｙｉ－Ａｐｏｒｕ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４ 小果栲 ＋ 湄公栲林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ｌｅｕｒｙｉ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ｅ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５ 四籽柳林 Ｓａｌｉｘ ｔｅｔｒａｓｐｅｒｍａ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Ⅴ 热带棕榈林 Ｔｏｐｉｃａｌ ｐａｌｍ ｆｏｒｅｓｔ (植被型)
　 　 １ 香蒲葵林 Ｌｉｖｓｔｏｎ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２ 董棕林 Ｃａｒｙｏｔａ ｕｒｅｎｓ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Ⅵ 暖热性针叶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植被型)
　 　 １ 思茅松林 Ｐｉｎｕｓ ｋｅｓｉｙａ ｖａｒ. ｌａｎｇｂ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Ⅶ 竹林 Ｂａｍｂｏｏ ｆｏｒｅｓｔ (植被型)
　 　 １ 黄竹林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群系)

　 　 西双版纳森林植被分类系统中采用的分类单

位、 名称、 等级与«云南植被»基本一致ꎮ 例如热

带雨林植被型因地形、 海拔等生境差异而引起的群

落优势层片有差异而被划分为热带季节雨林和热带

山地(低山)雨林二个植被亚型ꎻ 同样ꎬ 根据群落

建群种组成和分布生境的差异ꎬ 在热带季节雨林植

被亚型下设立了一个辅助单位(即群系组)ꎬ 并将

其分为低丘雨林和沟谷雨林 ２ 个群系组[７８]ꎮ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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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增加的群系以其所发表名称为准ꎮ
与«云南植被»中运用的名称、 植被分类等级

等相异之处ꎬ 本文作简要说明如下: 通过对西双版

纳石灰岩植被的深入研究[３２ꎬ３３ꎬ７２]ꎬ 我们发现在«云
南植被»中记录的“石灰山季雨林”植被型中分布于

西双版纳石灰岩山的“四数木、 多花白头树、 越南

榆”群系ꎬ 因石灰岩山生境的极端多样化和异质性

而在群落特征上变异太大ꎬ 本文将分布于低海拔石

灰岩山沟谷和低坡的该类群落ꎬ 依据其具有热带季

节性雨林的外貌和结构特征及主要物种组成ꎬ 如含

有本地区季节雨林的标识种番龙眼(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

ｎａｔａ)、 四数木(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等ꎬ 分别作

为不同群系类型归并到热带季节性雨林植被亚型的

沟谷雨林和低丘雨林群系组中ꎻ 把分布于石灰岩山

坡中部ꎬ 在热带季节性雨林带之上的群落ꎬ 按植被

分类的原则和依据ꎬ 给予新名称“热带季节性湿润

林”ꎬ 并根据其生态外貌和群落结构的特殊性赋予

植被型等级ꎬ 同时根据其群落建群种组成和分布生

境的差异ꎬ 建立二个群系组ꎻ 对分布于非石灰岩山

地ꎬ 在生态特征和区系组成上介于热带季节雨林与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之间的热带山地的常绿阔叶林ꎬ
即在«云南植被»中称之为季风常绿阔叶林ꎬ 本文

给予新名称“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ꎬ 基于它是热

带山地的一个垂向地带性植被ꎬ 仍赋予植被型等

级ꎮ
２ ４　 西双版纳主要的森林植被类型、 特点及其分布

２ ４ １　 热带雨林

２ ４ １ １　 热带季节性雨林

西双版纳的热带季节性雨林是低地热带雨林植

被的一个亚型ꎬ 与赤道低地雨林一样具有 ３ ~ ４ 个

可分的乔木层次ꎬ 其中ꎬ 乔木上层主要是高达

３０ ｍ以上且耸出于林冠的散生巨树(最高可达 ６０
多米)ꎬ 树冠彼此不连接ꎻ 乔木中层高 ２０ ~ ３０ ｍꎬ
树冠连接ꎬ 个体密集ꎬ 是森林的主要林冠层ꎻ 除了

乔木上层有部分落叶成分外ꎬ 其它层次的植物皆为

常绿ꎮ 林内板根和茎花现象普遍ꎬ 大型木质藤本和

维管附生植物丰富ꎮ
在生活型谱上ꎬ 云南的热带雨林高位芽植物

占 ８７５％ ~ ８９７％ꎬ 其中ꎬ 藤本高位芽植物占

１８３％ ~ ２０３％ꎬ 大高位芽植物占 ７２％ ~ ９７％ꎬ

中高位芽植物占 ２７％ ~ ２８％ꎬ 小高位芽植物占

１２％ ~ １５％ꎬ 矮高位芽植物占 ８３％ ~ ９７％ꎬ 草

本高位芽植物占 ４２％ ~ ４６％ꎮ 在叶级谱上ꎬ 以

木本植物统计ꎬ 中叶占 ７１％ꎬ 小叶占 ２０％ ~
２３％ꎬ 大叶占 ５５％ ~ ７５％ꎻ 若按乔木和灌木统

计ꎬ 灌木的小叶占有比例高于乔木ꎮ 在叶型统计

上ꎬ 复叶占 ２１４％ ~２４５％ꎻ 全缘叶占 ８０％ꎻ 纸质

叶占 ５４５％ꎬ 革质叶占 ４５５％ꎮ
在植物区系组成上ꎬ 按含种数的多少从大到小

依 次 排 列 为 大 戟 科 (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 樟 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楝科(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桑科(Ｍｏｒａｃｅ￣
ａｅ)、 番荔技科(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无患子科(Ｓａｐｉｎ￣
ｄａｃｅａｅ)、 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等ꎻ 按各个科在群

落中的地位即重要值大小依次排列为龙脑香科

(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樟科、 大戟科、 无患子科、
楝科、 桑科、 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藤黄科(Ｇｕｔ￣
ｔｉｆｆｅｒａｅ)、 茶茱萸科 ( Ｉｃａｃｉｎａｃｅａｅ)、 肉豆寇科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ｃｅａｅ)等ꎮ
在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上ꎬ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约有 ８０％的科、 ９０％的属和 > ９０％的种均为热带

成分ꎬ 其中约 ４０％的属和 > ７０％的种为热带亚洲

分布成分ꎮ
由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发育在东南亚季风热

带北缘山地ꎬ 它在群落外貌上及区系组成上与赤道

低地的热带雨林有一定差异ꎬ 是一种在水分、 热量

和海拔分布上均达到极限条件的热带雨林类型ꎬ 被

称为热带季节性雨林[２ꎬ３]ꎮ
西双版纳的热带季节性雨林最初主要依据标识

树种和生境被划分为湿性季节性雨林、 干性季节性

雨林和石灰山季节性雨林三个类型[７９ꎬ８０]ꎬ 其中ꎬ
湿性季节性雨林因主要分布在沟谷生境ꎬ 又称沟谷

雨林ꎻ 干性季节性雨林分布在低丘台地和低山坡

上ꎬ 又称低丘雨林[７９ꎬ８０]ꎮ 后来ꎬ 按植被分类系统

又把湿性季节性雨林明确为番龙眼 ＋ 千果榄仁林

群系、 干性季节性雨林明确为箭毒木 ＋ 龙果林群

系ꎬ 而把石灰山季节性雨林归为番龙眼 ＋ 千果榄

仁林群系中的群落类型[３]ꎮ
西双版纳的季节性雨林主要分布在该区东南部

海拔 １０００ ｍ 以下的潮湿沟谷、 山坡下部及低丘台

地ꎬ 且以勐腊县最为集中ꎻ 在酸性土壤和石灰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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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土壤类型中也有分布ꎮ 石灰岩山的季节性雨林

在性质上与非石灰岩山的季节性雨林相同ꎬ 尽管二

者在群落的区系组成上有一定差异ꎮ
２ ４ １ ２　 热带山地雨林

在中国植物学文献中ꎬ 对热带山地雨林这一名

称的应用和解释是不统一的ꎮ 吴征镒[２ꎬ３] 把滇南的

山地雨林划归为热带雨林的山地变型ꎬ 其森林植被

中热带雨林成分约占 ６０％ꎬ 外貌和结构多具雨林特

点ꎬ 但缺乏散生巨树ꎬ 板根和茎花现象少见ꎬ 树蕨

类植物丰富ꎮ 这一定义类似于东南亚的低山雨林或

下山地雨林[１２ꎬ２０]ꎮ
西双版纳的热带山地雨林主要分布在勐海南糯

山和勐宋海拔 ９００ ~ １８００ ｍ 的一些沟谷中ꎬ 及北

部勐养困满、 困旱的龙山、 红沙河以及勐腊县的曼

帕、 曼定等海拔 ９００ ｍ 以上季节性雨林的上方ꎮ
西双版纳的热带山地雨林根据种类组成和

分布可以分为热带低山雨林和热带中山雨林二

个群系组ꎬ 其中ꎬ 热带低山雨林分布在 海 拔

９００ ~ １５００ ｍ 的沟谷中ꎬ 热带中山雨林分布在

海拔 １５００ ｍ 以上的沟谷中ꎮ 例如勐宋的热带中山

雨林ꎬ 其群落高 ２２ ~ ３０ (３５) ｍꎬ 散生巨树不明

显ꎬ 乔木通常 ２ 层ꎬ 羽状复叶种类比例相对较低

(与季节性雨林相比)ꎬ 木本植物优势叶级为中叶ꎬ
板根和茎花现象少见ꎬ 附生植物丰富ꎻ 在植物区系

组成上ꎬ 以樟科、 大戟科、 壳斗科、 豆科(Ｆａｂａｃｅ￣
ａｅ)、 茜草科、 山茶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等占优势ꎬ 若

按乔木重要值的大小比较ꎬ 以樟科、 木兰科(Ｍａｇ￣
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大戟科、 壳斗科等为主ꎮ

目前西双版纳的热带山地雨林面积不大ꎬ 分布

也比较零散ꎬ 很多已遭破坏ꎮ
２ ４ ２　 热带季雨林

季雨林是在具有明显干、 湿季变化的热带季风

气候下发育的一种热带落叶森林植被ꎮ 在东南亚ꎬ
季雨林与季节性雨林在一些地方相互交错、 镶嵌分

布ꎮ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将季雨林定义为是在热带季风气候

下发育的介于热带雨林与萨王纳之间的一种落叶森

林植被ꎮ 在西双版纳地区ꎬ 季雨林仅出现在海拔

１０００ ｍ 以下的澜沧江开阔河段两岸和一些开阔河

谷盆地且受季风影响最强烈的地段[１１ꎬ１３ꎬ１５]ꎮ
季雨林的特点是群落高度较矮(< ２５ ｍ)ꎬ 结

构相对简单ꎬ 乔木一般仅有 １ ~ ２ 层ꎬ 上层树种在

干季落叶或上、 下层树种在干季都落叶ꎬ 即有一个

明显的无叶期ꎮ 上层树种树冠通常呈伞状ꎬ 冠幅

大ꎬ 分枝低ꎬ 枝桠粗大弯曲ꎬ 树皮厚而粗糙ꎬ 也有

板根现象ꎬ 但林内明显较干燥ꎬ 木质藤本及附生植

物较少ꎮ 在生活型组成上ꎬ 季雨林的木质藤本相对

较少ꎬ 大高位芽植物及地上芽植物很少ꎬ 但地面芽

植物很丰富ꎬ 地下芽植物和一年生植物也相对丰

富ꎻ 在叶级和叶型特征上ꎬ 季雨林的小叶和复叶比

例相对较高ꎬ 分别占 ２４％和 ４４％ꎮ
在植物区系组成上ꎬ 季雨林以豆科、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大戟科、 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茜草

科、 防己科(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ａｃｅａｅ)、 梧桐科(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ｃｅａｅ)、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等为主要组成

科ꎮ 在地理成分构成上ꎬ 热带分布属占总属数的

８７％ꎬ 而在热带分布属中又以泛热带分布属比例最

高ꎬ 约占总属数的 ３０％ꎻ 在种的地理成分构成上ꎬ
以热带亚洲分布占优势ꎬ 占总种数的 ６０％以上ꎮ

季雨林在一些局部地段上常形成为单优种群

落ꎬ 如木棉林[８１]、 榆绿木林[８２]、 东京枫杨林[８３]

等ꎮ 季雨林被破坏后一般发展成为牡竹林ꎬ 目前西

双版纳河谷的很多季雨林已被牡竹林取代ꎮ
２ ４ ３　 热带季节性湿润林

西双版纳的热带季节性湿润林通常分布在石灰

岩山中部ꎬ 并在石灰岩山脚及沟谷的季节性雨林带

之上ꎬ 它的森林群落高度为 ２０ ~ ２５ ｍꎬ 在局部地

区有部分落叶大树也可高达 ３０ ｍꎮ 乔木层通常具

有 ２ 个明显的层次ꎬ 在土壤较丰富而湿润的地段ꎬ
群落中乔木下层有时可见由上层乔木的瘦弱小树组

成一个高约 ２ ~ ３ ｍ 的幼树层ꎬ 林内木质藤本丰

富ꎬ 厚叶的维管附生植物普遍ꎬ 板根和茎花现象相

对较少ꎮ 由于石灰岩山坡中部的地形和生境变化很

大ꎬ 致使热带季节性湿润林在外貌和区系组成上差

异明显ꎬ 该森林类型以大戟科、 榆科(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木犀科(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龙舌兰科(Ａｇａｖａｃｅａｅ)等植

物占优势ꎬ 在阴坡、 低丘顶部和较高的山丘上部呈

常绿季相ꎬ 而在较为宽阔、 干燥的石灰岩山河谷和

中、 低山丘的干燥阳坡则呈半常绿季相ꎮ 它们在群

落外貌上不同于季雨林ꎬ 在植物区系组成上不同于

热带山地(低山)常绿阔叶林ꎬ 在分布上通常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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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季节性雨林带之上的石灰岩山地ꎮ
根据落叶树种的多寡ꎬ 可将热带季节性湿润林

分为热带季节性常绿湿润林和热带季节性半常绿湿

润林 ２ 个群系组ꎮ 季节性常绿湿润林分布于石灰岩

山海拔 ６００ ~ １３００ ｍ 的中低山坡、 缓丘上部至丘

顶ꎬ 岩石裸露常大于 ９０％ꎬ 森林常绿ꎬ 高 ２０ ~
２５ ｍꎬ 林内木质藤本丰富ꎬ 常见具有小、 厚叶的

维管附生植物ꎮ 季节性半常绿湿润林分布于较干燥

的石灰岩山中低山坡和宽阔的山地河谷中ꎬ 森林呈

半常绿季相ꎬ 落叶树种在乔木种类中占 ３０％ ~
６０％ꎬ 在重要值累积上占重要值总和的 ３５％ ~
６０％ꎬ 林内多具小的木质藤本ꎬ 维管附生植物分布

的频度相对较低ꎮ
２ ４ ４　 热带山地(低山)常绿阔叶林

热带山地(低山)常绿阔叶林亦称季风常绿阔

叶林ꎬ 是西双版纳主要的山地植被类型ꎬ 一般分布

在海拔 ９００ ｍ 以上的山地ꎮ 这类森林植被乔木层

通常有 ２ 层ꎬ 主要由常绿阔叶的壳斗科、 大戟科、
樟科、 山茶科等树种组成ꎬ 林冠整齐而彼此相连ꎻ
灌木、 草本层植物种类较少ꎬ 主要是上层乔木的幼

树、 幼苗ꎮ 在生态外貌特征上ꎬ 热带山地常绿阔叶

林以革质、 全缘、 中叶为主的常绿中、 小高位芽植

物组成为特征ꎬ 层间木质藤本较丰富ꎬ 但附生植物

少见[３１]ꎮ 西双版纳的这类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无

论在种数和个体数上常绿乔木均占乔木总数的

９０％以上ꎬ 整个森林呈常绿季相ꎮ
热带山地(低山)常绿阔叶林在植物区系组成

上ꎬ 以樟科、 大戟科、 茜草科、 豆科、 壳斗科、 茶

科、 紫金牛科(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等占优势ꎻ 在植物区

系的地理成分上ꎬ 热带分布属占总属数的 ８０％以

上ꎬ 其中热带分布属中又以泛热带分布属最多ꎬ 其

次为热带亚洲分布属ꎮ
２ ５　 对西双版纳森林植被分类问题的探讨

２ ５ １　 西双版纳的水平地带性植被

西双版纳的热带地区虽处在热带雨林发育的年

平均温度下限ꎬ 但仍在热带雨林分布的热量范围之

内ꎮ 在水分因子上ꎬ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７１]根据热带地区(年
平均气温 > ２１℃)的年降雨量和年干旱月数ꎬ 将年

降雨量 ≥ １７００ ｍｍ、 年干旱 ３ ~ ５ 个月作为热带

季节性潮湿(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ｗｅｔ￣ｓｅａｓｏｎａｌ)气候ꎻ 将年降

雨量 ≥ １２００ ｍｍ、 年干旱 ４ ~ ６ 个月作为热带湿

润(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ｗｅｔ￣ｄｒｙ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气候ꎻ
将年降雨量 ≥ ７００ ｍｍ、 年干旱 ６ ~ ８ 个月作为热

带半湿润(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ｗｅｔ￣ｄｒｙ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
气候ꎮ 与这些气候因子相对应的植被类型分别是热

带季节性潮湿气候－常绿季节林(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ｓｅａ￣
ｓ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热带湿润气候 －半常绿季节林

(ｓｅｍｉ￣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热带半湿润气

候－落叶季节林(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ꎮ 这

与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４０]对热带森林植被类型的划分类似ꎬ
其中落叶季节林相当于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的季雨林(ｍｏｎ￣
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ꎮ

按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的分类标准ꎬ 西双版纳应介于热

带湿润和热带半湿润气候区之间ꎬ 在此气候下发育

的地带性植被在理论上是半常绿季节林和落叶季节

林ꎮ 然而ꎬ 由于该地区的特殊地形地貌ꎬ 干季的浓

雾及局部地形下的湿润土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降

水的不足ꎬ 在一些局部条件下形成了较地区性气候

更为湿润的小气候ꎬ 这些局部生境的半常绿季节林

落叶成分相对较少ꎬ 雨林特征发育ꎬ 成为低地热带

雨林的一个类型———热带季节性雨林ꎻ 而在较开阔

的盆地和受季风影响强烈的河谷发育有落叶季节

林ꎬ 即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定义的季雨林ꎬ 因此西双版纳的

热带季节性雨林和季雨林是该地区的水平地带性植

被ꎮ 西双版纳的热带季节性雨林是东南亚热带雨林

的北缘类型ꎬ 由于该地区南低北高的地势ꎬ 它兼具

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热带山地的常绿阔叶林过渡

的特点ꎬ 但仍属于纬向地带性植被ꎮ 西双版纳的季

雨林ꎬ 与热带季节性雨林水平交错分布ꎬ 并向热带

山地的常绿阔叶林过渡ꎬ 其发育主要受水分因子控

制ꎬ 符合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定义的与热带雨林有相同的热

量要求但水湿因子不同、 介于热带雨林与萨王纳植

被之间的季雨林ꎬ 并将其划归为经向地带性植被类

型ꎮ 西双版纳季雨林的经向地带性分布特征不典

型ꎬ 但考虑到与该地区纬向地带性植被季节性雨林

的关系ꎬ 仍可认为它是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经向地

带性植被ꎬ 并与纬向地带性植被共同构成该地区的

水平地带性植被ꎮ
２ ５ ２　 热带季节性雨林的分类问题

西双版纳的热带季节性雨林是低地热带雨林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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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的一个类型ꎬ 其生态外貌和群落结构类似于:
(１)Ｂｅａｒｄ [８４ꎬ８５]定义的热带美洲常绿季节林(ｅｖｅｒ￣
ｇｒｅｅ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该类

型被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４１]重新分类为热带雨林的一个亚群

系ꎻ (２)Ｈａｌｌ 和 Ｓｗａｉｎｅ[８６ꎬ８７] 定义的非洲热带雨林

的湿润常绿林类型(ｍｏｉｓｔ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ｔｙｐｅ ｏｆ Ａｆｒｉ￣
ｃａ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ꎻ (３)Ｗｅｂｂ[８８]定义的澳洲

热带雨林的中叶型雨林类型(ｍｅｓｏｐｈｙｌｌ ｖｉｎ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ꎻ (４)Ｗａｌｔｅｒ[８９] 定义的半

常绿雨林类型(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ｍｉ￣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等ꎮ 但综合比较热带雨林多方面的特征ꎬ 西双版纳

热带季节性雨林最为等同于 Ｗｈｉｔｍｏｒｅ[４５] 定义的东

南亚半常绿雨林类型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ｍｉ￣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或印度－缅甸的热带

半常绿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ｍｉ￣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Ｂｕｒｍａ) [９０]ꎮ

由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发育在东南亚季风热

带北缘山地区域ꎬ 它在群落外貌上有明显的季节变

化(有一定比例的落叶树种存在)ꎬ 大高位芽植物

和附生植物较少ꎬ 而藤本植物和叶级谱上的小叶类

型植物更丰富ꎻ 在植物区系组成上具有热带北部边

缘和过渡性质ꎬ 植物区系中大多数热带科和属已处

于其物种分布区(多样性中心为马来西亚地区)的

北部边缘ꎬ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这些特征不同于赤

道低地的热带雨林ꎬ 表现为一种在水分、 热量和分

布海拔分布上均达到极限条件的热带雨林类型ꎮ
根据长期对西双版纳热带季节性雨林的野外考

察ꎬ 特别是近年来对石灰岩山森林的深入研究ꎬ 笔

者依据群落结构、 生态外貌、 生境特点和植物区系

组成的综合分析ꎬ 支持在群系之上使用群系组这一

辅级ꎬ 并作为较接近的各个群系的一个松散归类ꎮ
据此ꎬ 西双版纳的热带季节性雨林至少可以识别出

２ 个群系组ꎬ 其区系组成和生态特征类似于最初划

分的湿性季节性雨林和干性季节性雨林ꎮ 湿性季节

性雨林和干性季节性雨林仅在一些生态学特征量

(如落叶树种的多寡)和少数标志种上有区别ꎬ 二

者之间亦有过渡ꎬ 故使用“湿性”和“干性”这二个

形容词不太准确ꎬ 笔者支持根据其分布生境使用沟

谷雨林和低丘雨林来命名这 ２ 个群系组更为合

适[７９]ꎮ

２ ５ ３　 热带山地雨林的分类问题

西双版纳山地雨林通常是指发生于山地垂直地

带上、 在热带季节性雨林上部的阴坡和沟谷生境较

湿润处的热带森林类型ꎬ 与阳坡和生境较干处的热

带山地常绿阔叶林相对应ꎮ 该类群落外貌和结构多

具雨林特点ꎬ 但缺乏散生巨树ꎬ 板根和茎花现象少

见ꎬ 树蕨类植物丰富ꎻ 在植物区系组成上以樟科、
大戟科、 壳斗科、 豆科、 茜草科、 山茶科等植物占

优势ꎻ 基于乔木重要值的大小分析ꎬ 以樟科、 木兰

科、 大戟科、 壳斗科、 单室茱萸科(Ｍａｓｔｉｘｉａｃｅａｅ)
等为主ꎬ 因此西双版纳山地雨林在性质上应归属于

热带亚洲的低山雨林ꎮ 与典型的热带亚洲(爪哇)
类似海拔高度的山地雨林相比[９１]ꎬ 西双版纳的热

带山地雨林附生植物比例较低ꎬ 乔木树种比例较

高ꎬ 类似于热带亚洲低山雨林或下山地雨林中分布

下线的接近低地雨林的山地雨林类型ꎮ 西双版纳热

带山地雨林分布海拔偏高ꎬ 可能是“海拔升高效

应” (Ｍａｓｓｅｎｅｒｈｅｂｕ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ｏｒ ｍａｓｓ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９２]ꎬ 即在大的山体上各植被带的分布要高

于在较小的山上或孤立的岛屿上ꎮ
Ａｓｈｔｏｎ[９３] 系统地研究了热带山地雨林与热带

低地雨林植物区系组成上的差异ꎬ 认为热带山地雨

林有突出的樟－橡特征(即以樟科植物和壳斗科植

物占优势)ꎮ 西双版纳的热带山地雨林在植物区系

组成上以樟科、 大戟科、 壳斗科、 豆科、 茜草科、
山茶科等植物占优势ꎬ 若按乔木重要值的大小分

析ꎬ 则以樟科、 木兰科、 大戟科、 壳斗科、 单室茱

萸科等为主ꎬ 其樟－橡特征也是明显的ꎮ
Ｇｒｕｂｂ 等[９４]比较了热带美洲的低地雨林和山

地雨林ꎬ Ｗｈｉｔｍｏｒｅ[４５] 分析了热带亚洲的低地雨林

和山地雨林ꎬ 他们都认为热带山地雨林群落乔木通

常有 ２ 层(热带低地的雨林有 ３ 层)ꎬ 缺乏散生巨

树ꎬ 林冠较为平整ꎻ 林冠层主要由上层乔木构成ꎬ
羽状复叶种类的比例相对较低ꎬ 大叶的比例减少ꎬ
小叶的比例增加ꎬ 板根和茎花现象少见ꎬ 附生植物

丰富ꎮ 西双版纳的热带山地雨林也有类似的生态外

貌特征ꎬ 此外ꎬ 我们发现草本高位芽植物[７１ꎬ９５] 的

比例和叶缘特征(全缘 /非全缘比)也是区分热带山

地植被类型的有效特征ꎮ
在对山地雨林植被的分类处理上ꎬ Ｗｈｉｔｍ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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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热带山地垂直带上各植被类型都归属于广义的热

带雨林植被型ꎬ 并作为不同亚类处理[４５]ꎮ 而笔者

同意吴征镒的处理意见ꎬ 把类似于东南亚低山雨林

的滇南山地雨林归为热带雨林的一个山地变型ꎮ
西双版纳的热带山地雨林在生态外貌特征上与

热带亚洲和美洲的低山雨林( ｌｏｗｅｒ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或亚山地雨林( ｓｕｂ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接

近ꎬ 在植物区系组成上则与热带亚洲的低山雨林类

似ꎬ 但由于发生在季风热带北缘山地ꎬ 西双版纳的

热带山地雨林藤本植物相对较多ꎬ 维管附生植物相

对较少ꎬ 这可能是季风热带北缘山地特殊的生境条

件造成的ꎮ
与中国热带北缘－南亚热带地区(季风)常绿阔

叶林相比ꎬ 西双版纳的热带山地雨林在生活型谱上

有一定比例的附生植物和草本高位芽植物ꎬ 相对较

少的小高位芽植物和矮高位芽植物ꎻ 在叶级谱上ꎬ
小叶比例亦较少ꎻ 在叶质、 叶缘、 叶型构成上ꎬ 非

全缘叶和革质叶的比例相对较低ꎮ 西双版纳热带山

地雨林显然是热带山地的一种较湿润生境(受局部

气候影响)的植被类型ꎬ 而云南热带北缘山地的季

风常绿阔叶林(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则是受地区

性季风气候强烈影响的偏干生境的植被类型ꎮ
２ ５ ４　 热带季节性湿润林的命名问题

西双版纳的热带季节性湿润林在我国的一些植

物学文献资料中曾被称为季雨林(ｍｏｎ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
ｓｔ)ꎬ 而笔者将其称为季节性湿润林是基于此类森

林受到季节性干旱的明显影响而不同程度地具有落

叶成分ꎬ 它不同于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定义的季雨林(是指

在旱季由于大气候导致树木同时、 全部落叶的森林

类型)ꎮ 西双版纳地区的季节性干旱在一定程度上

由雾露水以及这些月份中的低温补偿ꎬ 故在季节性

湿润林中一些树木的落叶发生在旱季末期ꎬ 有的甚

至发生在雨季ꎬ 有的树木在落叶的同时又在萌发新

叶ꎮ 我们推测季节性湿润林的落叶现象主要是由于

局部生境的干燥和历史的原因(晚白垩世晚期至早

第三纪ꎬ 云南南部地区气候干燥ꎬ 许多落叶种类可

能是历史上干旱的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物种的残

余)ꎬ 而不是由现在的地区性气候干旱所致ꎮ
西双版纳热带季节性湿润林的乔木层并没有一

个明显的无叶(落叶)期ꎮ 根据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对季雨林

的定义ꎬ 则该地区石灰岩山地的这类森林植被就不

能称为季雨林ꎬ 因为它指的是一种在干季基本上是

无叶的、 界于热带雨林与萨王纳(稀树草原)之间

的植被类型ꎮ 西双版纳的这类森林通常分布在石灰

岩山中部ꎬ 并在石灰岩山脚及沟谷的热带季节雨林

带之上ꎬ 应是石灰岩山地垂直带上的一种植被类

型ꎻ 它们在群落外貌上不同于季雨林ꎬ 在植物区系

组成上也不同于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ꎬ 在分布上发

育在热带季节性雨林带之上的石灰岩山地ꎮ 根据其

生态外貌、 植物区系组成和生境特点ꎬ 本文采用

“热带季节性湿润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ｏｉｓｔ ｆｏｒｅ￣
ｓｔ)”来命名这类常绿或半常绿的石灰岩山地森林类

型更为恰当ꎮ 由于西双版纳热带季节性湿润林在群

落外貌上和植物区系组成上的特殊性ꎬ 笔者建议在

云南植被分类系统中把它们作为一个单独的植被

型ꎬ 应属于东南亚热带北缘石灰岩山地垂直带上的

一种植被类型ꎮ
２ ５ ５　 热带山地(低山)常绿阔叶林的命名问题

西双版纳的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曾被称为季风

常绿阔叶林ꎬ 但季风林(ｍｏｎ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这一名称

泛指东南亚的热带落叶森林ꎬ 即季雨林ꎮ 西双版纳

的这类热带山地上的常绿阔叶林无论在种数和个体

数上均以常绿乔木在乔木层中占优势ꎬ 在生态外貌

特征和植物区系组成上也不同于东南亚的季雨林或

季风林ꎻ 由于它具有较丰富的木质藤本植物及相对

较多的具复叶的植物种类ꎬ 缺少附生植物ꎬ 故也不

同于该地区的热带山地雨林或东南亚的低山雨

林[３１]ꎮ 宋永昌[９６]建议季风常绿阔叶林更名为西部

亚热带季节性常绿阔叶林 (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ꎬ 认为它是热带季

节性雨林或季雨林向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过渡

的一个植被类型ꎬ 是中国南亚热带地区的纬向地带

性(水平地带性)植被ꎬ 其热带性质强烈ꎬ 具有一些

热带雨林的特征ꎮ 但在西双版纳曾被称为的季风常

绿阔叶林是分布在热带季节雨林带或季雨林带之上

的热带山地的植被类型ꎬ 是热带山地的垂向地带性

植被ꎮ
西双版纳热带山地的这类常绿阔叶林是发生在

受地区性季风气候强烈影响的偏干山地生境中的一

种植被类型ꎬ 与该地区的山地雨林即热带山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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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较湿润生境(受局部气候影响)的植被类型不同ꎮ
依据这类常绿阔叶林特别的植物区系组成、 生态外

貌特征及生境特点ꎬ 本文建议使用“热带山地常绿

阔叶林”这一名称ꎬ 以区别于该地区的热带季雨

林、 热带山地雨林[３１ꎬ２７] 及中国东部地区的亚热带

季节常绿阔叶林ꎮ
季风常绿阔叶林在«云南植被»中被置于常绿

阔叶林植被型下ꎬ 给予植被亚型等级ꎬ 在 ２００４ 年

建议的“中国常绿阔叶林分类试行方案” [９６] 中ꎬ 季

风常绿阔叶林(西部亚热带季节常绿阔叶林)被置

于亚热带季节性常绿阔叶林植被型下ꎬ 给予植被亚

型等级ꎮ “季风常绿阔叶林”都被运用为分布在南

亚热带地区的水平地带性植被ꎬ 西双版纳的热带山

地常绿阔叶林ꎬ 按其自然属性不宜置于水平地带性

植被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型下ꎬ 故我们建议它

作为一个单独的热带山地的植被类型ꎬ 并给予植被

型等级ꎮ 西双版纳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一般分布在

海拔 ２０００ ｍ 以下ꎬ 而在云南中南部地区由于山体

更加高大ꎬ 在与西双版纳相同的热带山地常绿阔叶

林带之上还有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如哀牢山)ꎬ
故西双版纳热带山地上的常绿阔叶林更确切地说ꎬ
应该是热带低山常绿阔叶林ꎬ 在此笔者采用热带山

地(低山)常绿阔叶林这一名称ꎬ 一方面若运用到

其分布带上还有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的植被垂直

带ꎬ “低山”可与其“中山”相对应ꎬ 另一方面也与

西双版纳的热带山地(低山)雨林相对应ꎮ
２ ５ ６　 热带季雨林的分类问题

«中国植被»和«云南植被»把在中国南部季风

热带北缘地区与热带雨林交错分布的一些常绿和半

常绿的热带森林植被称为热带季雨林ꎬ 认为它们是

分布于热带北缘ꎬ 并且既向雨林方向发展又向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过渡的植被类型ꎬ 也就是说ꎬ 它们是

一个介于热带雨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之间的植被

类型ꎬ 属于纬向地带性植被ꎮ 王伯荪[９７]、 林媚珍

等[９８]、 王伯荪和张炜银[９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ꎬ 他

们根据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最初提出的季风林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ꎬ 也译为季雨林)的概念和定义ꎬ 以及国外有

关学者对该名称的运用ꎬ 认为季雨林是一种在干季

基本上无叶、 界于雨林与稀树草原(萨瓦纳)之间

的植被类型ꎬ 属于经向地带性植被ꎻ 依此定义ꎬ 并

通过对广东和海南季雨林特点的分析ꎬ 认为«中国

植被»对热带季雨林的解释和运用是不准确的ꎮ
目前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而广泛运用的植被

分类系统ꎬ 特别是热带植被由于其分布生境和种类

组成、 生态外貌特征的复杂多样性ꎬ 更没有一个统

一的分类标准[１００]ꎮ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均把季风

林或热带季节性落叶林作为与热带雨林有相同的热

量要求但水湿因子不同、 介于热带雨林与萨瓦纳之

间的植被类型ꎮ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最初使用季风林(ｍｏｎ￣
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描述印度和缅甸的热带落叶林ꎬ 季风林

这一名称主要是在亚洲热带植被中被运用ꎬ 但仍有

不同学者使用其他名称来描述这样的植被类型ꎮ 例

如ꎬ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９０]使用了热带干性落叶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ｄｒｙ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ꎻ Ｂｌａｓｃｏ 等[１０１] 分别使用了

热带干性落叶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ｄｒｙ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和
热带湿性落叶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ｉｓｔ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来描述不同水分条件下的群落ꎮ 但无论采用的名称

如何不同ꎬ 它们均属于热带落叶林ꎮ
西双版纳季雨林的分布生境和生态外貌特征与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定义的季风林符合ꎬ 它与热带雨林水平

交错分布ꎬ 其发育主要受水分因子控制ꎬ 应是介于

热带雨林与萨瓦纳植被之间的地带性植被类型ꎮ 但

由于西双版纳的的基本地形是北高南低ꎬ 其气候随

海拔的变化远大于随经纬度的变化ꎬ 热带地区(海
拔 １０００ ｍ 以下的区域)的气候分异由于地形的影

响使水平(经纬度)变化并不明显ꎬ 导致季雨林的

经向地带性分布特征被掩盖或淡化了ꎮ 考虑到西双

版纳季雨林与该地区热带雨林的关系ꎬ 仍应认为它

是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经向地带性植被ꎬ 并与纬向

地带性植被热带雨林共同构成西双版纳的水平地带

性植被ꎮ
总体而言ꎬ 热带季节性雨林具有与赤道低地热

带雨林较为相近的群落结构和生态外貌特征ꎬ 是亚

洲热带雨林的一个类型ꎬ 但由于发生在季风热带北

缘纬度和海拔的极限条件下ꎬ 受到季节性干旱和热

量不足的影响ꎬ 在其林冠层中有一定比例的落叶树

种存在ꎬ 大高位芽植物和附生植物相对较少而藤本

植物和在叶级谱上的小叶型植物更丰富ꎬ 热带季节

性雨林的这些特征不同于赤道低地的热带雨林ꎮ 热

带山地雨林是热带雨林的山地亚型ꎬ 是该地区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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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较湿润生境的一种森林类型ꎬ 它在植物区系组

成和生态外貌特征上类似于热带亚洲的低山雨林ꎬ
隶属于广义热带雨林植被型下的低山雨林亚型ꎮ 热

带季节性湿润林分布在石灰岩山坡中、 上部ꎬ 在群

落外貌上类似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但在植物区系组

成上又与后者不同ꎬ 它是石灰岩山地垂直带上的一

种植被类型ꎮ 热带季雨林是分布在该地区开阔河谷

盆地及河岸并受季风影响强烈的生境的一种热带落

叶森林ꎬ 是介于热带雨林与萨王纳(热带稀树草

原)之间的植被类型ꎮ 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季风

常绿阔叶林)是西双版纳的主要山地植被类型ꎬ 它

分布在热带季节雨林带之上偏干的山地生境ꎻ 在植

物区系组成上不同于该地区的热带季节雨林ꎬ 在生

态外貌特征上亦不同于热带山地雨林ꎬ 是发育在受

地区性季风气候强烈影响的热带山地的一种森林植

被类型ꎮ

３　 西双版纳的森林植被

３ １　 热带季节性雨林

西双版纳的热带季节性雨林主要分布在该地区

东南部海拔 １１００ ｍ 以下的潮湿沟谷、 山坡下部及

低丘台地ꎬ 以勐腊县最为集中ꎻ 在酸性土壤和石灰

岩基质的土壤上也有分布ꎮ 西双版纳的季节性雨林

包括低丘雨林和沟谷雨林 ２ 个群系组和 ９ 个群系:
(１)箭毒木＋龙果林(Ａｎｔｉａｒｉｓ ｔｏｘｉｃａｒｉａ ＋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ｆｏｒｅｓｔ)ꎻ (２)轮叶戟 ＋ 油朴林(Ｌａｓｉｏ￣
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ｗｉｇｈｔｉｉ ｆｏｒｅｓｔ)ꎻ (３)番龙眼 ＋ 千

果榄仁林(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ｍｙｒｉｏｃａｒ￣
ｐａ ｆｏｒｅｓｔ)ꎻ (４)番龙眼 ＋油朴林(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ｗｉｇｈｔｉｉ ｆｏｒｅｓｔ) ꎻ ( ５) 顶

果 木 ＋ 八 宝 树 林 ( 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ｒａｘｉｎｉｆｏｌｉｕｓ ＋
Ｄｕａｂａｎｇ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ｆｏｒｅｓｔ) ꎻ (６)大果人面子

＋ 番 龙 眼 林 ( Ｄｒａｃｏｎｔｏｍｅｌｏｎ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ｍ ＋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ｆｏｒｅｓｔ)ꎻ (７)浆果乌桕 ＋ 龙果林

(Ｓａｐｉｕｍ ｂａｃｃａｔｕｍ ＋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ｆｏｒｅ￣
ｓｔ)ꎻ (８)望天树林(Ｓｈｏｒｅａ ｗａｎｔｉａｎｓｈｕｅａ ｆｏｒｅｓｔ)ꎻ
(９)青梅林(Ｖａｔｉｃａ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ꎮ
３ １ １　 群落种类组成与结构特征

３ １ １ １　 低丘雨林

低丘雨林分布在生境湿度相对较小的低丘和坡

地(通常为西北坡)ꎬ 落叶树种在种类组成和重要

值累积上均占 １０％ ~ ３０％ꎬ 包括 ２ 个群系:
(１)箭毒木 ＋龙果林

该群落主要分布在 ８００ ｍ 以下的酸性土山、
低山、 丘陵、 台地ꎬ 如村寨附近的龙山林基本都

是该类森林ꎮ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因种类组成丰

富和群落类型多样ꎬ 即使根据上层乔木标志种或

优势种划分了群系ꎬ 在同一群系各群落间的种类

组成ꎬ 特别是亚优势树种的组成上ꎬ 亦有较大

差异ꎮ
箭毒木 ＋ 龙果林群系的群落结构和种类组成

特征见图 ３１１ 和综合样地表(表 ３１１)ꎮ 乔木

上层以箭毒木占优势ꎬ 龙果、 大叶白颜树占亚优

势ꎬ 糙叶树、 长叶翅子树占次优势ꎬ 这几个种的

存在度均较大ꎬ 在群落中具有较高的代表性ꎻ 四

数木、 假鹊肾树、 粘木、 粗枝岩摩、 新乌檀等在

部分群落中或局部地段上占优势ꎬ 番龙眼则出现

在同沟谷雨林交错的过渡地段上并有较大的优势

度或重要值ꎮ 乔木中层以玉蕊、 小叶藤黄、 红光

树、 毛荔枝具有较大存在度和优势度ꎻ 泰国黄叶

树、 车里暗罗、 大叶藤黄、 泰国芒果、 单果阿芳

等在局部地段上占优势ꎬ 轮叶戟则在与沟谷雨林

的过渡地段上出现或占优势ꎮ 乔木下层以木奶果

有最大存在度和较占优势ꎬ 云南银柴、 降真香、 窄

序岩豆树、 山木患等次之ꎻ 假海桐、 滨木患、 滇南

溪桫、 柴桂等在局部地段上占优势ꎮ 灌木层常见有

茜草科植物南山花(Ｐｒｉｓｍａｔｏｍｅｒｉｓ ｔｅｔｒａｎｄａ)、 弯

管花 ( Ｃｈａｓａｌｉａ ｃｕ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香港茜木 ( Ｐａｖｅｔｔａ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及银背巴豆 (Ｃｒｏｔｏｎ ａｒｇｙｒａｔｕｓ)
等ꎮ 草本以山壳骨(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ｓｐｐ.)、 耳

草(Ｈｅｄｙｏｔｉｓ ｓｐｐ.)、 尽草(Ａｒｔｈｒａｘｏｎ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等为常见ꎮ

(２)轮叶戟 ＋ 油朴林

群落高约 ３０ ｍꎬ 层次较为明显ꎬ 以轮叶戟和

油朴为共优势种ꎬ 其它常见种有缅桐、 棒柄花、
毛藤春、 林生乌口树、 黄木棉等ꎮ 乔木层的落叶

树种有毛麻楝、 羽叶白头树、 四数木等ꎮ 轮叶

戟 ＋ 油朴林是最为普遍的石灰岩山季节性雨林类

型ꎬ 其群落结构、 种类组成特征见图 ３１２ 和综合

样地表 ３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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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 大叶白颜树 Ｇｉｒｏｎｎｉｅｒａ ｓｕｂａｅｑｕａｌｉｓꎻ Ｃｌ: 齿叶黄皮 Ｃｌａｕｓｅｎａ ｄｅｎｔａｔａꎻ Ｐｔ: 狭叶半枫荷 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ｌａｎｃｅａｅｆｏｌｉｕｍꎻ Ａｃ: 降
真香 Ａｃｒｏｎｙｃｈｉａ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ꎻ Ｒａ: 云南茜树 Ｒａｎｄ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ꎻ Ｃａｎ: 铁屎米 Ｃａｎｔｈｉｕｍ ｈｏｒｒｉｄｕｍꎻ Ｎｅ: 毛荔枝 Ｎｅｐｈｅｎｉｕｎ
ｌａｐｐａｃｅｕｍ ｖａｒ. ｐａｌｌｅｎｓꎻ Ａｎｏ: 番荔枝科 Ａｎｏｎａｃｅａｅꎻ Ｏｓ: 叶轮木Ｏｓｔｏｄｅ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ꎻ Ｉｘ: 粘木 Ｉｘｏｎａｎｔｈｅ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ꎻ Ｅｌ:
阔叶圆果杜英 Ｅｌ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ꎻ Ｓｕ: 饼树 Ｓｕｒｅｇｏｄａ 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ｔａꎻ Ａｌ: 毛八角枫 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ｋｕｒｚｉｉꎻ Ｃａｐ: 雷公桔 Ｃａｐ￣
ｐａｒｉ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ｉｆｏｌｉａꎻ Ａｎｔ: 箭毒木 Ａｎｔｉａｒｉｓ ｔｏｘｉｃａｒｉａꎻ Ａｒｔ: 胭脂木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ꎻ Ｐｒ: 南山花 Ｐｒｉｓｍａｔｏｍｅｒｉｓ 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ꎻ
Ｋｎ: 红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ｆｕｒｆｕｒａｃｅａꎻ Ｐｏ: 龙果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ａꎻ Ａｎ: 渐光五月茶 Ａｎｔｉｄｅｓｍａ ｃａｌｖｅｓｃｅｎｓꎻ Ｓｙ: 越南灰木 Ｓｙｍｌｏｃｏｓ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ꎻ Ｔａ: 小林乌口树 Ｔａｒｅｎｎａ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ꎻ Ｅｖ: 单叶吴荑: Ｅｖｏｄｉａ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ꎻ Ｃｈ: 滇南溪桫 Ｃｈｉｓｏｃｈｅｔｏｎ ｓｉａｍｅｎ￣
ｓｉｓꎻ Ｘａ: 泰国黄叶树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ｉａｍｅｎｓｅꎻ Ｋ: 小叶红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ｇｌｏｂｕｌａｒｉａꎻ Ｌｉ: 滇南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ｇａｒｒｅｔｔｉｉꎻ Ｃａ: 白榄 Ｃａ￣
ｎａｒ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ꎻ Ａｒ: 云南紫金牛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ꎻ Ｄ: 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ａꎻ Ｃｒｏ: 银叶巴豆 Ｃｒｏｔｏｎ ａｒｇｙｒａｔｕｓ.

图 ３ １ １　 箭毒木 ＋ 龙果林垂直剖面图[３]

Ｆｉｇ ３ １ １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ｎｔｉａｒｉｓ ｔｏｘｉｃａｒｉａ ＋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ｆｏｒｅｓｔ

表 ３ １ １　 箭毒木 ＋ 龙果林综合样地
Ｔａｂｌｅ ３ １ １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ｌｏ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Ａｎｔｉａｒｉｓ ｔｏｘｉｃａｒｉａ ＋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ｆｏｒｅｓｔ

样方
Ｐｌｏｔ

样方编号 Ｐｌｏｔ ｃｏｄｅｓ

９２－１ ９３１２０６ ８３０３ ９４１０１３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勐腊 ５８ ｋｍ
５８ ｋｍ ｆｒｏｍ
Ｍｅｎｇｌａ

勐仑城子
Ｃｈｅｎｇｚｉꎬ
Ｍｅｎｇｌｕｎ

勐腊曼庄
Ｍａｎｚｈｕａｎｇꎬ

Ｍｅｎｇｌａ

勐仑曼莫
Ｍａｎｍｏꎬ
Ｍｅｎｇｌｕｎ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６８０ ６５０ ８３０ ６７５
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ｍ２) ５ (１０ × ５０) ５ (１０ × ５０) ５０ × ５０ ５ (１０ × ５０)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东北 ＮＥ 山丘顶部ꎬ 无明显坡向 东南 ＳＥ 东南 ＳＥ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３０° ５° ~ １０° １０° ~ ２０° ３０°
群落高度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ｍ) ３５ ３０ ４５ ３０
总盖度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９５％ > ９５％ > ８５％ > ９５％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ＢＨ > ５ ｃｍ) ４６ ５２ ５２ ５７
株数 Ｎｏ. ｏｆ ｓｔｅｍｓ ２０７ １８２ １４４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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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３ １ １
乔木层次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重要值
ＩＶ

相对多度 ＋相对显著度
ＲＡ ＋ ＲＤ

重要值
ＩＶ

上层
Ｕｐｐｅｒ
ｌａｙｅｒ

箭毒木(见血封喉)Ａｎｔｉａｒｉｓ ｔｏｘｉｃａｒｉａ ３.９１ ８０.３６ ＋ ４.２７
龙果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２.００ １.４９ ２.７１ １６.１３
滇糙叶树 Ａｐｈａｎａｎｔｈｅ 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４.３２ ５.７６ ９.５９ ９.２１
白颜树 Ｇｉｒｏｎｎｉｅｒａ ｓｕｂ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２３.９７ ５.５８ ２.５３ －
窄叶半枫荷 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ｌａｎｃｅｉｆｏｌｉｕｍ ６.０６ － １.９６ ４.７８
网脉肉托果 Ｓｅｍｅ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 １.６８ １.９７ １.５２
细毛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ｅｎｕｉｐｉｌｉｓ － １.８６ ６.１４ ７.４５
斯里兰卡天料木 Ｈｏｍａｌｉｕｍ ｃ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ｍ １.６１ － ３.２０ ２.７０
绒毛番龙眼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 － ５.４８ ２１.１１
滇南新乌檀 Ｎｅｏｎａｕｃｌｅａ ｔｓａｉａｎａ － １.５２ １０.０８ －
橄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 － ４.０８ －
四瓣崖摩 Ａｍｏｏｒａ ｔｅｔｒａｐｅｔａｌａ １.５４ － － ４.４２
高山榕 Ｆｉｃ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 － － １２.１
粗枝崖摩 Ａｍｏｏｒａ ｄａｓｙｃｌａｄａ － １０.３１ － －
四数木 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 ４０.５ － － －
毗黎勒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ｂｅｌｌｉｒｉｃａ － － － ２.５０
羽叶白头树 Ｇａｒｕｇ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 ２.０８ － －

中层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ａｙｅｒ

云树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２.７９ ３.６５ ６.０８ １.５５
毛荔枝 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ｌａｐｐａｃｅｕｍ ｖａｒ. ｐａｌｌｅｎｓ １.８１ ３.０１ ２.３４ ３.１１
红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ｆｕｒｆｕｒａｃｅａ ３.５７ ３.９６ １０.４５ ６.８２
泰国黄叶树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７.８９ １０.２２ － １.６３
大叶藤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ｘａｎｔｈｏｃｈｙｍｕｓ ３.０６ １４.２ １.０７ －
假玉桂 Ｃｅｌｔｉｓ ｔｉｍｏｒｅｎｓｉｓ １.９０ － ３.４ １.６３
越南割舌树 Ｗａｌｓｕｒ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３.１０ － ３.３８ １.５５
梭果玉蕊 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ｉａ ｆｕｓｉｃａｒｐａ ４４.５０ － ３.１５ １０.００
景洪暗罗 Ｐｏｌｙａｌｔｈｉａ ｃｈｅｌｉｅｎｓｉｓ ２.７０ ２９.４１ － －
多脉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ｇｒａｎｄｅ － ９.４５ ３.１５ １.６６
银钩花 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ｔｈｏｒｅｌｉｉ ３.７９ １.６８ ５.３２ －
破布叶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 ５.６７ ０.７９ －
印度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 － ３.２２ － ２.０１
溪桫 Ｃｈｉｓｏｃｈｅｔｏｎ ｃｕｍｉｎｇｉａｎｕｓ ｓｕｂｓｐ. ｂａｌａｎｓａｅ ２.０１ ＋ － －
藤春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ｎｏｇｙｎａ － １３.１３ － ９.６７
狭叶一担柴 Ｃｏｌｏｎａ ｔｈｏｒｅｌｉｉ ３.１６ － ５.３８ －
黄棉木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５.７ － － ３.０６
思茅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ｓｚｅｍａｏｉｓ ３.１４ － ３.２９ －
风吹楠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ｇｌａｂｒａ － １.５２ － －
垂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 － － － ５.３２
野波罗蜜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ａｋｏｏｃｈａ － － ２.９９ －
泰国杧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 － － １.７０
云南倒吊笔 Ｗｒｉｇｈｔｉａ ｃｏｃｃｉｎｅａ － １.６６ － －
云南厚壳桂 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 － １.９６
勐仑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ｙｒｓａ － － １.３９ －
云南肉豆蔻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 ３.５９ －
大鱼藤树 Ｄｅｒｒｉｓ ｒｏｂｕｓｔａ － － ２.５５ －
轮叶戟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 － － １９.０９
金钩花 Ｐｓｅｕｄｕｖａｒｉａ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 ５.９８ －
毛瓣无患子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ｒａｒａｋ － － ４.５７ －
辛果漆 Ｄｒｉｍｙｃａｒｐｕｓ ｒａｃｅｍｏｓｕｓ － － － ６.６８
大果油朴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 － － ５.７６
浆果乌桕 Ｓａｐｉｕｍ ｂａｃｃａｔｕｍ － ４.１３ － －
红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 － ２.４１ －
大叶蒲葵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ｓａｒｉｂｕｓ － － － ３.２２
新乌檀 Ｎｅｏｎａｕｃｌｅａ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 － － － ２.１０
常绿臭椿 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 ｆｏｒｄｉｉ － ２.０８ － －
密脉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ｏｒｄｉａｎｕｓ － － － ２.０６
竹节树 Ｃａｒａｌｌｉａ ｂｒａｃｈｉａｔａ － － －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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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３ １ １
乔木层次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重要值
ＩＶ

相对多度 ＋相对显著度
ＲＡ ＋ ＲＤ

重要值
ＩＶ

下层
Ｌｏｗｅｒ
ｌａｙｅｒ

木奶果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 ５.９３ １.５２ １３.６６ ４.２３
平叶密花树 Ｍｙｒｓｉｎｅ ｆａｂｅｒｉ ３.０８ ＋ ＋ －
云南银柴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１.４９ １７.６９ １.５８
山油柑 Ａｃｒｏｎｙｃｈｉａ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 ２.１７ １.５０ １１.２７ －
思茅崖豆藤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 ｌｅｐｔｏｂｏｔｒｙａ １１.４９ ５.０６ － ７.０６
假山萝 Ｈａｒｐｕｌｌｉａ ｃｕｐａｎｉｏｉｄｅｓ １.６６ ８.３５ ３.４０ －
普文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ｐｕｗｅｎｅｎｓｉｓ ６.７１ － ２.７８ ２.５８
火烧花 Ｍａｙ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ｉｇｎｅｕｍ － １.５０ １.４７ １.６４
十蕊枫 Ａｃｅｒ ｌａｕｒｉｎｕｍ ３.５４ － ３.６６ ２.１８
华夏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ｅ １.９０ － － ４.６１
假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 １１.６６ － １.７４ ５.５０
滇谷木 Ｍｅｍｅｃｙｌｏｎ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 － ２.９９ １.１６ －
粗丝木 Ｇｏｍｐｈａｎｄｒａ 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 １.５４ － ０.９６ １.５５
滨木患 Ａｒｙｔｅｒ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 ７.８３ ０.９８ －
粗糠柴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 ５.０４ ２.２ －
山地五月茶 Ａｎｔｉｄｅｓｍａ ｍｏｎｔａｎｕｍ ６.２６ － １.０ －
西南猫尾木 Ｍａｒｋｈａｍｉａ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ａ － ３.００ １.７９ －
披针叶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 ２.９９ － １.５２
香花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ｐａｎａｍａｎｊａ － ２.０７ － １.５７
大果山香圆 Ｔｕｒｐｉｎｉａ ｐｏｍｉｆｅｒａ １.５４ １.７１ － －
金毛榕 Ｆｉｃｕｓ ｆｕｌｖａ ２.１６ ＋ － －
小叶红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ｇｌｏｂｕｌａｒｉａ － ７.７６ － －
青藤公 Ｆｉｃｕｓ ｌａｎｇｋｏｋｅｎｓｉｓ ８.６１ － － －
倒卵叶黄肉楠 Ａｃｔｉｎｏｄａｐｈｎｅ ｏｂｏｖａｔａ － － １.３９ ７.３３
多毛茜草树 Ａｉｄｉａ ｐｙｃｎａｎｔｈａ ７.６５ － － －
红果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ｇｏｔａｄｈｏｒａ － － １.０５ －
火麻树 Ｄｅｎｄｒｏｃｎｉｄｅ ｕｒｅｎｔｉｓｓｉｍａ １.８１ － － １.８４
大肉实树 Ｓａｒｃｏｓｐｅｒｍａ ａｒｂｏｒｅｕｍ － １.９４ － １.６６
枝花流苏树 Ｃｈｉ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ｕｓ － １.５０ １.１５ －
染木树 Ｓａｐｒｏｓｍ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１.５５ ＋ － －
阔叶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ｍｅｇａｃａｒｐｕｍ － － － ４.４３
微毛布惊 Ｖｉｔｅｘ ｑｕｉｎａｔａ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ｒｕｌａ － ３.０５ － －
白楸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 ３.０４ － －
缅桐 Ｓｕｍｂａｖｉｏｐｓｉｓ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 － － － ３.０４
单穗鱼尾葵 Ｃａｒｙｏｔａ ｍｏｎ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 － １.３２ －
银柴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ｄｉｏｉｃａ － － １.０５ －
叶轮木 Ｏｓｔｏｄｅ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 － － １.５５
海红豆 Ａｄ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ａｖｏｎｉｎａ ｖａｒ. ｍｉｃｒｏｓｐｅｒｍａ － １.５６ － －
猪肚木 Ｃａｎｔｈｉｕｍ ｈｏｒｒｉｄｕｍ － １.５３ － －
薄叶山柑 Ｃａｐｐａｒｉｓ ｔｅｎｅｒａ － １.５２ － －
毛八角枫 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ｋｕｒｚｉｉ － １.５０ － －
溪桫Ｃｈｉｓｏｃｈｅｔｏｎ ｃｕｍｉｎｇｉａｎｕｓ ｓｕｂｓｐ. ｂａｌａｎｓａｅ １８.５１ － － －
云南棋子豆 Ｃｙｌｉｎｄｒｏｋｅｌｕｐｈａ ｋｅｒｒｉｉ － － － １.９０
细基丸 Ｐｏｌｙａｌｔｈｉａ ｃｅｒａｓｏｉｄｅｓ － － － －
柴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ｔａｍａｌａ １６.３６ － － －
泡竹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ａｃｈｙｕｍ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ｕｍ － － － １２.４３
绿黄葛树 Ｆｉｃｕｓ ｖｉｒｅｎｓ － － － １０.０８
海南岩豆藤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 ｐａｃｈｙｌｏｂａ ６.２３ － － －
青枣核果木 Ｄｒｙｐｅｔｅｓ ｃｕｍｉｎｇｉｉ － － － ６.００
四角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ｔｅｔｒａｇｏｎｕｍ － ４.６４ － －
滇毒鼠子 Ｄｉｃｈａｐｅｔａｌｕｍ ｇｅｌｏｎｉｏｉｄｅｓ － － ２.４６ －
蒙自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ｅｎｒｙａｎａ － － ２.２６ －
狭叶红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ｃｉｎｅｒｅａ ｖａｒ. ｇｌａｕｃａ － ３.０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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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３ １ １
乔木层次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重要值
ＩＶ

相对多度 ＋相对显著度
ＲＡ ＋ ＲＤ

重要值
ＩＶ

下层
Ｌｏｗｅｒ
ｌａｙｅｒ

碧绿米仔兰 Ａｇｌａｉａ ｐｅｒｖｉｒｉｄｉｓ － － － ３.０５
长梗三宝木 Ｔｒｉｇｏｎｏｓｔｅｍｏｎ ｔｈｙｒｓｏｉｄｅｕｓ ２.１１ － － －
云南崖摩 Ａｍｏｏｒ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２.０７ － －
云南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 － － － １.９６
版纳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ｅｎｓｉｓ － － １.２３ －
蒲桃一种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ｓｐ. １.６４ － － －
锈毛山小橘 Ｇｌｙｃｏｓｍｉｓ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ｉｉ － １.６６ － －
焰序山龙眼 Ｈｅｌｉｃｉａ ｐｙｒｒｈｏｂｏｔｒｙａ １.５８ － － －
褐叶柄果木 Ｍｉｓｃ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ｐｅｎｔａｐｅｔａｌｕｓ － － １.０８ －
盘叶罗伞 Ｂｒａｓｓａｉｏｐｓｉｓ ｆａｔｓｉｏｉｄｅｓ １.５４ － － －
大花哥纳香 Ｇｏｎｉｏｔｈａｌａｍｕｓ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 － １.４９ － －
刺通草 Ｔｒｅｖｅｓｉａ ｐａｌｍａｔａ － １.４９ － －
云南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 ０.９９ －
长棒柄花 Ｃｌｅｉｄｉｏｎ ｓｐｉｃｉｆｌｏｒｕｍ － － － １.５２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２３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注: ＋ꎬ 样方内仅有幼树、 幼苗ꎻ －ꎬ 样地内无记录ꎻ 重要值( ＩＶ) ＝ 相对多度 ＋ 相对显著度 ＋ 相对频度ꎻ ＤＢＨ: 胸径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ｓ: ＋ꎬ Ｏｎｌｙ ｓａｐｌｉｎｇｓ ｏｒ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ｌｏｔꎻ －ꎬ Ｎｏ ｒｅｃｏ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ｏｔꎻ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 ＩＶ)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ＲＡ)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ＲＤ)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Ｆ) . ＤＢＨ: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m

30

20

10

0

１. 四数木 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ꎻ ２. 油朴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ｗｉｇｈｔｉｉꎻ ３. 轮叶戟 Ｌａｓｉｏｃｃｏ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ꎻ ４. 缅桐 Ｓｕｍｂａｖｉｏｐｓｉｓ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ꎻ ５. 短柄棒柄花 Ｃｌｅｉｄｉｏｎ ｓｐｉｃｉｆｌｏｒｕｍꎻ ６. 毛石密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ꎻ ７. 四
瓣木楝 Ａｍｏｏｒａ ｔｅｔｒａｐｅｔａｌａꎻ ８. 林生乌口树 Ｔａｒｅｎｎａ ｓｙｌｖｅｓｔｉｓꎻ ９. 大苞藤黄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ꎻ １０. 黄棉木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ꎻ １１. 石密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ｎｏｇｙｎａꎻ １２. 滇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ꎻ １３. 阔叶风车藤 Ｃｏｍｂｒｅｔｕｍ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ｕｍꎻ １４. 翼核果 Ｖｅｎｔｉｌａｇｏ ｃａｌｙｃｕｌａｔａꎻ １５. 亨利岩爬藤 Ｔｅｔｒａｓｔｉｇｍａ ｈｅｎｒｙｉ.

图 ３ １ ２　 轮叶戟 ＋ 油朴林垂直剖面图 (李保贵绘)
Ｆｉｇ ３ １ ２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ｗｉｇｈｔｉｉ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Ｂ Ｇ Ｌｉ)

８５６ 植 物 科 学 学 报 第 ３３ 卷　



表 ３ １ ２　 轮叶戟 ＋ 油朴群落综合样地
Ｔａｂｌｅ ３.１.２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ｌｏ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样方 Ｐｌｏｔ
样方编号　 Ｐｌｏｔ ｃｏｄｅｓ

９４－０３－０１ ９３－１２－０３ 　 ９２０３ １０２－１３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勐远
Ｍｅｎｇｙｕａｎ

勐仑银场
Ｙｉｎｃｈａｎｇꎬ
Ｍｅｎｇｌｕｎ

勐仑银场
Ｙｉｎｃｈａｎｇꎬ
Ｍｅｎｇｌｕｎ

勐远
Ｍｅｎｇｙｕａｎ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６０ ８２５
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ｍ２) ５ (１０ × ５０) ２０ (１０ × １０) ５ (１０ × ５０) ５ (１０ × ５０)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西南 ＳＷ 西北 ＮＷ 西南 ＳＷ 西 Ｗ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４０° ５° ~ １５° １０° １０°
群落高度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ｍ) ３０ ３０ ３０ ２５
总盖度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９０％ ９０％ ９５％ ９０％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ＢＨ>５ ｃｍ) ２７ ２３ １２ １１
株数 Ｎｏ. ｏｆ ｓｔｅｍｓ １０２ ２７１ ４４ １４２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重要值 ＩＶ 重要值 ＩＶ 重要值 ＩＶ
轮叶戟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６７.１２ １２６.１ １０１ １５１.１
大果油朴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２３.６４ ４４.１８ ３０.３７ ９７.２
麻楝 Ｃｈｕｋｒａｓｉａ 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ｓ １５.３７ １１.４２ ３０.２４ －
多花白头树 Ｇａ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ｉ ９.６６ ３２.１６ ８.９７ －
四数木 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 ４０.６７ － － －
缅桐 Ｓｕｍｂａｖｉｏｐｓｉｓ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 １１.８１ ９.３３ ７.６４ ６.３９
长棒柄花 Ｃｌｅｉｄｉｏｎ ｓｐｉｃｉｆｌｏｒｕｍ １０.６７ ６.６７ ７.５７ ９.３
石密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 １０.８１ － １８.４２ －
假桂乌口树 Ｔａｒｅｎｎａ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 １４.１ ７.５７ －
长果木棉 Ｂｏｍｂａｘ ｉｎｓｉｇｎｅ １７.００ － － －
黄棉木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 ２.２７ １３.８５ －
四瓣崖摩 Ａｍｏｏｒａ ｔｅｔｒａｐｅｔａｌａ － ４.９９ ８.３４ －
全缘火麻树 Ｄｅｎｄｒｏｃｎｉｄｅ ｓｉｎｕａｔａ ５.８４ ７.５５ － －
思茅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ｓｚｅｍａｏｅｎｓｅ － － － １２.８
长叶金桔 Ｆｏｒｔｕｎｅｌｌａ ｐｏｌｙａｎｄｒａ － １２.７ ＋ －
大苞藤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９.９１ ２.１１ ＋ －
景洪暗罗 Ｐｏｌｙａｌｔｈｉａ ｃｈｅｌｉｅｎｓｉｓ １１.７１ － ＋ －
藤春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ｎｏｇｙｎａ ６.３１ ３.４５ － －
鸡骨香 Ｃｒｏｔｏｎ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ｕｓ ３.０９ － － ６.２３
风轮桐 Ｅｐｉｐｒｉｎｕｓ ｓｉｌｅｔｉａｎｕｓ － － － ８.９
云南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ｅｉｄ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６.６６ ２.１２ － －
董棕 Ｃａｒｙｏｔａ ｕｒｅｎｓ － － ８.４２ －
割舌树 Ｗａｌｓｕｒ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 － － ７.５７ －
雅榕 Ｆｉｃｕｓ ｃｏｎｃｉｎｎａ ６.２４ － － －
四蕊朴 Ｃｅｌｔｉｓ 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 ５.９５ － － －
绒毛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５.７９ － － －
剑叶龙血树 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４.０２ １.６８ －
聚果榕 Ｆｉｃｕｓ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 ５.３４ － － －
四数九里香 Ｍｕｒｒａｙａ ｔｅｔｒａｍｅｒａ － ５.１０ ＋ －
大叶水榕 Ｆｉｃｕｓ ｇｌａｂｅｒｒｉｍａ ２.９６ ２.１４ － －
绿黄葛树 Ｆｉｃｕｓ ｖｉｒｅｎｓ ４.５９ － － －
微毛布惊 Ｖｉｔｅｘ ｑｕｉｎａｔａ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ｒｕｌａ ３.１４ － － －
黑长叶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ｍｅｌａｎ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 － － ３.０
皮孔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ｌｅｎｔｉｃｅｌｌａｔｕｍ ２.９４ － － －
银钩花 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ｔｈｏｒｅｌｉｉ ２.９４ － － －
胭木 Ｗｒｉｇｈｔｉ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 ２.９０ － － －
上思厚壳树 Ｅｈｒｅｔｉａ ｔｓａｎｇｉｉ ２.８９ － － －
山蕉 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ｍａｉｎｇａｙｉ － ２.３８ － －
大鱼藤树 Ｄｅｒｒｉｓ ｒｏｂｕｓｔａ － － － ２.２１
云南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１.７５ － －
云南银钩花 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ｗａｎｇｉｉ － １.７１ － －
石山崖摩 Ａｍｏｏｒａ ｃａｌｃｉｃｏｌａ － １.６８ ＋ －
山椤 Ａｇｌａｉａ ｅｌａｅａｇｎｏｉｄｅａ － １.６６ － －
多毛茜草树 Ａｉｄｉａ ｐｙｃｎａｎｔｈａ ＋ － － １.５５
山石榴 Ｃａｔｕｎａｒｅｇａｍ ｓｐｉｎｏｓａ － － － １.４０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５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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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１ ２　 沟谷雨林

沟谷雨林主要分布于坡脚最为潮湿的沟谷中或

阴坡(通常为东北坡向)ꎮ 落叶树种在种类组成和

重要值累积上均低于 １０％ꎬ 此群落类型以番龙眼

为标志ꎬ 主要有以下几个群系:
(１) 番龙眼 ＋ 千果榄仁林

该群系主要沿沟谷分布在海拔 ５５０ ~ ９００ ｍ
的酸性土山狭谷坡脚ꎬ 并以 ６００ ~ ７００ ｍ 的沟谷

最为集中ꎻ 林内阴湿ꎬ 土壤湿润ꎬ 上层乔木落叶

树种相对较少ꎬ 附生植物、 木质大藤本在数量上

占优势ꎻ 植被群落以番龙眼和千果榄仁为标志树

种ꎮ 番龙眼为乔木上层优势种ꎬ 千果榄仁为亚优

势种或在局部地段上成为优势种或标志种 (图

３１３ꎬ 表 ３１３)ꎮ 上层落叶树的代表种主要是多

花白头树和五眼果ꎬ 高榕在局部地段上占优势ꎻ
中层以小叶藤黄和红光树具有最大存在度ꎬ 轮叶

戟、 玉蕊、 山蕉、 金钩花、 蔡氏新乌檀等在局部

地段上均可占优势ꎻ 下层以琴叶风吹楠、 阔叶蒲

桃的存在度较大ꎬ 以木奶果、 棒柄花、 核实木等

较占优势ꎬ 版纳柿、 尖尾榕、 巴巴叶、 窄序岩豆

树、 聚果榕、 大叶风吹楠等则在局部地段上占优

势ꎮ 灌木以茜草科植物粗叶木(Ｌａｓｉ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ｐ.)、
腺萼木(Ｍｙｃｅｔｉａ ｓｐｐ.)等为常见种ꎮ 草本以柊叶

(Ｐｈｒｙｎｉｕｍ ｃａｐｉｔａｔｕｍ)、 山姜(Ｈｅｄｙｃｈｉｕｍ ｓｐｐ.)、
长叶实蕨 (Ｂｏｌｂｉｔｅｓ ｈｅｔｅｒｏｃｌｉｔａ)、 叉蕨 ( Ｔｅｃｔａｒｉｓ
ｓｐｐ.)等较为常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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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千果榄仁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ｍｙｒｉｏｃａｒｐａꎻ ２. 番龙眼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ꎻ ３. 多花白头树 Ｇａｒ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ｉꎻ ４. 红
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ｆｕｒｆｕｒａｃｅａꎻ ５. 木奶果 Ｂａｃｃａｕｒｉ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ꎻ ６. 小叶藤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ꎻ ７. 阔叶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ｌａｔｉｌｉｍｂｕｍꎻ
８. 金刀木 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ｉａ ｍａｃ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ａꎻ ９. 轮叶戟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ꎻ １０. 假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ꎻ １１. 金钩花 Ｐｓｅｕｄｕｖａｒｉａ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ꎻ １２. 狭叶半枫荷 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ｌａｎｃｅａｅｆｏｌｉｕｍꎻ １３. 核实木 Ｄｒｙｐｅｔｅｓ ｃｕ￣
ｍｉｎｇｉｉꎻ １４. 石密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ｎｏｇｙｎａꎻ １５. 野芭蕉Ｍｕｓ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ꎻ １６. 菩柔树 Ｔｒｉｇｏｎｏｓｔｅｍｏｎ ｔｈｙｒｓｏｉｄｅｕｍꎻ １７. 翼核
果 Ｖｅｎｔｉｌａｇｏ ｃａｌｙｃｕｌａｔａꎻ １８. 巢蕨 Ｎｅｏｔｔｏｐｔｒｅｉｓ ｎｉｄｕｓꎻ １９. 香港岩角藤 Ｒｈａｐｈｉｄｏｐｈｏｒａ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ꎻ ２０. 阔叶风车藤
Ｃｏｍｂｒｅｔｕｍ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ｕｍꎻ ２１. 瓜馥木 Ｆｉｓｓｉｓｔｉｇｍａ ｓｐ.

图 ３ １ ３　 番龙眼 ＋ 千果览仁林垂直剖面图 (李保贵绘)
Ｆｉｇ ３ １ ３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ｍｙｒｉｏｃａｒｐ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ＢＧ 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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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１ ３　 番龙眼 ＋ 千果览仁林综合样地
Ｔａｂｌｅ ３ １ ３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ｌｏ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ｍｙｒｉｏｃａｒｐａ ｆｏｒｅｓｔ

样方 Ｐｌｏｔ
样方编号　 Ｐｌｏｔ ｃｏｄｅｓ

９４０１０１ ９４０１０２ ８３０５ ８３０４ ８３０２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勐仑曼莫
Ｍａｎｍｏꎬ
Ｍｅｎｇｌｕｎ

勐仑曼莫
Ｍａｎｍｏꎬ
Ｍｅｎｇｌｕｎ

勐腊曼旦
Ｍａｎｄａｎꎬ
Ｍｅｎｇｌａ

勐腊曼庄
Ｍａｎｚｈｕａｎｇꎬ

Ｍｅｎｇｌａ

勐腊曼庄
ｍａｎｚｈｕａｎｇꎬ

Ｍｅｎｇｌａ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７００ ６５０ ７５０ ７００ ８９０
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ｍ２) ５ (１０ × ５０) ５ (１０ × ５０) ３０ × １００ ３５ × ７５ ４００ × １００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东南 ＳＥ 东南 ＳＥ 东南 ＳＥ 东南 ＳＥ 东南 ＳＥ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１０° ~ ４０° ５° ~ １０° １０° ０° １５°
群落高度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ｍ) ３５ ３５ ４５ ３５ ４５
总覆盖度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９５％ ９５％ > ９５％ > ９０％ > ８５％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ＢＨ > ５ ｃｍ) ４８ ４９ ５２ ５８ ５４
株数 Ｎｏ . ｏｆ ｓｔｅｍｓ ９６ １０８ ８５ １５５ １５４

乔木层次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重要值
ＩＶ

相对多度 ＋
相对显著度
ＲＡ ＋ ＲＤ

相对多度＋
相对显著度
ＲＡ ＋ ＲＤ

相对多度 ＋
相对显著度
ＲＡ ＋ ＲＤ

上层
Ｕｐｐｅｒ
ｌａｙｅｒ

绒毛番龙眼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４０.４０ ４１.３１ １６.８３ １２.６３ １５.４６
千果榄仁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ｍｙｒｉｏｃａｒｐａ １７.９４ １１.６ ０.６８ ２３.４ ６.３１
多花白头树 Ｇａ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ｉ ８.１ ２３.７８ １.３５ １.７１ ３.１８
网脉肉托果 Ｓｅｍｅ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３.５２ － １.５４ ０.６６ ２.６４
常绿臭椿 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 ｆｏｒｄｉｉ １１.６１ ３.１２ － － １.１０
糖胶树 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ｉｓ － ２.６４ ０.７８ １.０３ －
大果人面子 Ｄｒａｃｏｎｔｏｍｅｌｏｎ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ｍ － － ２３.６４ － ９.３４
窄叶半枫荷 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ｌａｎｃｅｉｆｏｌｉｕｍ － － ２０.１１ － １.３５
高山榕 Ｆｉｃ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 １８.４０ ５.８８ － －
毗黎勒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ｂｅｌｌｉｒｉｃａ １３.７７ ７.２９ － － －
滇糙叶树 Ａｐｈａｎａｎｔｈｅ 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８.３４ － － １.２４ １.６６
细毛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ｅｎｕｉｐｉｌｉｓ － － － １.４３ １.２３
见血封喉 Ａｎｔｉａｒｉｓ ｔｏｘｉｃａｒｉａ ２.６ － － － －
龙果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４.６３ － － － －
毛果猴欢喜 Ｓｌｏａｎｅａ ｄａｓｙｃａｒｐａ － － － － ２.５６
滑桃木 Ｔｒｅｗｉａ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 － － － １.８１ －

中层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ａｙｅｒ

云树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２.９１ ９.４３ ０.７７ ０.８３ ７.５９
红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ｆｕｒｆｕｒａｃｅａ ２.７０ ２.３１ ４.４８ ０.９３ １.２９
轮叶戟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 ７.０５ １２.０８ １.５１ ２１.０７
藤春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ｎｏｇｙｎａ ４.０９ ２.５１ ３.３６ － ２.８２
金钩花 Ｐｓｅｕｄｕｖａｒｉａ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 ０.８２ ７.７６ ５.９７
假玉桂 Ｃｅｌｔｉｓ ｔｉｍｏｒｅｎｓｉｓ － ６.９２ － ５.３７ ０.８７
梭果玉蕊 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ｉａ ｆｕｓｉｃａｒｐａ ９.７１ ２.７９ － ２.４ －
多脉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ｇｒａｎｄｅ － － ０.８５ ２.３９ １.８６
秋枫 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 ３.１２ ０.６８ － １.３１
山蕉 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ｍａｉｎｇａｙｉ － － １０.０６ ０.９３ －
滇南新乌檀 Ｎｅｏｎａｕｃｌｅａ ｔｓａｉａｎａ － １１.９９ ２.５９ － －
辛果漆 Ｄｒｉｍｙｃａｒｐｕｓ ｒａｃｅｍｏｓｕｓ ３.２８ － － ７.９７ －
顶果木 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ｒａｘｉｎｉｆｏｌｉｕｓ － － ２.６８ － ３.８２
毛荔枝 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ｌａｐｐａｃｅｕｍ ｖａｒ. ｐａｌｌｅｎｓ ３.１３ － － ２.３９ －
蓝树 Ｗｒｉｇｈｔｉａ ｌａｅｖｉｓ ３.０３ ０.８５ － －
小萼菜豆树 Ｒａｄｅｒｍａｃｈｅｒａ ｍｉｃｒｏｃａｌｙｘ ３.１３ ２.４０ － － －
大果臀果木 Ｐｙｇｅｕｍ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ｍ ２.８ ２.４６ － － －
红果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ｇｏｔａｄｈｏｒａ － ３.５１ － ０.９３
景洪暗罗 Ｐｏｌｙａｌｔｈｉａ ｃｈｅｌｉｅｎｓｉｓ ４.３４ － － ０.６９ －
胭脂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２３ － － ０.７１ －
野波罗蜜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ａｋｏｏｃｈａ － － ０.８２ －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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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１.３

乔木层次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重要值
ＩＶ

相对多度 ＋
相对显著度
ＲＡ ＋ ＲＤ

相对多度 ＋
相对显著度
ＲＡ ＋ ＲＤ

相对多度 ＋
相对显著度
ＲＡ ＋ ＲＤ

中层
Ｍｉｄｄｌｅ
ｌａｙｅｒ

钝叶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ｅｊｏｌｇｈｏｔａ － ２.３１ ０.４７ － －
版纳藤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ｘｉｓｈｕａｎｂａｎｎａｅｎｓｉｓ － － － ０.８３ ０.８５
剑叶暗罗 Ｐｏｌｙａｌｔｈｉａ ｌａｎｃｉｌｉｍｂａ － － － ０.８３ ０.７７
毛叶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 － － － － １５.３
绒毛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 １１.０ － － －
勐仑翅子树 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ｍｅｎｇｌｕｎｅｎｓｅ － ８.３３ － － －
大叶藤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ｘａｎｔｈｏｃｈｙｍｕｓ ８.０６ － － － －
银钩花 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ｔｈｏｒｅｌｉｉ － － ４.８２ － －
云南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ｅｉｄ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 － － ４.７７
八宝树 Ｄｕａｂａｎｇ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 － ３.９８ － －
大果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ｒｅｘ ５.３４ － － － －
瘤枝榕 Ｆｉｃｕｓ ｍａｃｌｅｌｌａｎｄｉ － ４.９５ － － －
刺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 － － － ２.５３ －
岭罗麦 Ｔａｒｅｎｎｏｉｄｅ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３.５ － － － －
大果油朴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 ３.５０ － － －
泰国黄叶树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３.８７ － － － －
白颜树 Ｇｉｒｏｎｎｉｅｒａ ｓｕｂ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２.９１ － － － －
尖叶厚壳桂 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ａｃｕｔｉｆｏｌｉａ － － － １.９４ －
耳叶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ｕｓ － － － － １.７５
越南割舌树 Ｗａｌｓｕｒ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２.６ － － － －
尖叶漆 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 － － １.７４ －
木姜叶暗罗 Ｐｏｌｙａｌｔｈｉａ ｌｉｔｓｅｉｆｏｌｉａ － － － － １.７４
勐仑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ｙｒｓａ － － － － １.６８
滇印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ｖａｒｕｎｕａ － － － － １.６１
方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ｅ － － － － １.２９
林生杧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ｓｙｌｖａｔｉｃａ － － １.１４ － －
垂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 － － － １.１３ －
梨果破布叶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 ｃｈｕｎｇｉｉ － － － １.０４ －
麻楝 Ｃｈｕｋｒａｓｉａ 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ｓ － － ０.８６ － －
翅果刺桐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 ｓｕｂｕｍｂｒａｎｓ － － － ０.７８ －
云南厚壳桂 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 ０.７４ － －

下层
Ｌｏｗｅｒ
ｌａｙｅｒ

云南风吹楠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ｐｒａｉｎｉｉ ６.４３ ７.２５ ０.７４ １.８２ １.６２
阔叶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ｍｅｇａｃａｒｐｕｍ ９.３６ ４.７２ １.５４ ０.９３ １.５９
木奶果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 ６.６３ ６.３８ ５.３６ ６.２８
灰岩棒柄花 Ｃｌｅｉｄｉｏｎ ｂｒａｃｔｅｏｓｕｍ － ５.００ ３.８４ １０.２０ ２.８１
微毛布惊 Ｖｉｔｅｘ ｑｕｉｎａｔａ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ｒｕｌａ － ４.０８ ７.４７ ０.７８ ７.２７
火烧花 Ｍａｙ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ｉｇｎｅｕｍ － ２.６８ １.５３ ０.７１ ２.５１
版纳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ｅｎｓｉｓ － － ２.５７ ３.４３ １３.４
青藤公 Ｆｉｃｕｓ ｌａｎｇｋｏｋｅｎｓｉｓ ２.５ － １１.７ ０.７８ －
青枣核果木 Ｄｒｙｐｅｔｅｓ ｃｕｍｉｎｇｉｉ ９.３８ － ５.０７ － ７.６
常绿榆 Ｕｌｍｕｓ ｌａｎｃｅｉｆｏｌｉａ － ３.１２ － ０.９５ ２.６５
缅桐 Ｓｕｍｂａｖｉｏｐｓｉｓ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 － － ６.４６ ４.４０ －
黑毛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ｈａｓｓｅｌｔｉｉ － － ６.８９ － ３.２４
鱼尾葵 Ｃａｒｙｏｔａ ｏｃｈｌａｎｄｒａ ８.７７ ４.１９ － － －
思茅崖豆藤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 ｌｅｐｔｏｂｏｔｒｙａ １０.４３ ２.３９ － － －
长梗三宝木 Ｔｒｉｇｏｎｏｓｔｅｍｏｎ ｔｈｙｒｓｏｉｄｅｕｓ － ３.３６ ４.４４ － －
鸭胆子 Ｂｒｕｃｅａ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３.９４ ５.５９ － － －
鹅掌柴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ｈｅｐｔａｐｈｙｌｌａ － － － １.３４ ４.８８
翅果麻 Ｋｙｄｉａ ｃａｌｙｃｉｎａ － － ２.６１ － ２.６９
五月茶 Ａｎｔｉｄｅｓｍａ ｂｕｎｉｕｓ ５.２４ － － １.１３ －
毛果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ｒｕｇｏｓｕｓ － ３.６１ －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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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１.３

乔木层次
Ｔ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重要值
ＩＶ

相对多度 ＋
相对显著度
ＲＡ ＋ ＲＤ

相对多度 ＋
相对显著度
ＲＡ ＋ ＲＤ

相对多度 ＋
相对显著度
ＲＡ ＋ ＲＤ

下层
Ｌｏｗｅｒ
ｌａｙｅｒ

圆基火麻树 Ｄｅｎｄｒｏｃｎｉｄｅ ｂａｓｉｒｏｔｕｎｄａ ３.８９ ２.４６ － － －
剑叶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ａ ２.８ － － ２.１３ －
黑皮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ｎｉｇｒｏｃｏｒｔｅｘ ２.８ ２.３８ － － －
假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 ２.６ ２.３１ － － －
大穗野桐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ｍａｃ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２.６ － － １.４９ －
假山萝 Ｈａｒｐｕｌｌｉａ ｃｕｐａｎｉｏｉｄｅｓ － － ０.８６ ２.１９ －
普文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ｐｕｗｅｎｅｎｓｉｓ － ２.４８ － １.４３ －
大叶桂樱 Ｌａｕｒｏｃｅｒａｓｕｓ ｚｉｐｐｅｌｉａｎａ － － － １.７６ １.０２
大肉实树 Ｓａｒｃｏｓｐｅｒｍａ ａｒｂｏｒｅｕｍ － ２.７１ ０.８８ － －
幌伞枫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ｎａｘ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 ２.４５ ０.７４ － －
大果山香圆 Ｔｕｒｐｉｎｉａ ｐｏｍｉｆｅｒａ － － － １.２４ ０.９２
碧绿米仔兰 Ａｇｌａｉａ ｐｅｒｖｉｒｉｄｉｓ － － ０.９５ １.１０ －
豆果榕 Ｆｉｃｕｓ ｐｉｓｏｃａｒｐａ ３.６５ － － － １.２５
西南猫尾木 Ｍａｒｋｈａｍｉａ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ａ － － ０.８４ ０.９３ －
香花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ｐａｎａｍａｎｊａ － ２.４６ － － －
大叶风吹楠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ｋｉｎｇｉｉ － １９.５４ － － －
聚果榕 Ｆｉｃｕｓ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 １５.５０ － － － －
五桠果叶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ｄｉｌｌｅｎｉｉｆｏｌｉａ － － － ５.６９ －
溪桫 Ｃｈｉｓｏｃｈｅｔｏｎ ｃｕｍｉｎｇｉａｎｕｓ ｓｕｂｓｐ. ｂａｌａｎｓａｅ ７.５４ － － － －
云南瘿椒树 Ｔａｐｉｓｃ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 － － ３.５２
苹果榕 Ｆｉｃｕｓ ｏｌｉｇｏｄｏｎ － ４.７８ － － －
思茅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ｓｚｅｍａｏｉｓ － － ２.６９ － －
大花哥纳香 Ｇｏｎｉｏｔｈａｌａｍｕｓ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 － ３.９２ － － －
大叶木兰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 － ２.５７ － －
染木树 Ｓａｐｒｏｓｍａ ｔｅｒｎａｔａ ３.７１ － － － －
波缘大参 Ｍａｃｒｏｐａｎａｘ ｕｎｄｕｌａｔｕｓ ３.６９ － － － －
网脉核果木 Ｄｒｙｐｅｔｅｓ ｐｅｒ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 ３.４３ － － －
云南崖摩 Ａｍｏｏｒ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 － ２.２７ －
皮孔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ｌｅｎｔｉｃｅｌｌａｔｕｍ ３.２３ － － － －
山油柑 Ａｃｒｏｎｙｃｈｉａ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 ２.９９ － － － －
南酸枣 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 － － － １.８６
阔叶圆果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ｐｈａ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 － － － １.８７
滇毒鼠子 Ｄｉｃｈａｐｅｔａｌｕｍ ｇｅｌｏｎｉｏｉｄｅｓ － － － １.８０ －
肥荚红豆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ｆｏｒｄｉａｎａ － ２.３８ － － －
五桠果 Ｄｉｌｌｅｎ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 － － １.６４ －
白毛算盘子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ｓ － ２.３６ － － －
水同木 Ｆｉｃｕｓ ｆｉｓｔｕｌｏｓａ － ２.３４ － － －
灰背叶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ｙｐｏｇｌａｕｃｕｓ － － － － １.３６
滇新樟 Ｎｅｏ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ｕｄａｔｕｍ － － － － １.４１
破布木 Ｃｏｒｄｉａ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 － １.２４ － －
倒卵叶紫麻 Ｏｒｅｏｃｎｉｄｅ ｏｂｏｖａｔａ － － － １.２ －
狭叶红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ｃｉｎｅｒｅａ ｖａｒ. ｇｌａｕｃａ － － － － １.１４
浆果楝 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 － － － － １.１４
银叶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 － － － ０.８８
大果榕 Ｆｉｃｕｓ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 － ０.８４ － －
鳞片水麻 Ｄｅｂｒｅｇｅａｓｉａ ｓｑｕａｍａｔａ － － ０.７４ － －
楝叶吴萸 Ｔｅｔｒａｄｉｕｍ ｇｌａｂ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 － － ０.７８ －
假桂乌口树 Ｔａｒｅｎｎａ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 － ０.６８ － －
假斜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ｓｕｂｕｌａｔａ － － ０.９４ － －
李榄 Ｃｈｉ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ｈｅｎｒｙａｎｕｓ － － － ０.６６ －
土蜜树 Ｂｒｉｄｅｌ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 － － ０.７３ －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４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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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番龙眼 ＋ 油朴林

该群落分布在最为湿润的石灰岩沟谷底部或山坡

脚下ꎬ 土壤通常较厚ꎮ 其群落高度通常为３５ ~ ４０ ｍꎬ
以番龙眼为优势ꎬ 油朴、 轮叶戟、 滕春在不同地段上

均能成为亚优势或共同亚优势种(表 ３１４)ꎻ 番龙眼

＋油朴林群落的外貌和垂直结构与非石灰岩山的湿性

季节性雨林基本相同ꎬ 在区系成分上ꎬ 二者除了有少

数各自的特有成分外ꎬ 绝大多数种类都相同ꎻ 而石灰

岩山季节性雨林由于土壤中岩石分布的影响ꎬ 其树木

的密度较小ꎬ 林内也显得较为空旷些ꎮ

表 ３ １ ４　 番龙眼＋油朴林综合样地
Ｔａｂｌｅ ３ １ ４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ｌｏ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样方 Ｐｌｏｔ
样方编号　 Ｐｌｏｔ ｃｏｄｅｓ

ＨＷ９２０３ ＨＷ９２０２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勐醒 Ｍｅｎｇｘｉｎｇ 勐醒 Ｍｅｎｇｘｉｎｇ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７００ ７４０
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ｍ２) ５ (１０ × ５０) ５ (１０ × ５０)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东北 ＮＥ 东北 ＮＥ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２５° １０°
群落高度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３５ ｍ ３０ ｍ
总覆盖度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１００％ １００％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ＢＨ > ５ ｃｍ) ２３ １９
株数 Ｎｏ. ｏｆ ｓｔｅｍｓ １１８ １６４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重要值
ＩＶ

平均重要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Ｖ

大果油朴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４１.３ ５６.１ ４８.７
轮叶戟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４５.１ ３９.８ ４２.６
长棒柄花 Ｃｌｅｉｄｉｏｎ ｓｐｉｃｉｆｌｏｒｕｍ １８.７ ４０.２ ２９.４
缅桐 Ｓｕｍｂａｖｉｏｐｓｉｓ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 ２４.７ ３０.７ ２７.７
绒毛番龙眼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１１.８ １８.５ １５.１
高山榕 Ｆｉｃ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２７.２ － １３.６
滇南新乌檀 Ｎｅｏｎａｕｃｌｅａ ｔｓａｉａｎａ １２.５ １２.２ １２.４
董棕 Ｃａｒｙｏｔａ ｕｒｅｎｓ １４.３ １１.４ １２.８
四瓣崖摩 Ａｍｏｏｒａ ｔｅｔｒａｐｅｔａｌａ ６.９ １５.６ １１.３
网脉核果木 Ｄｒｙｐｅｔｅｓ ｐｅｒ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１２.７ ８.２ １０.４
山蕉 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ｍａｉｎｇａｙｉ ８.８ １０.２ ９.５
四数木 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 － １１７.７ ８.８
毗黎勒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ｂｅｌｌｉｒｉｃａ １３.７ － ６.９
大叶藤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ｘａｎｔｈｏｃｈｙｍｕｓ ３.０ ９.０ ６.０
云南银钩花 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ｗａｎｇｉｉ ９.９ － ４.９
八宝树 Ｄｕａｂａｎｇ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８.７ － ４.３
藤春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ｎｏｇｙｎａ ８.２ ＋ ４.１
麻楝 Ｃｈｕｋｒａｓｉａ 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ｓ ７.６ － ３.８
海南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ｕｍ ＋ ７.７ ３.８
岭罗麦 Ｔａｒｅｎｎｏｉｄｅ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５.９ ＋ ２.９
窄叶半枫荷 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ｌａｎｃｅｉｆｏｌｉｕｍ ５.４ － ２.７
假鹊肾树 Ｓｔｒｅｂｌｕｓ ｉｎｄｉｃｕｓ ＋ ５.６ ２.８
垂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 ＋ ５.３ ２.６
奶桑 Ｍｏｒｕｓ ｍａｃｒｏｕｒａ ４.０ － ２.０
大叶水榕 Ｆｉｃｕｓ ｇｌａｂｅｒｒｉｍａ ３.２ － １.６
皮孔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ｌｅｎｔｉｃｅｌｌａｔｕｍ ３.２ － １.６
锈毛山小橘 Ｇｌｙｃｏｓｍｉｓ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ｉｉ － ３.０ １.５
歪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ｃｙｒｔｏｐｈｙｌｌａ － ３.０ １.５
黑毛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ｈａｓｓｅｌｔｉｉ － ３.０ １.５
大叶风吹楠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ｋｉｎｇｉｉ ＋ ２.９ １.５
全缘火麻树 Ｄｅｎｄｒｏｃｎｉｄｅ ｓｉｎｕａｔａ ２.９ － １.４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１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注: 平均重要值 ＝ 各样方重要值之和 /样方数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Ｖ ＝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ｒｏｍ ａｌｌ ｐｌｏｔｓ / Ｎｏ. ｏｆ ｐｌｏｔｓ.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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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顶果木 ＋ 八宝树林

该群系主要分布在纳板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过门山站)的陡坡沟谷ꎮ 乔木层分为 ３ 层ꎬ 其

中乔木上层高 ３０ ~ ５０ ｍꎬ 林冠镶嵌联接ꎬ 盖度达

７０％ꎬ 顶果木作为散生巨树ꎬ 高 ５０ ｍꎬ 树冠伞形、
平整ꎻ 八宝树是乔木上层的优势树种ꎬ 在群落中具

有最大重要值ꎮ 乔木中层高 １５ ~ ３０ ｍꎬ 优势种是

桃金娘科的阔叶蒲桃ꎬ 另有云南厚壳桂、 琴叶风吹

楠、 越南山矾、 大果山香圆、 假广子等常见树种ꎬ
盖度达 ４０％ ~ ５０％ꎮ 乔木下层高 ５ ~ １５ ｍꎬ 包括

长柄油丹、 木奶果、 粗丝木、 云南野独活等 (表

３１５)ꎮ 上层乔木中落叶树种有顶果木ꎬ 在旱季

１１ 月至翌年 ２ 月有明显的落叶期ꎮ
灌木层高约 ２ ｍꎬ 以幼树居多(占此层总种数的

８０％)ꎬ 其中粗丝木、 阔叶蒲桃、 绒毛番龙眼多度较

大ꎬ 其它幼树有云南野独活(Ｍｉｌｉｕｓａ ｔｅｎｕｉｓｔｉｐｉｔａｔａ)、

长梗三宝木(Ｔｒｉｇｏｎｏｓｔｅｍｏｎ ｔｈｙｒｓｏｉｄｅｕｍ)、 勐腊核

果木(Ｄｒｙｐｅｔｅｓ ｈｏａｅｎｓｉｓ)、 大肉实树(Ｓａｒｃｏｓｐｅｒ￣
ｍａ ａｒｂｏｒｅｔｕｍ)等ꎮ 最常见的灌木种类有单羽火筒

树(Ｌｅｅａ ｃｒｉｓｐａ)、 木锥花(Ｇｏｍｐｈｏｓｔｅｍｍａ ａｒｂｕｓ￣
ｃｕｌｕｍ)、 短柄苹婆(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ｂｒｅｖｉｓｓｉｍａ)等ꎮ

草本层高约 １ ｍꎬ 盖度约 ７０％ ~ ８０％ꎬ 以香

豆蔻(Ａｍｏｍｕｍ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ｍ)占优势ꎬ 其它草本有

下延 叉 蕨 ( Ｔｅｃｔａｒｉａ ｄｅｃｕｒｒｅｎｓ )、 线 羽 凤 尾 蕨

(Ｐｔｅｒｉｓ ｌｉｎｅａｒｉｓ)、 无腺毛蕨 (Ｃｙｃｌｏｓｏｒｕｓ ｐｒｏｃｕｒ￣
ｒｅｎｓ)、 柊叶(Ｐｈｒｙｎｉｕｍ ｒｈｅｅｄｅｉ)、 野靛棵(Ｍａｎａ￣
ｎｔｈｅｓ ｐａｔｅｎｔｉｆｌｏｒａ)、 大叶仙茅(Ｃｕｒｃｕｌｉｇｏ ｃａｐｉｔｕ￣
ｌａｔｅ)等ꎮ 样地内大型藤本植物丰富ꎬ 以鹿角藤

(Ｃｈｏｎｅｍｏｒｐｈａ ｅｒｉｏｓｔｙｌｉｓ)、 毛枝雀梅藤(Ｓａｇｅｒｅ￣
ｔｉａ ｈａｍｏｓａ ｖａｒ. ｔｒｉｃｈｏｃｌａｄａ)、 茎花崖爬藤 ( Ｔｅｔ￣
ｒａｓｔｉｇｍａ ｃａｕｌｉｆｌｏｒｕｍ)、 蒙自崖爬藤(Ｔｅｔｒａｓｔｉｇｍａ
ｈｅｎｒｙｉ)最为多见ꎮ

表 ３ １ ５　 顶果木 ＋ 八宝树林乔木层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１ ５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ｒａｘｉｎｉｆｏｌｉｕｓ ＋ Ｄｕａｂａｎｇ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ｆｏｒｅｓｔ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多度
ＲＡ

相对显著度
ＲＤ

相对频度
ＲＦ

重要值
ＩＶ

八宝树 Ｄｕａｂａｎｇ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２.３８ ２８.１９ １.６９ ３２.２７
阔叶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ｍｅｇａｃａｒｐｕｍ ２５.２４ ２.６７ ４.２４ ３２.１４
顶果木 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ｒａｘｉｎｉｆｏｌｉｕｓ ０.９５ １７.６２ １.６９ ２０.２７
千果榄仁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ｍｙｒｉｏｃａｒｐａ ０.４８ １０.７６ ０.８５ １２.０８
云南厚壳桂 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５.７１ １.０４ ４.２４ １１.００
云南风吹楠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ｐｒａｉｎｉｉ ２.３８ ５.１１ ３.３９ １０.８８
长柄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ｐｅｔｉｏｌａｒｉｓ ４.２９ ２.３７ ３.３９ １０.０４
绒毛番龙眼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０.４８ ６.２１ ０.８５ ７.５４
木奶果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 ３.３３ ０.５９ ３.３９ ７.３２
大叶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ｂａｌａｎｓａｅ １.９０ ３.２５ １.６９ ６.８５
云南野独活 Ｍｉｌｉｕｓａ ｔｅｎｕｉｓｔｉｐｉｔａｔａ ３.３３ ０.１１ ３.３９ ６.８３
假山萝 Ｈａｒｐｕｌｌｉａ ｃｕｐａｎｉｏｉｄｅｓ ２.８６ ０.４２ ３.３９ ６.６７
粗丝木 Ｇｏｍｐｈａｎｄｒａ 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 ３.３３ ０.４６ ２.５４ ６.３３
微毛布惊 Ｖｉｔｅｘ ｑｕｉｎａｔａ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ｒｕｌａ １.９０ １.４８ ２.５４ ５.９３
粗糠柴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１.４３ ０.９２ ２.５４ ４.８９
岭罗麦 Ｔａｒｅｎｎｏｉｄｅ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１.９０ ０.３６ ２.５４ ４.８１
大肉实树 Ｓａｒｃｏｓｐｅｒｍａ ａｒｂｏｒｅｕｍ １.４３ １.５２ １.６９ ４.６４
云南崖摩 Ａｍｏｏｒ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４８ ２.８６ ０.８５ ４.１８
滇南新乌檀 Ｎｅｏｎａｕｃｌｅａ ｔｓａｉａｎａ １.４３ １.８９ ０.８５ ４.１７
木姜子一种 Ｌｉｔｓｅａ ｓｐ. １.４３ ０.１２ ２.５４ ４.０９
假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 １.４３ ０.０５ ２.５４ ４.０２
乌檀 Ｎａｕｃｌｅ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０.９５ １.１６ １.６９ ３.８１
红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ｆｕｒｆｕｒａｃｅａ １.４３ ０.５５ １.６９ ３.６８
大叶风吹楠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ｋｉｎｇｉｉ １.４３ ０.３１ １.６９ ３.４４
滨木患 Ａｒｙｔｅｒ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１.４３ ０.２８ １.６９ ３.４１
普文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ｐｕｗｅｎｅｎｓｉｓ １.４３ ０.２０ １.６９ ３.３３
糖胶树 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ｉｓ ０.９５ ０.６６ １.６９ ３.３１
白花羊蹄甲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ｖａｒ. ｃａｎｄｉｄａ ０.９５ １.３４ ０.８５ ３.１３
皱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ｓｐ. ０.９５ ０.４９ １.６９ ３.１３
云树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０.９５ ０.４０ １.６９ 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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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３ １ ５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多度

ＲＡ
相对显著度

ＲＤ
相对频度

ＲＦ
重要值

ＩＶ
长梗三宝木 Ｔｒｉｇｏｎｏｓｔｅｍｏｎ ｔｈｙｒｓｏｉｄｅｕｓ ０.９５ ０.３１ １.６９ ２.９５
大果山香圆 Ｔｕｒｐｉｎｉａ ｐｏｍｉｆｅｒａ ０.９５ ０.２４ １.６９ ２.８８
风吹楠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ｇｌａｂｒａ ０.９５ ０.２０ １.６９ ２.８４
火烧花 Ｍａｙ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ｉｇｎｅｕｍ ０.９５ ０.１９ １.６９ ２.８４
长柄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ｓｐ. ０.９５ １.００ ０.８５ ２.８０
披针叶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０.９５ ０.０８ １.６９ ２.７３
越南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９５ ０.６７ ０.８５ ２.４７
歪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ｃｙｒｔｏｐｈｙｌｌａ １.４３ ０.０７ ０.８５ ２.３４
厚壳树一种 Ｅｈｒｅｔｉａ ｓｐ. ０.４８ ０.５４ ０.８５ １.８６
羽叶白头树 Ｇａｒｕｇ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０.４８ ０.５０ ０.８５ １.８２
林生杧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ｓｙｌｖａｔｉｃａ ０.４８ ０.３９ ０.８５ １.７２
大果榕 Ｆｉｃｕｓ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０.４８ ０.３３ ０.８５ １.６５
罗伞树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ｑｕｉｎｑｕｅｇｏｎａ ０.４８ ０.２０ ０.８５ １.５３
滇糙叶树 Ａｐｈａｎａｎｔｈｅ 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０.４８ ０.２０ ０.８５ １.５２
大鱼藤树 Ｄｅｒｒｉｓ ｒｏｂｕｓｔａ ０.４８ ０.１９ ０.８５ １.５２
阔叶肖榄 Ｐｌａｔｅ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０.４８ ０.１８ ０.８５ １.５０
耳叶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ｕｓ ０.４８ ０.１４ ０.８５ １.４７
滇刺枣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ｍａｕｒｉｔｉａｎａ ０.４８ ０.１２ ０.８５ １.４５
假广子 Ｋｎｅｍａ ｅｒｒａｔｉｃａ ０.４８ ０.１２ ０.８５ １.４４
合果木 Ｐａｒａ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ｂａｉｌｌｏｎｉｉ ０.４８ ０.１２ ０.８５ １.４４
野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ｋａｋｉ ｖａｒ.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０.４８ ０.１０ ０.８５ １.４３
红果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ｇｏｔａｄｈｏｒａ ０.４８ ０.０９ ０.８５ １.４１
勐腊核果木 Ｄｒｙｐｅｔｅｓ ｈｏａｅｎｓｉｓ ０.４８ ０.０９ ０.８５ １.４１
大果臀果木 Ｐｙｇｅｕｍ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ｍ ０.４８ ０.０８ ０.８５ １.４１
波缘大参 Ｍａｃｒｏｐａｎａｘ ｕｎｄｕｌａｔｕｓ ０.４８ ０.０６ ０.８５ １.３９
毛叶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ｍ ０.４８ ０.０６ ０.８５ １.３８
长叶棋子豆 Ｃｙｌｉｎｄｒｏｋｅｌｕｐｈ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ｏｌｉｏｌａｔａ ０.４８ ０.０５ ０.８５ １.３８
南亚泡花树 Ｍｅｌｉｏｓｍａ ａｒｎｏｔｔｉａｎａ ０.４８ ０.０５ ０.８５ １.３８
大叶风吹楠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ｋｉｎｇｉｉ ０.４８ ０.０５ ０.８５ １.３７
斯里兰卡天料木 Ｈｏｍａｌｉｕｍ ｃ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ｍ ０.４８ ０.０４ ０.８５ １.３７
大参 Ｍａｃｒｏｐａｎａｘ ｄｉｓｐｅｒｍｕｓ ０.４８ ０.０３ ０.８５ １.３６
大叶藤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ｘａｎｔｈｏｃｈｙｍｕｓ ０.４８ ０.０３ ０.８５ １.３５
滇南红厚壳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 ０.４８ ０.０２ ０.８５ １.３５
亮叶山小橘 Ｇｌｙｃｏｓｍｉｓ ｌｕｃｉｄａ ０.４８ ０.０２ ０.８５ １.３４
蜡质水东哥 Ｓａｕｒａｕｉａ ｃｅｒｅａ ０.４８ ０.０２ ０.８５ １.３４
西南猫尾木 Ｍａｒｋｈａｍｉａ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ａ ０.４８ ０.０２ ０.８５ １.３４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注: 表中数据来自纳板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过门山站)的调查样方ꎬ 海拔: ９７６ ｍꎬ 面积: ５ (１０ × ５０)ｍ２ꎬ 坡向: 北ꎬ 坡度: ３０°ꎬ
群落高度: ５０ ｍꎬ 总覆盖度: > ９５％ꎬ 种数: ６６ꎬ 株数: ３１０ꎮ

Ｎｏｔｅｓ: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ｌｏｔ ｉｎ Ｎａｂａｎ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Ｇｕｏｍｅｎｓｈａ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ꎻ Ａｌｔ.: ９７６ ｍꎻ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５ (１０ × ５０) ｍ２ꎻ Ａｓｐｅｃｔ:
ｎｏｒｔｈꎻ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３０°ꎻ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５０ ｍꎻ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９５％ꎻ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ＢＨ > ５ ｃｍ): ６６ꎻ Ｎｏ. ｏｆ ｓｔｅｍｓ: ３１０.
ＲＡꎬ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ꎻ ＲＤꎬ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ꎻ ＲＦꎬ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Ｖꎬ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４) 大果人面子 ＋ 番龙眼林

该群落主要分布在尚勇子保护区的小南满河、
龙门丫口箐、 南木哈河和勐腊子保护区的曼旦水

库、 南蚌河等河谷的底部ꎮ
西双版纳大果人面子 ＋ 番龙眼林群落盖度

７０％ ~ ７５％ꎬ 高度为 ３５ ~ ４５ ｍꎮ 乔木上层盖度

３０％ ~ ３５％ꎬ 以大果人面子和绒毛番龙眼为优势ꎬ
其它常见树种有网脉肉托果、 橄榄等ꎮ 乔木中层盖

度 ３５％ ~ ４０％ꎬ 以蓝树和少花琼楠为优势ꎬ 其它

常见树种有红果葱臭木和云南割舌树等ꎮ 乔木下层

盖度 ４０％ ~ ４５％ꎬ 以木奶果和版纳柿为优势ꎬ 其

它常见树种还有紫麻和歪叶榕等(表 ３１６)ꎮ
幼树、 灌木层盖度 ３０％ ~ ３５％ꎬ 以绒毛番龙

眼幼树、 虎克粗叶木(Ｌａｓｉａｎｔｈｕｓ ｈｏｏｋｅｒｉ)、 染木

(Ｓａｐｒｏｓｍａ ｔｅｒｎａｔｅ)、 细腺萼木 (Ｍｙｃｅｔｉａ ｇｒａｃｉ￣

ｌｉｓ)为优势ꎮ 草本层盖度 ２５％ ~ ３０％ꎬ 频度最大的

是马蓝(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ｎｔｈｅｓ ｃｕｓｉａ)、 薄叶卷柏(Ｓｅｌａｇｉ￣
ｎｅｌｌａ ｄｅｌｉｃａｔｕｌａ) 和柊叶(Ｐｈｒｙｎｉｕｍ ｒｈｅｅｄｅｉ)ꎬ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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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数量最多的是柊叶、 穿鞘花、 马蓝等ꎮ
藤本植物丰富ꎬ 常见种有阔叶风车子(Ｃｏｍ￣

ｂｒｅｔｕｍ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ｕｍ)、 翅果藤 ( Ｂｙｔｔｎ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
ｌｉａ)、 见血飞(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 ｃｕｃｕｌｌａｔａ)、 十字崖爬

藤(Ｔｅｔｒａｓｔｉｇｍａ ｃｒｕｃｉａｔｕｍ)、 扁担藤(Ｔｅｔｒａｓｔｉｇｍａ

ｐｌａｎｉｃａｕｌｅ) 和香港鹰爪花 (Ａｒｔａｂｏｔｒｙｓ ｈｏｎｇｋｏｎ￣
ｇｅｎｓｉｓ)等ꎮ 附生植物常见种有爬树龙 (Ｒｈａｐｈｉ￣
ｄｏｐｈｏｒａ ｄｅｃｕｒｓｉｖａ)、 螳螂跌打 ( Ｐｏｔｈｏｓ ｓｃａｎ￣
ｄｅｎｓ)和鸟巢蕨(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ｎｉｄｕｓ)等ꎬ 以兰科和

天南星科喜湿类植物为主ꎮ

表 ３ １ ６　 大果人面子 ＋ 番龙眼林综合样地[１０２]

Ｔａｂｌｅ ３ １ ６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ｌｏ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ｃｏｎｔｏｍｅｌｏｎ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ｍ ＋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ｆｏｒｅｓｔ

样方 Ｐｌｏｔ
样方编号　 Ｐｌｏｔ ｃｏｄｅｓ

尚勇临 ０１
Ｓｈａｎｇｙｏｎｇ ０１

尚勇临 ０５
Ｓｈａｎｇｙｏｎｇ ０５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龙门 Ｌｏｎｇｍｅｎ 龙门 Ｌｏｎｇｍｅｎ
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ｍ２) ３０ × ５０ ３０ × ５０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西南 ＳＷ 东北 ＮＥ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３５° ２５°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１０８０ ９９０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重要值
ＩＶ

平均重要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Ｖ

大果人面子 Ｄｒａｃｏｎｔｏｍｅｌｏｎ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ｍ ３０.２１ ４４.２０ ３７.２０
绒毛番龙眼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２５.３１ ４３.７１ ３４.５１
木奶果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 １９.８２ １６.９７ １８.４０
版纳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ｅｎｓｉｓ １９.５３ ９.１２ １４.３３
蓝树 Ｗｒｉｇｈｔｉａ ｌａｅｖｉｓ ２.１４ ２４.９５ １３.５５
少花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ａ ９.１１ １２.９８ １１.０５
紫麻 Ｏｒｅｏｃｎｉｄｅ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５.９４ １２.１３ ９.０３
网脉肉托果 Ｓｅｍｅ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１７.２７ ０.００ ８.６４
橄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２.３１ １０.３９ ６.３５
歪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ｃｙｒｔｏｐｈｙｌｌａ ０.００ １２.３８ ６.１９
红果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ｇｏｔａｄｈｏｒａ ２.９１ ９.０１ ５.９６
长棒柄花 Ｃｌｅｉｄｉｏｎ ｓｐｉｃｉｆｌｏｒｕｍ １１.７３ ０.００ ５.８６
越南割舌树 Ｗａｌｓｕｒ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２.０１ ９.７１ ５.８６
普文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ｐｕｗｅ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０７ ０.００ ５.０３
荔枝 Ｌｉｔｃｈｉ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９.６５ ０.００ ４.８２
银钩花 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ｔｈｏｒｅｌｉｉ ０.００ ９.３０ ４.６５
山地五月茶 Ａｎｔｉｄｅｓｍａ ｍｏｎｔａｎｕｍ ８.７５ ０.００ ４.３７
假广子 Ｋｎｅｍａ ｅｒｒａｔｉｃａ ４.３０ ４.４４ ４.３７
叶轮木 Ｏｓｔｏｄｅ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２.２５ ６.５８ ４.２２
披针叶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４.０５ ３.０８ ３.５７
云树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６.８１ ０.００ ３.４１
豆叶九里香 Ｍｕｒｒａｙａ ｅｕｃｈｒｅ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６.２７ ０.００ ３.１３
多花白头树 Ｇａ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ｉ ６.２３ ０.００ ３.１２
褐叶柄果木 Ｍｉｓｃ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ｐｅｎｔａｐｅｔａｌｕｓ ０.００ ６.２４ ３.１２
剑叶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ａ ０.００ ６.２１ ３.１１
金钩花 Ｐｓｅｕｄｕｖａｒｉａ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００ ６.１８ ３.０９
狭叶一担柴 Ｃｏｌｏｎａ ｔｈｏｒｅｌｉｉ ２.５７ ３.３６ ２.９７
假山萝 Ｈａｒｐｕｌｌｉａ ｃｕｐａｎｉｏｉｄｅｓ ４.５６ ０.００ ２.８８
长柄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ｐｅｔｉｏｌａｒｉｓ ５.５８ ０.００ ２.７９
奶桑 Ｍｏｒｕｓ ｍａｃｒｏｕｒａ ５.５４ ０.００ ２.７７
泰国黄叶树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５.２１ ０.００ ２.６１
丛花厚壳桂 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ｄｅｎｓｉｆｌｏｒａ ０.００ ４.６６ ２.３３
思茅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ｓｚｅｍａｏｉｓ ０.００ ４.４７ ２.４４
高檐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ｏｂｌａｔｕｍ ０.００ ４.３３ ２.１７
滇毒鼠子 Ｄｉｃｈａｐｅｔａｌｕｍ ｇｅｌｏｎｉｏｉｄｅｓ ４.２５ ０.００ ２.１３
碧绿米仔兰 Ａｇｌａｉａ ｐｅｒｖｉｒｉｄｉｓ ４.２１ ０.００ ２.１１
黄棉木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４.１８ ０.００ ２.０９
其它 ２７ 种 ＩＶ < ２ 的树种　 Ｏｔｈｅｒ ２７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Ｖ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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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浆果乌桕 ＋ 龙果林

该群系主要分布在大勐龙地区海拔 １０００ ｍ 以

下的潮湿沟谷、 山坡下部ꎮ
在物种组成上ꎬ 乔木上层的主要树种为浆果乌

桕、 绒毛番龙眼、 长柄油丹、 龙果、 沧源木姜子、 云

南樟、 滇树菠萝、 山蕉、 琴叶风吹楠、 韶子、 高山

榕、 云南沉香、 林生杧果等ꎻ 乔木中层以云南割舌树

为优势ꎬ 其它个体数量较多的还有常绿苦树、 火烧

花、 云南厚壳桂、 木奶果、 桂木等ꎻ 乔木下层优势种

有滇茜树、 披针叶楠、 木奶果、 滇毒鼠子、 歪叶榕、
腺叶桂樱、 波缘大参、 红紫麻、 假海桐等(表 ３１７)ꎮ

灌木层高度 < ５ ｍꎬ 盖度 ３０％ ~ ４０％ꎬ 常见

种有香港大沙叶(Ｐａｖｅｔｔａ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长柱

山丹 (Ｄｕｐｅｒｒｅａ ｐａｖｅｔｔｉｆｏｌｉａ)、 线柱苣苔 ( Ｒｈｙｎ￣
ｃｈｏｔｅｃｈｕｍ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ｕｍ )、 帚 序 苎 麻 ( 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
ｚ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ｉａｎａ)等ꎻ 幼树或幼苗以云南割舌树最多ꎬ

其次为山蕉、 滇毒鼠子、 绒毛肉实树、 绒毛番龙眼

和滨木患等ꎮ
草本植物以蕨类植物为优势ꎬ 主要种类有伏石

蕨 ( Ｌｅｍｍａｐｈｙｌｌｕｍ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 短 肠 蕨

(Ｄｉｐｌａｚｉｕｍ ｄｉｌａｔａｔｕｍ )、 深 绿 卷 柏 (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
ｄｏｅｄｅｒｌｅｉｎｉｉ)ꎬ 其它种子植物有异叶楼梯草(Ｅｌａ￣
ｔｏｓｔｅｍａ ｍｏｎａｎｄｒｕｍ)、 间型沿阶草(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ｕｓ)、 柊叶等ꎮ

层间藤本植物中的大型木质藤本有美丽密花豆

(Ｓｐａｔｈｏｌｏｂｕｓ ｐｕｌｃｈｅｒ)、 猪腰豆 (Ｗｈｉｔｆｏｒｄｉｏｄｅｎ￣
ｄｒｏｎ ｆｉｌｉｐｅｓ)、 大果油麻藤(Ｍｕｃｕｎａ ｍａｃｒｏｂｏｔｒｙｓ)
和扁担藤ꎬ 中型及中小型藤本种类有斑果藤(Ｓｔｉｘｉｓ
ｓｕａｖｅｏｌｅｎｓ)、 火绳藤( Ｆｉｓｓｉｓｔｉｇｍａ ｐｏｉｌａｎｅｉ)、 海

南崖豆藤(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 ｐａｃｈｙｌｏｂａ)、 藤榕(Ｆｉｃｕｓ ｓａｇｉ￣
ｔｔａｔａ)、 多籽五层龙(Ｓａｌａｃｉａ ｐｏｌｙｓｐｅｒｍａ)和十字

崖爬藤(Ｔｅｔｒａｓｔｉｇｍａ ｃｒｕｃｉａｔｕｍ)等ꎮ

表 ３ １ ７　 浆果乌桕 ＋ 龙果林乔木层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１ ７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ａｐｉｕｍ ｂａｃｃａｔｕｍ ＋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ｆｏｒｅｓｔ

样地 Ｐｌｏｔ
样地编号　 Ｐｌｏｔ ｃｏｄｅｓ

２００８－１ ２００８－２ ２００８－１０ ２００８－１４ ２００８－１７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陆拉村南啊河
Ｌｕｌａ Ａｎａｎ

ｒｉｖｅｒ

陆拉村山坡
Ｌｕｌａ ｓｌｏｐｅ

陆拉村南迈河
Ｌｕｌａ Ｎａｎｍａｉ

ｒｉｖｅｒ

陆拉村南雅乃河
Ｌｕｌａ Ｎａｎｙａｎｅｉ

ｒｉｖｅｒ

苏儿新寨
对面山坡

Ｓｕｅｘｉｎ ｓｌｏｐｅ

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ｍ２)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东北 ＮＥ 东北 ＮＥ 东 Ｅ 西南 ＳＷ 东北 ＮＥ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１０° ４０° ３０° ３５° ３０°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９８０ ９５５ １０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显著度 ＲＤ 相对多度 ＲＡ 相对频度 ＲＦ 重要值 ＩＶ
浆果乌桕 Ｓａｐｉｕｍ ｂａｃｃａｔｕｍ ２４.５８ ２.８８ ２.７２ ３０.１８
越南割舌树 Ｗａｌｓｕｒ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５.９９ １２.８３ ２.７２ ２１.５４
龙果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１４.４８ ３.９８ ２.７２ ２１.１８
木奶果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 １.５８ ８.１９ ２.０４ １１.８１
绒毛番龙眼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８.０３ ０.８９ ０.６８ ９.６０
韶子 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ｃｈｒｙｓｅｕｍ ２.７４ ２.８８ ２.７２ ８.３３
滇茜树 Ａｉｄ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５７ ５.３１ ２.０４ ７.９２
滇毒鼠子 Ｄｉｃｈａｐｅｔａｌｕｍ ｇｅｌｏｎｉｏｉｄｅｓ ０.３７ ３.７６ ３.４０ ７.５３
云南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 ３.３９ ２.６５ ０.６８ ６.７３
火烧花 Ｍａｙ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ｉｇｎｅｕｍ ２.４２ ２.８８ １.３６ ６.６６
披针叶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０.２７ ２.６５ ３.４０ ６.３３
波缘大参 Ｍａｃｒｏｐａｎａｘ ｕｎｄｕｌａｔｕｓ ０.６８ ２.８８ ２.０４ ５.５９
云树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１.３９ １.５５ ２.０４ ４.９８
长柄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ｐｅｔｉｏｌａｒｉｓ ３.６１ ０.４４ ０.６８ ４.７３
奶桑 Ｍｏｒｕｓ ｍａｃｒｏｕｒａ １.２３ １.３３ ２.０４ ４.６０
歪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ｃｙｒｔｏｐｈｙｌｌａ ０.６１ ３.１０ ０.６８ ４.３９
泰国黄叶树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１.２８ ０.８９ ２.０４ ４.２１
腺叶桂樱 Ｌａｕｒｏｃｅｒａｓｕｓ ｐｈａｅｏｓｔｉｃｔａ ０.３６ ２.４３ １.３６ ４.１５
亮叶波罗蜜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ｎｉｔｉｄｕｓ ０.７５ １.９９ １.３６ ４.１０
鸭胆子 Ｂｒｕｃｅａ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１.４９ １.７７ ０.６８ 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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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３ １ ７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显著度 ＲＤ 相对多度 ＲＡ 相对频度 ＲＦ 重要值 ＩＶ
假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 ０.２８ ２.２１ １.３６ ３.８５
红紫麻 Ｏｒｅｏｃｎｉｄｅ ｒ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０.３４ １.９９ １.３６ ３.６９
高山榕 Ｆｉｃ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２.６４ ０.２２ ０.６８ ３.５４
褐叶柄果木 Ｍｉｓｃ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ｐｅｎｔａｐｅｔａｌｕｓ ０.４８ ０.８９ ２.０４ ３.４１
大果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１.３３ １.１１ ０.６８ ３.１２
山油柑 Ａｃｒｏｎｙｃｈｉａ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 ０.６１ １.１１ １.３６ ３.０８
云南叶轮木 Ｏｓｔｏｄｅｓ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ｅ ０.５８ １.１１ １.３６ ３.０４
沧源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ｃａｎｇ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６８ ０.６６ ０.６８ ３.０２
山蕉 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ｍａｉｎｇａｙｉ １.３１ ０.８９ ０.６８ ２.８８
滇南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ａｕｓｔｒｏ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９６ ０.４４ １.３６ ２.７６
林生杧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ｓｙｌｖａｔｉｃａ ０.９５ ０.４４ １.３６ ２.７６
普文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ｐｕｗｅｎｅｎｓｉｓ ０.４１ ０.８９ １.３６ ２.６６
光巴豆 Ｃｒｏｔｏｎ ｓｐ. ０.８４ ０.４４ １.３６ ２.６５
滨木患 Ａｒｙｔｅｒ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０.６１ ０.６６ １.３６ ２.６３
柴龙树 Ａｐｏｄｙｔｅｓ ｄｉｍｉｄｉａｔａ ０.６０ ０.６６ １.３６ ２.６２
耳叶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ｕｓ ０.７６ ０.４４ １.３６ ２.５６
大果臀果木 Ｐｙｇｅｕｍ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ｍ ０.７５ ０.４４ １.３６ ２.５６
云南厚壳桂 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６４ １.１１ ０.６８ ２.４３
普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ａｓｓａｍｉｃａ ０.０６ ０.８９ １.３６ ２.３０
蓝树 Ｗｒｉｇｈｔｉａ ｌａｅｖｉｓ ０.１５ ０.６６ １.３６ ２.１８
印度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 ０.８０ ０.６６ ０.６８ ２.１５
橄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０.１１ ０.６６ １.３６ ２.１４
阔叶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ｍｅｇａｃａｒｐｕｍ ０.１４ ０.４４ １.３６ １.９５
绒毛肉实树 Ｓａｒｃｏｓｐｅｒｍａ ｋ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０.１４ ０.４４ １.３６ １.９４
腺叶暗罗 Ｐｏｌｙａｌｔｈｉａ ｓｉｍｉａｒｕｍ ０.１４ ０.４４ １.３６ １.９４
猪肚木 Ｃａｎｔｈｉｕｍ ｈｏｒｒｉｄｕｍ ０.１５ １.１１ ０.６８ １.９４
山地五月茶 Ａｎｔｉｄｅｓｍａ ｍｏｎｔａｎｕｍ ０.０７ ０.４４ １.３６ １.８８
光滑黄皮 Ｃｌａｕｓｅｎａ ｌｅｎｉｓ ０.０６ １.１１ ０.６８ １.８４
鸡嗉子榕 Ｆｉｃｕｓ ｓｅｍｉｃｏｒｄａｔａ ０.０３ ０.４４ １.３６ １.８３
青藤公 Ｆｉｃｕｓ ｌａｎｇｋｏｋｅｎｓｉｓ ０.６８ ０.４４ ０.６８ １.８０
大叶鱼骨木 Ｃ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ｉｍｉｌｅ ０.８３ ０.２２ ０.６８ １.７３
云南风吹楠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ｐｒａｉｎｉｉ ０.３５ ０.６６ ０.６８ １.６９
网脉肉托果 Ｓｅｍｅ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０.６１ ０.２２ ０.６８ １.５１
稠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 ０.０８ ０.６６ ０.６８ １.４２
杂色榕 Ｆｉｃｕｓ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０.４４ ０.２２ ０.６８ １.３４
藤黄一种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ｓｐ. ０.４１ ０.２２ ０.６８ １.３１
云南沉香 Ａｑｕｉｌａｒ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１８ ０.４４ ０.６８ １.３０
云南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 ０.１７ ０.４４ ０.６８ １.３０
野波罗蜜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ａｋｏｏｃｈａ ０.３８ ０.２２ ０.６８ １.２９
短棒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ａｖｉｅｎｓｅ ０.３７ ０.２２ ０.６８ １.２７
红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０.３５ ０.２２ ０.６８ １.２５
云南银柴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１１ ０.４４ ０.６８ １.２３
齿叶枇杷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 ０.３１ ０.２２ ０.６８ １.２１
剑叶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ａ ０.０８ ０.４４ ０.６８ １.２１
滇糙叶树 Ａｐｈａｎａｎｔｈｅ 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０.０８ ０.４４ ０.６８ １.２０
刺通草 Ｔｒｅｖｅｓｉａ ｐａｌｍａｔａ ０.０４ ０.４４ ０.６８ １.１６
毛叶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 ０.０２ ０.４４ ０.６８ １.１４
多花白头树 Ｇａ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ｉ ０.２１ ０.２２ ０.６８ １.１２
大叶风吹楠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ｋｉｎｇｉｉ ０.１３ ０.２２ ０.６８ １.０３
其它 ２１ 种 ＩＶ < １ 的树种
Ａｎｏｔｈｅｒ ２１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Ｖ < １ ０.７４ ４.６５ １４.２９ １９.６７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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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望天树林

望天树林仅分布在勐腊县补蚌区约 ２０ ｋｍ２范围

内ꎬ 沿几条河流的支流及沟箐湿润处间断分布ꎬ 其

海拔范围为 ７００ ~ ９５０ ｍꎻ 主要是以龙脑香科植物

望天树组成上层优势的单优群落ꎬ 即上层乔木以望

天树占优势ꎬ 番龙眼为亚优势ꎬ 中层以小叶藤黄、

下层以木奶果和假海桐占优势ꎮ 该群落是西双版纳

季节雨林中热带性最强、 种类组成最复杂、 雨林特

点最浓厚的群落(高度达 ６０ ｍ)ꎬ 乔木上层有部分

落叶树种ꎬ 乔木中层和下层常绿ꎬ 结构复杂ꎬ 木质

大藤本及附生植物极其丰富ꎬ 林内阴暗潮湿ꎬ 林下

以茜草科植物占绝对优势(图 ３１４ꎬ 表 ３１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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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望天树 Ｓｈｏｒｅａ ｗａｎｔｉａｎｓｈｕｅａꎻ ２. 三角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ｂｅｎｇａｌｅｓｅꎻ ３. 番龙眼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ꎻ ４. 滇印杜英Ｅｌａｅｏ￣
ｃａｒｐｕｓ ｖａｒｕｎｕｍꎻ ５. 缅漆 Ｓｅｍｅ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ꎻ ６. 渐光五月茶 Ａｎｔｉｄｅｓｍａ ｃａｌｖｉｓｃｅｎｓꎻ ７. 毛荔枝 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ｌａｐ￣
ｐａｃｅｕｍ ｖａｒ. ｐａｌｌｅｎｓꎻ ８. 小叶藤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ꎻ ９. 金钩花 Ｐｓｅｕｄｕｖａｒｉａ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ꎻ １０. 微毛布荆 Ｖｉｔｅｘ ｑｕｉｎａｔａ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ꎻ １１. 黑毛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ｈａｓｓｅｌｌｉｉꎻ １２. 勐腊核实 Ｄｒｙｐｅｔｅｓ ｈｏａｅｓｉｓꎻ １３. 版纳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
ｎｅｎｓｉｓꎻ １４. 皮孔葱臭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ｌｅｎｔｉｃｅｌｌａｔｕｍꎻ １５. 假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ꎻ １６. 木奶果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ꎻ
１７. 黑皮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ｎｉｇｒｏｃａｒｔｅｘꎻ １８. 东京紫玉盘 Ｕｖａｒｉ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ꎻ １９. 锥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ｓｕｂｕｌａｔａꎻ ２０. 香港岩角藤
Ｒｈａｐｈｉｄｏｐｈｏｒａ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ꎻ ２１. 藤蕨 Ａｒ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ｉｓ ｐａｌｉｓｏｔｉｉꎻ ２２. 藤榕 Ｆｉｃｕｓ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ａꎻ ２３. 粗茎岩角藤 Ｒｈａｐｈｉ￣
ｄｏｐｈｏｒａ ｃｒａｓｓｉｃａｕｌｉｓꎻ ２４. 短矩 Ｐｉｐｅｒ ｍｕｌｌｅｓｕａꎻ ２５. 尾叶巢蕨 Ｎｅｏｔ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ｓｏｍｏｎｓｉａｎａꎻ ２６. 柳叶五层龙 Ｓａｌａｃｉａ ｃｏ￣
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ꎻ ２７. 长节珠 Ｐａｒａｍｅｒｉａ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ꎻ ２８. 六苞藤 Ｓｙｍｐｈｏｒｅｍａ ｉｎｖｕｌｕｃｒａｔａꎻ ２９. 斜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ｇｉｂｂｏｓａ ｖａｒ.
ｃｕｓｐｉｄｉｆｅｒａ.

图 ３ １ ４　 龙脑香林垂直剖面图 (朱华绘)
Ｆｉｇ ３ １ ４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Ｚｈｕ Ｈ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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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１ ８　 望天树林综合样地
Ｔａｂｌｅ ３ １ ８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ｌｏ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Ｓｈｏｒｅａ ｗａｎｔｉａｎｓｈｕｅａ ｆｏｒｅｓｔ

样地 Ｐｌｏｔ
样地编号　 Ｐｌｏｔ ｃｏｄｅｓ

Ⅰ Ⅱ Ⅲ(１０２－１) Ⅳ(８３０６)

面积 Ｓｉｚｅ ｏｆ ｐｌｏｔ (ｍ２)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４００ ３０００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７００ ８００ ７５０ ７２０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２０° ３０° ２５° ２０°

坡向 Ｓｌｏｐｅ ａｓｐｅｃｔ 西北 ＮＷ 南 Ｓ 东北 ＮＥ 东南 ＳＥ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多
度 ＲＡ

相对显
著度 ＲＤ

相对多
度 ＲＡ

相对显
著度 ＲＤ

相对多
度 ＲＡ

相对显
著度 ＲＤ

相对多
度 ＲＡ

相对显
著度 ＲＤ

重要
值 ＩＶ

望天树 Ｓｈｏｒｅａ ｗａｎｔｉａｎｓｈｕｅａ １６.１３ ３７.３６ １８.４４ ６１.８３ ２４.３９ １７.７２ １６.４９ ４７.７６ ６８.１４
云树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１１.２９ ２.９５ ８.８７ ４.０３ ８.０１ ３.８１ ２.６６ ０.６５ １２.２５
假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 ４.３０ ０.１４ １３.４８ ０.７２ １６.７２ ３.５７ ６.３８ ０.３６ １３.１２
绒毛番龙眼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１.０８ ２.６６ １.０６ ３.２９ ０.７０ １２.３６ ３.７２ ７.２６ １２.１７
木奶果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 ６.５０ ０.９８ ９.２２ １.３９ ５.５７ １.７４ ３.１９ ０.３７ ９.１０
青藤公 Ｆｉｃｕｓ ｌａｎｇｋｏｋｅｎｓｉｓ ４.３０ ０.７８ ２.８４ ０.７４ ５.５７ ７.４０ － － ６.１８
轮叶戟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 － － － － － １５.４ ６.９３ ６.０７
勐海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ｏｈａｉｅｎｓｉｓ ３.２０ １３.３ － － １.００ ９.９３ － － ５.５７
钝叶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ｅｊｏｌｇｈｏｔａ ２.６９ １.０１ ０.７１ ０.３２ ４.８８ ３.４４ １.６０ ０.０８ ５.１９
滇毒鼠子 Ｄｉｃｈａｐｅｔａｌｕｍ ｇｅｌｏｎｉｏｉｄｅｓ １.０８ ０.０６ ９.２２ １.２９ － － － － ４.７０
红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ｆｕｒｆｕｒａｃｅａ １.６１ ０.３９ ２.１３ ０.６１ ０.３５ ０.０３ ３.７２ １.８４ ４.６４
印度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 ０.５４ １.９１ １.４２ ４.７９ ０.３５ ２.１５ － － 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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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黎勒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ｂｅｌｌｉｒｉｃａ － － － － １.００ ３.７０ １.０６ ０.３７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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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３ １ ８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多
度 ＲＡ

相对显
著度 ＲＤ

相对多
度 ＲＡ

相对显
著度 ＲＤ

相对多
度 ＲＡ

相对显
著度 ＲＤ

相对多
度 ＲＡ

相对显
著度 ＲＤ

重要
值 ＩＶ

假山萝 Ｈａｒｐｕｌｌｉａ ｃｕｐａｎｉｏｉｄｅｓ － － － － ０.７０ １.７３ １.６０ ０.５２ １.８８

红果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ｇｏｔａｄｈｏｒａ １.０８ ５.１２ ０.３５ ０.０７ ０.３５ ０.５８ － － １.８３

垂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 － － ０.３５ ３.６４ － － － － １.７８

泰国黄叶树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 － ０.３５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２ ０.５３ ０.０２ １.７１

竹节树 Ｃａｒａｌｌｉａ ｂｒａｃｈｉａｔａ － － １.７７ １.９７ － － － － １.６７

糖胶树 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ｉｓ ０.５４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１３ ０.３５ ０.０４ － － １.６３

毛斗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ｈｒｙｓｏｃａｌｙｘ ０.５４ ５.５１ － － － － － － １.５９

大果臀果木 Ｐｙｇｅｕｍ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ｍ ０.５４ ０.２０ ０.７１ ０.１３ ０.３５ ０.１４ － － １.５９

澄广花 Ｏｒｏｐｈｅ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 － － － － ２.６６ １.７４ １.６１

思茅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ｓｚｅｍａｏｉｓ － － － － ０.７０ １.６６ ０.５３ ０.１３ １.５２

黑皮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ｎｉｇｒｏｃｏｒｔｅｘ － － － － ２.７９ ０.５５ － － １.４３

云南沉香 Ａｑｕｉｌａｒ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 ０.７１ ０.２４ ０.７０ ０.３７ － － １.４９

野菠萝蜜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ａｋｏｏｃｈａ － － － － － － ２.１３ １.６５ １.４７

滇印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ｖａｒｕｎｕａ － － ０.３５ ０.５４ － － － － １.４１

狭叶一担柴 Ｃｏｌｏｎａ ｔｈｏｒｅｌｉｉ － － － － ０.３５ ５.７９ － － １.３７

顶果木 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ｒａｘｉｎｉｆｏｌｉｕｓ － － － － － － ０.５３ ２.３５ １.３７

多核鹅掌柴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ｂｒｅｖｉｐｅｄｉｃｅｌｌａｔａ － － ０.７１ ０.１４ ０.３５ ０.２２ － － １.２９

云南风吹楠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ｐｒａｉｎｉｉ － － － － ０.３５ ０.０４ ０.５３ ０.４４ １.２８

耳叶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ｕｓ － － － － １.００ ３.２７ － － １.２５

网脉核果木 Ｄｒｙｐｅｔｅｓ ｐｅｒ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 － ０.３５ ０.２５ ０.３５ ０.０６ － － １.２２

大叶藤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ｘａｎｔｈｏｃｈｙｍｕｓ － － ０.３５ ０.１８ － － ０.５３ ０.０３ １.２０

天蓝谷木 Ｍｅｍｅｃｙｌｏｎ ｃａｅｒｕｌｅｕｍ ０.５４ ０.０４ ０.３５ ０.０１ － － － － １.１４

细毛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ｔｅｎｕｉｐｉｌｅ ０.５４ ２.９４ － － － － － － １.１２

大果榕 Ｆｉｃｕｓ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０.５４ ０.３ － － － － ０.５３ ０.０１ １.１２

水同木 Ｆｉｃｕｓ ｆｉｓｔｕｌｏｓａ － － － － ０.３５ ０.３３ ０.５３ ０.０７ １.０８

普文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ｐｕｗｅｎｅｎｓｉｓ － － － － １.００ １.７７ － － １.０４

滇南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ｇａｒｒｅｔｔｉｉ － － － － ０.３５ ０.３９ ０.５３ ０.０２ １.１９

红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 － ０.３５ １.３１ － － － － １.００

亮叶菠萝蜜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ｎｉｔｉｄｕｓ － － － － １.３３ １.３３ － － ０.９８

越南割舌树 Ｗａｌｓｕｒ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 － － － － － ０.５３ ０.７５ ０.９６

方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ｅ － － － － － － ０.５３ １.１１ ０.９４

高山榕 Ｆｉｃ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 － － － ０.３５ ２.６３ － － ０.９１

尖叶厚壳桂 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ａｃｕｔｉｆｏｌｉａ １.６１ ０.６４ － － － － － － ０.９１

单穗鱼尾葵 Ｃａｒｙｏｔａ ｍｏｎ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 － － － － － １.０６ ０.３９ ０.９３

叶轮木 Ｏｓｔｏｄｅ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 － － － １.００ ０.５７ － － ０.８７

大果人面子 Ｄｒａｃｏｎｔｏｍｅｌｏｎ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ｍ － － － － － － ０.５３ ０.７８ ０.８３

溪桫 Ｃｈｉｓｏｃｈｅｔｏｎ ｃｕｍｉｎｇｉａｎｕｓ ｓｕｂｓｐ. ｂａｌａｎｓａｅ － － １.０６ ０.１１ － － － － ０.８３

阔叶肖榄 Ｐｌａｔｅ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 － ０.３５ ０.７７ － － － － ０.８２

橄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 － － － － － ０.５３ ０.７５ ０.８２

缅桐 Ｓｕｍｂａｖｉｏｐｓｉｓ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 － － － － － － １.６０ ０.０６ ０.８１

其它 ４７ 种 ＩＶ < ０.８０ 的树种
Ｏｔｈｅｒ ４７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Ｖ < ０.８０ ２８.１４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２５ ３００.００

２７６ 植 物 科 学 学 报 第 ３３ 卷　



　 　 (７) 青梅林

除望天树单优群落外ꎬ 在海拔 ８００ ~ １１００ ｍ 之

间的几条河流支流陡坡上还分布着以另一种龙脑香科

植物广西青梅(Ｖａｔｉｃａ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为特征或标识种

的热带雨林ꎬ 俗称青梅林ꎮ 它在性质上仍属于热带季

节雨林ꎬ 但由于分布海拔偏高和生境特殊ꎬ 表现为一

种季节性雨林向山地雨林过渡的类型ꎬ 同时也是热带

北缘地区季节性雨林的海拔分布极限类型ꎮ
目前所发现的西双版纳青梅林分布在该地区勐

腊县东南部南腊河上游支流南沙河和南杭河河谷两

岸ꎬ 与望天树林相邻接而不混交ꎮ 西双版纳青梅林

分布区远离村寨ꎬ 人为干扰很少ꎬ 为其自然分布ꎮ
这样的分布格局反映了它们处于分布区边缘ꎬ 局部

环境成为西双版纳青梅林分布的制约因素ꎮ
分布在南沙河中段的青梅林为发育较好的成熟

林ꎮ 群落高约 ４５ ｍꎬ 乔木层分为三层ꎬ 其中ꎬ 乔

木上层高 ３０ ~ ４５ ｍꎬ 由散生的广西青梅巨树和其

它大乔木树种构成ꎬ 树冠球形或伞形ꎬ 彼此不连接

而使林冠参差不齐ꎬ 覆盖度 ４０％ ~ ６０％ꎻ 乔木中

层高 １８ ~ ３０ ｍꎬ 由混交的多种乔木构成ꎬ 树冠多

椭圆形ꎬ 树木密度较乔木上层大ꎬ 树冠近连续ꎬ 覆

盖度 ５０％ ~ ７０％ꎻ 乔木下层高 ５ ~ ２０ ｍꎬ 由上、
中层乔木幼树和混交的小乔木组成ꎬ 树冠多锥形ꎬ
不连接ꎬ 覆盖度 ４０％ ~ ５０％ꎮ 上层乔木除极少数

有明显换叶期的半落叶树种外ꎬ 基本上是常绿ꎬ 中

层和下层乔木则全部为常绿树种(表 ３１９)ꎮ

表 ３ １ ９　 青梅林综合样地
Ｔａｂｌｅ ３ １ ９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ｌｏ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Ｖａｔｉｃａ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样地 Ｐｌｏｔ
样地编号　 Ｐｌｏｔ ｃｏｄｅｓ

８８－Ⅵ ８８－Ⅶ ８８－Ⅵ ＋ ８８－Ⅶ

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ｍ２) ３０ × ３０ ４０ × ２０ １７００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８３０ ８３０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１５° ２５°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东南 ＳＥ 西南 ＳＷ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Ａ ＋ ＲＤ ＲＡ ＋ ＲＤ 重要值 ＩＶ
广西青梅 Ｖａｔｉｃａ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２１.８ ２６.５３ ２２.６７
臀果木 Ｐｙｇｅｕｍ ｔｏｐｅｎｇｉｉ ４.６７ ４.４１ ６.１０
吴茱萸 Ｍｅｌｉｃｏｐｅ ｓｐ. １１.０９ ０.００ ６.６９
黄心树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ｇａｍｂｌｅｉ ７.３８ ６.００ ８.１７
竹节树 Ｃａｒａｌｌｉａ ｂｒａｃｈｉａｔａ １０.７６ １１.２８ １３.３６
野菠萝蜜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ａｋｏｏｃｈａ ４.４６ ５.９７ ９.６９
长柄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ｕｓ ０.８３ ５.８０ ６.５８
秃蕊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ｙｍｎｏｇｙｎｕｓ ０.８６ ８.１４ ６.３２
黄杞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 １.６５ １３.４４ １０.６９
泥椎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ｅｎｅｓｔｒａｔｕｓ ０.８０ ９.２４ ７.５７
白颜树 Ｇｉｒｏｎｎｉｅｒａ ｓｕｂ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１８.１９ ６.５０ １７.８６
梭果玉蕊 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ｉａ ｆｕｓｉｃａｒｐａ ５.８８ ８.５２ ８.９１
毛荔枝 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ｌａｐｐａｃｅｕｍ ｖａｒ. ｐａｌｌｅｎｓ １２.８６ ８.９９ １５.８８
多香木 Ｐｏｌｙｏｓｍａ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ｎａ ２.０９ ０.００ １.８０
小叶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ｖｉｒｉｄｅｓｃｅｎｓ ３.９ １１.９１ １２.００
云南肉豆蔻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６.０３ ２.３７ ６.６３
稠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 ３.５０ ０.００ ３.４１
红花木犀榄 Ｏｌｅａ ｒｏｓｅａ ６.９３ ０.００ ４.１８
网叶山胡椒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ｍｅｔｃａｌｆ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ｄｉｃｔｙｏｐｈｙｌｌａ １１.７ ０.００ ８.４３
野独活 Ｍｉｌｉｕｓａ ｃｈｕｎｉｉ ０.００ ４.５２ ３.７８
柴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ｔａｍａｌａ １４.４ １５.３１ １９.３７
铜绿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ｓ ｖａｒ. ａｅｎｅａ ０.００ １０.７３ ７.４５
勐海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ｏｈａｉｅｎｓｉｓ ０.００ ５.０４ ４.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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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３ １ ９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Ａ ＋ ＲＤ ＲＡ ＋ ＲＤ 重要值 ＩＶ

红河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ｈｏｎｇｈｏｅｎｓｉｓ ０.００ ２.７４ ２.２３

藤春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ｎｏｇｙｎａ ５.７２ ０.００ ４.５６

腺叶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ａｄ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 ３.６２ ２.５６ ４.２２

云南棋子豆 Ｃｙｌｉｎｄｒｏｋｅｌｕｐｈａ ｋｅｒｒｉｉ １.７９ １.０１ ２.９２

滇印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ｖａｒｕｎｕａ １.２８ ０.００ １.４５

云南叶轮木 Ｏｓｔｏｄｅｓ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ｅ ７.９７ ７.５５ １１.６９

多果新木姜子 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ａ ０.９５ ２.２２ ３.１１

毛叶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 １.０１ ０.００ １.３４

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ｅｘｃｅｌｓｕｍ ４.３８ ０.００ ３.８８

香子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ｈｅｄｙｏｓｐｅｒｍａ １.６８ ０.００ ２.５３

云树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１.８ １.０１ ３.８３

滇谷木 Ｍｅｍｅｃｙｌｏｎ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 １.５８ ２.０１ ３.２６

云南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７７ ０.００ ２.５７

焰序山龙眼 Ｈｅｌｉｃｉａ ｐｙｒｒｈｏｂｏｔｒｙａ １.１６ ０.００ １.４

网脉山龙眼 Ｈｅｌｉｃｉａ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１.４９ ０.００ ３.９８

薄叶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ｔｅｎｕｉｌｉｍｂｕｓ ２.７４ ０.００ ２.９７

版纳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ｅｎｓｉｓ １.０１ ０.００ １.３４

长柄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ｐｅｔｉｏｌａｒｉｓ ０.８０ ０.００ １.２５

腺叶暗罗 Ｐｏｌｙａｌｔｈｉａ ｓｉｍｉａｒｕｍ ０.８０ ０.００ １.２５

多花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ａ １.１０ ０.００ １.３８

碧绿米仔兰 Ａｇｌａｉａ ｐｅｒｖｉｒｉｄｉｓ ０.８０ ０.００ １.２５

思茅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ｓｚｅｍａｏｉｓ １.５９ １.０１ ３.３７

云南黄叶树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 １.０１ ０.００ １.３４

假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 ０.００ ５.２６ ４.７２

山苦茶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ｕｓ ０.００ ８.０３ ６.０５

溪桫 Ｃｈｉｓｏｃｈｅｔｏｎ ｃｕｍｉｎｇｉａｎｕｓ ｓｕｂｓｐ. ｂａｌａｎｓａｅ ０.００ １.０７ １.２８

林生杧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ｓｙｌｖａｔｉｃａ ０.００ １.１２ １.３１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 １ ２　 热带季节性雨林生态特征

依据低丘雨林 ０４ ｈｍ２(单个样地)和沟谷雨林

０５ ｈｍ２(２ 个并连样方)样地上所有植物种的统计ꎬ
列出生活型谱 (表 ３１１０) 和叶级谱、 叶型 (表

３１１１)ꎮ
西双版纳的热带季节雨林中ꎬ 高位芽植物占

８７５％ ~ ８９７％ꎬ 包括藤本高位芽植物 １８３％ ~
２０３％、 大高位芽 ７２％ ~ ９７％、 中高位芽２７％ ~
２８％、 小高位芽 １２％ ~ １５％、 矮高位芽 ８３％ ~
９７％和草本高位芽 ４２％ ~ ４６％ꎮ

在叶级谱上ꎬ 以木本植物统计ꎬ 中叶占 ７１％ꎬ
小叶占 ２０％ ~ ２３％、 大叶占 ５５％ ~ ７５％ꎻ 若分

别以树木和灌木统计ꎬ 灌木中小叶的比例高于乔

木ꎮ 在叶型统计上ꎬ 复叶占 ２１４％ ~ ２４５％ꎮ
对沟谷雨林群落(０５ ｈｍ２)１４５ 种高位芽植物

的叶型、 叶质、 叶缘、 叶尖和板根的统计结果显示

(表 ３１１２)ꎬ 单叶占 ７８６％ꎬ 复叶占 ２１４％ꎻ 纸

质叶占 ５４５％ꎬ 革质叶占 ４５５％ꎻ 全缘叶占 ８０％ꎻ
以成熟植物叶统计ꎬ 非滴水叶尖占 ８８３％ꎻ 具有板

根的乔木约占 ３２６％ꎮ
与沟谷雨林相比ꎬ 低丘雨林的附生植物少些ꎬ

小、 矮高位芽植物相对多些ꎻ 在叶级谱上ꎬ 小叶比

例高些、 大叶比例少些ꎮ 表明低丘雨林在生态上较

沟谷雨林旱生性更强ꎬ 沟谷雨林更接近典型热带雨

林ꎬ 而低丘雨林则表现为向季雨林和热带山地的常

绿阔叶林过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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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１ １０　 热带季节性雨林生活型谱
Ｔａｂｌｅ ３ １ １０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森林类型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寄生
植物
Ｐａｒａ

附生
植物
Ｅｐ

藤本高位
芽植物
Ｌｐｈ

大高位芽
Ｍｅｇａｐｈ

中高位芽
Ｍｅｓｏｐｈ

小高位芽
Ｍｉｃｒｏｐｈ

矮高位芽
Ｎａｎｏｐｈ

草本
高位芽
Ｈｐｈ

地上芽
Ｃｈ

地下芽
Ｇ

合计
Ｔｏｔａｌ

低丘雨林
Ｌｏｗｅｒ ｈｉｌ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０.４ ｈｍ２)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７ ３２ Ｅ　 Ｄ
１３　 ４

Ｅ　 Ｄ
４４　 ５ ２７ １７ ８ １５ ３ １７５

百分比(％) ４ １８.３ ９.７ ２８ １５.４ ９.７ ４.６ ８.６ １.９ １００

沟谷雨林
Ｒａｖｉｎ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０.５ ｈｍ２)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２２ ６１ Ｅ　 Ｄ
１４　 ５

Ｅ　 Ｄ
７１　 １ ３２ ２２ １１ ２ ５ ２６５

百分比(％) ０.４ ８.３ ２０.３ ７.２ ２７.１ １２.１ ８.３ ４.２ ７.５ １.９ １００

　 　 Ｎｏｔｅｓ: Ｐａｒａ: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ꎻ Ｅｐ: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ｓꎻ Ｌｐｈ: Ｌｉａｎａ 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ｓꎻ Ｍｅｇａｐｈ: Ｍｅｇａ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ｓꎻ Ｍｅｓｏｐｈ: Ｍｅｓｏｐｈａｎｅｒｏ￣
ｐｈｙｔｅｓꎻ Ｍｉｃｒｏｐｈ: Ｍｉｃｒｏ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ｓꎻ Ｎａｎｏｐｈ: Ｎａｎｏ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ｓꎻ Ｈｐｈ: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ｓꎻ Ｃｈ: Ｃｈａｍａｅ￣
ｐｈｙｔｅｓꎻ Ｇ: Ｇｅｏｐｈｙｔｅｓ. 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ꎻ Ｄ: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表 ３ １ １１　 热带季节性雨林木本植物叶级谱和叶型谱
Ｔａｂｌｅ ３ １ １１　 Ｌｅａｆ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ｆｏｒｍ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森林类型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小叶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

种数百分比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

中叶
Ｍｅｓｏｐｈｙｌｌ

种数百分比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

大叶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

种数百分比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

单叶
Ｓｉｍｐｌｅ ｌｅａｖｅｓ

种数百分比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

复叶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ｌｅａｖｅｓ

种数百分比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

合计(种)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低丘雨林
Ｌｏｗｅｒ ｈｉｌ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０.４ ｈｍ２)

乔木 Ｔｒｅｅｓ １８ １９.４ ６９ ７４.２ ６ ６.５ ６８ ７３.１ ２５ ２６.９ ９３

灌木 Ｓｈｒｕｂｓ ８ ４７.１ ９ ５２.９ － － １５ ８８.２ ２ １１.８ １７

总计 Ａｌｌ ２６ ２３.６ ７８ ７０.９ ６ ５.５ ８３ ７５.５ ２７ ２４.５ １１０

沟谷雨林
Ｒａｖｉｎ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０. ５ ｈｍ２)

乔木 Ｔｒｅｅｓ １８ １６.１ ８３ ７４.１ １０ ８.９ ８５ ７６.６ ２６ ２３.４ １１１

灌木 Ｓｈｒｕｂｓ １１ ３２.４ ２２ ６４.７ １ ２.９ ２９ ８５.３ ５ １４.７ ３４

总计 Ａｌｌ ２９ １９.９ １０５ ７１.９ １１ ７.５ １１４ ７８.６ ３１ ２１.４ １４５

表 ３ １ １２　 热带季节性雨林植物叶型、 叶质、 叶缘、 叶尖、 根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１ １２　 Ｌｅａｆ ｔｙｐｅꎬ ｌｅａｆ ｔｅｘｔｕｒｅꎬ ｌｅａｆ ｍａｒｇｉｎꎬ ｌｅａｆ ａｐｅｘ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叶类型及特性
Ｌｅａ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叶型 Ｌｅａｆ ｔｙｐｅ 叶质 Ｌｅａｆ ｔｅｘｔｕｒｅ 叶缘 Ｌｅａｆ ｍａｒｇｉｎ 叶尖 Ｌｅａｆ ａｐｅｘ 根型 Ｒｏｏｔ ｔｙｐｅ

单叶
Ｓｉ

复叶
Ｃｏ

纸质
Ｐ

革质
Ｌｅ

全缘
Ｅ

具齿
Ｓｅ

尾尖
Ｃａ

非尾尖
ＮＣａ

板根
Ｂ

非板根
ＮＢ

合计(种)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乔木 Ｔｒｅｅｓ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９５ ２８ ６０ ６３ ９７ ２６ １４ １０９ ２９ ９４

百分比(％) ７７.２４ ２２.７６ ４８.７８ ５１.２２ ７８.８６ １１.１４ １１.３８ ８８.６２ ２３.５８ ７６.４２
１２３

灌木 Ｓｈｒｕｂｓ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９ ３ １９ ３ １９ ３ ３ １９

百分比(％) ８６.３６ １３.６４ ８６.３６ １３.６４ ８６.３６ １３.６４ １３.６４ ８６.３６
２２

乔木 ＋ 灌木
Ｔｒｅｅｓ ＋
Ｓｈｒｕｂｓ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１４ ３１ ７９ ６６ １１６ ２９ １７ １２８

百分比(％) ７８.６２ ２１.３８ ５４.４８ ４５.５２ ８０ ２０ １１.７２ ８８.２８
１４５

　 　 Ｎｏｔｅｓ: Ｓｉ: Ｓｉｍｐｌｅ ｌｅａｖｅｓꎻ Ｃｏ: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ｌｅａｖｅｓꎻ Ｐ: Ｐａｐｙｒａｃｅｏｕｓ ｌｅａｖｅｓꎻ Ｌｅ: Ｌｅａｔｈｅｒｙ ｌｅａｖｅｓꎻ 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ｌｅａｖｅｓꎬ Ｓｅ: Ｓｅｒｒａｔｕｓ
ｌｅａｖｅｓꎻ Ｃａ: 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ｌｅａｆ ｔｉｐｓꎻ ＮＣａ: Ｎｏｎ￣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ｌｅａｆ ｔｉｐｓꎻ Ｂ: Ｂｕｔｔｒｅｓｓꎻ ＮＢ: Ｎｏｎｅ￣ｂｕｔｔｒｅｓｓ.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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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３　 热带季节性雨林的植物区系及地理成分

从热带季节性雨林两群系组热带雨林乔木树种

科的组成(表 ３１１３)可见ꎬ 低丘雨林按种数多少

统计ꎬ 则大戟科和樟科排名在前ꎬ 楝科次之ꎬ 桑科、

表 ３ １ １３　 季节性雨林科的组成及其在群落中的地位
Ｔａｂｌｅ ３ １ １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Ｖ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ｐｌｏｔｓ

低丘雨林(箭毒木 ＋ 龙果林)
Ｌｏｗｅｒ ｈｉｌ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Ａｒｅａ: １.２５ ｈｍ２ (Ｐｌｏｔ Ｎｏ.: ９２－１ꎬ ９３－１２０６ꎬ ８３０３ꎬ
９４０１０３ꎬ ８３０７)ꎻ Ｎｏ.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３１

沟谷雨林(番龙眼 ＋ 千果览仁林)
Ｒａｖｉｎ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Ａｒｅａ: １.４６２５ ｈｍ２ (Ｐｌｏｔｓ: ９４－０１０１ꎬ ９４０１０２ꎬ ８３０５ꎬ
８３０４ꎬ ８３０２)ꎻ Ｎｏ.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４０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１２ ３９.０５ 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３ ３２.１１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７ ２６.３５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１３ ３７.６７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４ ２６.０７ 使君子科 Ｃｏｍｂｒｅｔａｃｅａｅ ２ １９.１７
番荔技科 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６ ２４.３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１３ １９.１３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１３ ２３.３１ 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６ １６.５５
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 ７ １７.３９ 番荔技科 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８ １４.９６
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０ １６.８７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１３ １４.２８
玉蕊科 Ｌｅｃｙｔ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１.８５ 肉豆寇科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４ １１.２５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６ １１.５８ 柿树科 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３ ９.９１
藤黄科 Ｇｕｔｔｉｆｆｅｒａｅ ２ １１.３１ 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 ５ ８.７６
肉豆寇科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５ １０.８１ 橄榄科 Ｂｕｒｓｅｒａｃｅａｅ ２ ８.６４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６ ８.４２ 梧桐科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８.１１
四数木科 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ａｃｅａｅ １ ８.１０ 藤黄科 Ｇｕｔｔｉｆｆｅｒａｅ ３ ７.３４
桃金娘科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５ ７.００ 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９ ７.１０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３ ６.０５ 紫葳科 Ｂｉｇｎ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３ ５.７９
山榄科 Ｓａｐｏｔａｃｅａｅ ２ ５.８８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５.４７
椴树科 Ｔ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５.５９ 苦木科 Ｓｉｍａｒｕｂａｃｅａｅ ２ ５.１９
茶茱萸科 Ｉｃａｃｉｎａｃｅａｅ ２ ４.８６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３ ４.９９
远志科 Ｐｏｌｙｇａ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３.９５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４ ４.８３
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 ３ ２.９１ 桃金娘科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 １ ３.５５
梧桐科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２.７６ 玉蕊科 Ｌｅｃｙｔ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１ ３.２２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Ｂａｍｂｏｏ) １ ２.４９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３ ３.２０
紫葳科 Ｂｉｇｎ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２.２１ 杜英科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４ ３.１１
橄榄科 Ｂｕｒｓｅｒａｃｅａｅ ２ ２.１７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５ ３.０３
天料木科 Ｓａｍｙｄ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８２ 棕榈科 Ｐａｌｍａｅ １ ２.５９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２ １.４５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２ ２.２３
粘木科 Ｉｘｏｎ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３６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２ １.９１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２４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３ １.８６
野牡丹科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１９ 山榄科 Ｓａｐｏｔａｃｅａｅ ２ １.７４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２ １.１２ 省沽油科 Ｓｔａｐｈｙｌｅａｃｅａｅ ２ １.６２
紫金牛科 Ｍｙｒｉ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２ １.１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５９
棕榈科 Ｐａｌｍａｅ ２ １.０４ 海桑科 Ｓｏｎｎｅｒａｔ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１.２０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７３ 茶茱萸科 Ｉｃａｃ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９８
毒鼠子科 Ｄｉｃｈａｐｅｔａｌｕｍ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７０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２ ０.８３
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７０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７７
省沽油科 Ｓｔａｐｈｙｌｅ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５ 远志科 Ｐｏｌｙｇａ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８
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５ 毒鼠子科 Ｄｉｃｈａｐｅｔａｌｕｍ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５４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２ ０.６４ 五桠果科 Ｄｉｌｌｅｎ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４８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６１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３７
使君子科 Ｃｏｍｂｒｅｔ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５０ 椴树科 Ｔ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３０
柿树科 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３７ 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２０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３６
红树科 Ｒｈｉｚｏｐｈｏｒ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３４
山龙眼科 Ｐｒｏｔｅ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３２
山柑科 Ｃａｐｐａ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１ 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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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患子科、 番荔枝科再次ꎻ 按重要值的大小排

序ꎬ 则樟科 > 桑科、 榆科 > 番茄枝科、 大戟科、
楝科ꎮ 沟谷雨林按种数多少统计ꎬ 则大戟科、 桑

科和樟科并列第一ꎬ 楝科、 番荔枝科次之ꎻ 按重

要值的大小排序ꎬ 则大戟科 > 无患子科 > 使君子

科、 桑科 > 漆树科、 番荔枝科、 樟科等ꎮ 低丘雨

林和沟谷雨林在科的组成上虽较为一致ꎬ 但在排

列次序上各有侧重ꎮ
在植物区系地理成分组成上[１０３ꎬ１０４]ꎬ 热带季节

性雨林的热带分布属占总属数的 ９４２％ꎻ 在热带

分布属中ꎬ 以热带亚洲分布属的比例最高ꎬ 约占总

属数的 ４２３％ꎮ 在种的地理成分构成上ꎬ 热带季节

性雨林以热带亚洲分布占优势ꎬ 为总种数的 ７３３％
(表 ３１１４)ꎮ
３ ２　 热带山地雨林

西双版纳地区的热带山地雨林主要分布在海

拔 １１００ ~ １６００ ｍ 的阴坡和沟谷中ꎬ 目前保存最

好的山地雨林分布在景洪的勐宋地区ꎮ 勐宋的山

地雨林从外貌上看ꎬ 落叶成分很少ꎬ 林冠相对整

齐ꎮ 绝大多数树种的叶片为中、 小型叶ꎬ 群落优

势种明显ꎮ 乔木层的组成成分以木兰科、 单室茱

萸科、 樟科、 壳斗科、 胡桐科(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茶科、 楝科、 大戟科、 桃金娘科和杜英科等为优

势ꎮ 树木没有大的板根ꎬ 部分大树只有小板根ꎬ
森林可分为２ ~ ３ 个乔木层次ꎬ 乔木上层大树树

枝粗壮而斜平伸展ꎬ 使得树冠开阔且盖度较大

(可达 ７０％ ~ ９０％)ꎬ 成为荫蔽层ꎻ 上层大树的

树皮普遍粗糙(厚度 > ２ ｃｍ)ꎬ 呈白色、 褐色或黑

灰色等ꎮ 林内的茎花现象很少ꎬ 木质大藤本发达但

种类单调ꎬ 大树茎干上的苔藓地衣和枝条上的附生

植物较丰富ꎬ 在林窗尤其是林缘有丰富的树蕨植

物ꎮ 根据海拔分布、 群落结构和种类组成特征ꎬ 可

将山地雨林划分为热带低山雨林和热带中山雨林二

个群系组ꎮ 其中ꎬ 低山雨林包括 ２ 个群系: 黄棉木

－ 华夏蒲桃林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ｅ ｆｏｒｅｓｔ)和黄棉木－假海桐林(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 ｆｏｒｅｓｔ)ꎻ 中山雨

林包括 ３ 个群系: 八蕊单室茱萸－大萼楠林(Ｍａｓ￣
ｔｉｘｉａ ｅｕｏｎｙｍｏｉｄｅｓ － Ｐｈｏｅｂｅ ｍｅｇａｃａｌｙｘ ｆｏｒｅｓｔ)、
云南拟单性木兰－云南裸花林(Ｐａｒａｃｈｍｅｒｉａ ｙｕｎ￣

表 ３ １ １４　 热带季节性雨林的地理成分构成
Ｔａｂｌｅ ３ １ １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属的地理成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ｌｅｖｅｌ

种的地理成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ｅｖｅｌ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ｓ 占属百分数 ％ ｇｅｎｅｒａ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ｓ 占种百分数 ％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泛热带 １９.６ １. 泛热带 ０
２. 热带亚洲－热带美洲 ４.３ ２. 热带亚洲－热带美洲 ０
３. 旧世界热带 １４.０ ３. 旧世界热带 ０.３
４. 热带亚洲－热带澳洲 ９.２ ４. 热带亚洲－热带澳洲 ２.９
５. 热带亚洲－热带非洲 ４.８ ５. 热带亚洲－热带非洲 ０
６. 热带亚洲 ４２.３ ６. 热带亚洲分布及变型合计 (７３.３)
　 (热带成分合计) (９４.２) 　 ６.１. 印度－马来西亚 ２８.９
７. 北温带 １.８ 　 ６.２. 南亚－大陆东南亚 ２１.３
８. 东亚－北美 １.８ 　 ６.３. 大陆东南亚－中国南部 ２３.７
９. 旧世界温带 ０.３ 　 (热带成分合计) (７６.５)
１０. 温带亚洲 ０ ７. 北温带 ０
１１. 地中海－西亚－中亚 ０.３ ８. 东亚分布 ０
１２.中亚 ０ ９. 中国南部 ８.２
１３. 东亚 ０.３ １０. 云南特有 １５.４
１４.中国特有 １.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

　 　 注: 左栏括号中数值为热带分布属(类型 １ ~ ６)合计ꎬ 右栏括号中数值 ７３.３ 和 ７６.５ 分别为热带亚洲分布种(类型 ６.１ ~ ６.３)合计及热带
成分(类型 １ ~ ６)合计ꎮ

Ｎｏｔ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ａｒｅ ｓｕｍ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ｙｐｅｓ １－ ６)ꎬ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ａｒｅ ｓｕｍ(７３.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ｙｐｅｓ ６.１－ ６.３)ꎬ ａｎｄ ｓｕｍ(７６.５)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 ｉｎｃｌｕ￣
ｄｉｎｇ ｔｙｐｅｓ １－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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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ｓ ｒｅｍｏｔａ ｆｏｒｅｓｔ) 和云南胡

桐－滇 楠 林 (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 － Ｐｈｏｅｂｅ
ｎａｎｍｕ ｆｏｒｅｓｔ)ꎮ
３ ２ １　 群落种类组成与结构特征

３ ２ １ １　 热带低山雨林

热带低山雨林分布在 ９００ ~ １３００ ｍ 的阴坡和

沟谷ꎮ
(１) 黄棉木－华夏蒲桃林

黄棉木－华夏蒲桃林有 ３ 个相对明显的乔木

层ꎮ 乔木上层由 ２５ ~ ４０ ｍ 的高大树木组成ꎬ 盖

度达 ７０％ ~ ８０％ꎬ 以伞形树冠为主ꎬ 为群落的林

冠层ꎻ 该层主要树种有黄棉木、 橄榄、 滇南杜英、
山桂花、 高山榕、 思茅黄肉楠、 普文楠、 紫叶琼

楠、 百日青ꎬ 其中山桂花、 高山榕、 橄榄和百日青

分布于样地边缘开阔生境中ꎬ 黄棉木在本层中数量

最多ꎬ 在群落中重要值最大ꎬ 是黄棉木－华夏蒲桃

林乔木上层的优势树种ꎮ 乔木中层高 １０ ~ ２５ ｍꎬ
盖度为 ５０％ ~ ７０％ꎻ 优势种是华夏蒲桃、 假广子、
滇边蒲桃、 假鹊肾树、 云树、 山木患、 滨木患、 笔

罗子等ꎻ 该层最具代表性的树种是华夏蒲桃ꎮ 乔木

下层主要由高度为 ５ ~ １０ ｍ 的小树组成ꎬ 盖度为

３０％ ~ ４０％ꎻ 优势树种主要有琼滇鸡爪勒、 滇银

柴、 滇毒鼠子、 山香圆、 山油柑、 狗骨柴等 (表

３２１)ꎮ
灌木层由胸径 < ５ ｃｍ 的幼树、 灌木组成ꎬ 盖

度为 ２０％ ~ ３０％ꎮ 幼树主要有假广子(Ｋｎｅｍａ ｅｒ￣
ｒａｔｉｃａ)、 滇南红厚壳(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
滇毒鼠子(Ｄｉｃｈａｐｅｔａｌｕｍ ｇｅｌｏｎｉｏｉｄｅｓ)ꎻ 灌木种类

以椴叶山麻杆(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 ｔｉｌｉｉｆｏｌｉａ)、 虎克粗叶木

(Ｌａｓｉａｎｔｈｕｓ ｈｏｏｋｅｒｉ)、 加纳莸(Ｇａｒｒｅｔｔｉａ ｓｉａｍｅｎ￣
ｓｉｓ)等占优势ꎮ

草本层较为繁茂ꎬ 盖度 ５０％ ~ ７０％ꎬ 组成种

类丰富ꎬ 频度和多度较高的是清秀复叶羽蕨

(Ａｒａｃｈｎｉｏｄｅｓ 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 柊叶(Ｐｈｒｙｎｉｕｍ ｃａｐｉ￣
ｔａｔｕｍ)、 野靛棵(Ｍａｎａｎｔｈｅｓ ｐａｔｅｎｔｉｆｌｏｒａ)、 长羽

柄短肠蕨(Ａｌｌａｎｔｏｄｉａ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等ꎻ 在较湿润的

沟边柊叶发展成为高约 ２ｍ 的单优势层ꎮ
层间植物木质藤本较为丰富ꎬ 但是种类组成单

一ꎬ 以梧桐科(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ｃｅａｅ)的刺果藤(Ｂｙｔｔｎ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ａ)和全缘刺果藤(Ｂｙｔｔｎｅｒｉａ 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ａ)
最为常见ꎮ 附生植物主要集中在乔木中层和下层ꎮ

此外ꎬ 调查发现该群落中板根和茎花现象很少

见ꎮ
在 ２５００ ｍ２ 的样地中共统计有植物 ７４ 科 １２７

属 １６３ 种ꎬ 其中胸径 > ５ ｃｍ(乔木层)的树种有 ６５
种ꎬ 占样地总种数的 ３９９％ꎮ

表 ３ ２ １　 黄棉木－华夏蒲桃林 (勐养) 乔木层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２ １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ｅｎｇｙａｎｇꎬ Ａｒｅａ: ５ (１０ × ５０) ｍ２ꎬ Ａｌｔ.: １１００ － １２００ ｍ)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株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重要值 ＩＶ

黄棉木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１９ ２３.１４
华夏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ｅ １０ １８.３６
假广子 Ｋｎｅｍａ ｅｒｒａｔｉｃａ １３ １５.３５
合果木 Ｐａｒａ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ｂａｉｌｌｏｎｉｉ ２ １４.６８
滇边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 １１ １３.９５
橄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１ １１.８２
思茅黄肉楠 Ａｃｔｉｎｏｄａｐｈｎｅ ｈｅｎｒｙｉ ６ ９.８６
假鹊肾树 Ｓｔｒｅｂｌｕｓ ｉｎｄｉｃｕｓ １１ ９.８３
云南银柴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８ ８.７６
刺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 ４ ８.２９
滇南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ａｕｓｔｒｏ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 ７.８６
高山榕 Ｆｉｃｕｓ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１ ７.２２
云南崖摩 Ａｍｏｏｒ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５ ６.０２
岭罗麦 Ｔａｒｅｎｎｏｉｄｅ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４ ５.６９
紫叶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ｐｕｒｐｕｒａｓｃｅｎｓ ４ ５.５９
越南安息香 Ｓｔｙｒａｘ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４ ５.２３
银柴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ｄｉｏｉｃａ ４ 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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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３ ２ １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株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重要值 ＩＶ

琼滇鸡爪簕 Ｏｘｙｃｅｒｏｓ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 ６ ４.９７
云树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５ ４.９２
粗丝木 Ｇｏｍｐｈａｎｄｒａ 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 ３ ４.６７
笔罗子 Ｍｅｌｉｏｓｍａ ｒｉｇｉｄａ ４ ４.６０
普文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ｐｕｗｅｎｅｎｓｉｓ １ ４.４０
假樱叶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ｐｒｕｎｉｆｏｌｉｏｉｄｅｓ ２ ４.２３
百日青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ｎｅｒｉｉｆｏｌｉｕｓ ２ ４.１７
山油柑 Ａｃｒｏｎｙｃｈｉａ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 ４ ４.１３
细齿桃叶珊瑚 Ａｕｃｕｂａ ｃｈｌｏｒａｓｃｅｎｓ ４ ３.９５
滨木患 Ａｒｙｔｅｒ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４ ３.９４
假山萝 Ｈａｒｐｕｌｌｉａ ｃｕｐａｎｉｏｉｄｅｓ ３ ３.５３
泰国黄叶树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２ ３.４５
长柄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ｐｅｔｉｏｌａｒｉｓ ２ ３.３９
柴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ｔａｍａｌａ ２ ３.３６
山香圆 Ｔｕｒｐｉｎｉａ ｍｏｎｔａｎａ ３ ３.３５
毛狗骨柴 Ｄｉｐｌｏｓｐｏｒ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３ ３.３３
滇毒鼠子 Ｄｉｃｈａｐｅｔａｌｕｍ ｇｅｌｏｎｉｏｉｄｅｓ ３ ３.３０
云南臀果木 Ｐｙｇｅｕｍ ｈｅｎｒｙｉ ２ ２.９６
单叶泡花树 Ｍｅｌｉｏｓｍａ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 ２ ２.９５
南方紫金牛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ｔｈｙｒｓｉｆｌｏｒａ ２ ２.９０
红果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ｇｏｔａｄｈｏｒａ ２ ２.９０
滇藏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ｂｒａｃｅａｎｕｓ ２ ２.６９
版纳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ｅｎｓｉｓ ２ ２.４８
多花白头树 Ｇａ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ｉ １ ２.２０
网叶山胡椒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ｍｅｔｃａｌｆ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ｄｉｃｔｙｏｐｈｙｌｌａ ２ ２.０３
红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ｆｕｒｆｕｒａｃｅａ ２ １.９４
木奶果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 ２ １.９４
大叶蒲葵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ｓａｒｉｂｕｓ ２ １.８６
高檐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ｏｂｌａｔｕｍ １ １.６５
齿叶枇杷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 １ １.６４
盆架树 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１ １.５５
长叶荆 Ｖｉｔｅｘ ｂｕｒｍｅｎｓｉｓ １ １.４９
水同木 Ｆｉｃｕｓ ｆｉｓｔｕｌｏｓａ １ １.４８
白颜树 Ｇｉｒｏｎｎｉｅｒａ ｓｕｂ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１ １.４３
滇印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ｖａｒｕｎｕａ １ １.４３
红豆一种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ｓｐ. １ １.４２
五月茶 Ａｎｔｉｄｅｓｍａ ｂｕｎｉｕｓ １ １.４２
火烧花 Ｍａｙ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ｉｇｎｅｕｍ １ １.４１
破布叶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１ １.４１
假苹婆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１ １.４０
阔叶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ｍｅｇａｃａｒｐｕｍ １ １.４０
多脉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ｇｒａｎｄｅ １ １.３９
大参 Ｍａｃｒｏｐａｎａｘ ｄｉｓｐｅｒｍｕｓ １ １.３８
滇茜树 Ａｉｄ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 １.３８
盘叶罗伞 Ｂｒａｓｓａｉｏｐｓｉｓ ｆａｔｓｉｏｉｄｅｓ １ １.３８
龙果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１ １.３８
披针叶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１ １.３８
痄腮树 Ｈｅｌｉｃｉｏｐｓｉ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ｓ １ １.３８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６５ ２０２ ３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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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黄棉木－假海桐林

乔木上层由 ２５ ~ ３５ ｍ 的高大树木组成ꎬ 盖

度达 ７０％ ~ ８０％ꎬ 该层主要优势树种为黄棉木和

湄公栲ꎬ 其它树种有西南木荷、 白头树、 长柄油

丹、 毛叶油丹、 网脉肉托果、 斯里兰卡天料木、 新

乌檀、 合果木、 白颜树、 野菠萝蜜等ꎮ 乔木中层高

１０ ~ ２５ ｍꎬ 盖度为 ５０％ ~ ７０％ꎬ 优势种有普文

楠、 木奶果、 泥柯、 红光树、 黄心树、 截头石栎、
云树、 岭罗麦等ꎮ 乔木下层主要由高度为 ５ ~
１０ ｍ的小树组成ꎬ 盖度为 ３０％ ~ ４０％ꎬ 以假海桐

占优势ꎬ 其它幼树有披针叶楠、 滇边蒲桃、 滇银

柴、 思茅黄肉楠、 大果山香圆等(表 ３２２)ꎮ
灌木层主要有密花火筒树(Ｌｅｅａ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ｆｌｏ￣

ｒａ)、 弯管花(Ｃｈａｓｓａｌｉａ ｃｕ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腺萼木(Ｍｙ￣
ｃｅｔｉａ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 黑面神 (Ｂｒｅｙｎｉ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毛果算盘子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ｕｍ)、 三桠苦

(Ｅｕｏｄｉａ ｌｅｐｔａ)、 杜茎山(Ｍａｅｓ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等ꎮ
草本层常见有线柱苣苔(Ｒｈｙｎｃｈｏｔｅｃｈｕｍ ｅｌ￣

ｌｉｐｔｉｃｕｍ)、 野靛棵 (Ｍａｎａｎｔｈｅｓ ｐａｔｅｎｔｉｆｌｏｒａ)、 穿

鞘花(Ａｍｉｓｃｈｏｔｏｌｙｐｅ ｈｉｓｐｉｄａ)、 红壳砂仁(Ａｍｏ￣
ｍｕｍ ｎｅｏａｕｒａｎｔｉａｃｕｍ )、 柊 叶 ( Ｐｈｒｙｎｉｕｍ ｒｈｅｅ￣
ｄｅｉ)、 尖苞柊叶(Ｐｈｒｙｎｉｕｍ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ｒｉｕｍ)、 越南

万年青(Ａｇｌａｏｎｅｍａ ｔｅｎｕｉｐｅｓ)、 大叶仙茅(Ｃｕｒｃｕ￣
ｌｉｇｏ 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ｔｅ )、 清 秀 复 叶 耳 蕨 ( Ａｒａｃｈｎｉｏｄｅｓ
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 长叶实蕨(Ｂｏｌｂｉｔｅｓ ｈｅｔｅｒｏｃｌｉｔｅ)、 鳞

柄毛蕨(Ｃｙｃｌｏｓｏｒｕｓ ｃｒｉｎｉｐｅｓ)等ꎮ
藤本植物比较丰富ꎬ 常见有蛇藤(Ａｃａｃｉａ ｐｅｎ￣

ｎａｔａ)、 瓜馥木 ( Ｆｉｓｓｉｓｔｉｇｍａ ｏｌｄｈａｍｉｉ)、 秤钩风

(Ｄｉｐｌｏｃｌｉｓｉａ ａｆｆｉｎｉｓ)、 水密花(Ｃｏｍｂｒｅｔｕｍ ｐｕｎｃｔａ￣
ｔｕｍ)、 厚果崖豆藤(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 ｐ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ａ)、 巴豆

藤(Ｃｒａｓｐｅｄｏｌｏｂｉｕｍ ｓｃｈｏｃｈｉｉ)、 柳叶五层龙(Ｓａ￣
ｌａｃｉ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甜果藤(Ｍａｐｐｉａｎｔｈｕｓ ｉｏ￣
ｄｉｏｉｄｅｓ)、 微花藤 ( Ｉｏｄｅｓ ｏｖａｌｉｓ)、 扁担藤 ( Ｔｅｔ￣
ｒａｓｔｉｇｍａ ｐｌａｎｉｃａｕｌｅ )等ꎮ

附生植物常见有黄花胡椒(Ｐｉｐｅｒ ｆｌａｖｉｆｌｏｒｕｍ)ꎮ
３ ２ １ ２　 热带中山雨林

热带中山雨林分布在海拔 １３００ ｍ 以上山地ꎮ
(１) 八蕊单室茱萸－大萼楠林

该群落主要沿山地沟谷分布ꎬ 在湿度较大的阴

坡沟谷中可由谷底向两侧山坡延伸ꎬ 在勐宋地区调

查样地的范围内ꎬ 无论海拔和坡向如何变化ꎬ 群落

的特征和优势种都比较一致ꎮ
从结构和种类组成来看(图 ３２１)ꎬ 该群落类

型有三个相对明显的乔木层ꎬ 且各个层次的高度可

随小生境条件的不同(主要是湿度和坡度)而有一

些变化ꎮ 我们对样地的调查结果(表 ３２３)表明ꎬ
乔木上层由高度为 ２２ ~ ３５ ｍ 的大树组成ꎬ 盖度

达 ８０％以上ꎬ 为群落的林冠层ꎬ 其主要树种有八

蕊单室茱萸、 长梗文山紫树、 缅甸木莲、 平伐含

笑、 硬斗石栎、 长蕊木兰、 香籽含笑、 滇南红厚壳

等ꎮ 在上层中最为瞩目的大树是八蕊单室茱萸ꎬ 其

胸径可达 ２ ｍꎬ 高可达 ４０ ｍꎬ 成为散生巨树ꎮ 八

蕊单室茱萸仅分布于沟谷湿润生境ꎬ 并且较为常

见ꎬ 在群落中重要值较大ꎬ 是本群落类型最重要的

标志或特征树种ꎮ 此外ꎬ 缅甸木莲的胸径也达

２ ｍꎬ 仅分布于沟谷群落中ꎬ 且较为少见ꎮ 在乔木

上层也可以见到少数落叶成分ꎬ 它们占林冠层盖度

的比例仅约为 ５％ꎮ
乔木中层高 １１ ~ ２０ ｍꎬ 盖度约 ７０％ ~ ８０％ꎬ 该

层虽然有许多圆锥形的树冠ꎬ 但仍以伞形树冠为主ꎻ
优势树种有大萼楠、 红果坚木、 滇南插柚子、 短药蒲

桃、 焰序山龙眼等ꎮ 其中大萼楠仅局限分布于沟谷群

落中ꎬ 但该树种数量较多、 分枝粗壮、 树冠开展ꎬ 是

乔木中层中具有兰科附生植物最多的树种ꎮ
乔木下层高 ５ ~ １０ ｍꎬ 盖度约 ４０％ ~ ５０％ꎬ

以蝶腺棋子豆占优势ꎬ 其它种类有瘤果厚壳桂、 享

利血桐、 沧源木姜子、 轮叶木姜子、 中华桫椤、 南

方紫金牛等ꎬ 这些树种均是在沟谷类型中普遍分布

而在山坡类型中十分罕见的ꎮ
灌木层由高度 < ５ ｍ 的幼树、 灌木组成ꎬ 盖

度约 ５０％ꎮ 幼树种类丰富ꎬ 灌木种类较少ꎮ
草本层较为繁盛ꎬ 覆盖度为 ５０％ ~ ７０％ꎬ 组

成种类也较多ꎮ 优势度较大的植物主要有短肠蕨

( Ａｌｌａｎｔｏｄｉａ ｄｉｌａｔａｔａ )、 紫 云 菜 (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 疏齿楼梯草(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 ｃｕｎｅａｔａ)、 明萼草

(Ｒｕｎｇｉａ ｈｅｎｒｙｉ)、 大托楼梯草(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 ｍｅｇａ￣
ｃｅｐｈａｌｕｍ)等ꎮ

藤本植物种类不多ꎬ 但木质大藤本数量很多ꎮ
木质大藤本的种类主要有买麻藤(Ｇｎｅｔｕｍ ｍｏｎｔａ￣
ｎｕｍ)、 黄花胡椒(Ｐｉｐｅｒ ｆｌａｖｉｆｌｏｒｕｍ)、 垂子买麻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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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 ２　 黄棉木－假海桐林 (勐腊广纳里) 乔木层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２ 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 ｆｏｒｅｓｔ

(Ｇｕａｎｇｎａｌｉꎬ Ｍｅｎｇｌａꎬ Ａｒｅａ: ５(１０ × ５０)ｍ２ꎬ Ａｌｔ.: ９２０ ｍ)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株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重要值 ＩＶ

假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 ２８ ２１.３０
黄棉木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１６ ２０.４８
湄公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ｅ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８ １５.３２
大叶蒲葵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ｓａｒｉｂｕｓ ８ １４.１５
普文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ｐｕｗｅ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 １４.０６
披针叶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１１ １１.６５
木奶果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 １１ ９.６７
红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４ ８.６５
泥椎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ｅｎｅｓｔｒａｔｕｓ ４ ８.２４
红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ｆｕｒｆｕｒａｃｅａ ７ ７.５４
环纹榕 Ｆｉｃｕｓ ａｎｎｕｌａｔａ ３ ７.０５
滇边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 ４ ６.６１
多花白头树 Ｇａ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ｉ ５ ６.４５
黄心树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ｂｏｍｂｙｃｉｎａ ６ ６.４１
截果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ｓ ４ ６.４１
云树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６ ５.１５
云南银柴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４ ５.０１
云南黄杞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ｉａ ｓｐｉｃａｔａ ２ ４.８３
长柄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ｐｅｔｉｏｌａｒｉｓ ３ ４.７２
思茅黄肉楠 Ａｃｔｉｎｏｄａｐｈｎｅ ｈｅｎｒｙｉ ３ ４.７
岭罗麦 Ｔａｒｅｎｎｏｉｄｅ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３ ４.２７
新乌檀 Ｎｅｏｎａｕｃｌｅａ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 ２ ４.２３
梨果破布叶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 ｃｈｕｎｇｉｉ ３ ４.０８
南亚泡花树 Ｍｅｌｉｏｓｍａ ａｒｎｏｔｔｉａｎａ ２ ３.８１
滇南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ｇａｒｒｅｔｔｉｉ ３ ３.６４
毛叶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 ２ ３.５４
劲直刺桐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 ｓｔｒｉｃｔａ １ ３.５２
大果山香圆 Ｔｕｒｐｉｎｉａ ｐｏｍｉｆｅｒａ ３ ３.４９
白花洋紫荆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ｖａｒ. ｃａｎｄｉｄａ ２ ３.３５
荔枝 Ｌｉｔｃｈｉ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 ３.３２
云南厚壳桂 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２ ３.１７
网脉肉托果 Ｓｅｍｅ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２ ３.０９
羽叶白头树 Ｇａｒｕｇ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１ ３.０４
合果木 Ｐａｒａ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ｂａｉｌｌｏｎｉｉ ２ ２.８８
滇印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ｖａｒｕｎｕａ ２ ２.８
云南石梓 Ｇｍｅｌｉｎ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 １ ２.７３
斯里兰卡天料木 Ｈｏｍａｌｉｕｍ ｃ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ｍ １ ２.６１
狭叶一担柴 Ｃｏｌｏｎａ ｔｈｏｒｅｌｉｉ ２ ２.５７
印度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 １ ２.４５
南酸枣 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２ ２.２９
稠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 １ ２.２２
一担柴 Ｃｏｌｏｎ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１ ２.０９
越南割舌树 Ｗａｌｓｕｒ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２ ２.０７
野菠萝蜜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ａｋｏｏｃｈａ ２ ２.０５
柴龙树 Ａｐｏｄｙｔｅｓ ｄｉｍｉｄｉａｔａ ２ ２.０４
南方紫金牛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ｔｈｙｒｓｉｆｌｏｒａ ２ １.９９
丝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ｌ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 １ １.８８
酸苔菜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 １ １.８４
印度血桐 Ｍａｃａｒａｎｇａ ｉｎｄｉｃａ １ １.７９
白颜树 Ｇｉｒｏｎｎｉｅｒａ ｓｕｂ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１ 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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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３ ２ ２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株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重要值 ＩＶ

假樱叶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ｐｒｕｎｉｆｏｌｉｏｉｄｅｓ １ １.６５
紫叶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ｐｕｒｐｕｒａｓｃｅｎｓ １ １.６５
香花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ｐａｎａｍａｎｊａ １ １.６３
白肉榕 Ｆｉｃｕｓ ｖａｓｃｕｌｏｓａ １ １.６
西南猫尾木 Ｍａｒｋｈａｍｉａ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ａ １ １.５８
毛银柴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１ １.５３
蒙自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ｅｎｒｙａｎａ １ １.５１
红果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ｇｏｔａｄｈｏｒａ １ １.５
金毛榕 Ｆｉｃｕｓ ｆｕｌｖａ １ １.５
溪桫 Ｃｈｉｓｏｃｈｅｔｏｎ ｃｕｍｉｎｇｉａｎｕｓ ｓｕｂｓｐ. ｂａｌａｎｓａｅ １ １.４７
毛八角枫 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ｋｕｒｚｉｉ １ １.４６
水东哥 Ｓａｕｒａｕｉａ ｔｒｉｓｔｙｌａ １ １.４４
龙果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１ １.４４
小花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ｍｉｎｕｔｉｆｌｏｒａ １ １.４４
大叶木槿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ｓ １ １.４１
海桐叶柃 Ｅｕｒｙａ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ｉｆｏｌｉａ １ １.４
木紫珠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 １ １.４
微毛布惊 Ｖｉｔｅｘ ｑｕｉｎａｔａ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ｒｕｌａ １ １.４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６８ ２１８ 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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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长蕊木兰 Ａｌｃｉｍａｎｄｒａ ｃａｔｈｃａｒｔｉｉꎻ ２. 大萼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ｍｅｇａｃａｌｙｘꎻ ３. 八蕊单室茱萸 Ｍａｓｉｔｉｘｉａ ｅｕｏｎｙｍｏｉｄｅｓꎻ ４. 焰序山龙眼
Ｈｅｌｉｃｉａ ｐｙｒｒｈｏｂｏｔｒｙａꎻ ５. 滇南灰木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ｈｏｏｋｅｒｉꎻ ６. 蝶腺棋子豆 Ｃｙｌｉｎｄｒｏｃｈｅｌｕｐｈａ ｋｅｒｒｉｉꎻ ７. 滇南插柚子 Ｌｉｎｏｃｉｅｒ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ꎻ
８. 滇南红厚壳 Ｃａｌｌｏｐｈｙｌｕｍ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ꎻ ９. 亨利血桐 Ｍａｃａｒａｎｇａ ｈｅｎｒｙｉꎻ １０. 短药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ｙｒｓｕｍꎻ １１. 青冈一种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ｐ.ꎻ １２. 云南黄叶树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ꎻ １３. 红果坚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ｂｉｎｅｃｔｅｒｉｆｅｒｕｍꎻ １４. 瘤果厚壳桂
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ｒｏｌｌｅｔｉｉꎻ １５. 刚毛尖子木 Ｏｘｙｓｐｏｒａ ｖａｇａｎｓꎻ １６. 银叶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ꎻ １７. 长梗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ａ
ｖａｒ. ｐｅｄｉｃｅｌｌａｔａꎮ

图 ３ ２ １　 八蕊单室茱萸－大萼楠林垂直结构 (李保贵绘)
Ｆｉｇ ３ ２ １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ａｓｔｉｘｉａ ｅｕｏｎｙｍｏｉｄｅｓ－Ｐｈｏｅｂｅ ｍｅｇａｃａｌｙｘ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Ｂ Ｇ 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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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 ３　 八蕊单室茱萸－大萼楠林 (景洪勐宋) 乔木层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２ 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ｓｔｉｘｉａ ｅｕｏｎｙｍｏｉｄｅｓ－Ｐｈｏｅｂｅ ｍｅｇａｃａｌｙｘ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ｅｎｇｓｏｎｇꎬ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ꎬ Ａｒｅａ: ５(２５ × ２０)ｍ２ꎬ Ａｌｔ.: １６５０－１７８０ ｍ)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多度 ＲＡ 相对频度 ＲＦ 相对显著度 ＲＤ 重要值 ＩＶ

八蕊单室茱萸 Ｍａｓｔｉｘｉａ ｅｕｏｎｙｍｏｉｄｅｓ ０.７６ １.６４ ２３.４６ ２５.８６
大萼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ｍｅｇａｃａｌｙｘ ９.１３ ４.１０ ６.００ １９.２２
短药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ｇｌｏｂｉｆｌｏｒｕｍ ９.５１ ４.１０ ３.０１ １６.６２
红果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ｇｏｔａｄｈｏｒａ ９.５１ ４.１０ ２.３５ １５.９５
中缅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ｈｏｏｋｅｒｉ ０.３８ ０.８２ １４.１４ １５.３４
平伐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１.９０ ２.４６ ８.７３ １３.０９
文山蓝果树 Ｎｙｓｓａ ｗ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５２ ２.４６ ７.１２ １１.１０
李榄 Ｃｈｉ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ｈｅｎｒｙａｎｕｓ ４.９４ ３.２８ １.６６ ９.８８
南方紫金牛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ｔｈｙｒｓｉｆｌｏｒａ ４.５６ ４.１ ０.８７ ９.５３
瓜哇肉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ｊａｖａｎｉｃｕｍ ２.６６ ３.２８ ３.２１ ９.１５
焰序山龙眼 Ｈｅｌｉｃｉａ ｐｙｒｒｈｏｂｏｔｒｙａ ４.１８ ３.２８ ０.５８ ８.０５
滇南红厚壳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 ２.６６ ３.２８ １.７２ ７.６６
云南叶轮木 Ｏｓｔｏｄｅｓ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ｅ ３.８０ ２.４６ １.３８ ７.６４
云南黄叶树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 ３.４２ ３.２８ ０.８８ ７.５８
罗伞 Ｂｒａｓｓａｉｏｐｓｉｓ 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ｔａ ２.２８ ２.４６ １.９０ ６.６４
云南棋子豆 Ｃｙｌｉｎｄｒｏｋｅｌｕｐｈａ ｋｅｒｒｉｉ ３.８ ２.４６ ０.２９ ６.５５
勐宋厚壳桂 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ｒｏｌｌｅｔｉｉ ３.０４ ３.２８ ０.１７ ６.４９
长蕊木兰 Ａｌｃｉｍａｎｄｒａ ｃａｔｈｃａｒｔｉｉ １.５２ ２.４６ ２.２９ ６.２７
沧源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ｃａｎｇ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５２ ３.２８ ０.１３ ４.９３
有梗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ａ ｖａｒ. ｐｅｄｉｃｅｌｌａｔａ ２.２８ ２.４６ ０.１２ ４.８６
大果山石榴 Ｒａｎｄｉａ ｓｐ. ２.６６ １.６４ ０.５２ ４.８２
香子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ｈｅｄｙｏｓｐｅｒｍａ １.１４ １.６４ １.９３ ４.７１
柳叶核果木 Ｄｒｙｐｅｔｅｓ ｓａ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 ０.７６ １.６４ ２.３０ ４.７０
俅江枳椇 Ｈｏｖｅｎｉａ ａｃｅｒｂａ ｖａｒ. ｋｉｕ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０.７６ ０.８２ ２.８２ ４.４０
硬壳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ａｎｃｅｉ ０.７６ ０.８２ ２.５６ ４.１４
轮叶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１.５２ １.６４ ０.０３ ３.１９
云南单室茱萸 Ｍａｓｔｉｘｉａ ｐｅｎｔａｎｄｒａ ｓｕｂｓｐ.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１４ １.６４ ０.２８ ３.０６
两广梭罗 Ｒｅｅｖｅｓｉａ ｔｈｙｒｓｏｉｄｅａ １.１４ １.６４ ０.２６ ３.０４
岭罗麦 Ｔａｒｅｎｎｏｉｄｅ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１.１４ １.６４ ０.２５ ３.０３
滇龙眼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７６ １.６４ ０.４５ ２.８５
草鞋木 Ｍａｃａｒａｎｇａ ｈｅｎｒｙｉ １.５２ ０.８２ ０.１７ ２.５１
瑞丽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ｓｈｗｅｌｉｅｎｓｉｓ ０.３８ ０.８２ １.２７ ２.４７
毛叶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９１ ２.１１
木姜子一种 Ｌｉｔｓｅａ ｓｐ. ０.７６ ０.８２ ０.３９ １.９７
越南割舌树 Ｗａｌｓｕｒ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７３ １.９３
假细毛樟 Ｃｉｎｎａｎｍｏｍｕｍ ｓｐ. ０.７６ ０.８２ ０.２７ １.８５
棱枝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ｌａｂｒｉｐｅｔａｌｕｓ ｖａｒ. ａｌａｔｕｓ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６１ １.８１
毛棉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ｏｕｌｍａｉｎｅｎｓｅ ０.７６ ０.８２ ０.２２ １.８０
中华桫椤 Ａｌｓｏｐｈｉｌａ ｃｏｓｔｕｌａｒｉｓ ０.７６ ０.８２ ０.１８ １.７６
稠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４５ １.６５
多脉藤春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ｔｓａｎｇ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４３ １.６３
那握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ｐ.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３８ １.５８
单叶泡花树 Ｍｅｌｉｏｓｍａ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３３ １.５３
云南瘿椒树 Ｔａｐｉｓｃ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２８ １.４８
长柄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ｐｅｔｉｏｌａｒｉｓ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２７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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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３ ２ 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多度 ＲＡ 相对频度 ＲＦ 相对显著度 ＲＤ 重要值 ＩＶ

窄叶南亚枇杷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２７ １.４７
裸花树 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ｓ ｒｅｍｏｔａ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２６ １.４６
多花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１９ １.３９
野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ｋａｋｉ ｖａｒ.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１８ １.３８
尖核桂樱 Ｌａｕｒｏｃｅｒａｓｕｓ ｊｅｎｋｉｎｓｉｉ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１５ １.３５
文山蓝果树 Ｎｙｓｓａ ｗ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１４ １.３４
李榄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ｌｉｎｏｃｉｅｒｏｉｄｅｓ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１２ １.３１
大果榕 Ｆｉｃｕｓ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０９ １.２９
割舌树 Ｗａｌｓｕｒ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０８ １.２８
亮叶菠萝蜜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ｎｉｔｉｄｕｓ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０８ １.２８
单果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ｉｎｗａｒｄｔｉｉ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０４ １.２４
团香果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０３ １.２３
刚毛尖子木 Ｏｘｙｓｐｏｒａ ｖａｇａｎｓ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０３ １.２３
滇南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ｇａｒｒｅｔｔｉｉ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０２ １.２２
银叶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０１ １.２１
方枝假卫矛 Ｍｉｃｒｏｔｒｏｐｉｓ ｔｅｔｒａｇｏｎａ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０１ １.２０
大叶黑桫椤 Ａｌｓｏｐｈｉｌａ ｇｉｇａｎｔｅａ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０１ １.２０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Ｇｎｅｔｕｍ ｐｅｎｄｕｌｕｍ)、 岩豆藤(Ｍｕｃｕｎａ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
ｔａ)、 菠萝香藤(Ｋａｄｓｕｒａ ａｎｏｍｏｓｍａ)等ꎮ

层间附生植物也十分丰富ꎬ 在树木的枝条

和茎干上附生有丰富的苔藓和其它植物ꎮ 优势

度较大的种类有巢蕨(Ｎｅｏｔ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ｐｈｙｌｌｉｔｉｓ)、 狮

子尾 (Ｒｈａｐｈｉｄｏｐｈｏｒａ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爬树龙

(Ｒｈａｐｈｉｄｏｐｈｏｒａ ｄｅｃｕｒｓｉｖａ)和储藏根发达的小叶

树萝卜(Ａｇａｐｅｔｅｓ ｓｐ.)等ꎮ
(２) 云南拟单性木兰－云南裸花林

该群落分布在山坡及山丘顶部生境ꎬ 与热带中

山雨林相比ꎬ 该群落类型中许多大树的茎干不通

直ꎬ 分枝较低且粗壮ꎮ 单性木兰－云南裸花林林冠

较为整齐ꎬ 但从大的范围可观察到少数大树略为耸

出的现象ꎬ 并有更多的落叶成分(约占林冠层的

１０％ ~ ２０％)ꎮ 在阳坡的森林高约 ２５ ~ ２８ ｍꎬ 在

阴坡的群落也可高达 ３０ 余米ꎬ 但不同坡面的森林

均只有二个乔木层ꎬ 并且主要的优势树种基本上是

一致的(图 ３２２)ꎮ
群落乔木上层高度为 (１７) ２０ ~ ２５ (３０) ｍꎬ

常见的大树有云南拟单性木兰、 十蕊槭、 百日青、
勐海槭、 金叶子、 红花木莲、 长梗文山紫树、 文山

紫树、 长蕊木兰等(表 ３２４)ꎬ 其中该类型中云南

拟单性木兰、 文山紫树和十蕊槭的胸径可达 ２ ｍꎮ

乔木下层高度为 ５ ~ ２０ ｍꎬ 覆盖度 ７０％ ~
８０％ꎬ 主要由中小径级的乔木组成ꎮ 优势度较大的

乔木有云南裸花、 云南黄叶树、 短药蒲桃、 粗丝

木、 滇南红厚壳、 滇龙眼、 钝叶桂、 网脉山胡椒

等ꎬ 其中云南裸花是该层中占绝对优势的树种ꎮ
灌木层的覆盖度约 ３０％ ~ ４０％ꎬ 以上层乔木

的幼树和幼苗为优势ꎬ 灌木次之ꎮ 优势度较大的幼

树主要有云南裸花、 滇南红厚壳和云南黄叶树等ꎻ
灌木种类有无苞粗叶木(Ｌａｓｉａｎｔｈｕｓ ｌｕｃｉｄｕｓ)、 管

萼粗叶木 ( Ｌａｓｉａｎｔｈｕｓ ｉｎｏｄｏｒｕｓ )、 乌饭叶拔契

(Ｓｍｉｌａｘ ｍｙｒｉｔｉｌｌｕ)、 密毛箭竹 ( Ｆａｒｇｅｓｉａ ｐｌｕｒｉｓｅ￣
ｔｏｓａ)、 三丫苦(Ｅｖｏｄｉａ ｌｅｐｔａ)等ꎮ

草本植物不发达ꎬ 缺乏优势种ꎬ 唯有紫云菜较

为常见ꎮ
云南拟单性木兰－云南裸花林中的藤本植物在

种类、 径级上略少(小)于沟谷类型群落ꎬ 但木质

大藤本仍较为发达ꎬ 主要种类有买麻藤(Ｇｎｅｔｕｍ
ｍｏｎｔａｎｕｍ)、 省藤 (Ｃａｌａｍｕｓ ｈｅｎｒｙａｎｕｓ)、 菠萝

香藤(Ｋａｄｓｕｒａ ａｎａｍｏｓｍａ)、 闷奶果(Ｂｏｕｓｉｇｏｎｉ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等ꎮ 层间的附生植物通常较少ꎬ 多度

略大的种类主要有倒挂草(Ａｓｐｌｅｎｉｕｍ ｎｏｒｍａｌｅ)、
狮子尾(Ｒｈａｐｈｉｄｏｐｈｏｒａ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宿苞石

仙桃(Ｐｈｏｌｉｄｏｔａ 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ｅ)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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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云南拟单性木兰 Ｐａｒａｋｍｅｒ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ꎻ ２. 滇南红厚 Ｃａｌｌｏｐｈｙｌｕｍ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ꎻ ３. 云南黄叶树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ꎻ ４.
长梗文山紫树 Ｎｙｓｓｓａ ｗ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ｌｏｎｇｉ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ꎻ ５. 蝶腺棋子豆 Ｃｙｌｉｎｄｒｏｃｈｅｌｕｐｈａ ｋｅｒｒｉｉꎻ ６. 假卫毛 Ｍｉｃｒｏｔｒｏｐｉｓ ｔｅｒａｇｏ￣
ｎａꎻ ７. 屏边水锦树 Ｗｅｎｄｌａｎｉｄａ ｐｉｎｇｐｉｅｎｓｉｓꎻ ８. 云南裸花 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ｓ ｒｅｍｏｔａꎻ ９. 短药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ｙｒｓｕｍꎻ １０. 多花含
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ꎻ １１. 滇龙眼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ꎻ １２. 云南单室茱萸 Ｍａｓｔｉｘｉａ ｐｅｎｔａｎｄｒａ ｓｕｂｓｐ.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ꎻ １３. 两广桫
椤 Ｒｅｅｖｅｓｉａ ｔｈｙｒｓｏｉｄｅａꎻ １４. 红果坚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ｂｉｎｅｃｔｅｒｉｆｅｒｕｍꎻ １５. 粗丝木 Ｇｏｍｐｈａｎｄｒａ 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ꎻ １６. 十蕊戚 Ａｃｅｒ ｄｅｃａｎ￣
ｄｒｕｍꎻ １７. 绒毛叶轮木 Ｏｓｔｏｄｅｓ ｋｕａｎｇｉｉꎮ

图 ３ ２ ２　 云南拟单性木兰－云南裸花林垂直结构 (李保贵绘)
Ｆｉｇ ３ ２ ２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ａｒａｋｍｅｒ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ｓ ｒｅｍｏｔ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ＢＧ Ｌｉ)

表 ３ ２ ４　 云南拟单性木兰－云南裸花林 (景洪勐宋) 乔木层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２ 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ｃｈｍｅｒ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ｓ ｒｅｍｏｔ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ｅｎｇｓｏｎｇꎬ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ꎬ Ａｒｅａ: ５(２５ × ２０)ｍ２ꎬ Ａｌｔ.: １６５０－１７００ ｍ)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多度 ＲＡ 相对频度 ＲＦ 相对显著度 ＲＤ 重要值 ＩＶ

裸花树 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ｓ ｒｅｍｏｔａ １５.０ ４.２０ ３.９７ ２３.５３
云南拟单性木兰 Ｐａｒａｋｍｅｒ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 ２.５２ １１.０８ １４.６２
云南黄叶树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 ７.２ ３.３６ ２.２２ １２.７５
短药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ｇｌｏｂｉｆｌｏｒｕｍ ７.２ ３.３６ １.６５ １２.１８
屏边水锦树 Ｗｅｎｄｌａｎｄｉａ ｐｉｎｇｐｉｅｎｅｎｓｉｓ ６.８ ３.３６ １.１９ １１.３８
文山蓝果树 Ｎｙｓｓａ ｗ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 １.６８ ８.１３ １０.８４
瓜哇肉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ｊａｖａｎｉｃｕｍ ３.１ ３.３６ ３.８３ １０.２６
滇南红厚壳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 ３.４. ３.３６ ３.３８ １０.１５
文山蓝果树 Ｎｙｓｓａ ｗ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２.０ １.６８ ５.９３ ９.６６
云南单室茱萸 Ｍａｓｔｉｘｉａ ｐｅｎｔａｎｄｒａ ｓｕｂｓｐ.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４.１ １.６８ ３.７２ ９.４９
单果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ｉｎｗａｒｄｔｉｉ ３.７ ２.５２ ２.０９ ８.３１
红花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０.７ ０.８４ ６.１７ ７.７０
十蕊枫 Ａｃｅｒ ｌａｕｒｉｎｕｍ ２.０ ３.３６ ２.２６ ７.６７
子捏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ｐ. １.４ １.６８ ２.８１ ５.８６
云南叶轮木 Ｏｓｔｏｄｅｓ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ｅ ４.４ ０.８４ ０.５３ ５.８０
那握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ｐ. ０.３ ０.８４ ３.９７ ５.１６
瑞丽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ｓｈｗｅｌｉｅｎｓｉｓ １.４ ２.５２ １.１１ ５.００
云南黄杞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ｉａ ｓｐｉｃａｔａ ０.３ ０.８４ ３.７８ 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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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３ ２ ４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多度 ＲＡ 相对频度 ＲＦ 相对显著度 ＲＤ 重要值 ＩＶ

长蕊木兰 Ａｌｃｉｍａｎｄｒａ ｃａｔｈｃａｒｔｉｉ ０.７ １.６８ ２.５８ ４.９４
多花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１.４ １.６８ １.７９ ４.８３
百日青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ｎｅｒｉｉｆｏｌｉｕｓ ０.７ ０.８４ ３.２２ ４.７５
金叶子 Ｃｒａｉｂ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ｔｅｌｌａｔｕｍ １.０ ０.８４ ２.５５ ４.４２
滇龙眼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２.０ １.６８ ０.５５ ４.２８
粗丝木 Ｇｏｍｐｈａｎｄｒａ 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 ２.７ ０.８４ ０.６９ ４.２６
钝叶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ｅｊｏｌｇｈｏｔａ １.４ ２.５２ ０.２８ ４.１７
枝花流苏树 Ｃｈｉ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ｕｓ ０.７ １.６８ １.１６ ３.５２
刺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 ０.３ ０.８４ ２.２４ ３.４３
木姜子一种 Ｌｉｔｓｅａ ｓｐ. ０.３ ０.８４ ２.２１ ３.３９
阿加薄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ｐ. ２.０ ０.８４ ０.４８ ３.３７
网叶山胡椒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ｍｅｔｃａｌｆ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ｄｉｃｔｙｏｐｈｙｌｌａ １.４ １.６８ ０.２３ ３.２７
银叶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０.７ ０.８４ １.４７ ２.９９
勐海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ｏｈａｉｅｎｓｉｓ ０.３ １.６８ ０.９０ ２.９２
两广梭罗 Ｒｅｅｖｅｓｉａ ｔｈｙｒｓｏｉｄｅａ ０.７ １.６８ ０.５２ ２.８８
南方紫金牛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ｔｈｙｒｓｉｆｌｏｒａ １.０ １.６８ ０.１５ ２.８６
琼滇鸡爪簕 Ｏｘｙｃｅｒｏｓ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 ０.７ １.６８ ０.４７ ２.８４
红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０.７ ０.８４ １.２７ ２.８０
微毛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ｗｉｋｓｔｒｏｅｍｉｉｆｏｌｉａ １.０ １.６８ ０.０７ ２.７７
红果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ｇｏｔａｄｈｏｒａ １.０ １.６８ ０.０６ ２.７６
云南臀果木 Ｐｙｇｅｕｍ ｈｅｎｒｙｉ ０.７ １.６８ ０.３３ ２.６９
木姜子一种 Ｌｉｔｓｅａ ｓｐ. ０.３ ０.８４ １.２６ ２.４４
云南棋子豆 Ｃｙｌｉｎｄｒｏｋｅｌｕｐｈａ ｋｅｒｒｉｉ ０.７ １.６８ ０.０６ ２.４３
金叶柃 Ｅｕｒｙａ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 ｖａｒ. ａｕｒｅａ ０.７ １.６８ ０.０６ ２.４２
李榄 Ｃｈｉ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ｈｅｎｒｙａｎｕｓ ０.７ １.６８ ０.０４ ２.４０
倒卵叶枇杷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 ｏｂｏｖａｔａ ０.７ ０.８４ ０.８４ ２.３７
毛棉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ｏｕｌｍａｉｎｅｎｓｅ １.０ ０.８４ ０.４４ ２.３０
巨果枫 Ａｃｅｒ 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ｉ ０.３ ０.８４ １.０３ ２.２１
八角枫 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０.３ ０.８４ ０.９２ ２.１０
锈毛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ｏｗｉｉ ０.３ ０.８４ ０.７７ １.９５
巴布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ｓｐ. ０.３ ０.８４ ０.６１ １.７９
厚皮香 Ｔｅｒｎ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０.３ ０.８４ ０.５４ １.７２
大叶鼠刺 Ｉｔｅ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０.７ ０.８４ ０.１６ １.６８
粗壮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ｒｏｂｕｓｔａ ０.３ ０.８４ ０.３９ １.５７
截果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ｓ ０.３ ０.８４ ０.３８ １.５６
羊翠木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ｋｅｒｒｉｉ ０.３ ０.８４ ０.２６ １.４５
尖核桂樱 Ｌａｕｒｏｃｅｒａｓｕｓ ｊｅｎｋｉｎｓｉｉ ０.３ ０.８４ ０.２３ １.４１
潞西山龙眼 Ｈｅｌｉｃｉａ ｔｓａｉｉ ０.３ ０.８４ ０.１７ １.３５
毛狗骨柴 Ｄｉｐｌｏｓｐｏｒ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０.３ ０.８４ ０.１７ １.３５
大花野茉莉 Ｓｔｙｒａｘ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ｓ ０.３ ０.８４ ０.１６ １.３４
歧序安息香 Ｂｒｕｉｎｓｍｉａ ｐｏｌｙｓｐｅｒｍａ ０.３ ０.８４ ０.１５ １.３３
云树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０.３ ０.８４ ０.０８ １.２７
桃叶柃 Ｅｕｒｙａ ｐｒｕｎｉｆｏｌｉａ ０.３ ０.８４ ０.０６ １.２４
毛叶脚骨脆 Ｃａｓｅａｒｉａ ｖｅｌｕｔｉｎａ ０.３ ０.８４ ０.０４ １.２２
竹节树 Ｃａｒａｌｌｉａ ｂｒａｃｈｉａｔａ ０.３ ０.８４ ０.０３ １.２１
小叶肉实树 Ｓａｒｃｏｓｐｅｒｍａ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 ０.３ ０.８４ ０.０２ １.２０
刚毛尖子木 Ｏｘｙｓｐｏｒａ ｖａｇａｎｓ ０.３ ０.８４ ０.０２ １.２０
阔叶肖榄 Ｐｌａｔｅ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０.３ ０.８４ ０.０２ １.２０
小叶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ｙｒｓ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０.３ ０.８４ ０.０１ １.２０
云南崖摩 Ａｍｏｏｒ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３ ０.８４ ０.０１ １.１９
合果木 Ｐａｒａ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ｂａｉｌｌｏｎｉｉ ０.３ ０.８４ ０.０１ １.１９
茶梨 Ａｎｎｅｓｌｅａ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０.３ ０.８４ ０.０１ １.１９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７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为当地哈尼族树名的音译ꎮ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ａｎｉ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ｎａ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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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２　 热带山地雨林生态特征

分布在景洪勐宋山的热带中山 雨 林 群 落

(０ ５ ｈｍ２ꎬ ２６１ 种)的植物生活型组成(表 ３２５)
显示ꎬ 高位芽植物总计有 ７９３％ꎬ 主要包括藤本

高位芽植物 １３０％ꎬ 大高位芽 ４６％ꎬ 中高位芽

２３４％ꎬ 小高位芽 ２０７％ꎬ 矮高位芽 ８４％ꎬ 草本

高位芽 ９２％ꎮ
在叶级谱上(表 ３２６)ꎬ 中叶占 ６８２％ꎬ 小叶

占 ２６１％ꎬ 大叶占 ５７％ꎮ 若按生活型统计ꎬ 则乔

木的中叶占 ７６４％ꎬ 小叶占 ２２８％ꎻ 灌木的中叶和

小叶分别占 ４０８ 和 ５９１％ꎻ 灌木中小叶比例高于

乔木ꎮ
对景洪勐宋山的热带中山雨林群落乔木和灌木

的叶型、 叶质、 叶缘构成的统计结果(表 ３２７)表
明ꎬ 单 叶 占 ９０６％ꎬ 复 叶 占 ９４％ꎻ 纸 质 叶 占

４５６％ꎬ 革质叶占 ５４４％ꎻ 全缘叶占 ７６５％ꎬ 非全

缘叶占 ２３５％ꎮ
该山地雨林群落外貌以单叶、 全缘的中叶为

主的常绿大、 中高位芽植物组成为特征ꎬ 层间木

质藤本丰富ꎬ 基本上属于热带雨林的一种(山地)
类型ꎮ 但与该地区的典型热带季节雨林相比ꎬ 大、
中高位芽植物和藤本高位芽植物比例相对减少ꎬ
草本植物比例相对增加ꎻ 在叶特征上ꎬ 单叶、 革

质和非全缘叶比例相对增加ꎬ 板根现象少见ꎬ 表

现出向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季风常绿阔叶林)过
渡的特征ꎮ

表 ３ ２ ５　 热带中山雨林群落植物生活型谱
Ｔａｂｌｅ ３ ２ ５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百分比(％)

乔木
Ｔｒｅｅｓ

大高位芽 Ｍｅｇａｐｈ １２ ４.６
中高位芽 Ｍｅｓｏｐｈ ６１ ２３.４
小高位芽 Ｍｉｃｒｏｐｈ ５４ ２０.７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２７) (４８.７)

灌木 Ｓｈｒｕｂｓ 矮高位芽 Ｎａｎｏｐｈ ２２ ８.４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ｓ

草本高位芽 Ｈｐｈ ２４ ９.２
地下芽 Ｇ ５ １.９
地上芽 Ｃｈ ２５ ９.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４) (２０.７)

藤本 Ｌｉａｎａ 藤本高位芽 Ｌｐｈ ３４ １３.０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附生 Ｅｐ ２４ ９.２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６１ １００.０

表 ３ ２ ６　 热带中山雨林群落植物叶级谱
Ｔａｂｌｅ ３ ２ ６　 Ｌｅａｆ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叶级　 Ｌｅａｆ ｓｉｚｅ 大叶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 中叶 Ｍｅｓｏｐｈｙｌｌ 小叶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 合计 Ｔｏｔａｌ

乔木 Ｔｒｅｅｓ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９７ ２９
百分比(％) ０.８ ７６.４ ２２.８

１２７

灌木 Ｓｈｒｕｂｓ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９ １３
百分比(％) － ４０.８ ５９.１

２２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ｓ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９ ３２ １３
百分比(％) １６.７ ５９.２ ２４.１ ５４

藤本 Ｌｉａｎａ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２８ ５
百分比(％) ３.０ ８２.４ １４.７

３４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４ １２ ８
百分比(％) １６.７ ５０.０ ３３.３

２４

总计 Ｔｏｔａｌ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５ １９８ ４８
百分比(％) ５.７ ６８.２ ２６.１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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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３　 热带低山雨林与中山雨林群落生态特征的

比较

对热带低山雨林与热带中山雨林的比较结果

表明ꎬ 在植物生活型构成上(表 ３２８)ꎬ 热带低

山雨林群落中乔木、 灌木的种数百分比更高ꎬ 草

本和附生植物在中山雨林群落中种数百分比更

高ꎻ 在叶级谱上(表 ３２９)ꎬ 低山雨林更为多样

化ꎬ 中山雨林小叶比例更高ꎻ 在叶型、 叶缘、 叶质

上(表 ３２１０)ꎬ 低山雨林的复叶、 纸质叶和全缘

叶的比例明显高于中山雨林ꎮ

表 ３ ２ ７　 热带中山雨林群落植物叶型、 叶质、 叶缘谱
Ｔａｂｌｅ ３ ２ ７　 Ｌｅａｆ ｔｙｐｅｓꎬ ｌｅａｆ ｔｅｘ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叶片特征
Ｌｅａ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叶型 Ｌｅａｆ ｔｙｐｅ 叶质 Ｌｅａｆ ｔｅｘｔｕｒｅ 叶缘 Ｌｅａｆ ｍａｒｇｉｎ

单叶 Ｓｉ 复叶 Ｃｏ 纸质 Ｐ 革质 Ｌｅ 全缘 Ｅ 具齿 Ｓｅ
总种数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乔木 Ｔｒｅｅｓ
种数 １１３ １４ ５１ ７６ ９７ ３０
百分比(％) ８９.０ １１.０ ４０.２ ５９.８ ７６.４ ２３.６

１２７

灌木 Ｓｈｒｕｂｓ
种数 ２１ １ １７ ５ １７ ５
百分比(％) ９５.４ ４.６ ７７.３ ２２.７ ７７.３ ２２.７

２２

合计 Ａｌｌ
种数 １３４ １５ ６８ ８１ １１４ ３５
百分比(％) ９０.６ ９.４ ４５.６ ５４.４ ７６.５ ２３.５

１４９

表 ３ ２ ８　 热带山地雨林植物生活型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２ 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ｓ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乔木及幼树
Ｔｒｅｅ

灌木
Ｓｈｒｕｂ

草本
Ｈｅｒｂ

藤本
Ｌｉａｎａ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总计
Ｔｏｔａｌ

热带低山雨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ｏｗｅｒ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５５.２ １２.３ １７.２ １２.３ ３.０７ １００.０

热带中山雨林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４８.７ ８.４ ２０.７ １３.０ ９.２ １００.０

　 　 ∗热带低山雨林以黄棉木－华夏蒲桃林样地统计ꎮ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ａ ｐｌｏｔ ｏｆ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ｏｗｅｒ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表 ３ ２ ９　 热带山地雨林群落乔木叶级谱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２ 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ｆ ｓｃａｌ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ｓ

叶级
Ｌｅａｆ ｓｉｚｅ

鳞叶
Ｌｅｐｔｏｐｈｙｌｌ

微叶
Ｎａｎｏｐｈｙｌｌ

小叶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

中叶
Ｍｅｓｏｐｈｙｌｌ

大叶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

巨叶
Ｇｉｇａｎｐｈｙｌｌ

总计
Ｔｏｔａｌ

热带低山雨林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ｏｗｅｒ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０ １.１ １６.７ ７７.８ ３.３ １.１ １００.０

热带中山雨林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０ ０ ２２.８ ７６.４ ０.８ ０ １００.０

表 ３ ２ １０　 热带山地雨林群落乔木叶缘、 叶质、 叶型组成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２ 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ｆ ｍａｒｇｉｎꎬ ｌｅａｆ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ｔｙｐ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ｓ

叶片特征
Ｌｅａ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叶缘 Ｌｅａｆ ｍａｒｇｉｎ 叶质 Ｌｅａｆ ｔｅｘｔｕｒｅ 叶型 Ｌｅａｆ ｔｙｐｅ

全缘 Ｅ 非全缘 Ｎｏｎ￣ｅｎｔｉｒｅ 革质 Ｌｅ 纸质 Ｐ 单叶 Ｓｉ 复叶 Ｃｏ

热带低山雨林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ｏｗｅｒ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８２.２ １７.８ ５２.２ ４７.８ ７７.７ ２２.３

热带中山雨林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７６.４ ２３.６ ５９.８ ４０.２ ８９.０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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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热带季节性湿润林

热带季节性湿润林主要分布于石灰岩山中部地

带ꎬ 覆盖面积较大ꎬ 是滇南石灰岩森林的代表植被

类型ꎮ 由于石灰岩山坡中部的地形和生境变化最

大ꎬ 致使该类型森林的不同群落在外貌和区系成分

组成上差异较明显ꎮ 根据群落外貌和区系组成ꎬ 该

植被类型可被划分为 ２ 个群系组(即热带季节性常

绿湿润林和热带季节性半常绿湿润林)４ 个群系:
(１)轮叶戟－尖叶闭花木林(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Ｃｌｅｉｓｔａｎｔｈｕｓ ｓｕｍａｔｒａｎ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ꎻ (２)多脉桂花－岩棕林(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ｐｏｌｙ￣
ｎｅｕｒｕｓ－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ꎻ (３)长
果木棉 ＋一担柴林(Ｂｏｍｂａｘ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Ｃｏｌｏｎａ ｆｌｏ￣
ｒｉｂｕｎｄａ ｆｏｒｅｓｔ)ꎻ (４)长果木棉－大苞藤黄林(Ｂｏｍ￣
ｂａｘ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ｆｏｒｅｓｔ)ꎮ
３ ３ １　 群落种类组成与结构特征

３ ３ １ １　 热带季节性常绿湿润林

主要分布于 ６００ ~ １３００ ｍ 海拔的中低山坡、

缓丘上部至丘顶ꎬ 岩石裸露常 > ９０％ꎬ 森林常绿ꎬ
高度为 ２０ ~ ２５ ｍꎬ 林内木质藤本丰富ꎬ 常见小而

叶厚的维管附生植物ꎻ 有的群落中附生植物十分丰

富ꎬ 形成典型的空中花园ꎮ 热带季节性常绿湿润林

是石灰岩低丘季节性雨林向山地常绿矮树林过渡的

中间类型ꎬ 主要包括 ２ 个群落类型ꎮ
(１)轮叶戟－尖叶闭花木林

该类型群落仅见于勐仑至勐醒一带海拔 ６００ ~
８００ ｍ 的石灰岩低山干燥山坡ꎮ 群落通常为 ２０ ~
２５ ｍꎬ 乔木上层的落叶大树如四数木、 羽叶白头

树和毛麻楝等分布稀疏ꎬ 树冠较大ꎬ 覆盖度约

３０％ꎻ 乔木下层高 ５ ~ １６ ｍꎬ 覆盖度 > ８０％ꎬ 以

尖闭花木占绝对优势ꎬ 轮叶戟次之ꎬ 伴生有油朴

等ꎻ 在林下灌木层中ꎬ 尖闭花木幼苗和幼树占优

势ꎮ 在石多土少的山顶生境中ꎬ 闭花木个体矮化并

与清香木等共同组成山顶矮树林ꎻ 而在一些湿润的

山地沟谷和台地上轮叶戟占最大优势ꎬ 其次为尖叶

闭花木和鸡骨香(图 ３３１ꎬ 表 ３３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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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四数木 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ꎻ ２. 尖叶闭花木 Ｃｌｅｉｓｔａｎｔｈｕｓ ｓｕｍａｔｒａｎｕｓꎻ ３. 石山树火麻 Ｌａｐｏｒｔｅａ ｕｒｅｎｔｉｓｓｉｍａꎻ ４. 上树
蜈蚣 Ｐｏｔｈｏｓ ｒｅｐｅｎｓꎻ ５. 缅桐 Ｓｕｍｂａｖｉｏｐｓｉｓ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ꎻ ６. 多花白头树 Ｇａｒ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ꎻ ７. 白背桐 Ｍａｌｌｏ￣
ｔｕ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ꎻ ８. 轮叶戟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ꎻ ９. 棒柄花 Ｃｌｅｉｄｉｏｎ ｂｒｅｖｉ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ｕｍꎻ １０. 假苹婆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ꎻ １１. 石山九里香 Ｍｕｒｒａｙａ ｔｅｔｒａｍｅｒａꎻ １２. 野芭蕉 Ｍｕｓ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ꎻ １３. 海芋 Ａｌｏｃａｓｉａ ｍａｃｒｏｒｈｉ￣
ｚｚａꎻ １４. 一担柴 Ｃｏｌｏｎ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ꎻ １５. 未知名一种 Ｕｎｋｎｏｗｎꎻ １６. 油朴 Ｃｅｌｔｉｓ ｗｉｇｈｔｉｉꎻ １７. 红叶藤 Ｓａｎｔａｌｏｉｄｅｓ ｒｏｘ￣
ｂｕｒｇｈｉｉꎻ １８. 缅桐 Ｓｕｍｂａｖｉｏｐｓｉｓ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ꎻ １９. 岩棕 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ꎻ ２０. 碧绿米仔兰 Ａｇｌａｉａ ｐａｒｖｉｒｉｄｉｓꎻ ２１.
水东哥 Ｓａｕｒａｕｉａ ｔｒｉｓｔｙｌａꎻ ２２. 银钩花 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ｔｈｏｒｅｌｉｉꎻ ２３. 沙拉藤 Ｓａｌａｃｉａ ｐｏｌｙｓｐｅｒｍａꎻ ２４. 皱波火桐 Ｌｅｅａ ｃｒｉｓｐａꎻ
２５. 菲岛桐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ｎｓｉｓꎻ ２６. 单穗鱼尾葵 Ｃａｒｙｏｔａ ｍｏｎｏｓｔａｃｈｙａꎻ ２７. 枯倒木 Ｄｅａｄ ｔｒｅｅꎮ

图 ３ ３ １　 热带季节性湿润林垂直剖面图 (轮叶戟－尖叶闭花木群落)
Ｆｉｇ ３ ３ １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ｏｉ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４８]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Ｃｌｅｉｓｔａｎｔｈｕｓ ｓｕｍａｔｒａｎ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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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３ １　 轮叶戟－尖叶闭花木林 (勐仑) 乔木层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３ １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Ｃｌｅｉｓｔａｎｔｈｕｓ ｓｕｍａｔｒａｎ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多度
ＲＡ

相对频度
ＲＦ

相对显著度
ＲＤ

重要值
ＩＶ

闭花木 Ｃｌｅｉｓｔａｎｔｈｕｓ ｓｕｍａｔｒａｎｕｓ ４５.６０ ７.８０ １２.６６ ６６.１０

鸡骨香 Ｃｒｏｔｏｎ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ｕｓ ８.５０ ７.８０ ３７.５０ ５３.９０

轮叶戟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２７.１９ ７.８０ ４.９０ ３９.９０

大果油朴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４.７０ ６.３０ ２１.３０ ３２.３０

羽叶白头树 Ｇａｒｕｇ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２.００ ７.８０ ６.９０ １６.８０

四数木 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 ０.２０ １.６０ １１.７０ １３.５０

锈毛山小橘 Ｇｌｙｃｏｓｍｉｓ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ｉｉ １.８０ ６.３０ ０.５０ ８.６０

火烧花 Ｍａｙ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ｉｇｎｅｕｍ １.３４ ６.２６ ０.９５ ７.９６

假桂乌口树 Ｔａｒｅｎｎａ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１.３５ ４.６９ ０.２７ ６.３１

藤春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ｎｏｇｙｎａ ０.６７ ４.６９ ０.７９ ６.１５

浆果楝 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 １.１２ ４.６９ ０.１９ ６.００

云南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ｅｉｄ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６７ ３.１３ ０.２９ ４.０９

勐仑三宝木 Ｔｒｉｇｏｎｏｓｔｅｍｏｎ ｂｏｎｉａｎｕｓ ０.６７ ３.１３ ０.０４ ３.８４

上思厚壳树 Ｅｈｒｅｔｉａ ｔｓａｎｇｉｉ ０.４５ ３.１３ ０.０９ ３.６７

乌墨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ｃｕｍｉｎｉ ０.４５ ３.１３ ０.０４ ３.６２

四瓣崖摩 Ａｍｏｏｒａ ｔｅｔｒａｐｅｔａｌａ ０.２２ １.５６ １.１４ ２.９２

直脉榕 Ｆｉｃｕｓ ｏｒｔｈｏｎｅｕｒａ ０.２２ １.５６ ０.６６ ２.４４

胭木 Ｗｒｉｇｈｔｉ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 ０.２２ １.５６ ０.１３ １.９１

星毛木楝 Ａｍｏｏｒａ ｓｔｅｌｌａｔａ ０.２２ １.５６ ０.１０ １.８８

竹叶花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ｒｍａｔｕｍ ０.２２ １.５６ ０.１０ １.８８

雅榕 Ｆｉｃｕｓ ｃｏｎｃｉｎｎａ ０.２２ １.５６ ０.０７ １.８５

圆基火麻树 Ｄｅｎｄｒｏｃｎｉｄｅ ｂａｓｉｒｏｔｕｎｄａ ０.２２ １.５６ ０.０７ １.８５

石山崖摩 Ａｍｏｏｒａ ｃａｌｃｉｃｏｌａ ０.２２ １.５６ ０.１７ １.９５

石山银钩花 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ｃａｌｃａｒｅａ ０.２２ １.５６ ０.０３ １.８１

小叶九里香 Ｍｕｒｒａｙａ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０.２２ １.５６ ０.０２ １.８

绒毛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０.２２ １.５６ ０.０１ １.７９

假山萝 Ｈａｒｐｕｌｌｉａ ｃｕｐａｎｉｏｉｄｅｓ ０.２２ １.５６ ０.０１ １.７９

羽叶楸 Ｓｔｅｒｅ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ｏｌａｉｓ ０.２２ １.５６ ０.０１ １.７９

赤才一种 Ｌｅｐｉｓａｎｔｈｅｓ ｓｐ. ０.２２ １.５６ ０.０１ １.７９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注: 表中数据来自勐仑的调查样方ꎬ 编号: ９５０５０６ꎬ 海拔: ７５０ ｍꎬ 面积: ５(１０ × ５０)ｍ２ꎬ 坡向: 西北ꎬ 坡度: ３０°ꎬ 群落高度: ２２ ｍꎬ 总
覆盖度 > ９５％ꎬ 种数: ２９ꎬ 株数: ４４５ꎮ

Ｎｏｔｅｓ: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ｐｌｏｔ ｉｎ Ｍｅｎｇｌｕｎ. Ｐｌｏｔ ｃｏｄｅ: ９５０５０６ꎻ Ａｌｔ.: ７５０ ｍꎻ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５ (１０ × ５０) ｍ２ꎻ Ａｓｐｅｃｔ: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ꎻ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３０°ꎻ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２２ ｍꎻ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９５％ꎻ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ＢＨ > ５ ｃｍ): ２９ꎻ Ｎｏ. ｏｆ ｓｔｅｍｓ:
４４５.

　 　 (２)多脉桂花－岩棕林

主要分布于基诺山区海拔 １０００ ｍ 以上的山地

或山丘上部ꎮ 群落高度约 ２０ ｍꎬ 乔木上层以多脉

桂花占优势ꎻ 多脉桂花茎杆较粗、 分枝低矮、 树冠

广展ꎬ 使整个林冠层都呈灰绿色ꎮ 乔木下层以岩棕

为优势ꎬ 部分中年以上的岩棕树在树干中部和基部

分枝且呈丛状ꎬ 其密集的狭长叶片呈深绿色ꎬ 与乔

木上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图 ３ ３ ２ꎬ 表 ３ ３ ２)ꎮ
３ ３ １ ２　 热带季节性半常绿湿润林

此类森林分布于较干燥的中低山坡和宽阔的山地

沟谷中ꎬ 呈半常绿季相ꎬ 落叶树种在乔木种类中占

３０％ ~ ６０％ꎬ 在重要值累积上占 ３５％ ~ ６０％ꎮ 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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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的树木具伞型的树冠和较厚的树皮ꎬ 通常落叶ꎬ
优势种主要是长果木棉ꎬ 在某些分布生境中翅果刺

桐、 一担柴和四数木也成为优势种或共优种ꎮ 乔木下

层常绿ꎬ 林内多具小的木质藤本ꎻ 维管附生植物分布

的频度较低ꎮ 目前ꎬ 此类森林中的长果木棉大树已多

被择伐ꎬ 绝大部分原生林都被不同程度地破坏ꎬ 唯有

在山坡上部那些因地形复杂而不便采伐和搬运木材的

多石地带尚有部分原生林得以留存ꎮ 西双版纳的热带

季节性半常绿湿润林主要有 ２个群落类型ꎮ

(１)长果木棉 ＋ 一担柴林

该群落类型主要分布于海拔 １２００ ｍ 以下的干

燥山坡ꎬ 土层比较厚ꎬ 岩石裸露约 ３０％ ~ ５０％ꎬ
森林的面积较大ꎮ 群落高度为 ２０ ~ ２５ ｍꎬ 以乔木

上层的长果木棉为标志或优势种ꎬ 伴生种主要有翅

果刺桐、 顶果木、 滇榆、 槟榔青和一担柴等ꎮ 乔木

下层以一担柴为优势ꎬ 其它常见的种类有翅果麻、
木荷、 粗糠柴、 疏毛厚壳树等ꎮ 在完全的岩石地带

则以清香木占优势(表 ３３３)ꎮ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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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岩棕 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ꎻ ２. 四瓣木楝 Ａｍｏｏｒａ ｔｅｔｒａｐｅｔａｌａꎻ ３. 小林乌口树 Ｔａｒｅｎｎａ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ꎻ ４. 大苞藤
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ꎻ ５. 菲岛桐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ｎｓｉｓꎻ ６. 云南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ꎻ ７. 香羔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ａｌｓａｍｅｕｍꎻ ８. 狭叶石楠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ａｎｇｕｓｔａ ｖａｒ. ｈｏｏｋｅｒｉꎻ ９. 毛藤春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ꎻ １０. 云南黄桤 Ｅｎｇｅｌｈａｄｔｉａ
ｓｐｉｃａｔａꎻ １１. 臭黄皮 Ｃｌａｕｓｅｎａ ｅｘｃａｖａｔａꎻ １２. 多脉桂花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ｐｏｌｙｎｅｕｒｕｓꎮ

图 ３ ３ ２　 热带季节性湿润林垂直剖面图 (多脉桂花－岩棕群落ꎬ 李保贵绘)
Ｆｉｇ ３ ３ ２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ｏｉ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ｐｏｌｙｎｅｕｒｕｓ－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Ｂ Ｇ 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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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３ ２　 多脉桂花－岩棕林综合样地
Ｔａｂｌｅ ３ ３ ２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ｌｏ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ｐｏｌｙｎｅｕｒｕｓ－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样方 Ｐｌｏｔ
样地编号　 Ｐｌｏｔ ｃｏｄｅｓ

９２０７ ９２０８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勐腊龙帕
Ｌｏｎｇｐａ

勐腊龙帕
Ｌｏｎｇｐａ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１３２０ １４２０

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ｍ２) ５ (５ × ２０) ５ (５ × ２０)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东北 ＮＥ 西北 ＮＷ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４０° ２５°

群落高度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ｍ) ２０ ２０

总覆盖度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８５％ ９０％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ＢＨ > ５ ｃｍ) １５ ２１

株数 Ｎｏ. ｏｆ ｓｔｅｍｓ ３７ ４２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重要值
ＩＶ

平均重要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Ｖ

尾叶木犀榄 Ｏｌｅａ ｃａｕｄａｔｉｌｉｍｂａ ７４.８３ ９０.８６ ８２.８４

剑叶龙血树 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６.４９ ＋ ５３.２５

假桂乌口树 Ｔａｒｅｎｎａ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２４.１４ １１.５３ １７.７５

蒲桃一种 Ｓｙｚｙｇｉｕｎ ｓｐ. － ２４.２２ １２.１１

胭木 Ｗｒｉｇｈｔｉ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 ７.７９ １４.９０ １１.３５

绒毛苹婆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 １９.７５ ９.８８

四数九里香 Ｍｕｒｒａｙａ ｔｅｔｒａｍｅｒａ ６.９９ １１.０７ ９.０３

球序鹅掌柴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ａ － １６.３１ ８.１６

石山银钩花 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ｃａｌｃａｒｅａ ９.５６ ５.９９ ７.８２

云南黄杞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ｉａ ｓｐｉｃａｔａ ６.９６ ７.４６ ７.３０

石密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 ７.３１ ６.５５ ６.９３

针齿铁仔 Ｍｙｒｓｉｎｅ ｓｅｍｉｓｅｒｒａｔａ ＋ １３.５２ ６.７６

粗糠柴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７.０８ ５.６２ ６.３５

大苞藤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 １２.３０ ６.１５

假玉桂 Ｃｅｌｔｉｓ ｔｉｍｏｒｅｎｓｉｓ ＋ １１.７４ ５.８７

钝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ｃｕｒｔｉｐｅｓ － ９.３４ ４.６７

羽叶白头树 Ｇａｒｕｇ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９.２７ － ４.６４

直脉榕 Ｆｉｃｕｓ ｏｒｔｈｏｎｅｕｒａ ９.２６ － ４.６４

蕊木 Ｋｏｐｓｉ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 － ８.１８ ４.０９

毛果锐齿石楠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ａｒｇｕｔａ ｖａｒ. ｈｏｏｋｅｒｉ ８.０８ － ４.０４

桂火绳 Ｅｒｉｏｌａｅｎａ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７.７９ － ３.９０

毛叶小芸木 Ｍｉｃｒｏｍｅｌｕｍ ｉｎｔｅｇｅｒｒｉｍｕｍ ｖａｒ.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ｕｍ ７.３４ － ３.６７

云南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７.１０ ３.５５

假黄皮 Ｃｌａｕｓｅｎａ ｅｘｃａｖａｔａ ６.９６ ＋ ３.５０

常绿榆 Ｕｌｍｕｓ ｌａｎｃｅｉｆｏｌｉａ ＋ ６.７０ ３.３５

长叶金桔 Ｆｏｒｔｕｎｅｌｌａ ｐｏｌｙａｎｄｒａ － ５.８９ ２.９５

香芙木 Ｓｃｈｏｅｐｆｉａ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 ５.８５ ２.９３

蓝树 Ｗｒｉｇｈｔｉａ ｌａｅｖｉｓ － ５.６２ ２.８１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１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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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３ ３　 长果木棉 ＋ 一担柴林综合样地
Ｔａｂｌｅ ３ ３ ３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ｌｏ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Ｂｏｍｂａｘ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 Ｃｏｌｏｎ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ｆｏｒｅｓｔ

样方 Ｐｌｏｔ
样地编号　 Ｐｌｏｔ ｃｏｄｅｓ

ＨＷ ９２０１ ９３－１２－０１ ９４－０３－０２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勐醒 Ｍｅｎｇｘｉｎｇ 勐仑 Ｍｅｎｇｌｕｎ 勐远 Ｍｅｎｇｙｕａｎ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ｍ) ９８０ 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
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ｍ２) ３ (１０ × ３０) ５ (５ × ３０) ４ (１０ × ５０)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西南 ＳＷ 东南 ＳＥ 西南 ＳＷ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３７° １０° ４５°
群落高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ｍ) ２０ ２０ ２２
总覆盖度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９５％ ９５％ ７５％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ＢＨ > ５ ｃｍ) １９ ２０ １６
株数 Ｎｏ. ｏｆ ｓｔｅｍｓ ７０ ３８ ５７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重要值 ＩＶ 重要值 ＩＶ 重要值 ＩＶ 平均重要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Ｖ
长果木棉 Ｂｏｍｂａｘ ｉｎｓｉｇｎｅ ２２.８２ － ９８.８９ ４０.５７
一担柴 Ｃｏｌｏｎ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３６.３６ ６７.２３ ６.２５ ３６.６１
翅果刺桐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 ｓｕｂｕｍｂｒａｎｓ ２５.２０ ４０.１４ － ２１.７８
西双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ｖｅｎｕｓｔａ ６４.２８ － － ２１.４３
清香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ｉｆｏｌｉａ ４３.４８ － １９.２６ ２０.９１
剑叶龙血树 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 ４１.２７ １３.７６
毛土连翘 Ｈｙｍｅｎｏｄｉｃｔｙｏｎ ｏｒｉｘｅｎｓｅ １０.８４ － ２３.４１ １１.４２
翅果麻 Ｋｙｄｉａ ｃａｌｙｃｉｎａ － ２７.１３ － ９.０４
红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 ９.０８ － ９.０２
大果油朴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 － ２５.９７ ８.６６
粗糠柴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１０.９５ １２.９０ － ７.９５
槟榔青 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ｐｉｎｎａｔａ － １９.０７ － ６.３６
上思厚壳树 Ｅｈｒｅｔｉａ ｔｓａｎｇｉｉ － ７.２９ ９.００ ５.４３
余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 － １４.７９ － ４.９３
四翅崖豆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 ｔｅｔｒａｐｔｅｒａ － － １４.０５ ４.６８
直脉榕 Ｆｉｃｕｓ ｏｒｔｈｏｎｅｕｒａ － － １２.４４ ４.１７
毛果扁担杆 Ｇｒｅｗｉａ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ａ １１.７５ － － ３.９２
黄毛豆腐柴 Ｐｒｅｍｎａ ｆｕｌｖａ １１.３７ － － ３.７９
绒毛肉实树 Ｓａｒｃｏｓｐｅｒｍａ ｋ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 １１.２６ － ３.７５
大鱼藤树 Ｄｅｒｒｉｓ ｒｏｂｕｓｔａ １０.８７ － － ３.６２
小果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ｍｉｃ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ｓ － １０.２７ － ３.４０
小果山龙眼 Ｈｅｌｉｃｉ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９.６９ － ３.２３
潺槁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９.３２ ＋ － ３.１０
羽叶楸 Ｓｔｅｒｅ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ｏｌａｉｓ － ９.３０ － ３.１０
四数木 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 － － ９.２３ ３.０８
绒毛苹婆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 － ９.１５ ３.０５
滇赤才 Ｌｅｐｉｓａｎｔｈｅｓ ｓｅｎｅｇａｌｅｎｓｉｓ － － ８.９４ ２.９８
桂火绳 Ｅｒｉｏｌａｅｎａ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 ８.８６ － ２.９５
楝 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 － ８.８６ － ２.９５
黄杞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 － ８.６５ － ２.８８
石密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 － － ８.００ ２.６７
对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ｈｉｓｐｉｄａ － ７.７４ － ２.５６
红椿 Ｔｏｏｎａ ｃｉｌｉａｔｅ － ７.７３ － ２.４８
胭木 Ｗｒｉｇｈｔｉ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 ７.０７ － － ２.３６
顶果木 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ｒａｘｉｎｉｆｏｌｉｕｓ － ６.７１ － ２.２４
常绿榆 Ｕｌｍｕｓ ｌａｎｃｅｉｆｏｌｉａ ＋ ６.５４ － ２.１８
普文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ｐｕｗｅｎｅｎｓｉｓ － ６.６３ － ２.１２
浆果楝 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 ６.１８ － － ２.０６
鸡骨香 Ｃｒｏｔｏｎ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ｕｓ ５.４０ － － １.８０
黄牛木 Ｃｒａｔｏｘｙｌｕｍ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５.０２ － － １.７０
火烧花 Ｍａｙ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ｉｇｎｅｕｍ ４.９４ － － １.６６
竹叶花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ｒｍａｔｕｍ ４.７６ ＋ － １.５９
西南猫尾木 Ｍａｒｋｈａｍｉａ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ａ ４.７４ － － １.５８
小萼菜豆树 Ｒａｄｅｒｍａｃｈｅｒａ ｍｉｃｒｏｃａｌｙｘ ４.６２ － － １.５４
滇印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ｖａｒｕｎｕａ － － ４.６１ １.５４
云南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ｅｉｄ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 ４.６１ １.５４
大叶水榕 Ｆｉｃｕｓ ｇｌａｂｅｒｒｉｍａ － － ４.６１ １.５４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７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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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长果木棉－大苞藤黄林

该群落类型主要分布于勐远曼康河一带典型的

喀斯特岩山中上部(海拔 ９００ ~ １３００ ｍ)ꎬ 生境干

燥ꎬ 基本上没有土壤ꎬ 树木皆生长于岩石缝中ꎮ 乔

木上层以长果木棉占优势ꎬ 通常高 ２０ ~ ２５ ｍꎬ 但

生长于大岩峡槽中的长果木棉大树可高达 ４０ ｍꎬ
因其分布密度主要取决于地形、 岩石的大小和分布

状况ꎮ 有的长果木棉大树以根部盘缠于大岩石上ꎬ
有的板状根沿着岩壁向下延伸弯曲形成复杂而壮观

的支柱系统ꎬ 根的颜色与岩石几乎无异ꎮ 乔木下层

以大苞藤黄和岩棕占优势(表 ３３４)ꎮ
３ ３ ２　 热带季节性湿润林的生态特征

由滇南石灰岩山热带季节性湿润林(７ 个样方

共 ０９６５０ ｈｍ２ꎬ ２６１ 种) 植物生活型组成 ( 表

３３５)可见ꎬ 高位芽植物总计 ７４３９％ꎬ 其中包括

藤本高位芽植物 １５６％ꎬ 大高位芽 ０９％ꎬ 中高位

芽 ２９％ꎬ 小高位芽 １７％ꎬ 矮高位芽 ９９％ꎬ 草本高

位芽 １４％ꎮ
在乔木叶级谱上(表 ３３６)ꎬ 按所占总种数的

百分比统计ꎬ 中叶占 ７４２％ꎬ 小叶占 ２１５％ꎬ 大叶

占 ３１％ꎮ
在乔木树种中ꎬ 按所占总种数的百分比统计ꎬ

单叶占 ６８％ꎬ 复叶占 ３２％ꎻ 纸质叶占 ５１５％ꎬ 革

质叶占 ４８５％ꎮ 若按重要值加权ꎬ 单叶、 革质叶比

例增加ꎮ
滇南石灰岩山热带季节性湿润林外貌是一种以

表 ３ ３ ４　 长果木棉－大苞藤黄林样方 (勐远)
Ｔａｂｌｅ ３ ３ ４　 Ｐｌｏ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Ｂｏｍｂａｘ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ｆｏｒｅｓｔ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
多度 ＲＡ

相对
显著度 ＲＤ

多优度
ＲＡ ＋ ＲＤ

长果木棉 Ｂｏｍｂａｘ ｉｎｓｉｇｎｅ ７.８３ ２３.０８ ３０.９１
大苞藤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１４.７８ ７.９２ ２２.７０
剑叶龙血树 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１.３０ ９.０２ ２０.３２
全缘火麻树 Ｄｅｎｄｒｏｃｎｉｄｅ ｓｉｎｕａｔａ １０.４３ ６.８７ １７.３０
四数木 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 ２.６１ １２.４３ １５.０４
锈毛山小橘 Ｇｌｙｃｏｓｍｉｓ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ｉｉ ８.６９ ５.６９ １４.３８
假玉桂 Ｃｅｌｔｉｓ ｔｉｍｏｒｅｎｓｉｓ ５.２２ ５.８１ １１.０３
缅桐 Ｓｕｍｂａｖｉｏｐｓｉｓ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 ６.０９ ２.７３ ８.８２
多脉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ｇｒａｎｄｅ ４.３５ ３.４５ ７.８０
囊瓣亮花木 Ｐｈａｅａｎｔｈｕｓ ｓａｃｃｏｐｅｔａｌｏｉｄｅｓ ４.３５ ３.３６ ７.７１
微毛布惊 Ｖｉｔｅｘ ｑｕｉｎａｔａ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ｒｕｌａ ２.６１ ３.３５ ５.９６
聚果榕 Ｆｉｃｕｓ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 ２.６１ ２.７０ ５.３１
长棒柄花 Ｃｌｅｉｄｉｏｎ ｓｐｉｃｉｆｌｏｒｕｍ ３.４８ １.４２ ４.９０
假桂乌口树 Ｔａｒｅｎｎａ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ａ ２.６１ ２.０９ ４.７０
胭木 Ｗｒｉｇｈｔｉ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 ２.６１ ２.００ ４.６１
倒吊笔 Ｗｒｉｇｈｔｉａ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０.８７ １.３６ ２.２３
绿黄葛树 Ｆｉｃｕｓ ｖｉｒｅｎｓ ０.８７ ０.９５ １.８２
云南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８７ ０.９０ １.７７
多花白头树 Ｇａ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ｉ ０.８７ ０.８２ １.６９
假黄皮 Ｃｌａｕｓｅｎａ ｅｘｃａｖａｔａ ０.８７ ０.８２ １.６９
鸡骨香 Ｃｒｏｔｏｎ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ｕｓ ０.８７ ０.７８ １.６５
毛土连翘 Ｈｙｍｅｎｏｄｉｃｔｙｏｎ ｏｒｉｘｅｎｓｅ ０.８７ ０.６８ １.５５
羽叶白头树 Ｇａｒｕｇ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０.８７ ０.４９ １.３６
石密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 ０.８７ ０.３４ １.２１
未知名一种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ｓｐ. ０.８７ ０.３４ １.２１
浆果楝 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 ０.８７ ０.２７ １.１４
景洪暗罗 Ｐｏｌｙａｌｔｈｉａ ｃｈｅｌｉｅｎｓｉｓ ０.８７ ０.２７ １.１４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注: 表中数据来自勐远的调查样方ꎬ编号: １０２－１５ꎬ 海拔: ８００ ｍꎬ 面积: ５０ × ５０ ｍ２ꎬ 坡向: 西南ꎬ 坡度: ８° ~ １２°ꎬ 群落高度: ４０ ｍꎬ 总
覆盖度 > ９０％ꎬ 种数: ２７ꎬ 株数: １１５ꎮ

Ｎｏｔｅｓ: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ｌｏｔ ｉｎ Ｍｅｎｇｙｕａｎ. Ｐｌｏｔ ｃｏｄｅ: １０２－１５ꎻ Ａｌｔ.: ８００ ｍꎻ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５０ × ５０ ｍ２ꎻ Ａｓｐｅｃｔ: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ꎻ Ｓｌｏｐｅ ｄｅ￣
ｇｒｅｅ: ８° ~ １２°ꎻ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４０ ｍꎻ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９０％ꎻ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ＢＨ > ５ ｃｍ): ２７ꎻ Ｎｏ. ｏｆ ｓｔｅｍｓ: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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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３ ５　 石灰岩山热带季节性湿润林生活型谱
Ｔａｂｌｅ ３ ３ ５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ｏｉ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百分比 (％)

乔木
Ｔｒｅｅｓ

大高位芽 Ｍｅｇａｐｈ ２ ０.９
中高位芽 Ｍｅｓｏｐｈ ６２ ２９.０
小高位芽 Ｍｉｃｒｏｐｈ ３６ １７.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 (４７.４９)

灌木 Ｓｈｒｕｂｓ 矮高位芽 Ｎａｎｏｐｈ ２１ ９.９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
ｐｌａｎｔｓ

草本高位芽 Ｈｐｈ ３ １.４
地下芽 Ｇ ７ ３.３
地上芽 Ｃｈ ２８ １３
一年生 Ｔｈ ２ ０.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０) (１８.９６)

藤本 Ｌｉａｎａ 藤本高位芽 Ｌｐｈ ３３ １５.６
附生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 附生植物 Ｅｐ １８ ８.５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１１ １００.０

表 ３ ３ ６　 石灰岩山热带季节性湿润林乔木叶型、 叶质、 叶级谱
Ｔａｂｌｅ ３ ３ ６　 Ｌｅａｆ ｔｙｐｅｓꎬ ｌｅａｆ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ｏｉ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叶片特征
Ｌｅａ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叶型 Ｌｅａｆ ｔｙｐｅ 叶质 Ｌｅａｆ ｔｅｘｔｕｒｅ 叶级 Ｌｅａｆ ｓｉｚｅ

单叶 Ｓｉ 复叶 Ｃｏ 纸质 Ｐ 革质 Ｌｅ 微叶 Ｎａ 小叶 Ｍｉ 中叶 Ｍｅ 大叶 Ｍａ

种数(％) ６８.０ ３２.０ ５１.５ ４８.５ １.０ ２１.５ ７４.２ ３.１
重要值 ＩＶ(％) ７４.８ ２５.５ ４１.７ ５８.３ ０.４ ２３.３ ６６.５ ９.７

　 　 Ｎｏｔｅｓ: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９６５０ ｍ２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ｐｌｏｔｓ. Ｔｏｔａｌ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ＢＨ > ５ ｃｍ ｉｓ ９７. Ｍ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ꎻ Ｍｅ: Ｍｅｓｏｐｈｙｌｌꎻ Ｍｉ: Ｍｉｃｒｏ￣
ｐｈｙｌｌꎻ Ｎａ: Ｎａｎｏｐｈｙｌｌ.

单叶、 中叶为主的常绿大、 中高位芽植物组成为特

征ꎬ 层间木质藤本丰富ꎬ 是一种接近热带雨林的热

带森林类型ꎮ 与该地区的典型热带季节雨林相比ꎬ
其大高位芽植物比例较少ꎬ 草本地上芽植物比例较

多ꎻ 在叶特征上ꎬ 复叶和革质叶(按重要值加权)
比例相对较多ꎬ 这与其石灰岩生境土层浅薄干燥有

关ꎮ
３ ４　 热带季雨林

季雨林是在具有明显干、 湿季变化的热带季风

气候下发育的一种热带落叶森林植被ꎮ 在西双版纳

地区ꎬ 由于山原地貌及气候的季节性干旱在一定程

度上由浓雾降水以及这些月份中的低温所补偿ꎬ 典

型的季雨林仅出现在海拔 ９００ ｍ 以下的澜沧江开

阔河段两岸和一些开阔河谷盆地且受季风影响最强

烈的地段ꎮ 西双版纳的热带季雨林植被包括 ４ 个群

系: (１) 东京枫杨林 (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ｏ￣
ｒｅｓｔ)ꎻ (２)木棉林(Ｂｏｍｂａｘ ｃｅｉｂａ ｆｏｒｅｓｔ)ꎻ (３)榆
绿木林(Ａｎｏｇｅｉｓｓｕｓ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ｆｏｒｅｓｔ)ꎻ (４)厚皮

树 ＋ 家麻树林(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 ＋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ｐｅｘａ ｆｏｒｅｓｔ)ꎮ

３ ４ １　 群落种类组成与结构特征

(１)东京枫杨林

东京枫杨(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为胡桃科

枫杨属植物ꎬ 是东南亚热带河岸季雨林的一个常见

树种ꎬ 在西双版纳地区一些主要河流的河岸上呈狭

长形带状分布并形成典型的单优势群落ꎮ 作为一种

热带河岸的特殊类型ꎬ 东京枫杨林是西双版纳季雨

林的河岸落叶季雨林中的一个代表群落类型ꎮ
西双版纳的东京枫杨林主要分布在勐腊县的勐

醒河、 南腊河、 勐捧河等几条主要河流及勐仑椤梭

江开阔地段的河岸河流冲积或洪积台地上ꎬ 海拔范

围在 ４８０ ~ ６５０ ｍ 之间ꎮ
东京枫杨群落季相变化明显ꎬ 是一种典型的在

热带季风气候条件下发育的热带河岸植被类型ꎮ 其

干季乔木层落叶ꎬ 呈现典型的落叶季雨林外貌ꎻ 群

落高度约 ２５ ｍꎬ 总覆盖度约 ８０％ꎻ 上层乔木树冠

都呈伞状ꎬ 冠幅大ꎬ 分枝低矮ꎬ 枝叶繁多ꎬ 枝桠粗

大弯曲ꎬ 树皮厚而粗糙ꎬ 有板根现象ꎬ 枝叶常偏向

河面一侧ꎻ 林下明显干燥ꎬ 草本植物不发达ꎬ 无大

型木质藤本ꎬ 附生植物极少见ꎮ 另外ꎬ 在群落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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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常混生有少数的团花、 滑桃树、 毛紫微等植物次

生树种(图 ３４１)ꎮ
该群落的垂直结构简单ꎬ 但分层明显(３ 层)ꎮ

乔木层高度为 １０ ~ ２５ ｍꎬ 冠深 １０ ~ １８ ｍꎬ 以东

京枫杨占优势ꎻ 在乔木层之下有一个明显的幼树、
灌木层ꎻ 草本层虽种类丰富ꎬ 但不太发达ꎮ

对勐腊县补蚌的南腊河边一个 ２０ ｍ × ５０ ｍ
样方内植物群落的统计结果显示ꎬ 共计维管植

物 ６９ 种ꎬ 其中乔木及乔木幼树 ２０ 种ꎬ 灌木 １６
种ꎬ 草本 １５ 种ꎬ 藤本 １７ 种ꎬ 附生植物 １ 种ꎻ 乔

木层以东京枫杨占优势ꎬ 相对多度为 ７３３％(表

３４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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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东京枫杨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ꎻ ２. 山核心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ａꎻ ３. 五桠果 Ｄｉｌｌｅｎ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ꎻ ４. 团
花 Ａｎｔｈ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ꎻ ５. 滑桃树 Ｔｒｅｗｉａ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ꎻ ６. 露蔸 Ｐａｎｄａｎｕｓ ｆｕｒｃａｔｕｓꎻ ７. 糖胶树 Ａｌ￣
ｓｔｏｎｉ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ｉｓꎻ ８. 毛紫薇 Ｌａｇｅ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ꎮ

图 ３ ４ １　 东京枫杨林垂直剖面图 (李保贵绘)
Ｆｉｇ ３ ４ １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Ｂ Ｇ Ｌｉ)

表 ３ ４ １　 东京枫杨林样方 (勐腊补蚌)
Ｔａｂｌｅ ３ ４ １　 Ｐｌｏ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株数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相对显著度
ＲＤ

相对多度
ＲＡ

东京枫杨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８８ ７７.０４ ７３.３
滑桃木 Ｔｒｅｗｉａ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 ４ １.７５ ３.３０
绒毛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４ ２.５８ ３.３０
团花 Ｎｅｏｌａｍａｒｃｋｉａ ｃａｄａｍｂａ ４ ０.７０ ３.３０
假玉桂 Ｃｅｌｔｉｓ ｔｉｍｏｒｅｎｓｉｓ ２ ０.１６ １.６７
枝花流苏树 Ｃｈｉ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ｕｓ １ ０.０３ ０.８０
糖胶树 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ｉｓ ２ ０.３８ １.６７
五桠果 Ｄｉｌｌｅｎ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１ １５.１ ０.８
毛瓣无患子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ｒａｒａｋ １ ０.１６ ０.８
浆果楝 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 ５ ０.１６ ４.１６
香须树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ａ ２ ０.２３ １.６７
火烧花 Ｍａｙ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ｉｇｎｅｕｍ １ ０.０３ ０.８０
滇黔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２ ０.２３ １.６７
厚皮树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 １ ０.３７ ０.８０
常绿榆 Ｕｌｍｕｓ ｌａｎｃｅｉｆｏｌｉａ １ ０.０３ ０.９０
聚果榕 Ｆｉｃｕｓ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 １ ０.９９ ０.８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６ １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表中数据来自勐腊补蚌的调查样方ꎬ 编号: ９６０２ꎬ 海拔: ６７０ ｍꎬ 面积: ２０ × ５０ ｍ２ꎬ 坡向: 东南ꎬ 坡度: ５°ꎬ 群落高度: ２３ ｍꎬ 群落

盖度: ８０％ꎮ
Ｎｏｔｅｓ: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ｌｏｔ ｉｎ Ｍｅｎｇｌａ. Ｐｌｏｔ ｃｏｄｅ: ９６０２ꎻ Ａｌｔ.: ６７０ ｍꎻ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２０ × ５０ ｍ２ꎻ Ａｓｐｅｃｔ: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ꎻ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５°ꎻ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２３ ｍꎻ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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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木棉林

木棉(Ｂｏｍｂａｘ ｃｅｉｂａ)是亚洲热带地区季雨林

和稀树草原的一个常见特征种ꎬ 在我国主要分布在

干热河谷和热带以外的一些受季风影响强烈的地

区ꎬ 通常散生或生于混交落叶林中ꎬ 但在西双版纳

澜沧江河谷的一些冲积或洪积、 坡积一、 二级台地

上形成较大面积的木棉单优种林ꎮ
木棉林季相变化明显ꎬ 木棉分枝粗状ꎬ 树冠呈

伞形、 较为整齐ꎬ 在干季全部落叶ꎬ 无叶期长达 ４
个多月ꎬ 有典型的落叶季雨林外貌(图 ３４２)ꎻ 雨

季时乔木层盖度达 ９５％ꎬ 形成荫蔽ꎬ 一些地下芽

植物如疣柄魔芋等大量出现ꎬ 一些阳性草本如飞机

草则消减ꎮ
木棉群落垂直结构较简单ꎬ 但分层明显ꎮ 乔木

层高 １５ ~ ２０ ｍꎬ 冠深 １０ ~ ２０ ｍꎬ 在 １０ ｍ 以下

灌木层之上有少量幼树ꎬ 但不形成明显的分层ꎮ 灌

木层高 １ ~ ２ ｍꎬ 由灌木和乔木幼树构成ꎬ 覆盖度

１０％ ~ ３０％ꎻ 草本层高 ０５ ~ １ ｍꎬ 覆盖度大ꎮ 林

冠投影图显示(图 ３４２: Ｂ)ꎬ 构成乔木层的木棉

分布十分均匀ꎬ 这是该群落的一个显著特点ꎮ
木棉群落种类组成简单ꎬ 在总面积为 １０００ ｍ２

的样地内仅记录到维管植物 ５２ 种ꎬ 其中乔木及幼

树 １０ 种ꎬ 灌木 ７ 种ꎬ 草本 ３３ 种及藤本 ２ 种ꎮ 乔木

层除杂生有一株八宝树(Ｄｕａｂａｎｇ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外
均由木棉单种构成ꎬ 其它乔木种类均以幼树和小苗

形式存在于灌木层ꎮ 灌木层以苞疮叶(Ｍａｅｓａ ｉｎｄｉ￣

ｃａ)占优势、 白饭树(Ｆｌｕｅｇｇｅａ ｖｉｒｏｓａ)占亚优势ꎮ
草本层以飞机草(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 疣柄

魔芋 (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ｕｓ ｖｉｒｏｓｕｓ)、 海芋 (Ａｌｏｃａｓｉａ
ｍａｃｒｏｒｒｈｉｚａ)数量较多ꎮ

我们调查发现木棉林下均无更新个体ꎬ 在林缘

及附近空旷裸地、 林窗处则可见到成片的木棉小苗

或大量木棉小树ꎮ 木棉是一种强阳性树种ꎬ 其种子

在雨季前成熟ꎬ 此时该地区气候最为干热ꎬ 大片河

岸冲积地裸露ꎬ 地表温度高且地面龟裂ꎬ 木棉种子

散布后能够在这些裸地上萌发成幼苗、 生长为幼

树ꎬ 而其它树种难以在这种生境中繁衍ꎮ 由于沉积

的砂壤土非常疏松ꎬ 即使洪水不侵蚀也会不断滑坡

塌陷ꎬ 使老的木棉林塌坡而崩解或无法在原地更新

而消亡ꎬ 但新一代的木棉林也在不断成长形成ꎬ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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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木棉 Ｂｏｍｂａｘ ｃｅｉｂａꎻ ２. 飞机草 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ꎻ
３. 海芋 Ａｌｏｃａｓｉａ ｍａｃｒｏｒｒｈｉｚａꎻ ４. 白饭树 Ｓｅｃｕｒｉｎｅｇａ ｖｉｒｏｓａꎻ
５. 木棉萌生株 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Ｂｏｍｂａｘ ｃｅｉｂａꎮ

图 ３ ４ ２　 木棉林垂直剖面(Ａ)和
水平投影图(Ｂ) (李保贵绘)

Ｆｉｇ ３ ４ ２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ｐｓ ｏｆ
Ｂｏｍｂａｘ ｃｅｉｂ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Ｂ Ｇ Ｌｉ)

起彼伏ꎬ 轮回更替ꎮ 尽管这些木棉单优种林是短命

的ꎬ 却是处于轮回更替发展之中的一个阶段ꎬ 故该

地的木棉单纯林虽是次生林ꎬ 但历史悠久ꎻ 同时ꎬ
由于轮回更替的发展ꎬ 作为一种群落它始终在这一

特殊地段上存在ꎮ 在台地较稳定的年代里ꎬ 木棉林

也能形成相对稳定的河谷季雨林ꎮ
　 　 (３) 榆绿木林

榆绿木(Ａｎｏｇｅｉｓｓｕｓ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是中南半岛

热带落叶季雨林的一个特征树种ꎬ 在印－缅一带的

半湿润地区常形成单优群落ꎮ 中国滇西南盈江羯羊

河谷和滇南勐养地区季雨林中有榆绿木的分布ꎬ 在

滇南小橄榄坝澜沧江河谷也有大片的榆绿木单优群

落ꎮ
小橄榄坝位于云南省思茅、 澜沧、 勐海和景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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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县交界处的澜沧江河谷ꎬ 在其盆地及海拔 ９００ ｍ
以下的坡地分布有榆绿木林ꎬ 我们选择了 ４ 个具有

代表性的榆绿木群落做了详细调查(表 ３４２)ꎮ
榆绿木群落具有典型的季雨林外貌ꎬ 并可明显

分为 ４ 层ꎮ 其中ꎬ 第一层高 ２５ ~ ３０ ｍꎬ 树冠呈伞

形ꎬ 彼此不连接ꎬ 覆盖度约 ４０％ꎬ 以榆绿木占绝

对优势ꎻ 第二层高约 １５ ｍꎬ 形成郁闭ꎬ 以牡竹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ｓｔｒｉｃｔｕｓ)占优势ꎮ 第一层和第二

层中的伴生树种有绒毛萍婆、 钝叶黄檀、 云南黄

檀、 毛果扁担杆、 厚皮树、 黑黄檀等ꎮ 第三层为灌

木层ꎬ 高约 １５ ｍꎬ 覆盖度 ３０％ꎬ 以假木豆(Ｄｅｎ￣

ｄｒｏｌｏｂｉｕｍ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ｅ) 为优势ꎬ 其它灌木种类较

少ꎬ 大多是乔木的幼树ꎻ 第四层是草本层ꎬ 高约

０５ ｍꎬ 覆盖度仅 ２０％ ~ ３０％ꎬ 无明显优势种ꎬ 多

度较大的种类有疣粒野稻(Ｏｒｙｚａ ｍｅｙｅｎｉａｎａ ｓｕｂ￣
ｓｐ.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 心叶凹唇姜 (Ｂｏｅｓｅｎｂｅｒｇｉａ ｆａｌ￣
ｌａｘ)、 午花姜(Ｇｌｏｂｂａ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等ꎮ 层间藤本植

物丰富ꎬ 以皮孔翅子藤 ( Ｌｏｅｓｅｎｅｒｉｅｌｌａ ｌｅｎｔｉｃｅｌ￣
ｌａｔａ)、 白粉藤(Ｃｉｓｓｕｓ ｓｐ.)占优势ꎬ 其它藤本植

物有 毛 车 藤 ( Ａｍａｌｃｃａｌｙｘ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野 葛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ｐｈａｓｅｏｌｏｉｄｅｓ )、 古 钩 藤 ( Ｃｒｙｐｔｏｌｅｐｉｓ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ｉ)等ꎮ

表 ３ ４ ２　 榆绿木－牡竹林综合样方
Ｔａｂｌｅ ３ ４ ２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ｌｏ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Ａｎｏｇｅｉｓｓｕｓ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ｓｔｒｉｃｔ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样方 Ｐｌｏｔ
样方编号　 Ｐｌｏｔ ｃｏｄｅｓ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１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２ Ｒｉｖｅｒ－１ Ｒｉｖｅｒ－２

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ｍ２) ９００ ９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７８０ ８５０ ６５０ ６００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３０° ４５° ３８° １０°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西南 ＳＷ 西南 ＳＷ 西 Ｗ 西南 ＳＷ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株数　 Ｎｏ. ｏｆ ｓｔｅｍｓ

榆绿木 Ａｎｏｇｅｉｓｓｕｓ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 １０ ２９ ７ ４

黄竹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３８ ３５ １３ ５

钝叶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 １ １ － ３

绒毛苹婆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２ ８ １ －

滇黔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２ ２ １ １

毛果扁担杆 Ｇｒｅｗｉａ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ａ １ － １ －

厚皮树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 １ － １ －

黑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ｃｕｌｔｒａｔｅ ３ － １ －

洋紫荆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ｅ １ － １ －

羽叶白头树 Ｇａｒｕｇ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１ － － ２

桂火绳 Ｅｒｉｏｌａｅｎａ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１ １ － －

粗糠柴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 － １ －

一担柴 Ｃｏｌｏｎ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 － ２ －

毛土连翘 Ｈｙｍｅｎｏｄｉｃｔｙｏｎ ｏｒｉｘｅｎｓｅ － － ２ １

云南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 １ － － －

木棉 Ｂｏｍｂａｘ ｃｅｉｂａ １ － － －

滑桃木 Ｔｒｅｗｉａ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 １ － － －

槟榔青 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ｐｉｎｎａｔａ － － － １

对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ｈｉｓｐｉｄａ － － １ －

聚果榕 Ｆｉｃｕｓ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 － － － １

火烧花 Ｍａｙ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ｉｇｎｅｕｍ － － － １

浆果楝 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 － － － １

羽叶楸 Ｓｔｅｒｅ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ｏｌａｉｓ ３ － － －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４ ６５ ７６ ３２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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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群落种类组成较简单ꎬ 在 ４ 个样方 (共

２６００ ｍ２)中仅记录有植物 ７５ 种ꎮ 从生活型上看ꎬ
乔木及幼树 ３３ 种ꎬ 灌木 １１ 种ꎬ 草本 １５ 种ꎬ 藤本

１６ 种ꎬ 无附生植物ꎮ 所有乔木及幼树均为落叶树

种ꎬ 故在干旱季节乔木层为落叶季相ꎮ 灌木层中灌

木种类较少ꎬ 大多是乔木的幼树ꎮ 该群落具有明显

的次生特征ꎬ 除榆绿木外ꎬ 大多数伴生树种都是阳

性先锋树种ꎬ 并普遍存在于其它类型的热带次生植

被中ꎮ 牡竹是榆绿木群落乔木第二层的优势种ꎬ 一

般认为竹子的大量存在是次生林特征的标志之一ꎮ
榆绿木是一强阳性先锋树种ꎬ 具有较广的生态

适应幅度ꎮ 榆绿木为速生树种ꎬ １５ ~ ２０ 龄期间生

长最快ꎬ ２０ 龄以后逐渐变慢ꎮ 榆绿木每年都能大

量结实ꎬ 果实具翅、 轻小ꎬ 易于传播ꎬ 故在采伐迹

地、 火烧迹地、 丢荒地、 林窗等处均有大量的榆绿

木更新苗ꎮ
(４)厚皮树 ＋ 家麻树林

以落叶的厚皮树和家麻树为优势和标志树种的

澜沧江下游两岸山地的半常绿森林是季雨林的一种

类型ꎬ 具有季雨林的基本结构和特征ꎬ 但由于海拔

分布和纬度偏高以及处于澜沧江湿热河谷与干热河

谷的过渡地带ꎬ 它在群落特征上与典型的季雨林有

一定差异ꎬ 存在有一定数量的常绿树种ꎬ 为一种半

常绿季雨林ꎮ 虽然厚皮树 ＋ 家麻树林在澜沧江中

下游流域及支流的河谷都有分布ꎬ 但大多已被破坏

并形成以黄竹(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为优势的次生竹林ꎬ 目前仅在澜沧江糯扎渡自然保

护区内发现有几片保存较好的以厚皮树和家麻树为

优势树种的森林群落ꎮ
厚皮树 ＋ 家麻树林主要分布在海拔 ９００ ｍ 以

下的澜沧江和支流河谷两岸低山丘陵的山地ꎬ 群落

高度约 ２０ ~ ２５ ｍꎬ 乔木层通常有 １ ~ ２ 层ꎮ 乔木

第一层主要由落叶的厚皮树、 家麻树、 羽叶楸和常

绿的香合欢等树种组成ꎬ 覆盖度 > ８０％ꎮ 家麻树

的树冠呈伞形ꎬ 厚皮树和羽叶楸树冠呈扁伞形ꎬ 极

开展ꎬ 但常绿的香合欢树冠呈圆柱状(图 ３４３)ꎮ
由于家麻树、 厚皮树和羽叶楸的优势度和树冠冠幅

都较大ꎬ 故群落乔木第一层的树冠基本是连续的ꎮ
乔木第二层主要由常绿的清香木、 灰毛浆果楝和落

叶的桂火绳 、黄竹 、余甘子等树种组成 ꎬ覆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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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家麻树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ｐｅｘａꎻ ２. 厚皮树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ꎻ ３. 钝
叶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ꎻ ４. 黄豆树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ｐｒｏｃｅｒａꎻ ５. 虾子花
Ｗｏｏｄｆｏｒｄｉ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ꎻ ６. 黄竹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ꎮ

图 ３ ４ ３　 厚皮树 ＋ 家麻树群落剖面图 (李保贵绘)
Ｆｉｇ. ３ ４ ３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 ＋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ｐｅｘ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Ｂ Ｇ Ｌｉ)

２０％ ~ ３０％ꎮ 乔木层之下由乔木幼树、 灌木、 藤

本和草本植物组成ꎮ
根据 ５ 个 ２０ ｍ × ２５ ｍ 样方内植物调查的统

计结果ꎬ 将乔木树种的重要值按大小依次列于表

３４３ꎮ 群落中重要值大于 １０ 的乔木共有 １０ 种ꎬ
主要是乔木第一层的组成种类ꎬ 其中重要值最大的

是厚皮树ꎬ 其次是家麻树ꎮ 重要值小的植物种类为

乔木第二层的树种(包括一些常绿种类)ꎻ 第二层

树种主要有一担柴、 钝叶黄檀、 毛果扁担杆、 黑黄

檀、 白花羊蹄甲等ꎮ
该群落林下灌木主要以滇缅斑鸠菊(Ｖｅｒｎｏｎｉａ

ｐａｒｉｓｈｉｉ)占优势ꎻ 草本层主要以刚莠竹(Ｍｉｃｒｏｓｔｅ￣
ｇｉｕｍ ｃｉｌｉａｔｕｍ)、 飞机草(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
黄茅(Ｈｅｔｅｒｏｐｏｇｏｎ ｃｏｎｔｏｒｔｕｓ)占优势ꎬ 其它草本

有半月铁线蕨(Ａｄｉａｎｔｕｍ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ｅ)、 长蕊珍珠

菜(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ｌｏｂｅｌｉｏｉｄｅｓ)、 小叶散爵床 (Ｒｏｓ￣
ｔｅｌｌｕｌａｒｉａ ｄｉｆｆｕｓａ)等ꎻ 层间藤本植物以云南翅子藤

(Ｌｏｅｓｅｎｅｒｉｅｌｌ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多度最大ꎬ 其次是锡

金酸蔹 (Ａｍｐｅｌｏｃｉｓｓｕｓ ｓｉｋｋｉｍｅｎｓｉｓ)、 密花葛(Ｐ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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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４ ３　 厚皮树 ＋ 家麻树林树种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４ 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 ＋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ｐｅｘａ ｆｏｒｅｓｔ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频度
ＲＦ

相对
多度 ＲＡ

相对显著度
ＲＤ

重要值
ＩＶ

厚皮树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 ６.２５ １１.４１ ３５.２８２ ５２.９４
家麻树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ｐｅｘａ ６.２５ ７.８１ ３１.８０ ４５.８６
羽叶楸 Ｓｔｅｒｅ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ｏｌａｉｓ ６.２５ ７.２１ ４.１４ １７.６０
清香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ｉｆｏｌｉａ ３.７５ ９.９１ ２.３３ １５.９９
香须树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ａ ６.２５ ４.２０ ５.３９ １５.８５
桂火绳 Ｅｒｉｏｌａｅｎａ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６.２５ ３.９０ ４.７０ １４.８６
黄竹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２.５０ １０.５１ ０.９３ １３.９４
浆果楝 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 ３.７５ ７.８１ １.７９ １３.３５
火绳树 Ｅｒｉｏｌａｅｎａ 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 ５.００ ５.１１ ２.６４ １２.７５
余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 ５.００ ３.９０ １.２５ １０.１６
一担柴 Ｃｏｌｏｎ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５.００ ３.６０ １.２６ ９.８６
钝叶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 ５.００ ２.７０ ２.０７ ９.７８
毛果扁担杆 Ｇｒｅｗｉａ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ａ ６.２５ ３.００ ０.４５ ９.７０８
苘麻叶扁担杆 Ｇｒｅｗｉａ ａｂｕｔｉｌｉｆｏｌｉａ ５.００ ３.３０ １.０１ ９.３１
绒毛苹婆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３.７５ ３.３０ １.５７ ８.６２
虾子花 Ｗｏｏｄｆｏｒｄｉ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３.７５ ３.００ ０.３６ ７.１１
烈味脚骨脆 Ｃａｓｅａｒｉａ ｇｒａｖｅｏｌｅｎｓ ３.７５ １.８０ ０.７２ ６.２７
黑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ｃｕｌｔｒａｔａ ２.５０ ２.１０ ０.６８ ５.２８
渐尖羊蹄甲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２.５０ ２.４０ ０.３２ ５.２３
土连翘 Ｈｙｍｅｎｏｄｉｃｔｙｏｎ ｆｌａｃｃｉｄｕｍ ３.７５ ０.９０ ０.１１ ４.７６
粗糠柴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２.５０ ０.６０ ０.４０ ３.５０
木棉 Ｂｏｍｂａｘ ｃｅｉｂａ １.２５ ０.６０ ０.５０ ２.３８
皱枣 Ｚｉｚｉｐｈｕｓ ｒｕｇｏｓａ １.２５ ０.３０ ０.１７ １.７２
山刺子 Ｆｌａｃｏｕｒｔｉａ ｍｏｎｔａｎａ １.２５ ０.３０ ０.１０ １.６５
西南猫尾木 Ｍａｒｋｈａｍｉａ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ａ １.２５ ０.３０ ０.０３ １.５８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ｒａｒｉａ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 古钩藤(Ｃｒｙｐｔｏｌｅｐｉｓ ｂｕｃｈａ￣

ｎａｎｉｉ)等ꎮ
３ ４ ２　 季雨林的生态特征

季雨林群落高度较矮(< ２５ ｍ)ꎬ 结构相对简

单ꎬ 乔木一般仅有 １ ~ ２ 层ꎬ 上层树种在干季落叶

或上、 下层树种均在干季落叶ꎬ 即有一个明显的无

叶期ꎮ 上层树种树冠通常呈伞状ꎬ 冠幅大、 分枝

低、 枝桠粗大弯曲ꎬ 树皮厚而粗糙ꎬ 也有板根现

象ꎬ 但林内明显较干燥ꎬ 木质藤本及附生植物较

少ꎮ 如澜沧江下游河岸的季雨林ꎬ 其在生活型组成

上主要以高位芽植物为主ꎬ 其中又以中高位芽植物

占优势(２７７８％)ꎻ 其次是藤本高位芽植物和矮高

位芽植物ꎬ 分别占 １６６７％ 和 １３８９％ꎮ 但在草本

植物中ꎬ 主要以地面芽植物为主(１６６７％)ꎬ 其次

是地下芽植物(占 ６９４％)ꎻ 一年生植物占 ５５６％ꎬ
而地上芽植物最少ꎬ 仅占 １３９％(表 ３４４)ꎮ

表 ３ ４ ４　 季雨林植物生活型谱 (厚皮树 ＋ 家麻树林)
Ｔａｂｌｅ ３ ４ ４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 ＋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ｐｅｘａ ｆｏｒｅｓｔ)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藤本高位芽植物 Ｌｐｈ １２ １６.６７
大高位芽 Ｍｅｇａｐｈ １ １.３９
中高位芽 Ｍｅｓｏｐｈ ２０ ２７.７８
小高位芽 Ｍｉｃｒｏｐｈ ４ ５.５６
矮高位芽 Ｎａｎｏｐｈ １０ １３.８９
草本高位芽 Ｈｐｈ ３ ４.１７
地上芽 Ｃｈ １ １.３９
地面芽 Ｈ １２ １６.６７
地下芽 Ｇ ５ ６.９４
一年生植物 Ｔｈ ４ ５.５６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７２ １００.００

　 　 Ｎｏｔｅｓ: Ｔｈꎬ Ｔｈ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对厚皮树 ＋家麻树林 ０２５ ｈｍ２样地中 ２５ 种乔

木种类的调查显示(表 ３４５)ꎬ 在群落叶级谱上ꎬ
乔木主要以中叶为主ꎬ 占 ６８０％ꎻ 其次是小叶ꎬ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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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４ ５　 季雨林 (０ ２５ ｈｍ２) 乔木叶级谱和叶型谱
Ｔａｂｌｅ ３ ４ ５　 Ｌｅａｆ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ｆｏｒｍ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季雨林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百分比 (％)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小叶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 ６ ２４.０
中叶 Ｍｅｓｏｐｈｙｌｌ １７ ６８.０
大叶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 ２ ８.０
单叶 Ｓｉ １４ ５６.０
复叶 Ｃｏ １１ ４４.０
常绿乔木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９ ３６.０
落叶乔木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６ ６４.０
乔木总种数 Ｔｏｔａｌ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５

２４０％ꎻ 大叶占 ８０％ꎻ 在乔木的叶型上ꎬ 单叶占

５６０％ꎬ 复叶占 ４４０％ꎻ 另外ꎬ 常绿乔木种类占

３６０％ꎬ 落叶乔木种类占 ６４０％ꎮ
３ ４ ３　 季雨林的植物区系及地理成分

对澜沧江下游河岸典型的季雨林植被 ７４８ 种

种子植物的调查与统计结果显示ꎬ 该季雨林以豆科

(７３ 种ꎬ 占 总 种 数 的 ９８％)、 禾 本 科 ( ３１ 种ꎬ

４１％)、 大戟科 ( ２８ 种ꎬ ３７％)、 菊科 ( ２３ 种ꎬ
３１％)、 茜草科(１９ 种ꎬ ２５％)、 防己科(１６ 种ꎬ
２１％)、 梧桐科(１５ 种ꎬ ２０％)、 旋花科(１４ 种ꎬ
１９％)等为主要组成科ꎮ 在植物区系地理成分构成

上(表 ３４６)ꎬ 热带分布属占总属数的 ８７２％ꎮ 而

在热带分布属中ꎬ 以泛热带分布属比例最高ꎬ 约占

总属数的 ３０％ꎻ 热带亚洲分布属占总属数的

２１５％ꎻ 旧世界热带分布属占总属数的 １２８％ꎻ 热

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属占总属数的 １１９％ꎮ 在

种的地理成分构成上ꎬ 以热带亚洲分布占优势ꎬ 占

总种数的 ６１７％ꎻ 其次是中国南部分布种ꎬ 占

１０９％ꎻ 东亚分布和泛热带分布种各占 ６３％ꎻ 热

带亚洲－热带非洲分布种占 ４９％ꎮ
与热带雨林相比ꎬ 季雨林的地理成分更为多

样ꎬ 特别是在种的地理成分构成上ꎬ 它与泛热带、
热带亚洲－热带非洲及东亚植物区系有更多的联

系ꎬ 起源与发展历史更复杂和古老ꎬ 而热带雨林的

热带亚洲特色及与热带亚洲亲缘性更强ꎮ

表 ３ ４ ６　 季雨林的地理成分
Ｔａｂｌｅ ３ ４ ６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属的地理成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ａ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ｌｅｖｅｌ

种的地理成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ｅｖｅｌ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ｓ

占属百分数
％ ｇｅｎｅｒａ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ｓ

占种百分数
％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泛热带 ２９.９ １. 泛热带 ６.３

２. 热带亚洲－热带美洲 ４.４ ２. 热带亚洲－热带美洲 ０.８

３. 旧世界热带 １２.８ ３. 旧世界热带 ２.０

４. 热带亚洲－热带澳洲 ６.７ ４. 热带亚洲－热带澳洲 ２.２

５. 热带亚洲－热带非洲 １１.９ ５. 热带亚洲－热带非洲 ４.９

６. 热带亚洲 ２１.５ ６. 热带亚洲分布及变型合计 (６１.７)

　 (热带成分合计) (８７.２) 　 ６.１. 印度－马来西亚 ２２.２

７. 北温带 ４.９ 　 ６.２. 南亚－大陆东南亚 １８.３

８. 东亚－北美 ２.９ 　 ６.３. 大陆东南亚－中国南部 ２１.２

９. 旧世界温带 ０.９ ７. 北温带 ０.８

１０. 温带亚洲 ０.３ ８. 东亚分布 ６.３

１１. 地中海－西亚－中亚 ０.３ ９. 中国南部 １０.９

１２. 中亚 ０.０ １０. 云南特有 ３.９

１３. 东亚 ３.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０

１４. 中国特有 ０.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０

　 　 注: 左栏括号中数值为热带分布属(类型 １ ~ ６)合计ꎬ 右栏括号中数值为热带亚洲分布种(类型 ６.１ ~ ６.３)合计ꎮ
Ｎｏｔ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ｉｎ ｌｅｆｔ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ａｒｅ ｓｕｍ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ｙｐｅｓ １ － ６)ꎬ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ｉｎ ｒｉｇｈｔ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ａｒｅ ｓｕｍ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ｙｐｅｓ ６.１ － ６.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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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热带棕榈林

热带棕榈林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的一些深切河

流两岸陡坡和石灰岩山地的局部地段ꎬ 包括呈块状

分布的分别以棕榈科植物香蒲葵(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ｓｐｅ￣
ｃｉｏｓａ)和董棕(Ｃａｒｙｏｔａ ｕｒｅｎｓ)为优势树种的两类

棕榈林ꎬ 其结构简单ꎬ 通常乔木仅一层ꎬ 其下为灌

木层和草本层ꎮ 董棕林大多已被破坏ꎬ 现已很难发

现完整的群落片断ꎮ 香蒲葵林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下

游两岸河谷山地ꎬ 保存相对较好ꎮ
香蒲葵是东南亚低中山植被的一个特殊树种ꎬ

在马来西亚的山地形成单优群落ꎮ 香蒲葵普遍分布

于西双版纳热带自然植被中ꎬ 但成片的香蒲葵林主

要见于澜沧江下游两岸河谷山地ꎬ 北起东岸莲花

塘ꎬ 南至勐罕版那山ꎮ 江面海拔最低处为 ５００ ｍꎬ
河谷山地多为中山丘陵ꎬ 部分为陡峭的石山ꎬ 最高

山顶海拔 １３００ ｍꎬ 山地坡度多在 ３０° ~ ４５°之间ꎮ
香蒲葵林主要集中分布在海拔 ８５０ ~ ９５０ ｍ

范围内ꎬ 呈块片状镶嵌于河岸季雨林向季风常绿

阔叶林的过渡带植被中ꎻ 在此海拔范围以外ꎬ 其

种群密度表现为随海拔的增高或降低而逐渐稀

疏ꎬ 个体矮化ꎬ 并成为其它森林群落中的一个散

生矮小树种ꎮ
３ ５ １　 群落种类组成与结构特征

对 １２ 个具有代表性的香蒲葵林样方的调查分

析结果显示(表 ３５１)ꎬ 根据群落的生境、 结构和

种类组成特点ꎬ 可将该地区的香蒲葵群系分为 ２ 个

群落类型(香蒲葵－蒲竹群落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ｌｎｄｏｓ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和香蒲葵 －牡竹群落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ｓｔｒｉｃｔｕｓ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ꎮ

(１)香蒲葵－蒲竹群落

该群落类型主要分布于海拔 ９００ ~ ９５０ ｍ 范

围内的阳坡ꎬ 环境较干燥ꎬ 土壤较瘠薄ꎻ 群落面积

较大ꎬ 但香蒲葵种群密度较小ꎮ 群落可分为三层ꎬ
其中第一层高 ２０ ~ ２５ ｍꎬ 覆盖度约 ４０％ꎬ 仅由香

蒲葵组成ꎻ 第二层为灌木层ꎬ 高 １５ ~ ２０ ｍꎬ 覆

盖度约 ６０％ꎬ 以蒲竹为优势ꎬ 该层中乔木的幼树

和灌木种类各占 １ / ２ꎬ 多度较大的有湄公栲、 红皮

水锦树、 杯状栲和一担柴ꎻ 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

有少数乔木树种如截头石栎、 黄牛木、 杯状栲、 黄

棉木等ꎬ 高 ５ ~ １３ ｍꎬ 个体极稀疏ꎬ 不形成明显

的层次ꎮ 第三层为草本层ꎬ 高约 ０７ ｍꎬ 覆盖度约

表 ３ ５ １　 香蒲葵群落乔木层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５ １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香蒲葵－蒲竹群落
Ａｒｅａ: ５ (１０ × １０) ｍ２

香蒲葵－牡竹群落
Ａｒｅａ: ７ (１０ × １０) ｍ２

相对多度
ＲＡ

相对显著度
ＲＤ

相对频度
ＲＦ

重要值
ＩＶ

相对多度
ＲＡ

相对显著度
ＲＤ

相对频度
ＲＦ

重要值
ＩＶ

美丽蒲葵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５８.３ ９１.３４ ３６.０ １８５.６４ ６９.７ ９６.８８ ３１.０ １９７.５８
湄公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ｅ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１２.５ １.２７ ２０.０ ３３.７７ ７.６ ０.９９ １０.３ １８.８９
黄棉木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６.３ ０.４３ ４.０ １０.７３ ４.５ ０.２７ １７.２ ２１.９７
截果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ｓ ６.３ ０.５７ １２.０ １８.８７ １.５ ０.２５ ３.４ ５.１５
水锦树 Ｗｅｎｄｌａｎｄｉａ ｕｖａｒｉｉｆｏｌｉａ ２.１ ５.７４ ４.０ １１.８４ １.５ ０.０３ ３.４ ４.９３
羽叶白头树 Ｇａｒｕｇ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２.１ ０.０１ ４.０ ６.１１ １.５ ０.０１ ３.４ ４.９１
黄牛木 Ｃｒａｔｏｘｙｌｕｍ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２.１ ０.３４ ４.０ ６.４４ １.５ ０.５７ ３.４ ５.４７
丝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ｌ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 ８.３ ０.２３ １２.０ ２０.５３
桐叶安息香 Ｓｔｙｒａｘ ｍａｌｌｏｔｉｆｏｌｉａ ２.１ ０.０１ ４.０ ６.１１
短刺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ｃｈｉｄｎｏｃａｒｐａ １.５ ０.３１ ３.４ ５.２１
印度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 １.５ ０.２９ ３.４ ５.１９
长序荆 Ｖｉｔｅｘ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ｒｉｓ １.５ ０.１８ ３.４ ５.０８
簇花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ｕｍ １.５ ０.１６ ３.４ ５.０６
盐肤木 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５ ０.０３ ３.４ ４.９３
绒毛苹婆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１.５ ０.０１ ３.４ ４.９１
一担柴 Ｃｏｌｏｎ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１.５ ０.０１ ３.４ ４.９１
狭叶山黄麻 Ｔｒｅｍ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１.５ ０.０１ ３.４ ４.９１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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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ꎬ 以刚莠竹(Ｍｉｃｒ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ｃｉｌｉａｔｕｍ)和毛果珍

珠茅(Ｓｃｌｅｒｉａ ｌｅｖｉｓ)为优势ꎬ 其它多度较大的有棕

叶 芦 ( Ｔｈｙｓａｎｏｌａｅｎ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 和 矩 叶 山 蚂 蝗

(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 ｏｂｌｏｎｇｕｍ)ꎻ 层间藤本植物种类丰

富ꎬ 但不发达ꎬ 优势种不明显(图 ３５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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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５ １　 香蒲葵林垂直剖面和水平投影图 (李保贵绘)
Ｆｉｇ ３ ５ １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ｐｓ ｏｆ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Ｂ Ｇ Ｌｉ)

　 　 在 ５ 个样方(共 ５００ ｍ２)中共记录植物 ９７ 种ꎬ
其中乔木及幼树 ３６ 种ꎬ 灌木 １７ 种ꎬ 草本 ２３ 种ꎬ
藤本 ２１ 种ꎮ

(２)香蒲葵－牡竹群落

该群落类型主要分布于澜沧江西岸、 海拔

８５０ ~ ９５０ ｍ 范围的山坡凹地、 浅沟谷和半阴坡ꎬ
环境较湿润ꎬ 土壤疏松肥沃ꎻ 群落面积较小ꎬ 但香

蒲葵种群密度较大ꎮ 群落亦分三层ꎬ 其中第一层高

８ ~ ２５ ｍꎬ 以香蒲葵占优势ꎬ 覆盖度约 ７５％ꎬ 形

成荫蔽ꎻ 伴生种有簇花蒲桃、 黄棉木、 湄公栲、 印

度栲、 长序荆、 盐肤木、 黄牛木和截头石栎等ꎬ 但

数量极少ꎮ 第二层为灌木层ꎬ 高 １ ~ ５ ｍꎬ 盖度约

３５％ꎬ 以牡竹为优势ꎬ 其它多度较大的灌木有云南

黄檀、 火筒树、 布渣叶等ꎬ 该层以乔木的幼树居

多ꎬ 灌木种类较少ꎮ 第三层为草本层ꎬ 高约 １ ｍꎬ
盖度约 ５０％ꎬ 以毛果珍珠茅和刚莠竹占优势ꎬ 其

它多度较大的草本有矩叶山蚂蝗、 二型鳞毛蕨、 菲

岛铁线蕨等ꎮ 层间藤本植物种类丰富ꎬ 但不发达ꎬ
多度较大的藤本有多毛薯芋(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ｄｅｃｉｐｉｅ￣

ｎｓ)和大花虫豆(Ｃａｊａｎｕｓ ｓｃａｒａｂａｅｏｉｄｅｓ)等ꎮ 在 ７
个样方(共 ７００ ｍ２)中共记录有植物 １３２ 种ꎬ 其中

乔木及幼树 ５６ 种ꎬ 灌木 ２０ 种ꎬ 草本 ３５ 种ꎬ 藤本

２１ 种ꎮ
香蒲葵耐阴、 喜阳、 耐旱、 耐火烧ꎬ 具有较广

的生态适应辐度ꎮ 在阴湿的沟谷林中ꎬ 香蒲葵生长

缓慢ꎬ 长期呈小树状ꎬ 高度仅 １５ ~ ３ ｍꎻ 在较大

林窗处ꎬ 可生长至 ３０ 多米ꎻ 在土壤瘠薄的阳坡ꎬ
香蒲葵可生长至 ２５ ｍꎮ 在轮歇地中残留的香蒲葵ꎬ
虽然遭受连年火烧(有的大树茎干被严重烧伤)ꎬ
却依然存活ꎮ 香蒲葵幼树具有大而厚实的宿存叶柄

并紧密包被茎干ꎬ 耐火能力很强ꎬ 在旱季时即使叶

片被火全部烧光ꎬ 至雨季来临时又能萌发新叶、 旺

盛生长ꎮ
香蒲葵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显示其具有次生

树种特征ꎬ 香蒲葵群落具有明显的次生性质ꎬ 它的

发展可能与火烧及人类活动有密切联系ꎮ
３ ６　 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

在生态特征和区系组成上介于热带雨林与中亚

热带常绿阔叶林之间的西双版纳热带山地常绿阔叶

林 (又称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ꎬ 是在西双版

纳占有面积最大的植被类型ꎬ 不仅在物种组成上比

较丰富ꎬ 在群落生态上也形成一些固有的特征: 群

落乔木层通常仅 ２ 层ꎬ 以常绿阔叶的壳斗科、 大戟

科、 樟科、 茶科树种占优势ꎬ 林冠整齐且彼此相

连ꎻ 灌木层和草本层植物种类相对较少ꎬ 主要是上

层乔木的幼苗ꎻ 藤本植物种类丰富ꎬ 但附生植物明

显较少ꎮ 根据优势种组成ꎬ 西双版纳的热带山地常

绿阔叶林至少包括 ５ 个类型: 木荷－刺栲林(Ｓｃｈｉ￣
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 ｆｏｒｅｓｔ)、 短刺

栲林(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ｃｈｉｎｏｃａｒｐａ ｆｏｒｅｓｔ)、 小果栲－
滇银 柴 林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ｌｅｕｒｙｉ － Ａｐｏｒｕｓａ ｙｕｎ￣

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小果栲 ＋ 湄公栲林(Ｃａｓｔａｎ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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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ｓ ｆｌｅｕｒｙｉ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ｅ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和

四籽柳林(Ｓａｌｉｘ ｔｅｔｒａｓｐｅｒｍａ ｆｏｒｅｓｔ)ꎮ
３ ６ １　 群落种类组成与结构特征

(１)木荷 ＋ 刺栲林

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西北部的勐海县和景洪县

海拔 １２００ ｍ 以上区域ꎮ
景洪县勐宋地区的木荷 ＋刺栲林群落高达 ３０ ｍꎬ

有 ２个明显的乔木层ꎮ 乔木上层高 ２０ ~ ３０ ｍꎬ 树冠

郁闭ꎬ 以壳斗科、 茶科和樟科植物为主ꎬ 如木荷、 刺

栲、 细毛润楠、 截头石栎、 红楣、 湄公栲等ꎬ 并混生

有一些热带成分如泰国黄叶树、 黄棉木等ꎮ 乔木下层

高 ３ ~ ２０ ｍꎬ 覆盖度 ５０％ ~ ６０％ꎬ 除上层乔木的幼

树外ꎬ 常见有红皮水锦树、 南方紫金牛、 肥荚红豆、
云南山矾、 母猪果等 (表 ３６１)ꎮ

表 ３ ６ １　 木荷 ＋ 刺栲林 (景洪县勐宋) 乔木层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６ １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 ｆｏｒｅｓｔ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多度
ＲＡ

相对显著度
ＲＤ

相对频度
ＲＦ

重要值
ＩＶ

红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１４.９３ ３６.３４ ７.１４ ５８.４１
刺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 １５.３８ ２３.９０ ５.７１ ４４.９９
细毛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ｅｎｕｉｐｉｌｉｓ ９.０５ ３.７１ ５.７１ １８.４７
湄公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ｅ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４.５２ ６.６２ ５.７１ １６.８６
茶梨 Ａｎｎｅｓｌｅａ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４.９８ ５.９５ ５.７１ １６.６４
西桦 Ｂｅｔｕｌａ ａｌｎｏｉｄｅｓ ３.１７ ５.８８ ２.８６ １１.９１
截果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ｓ ４.０７ ３.５０ ４.２９ １１.８５
水锦树 Ｗｅｎｄｌａｎｄｉａ ｕｖａｒｉｉｆｏｌｉａ ４.９８ ０.８３ ５.７１ １１.５２
南方紫金牛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ｔｈｙｒｓｉｆｌｏｒａ ４.０７ ４.２５ ２.８６ １１.１８
网叶山胡椒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ｍｅｔｃａｌｆ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ｄｉｃｔｙｏｐｈｙｌｌａ ７.６９ ０.４０ ２.８６ １０.９５
黄药大头茶 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ｄｒａ ４.０７ １.５５ ４.２９ ９.９１
泰国黄叶树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１.８１ １.８０ ４.２９ ７.８９
黄棉木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２.２６ ０.５８ ４.２９ ７.１３
大叶虎皮楠 Ｄａｐｈ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ｍａｊｕｓ ２.７１ ０.８７ １.４３ ５.０２
小花八角 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ｕｍ ２.７１ ０.７９ １.４３ ４.９３
多花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１.８１ ０.１１ ２.８６ ４.７８
深绿山龙眼 Ｈｅｌｉｃｉａ ｎｉｌａｇｉｒｉｃａ ０.９１ ０.１８ ２.８６ ３.９４
云南黄叶树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 ０.９１ ０.１２ ２.８６ ３.８８
肥荚红豆 Ｏｒｍｏｓｉａ ｆｏｒｄｉａｎａ ０.９１ ０.０６ ２.８６ ３.８２
泥椎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ｅｎｅｓｔｒａｔｕｓ ０.９１ ０.６６ １.４３ ２.９９
猴耳环 Ｐｉｔｈｅｃｅｌｌｏｂｉｕｍ ｃｌｙｐｅａｒｉａ ０.９１ ０.５１ １.４３ ２.８４
滇南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ａｕｓｔｒｏ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４５ ０.６８ １.４３ ２.５６
沟槽山矾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ｓｕｌｃａｔａ ０.９１ ０.０５ １.４３ ２.３８
枝花流苏树 Ｃｈｉ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ｕｓ ０.４５ ０.１７ １.４３ ２.０５
小叶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ｙｒｓ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０.４５ ０.１４ １.４３ ２.０２
短药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ｇｌｏｂｉｆｌｏｒｕｍ ０.４５ ０.０７ １.４３ １.９５
齿叶黄杞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ｉ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 ０.４５ ０.０５ １.４３ １.９３
痄腮树 Ｈｅｌｉｃｉｏｐｓｉ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ｓ ０.４５ ０.０５ １.４３ １.９３
密刺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ｄｅｎｓｉｓｐｉｎｏｓａ ０.４５ ０.０５ １.４３ １.９３
无刺硬核 Ｓｃｌｅｒｏｐｙｒｕｍ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ｕｍ ｖａｒ. ｍｅｋｏｎｇｅｎｓｅ ０.４５ ０.０４ １.４３ １.９２
香面叶 Ｉｔｅａｄａｐｈｎｅ ｃａｕｄａｔａ ０.４５ ０.０３ １.４３ １.９１
中平树 Ｍａｃａｒａｎｇａ ｄ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０.４５ ０.０３ １.４３ １.９１
尾叶血桐 Ｍａｃａｒａｎｇａ ｋｕｒｚｉｉ ０.４５ ０.０２ １.４３ １.９０
野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ｋａｋｉ ｖａｒ.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０.４５ ０.０２ １.４３ １.９０
山油柑 Ａｃｒｏｎｙｃｈｉａ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 ０.４５ ０.０２ １.４３ １.９０
猪肚木 Ｃａｎｔｈｉｕｍ ｈｏｒｒｉｄｕｍ ０.４５ ０.０２ １.４３ １.９０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注: 表中数据来自景洪县勐宋的调查样方ꎬ 海拔: １３２０~１３８０ ｍꎬ 面积: ５(２５ × ２０)ｍ２ꎬ 坡向: 西ꎬ 坡度: ２０° ~３０°ꎬ 群落高度: ３０ ｍꎬ
总覆盖度 > ９５％ꎬ 种数: ３６ꎬ 株数: ２２１ꎮ

Ｎｏｔｅｓ: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ｌｏｔ ｉｎ Ｍｅｎｇｓｏｎｇꎬ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ꎻ Ａｌｔ.: １３２０－１３８０ ｍꎻ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５ (２５ × ２０) ｍ２ꎻ Ａｓｐｅｃｔ: ｗｅｓｔꎻ Ｓｌｏｐｅ ｄｅ￣
ｇｒｅｅ: ２０° ~３０°ꎻ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３０ ｍꎻ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９５％ꎻ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ＢＨ > ５ ｃｍ): ３６ꎻ Ｎｏ. ｏｆ ｓｔｅｍｓ: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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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下层主要是乔木幼树ꎬ 灌木种类不多ꎬ 以光

叶荛花 (Ｗｉｋ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 三桠苦 ( Ｅｖｏｄｉａ
ｌｅｐｔａ)、 山麻杆(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 ｄａｖｉｄｉｉ)、 毛管花(Ｅｒｉｏ￣
ｓｏｌｅｎ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 矾叶九节 ( 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 ｓｙｍ￣
ｐｌｏｃｉｆｏｌｉａ)较为常见ꎮ

草本层十分发达ꎬ 高达 ２ ｍꎬ 覆盖度为 ６０％ ~
７０％ꎬ 主要植物有山稗子(Ｃａｒｅｘ ｂａｃｃａｎｓ)、 刚莠

竹(Ｍｉｃｒ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ｃｉｌｉａｔｕｍ)、 铜毛紫云菜(Ｓｔｒｏｂｉ￣
ｌ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 粉背菝葜(Ｓｍｉｌａｘ ｈｙｐｏｇｌａｕｃａ)、 卷

瓣沿阶草(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 ｒｅｖｕｌｕｔｕｓ)、 色萼花(Ｃｈｒｏｅｓ￣
ｔｈｅｓ ｓｉｌｖｉｃｏｌａ)、 淡竹叶 ( Ｌｏｐｈａｔｈｅｒｕｍ ｇｒａｃｉｌｅ)、
山菅兰(Ｄｉａｎｅｌｌａ ｅｎｓｉｆｏｌｉａ)等ꎮ

藤本植物以巴豆藤(Ｃｒａｓｐｅｄｏｌｏｂｉｕｍ ｓｃｈｏｃｈｉｉ)
占优势ꎬ 其它种类有红毛玉叶金花(Ｍｕｓｓａｅｎｄａ
ｈｏｓｓｅｉ)、 长叶菝葜(Ｓｍｉｌａｘ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云南翅子

藤 ( Ｌｏｅｓｅｎｎｅｒｉｅｌｌ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白 花 酸 藤 子

(Ｅｍｂｅｌｉａ ｒｉｂｅｓ)等ꎮ

附生植物常见有天南星科石柑(Ｐｏｔｈｏｓ ｃｈｉｎｅｎ￣
ｓｉｓ)、 兰科石槲(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ｓｐｐ.)、 石豆兰(Ｂｕｌ￣
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ｐｐ.)、 毛兰(Ｅｒｉａ ｓｐｐ.)等ꎮ

在 ５ 个样方(共 ２５００ ｍ２)内记录有维管束植

物 １５０ 种ꎬ 其中乔木 ８７ 种 (立木 ＋ 幼树)ꎬ 占

５８％ꎻ 灌 木 １５ 种ꎬ 占 １０％ꎻ 草 本 ２６ 种ꎬ 占

１７３％ꎻ 藤本 ２２ 种ꎬ 占 １４７％ꎮ
(２)短刺栲林

短刺栲林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南部的勐腊县ꎬ
目前主要见于南贡山海拔 １１００ ｍ 以上区域ꎮ

该群落高达 ２５ ｍꎬ 有 ２ 个明显的乔木层ꎮ 乔木

上层高 １５ ~ ２５ ｍꎬ 树冠郁闭ꎬ 以壳斗科植物短刺栲

占优势ꎬ 其它种类有木荷、 湄公栲、 华南石栎等ꎬ 混

生有较多的热带成分如浆果乌桕、 黄棉木、 盆架树、
橄榄等ꎮ 乔木下层高 ３ ~ １５ ｍꎬ 覆盖度约 ５０％ꎬ 以

大戢科和桃金娘科植物较占优势ꎬ 如纤花蒲桃、 滇银

柴、 艾胶树、 乌墨、 云南棋子豆等 (表 ３ ６ ２)ꎮ

表 ３ ６ ２　 短刺栲林 (勐腊县南贡山) 乔木层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６ 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ｃｈｉｎｏｃａｒｐａ ｆｏｒｅｓｔ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多度
ＲＡ

相对显著度
ＲＤ

相对频度
ＲＦ

重要值
ＩＶ

短刺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ｃｈｉｄｎｏｃａｒｐａ ５７.３８ ７３.５７ ８.７７ １３９.７２
红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８.２３ １０.０５ ８.７７ ２７.０５
湄公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ｅ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６.９６ ４.５８ ８.７７ ２０.３１
棒花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ｃｌａｖｉｆｌｏｒｕｍ ５.２７ ２.２１ ８.７７ １６.２６
水锦树 Ｗｅｎｄｌａｎｄｉａ ｕｖａｒｉｉｆｏｌｉａ ５.７０ １.５６ ８.７７ １６.０３
云南银柴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４.４３ ０.８８ ７.０２ １２.３３
泥椎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ｅｎｅｓｔｒａｔｕｓ ２.５３ ２.００ ５.２６ ９.８０
艾胶算盘子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ｒｉｕｍ ０.８４ ０.２１ ７.０２ ８.０７
浆果乌桕 Ｓａｐｉｕｍ ｂａｃｃａｔｕｍ １.９０ １.９３ ３.５１ ７.３４
黄棉木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０.８４ ０.１４ ３.５１ ４.４９
云南棋子豆 Ｃｙｌｉｎｄｒｏｋｅｌｕｐｈａ ｋｅｒｒｉｉ ０.４２ ０.０９ ３.５１ ４.０２
隐距越橘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ｅｘａｒｉｓｔａｔｕｍ １.０５ ０.２６ １.７５ ３.０７
盆架树 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０.４２ ０.７２ １.７５ ２.８９
云南崖豆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 ｐｕｌｃｈｒａ ｖａｒ.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６３ ０.３８ １.７５ ２.７６
黄牛木 Ｃｒａｔｏｘｙｌｕｍ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０.８４ ０.１１ １.７５ ２.７１
红梗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ｒｕｆｉｐｅｓ ０.４２ ０.１１ １.７５ ２.２９
乌墨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ｃｕｍｉｎｉ ０.２１ ０.２６ １.７５ ２.２３
南酸枣 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０.２１ ０.２６ １.７５ ２.２２
滇南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ａｕｓｔｒｏ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２１ ０.１８ １.７５ ２.１４
毛叶黄杞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ｉａ ｓｐｉｃａｔａ ｖａｒ. ｃｏｌｅｂｒｏｏｋｅａｎａ ０.２１ ０.１３ １.７５ ２.０９
橄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０.２１ ０.１２ １.７５ ２.０８
风吹楠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ｇｌａｂｒａ ０.２１ ０.０７ １.７５ ２.０３
野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ｋａｋｉ ｖａｒ.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０.２１ ０.０６ １.７５ ２.０３
思茅崖豆藤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 ｌｅｐｔｏｂｏｔｒｙａ ０.２１ ０.０４ １.７５ ２.０１
余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 ０.２１ ０.０４ １.７５ ２.０１
显脉棋子豆 Ｃｙｌｉｎｄｒｏｋｅｌｕｐｈａ ｄａｌａｔｅｎｓｉｓ ０.２１ ０.０４ １.７５ ２.００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注: 表中数据来自勐腊县南贡山的调查样方ꎬ 海拔: １１７０ ~ １２００ ｍꎬ 面积: ５(２５ × ２０)ｍ２ꎬ 坡向: 西北ꎬ 坡度: ５°ꎬ 群落高度: ２５ ｍꎬ 总
覆盖度 > ９５％ꎬ 种数: ２６ꎬ 株数: ４７４ꎮ

Ｎｏｔｅｓ: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ｌｏｔ ｉｎ Ｎａｎｇｏｎｇｓｈａｎꎬ Ｍｅｎｇｌａꎻ Ａｌｔ.: １１７０ ~ １２００ ｍꎻ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５ (２５ × ２０) ｍ２ꎻ Ａｓｐｅｃｔ: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ꎻ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５°ꎻ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２５ ｍꎻ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９５％ꎻ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ＢＨ > ５ ｃｍ): ２６ꎻ Ｎｏ. ｏｆ ｓｔｅｍｓ: ４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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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下层主要是乔木幼树ꎬ 灌木种类少ꎬ 主要有

滇缅斑鸠菊(Ｖｅｒｎｏｎｉａ ｐａｒｉｓｈｉｉ)、 越南巴豆(Ｃｒｏｔｏｎ
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漆大姑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ｕｍ)、
厚果鸡血藤(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 ｐ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ａ)等ꎮ

草本层不发达ꎬ 覆盖度仅 １０％ ~ ３０％ꎬ 主要

植物种类有粉背拔葜(Ｓｍｉｌａｘ ｈｙｐｏｇｌａｕｃａ)、 山稗

子(Ｃａｒｅｘ ｂａｃｃａｎｓ)、 卷叶黄精(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ｃｉｒ￣
ｒｈｉｆｏｌｉｕｍ)等ꎮ

藤本植物以巴豆藤 (Ｃｒａｓｐｅｄｏｌｏｂｉｕｍ ｓｃｈｏｃｈｉｉ)
占优势ꎬ 其它种类有羽叶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ｐｉｎ￣
ｎａｔａ)、 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ｇｌａｂｒａ)等ꎮ

附生植物极少见ꎮ
在 ５ 个样方(共 ２５００ ｍ２)内记录有维管束植

物 ９１ 种ꎬ 其中乔木(立木 ＋ 幼树)有 ５３ 种ꎬ 占

５８ ２％ꎻ 灌木 １４ 种ꎬ 占 １５４％ꎻ 草本 １１ 种ꎬ 占

１２１％ꎻ 藤本 １３ 种ꎬ 占 １４３％ꎮ
短刺栲林以短刺栲占绝对优势ꎬ 单位面积上植

物种数明显较木荷－刺栲林少ꎮ
(３)小果栲－滇银柴林

该群落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南部的勐腊县、 海

拔 １０００ ~ １８００ ｍ 之间的区域ꎮ
群落高 ２０ ~ ２５ ｍꎬ 乔木层通常仅 １ ~ ２ 层ꎮ

其中ꎬ 乔木第一层由常绿阔叶的壳斗科、 茶科和樟

科等树种组成ꎬ 覆盖度 > ８０％ꎬ 林冠整齐且彼此

相连ꎻ 乔木第二层常由大戟科、 茜草科、 桃金娘科

蒲桃属等树种组成ꎬ 覆盖度 １０％ ~ ３０％ꎮ 灌木层

由乔木幼树和灌木构成ꎬ 高度约 ２ ~ ４ ｍꎬ 覆盖度

２０％ ~ ４０％ꎮ 草本层植物种类较少ꎬ 也主要是上

层乔木幼苗ꎮ 林下比较空旷ꎬ 故常把草本层和灌木

层合并为灌草层ꎮ 乔木第二层、 灌木层和草本层植

物主要是热带成分ꎬ 层间藤本植物相对较少ꎬ 偶有

大型木质藤本和附生植物种类ꎬ 但数量不多ꎮ 在群

落中重要值最大的种类是小果栲ꎬ 其次是滇银柴、
木荷、 湄公栲、 截头石栎、 银叶栲(表 ３６３)ꎮ

表 ３ ６ ３　 小果栲－滇银柴林 (勐腊) 乔木层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６ 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ｌｅｕｒｙｉ－Ａｐｏｒｕ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多度
ＲＡ

相对显著度
ＲＤ

相对频度
ＲＦ

重要值
ＩＶ

小果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ｌｅｕｒｙｉ ２９.３０ ２２.７５ ５.８１ ５７.８６
云南银柴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５.７８ １３.７３ ５.８１ ２５.３３
红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１０.０５ ５.５８ ４.６５ ２０.２８
湄公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ｅ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１２.８８ １.７２ ３.４９ １８.０８
截果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ｓ ５.５３ ８.１５ ２.３３ １６.０１
银叶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ａｒｇｙ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８.４２ ５.３６ １.１６ １４.９５
丝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ｌ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 ７.５１ １.７２ ２.３３ １１.５５
水锦树 Ｗｅｎｄｌａｎｄｉａ ｕｖａｒｉｉｆｏｌｉａ ２.２２ ４.０８ ３.４９ ９.７８
黄杞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 ２.４９ ４.０８ ２.３３ ８.８９
黄牛木 Ｃｒａｔｏｘｙｌｕｍ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１.４１ ４.５１ ２.３３ ８.２４
柴龙树 Ａｐｏｄｙｔｅｓ ｄｉｍｉｄｉａｔａ １.２０ ２.５８ ３.４９ ７.２６
李榄 Ｃｈｉｏｎａｎｔｈｕｓ ｈｅｎｒｙａｎｕｓ １.３９ ２.３６ ２.３３ ６.０８
思茅崖豆藤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 ｌｅｐｔｏｂｏｔｒｙａ ０.４４ ３.００ ２.３３ ５.７７
野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ｋａｋｉ ｖａｒ.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１.４４ １.２９ ２.３３ ５.０５
紫金牛一种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ｓｐ. １.０６ ２.３６ １.１６ ４.５８
泥椎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ｅｎｅｓｔｒａｔｕｓ １.３５ １.５０ １.１６ ４.０１
木姜子一种 Ｌｉｔｓｅａ ｓｐ. ０.４１ ０.８６ ２.３３ ３.６０
蒲桃一种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ｓｐ. ０.１９ ０.８６ ２.３３ ３.３７
紫金牛另一种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ｓｐ. ０.３５ ０.６４ ２.３３ ３.３２
红花木犀榄 Ｏｌｅａ ｒｏｓｅａ ０.１０ ０.６４ ２.３３ ３.０７
石栎一种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ｐ. １.０５ ０.６４ １.１６ ２.８６
云树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０.８３ ０.８６ １.１６ ２.８５
艾胶算盘子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ｒｉｕｍ ０.０７ ０.４３ ２.３３ ２.８３
倒卵叶黄肉楠 Ａｃｔｉｎｏｄａｐｈｎｅ ｏｂｏｖａｔａ ０.４２ １.０７ １.１６ ２.６５
其它 ３３ 种 ＩＶ < ２ 的乔木
Ｏｔｈｅｒｓ ３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Ｖ < ２ ４.１２ ９.２３ ３８.３７ ５１.７２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注: 表中数据来自勐腊的调查样方ꎬ 海拔: １２００ ~ １４５０ ｍꎬ 面积: ５ (２５ × ２０)ｍ２ꎬ 坡向: 东－东北ꎬ 坡度: ５° ~ １５°ꎬ 群落高度: ２０ ~
２５ ｍꎬ 总覆盖度 > ９０％ꎬ 种数: ５７ꎬ 株数: ４６６ꎮ

Ｎｏｔｅｓ: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ｌｏｔ ｉｎ Ｍｅｎｇｌａꎻ Ａｌｔ.: １２００ － １４５０ ｍꎻ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５ (２５ × ２０) ｍ２ꎻ Ａｓｐｅｃｔ: Ｅａｓｔ￣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ꎻ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５° － １５°ꎻ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２０ － ２５ ｍꎻ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９０％ꎻ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ＢＨ > ５ ｃｍ): ５７ꎻ Ｎｏ. ｏｆ ｓｔｅｍｓ: 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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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５ 个样方(共 ２５００ ｍ２)内共记录有维管束

植物 １３１ 种ꎬ 其中乔木(立木 ＋ 幼树) ７４ 种ꎬ 占

５６５％ꎻ 灌木 １８ 种ꎬ 占 １３７％ꎻ 草本 ２１ 种ꎬ 占

１６％ꎻ 藤本 １８ 种ꎬ 占 １３７％ꎮ
(４)小果栲 ＋ 湄公栲林

该群落高达 ３０ ｍꎬ 有 ２ 个明显的乔木层ꎮ 其

中ꎬ 乔木上层高 ２０ ~ ３０ ｍꎬ 树冠郁闭ꎬ 以壳斗

科、 茶科和樟科植物为主ꎬ 以小果栲和湄公栲占优

势ꎬ 其它树种有木荷、 细毛润楠、 截头石栎、 红楣

等ꎬ 混生有一些热带成分如泰国黄叶树、 黄棉木

等ꎻ 乔木下层高 ３ ~ ２０ ｍꎬ 覆盖度 ５０％ ~ ６０％ꎬ
除上层乔木的幼树外ꎬ 还常见有红皮水锦树、 南方

紫金牛、 肥荚红豆、 云南山矾、 母猪果等 (表

３６４)ꎮ

表 ３ ６ ４　 小果栲 ＋ 湄公栲林乔木层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６ 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ｌｅｕｒｙｉ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ｅ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样方 Ｐｌｏｔ
样方编号 Ｐｌｏｔ ｃｏｄｅｓ

２００８－８ ２００８－７ ２００８－６ ２００８－５ ２００８－４
位置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陆拉村 Ｌｕｌａ 陆拉村 Ｌｕｌａ 陆拉村 Ｌｕｌａ 陆拉村 Ｌｕｌａ 陆拉村 Ｌｕｌａ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东北 ＮＥ 东北 ＮＥ 西 Ｗ 北 Ｎ 东北 ＮＥ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０° ０° ０° ５° ２０°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 １３００ １３５０ １４３００ １２６０ １１２０
样地面积 Ｐｌｏｔ ａｒｅａ (ｍ２)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多度 ＲＡ 相对频度 ＲＦ 相对显著度 ＲＤ 重要值 ＩＶ
小果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ｌｅｕｒｙｉ ２１.５５ ５.１３ ２１.２７ ４７.９５
湄公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ｅ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１５.７９ ６.４１ ２５.４８ ４７.６８
红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８.０２ ６.４１ １７.８８ ３２.３１
截果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ｓ １０.０３ ５.１３ １２.７９ ２７.９５
泥椎柯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ｅｎｅｓｔｒａｔｕｓ ７.０２ ３.８５ ３.２４ １４.１０
毛杨梅 Ｍｙｒｉｃａ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 ２.５１ ５.１３ ４.５８ １２.２１
丝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ｌ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 ２.５１ ６.４１ ３.１２ １２.０４
网叶山胡椒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ｍｅｔｃａｌｆ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ｄｉｃｔｙｏｐｈｙｌｌａ ５.２６ ５.１３ ０.５３
云南银柴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３.５１ ６.４１ ０.４０ １０.９２
红皮水锦树 Ｗｅｎｄｌａｎｄｉａ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ｓｕｂｓｐ.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 ６.０２ ２.５６ １.６３ １０.３２
粗壮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ａ ２.０１ ５.１３ １.２５ １０.２１
厚皮香 Ｔｅｒｎ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１.７５ ３.８５ １.３５ ８.３９
风吹楠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ｇｌａｂｒａ ３.０１ １.２８ ０.７０ ６.９５
滇南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ａｕｓｔｒｏ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２５ ２.５６ ０.６１ ４.９９
香面叶 Ｉｔｅａｄａｐｈｎｅ ｃａｕｄａｔａ １.００ ２.５６ ０.１３ ４.４２
臀果木 Ｐｙｇｅｕｍ ｔｏｐｅｎｇｉｉ １.００ ２.５６ ０.１２ ３.７０
云南棋子豆 Ｃｙｌｉｎｄｒｏｋｅｌｕｐｈａ ｋｅｒｒｉｉ ０.７５ ２.５６ ０.１１ ３.６９
茶梨 Ａｎｎｅｓｌｅａ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０.５０ ２.５６ ０.３２ ３.４２
越南安息香 Ｓｔｙｒａｘ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５０ ２.５６ ０.１２ ３.３８
瓦山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ｅｒａｔａｃａｎｔｈａ ０.５０ １.２８ ０.９９ ３.１９
鼠皮树 Ｒｈａｍｎｏｎｅｕｒｏｎ ｂａｌａｎｓａｅ １.２５ １.２８ ０.１８ ２.７８
浆果乌桕 Ｓａｐｉｕｍ ｂａｃｃａｔｕｍ ０.２５ １.２８ １.０７ ２.７２
思茅松 Ｐｉｎｕｓ ｋｅｓｉｙａ ０.２５ １.２８ ０.８９ ２.６０
泰国黄叶树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０.２５ １.２８ ０.６２ ２.４２
细毛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ｅｎｕｉｐｉｌｉｓ ０.５０ １.２８ ０.０８ ２.１５
艾胶算盘子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ｒｉｕｍ ０.５０ １.２８ ０.０７ １.８６
香花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ｐａｎａｍａｎｊａ ０.２５ １.２８ ０.２４ １.８５
野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ｋａｋｉ ｖａｒ.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０.２５ １.２８ ０.０４ １.７８
猴耳环 Ｐｉｔｈｅｃｅｌｌｏｂｉｕｍ ｃｌｙｐｅａｒｉａ ０.２５ １.２８ ０.０４ １.５７
红花木犀榄 Ｏｌｅａ ｒｏｓｅａ ０.２５ １.２８ ０.０３ １.５７
隐距越橘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ｅｘａｒｉｓｔａｔｕｍ ０.２５ １.２８ ０.０３ １.５６
石栎一种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ｐ. ０.２５ １.２８ ０.０２ １.５６
普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ａｓｓａｍｉｃａ ０.２５ １.２８ ０.０２ １.５６
大叶鼠刺 Ｉｔｅ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０.２５ １.２８ ０.０２ １.５６
合果木 Ｐａｒａ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ｂａｉｌｌｏｎｉｉ ０.２５ １.２８ ０.０２ １.５５
大叶鱼骨木 Ｃ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ｉｍｉｌｅ ０.２５ １.２８ ０.０１ １.５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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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下层主要是乔木幼树ꎬ 灌木种类不多ꎬ 以三

桠苦(Ｅｖｏｄｉａ ｌｅｐｔａ)、 山麻杆(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 ｔｉｌｉｉｆｏｌｉａ)、
毛管花(Ｅｒｉｏｓｏｌｅｎ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矾叶九节(Ｐｓｙ￣
ｃｈｏｔｒｉａ ｓｙｍｐｌｏｃｉｆｏｌｉａ)为常见种ꎮ

草本层十分发达ꎬ 高达 ２ ｍꎬ 覆盖度 ６０％ ~
７０％ꎬ 主 要 草 本 植 物 有 刚 莠 竹 ( Ｍｉｃｒｏｓｔｅｇｉｕｍ
ｓｐ.)、 紫云菜(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ｎｔｈｅｓ ｄｙｅｒｉａｎｕｓ)、 粉背菝

葜( Ｓｍｉｌａｘ ｈｙｐｏｇｌａｕｃａ)、 卷瓣沿阶草 (Ｏｐｈｉｏ￣
ｐｏｇｏ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ｕｓ)、 色萼花 (Ｃｈｒｏｅｓｔｈｅｓ ｐｕｂｉｆｌｏ￣
ｒａ)、 淡竹叶(Ｌｏｐｈａｔｈｅｒｕｍ ｇｒａｃｉｌｅ)、 山菅兰(Ｄｉａ￣
ｎｅｌｌａ ｅｎｓｉｆｏｌｉａ)等ꎮ

藤本植物以巴豆藤(Ｃｒａｓｐｅｄｏｌｏｂｉｕｍ ｓｃｈｏｃｈｉｉ)
占优势ꎬ 其它种类有红毛玉叶金花(Ｍｕｓｓａｅｎｄａ
ｈｏｓｓｅｉ)、 白花酸藤子(Ｅｍｂｅｌｉａ ｒｉｂｅｓ)等ꎮ 附生植

物常见有天南星科石柑(Ｐｏｔｈｏ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兰科

石槲(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ｓｐｐ.)、 石豆兰(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ｐｐ.)、 毛兰(Ｅｒｉａ ｓｐｐ.)等ꎮ

我们在布龙保护区保存相对较好的典型小果

栲 ＋湄公栲林群落地段ꎬ 即陆拉村苏二新寨对面山

坡、 山腰洼地和山顶洼地上分别设置了 ５ 个

５００ ｍ２的样地并进行群落学调查(表 ３６４)ꎮ
(５)四籽柳林

该群落是西双版纳山区山地沟谷的常绿阔叶

林的一个特殊类型ꎬ 主要分布在海拔 １６００ ｍ 以

上地区山间沟谷的水湿条件较好之处ꎮ 从外貌上

看ꎬ 四籽柳在冬季有一个短暂的不完全落叶期

(新叶与落叶并存)ꎬ 但整个群落季相变化不明

显ꎬ 基本上呈常绿季相ꎮ 四籽柳林群落高度为

２５ ~ ３０ ｍꎬ 覆盖度 > ９５％ꎻ 群落结构相对简单ꎬ
层次明显(乔木层、 幼树灌木层和草本层)ꎻ 四籽

柳在群落中占绝对优势ꎬ 其它常见种有女贞、 野

樱、 潺稿树、 毛果柃、 油茶、 毛野柿、 细毛润

楠、 大果楠木、 小叶女贞等ꎮ 林下草本植物较丰

富ꎬ 林内少见大型藤本植物ꎬ 但附生苔藓植物较

多ꎮ 草本层中蕨类植物种类较多ꎬ 以金星蕨科和

蹄盖蕨科为主(表 ３６５)ꎮ

表 ３ ６ ５　 四籽柳群落 (景洪大勐笼勐宋) 乔木层重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６ ５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ｌｉｘ ｔｅｔｒａｓｐｅｒｍａ ｆｏｒｅｓｔ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多度
ＲＡ

相对频度
ＲＦ

相对显著度
ＲＤ

重要值
ＩＶ

四籽柳 Ｓａｌｉｘ ｔｅｔｒａｓｐｅｒｍａ ２１.４３ １０.７２ ８５.９１ １１８.０６
小腊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 １４.２９ １０.７２ ０.９４ ２５.９５
滇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ｎａｎｍｕ ７.１４ １０.７２ １.８８ １９.７４
高盆樱桃 Ｃｅｒａｓｕｓ ｃｅｒａｓｏｉｄｅｓ ９.５２ ７.１４ ０.６０ １７.２６
毛果柃 Ｅｕｒｙａ ｔｒｉｃｈｏｃａｒｐａ ７.１４ ７.１４ ０.４８ １４.７６
油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４.７６ ７.１４ ２.５７ １４.４７
野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ｋａｋｉ ｖａｒ.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ｓ ４.７６ ７.１４ １.７６ １３.６６
细毛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ｔｅｎｕｉｐｉｌｉｓ ４.７６ ７.１４ ０.１７ １２.０７
大果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４.７６ ３.５７ ２.６８ １１.０１
皱叶小腊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 ｖａｒ. ｒｕｇｏｓｕｌｕｍ ４.７６ ３.５７ ０.１０ ８.４３
紫弹树 Ｃｅｌｔｉｓ ｂｉｏｎｄｉｉ ２.３８ ３.５７ １.１３ ７.０８
浆果楝 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 ２.３８ ３.５７ １.１３ ７.０８
中华桫椤 Ａｌｓｏｐｈｉｌａ ｃｏｓｔｕｌａｒｉｓ ２.３８ ３.５７ ０.２８ ６.２３
槭属一种 Ａｃｅｒ ｓｐ. ２.３８ ３.５７ ０.１８ ６.１３
印度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ｋｈａｓｉａｎａ ２.３８ ３.５７ ０.１０ ６.０５
潺槁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２.３８ ３.５７ ０.０５ ６.００
白花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ｓｐ. ２.３８ ３.５７ ０.０５ ６.０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注: 表中数据来自景洪大勐笼勐宋的调查样方ꎬ 编号: ２００２０１ꎬ 海拔: １６８０ ｍꎬ 面积: ６(１０ × １０)ｍ２ꎬ 坡向: 东南ꎬ 坡度: ０° ~３°ꎬ 群落
高度: ３０ ｍꎬ 总覆盖度 > ９５％ꎮ

Ｎｏｔｅｓ: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ｌｏｔ ｉｎ Ｄａｍｅｎｇｌｏｎｇꎬ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ꎻ Ｐｌｏｔ Ｎｏ.: ２００２０１ꎻ Ａｌｔ.: １６８０ ｍꎻ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６ (１０ × １０) ｍ２ꎻ Ａｓｐｅｃｔ: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ꎻ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０°－３°ꎻ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ｎｏｐｙ: ３０ ｍꎻ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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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６ ２　 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的生态特征

依据对木荷 ＋ 刺栲林和短刺栲林样地内所有

植物种的统计ꎬ 列出生活型谱(表 ３６６)和叶级谱

(表 ３６７)及叶缘、 叶尖、 叶质等特征(表 ３６８)ꎮ
西双版纳的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中ꎬ 高位芽植

物共计 ８２７％ ~ ８７９％ꎬ 其中包括藤本高位芽植

物 １４２９％ ~ １４６７％、 大高位芽 ２６７％ ~ ３３０％、

中高位芽 ２４１８％ ~ ２４６７％、 小高位芽 ３０６７％ ~
３０７７％和矮高位芽 １０００％ ~ １５３８％ꎮ

在叶级谱上ꎬ 中叶占 ６６％ ~ ７０％ꎬ 小叶占

２２７％ ~ ２９７％ꎬ 大叶占 ２２％ ~ ６７％ꎮ
在叶质、 叶缘、 叶尖上ꎬ 革质叶占 ５８％ ~

６０％ꎻ 全缘叶占 ７０％ ~ ７６９％ꎮ 以成熟植物叶统

计ꎬ 非尾尖约占 ８１％ꎮ 落叶种类约占 ８％ ~ １４％ꎮ

表 ３ ６ ６　 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植物生活型谱
Ｔａｂｌｅ ３ ６ ６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森林类型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藤本高位芽
Ｌｐｈ

大高位芽
Ｍｅｇａｐｈ

中高位芽
Ｍｅｓｏｐｈ

小高位芽
Ｍｉｃｒｏｐｈ

矮高位芽
Ｎａｎｏｐｈ

地上芽
Ｃｈ

地面芽
Ｈ

地下芽
Ｇ

合计
Ｔｏｔａｌ

木荷 ＋ 刺栲林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 ｆｏｒｅｓｔ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２ ４ ３７ ４６ １５ １５ １０ １ １５０

百分比(％) １４.６７ ２.６７ ２４.６７ ３０.６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６７ ０.６７ １００.００

短刺栲林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ｃｈｉｎｏｃａｒｐａ ｆｏｒｅｓｔ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３ ３ ２２ ２８ １４ ６ ３ ２ ９１

百分比(％) １４.２９ ３.３０ ２４.１８ ３０.７７ １５.３８ ６.５９ ３.３０ ２.２０ １００.００

　 　 Ｎｏｔｅ: Ｈꎬ ｈｅｍｉｃｒｙｐｔｏｐｈｙｔｅ.

表 ３ ６ ７　 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植物叶级谱
Ｔａｂｌｅ ３ ６ ７　 Ｌｅａｆ ｓｉｚ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森林类型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微叶
Ｎａｎｏｐｈｙｌｌ

小叶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

中叶
Ｍｅｓｏｐｈｙｌｌ

大叶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

合计
Ｔｏｔａｌ

木荷 ＋ 刺栲林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 ｆｏｒｅｓｔ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３４ １０５ １０ １５０

百分比(％) ０.７ ２２.７ ７０.０ ６.７ １００.００

短刺栲林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ｃｈｉｎｏｃａｒｐａ ｆｏｒｅｓｔ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 ２７ ６０ ２ ９１

百分比(％) ２.２ ２９.７ ６５.９ ２.２ １００.００

表 ３ ６ ８　 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植物叶缘、 叶尖、 叶质和落叶习性
Ｔａｂｌｅ ３ ６ ８　 Ｌｅａｆ ｍａｒｇｉｎｓꎬ ｌｅａｆ ａｐｅｘｅｓꎬ ｌｅａｆ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森林类型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叶缘
Ｌｅａｆ ｍａｒｇｉｎ

叶尖
Ｌｅａｆ ａｐｅ

叶质
Ｌｅａｆ ｔｅｘｔｕｒｅ

落叶习性
Ｌｅａｆ ｈａｂｉｔ

全缘
Ｅ

非全缘
ＮＥ

尾尖
Ｃａ

非尾尖
ＮＣａ

革质
Ｌｅ

非革质
ＮＬｅ

常绿
ＥＧ

落叶
Ｄ

木荷 ＋ 刺栲林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 ｆｏｒｅｓｔ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０５ ４５ ２８ １２２ ８７ ６３ １３８ １２

百分比(％) ７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８.６７ ８１.３３ ５８.００ ４２.００ ９２.００ ８.００

短刺栲林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ｃｈｉｎｏｃａｒｐａ ｆｏｒｅｓｔ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７０ ２１ １７ ７４ ５５ ３６ ７８ １３

百分比(％) ７６.９２ ２３.０８ １８.６８ ８１.３２ ６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８５.７１ １４.２１

　 　 Ｎｏｔｅｓ: ＮＬｅꎬ Ｎｏｎ￣ｌｅａｔｈｅｒｙꎻ ＮＥꎬ Ｎｏｎ￣ｅｎｔｉｒｅꎻ ＥＧꎬ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ꎻ Ｄꎬ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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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的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在群落结构和

生态表现上比较一致ꎬ 但在种类组成特别是优势树

种组成上却较为多样化ꎬ 反映了按优势种区分的不

同类型群落可能是处于不同的演替阶段ꎮ
３ ６ ３　 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的植物区系及地理成分

基于 ４ 个分别设置在勐仑、 菜阳河、 勐宋和南

贡山的面积均为 ０２５ ｈｍ２样方(共 １ ｈｍ２)ꎬ 记录

有种子植物 ９５ 科 ２２３ 属 ３５１ 种(包括变种和亚

种)ꎬ 并对其进行植物区系分析ꎮ
在种子植物中ꎬ 按种数多少依次排列为: 樟

科、 大戟科、 茜草科、 豆科、 壳斗科、 紫金牛科、
茶科等ꎮ 在地理成分组成上ꎬ 热带分布科占总科数

的 ６８４２％ꎻ 在热带分布科中ꎬ 以泛热带分布科最

多ꎬ 占总科数的 ４３１６％ꎮ 西双版纳热带山地常绿

阔叶林植物区系以热带、 亚热带成分占优势ꎮ
在属的地理成分组成上ꎬ 热带分布属占总属数

的 ８３８６％ꎮ 在热带分布属中ꎬ 又以泛热带分布属

最多ꎬ 占总属数的 ２７３５％ꎻ 其次为热带亚洲分布

属ꎬ 占总属数的 ２１０８％ꎻ 旧世界热带分布属占总

属数的 １２５６％ꎻ 温带分布属和东亚分布属仅占

１２１１％ (表 ３６９)ꎮ
种的分布类型中ꎬ 各类热带分布的种最多(以

热带亚洲成分占优势)ꎬ 共占总种数的 ７０３７％ꎮ
分布区类型的分析表明ꎬ 西双版纳热带山地常绿阔

叶林种子植物区系具有热带亚洲植物区系的特点ꎬ
属于马来西亚植物区系的一部分(表 ３６１０)ꎮ

表 ３ ６ ９　 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３.６.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ｓ

属数
Ｎｏ. ｏｆ ｇｅｎｕｓ

占属百分数
％ ｇｅｎｅｒａ

１. 世界分布 ７ ３.１４

２. 泛热带分布 ６１ ２７.３５

　 ２－２. 热带亚洲、 非洲和中、 南美洲间断分布 ３ １.３５

３.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７ ３.１４

４. 旧世界热带分布 ２８ １２.５６

　 ４－１. 热带亚洲、 非洲(或东非、 马达加斯加)和大洋洲间断分布 ２ ０.９０

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１７ ７.６２

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１１ ４.９３

　 ６－２. 热带亚洲和东非或马达加斯加间断分布 １ ０.４５

７. 热带亚洲(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４７ ２１.０８

　 ７－１. 爪哇(或苏门达腊)、 喜马拉雅间断或星散分布到华南、 西南 ４ １.７９

　 ７－３. 缅甸、 泰国至华西南分布 １ ０.４５

　 ７－４. 越南(或中南半岛)至华南(或西南)分布 ５ ２.２４

８. 北温带分布 ６ ２.６９

　 ８－４.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 ２ ０.９０

９.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１２ ５.３８

１０. 旧世界温带分布 １ ０.４５

１１. 温带亚洲分布 １ ０.４５

　 １２－３. 地中海区至温带－热带亚洲、 大洋洲和南美洲间断分布 １ ０.４５

１４. 东亚分布 ３ １.３５

１４.(ＳＨ)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１ ０.４５

１５. 中国特有分布 ２ ０.９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２３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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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６ １０　 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种子植物种的分布区类型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６ １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种分布区类型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ｅｓ

种数
Ｎｏ.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种百分数
％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 世界分布 ２ ０.５７

２. 泛热带分布 ７ １.９９

３. 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 １ ０.２８

４. 旧世界热带分布 ３ ０.８５

　 ４－１. 热带亚洲、 非洲(或东非、 马达加斯加)和大洋洲间断分布 １ ０.２８

５. 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７ １.９９

６. 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４ １.１４

７. 热带亚洲分布及变型

　 ７－１. 印度－马来西亚分布 ７５ ２１.３７

　 ７－２. 南亚－大陆东南亚分布 ５７ １６.２４

　 ７－３. 大陆东南亚－中国南部分布 ９２ ２６.２１

　 　 　 (热带亚洲分布及变型合计) (２２４) (６３.８２)

　 　 　 (热带成分合计) (２４７) (７０.３７)

９. 东亚和北美洲间断分布 １ ０.２８

１４. 东亚分布 ７ １.９９

　 １４ (ＳＨ)中国－喜马拉雅分布 ２ ０.５７

　 １４ (ＳＪ)中国－日本分布 １ ０.２８

１５. 中国特有分布及其变型

　 １５－１. 中国西南或至华南分布 ５０ １４.２５

　 １５－２. 云南特有分布 ４１ １１.６８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３ ７　 暖热性针叶林

(１)思茅松林

在西双版纳还有一定面积的热带山地常绿阔

叶林被破坏后演替形成的思茅松林ꎬ 我们分别在

西南部的布龙保护区和北部的松山林做了样地调

查ꎮ
在布龙保护区ꎬ 思茅松林乔木层以思茅松占绝

对优势ꎬ 伴生有湄公栲、 截头石栎、 伞花冬青、 红

木荷、 短刺栲、 短尾鹅耳枥、 南酸枣、 西南桦、 岗

柃、 滇银柴、 余甘子、 细毛润楠、 华南吴萸、 毛杨

梅、 猴耳环、 南亚泡花树、 野漆树、 红皮水锦树等

(表 ３７１)ꎮ
在松山林ꎬ 思茅松林群落高度为 ２０ ~ ２５ ｍꎬ

乔木层以思茅松占优势ꎬ 以红皮水锦树为亚优势

种ꎬ 伴生种有狗骨头、 余甘子、 西南木荷、 茶梨、
红锥、 云南越桔、 滇边蒲桃、 泥柯、 西南桦、 齿叶

黄杞等ꎮ
林下灌草层主要由乔木幼树组成ꎬ 其它植物有

大叶千斤拔(Ｆｌｅｍｉｎｇｉ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多花野牡

丹(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 ａｆｆｉｎｅ)、 黑面神 (Ｂｒｅｙｎｉ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
ｓａ)、 三桠苦(Ｅｖｏｄｉａ ｌｅｐｔａ)、 老鸦糊(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ｇｉｒａｌｄｉｉ)、 长叶紫珠(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白茅

(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 淡 竹 叶 ( Ｌｏｐｈａｔｈｅｒｕｍ
ｇｒａｃｉｌｅ)、 扭鞘香茅(Ｃｙｍｂｏｐｏｇｏｎ ｔｏｒｔｉｌｉｓ)等ꎮ 藤

本植物有灯油藤(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灰毛白

鹤藤 ( Ｐｏｒａｎｏｐｓｉｓ ｄｉｓｃｉｆｅｒａ )、 土 密 藤 ( Ｂｒｉｄｅｌｉａ
ｓｔｉｐｕｌａｒｉｓ)、 独子藤(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ｍｏｎｏｓｐｅｒｍｕｓ)等ꎮ
３ ８　 竹林

(１)黄竹林

黄竹林是一种河岸季雨林被破坏后形成的次生

植被ꎬ 在西双版纳各主要河流的河岸和一些石灰岩

山地均有分布ꎬ 特别是在澜沧江河岸有较大的面

积ꎮ 该群落类型除优势种黄竹外ꎬ 其它阔叶树主要

有钝叶黄檀、 绒毛苹婆、 毛果扁担杆、 居间紫薇、
厚皮树、 桂火绳等ꎬ 林下也见有篦齿苏铁 (图

３８１ꎬ 表 ３８１ꎬ 表 ３８２)ꎮ

１１７　 第 ５ 期　 　 　 　 　 　 　 　 　 　 　 　 　 　 　 　 朱 华等: 西双版纳森林植被研究



表 ３ ７ １　 思茅松林样方 (布龙保护区)
Ｔａｂｌｅ ３ ７ １　 Ｐｌｏ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Ｐｉｎｕｓ ｋｅｓｉｙａ ｖａｒ. ｌａｎｇｂ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显著度
ＲＤ

相对多度
ＲＡ

多优度
ＲＡ ＋ ＲＤ

思茅松 Ｐｉｎｕｓ ｋｅｓｉｙａ ５１.１９ ３１.９１ ８３.１１

湄公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ｅ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９.２２ １０.６４ １９.８６

截头石栎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ｓ ８.７１ ５.３２ １４.０３

伞花冬青 Ｉｌｅｘ ｇｏｄａｊａｍ ６.５０ ５.３２ １１.８２

红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４.４１ ６.３８ １０.７９

短刺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ｅｃｈｉｄｎｏｃａｒｐａ ３.１０ ５.３２ ８.４２

短尾鹅耳枥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ｌｏｎｄｏｎｉａｎａ １.７９ ２.１３ ３.９２

南酸枣 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 １.７３ ２.１３ ３.８５

西南桦 Ｂｅｔｕｌａ ａｌｎｏｉｄｅｓ １.７０ ２.１３ ３.８３

岗柃 Ｅｕｒｙａ ｇｒｏｆｆｉｉ ０.６４ ３.１９ ３.８３

滇银柴 Ａｐｏｒｕ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７４ ２.１３ ２.８７

隐距越桔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ｅｘａｒｉｓｔａｔｕｍ ０.５７ ２.１３ ２.７０

余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 ０.５７ ２.１３ ２.７０

细毛润楠 Ｐｅｒｓｅａ ｔｅｎｕｉｐｉｌｉｓ ０.５０ ２.１３ ２.６３

华南吴萸 Ｔｅｔｒａｄｉｕｍ ａｕｓｔｒｏｓｉｎｅｎｓｅ １.２２ １.０６ ２.２８

毛杨梅 Ｍｙｒｉｃａ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 １.２２ １.０６ ２.２８

猴耳环 Ｐｉｔｈｅｃｏｌｏｂｉｕｍ ｃｌｙｐｅａｒｉａ ０.９１ １.０６ １.９７

南亚泡花树 Ｍｅｌｉｏｓｍａ ａｒｎｏｔｔｉａｎａ ０.９１ １.０６ １.９７

野漆树 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ｕｃｃｅｄａｎｅｕｍ ０.９１ １.０６ １.９７

红皮水锦树 Ｗｅｎｄｌａｎｄｉａ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０.７０ １.０６ １.７６

木紫珠 Ｃａｌｌｉｃａｒｐ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 ０.７０ １.０６ １.７６

杯斗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ｌ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 ０.６２ １.０６ １.６８

茶梨 Ａｎｎｅｓｌｅａ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０.４７ １.０６ １.５３

印度血桐 Ｍａｃａｒａｎｇａ ｉｎｄｉｃａ ０.２７ １.０６ １.３３

银柴 Ａｐｏｒｕｓａ ｏｃｔａｎｄｒａ ０.１７ １.０６ １.２４

滇南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ｇａｒｒｅｔｔｉｉ ０.１４ １.０６ １.２０

毛叶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 ０.１４ １.０６ １.２０

柴龙树 Ａｐｏｄｙｔｅｓ ｄｉｍｉｄｉａｔａ ０.１０ １.０６ １.１６

黑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ｆｕｓｃａ ０.１０ １.０６ １.１６

粗糠柴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０７ １.０６ １.１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注: 表中数据来自布龙保护区的调查样方ꎬ 海拔: １１８０ ~ １３００ ｍꎬ 面积: ２(２０ × ２５)ｍ２ꎬ 坡向: 东北ꎬ 坡度: ５°ꎮ
Ｎｏｔｅｓ: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ｌｏｔ ｉｎ Ｂｕｌｏ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ꎻ Ａｌｔ.: １１８０ － １３００ ｍꎻ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ｌｏｔ: ２ (２０ × ２５) ｍ２ꎻ Ａｓｐｅｃｔ: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ꎻ Ｓｌｏｐｅ

ｄｅｇｒｅｅ: ５°.

４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与东南亚热带雨林的

生物地理关系

４ １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与东南亚热带雨林植被的

比较

４ １ １　 群落垂直结构的比较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与一些东南亚赤道地区热

带雨林群落垂直结构特征的比较详见图 ４１ꎮ 垂直

结构是热带雨林分类的关键[１０４]ꎬ 按一般划分标准ꎬ
热带雨林的乔木层应具有最适的 ３ 层结构ꎬ 这是基

本的结构分类特点ꎮ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与其他热

带雨林一样ꎬ 具有 ３ 个乔木层(或 ４ 层)结构ꎬ 故其

属于热带雨林ꎮ 三层乔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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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一般情况下ꎬ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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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毛果扁担杆Ｇｒｅｗｉａ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ａꎻ ２. 银柴 Ａｐｏｒｕｓａ ｄｉｏｉｃａꎻ ３. 居间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ꎻ ４. 钝叶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ｏｂ￣
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ꎻ ５. 云南翅子藤 Ｌｏｅｓｅｎｅｒｉｅｌｌ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ꎻ ６. 黄竹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ꎮ

图 ３ ８ １　 黄竹 ＋ 桂火绳林结构图 (李保贵绘)
Ｆｉｇ ３ ８ １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 Ｅｒｉｏｌａｅｎａ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Ｂ Ｇ Ｌｉ)

表 ３ ８ １　 黄竹林 (２０ × ２５ ｍ２) 样方
Ｔａｂｌｅ ３ ８ １　 Ｐｌｏ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ｆｏｒｅｓｔ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多度
ＲＡ

相对显著度
ＲＤ

多优度
ＲＡ ＋ ＲＤ

黄竹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９３.３０ ２２.８７ １１６.１７
毛果扁担杆 Ｇｒｅｗｉａ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ａ １.６０ ５３.２６ ５４.８３
云南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 ０.８０ １３.０８ １３.８７
钝叶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 ２.００ ５.７１ ７.６８
珠仔树 Ｓｙｍｐｌｏｃｏｓ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 ０.４０ ４.２６ ４.６６
绒毛苹婆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０.８０ ０.３０ １.０９
银柴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ｄｉｏｉｃａ ０.４０ ０.１９ ０.５８
余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 ０.４０ ０.１９ ０.５８
厚皮树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 ０.４０ ０.１５ ０.５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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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８ ２　 黄竹 ＋ 桂火绳群落 (２０ × ２５ ｍ２) 样方
Ｔａｂｌｅ ３ ８ ２　 Ｐｌｏｔ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 Ｅｒｉｏｌａｅｎａ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ｆｏｒｅｓｔ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相对多度
ＲＡ

相对显著度
ＲＤ

多优度
ＲＡ ＋ ＲＤ

黄竹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９０.０５ ２.８８ ９２.９０
桂火绳 Ｅｒｉｏｌａｅｎａ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１.５７ ２８.５１ ３０.１０
钝叶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 １.５７ ２１.０６ ２２.６０
黑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ｃｕｌｔｒａｔａ １.５７ １９.４８ ２１.１０
毛果扁担杆 Ｇｒｅｗｉａ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ａ ２.６２ １５.９６ １８.６０
黄豆树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ｐｒｏｃｅｒａ ０.５２ １１.３ １１.８０
家麻树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ｐｅｘａ １.０５ ０.６ １.７０
厚皮树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 １.０５ ０.２１ １.３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交热带雨林及低地雨林分层不明显ꎬ 单优雨林及山

地雨林分层较明显ꎻ 低地混交雨林乔木中层具有最

大覆盖度ꎬ 是林冠的主要构成者ꎻ 单优雨林和山地

雨林 则 趋 于 乔 木 上 层ꎬ 其 树 冠 连 续ꎬ 构 成 林

冠[１０６]ꎮ 西双版纳的混交性热带雨林和龙脑香单优

热带雨林均有赤道地区低地混交热带雨林的结构特

征ꎮ
云南的望天树单优雨林分布在海拔 ７００ ｍ 以

上山地(若在同纬度的其它地区ꎬ 则此海拔属于山

地雨林的分布范围)ꎬ 但林冠主要由乔木中层构

成ꎬ 乔木上层树冠不连续ꎬ 高耸于林冠层之上ꎬ 有

明显的散生巨树(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ｓ)ꎬ 即具有低地雨林的

结构特征ꎮ 植被垂直带在延绵的山区高于小而独立

的尖峰或山脊ꎬ 在远离海岸的山地高于海滨山岭ꎬ
这是海拔升高效应(Ｍａｓｓｅｎｅｒｈｅｂｕｎｇꎬ ｏｒ ｍａｓｓ ｅｌ￣
ｅ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ꎮ 对于望天树林的分布ꎬ 除了海拔

升高效应外ꎬ 还受到特殊地势地貌的影响ꎬ 并且后

者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ꎮ
４ １ ２　 生活型谱的比较

云南热带雨林与赤道地区热带雨林[１０６] 的生活

型谱比较详见图 ４２ꎮ 云南热带季节雨林的生活型

谱十分接近巴西热带雨林ꎬ 不同之处是其藤本植物

更丰富ꎬ 大、 中高位芽植物相对较少ꎮ 云南热带季

节雨林的生活型谱基本上属于低地热带雨林类型ꎬ
并非山地雨林ꎻ 其藤本植物丰富ꎬ 是季风热带雨林

的特色ꎻ 大中高位芽植物相对较少ꎬ 反映了该群落

在纬度和海拔上已处于极限分布范围ꎬ 有向亚热带

森林及热带山地雨林过渡的趋势ꎮ
４ １ ３　 叶级谱的比较

云南热带雨林与东南亚热带雨林和美洲热带雨

林叶级谱的比较详见图 ４３ꎮ 云南热带季节雨林叶

级谱与印度东北部的(低地)热带雨林最接近ꎬ 它

们的小叶比例均较高ꎮ 热带雨林叶级谱以中叶占优

势ꎬ 云南热带雨林亦以中叶占优势ꎬ 故其属于热带

雨林叶级谱ꎮ 赤道地区的热带雨林即典型的热带雨

林中ꎬ 中叶和大叶植物合计占 ９０％以上ꎮ 而云南的

热带雨林中叶和大叶合计占 ８０％以上ꎬ 但小叶比

例偏高ꎬ 可能是季节性干旱以及该群落在纬度和海

拔极限条件下还受一定热量不足的影响所致ꎮ
４ １ ４　 种类丰富度的比较

由不同地区热带雨林种 /面积曲线的比较(图
４ ４)可知ꎬ 西双版纳龙脑香热带雨林的单位面积

种数低于典型东南亚低地热带雨林但高于非州热

带雨林ꎬ 即龙脑香热带雨林单位面积上的物种多

样性低于典型东南亚低地热带雨林但高于非州热

带雨ꎮ
综上分析ꎬ 云南热带雨林具有东南亚湿润低地

热带雨林的垂直结构特征ꎬ 具有接近典型赤道雨林

的生活型谱、 叶级谱及叶质、 叶型特征ꎬ 亦具有与

典型热带雨林相当的种类丰富度、 乔木径级分布及

种 /个体关系ꎬ 故其应划归热带雨林ꎮ 同时ꎬ 由于

是在具有明显干湿变化的热带季风气候下发育ꎬ 云

南热带雨林上层乔木中有一定比例的落叶树种存

在ꎬ 林中附生植物相对较少而藤本植物丰富ꎬ 乔木

树种中的小叶比例也相对较高ꎬ 这些特点又不同于

终年湿润多雨的赤道地区的湿润雨林ꎬ 但整体来看

云南热带雨林的雨林特征占优势ꎬ 把它作为热带雨

林的一种类型—热带季节雨林即在季风气候下发育

的热带雨林是完全适合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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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新几内亚热带雨林[１０７] ꎻ Ｂ: 文莱低地热带雨林[１０８] ꎻ Ｃ: 西双版纳龙脑香林ꎮ
Ａ: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１０７] ꎬ Ａｌｔ. ６００ ｍꎻ Ｂ: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Ｂｒｕｎｅｉ[１０８] ꎻ Ｃ: 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ꎬ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ｌｔ. ７００ ｍ.

图 ４ １　 云南热带雨林与马来西亚热带雨林群落结构的比较
Ｆｉｇ ４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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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群落生活型谱ꎻ Ｂ: 高位芽植物ꎻ ＬＨＳＲ: 云南低丘热带季节雨林ꎻ ＲＳＲ: 云南沟谷热带季节雨林ꎻ ＴＭＲＦ: 云南热带山地雨林ꎻ ＬＲＦＢ: 巴
西(低地)热带雨林[１０９] ꎻ Ｅｐ: 附生植物ꎻ Ｐｈ: 高位芽植物ꎻ Ｃｈ: 地上芽植物ꎻ Ｇ: 地下芽植物ꎻ Ｌｐｈ: 藤本高位芽植物ꎻ Ｍｅｇａ－Ｍｅｓｏｐｈ: 大
高位芽植物 ＋ 中高位芽植物ꎻ Ｍｉｃｒｏ－Ｎａｎｏｐｈ: 小高位芽植物 ＋ 矮高位芽植物ꎮ 下同ꎮ
Ａ: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ｓꎻ Ｂ: 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ｓꎻ ＬＨＳＲ: Ｌｏｗｅｒ ｈｉｌｌ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ꎻ ＲＳＲ: Ｒａｖｉｎ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ꎻ ＴＭＲ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Ｍｅｎｇｓｏｎｇꎬ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ꎻ ＬＲＦＢ: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Ｂｒａ￣
ｚｉｌ[１０９] ꎻ Ｅｐ: Ｅｐｉｐｈｙｔｅꎻ Ｐｈ: 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ꎻ Ｃｈ: Ｃｈａｍａｅｐｈｙｔｅꎻ Ｇ: Ｇｅｏｐｈｙｔｅꎻ Ｌｐｈ: Ｌｉａｎａ 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ꎻ Ｍｅｇａ－Ｍｅｓｏｐｈ: Ｍｅｇａｐｈａ￣
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 Ｍｅｓｏ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ꎻ Ｍｉｃｒｏ－Ｎａｎｏｐｈ: Ｍｉｃｒｏ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 Ｎａｎｏｐｈａｎｅｒｏｐｈｙｔ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４ ２　 云南热带雨林与赤道地区热带雨林生活型谱的比较
Ｆｉｇ ４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ｆｒｏｍ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ｌｏｗｌａｎ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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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ＲＦＩ: 印度(低地)热带雨林[１１０] ꎻ ＬＲＦＰ: 菲律滨(低地)热带雨林[１１０] ꎻ ＬＭＦＰ: 菲律滨低山雨林[４１] ꎻ ＬＲＦＢ: 婆罗洲(低地)热带雨林[１１２] ꎻ
ＥＳＦＴ: 美洲(低地)常绿热带季节雨林[９４] ꎻ ＥＲＦＢ: 巴西赤道热带雨林[１０９] ꎻ ＷＥＦＮ: 非洲尼日利亚热带常绿雨林[４１] ꎻ Ｌｅｐｔｏ: 鳞叶ꎻ Ｎａｎｏ:
微叶ꎻ Ｍｉｃｒｏ: 小叶ꎻ Ｍｅｓｏ: 中叶ꎻ Ｍａｃｒｏ: 大叶ꎻ Ｇｉｇａｎ: 巨叶ꎮ 下同ꎮ
ＬＲＦＩ: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Ｉｎｄｉａ[１１０] ꎻ ＬＲＦＰ: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１１１] ꎻ ＬＭＦＰ: Ｌｏｗｅｒ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４１] ꎻ ＬＲＦＢ: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Ｂｏｒｎｅｏ[１１２] ꎻ ＥＳＦＴ: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９４] ꎻ ＥＲＦＢ: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
ｒｅｓｔ ｉｎ Ｍｕｃａｍｂｏꎬ Ｂｒａｚｉｌ[１０９] ꎻ ＷＥＦＮ: Ｗｅｔ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４１] ꎻ Ｌｅｐｔｏ: Ｌｅｐｔｏｐｈｙｌｌꎻ Ｎａｎｏ: Ｎａｎｏｐｈｙｌｌꎻ Ｍｉｃｒｏ: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ꎻ Ｍｅ￣
ｓｏ: Ｍｅｓｏｐｈｙｌｌꎻ Ｍａｃｒｏ: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ꎻ Ｇｉｇａｎ: Ｇｉｇａｎｔｏｐｈｙｌｌ.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４ ３　 云南热带雨林与赤道地区热带雨林叶级谱的比较
Ｆｉｇ ４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ｆ ｓｉｚ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ｆｒｏｍ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ｌｏｗｌａｎｄｓ

４ ２　 云南热带雨林植物区系与东南亚热带雨林植

物区系的关系

云南的热带雨林由于其地理位置属于东南亚热

带雨林的北部边缘类型ꎬ 与东南亚热带雨林在植物

区系组成上表现为既相同又有区别ꎬ 且以相同为

主ꎮ 相同的是它们属于同一热带雨林群系ꎬ 西双版

纳热带雨林大多都属于此情况ꎻ 云南热带雨林的较

多属、 种均为热带成分ꎬ 它们的主产热带的科、 属

在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亦占主要地位和是含有丰富

属、 种的科、 属ꎬ 而在前者中不具优势的、 仅含少

数或个别属、 种的主产温带或亚热带的科、 属在后

者中大多也处于同样地位ꎮ 不同的是云南热带雨林

作为东南亚热带雨林的热带北缘类型ꎬ 热带性强的

一些科、 属如龙脑香科、 野牡丹科、 藤黄科、 棕榈

科、 桃金娘科、 肉豆蔻科、 山榄科、 五桠果科等及

玉蕊属、 橄榄属、 暗罗属、 峰斗草属、 新鸟檀属等

在东南亚热带雨林中发展了极其丰富的属、 种ꎬ 而

在云南热带雨林植物区系中仅有少数或个别属、
种ꎻ 在东南亚热带核心地区才具有的真正热带科、
属如 Ａｎｉｓ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Ｍａｔ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等ꎬ 在云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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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Ｂ.: 婆罗洲热带雨林[１１３] ꎻ Ｌ Ｋ.: 加里曼丹热带雨林[１１３] ꎻ Ｓ Ｉ.: 印度尼西亚热带雨林[１１３] ꎻ Ｊ Ｍ.: 马来西亚
热带雨林[１１４] ꎻ Ｔ Ｓ.: 苏拉威西热带雨林[１１４] ꎻ ＤＳＲＦ: 西双版纳龙脑香热带雨林ꎻ Ｋ Ｓ.: 苏门答腊热带雨林[１１３] ꎻ
Ｋａｄｅ: 非洲加纳热带雨林[８７] ꎮ
Ｗ Ｂ.: Ｗａｎａｒｉｓｅｔꎬ Ｂｏｒｎｅｏ[１１３] ꎻ Ｌ Ｋ.: Ｌｅｍｐａｋｅꎬ Ｋａｌｉｍａｎｔａｎ[１１３] ꎻ Ｓ Ｉ.: Ｓｅｋｕｎｄｕｒꎬ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１１３] ꎻ Ｊ Ｍ.:
Ｊａｒｏꎬ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１１４] ꎻ Ｔ Ｓ.: Ｔｏｒａｕｔꎬ Ｓｕｌａｗｅｓｉ[１１４] ꎻ ＤＳＲＦ: 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ꎻ
Ｋ Ｓ.: Ｋｅｔａｍｂｅꎬ Ｓｕｍａｔｒａ[１１３] ꎻ Ｋａｄｅ: Ｋａｄｅꎬ Ｇｈａｎａ[８７] .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Ｇｈａｎａ ａｎｄ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ｎｏｎ￣
ｃｏｎｔｉｇｕｏｕｓ ｐｌｏｔｓꎬ ａｌｌ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ｔｉｇｕｏｕｓ ｐｌｏｔｓ. ＤＳＲＦ: Ｔ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ＢＨ > ５ ｃｍꎻ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ｙｐｅｓ:
ｔ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ＢＨ > １０ ｃｍ.

图 ４ ４　 不同地区热带雨林种 /面积曲线的比较
Ｆｉｇ ４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ａｒｅａ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其邻近地区则完全不存在ꎮ
若与具体的东南亚各种热带雨林群落相比较ꎬ

则更能具体反映出云南热带雨林与它们之间的异

同ꎮ 云南热带雨林群落单位面积上含乔木树种最多

的 １５ 个科与大多数东南亚热带雨林群落类似ꎬ 且

在多数科的排名上也是接近的(图 ４５ꎬ 图 ４６ꎬ 图

４７ꎬ 图 ４８)ꎮ
云南热带雨林群落中重要值大的科大多数也在

东南亚各热带雨林群落中具有相似的地位ꎮ 例如ꎬ
在西双版纳龙脑香林中ꎬ 龙脑香科排名第一ꎬ 大戟

科排名第三ꎬ 这与在大多数东南亚热带雨林群落中

的排名一致ꎻ 其它排名靠前的樟科、 无患子科、 壳

斗科、 楝科、 桑科、 茶茱萸科在群落中的地位较显

著ꎬ 亦为其云南热带雨林特点ꎮ
在植物区系上[３０]ꎬ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与马来

半岛植物区系的相似性系数在科水平上达 ８３９％ꎬ
在属水平上达 ６４５％ꎻ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与海南

热带植物区系的相似性系数在科水平上为 ８７９％ꎬ
在属水平上为 ６５９％ꎮ 虽然西双版纳远离马来半

岛ꎬ 但它们之间植物区系的相似性仅稍低于相距较

近的西双版纳与海南之间植物区系的相似性ꎬ 说明

西双版纳植物区系与马来西亚热带植物区系之间有

着密切的联系ꎮ
综上分析ꎬ 云南的热带雨林植物区系具有与东

南亚的热带雨林完全共通的科ꎬ 其大多数的属与后

者共有ꎬ 特别是乔木层科的组成及数量特征上与后

者非常类似ꎮ 云南热带雨林植物区系具有占总属数

４０％的热带亚洲分布属和占总种数 ７０％以上的热

带亚洲种ꎮ 这些特点反映了云南热带雨林植物区系

属于东南亚热带雨林区系的一部分ꎬ 二者之间有极

为密切的联系ꎮ
云南热带雨林植物区系因地处东南亚热带北

缘ꎬ 一些在东南亚热带雨林中有充分发展的热带

性较强的科属在云南热带雨林中却仅有少数属

种ꎬ 而在东南亚热带核心地区具有的真正热带科

属则在云南热带雨林中不存在ꎮ 同时ꎬ 云南热带

雨林植物区系也发展了自己的特点ꎬ 如根据在相

近面积群落中的种数多少排序ꎬ 杜英科、 壳斗

科、 无患子科、 桑科、 楝科等较大多数东南亚热

带雨林群落靠前ꎻ 按重要值的大小排序ꎬ 樟科、
无患子科、 壳斗科、 楝科、 桑科等排序亦较前ꎮ
因此ꎬ 云南热带雨林植物区系表现为东南亚热带

雨林的热带北缘类型ꎬ 具有向亚热带森林植物区

系过渡的特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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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ｎ: 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ꎻ Ａｎａｃ: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ꎻ Ａｒａｌ: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ꎻ Ｂｉｇｎｏｎ: Ｂｉｇｎｏｎｉａｃｅａｅꎻ Ｂｕｒｓ: Ｂｕｒｓｅｒａｃｅａｅꎻ Ｃｏｍｂｒ: Ｃｏｍｂｒｅｔａ￣
ｃｅａｅꎻ Ｄｉｐｔｅｒ: 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ꎻ Ｅｂｅｎ: 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ꎻ Ｅｌａｅｏ: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ꎻ Ｅｕｐｈｏｒ: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ꎻ Ｆａｂ: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ꎻ Ｆａｇ: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ꎻ Ｇｕｔｔ: 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ａｅꎻ Ｉｃａｃ: Ｉｃａｃｉｎａｃｅａｅꎻ Ｌａｕｒ: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ꎻ Ｌｅｃｙｔｈ: Ｌｅｃｙｔｈｉｄａｃｅａｅꎻ Ｍｅｌｉ: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ꎻ Ｍｏｒ: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ꎻ
Ｍｙｒｉｓ: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ｃｅａｅꎻ Ｍｙｒｔ: Ｍｙｒｔａｃｅａｅꎻ Ｒｕｂ: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ꎻ Ｒｕｔ: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ꎻ Ｓａｐｉｎ: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ꎻ Ｓａｐ: Ｓａｐｏｔａｃｅａｅꎻ Ｕｌｍ: Ｕｌ￣
ｍａｃｅａ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４ ５　 云南热带雨林群落中优势科
Ｆｉｇ ４ ５　 Ｔｏｐ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４ ３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发生对地质历史的暗示

Ａｕｄｌｅｙ￣Ｃｈａｒｌｅ[１１７]认为ꎬ 南西藏、 缅甸、 马来

半岛、 苏门答腊、 婆罗洲等均为古南大陆的边缘碎

片ꎮ 晚白垩世时ꎬ 随着印度板块的北移ꎬ 古地中海

开始收缩关闭ꎬ 南西藏、 缅甸、 马来半岛、 苏门答

腊、 婆罗洲等均相应北移ꎮ 到了晚始新世 (约

４０ Ｍａ)ꎬ 古地中海已完全西退ꎬ 印度板块与亚洲

板块相碰与融合ꎬ 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开始抬升形

成ꎬ 缅甸－马来亚半岛与印度支那融合ꎬ 澳大利亚

向北漂移ꎮ 晚渐新世时ꎬ 东南亚各岛屿的基本格局

已形成ꎬ 澳大利亚与东南亚靠合ꎮ 中新世(１０ Ｍａ)
时ꎬ 东南亚陆地和岛屿的现代分布格局已形成ꎬ 澳

大利亚也基本到达现在的位置ꎮ 但根据 Ｐｅｎｎｙ[１１８]

的研究ꎬ 缅甸和苏门答腊在晚白垩世时就已连接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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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ｃｈａｐ: Ｄｉｃｈａｐｅｔｅｌａｃｅａｅꎻ Ｓｔｅｒ: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ｃｅａｅꎻ Ｔｅｔｒａｍ: 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ａｃｅａｅꎻ Ｖｅｒｂｅｎ: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 ４ ６　 云南热带雨林群落中重要值大的科
Ｆｉｇ ４ ６　 Ｔｏｐ ｆｉｆｔｅｅ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洲大陆ꎮ 因此ꎬ 渐新世(３０ Ｍａ)时ꎬ 东南亚与马来

西亚、 印度尼西亚、 菲律滨各岛屿之间有直接的陆

地连接ꎬ 它们之间动 －植物的迁移分布没有地理障

碍ꎬ 这种陆地连接直到更新世(５ Ｍａ)才中断[１１９]ꎮ
在古气候的演化上ꎬ Ｋｕｂｉｔｚｋｉ 等[１２０] 认为ꎬ 早

白垩纪(１２５ Ｍａ)时赤道及亚热带地区为半干旱到

干旱热带气候ꎮ 到了晚白垩纪ꎬ 东亚和东南亚主要

是热带 －亚热带干旱到半干旱气候ꎬ 发育有落叶阔

叶及半常绿阔叶林、 常绿阔叶林ꎻ 始新世时ꎬ 潮湿

热带气候才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发展ꎬ 但在东亚仍

为较干旱的气候ꎻ 渐新世时ꎬ 潮湿热带在东南亚进

一步发展ꎮ 更新世时ꎬ 全球气候达到最冷期ꎬ 冰川

在南北两半球特别是在北半球大范围发育ꎬ 热带潮

湿森林在南美洲和非洲萎缩ꎬ 在东南亚则由于海平

面降低而最大面积的扩张ꎮ 直至近代ꎬ 温带和热带

森林均再次扩展ꎬ 东南亚潮湿热带扩展到了太平

洋ꎮ 也有学者认为ꎬ 中新世时热带雨林气候曾扩展

到日本岛屿[１２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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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ｏｃｙ: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ꎻ Ｓｉｍ: Ｓｉｍａｒｕｂａｃｅａｅꎻ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Ｐａｓｏｈ) [１１２] : 马来半岛帕松热带雨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Ｐａｓｏｈꎬ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ꎻ Ｓａｒａｗａｋ (Ｌａｍｂｉｒ ｈｉｌｌ) [１１３] : 马来西亚沙捞越热带雨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Ｓａｒａｗａｋꎬ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图 ４ ７　 东南亚热带雨林群落中重要值大的科
Ｆｉｇ ４ ７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ꎬ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喜马拉雅 －青藏高原的隆升致使南亚低空发生了西

南季风ꎬ 并对印度、 中南半岛及中国西南的热带雨

林发育具有决定性作用[５２]ꎮ 西双版纳的地理地貌、
气候演化与喜马拉雅 －青藏高原的隆升息息相关ꎮ

与喜马拉雅－青藏高原的演化相呼应ꎬ 自第三

纪始新世喜马拉雅运动爆发ꎬ 西双版纳地区形成了

近南 －北向的褶皱带ꎬ 奠定和逐步形成了现代山脉

和地势的轮廓ꎻ 第四纪时ꎬ 随青藏高原的剧烈隆

升ꎬ 西双版纳地区地壳处于间歇性的上升隆起阶

段ꎬ 河流下切ꎬ 逐步形成高差较大的现代地貌和季

风气候ꎮ
白垩纪末ꎬ 西双版纳大部分地区为与海水相通

的内陆湖盆ꎬ 气候炎热干燥ꎻ 直到中新世气候才变

得温暖潮湿ꎮ 根据勐腊县磨歇晚白垩世晚期到早第

三纪早期的孢粉组合资料[５６]ꎬ 推测当时该地区的

代表植被是偏干性的亚热带或南亚热带山地常绿阔

叶林ꎮ 从始新世到渐世ꎬ 气候仍干燥ꎬ 山地的植被

可能仍同上一时期ꎮ 从中新世到上新世ꎬ 根据有关

的古植物学资料[６２－６５] 推测ꎬ 这时期西双版纳的森

林植被仍主要是南亚热带－亚热带性质的常绿阔

叶林ꎮ
从西双版纳现在的植被类型和分布格局来看ꎬ

甚至在近代都有过干旱气候的印迹ꎬ 例如ꎬ 在西双

版纳小橄榄坝一带的澜沧江河谷成片生长有印缅一

带半干旱地区特征植被———榆绿木 (Ａｎｏｇｅｉｓｓｕｓ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单优群落ꎬ 这种单优群落显然是在较

现在更为干热的气候下发展起来的ꎮ 同样ꎬ 有着干

旱起源的大蒲葵(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 ｓａｒｉｂｕｓ)单优群落及木

棉林也较普遍分布在澜沧江的两岸山地ꎮ
在西双版纳现在的热带植物区系中ꎬ 具有相当

数量的适宜干旱生境( ｓａｖａｎｎａ)的物种ꎬ 如虾子

花( Ｗｏｏｄｆｏｒｄｉ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 、余甘子 (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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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ｙｇ: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ｃｅａｅꎻ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Ｐａｓｏｈ) [１１５] : 马来半岛帕松热带雨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Ｐａｓｏｈꎬ Ｍａ￣
ｌａｙｓｉａꎻ Ｓａｒａｗａｋ (Ｌａｍｂｉｒ ｈｉｌｌ) [１１６] : 马来西亚沙捞越热带雨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Ｓａｒａｗａｋꎬ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图 ４ ８　 马来西亚热带雨林群落的优势科
Ｆｉｇ ４ ８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

ｅｍｂｌｉｃａ)、 灰毛浆果楝(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
木棉(Ｂｏｍｂａｘ ｃｅｉｂａ)、 厚皮树(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
ｄｅｒｉｃａ)、 白花树(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 毛果扁担

杆 ( Ｇｒｅｗｉａ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ａ )、 钝 叶 黄 檀 (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 清香木 (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ｆｏｌｉａ)、
山芝麻(Ｈｅｌｉｃｔｅｒｅｓ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火索麻(Ｈｅｌｉｃｔｅ￣
ｒｉｓ ｉｓｏｒａ)、 毛紫薇(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及

合欢属(Ａｌｂｉｚｉａ)、 火绳树属(Ｅｒｉｏｌａｅｎａ)、 金合欢

属(Ａｃａｃｉａ)、 苏铁属 (Ｃｙｃａｓ)、 龙血树属 (Ｄｒａ￣
ｃａｅｎａ)等ꎬ 暗示了该地区曾有过干旱环境ꎮ

西南季风是东喜马拉雅热带雨林和山地雨林发

育的必要条件ꎬ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由西南季风维持的ꎮ 西双版纳现在的热带雨林

显然是在热带季风气候下发育ꎬ 在水分、 热量和海

拔达到极限条件下的热带雨林ꎻ 西双版纳的特殊地

势和山原地貌在其低海拔的局部地区创造了热带雨

林能够生存的条件ꎬ 这是喜马拉雅山隆升到一定高

度、 季风气候形成以后才具备的ꎮ
综合该地区的地质历史背景和现在的植被分布

格局ꎬ 我们认为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植被发生的时

期一定较晚ꎮ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植被是马来西亚

热带雨林的一个类型ꎬ 并可能发生于中新世以后ꎬ 这

不仅可以解释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与马来西亚热带雨

林植被和植物区系的密切关系ꎬ 也支持了西双版纳

在中新世以前曾有广泛的干旱气候ꎬ 而西双版纳地

区现今的植被分布格局应是在中新世以后才形成ꎮ

５　 总结

云南热带雨林具有与赤道低地热带雨林几乎相

同的群落结构、 生态外貌特征、 单位面积种多样

性、 个体 /种数关系及树种的径级分布ꎬ 表明云南

热带雨林是真正热带雨林的一种类型ꎬ 这个论点也

被 Ｗｈｉｔｍｏｒｅ 教授在两次对云南热带森林考察后给

予肯定[４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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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云南热带雨林发生在热带雨林植被所要求

的最少降雨量和最低热量的极限条件下ꎬ 其林冠层

中有一定比例的落叶树种存在ꎬ 大高位芽植物和附

生植物相对较少而藤本植物和叶级谱上的小叶植物

更丰富ꎬ 这些特征不同于赤道低地的热带雨林ꎬ 同

时也说明处于相对较高的海拔和纬度上的云南热带

雨林受到季节性干旱和热量不足的影响ꎮ 在植物区

系组成上ꎬ 云南热带雨林中约 ８０％的科、 ９４％的

属和 > ９０％的种均为热带成分ꎬ 其中约 ４０％的属

和 ７４％的种为热带亚洲分布成分ꎮ 云南热带雨林

与一些东南亚的低地热带雨林不仅有近乎一致的

科、 属组成ꎬ 而且在含种数较多的优势科和重要值

较大的科的组成上也几乎相同ꎬ 证明了云南热带雨

林植物区系是热带亚洲植物区系的一部分ꎮ 然而云

南位于热带北缘ꎬ 云南热带雨林植物区系的大多数

热带科、 属均是在其分布区的北部边缘ꎬ 并远离其

种的多样性中心即马来西亚地区ꎻ 与东南亚热带雨

林相比ꎬ 云南热带雨林中热带性强的科、 属有相对

较低的物种丰富度ꎬ 故云南热带雨林植物区系又是

热带亚洲植物区系的北缘部分ꎮ
就生态外貌和群落结构而言ꎬ 云南的热带雨林

类似于: (１) Ｂｅａｒｄ 定义的热带美洲常绿季节林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该类型被理查斯重新分类为热带雨林的一个亚群

系ꎻ (２)Ｈａｌｌ 和 Ｓｗａｉｎｅ 定义的非洲热带雨林的湿

润常绿林类型 (ｍｏｉｓｔ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ｔｙｐ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ꎻ (３)Ｗｅｂｂ 定义的澳洲热带雨

林的中叶型雨林类型 (ｍｅｓｏｐｈｙｌｌ ｖｉｎ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ꎻ (４)Ｗａｌｔｅｒ 定义的半常绿

雨林类型(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ｍｉ￣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等ꎮ
综合云南热带雨林多方面的群落特征ꎬ 其最为接近

于 Ｗｈｉｔｍｏｒｅ 定义的东南亚半常绿雨林类型( ｔｒｏｐｉ￣
ｃａｌ ｓｅｍｉ￣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或印度 －缅甸的热带半常绿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ｍｉ￣ｅｖｅｒ￣
ｇｒｅｅ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Ｂｕｒｍａ)ꎮ 由于云南热带雨

林发生在热带雨林植被的纬度和海拔极限上ꎬ 中国

植物学家认为它属于热带季节性雨林ꎬ 并且是东南

亚热带雨林的一个类型ꎮ
云南热带雨林远离赤道且处在一个相对较高的

海拔范围内ꎬ 其虽不是热带雨林的最北类型ꎬ 因为

在缅甸曾记录到分布在北纬 ２７°３０′地区的热带雨

林类型[１２２]ꎬ 但云南的热带雨林不仅在热带雨林生

态学和生物地理研究上ꎬ 而且在探讨东南亚热带植

物区系与中国亚热带植物区系及东喜马拉雅植物区

系的关系上ꎬ 均有较高的科学意义ꎮ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南季

风维持的ꎬ 并且直到晚第三纪以后青藏高原强烈隆

升到相当高度ꎬ 东亚季风气候才形成ꎬ 故推测西双

版纳的热带雨林植被发生的时期一定较晚ꎮ 西双版

纳现在的热带植物区系和植被类型及分布格局均显

示在近代有过干旱气候的印迹ꎬ 结合西双版纳及邻

接地区的地质历史和古植被研究ꎬ 我们支持在第三

纪的西双版纳地区曾有广泛的干旱气候的观点ꎮ

致谢: 感谢曹敏研究员、 刘文耀研究员、 欧晓昆教授

对文稿审阅指正ꎻ 感谢«植物科学学报»审稿人审阅并提出

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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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Ｂｌａｓｃｏ Ｆꎬ Ｗｈｉｔｍｏｒｅ ＴＣꎬ Ｇｅｒｓ Ｃ.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ｗｏｏｄｙ ｖｅｇ￣
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Ｊ] . Ｂｉｏ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ꎬ ２０００ꎬ ９５ (２):
１７５－１８９.

[１０１] 　 Ｂｌａｓｃｏ Ｆꎬ Ｂｅｌｌａｎ ＭＦꎬ Ａｉｚｐｕｒｕ Ｍ. Ａ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ｔ ｓｃａｌｅ １ ∶５ ｍｉｌ￣
ｌｉｏｎ[Ｊ] . Ｊ Ｖｅｇ Ｓｃｉꎬ １９９６ꎬ ７(５): ６２３－６３４.

[１０２] 　 李宏伟ꎬ 何长斌ꎬ 陈广文ꎬ 胡箭. 西双版纳大果人

面子群落的植物群落学研究[Ｊ] . 云南植物研究ꎬ
１９９９ꎬ ２１(３): ３３３－３４５.

[１０３] 　 吴征镒. 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Ｊ] . 云南

植物研究ꎬ １９９１(增刊 ４): １－１３９.
[１０４] 　 吴征镒ꎬ 周浙昆ꎬ 孙航ꎬ 李德铢ꎬ 彭华. 种子植物

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Ｍ] . 昆明: 云南科技

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１－５６６.
[１０５] 　 Ｒｏｂｂｉｎｓ ＲＧ. Ｔｈｅ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ＳＥ Ａｓｉａ[Ｍ] / / Ｍｉｓｒａ Ｒꎬ Ｇｏｐａｌ Ｂꎬ ｅｄ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
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Ｂａｎａｒａｓ Ｈｉｎ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Ｖａｒａｎｓｉ. １９６８: ５３１－５３５.

[１０６]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ＰＷ.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Ｍ] / / Ｓｕｔｔｏ ＳＬ ｅｄ.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Ｓｃｉ. Ｐｕｂ.ꎬ １９８３: ３－１０.

[１０７] 　 Ｐａｉｊｍａｎｓ Ｋ.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Ｊ] . Ｊ Ｅｃｏｌꎬ １９７０ꎬ ５８(１):
７７－１０１.

[１０８] 　 Ｗｈｉｔｍｏｒｅ ＴＣ.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Ｍ] .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５.

[１０９] 　 Ｃａｉｎ ＳＡꎬ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Ｃａｓｔｒｏ ＧＭ.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ｐｅｒ ＆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Ｐｕｂ.ꎬ １９５９: ２５５－２８４.

[１１０] 　 Ｐｒｏｃｔｏｒ Ｊꎬ Ｈａｒｉｄａｓａｎ Ｋꎬ Ｓｍｉｔｈ ＧＷ. Ｈｏｗ ｆａｒ ｎｏｒｔｈ
ｄｏｅｓ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ｇｏ?
[Ｊ]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ｌ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ꎬ １９９８ꎬ ７(２): １４１－
１４６.

[１１１] 　 Ｂｒｏｗｎ ＷＨꎬ Ｍａｔｈｅｗｓ ＤＭ.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
ｆｏｒｅｓｔｓ[Ｊ]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Ｊ Ｓｃｉꎬ １９１４ꎬ ９(５): ４１３－
５６０.

[１１２] 　 Ｖａｒｅｓｃｈｉ Ｖ.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ｋ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Ｔｒｏｐｅｎ[Ｍ] .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Ｅｕｇｅｎ. Ｕｌｍｅｒꎬ １９８０: １４１－１４８.

[１１３] 　 Ｋａｒｔａｗｉｎａｔａ Ｋꎬ Ａｂｄｕｌｈａｄｉ Ｒꎬ Ｐａｒｔｏｍｉｈａｒｄｊｏ 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ｄｉｐｔｅｒｏ￣
ｃａｒｐ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ｔ Ｗａｎａｒｉｓｅｔꎬ Ｅａｓｔ Ｋａｌｉｍａｎｔａｎ [ Ｊ] .
Ｍａｌａｙａｎ Ｆｏｒꎬ １９８１ꎬ ４４: ３９７－４０６.

[１１４] 　 Ｗｈｉｔｍｏｒｅ ＴＣꎬ Ｓｉｄｉｙａｓａ Ｋ.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ａｔ Ｔｏｒａｕｔꎬ ｎｏｒ￣
ｔｈｅｒｎ Ｓｕｌａｗｅｓｉ [ Ｊ] . Ｋｅｗ Ｂｕｌｌꎬ １９８６ꎬ ４１: ７４７ －
７５５.

[１１５] 　 Ｋｏｃｈｕｍｍｅｎ ＫＭꎬ ＬａＦｒａｎｋｉｅ ＪＶꎬ Ｍａｎｏｋａｒａ Ｎ.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ｓｏｈ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ｅｒｖｅꎬ ａ
ｌｏｗｌａｎｄ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ｒ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Ｊ] . Ｊ

Ｔｒｏｐ Ｆｏｒ Ｓｃｉꎬ １９９０ꎬ ３(１): １－１３.
[１１６] 　 Ｌｅｅ ＨＳꎬ Ｄａｖｉｅｓ ＳＪꎬ ＬａＦｒａｎｋｉｅ ＪＶ.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ｘｅｄ 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Ｌａｍｂｉｒ Ｈｉｌｌ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ꎬ Ｓａｒａｗａｋꎬ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Ｊ] . Ｊ Ｔｒｏｐ Ｆｏｒ Ｓｃｉꎬ ２００２ꎬ １４(３): ３７９－４００.

[１１７] 　 Ａｕｄｌｅ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Ｇ.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ｏｆ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ｌ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ｏ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ｇｉｏｓｐｅｒｍｓ[Ｍ] / /
Ｗｈｉｔｍｏｒｅ ＴＣ ｅｄ.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７.

[１１８] 　 Ｐｅｎｎｙ Ｏｏｓｔｅｒｚｅｅ. Ｗｈｅｒ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Ｃｏｌｌｉｄｅ￣ｔｈｅ Ｗａｌ￣
ｌａｃｅ Ｌｉｎｅ[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 ２３３.

[１１９] 　 Ｈａｌｌ 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ｏｆ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ＳＥ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ｅａ[Ｍ] / / Ｈａｌｌ
Ｒꎬ Ｈｏｌｌｏｗａｙ ＪＤꎬ ｅｄｓ.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Ｇ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 Ａｓｉａ.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ａｃｋｂｕｙ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１９９８: ９９－１３１.

[１２０] 　 Ｋｕｂｉｔｚｋｉ Ｋꎬ Ｋｒｕｔｚｓｃｈ Ｗ.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ＦＣＤ
(１９９６)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ＥＰ ＆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ꎬ １９９６:
５６－７０.

[１２１] 　 Ｍｏｒｌｅｙ ＪＲ. Ｐａｌｙ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ｌａｔ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Ｍ] / / Ｈａｌｌ Ｒꎬ
Ｈｏｌｌｏｗａｙ ＪＤꎬ ｅｄｓ.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 Ａｓｉａ.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ａｃｋｂｕｙｓ Ｐｕｂｌｉ￣
ｓｈｅｒｓꎬ １９９８: ２２１－２３４.

[１２２] 　 Ｋｉｎｇｄｏｎ￣Ｗａｒｄ Ｆ. Ａ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ｔａｎ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Ｂｕｒｍａ [ Ｊ] . Ｊ Ｂｏｍｂａｙ Ｎａｔ

Ｈｉｓｔ Ｓｏｃꎬ １９４５ꎬ ４５: １６－３０.
(责任编辑: 刘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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