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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瑶山的银杉研究 

．
墓弛 钟业聪 (r广西林业勘羽撇 计院，南宁530006) 、奎鎏壅 谭海明 

(盎秀瑶族自治县林业局 ) (国营盎秀林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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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银杉自1955年首次在广西花坪林医发现之后，时隔3O多年，而予19e 年在兴瑶山土 

县，耶北纬24 ￡，一24。24 发现了银杉的新分布．从而把我国银杉的分布区向南推移了约1。80 ， 

成为目前已知银杉地理分布的最南界。大瑶山的银杉不但植株高大，树干圆满通直．而且 在 水 

平、垂直分布 、生境条件和所赴林带等方面均与各地的分布点有 明显的不同． 

大瑶山银杉的上层林末 松科为主．中下层以壳斗科、樟科和山茶辑占优势 按照Raunkia 

生皤型分类系统的分类结果．常绿成分和革质叶 占绝对优势 (分别 占98．1 和90．4 )。革质叶 

和细型叶常绿针叶大高位芽植物是群落的主要成分；单叶、革质、小型叶和中型叶的常绿阔叶申 

高位芽和小高证芽植物在中下层发育最好。根据样地内幼苗幼树少．和缺乏中下层林术的事实表 

明．它在群落中的稳定已受到严重的影响。在样地外和其他林地上．虽可见到少量中下层林术和 

劫苗幼树．但从群 藩的发展趋势来看．这里的银杉儡交林 最终要由常绿阔叶林所更替。 

本文亦根据树干解析 论述了银杉的生 民情况 

1981--1982年太瑶山综考后，垒再瑶族臼治县林业局和国营金秀林场，在进行杯区树种资源 

调查时．在县城东北方约1 公里，地名为土县一带天然林中，首先发现了银杉(Catl~Gya argyro— 

phylla Chun et Kuang)。从1986年开始．由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金秀瑶族自治县林业局和国 

营金秀林场．共同组成的银杉调查研究小组 ．多次深入林区进行了～系列的调查研究．取得了较 

充实的成果．现报道如下。 

一
、 自然条件 

大瑶山位于广西的中部偏东地方，地处北纬23。40 一24。24 ，东经109。50 一nO 27 的 

范围。它是一座古老的山体，从其形成至今已有二亿多年的历史。地层主要由寒武系砂页岩 

和泥盆系紫红色碎屑岩或砂页岩组成 j。 它是桂中地区最高的山体， 地貌上属中山类型， 

海拔高度多在1000米以上，海拔1 000—1 300米的山地相当普遍。最高峰圣堂顶海拔1979米。 

山脉走向由东北一西南，坡度一般在30。以上 

大瑶山处在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上 因此与其相适应的植被分布的特点为：在 

水平分布上，南部地带性植被为季风常绿阔叶林 北部为典型常绿阔叶林。在垂直分布上， 

这里缺乏常绿、落叶闶叶混交林带，而有较明显的中山常绿针、阖叶混交林带的分布，这是 

其与桂北各大山体植被垂直分布规律的不 同之处。 

由于大瑶 山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地层及成陆的古老性，地形、地貌的复杂性，特别是在 

地史上不受或所受冰J rl的影响轻微，因而成为不少古老植物的 “避难所”。根据大瑶山综考 

报告记载共有维管束植物21 3科870属2335种 (包括变种变型) ]。以古老的裸子植物而言， 

耋加本调查研究工作的^员有t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 市字，萸新札、钟业聪、阵抢祥、黄吉荣，唐俊、潘燕影、 

何伟昌等同志J盎秀瑁族自冶县林业局的赵振 、卓礼信、李浩炎、 黎健生、商 振宏等同志J 金秀杯场的杜连枝、谭蒋 

明、 赵进菲 潘增 和匠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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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植 物 12卷 

我国野生的裸子植物有11科，广西有 8科31种，而大瑶山就有 7科23种，分别 占全国裸子植 

物科数的63．6％，占广西科数的87．5％。银杉和银杉混交林的发现，有力地证明大瑶 山植物 

区系和植被的古老性。 

据调查，大瑶山的银杉分布于海拔950--1250米之间的山坡中上部至中下部，坡度28。～ 

3O。左右，或分布于较平缓的山腰小平台阶地上，亦有分布于距沟谷，溪涧相对高度约50—8O米 

的山坡上，但未见其出现于山顶山脊和悬崔峭壁处。从已发现的四处银杉零星林地来看，群落 

面积很小，共约28000平方米，居常绿阔叶林中。林区气候的季节变化很明显，属亚热带季风 

气候，其特点是夏凉冬不太冷， 日照较少，雨量较多。根据金秀县城气象站记载，年平均温 

度17℃，最冷月 (一月 )平均温8．3℃， 最热月 (七月 )平均温24．2℃，累年极端最低气温 
一 5℃，累年极端最高气温32．6℃， 10℃积温5234℃，年雨量1824毫米 又根据大瑶山综 

考报告记载，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气温逐渐降低，降低的幅度为每100米约0．5℃左右。海 

拔高850--1200米之闻的山地，年平均气温为16．5℃一1 4．5℃， 10℃积温5000℃一42OO℃， 

海拔高1200--1700米之间，年平均气温为14．5℃一12．5℃， 10℃积温4200℃一3100"Cj至 

海拔高1979米的圣堂顶，年平均气温约只有10℃左右。基此，银杉垂直分布所处的林带，年 

平均气温在16．5℃一14．5℃之问。土壤为由泥盆系莲花山组石英砂岩风化物原积发育的中腐 

中层森林黄壤，其剖面形态如下： 

A。。0— 1厘米，为针，阔叶树种未分解凋落物， 

A。1— 8厘米，湿，暗棕 (7．5YR 3／4)，具弹性，海绵状，粗腐殖质，根系密集， 

pH4．55，过渡明显I 

A 8—20厘米，湿，黑棕 (7．5YR 2／2)，核粒状结构，轻壤土， 疏松， 直径1．0-- 

3．2厘米的根系交错分布，含石砾量5％左右，pH4．55，过渡明显， 

A -2O一36厘米，湿，紫灰 (2．5YR 6／2)，粒状结构，砂土，松，根少，‘pH4．65， 

过渡明显’ 

B 36—53厘米，湿，黄橙 (7．5~R 7／8)，碎块状结构，轻 壤，稍 紧，无根系，pH 

4．75，过渡明显I 

a 53—72厘米以下，为紫棕及灰 白色半风化的石英砂岩 ； 

从表 1可见，有机质含量除了 “A。”层较高外，A-层以下含量不高， 土壤呈强酸性反 

应，表层酸度 以交换性H为主，心土以交换性Al为主，盐基代换量低，为盐基不饱和土壤， 

土壤中微量元素除Zn之外，Mn、au，B等含量不高。 

土壤的化学性质对植物的生长发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植物种类，对土壤条件的选 

择和适应有异，对土壤化学元素的选择与吸收力也不同。植物的元素化学成分是反映着植物 

在一定生境下从土壤中吸收或积累的矿物养分，它是土壤化学性质或肥力的良好标志，植物 

群落中一些优势植物的元素化学成分，能客观地反映着一定生境的特征。因此，我们选取了 

银杉混交林群落的代表种银杉的叶片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 2。 

从表 2可见，银杉叶片的灰份含量为2．384，N含量为0．890，P含量0．063，K含量0．590， 

aa含量0．268，Mg含量0．164，SiO 含量较高，为0．782j 同时还聚集C1和s，其含量分别为 

0．t1 3、0．1 07，其化学特征属N>SiO >K>Ca>Mg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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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银 衫 Catheya orgyrophylla 

长 苞 铁 杉 Tsug0 lo gihraclca~a 

层 广东五针松 Pinus ŵ0n口f“ g s 

松 科 E．A．Ma．ph．细型 革质 

微型 

细型 

金 毛 石 栎 Lithocorpus chrysocomo 

第 深 山台 关 Michelio maudirte 

大 头 茶 Polyapora oxillor．'~ 

键南木五加 De dr。 0n0 ho 0 T znsis 

一 五 列 木 Pentophy[ax eur2,,oides 

野 黄 桂 Cfn~amomum j州 衄j0” m 

光 叶 木 兰 Ⅳagnotia nitida 

光 州‘石 南 Phoflnia g~obro 

红 楣 Anneslea fragrans 

羊 角 杜 鹃 Rhododendron caoa~,erlel 

薄 叶 灰 木 Symplocos anomata 

层 长 叶 术 姜 Litsea elongata 

榕 叶 冬 青 Ilex~icoidea 

犬 头 茶 Pofyspora axlflaris 

基 脉 澜 楠 M achltus decurslnervis 

马 蹄 荷 Symlng~onla popalnea 

银 荷 木 Sehima argentea 

甜 槠 Caslanops~ eyrel 

厚 皮 香 Ternstreemla ~yntnonthera 

日 本 杜 英 Elaeocarpus japonlcus 

五 列 术 Penlaphyla~~euryoies 

野 黄 桂 Cinnamomum ~ensenianam 

三 红 楣 Anneslea]ragrans 

光 叶 石 精 Photinia gtabra 

海南术五加 Dendropanex holnonensis 

长 叶 木 姜 Litsea e~ongata 

羊 角 杜 鹃 Rhododendron cavaleriei 

牛 皮 杜 鹃 Rhododendron sp． 

榕 叶 冬 青 Ilex]icoldea 

杨 梅 M yr~ca rubra 

小 新 术 姜 NeoHtsea umbrosa 

西 南 香 楠 Randia henryi 

南 岭 灰 木 Symptocos∞ n，“so 

薄 叶 灰 木 Symptocos(tnorrtalfJ 

山 矾 Symplocos sp． 

短 序 润 楠 Machilus breviflora 

E．13．Me．ph．中型 革质 

E．B：M i ph． 

E．B．M ê ph．中型 革质 

" ff H 

“ ¨ H 

小型 

" H 

” " ” 

E．B．M i．ph． gt" 

H 

，， 

，， 

，， 

” 

冬 青 科 

杨 梅 科 

樟 科 

茜 草 科 

灰 木 科 

樟 科 

科 科 科 科科 科 科 科 科 斛 科 科 科 

斗 兰 茶 如 兰 薇 荼 术 青 

壳 木 山 五 樟 木 蕾 山 杜 灰 樟 冬 

科科科科科科科蝌科科科科科蝌 

茶 特萘斗茶其琳 茶薇加 黼 山樟彰山壳山杜 樟山蔷五樟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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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苞 铣 杉 Tsuga longibrac~eata 

白 豆 杉 Pseudotaxus ehienll 

马 蹄 荷 Symingtonla populnea 

角 刺 拷 Castanopsis famontii 

野 黄 桂 Cinnumomum 扣nsen[onum 

黄 樟 Cinnamomum porrectum 

五 列 术 Pentaphylax euryoides 

灌 光 叶 石 楠 Photinia glabra 

光 叶 术 兰 Ma~nolia nlfldo 

甜 槠 Castanopsls eyrei 

海南术五加 Dendropanax hainanensis 

半 枫 荷 Dendropanax dentiger 

五 裂 槭 Acer ollverianum 

羊 角 杜 鹃 Rhododendron cavaleriei 

牛 皮 杜 鹃 Rhododendron sp． 

长 叶 术 姜 Litsea elongata 

短 序 润 楠 Maehilus breviflora 

亮 叶 杨 桐 Adlnanda niEda 

菌 芋 klmmia reevesianil 

满 山 香 Gaultherla yunnanensis 

假 黄 杨 Syzygium buxi加 lium 

乌 饭 树 accin缸m bracteiltum 

红豆杉科 

金缕梅科 

壳 斗 科 

樟 科 

五列术科 

蔷 薇 科 

木 兰 科 

壳 斗 科 

五 加 科 

械 树 科 

杜鹃花科 

樟 科 

山 茶 科 

云 香 科 

杜鹃花科 

桃金娘科 

乌饭树科 

小 花 杜 鹃 Rhodode dr∞ minutiflor“m 杜鹃花科 

微型 

E．A．M i．ph． ，， 

E．B．Me．ph．中型 

” H 

，， 小 型 

" H 

” H n 

，， 

，，亚 革质 

H ” 

D．B．Me．ph． 革质 

E．B．M i．ph． 

H n 

n H ” 

H H 

H ” 

E．B．N．ph． 

细型 

H H H 

，， ，，亚革质 

荚 莲 Vib rn m sp． 忍 冬 科 小型 革质 

P ——藏龚植物’H．——地面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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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银杉混变林中维管束植物的生活型与叶级的比例关系 

种 占 许 
总 — —  

生 活 型 种 大型叶 中 
数 一 一 

级 

型 叶 小 型 叶 细 型 叶 微 型 叶 

数 彤 种数 ％ 种数 鳝 种鼓 种数 种数 

国 1 大瑶山的银杉混交林植物的生活型谱 

1．常绿针叶太商位芽植物 

4．常绿阔叶小商位芽植物 

7．地面芽埴物 

2．常绿针叶小高位芽植物 

5．常绿阔叶矮高位芽植物 

8 常绿睦车植物 

8．常绿幅叶中高位芽植物 

8．蘑叶阔叶中高位芽埴物 

1 5．j8 

可  ． ：：： ．．3-85 ———1_． 
图 2 大 的银 杉混交{末维 管柬植物的叶级谱 

i．太型叶 暑．中型时 8．小型叶 4．细型叶 5．做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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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银移的群落学特性 

大瑶山的银杉分布地带，生境条件较优越。群落 

的组成与结构较复杂，根据设置于海拔高度1200米 

的山坡上中部，坡度约28。左右的标准地调查结果， 

在600平方米样地内共有维管束植物52种 (此外， 

还有地衣、苔藓类约 6、 7种 )。上层林木以松科 

植物为主，中下层林木以壳斗科，樟科和山茶科 占 

优势，其它还有五加科、灰木科、杜鹃花科等以及 

步量蕨类植物。群落的外貌主要决定于组成种类的 

生活型，从它们的生活型和叶级谱可以明显地反映 

出群落的特点和性质。按照Rau~klaer的生活型分 

类系统对这52种植物进行分类结果(表 8、4 J图1、 

2)可见，其中高位芽植物46种， 占88．6 ，地面 

芽植物和蕨类 6种， 占11．5％，地下芽和一年生植 

物没有分布。在高位芽植物中，以常绿阔叶中高位 

芽植物居多，占34．6％，常绿阔叶小高位芽植物居 

次， 占28．8％，常绿阔叶矮高位芽植物占13．5％， 

常绿针叶太高位芽植物占 5．8％， 常绿针叶小高位 

芽植物占1．9％J落叶阔叶中高位芽植物 占1．9％。 

从叶级来看，以小型叶为主，占67．3％，中型叶次 

之， 占15．4％| 细型叶只有5．8％， 微 型 仅 占 

3．9％，而 占7．7％的大型叶植物均为蕨类。在叶质 

上， 以革质叶为最多， 占90．4 。 

由上可见，太瑶山银杉混交林的组 成 种 类 以 

常绿成分和革质叶占绝对优 势 (分 别 占98．1 、 

90．4％ )。革质叶和细型叶的常绿针叶大高位芽植 

物是决定群落外貌的主要成分，单叶、革质、小型叶 

和中型叶的常绿阔叶中高位芽植物和小高位芽植物 

在中下层发育最好。由银杉、长苞铁杉、广东五针松、 

金毛石栎等组成针、阔叶混交林，群落 结 构 较 复 

杂，郁 闭度约O．8以上 ，乔木层林木有33种共140株， 

可明显划分为三个亚层(表 5、6、图 8)：第一亚层 

有 8种 8株，树高26—28．6米，胸径57—79厘米。 

表6 银杉、长苞铁杉、金毛石栎混变林灌 

术层和草本层植物的分布情况 

27 镰叶瘸足蕨 SO1． 66．7 

28 翅柄瘸足蕨 SO1． 33．3 

本 20 狗 脊 SO 1． 50．0 

售 30 瑶 山舌蕨 SO1． 66．7 
物 31 汝 蕨 sO1． 33．3 

32 中型沿阶草 SO1． 33．3 

覆盖度约75％左右，树冠连续，其中银杉 4株，平均树高26．1米，平均胸径54．5N米，最高 

28．6米，最大胸径79．2厘米，树干通直圆满，枝下高1O一15米， 重要值指数15O．5％， 居第 

一，长苞铁杉 8株，平均树高23．7米，平均胸径54．7厘米，最高27米，最大胸径68厘米，枝下 

~12-15,,重要值指教l11．8％，居第二位，广东五针松只有 1株，树高26米，胸径57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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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期 莫新礼等：广西大瑶山的银杉研究 

表 8 银杉直径、树高、材积生长进程表 

米，枝下高1 8米，重要值指数37．7％，居第三位。第二亚层林木高度1O一18米，胸径1I--46 

厘米，覆盖度50 左右，树冠部分连续，有林木13种共51株，生长良好，但少数植株树干出 

现倾斜或稍弯曲，以金毛石栎，海南木五加，红楣等共 占优势，其重要值指数分别为46．9、 

42．9、4O．5J常见的主要有野黄桂，五列木、太头茶和光叶木兰等，其它还有光叶石楠，羊 

角杜鹃，深山含笑等，第三亚层林木高4— 9米，胸径 6--117厘米，覆盖度 60％ 左右，树 

冠基本连续，种类和株数较多，共有27种81株，分布均匀，其中以假黄杨，光叶石楠和羊角 

杜鹃等的重要值指数稍大，其分别为32、6、30、8、30，4，常见还有海南木五加、牛皮杜鹃、 

红楣和五列木等，除了在第二亚层所见到的一些种类之外，在本亚层内还可见到南烛、乌饭 

树，厚皮香，银荷木、基脉澜楠，甜槠和马蹄荷等。 

从整个乔木层的重要值指数分析，总的来看，各种林木的重要值指数是不高的，其重要 

值指数达30．0以上 的仅有银杉，为39．8，居第一位}重要值指数在20·0以上的也只有长苞铁 

杉和海南木五加2种，分别为29．2、24．2，居第二、第三位。其余30种林木的重要值指数都 

在20．0以下 。从生活型来分析，在乔木层中其重要值指数居第三位的海南木五加为中小高位 

芽植物，它不可能成为上层优势种J而广东五针松在整个乔木层中由于数量太少，仅1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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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瑶山的银杉针阔叶混交林纵面图 

1．银杉 2．长苞铁杉 8．垒毛石栎 4．红相 5．野黄桂 6．海南术五加 7．长叶术姜 

8．光叶术兰 9．羊角挂鹃 1O．假黄榜 lJ 镰叶期足藤 

盘  ̂ 二 

4 舞 二 

l{／ ． 墨 ． 
银杉耐高生长进程曲线(上图) 银杉材积生长进程曲线 

银杉胸径生长进程曲线(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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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重要值指数居后至第13位，但是它属太高位芽植物，为上层栋术之一，故占有重要地位。 

灌术层植物高度0．3—3．5米，覆盖度40 左右，分布稍均匀，多为乔术层的幼苗幼树， 

真正的灌术很少。以箭竹为多，常见的有小花杜鹃、假黄杨、羊角杜鹃 乌饭树等，其它还有 

甜槠、马蹄荷、光叶术兰等以及少量银杉、长苞铁杉和自豆杉的幼苗 、幼树。 

藤本植物罕见，仅有夹竹桃科念珠藤属的广东念珠藤 2株攀缠于灌木上。 

草本植物很稀少，分布零星，不成层，覆盖度只有 5 左右，种类简单，只有 6种，以 

镰叶瘤足蕨、翅柄瘤足蕨略多，其它偶见还有狗脊、瑶山舌蕨、汝蕨和中型沿阶草等，高度 

在0．5米以下。 

苔藓层植物较发达，林地上和树干上特别是在高大的银杉树干和枝条上都有苔藓分布， 

林地上的苔藓层局部厚约5—8厘米，呈海绵软垫状， 覆盖度25％左右， 主要 为曲尾藓科 

(Djomn凸oeae)、技鳞藓科 (Trig0Ⅱm}hqceae)、叶苔科 (Jungermanniaceae)等。 

从银杉的历史和这里的镀杉混交林的现状来看，它是一个残遗群落。银杉在群落中成为 

上层乔术的优势或共优势种，虹由于它性喜光，故在郁闭度较大的森林环境下， 天 然更 新 

成效不佳，再加之其 自身 的弱点如生长缓慢，结实少，种子发芽率不高等，故在更新演替过 

程中竞争不过其它耐阴的常绿阔叶树种。根据 其 在600平方米 样地内仅有幼苗幼树23株，缺 

乏中、下层林术表明，它在群落中的稳定已受到严重影响。但在 样 地 和 其它林地上仍可见 

到有少量中，下层林木和幼苗幼树，似乎又表明它如不受破坏还可能保持目前相对稳定的地 

位，然而从群落的发展趋向来看，这里的银杉混交林最终将由常绿阔叶林所更替。 

三、银杉的生长 

大瑶山的银杉与各地已知的银杉一样，生长相当缓慢。由于舍不得砍生长正常的立术， 

只选了一株应压术进行解析，从一株树高15．8米、 胸径22厘米、 树龄1 80年解析术的生长进 

程 (表 8及曲线图 )表明，树高生长在30—80年间稍快，但年平均生长量只有0．I2一O．14米， 

最高峰也只达0．15米，副8O年生后生长逐渐缓慢，胸径生长在幼龄期最慢，20年生才增粗至 

1．2厘米，4O一70年 问生长稍快，但年平均生长量也只有0 1O—O H厘米，8O一10O年间为旺 

盛期，但年平均生长量最大也只不过0．15厘米，110年生后逐渐缓慢，但并不出现急剧下降， 

直到1 80年生时，年平均生长量仍在0．12厘米}材积生长刘180年为 0．2,73立方米，从其生长 

进程曲线图可见，从幼龄期开始到90年生期间呈直线式快速往上增加，随后变为 缓 慢 地 增 

加，在生长到147年时，出现连年生长量曲线与平均生长量的曲线相交，在正常情况下 表 明 

银杉的生长已经进入数量成熟期，此为材积生长与经济效益最好时期，也就是说可 砍伐利 

用了。但约在150年后又复而呈直线上升，至 170年生后才逐渐下降，由此说明在前期 (1 47 

年生时 )所出现进入数量成熟期实为一假像 ，主要是由于这一期间内因某些年份出现环境条 

件恶化致使连年生长量 (特别是胸径生长量 )突然大幅度降低而致材积的连年生长量下降较 

大之故，其真正的数量成熟期则在 18O年生后。总的来说，银杉虽然生长很缓慢，生长量甚 

小，但是生长延续时间长，衰老期来得哓。在生境条件较优越的情况，可成为目前所见其树 

高至少在20—30米，胸径6O一8O厘米的大树。 

四、大瑶山银杉混交林的特点 

日前所见，银杉这一 “活化石”已先后由广西、四川，湖南和贵州等四省 (区 )共1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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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市 )境发现，展现了较广阔的地理分布，东起湖南省桂东县与资兴市境的八 面山¨】，西 

至四川省南川县的金佛山 ]，北自贵州省道真县的沙河林区 ]，南达广西大瑶山林区，分 

布区的地理位置约处于北纬24。9 ～29。13 30 ， 东 经 1 07。10 一l13。4O 的范围， 垂直分布 

于海拔95O～】800米之问的亚热带中山山地。 与各地已知的银杉混交林相比较， 大瑶山的银 

杉混交林在五个方面具有迥然不同之处，其表现于； 

1．在水乎分布上，这里的银杉分布纬度最低，位置最南， 已达 中亚热带的南缘 (约处 

北纬24。9 ～24。24 的范围>，与目前已知分布北界于贵州省道真县沙河林区相比低5。4，30 左 

右。，与我区龙胜县花坪林区的银杉分布相比约低1。30 36 成为目前已知银杉分布的南界。 

2．在垂直分布上，这里的银杉分布于海拔 95O一125O米之间的中山山地，与 目前已知 

分布至海拔最高在四川省南川县金佛山达海拔1840米相比低890米左右，与我区花坪林 区分 

布于海拔l02O一1 460米相比低7O～2l0米，为 目前已知银杉分布于海拔最低者之一。 

3．在所处林带上，虽然各地银杉林所在地的水平地带性植被均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但由于大瑶 山所处地理位置恰在中亚热带与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上，植被垂直带谱上只出现 

较明显的常绿针 、阔叶混交林带而缺乏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带，银移就是立足于前一林带 

内。 

4．在生境条件上，其它地方目前已知的银杉大都是分布于狭窄的山顶山脊、孤峰之巅 

和悬崖峭壁上，生境条件十分严酷恶劣 而大瑶山的银杉却是生 长在中山山地的山坡中上部 

至中下部和山腰等处，生境条件比较优越，目前尚未见于前者的恶劣之地。 

5．在林术生长上，大瑶山的银杉檀株高大，生势旺盛，树高一般在20米左右，最高达 

3O．65米，为 目前各地已知现存银杉中最高者，最大胸径 88．6厘米，大有异于其他地方生长 

于山顶山脊和悬崖峭壁处的银杉植株那样变得比较低矮。 

此外，大瑶山的银杉混交林与各地已知的银杉混交林，在组成种类的区系成分联系上来 

看，我区龙胜县花坪林区的银杉混交林，与广东五针松、福建柏 (Fokienia hodginsil)、银 

荷木，甜槠 青冈栎 (C)．ercus glauea)．南华杜鹃 (Rheododendron slmiarum)等 组 成 

[．' }湖南省城步县罗汉洞林区的银杉混交林与长苞铁杉，甜槠等混生【‘ }贵州省道真县 

沙河林区和桐梓县自菁林区的银杉混交林，有与大明山秘(Pinus ta anens~ Var．darning- 

shanensis)和青冈栎等、与黄杉 (Pssmdotsuga sinensis)和枫香(工fquidambar formosana)等、 

与光叶石栎 (Lithocarpus hancei)和巴东栎 (Quercus engleriana)等、与杉术 (Gunningh— 

amfa lanceolala)和短柄袍树(Ouewus glandullfera Var·6r日 f0 0)等组成的群落 j 

四川省南川县金佛 山和柏枝 山林区的银杉主要与荷木 (Sehima superba>，水青冈(Fagus)、 

黔稠 (Ouere．s stewardlana)，灯台树 (Comus confroversa)、萸叶五加 (Acanfhopanax 

evodiaefolins)等混生c ]，而大瑶山林区的银杉与长苞铁杉、广东五针松、金毛石探等组成 

的常绿针、阔叶混交林群落上层林末则兼有龙胜县花坪林区所见的广东五针松和湖南省城步 

县罗汉莉林区所见的长苞铁杉，在中，下层常见的甜槠为三地所共有。组成群落的种类主要 

为华南植物区系成分，西部的J】1、黔植物区系成分在此未见或罕见，从而表明这里的银杉混交 

林与东部南蛉山地分布区内各林区的联系较密切，与西部大娄山山地分布区各布区的联系疏 

*以银杉在大瑶山分布的最高纬窿与沙阿及花坪银杉分布的最低纬度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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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瑶山是我区继五十年代在龙胜县花坪林区首次发现银杉之后最近发现的第二个银 

杉分布区 (点 )，它成为我国第八个已知银杉分布区。但这里为 目前所知唯一的处于中亚热 

带和南亚热带过渡地带上的银杉分布区，地位特殊，值得重视。 

2．从大瑶山的银杉混交林在水平分布、垂直分布、所处林带、生境条件和林木生长等 

五个方面，均迥然有异于各地已知的馒杉林的特点表明，它在有关科学研究和林业生产实践 

上具有较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8．大瑶山林 区的银杉混交林，分布局限、面积狭小、资源罕少，林术生长虽较理想， 

但天然更新成效不佳，据对 目前已发现的四处银杉林地的初步调查统计，共有大小银杉140多 

株；其中成年大树94株，幼苗幼树49株。 已属于濒临绝种之危，亟待保护和发展。 

4．金秀瑶族 自治县的领导剥当地发现的银杉十分重视，为了尽量设法对这一 “国宝” 
— — 植物中的 “大熊猫”切实加以保护、研究和发展，而及时建立了银杉保护机构，配备了 

工作人员，开展了初步管 护业务工作。基此，建议在考虑对犬瑶山银杉保护区的建设发展计 

划时，宜贯彻 以保护、生产、科研、教学、旅游相结台的方针原则，使保护区的事业显得兴 

旺发达、生机蓬勃。近期，宜首先组织一定力量继续进行树种调查，争取尽量把大瑶山林区 

曲银杉资源基本摸清，并及早地开展人工促进银杉天然更新和育苗繁殖试验，继而对银杉的 

生物学特性和生态特性作进一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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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CATHAYA ARGYROPHYLLA OF 

DAYAOSHAN，GUANGX! 

l2卷 

M0 Sine n d Zhong Yecong 

(Gnangxi Academy of Forest Exploration and Planning．Nanning 530006) 

Li Fayan 

(Forestry Bureau of Jinxiu County) 

Tan Haim ing 

(Jinxiu Stated Forest Farm ) 

Ab st ract It is more than 30 years since Cathaya argyroph3 was found in Hua— 

ping Reserve in Guangxi in 1955． The discovery of this relic species in Dayaoshan 

in centra1 Gaangxi，the so uther border ever known for the distributiohal area of 

this species，is a new record． In Dayaoshan，the Cathaya trees is big and tal1． the 

tallest one reaches a height of 30 m ．In the forest of Cathaya argyrophylla the ape—- 

cies of the upper layer are species of Pinaceae；while those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layers are species of Fagaceae．Lauraceae and Theaceae． A ccording to Raunkiaer's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lifeform，the predominent components!are evergreen and 

coriaceous—leaved components(make up 98．1 and 90．4 respectively)．Megaphanero— 

phyte with coriaceous and small leaves evergreen needle——leaved is the m ain corn—． 

portent of the vegetation；the m esophanerophyte and nan0phaner0phyte with simple． 

coriaceous，small and m iddle—sized leaves develoP the best． The fact of a few 

seedlings and lacking of saplings and m iddle aged trees in the sample plots shows 

that serious influences have been made up oil the stability of the species in the corn— 

inanity．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trees or saplings see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layers of the forest outside tbe sample plots and other stands． but it tends to be 

seen by the developinent of the com munity tbat the Cafhaya mixed forest will be 

replaced at 1ast by the evergreen bread-leaved forest． By m eans of stem analysis 

the growth of this tree is also discussed ia the present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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