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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元江干热河谷半萨王纳植被的植物群落学研究曼铎 

金振洲 7=牛 

(云南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云南昆明 650091) 

摘 要：采用 Braun-Blanquet植物群落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云南元江 中上游干热河谷分布的 

植被进行考察研究．把各处取得较典型的 1 10个样地记录按确限度的原则南下而上归类成 15个群 

丛 5个群属、2个群 目和 1个群纲．建立了元江干热河各萨王纳植被群纲—群 目—群 属—群丛分 

类系统综合表和 15个群丛表， 以全面深^反映全干热河谷植物群落各级分类单位 中各植物种类组 

成的多优度、存在度，盖度系数、生活型和生长型等特征及其群落结构、生态环境和种型类别． 

在此基础上，报据群落的种类组成 结构和生态特征，确定元江干热河谷植被为萨王纳中 河谷型 

半萨王纳植被 ．主要是 树萨王纳 和 灌萨王纳 ，肉质刺灌丛属于灌萨王纳． 

关量词：垂里 王垫 垒； 三垫撞毽i 
中田分娄号!Q948．15 熏村嘲}讽码：A 

堡幽塑￡ 究、云角 

A phytosociological study O11 the semi—savalllla 

vegetation in the dry‘—hot valleys of 

Yuanjiang River，Yunnan 

JIN Zhen-zhou 

t Ecology e~dGeobo：an),,Ymmcm Utdver~tty．Kunminl 650091、Cl-,im)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hytosoeiolog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Braun--Blanquet's school
， 

the regional savanna vegetation of the dry-hot valleys of Yuanjiang river had been investigau~d． 

Based OBthe principleoffidelitydegree,the typical 110 relevestakenfrom everys&mpling smndsof 

the dry-hot va lleys were sorted up from below to upper into 15 Associations,then into 5 Allianee~， 

2 Orders and 1 Class．A synoptic classirmation system of Class-Order-Alliance-A~ociatlon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purpose to 【en∞t deeply th e characterBtics of all syntaxa there in th e aspect of 

plant component and their aImndanee --dominancy,presence，co ver coefficient,life form,growth 

form ，and ecologica l environment,co lTIITf1．Inity stro etxlre, speciestypes and so OI]k Based on these, 

thedry -hotva lleyvegetationmightbeconfirmed as sem i--ca vanna ofvalley【ype ，mainlythe tree 

semi--savanna  and  shrub semi--ca va nna ，the latter including the succulent the m  shr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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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区自然和植被概况 

所调查的元江干热河谷植被沿元江中上游河谷下部分布，南起元阳县大六乎，经元江坝、漠沙至 

上游东北支的易门县绿汁江和西北支南涧县南涧河谷，纬度由 23 12 N--25。101N，河谷深陷于 

高原面 (2 000--2 500 m)以下近河答底部(300- 1 300 m)，大江西南侧与哀牢山系平行，高 2 500- 

3 ooo m，成为西南季风和西风急流的风屏，使河谷处于雨影区的焚风效应地带。植被分布于河谷下 

部两侧山坡上，坡度不一，一般偏陡，土壤基质多沙页岩、石灰岩和砾岩等，透水性好，多数为燥红 

土 此类植被分布地的悔拔高度最低 300 m，最高 1 600 m，调查样地的海拔从 450 m到 I 530 m， 

样地均在河谷两侧的山坡上。河谷气候南北有别 南部如元江坝河谷，悔拔低，焚风效应明显，属热 

带性干热河谷气候，年均温 23．7℃，各月最高均温 28 6℃，各月最低均温 l6 7℃，≥ 10℃ 的年积 

温 8 71O℃，年均降水量 805 mm，其中雨季降水量 650mm，干季降水量 155 mm，雨季所占比例为 

81％，年均蒸发量 2 750 mm，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3．4倍，年均相对湿度 69％。北部如南润河答，海 

拔偏高，荧风效应较弱，高温和积温等也较低，属南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年均温 l9℃，各月最高 

均温 25 6℃，各月最低均温 13，6℃，≥ 1O℃的年积温 6 850℃，年降水量720mm，其中雨季降水 

量604mm，干季降水量 116mill，雨季所占比例为 84％，年均蒸发量 2 60mm，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4 1倍，年均相对湿度63％。 

元江干热河谷植被未曾全面调查与报导过．30年代王启无在其。云南植被初步研究 一文中称元 

江河谷的河岸植被为河边植被 (Riparian vegetation)̈  ．5O年代曲仲湘 周纪纶、高沛之对元扛 

河谷植被作过简单记载，但未发表．8O年代 《中国植被》中由我们写了一些来 自元江坝附近路线考 

察的资料， 即草 原章 中的。稀树草原 和荒漠章 中的。肉质刺灌丛⋯  ，可 见 已有萨王纳植被 

(Savanna，有译稀树草原或热带草原)和刺灌萨王纳植~(Thorn shrub sa；canna)的报导，直至 1990年 

再有后者植被的报导，样地来 自同一地区 ⋯ 。世界的萨王纳植被已有深人研究，近代萨王纳的概念 

包括 萨王纳林 (Savanna woodland) 树萨王纳 (Tree sax~tnna，即典型萨王纳 ) 、 灌萨王纳(Shrub 

savanna) 和 草萨王纳(Grass savanna) ，主要是热带性的，也有亚热带性的，有受人为干扰的半萨 

王纳(Semi-savanna or seminatural savanna)或次生萨王纳(Secondary savanna)̈  。 云南植被》仍 

用原先写中国植被的资料作了较细的报导，没有更新的样地资料  ̈。本文研究扩大到全河谷，而且 

基于大量的样地资料。全干热河谷植被中各类萨王纳都有，以树萨王纳为主，由于长期人为干扰，属 

于半萨王纳或次生萨王纳。区域植被路线考察得知南北各段啊答植被的植物种类组成和生境有较大差 

别，这是划分群落类型的基础。粗略看，南部元用河谷稀树灌多见红花柴(Indlgoferapulchelta)和牛 

角 瓜 (Calotropis gigantea)， 元 江 河 谷 多 见 天 干 果 (Buchanania tatifotia)和 三 叶 漆 (Terminthia 

paniculat ，绿汁江河谷多清香木(Pistacia weinmarmifolia)和虾子花(Woodfordiafruticosa)，南润河 

谷 多 明 油子(Dodonaea angustifolia)和 华 西小 石 积 steomeles schwerinae)， 而草 被都 以扭 黄 茅 

(Heteropogon contortm~)、孔颖草(Bothriochloapertusa)等为主．肉质刺穗丛中南 以霸王鞭(Euphorbia 

royteana)为主，北以仙人掌(Opuntia monacantha)为主。只有通过大量的样地调查，才能划分群落类 

型，建立群落分类系统，全面反映干热河谷植被的群落多样性特征． 

2 研究方法和步骤 

研 究 的 全 过 程 采 用 Braun-Blanquet所 建 立 的植 物 群 落 学 (Phytosociology)~ 论 和 方 

法 _ -‘。- ‘·⋯ 。用分散典型取样原别 ，在野外韧定的群丛(As∞c 如n，韧定的原则是种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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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外貌的一致性程度)的植物群落地段的各个群丛个体 (ktsociation individua1)上选取 8～10个 

100 m 面积或更大的样地进行群落调查，稀树林和较密灌丛可扩大至 200Ⅱ 或 4OO m ，样地形状不 

限，样地数目最少不低于 4个。每一样地调查结果所记录的调查表称为一个样地记录(Rclevc)，记录 

调查的项 目除群落生境、结构、生态表现、季相动态等外，着重记样地内每一个植物种 (限蕨类以上 

高等植物 )的名称和 多优度一群集度 (A ndam dominance-sociability)指标，即 Braun-Blanquet 

的 盖度多度一群集度 (Coverabundance-sociability) 指标，分 l0至5共 6级。 此外还记每种的平 

均高度、物候和生活力．选样和样地记录的取得是 一项很重要的基础工作，其代表性与典型性，广度 

与深度，数量与质量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导向和精度。本研究在河谷各处作 了 125个样地记录．均作为 

第一手原始资料备用。室内按暂定的 群丛 进行归类，删去个别不太典型的样地记录，可用的共 1 10 

个．样地记 录归类成群丛 过程 中，用 了微机 上的 PST程 序 (1990年 由德 国引^)． 以建立群 丛的初 

表(Primary table)，也叫群落总汇~(Releve table，或称样地记录总汇表)或粗表 (Raw table)．-这是 

经样地记录调整后所形成的初步群落表，以后确定的群丛所属的样地记录基本上不变动了．本研究把 

110个样地记录归类成 l5个群丛的初表，每表列出各样地记录的生境和群落结构特征，如样地记录 

号、分布地、地形、悔拨、坡度、坡向 群落总盖度、分层数、各结构层的高度和盖度、样地面积、 

样地种数等。表上列出各样地出现的所有植物种名 (中名和拉丁名)，按生长型 (Growthform)分 

二组列出，一组为乔灌木藤植物 (Tree,s~ ub and wood liana)，另一组为草本草藤植物 (Herb and 

herb liana)．在样地记录号的纵列与植物名称横行的交汇处记上该种植物在该样地记录上的多优度一 

盖度指数，不存在的以 · 表示，一直到所有种类的该指数登记完为止。表上还要统计 出每一个种的 

存在度或恒有度 (Presence or constancy)等级，以 I～V分 5级表示，同时列出该种的范围，在此基 

础上算出该种的盖度系数 (Cover coefficient)。盖度系数这一词是朱彦丞于 1965年首次提 出和采 

用 2,5 ，实际上就 是 Braun-Blanquet研究方法 中的盖度多度级的转换值，也可称之为盖度值 

(Coverage value)．其计算公式为： 

某～植物种的盖度系数=—堇 直鱼竖 喜基需善鼍笔妻曩王垫堕圭塑一x 00 
盖度系数的大小与Braun-Blanquet的盖度多度级的划分标准有关，故数值常相差悬殊，但对反映植 

物种在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特征种的求算起很大作用，数值大小仅有相对比较意义。表的最后一 

列为每一个种的生活型，用 Raunkiaer的标准记上。表上种类的排列顺序首先分开 2个生长型类 

群，然后各按存在度的大小排列，同存在度者按盖度系数大小排。在此初表基础上，为了求算各群丛 

的特征种和建立 区域植被的群落分类系统，要排出研究 区域内群落分类单位综合表 (Synoptic 

syntaxon table)的初表，以每一群丛为纵列，以各个群丛出现的植物种为横行，在纵横交汇处依次 

填上该种在该群丛的“多优度范围及盖度系数的结合指标 ，不管群丛数多少理 论上 的最大值为 

V／8750 ，最小值为 I／0．1(盖度系数 0．1以下的均以0．1为最小计) ，表上生境、群落结构、样 

地种数等均按文字代号和数值范围填。在此表上，按 Braun-Blanquet的确限度 (Fidelity degree) 

的原则和标准进行每一个种的对比和分析，先选出各个群丛的特征种 (Character sp~c )，从而正式 

确定 了群丛，和初表一样，本研究确定了 15个群丛。对各群丛特征种以外的所有植物种再进行一次 

确限度的对比和分析，选出群属 (Alliance)级的特征种 从而确定 了群属。对群丛和群属的特征种 

以外所有植物种再进行一次确限度的对 比和分析，选出群 目 (Order)特征种。以此方法类推，进一 

步选出群纲 (Class)的特征种．然后按群纲一群 目一群属一群丛的次序，把它们各 自的特征种群排列 

在 种 类 的 前 方 ，余 下的植 物 种 作 为最 高 分 类单 位群 纲 的 伴 生种 (Compa~on)和 外来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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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enta1)列于表的后方，但要根据这些植物种的更大区域的分布’与区系知识，把主要伴生种自 

成一组列于前面。上述每一组特征种群伴生种群范围内，均按上述存在度与盖度系数大小的顺序排 

列 最后形成正式的一个研究区域的群落分类单位综合表，它是 Braun-Blannquet植物群落学研究 

的重要结果之一．可全面深入地反映区域内植物群落多样性特性．然后，依次返回到各个群丛逐个建 

立正式群丛表 (Association table)，作为植被研究的基础资料，用于植物群落特征多样性的分析。采 

用 FOXBASE关系数据库程序把群纲综合表纵列特征指数建成植物群落数据库，以便专项计数、抽 

提、归类、排序、制表等，进一步反映本群纲的植物群落学特征。 

3 结 果 

用 Braun—Blanquet植物群落学的分类原则和方法，把本区域所取得的 Il0个样地记录，归类成 

15个群丛 (Association)，5个群属 (Alliarice)．2个群目 (Ogder)，1个群纲 (Class)，以各顿 群落 

分类单位的特征种群 (Character species group)为主，主要伴生种为次，依次排列成群纲一群 目一群 

属～群丛系统分类综合表 (表 I)。 

全干热河谷为一个群纲，即 余甘子 ·扭黄茅群纲 ，它与滇川范围的怒江和金沙江干热河谷同属 

于一个群纲．按 Braun-Blanquet植物群落学的分类原则和方法，三江千热河答植被的高级群落分类 

单位群纲级是一致的。奉区域群蛔特征种为扭黄茅、余甘子 孔颖草和双花草，在以下各级群落分类 

单位中均有较高的出觋数．群纲分布地的海拔高度范围为 4fi0~ I 530 m，即全河谷 1 10个样地中的 
一 个最低者和一个最高者，最低在南部元江坝 (YAS一4号群丛中的一个样地)，最高在北部南涧 

(YAS一9号群丛中的一个样地)．群纲的坡向和坡度多样。群落的总盖度 (即各层次重叠的覆盖度)． 

低者在 60％～80％，一般在 65％～85％：乔蔼层的盖度，低者在 4％～3O％，一般在 25％～40~／~； 

草层的盖度t低者在 10％～5(P／o，高者在3O％～70％，反映息体植被覆盖较好，草层盖度大于乔灌 

层，多数群丛的植被呈现稀树草原景观，即树萨王纳，少数为旱生灌丛和稀灌草丛，属灌萨王纳，包 

括肉质多刺灌丛。一个群纲 I10个样地中共出现300种蕨类以上高等植物，但各个群地 内出现的种数 

是低的，都为 100IT／ ～个样地，最步8种，最多 49种，一般 lj～25种。 

元江中下游干热河谷为 红花柴 ·扭黄茅群目 ，分布元 阳一元灌坝段，海拔偏低，有 2个群属； 

元江上游干热河答为‘华西小石积 ·扭黄茅群目 ，分布南洞河谷和绿汁江河谷，海拔偏高，有3个群 

属。群 目分类显示本河各南北两个在群落外貌，结构、种类组成、生态环境等在群纲下的分异、从群 

目特征种上备有 自己的特征种群，从群目命名上看，前者为红花柴，后者为华西小石积。一群目 (代 

号为 YOR一1)分 2个群 属， 即 三叶漆 ·扭黄 茅群属 (YAL一1) 与 霸王 鞭 ·扭 黄茅群属 

(YAL一2) ，各有其群属特征种群．前一群属内有 3个群丛，即 天干果 ·扭黄茅群丛 (YAs一1) 、 

‘厚皮树 ·扭黄茅群丛 (YAS一2) 和 朴叶扁担杆 ·扭黄茅群丛 (YAS-3) ，各有其群丛的特征种 

群，这 3个群丛是元江干热河谷南部的代表，都是较典型的河谷型半萨王纳植被 (Semi--savannas of 

valley type)．后一个群属内只有～个群丛，即 疏序荆条 ·霸王鞭群丛 (YAS-4) 以霸王鞭和疏序 

荆条为主组成的刺灌半萨王纳 (Thorn shrub semi--savanna)，也是1河谷型的。华西小石积 扭黄茅 

群 目之下分 3个群属，印 明油子 ·扭黄茅群属 (YAL一3) ，“明油子 ·仙人掌群属 (YAL一4) 和 虾 

子花 ’扭黄茅群属 (YAL ) 、各有其群属特征种群。 明油子 ·扭黄茅群属含 6个群丛，印 明油 

子 ·扭黄茅群丛 (YAs一5) ， 余甘子 ·苞茅群丛 (YAs_6) 、 明油子 ·余甘子群丛 (YAs一7) 、 云 

南松 ‘扭黄茅群丛 (YAS一8) 、‘华西小石积 ·明油子群丛 YAs一9) ．竹叶椒 ·小齿锥花群丛 

(YAS-lo) 等t以明袖子 ·扭黄茅群丛为典型，且与金沙江干热河谷的代表半萨王纳植被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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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性．明油子 ·仙人掌群属有一个群丛，即 白饭树 · 

仙人掌群丛 (YAS-I1) ，是河答型的以仙人掌和白饭树 

为主组成的刺灌半萨王纳。虾子花 ·扭黄茅群属分布于绿 

什 河 谷 ， 有 4个 群 丛 ， 即 虾 子 花 ·扭 黄 茅 群 丛 

( As一12) 、 清香木 ·扭黄茅群丛 (YAs一13) ， 白叶 

莸 ·扭黄茅 群丛 (YAs一14) 和 沙 针 ·芸香 草群丛 

(YAs一15) 等，以虾子花 ·扭黄茅群丛为典型的河谷型 

半萨王纳植被． 

本群纲 内各个植物种的生活型 (Life form)归结成 

为元 江干热河谷半萨王纳群纲总的生活型谱带 (Life 

form spectrum)(表 2，图 1)．以高位芽植物为多，反映 

高位芽乔灌的多样性，次为地面芽草本，以扭黄芽、 L颖 

草、双花草等为代表，是主要旱生禾草的扭黄茅 L颖草 

生活型．一年生植物 占22．6％，反映以种子度过不良的 

干旱季节，正是萨王纳植被的生活型特点．地上芽植物占 

12．0％，反映以半灌木生活型度过不良季节．也是萨王纳 

的特 点。 

群纲 内各个植物种的生长型 (Growth form)归结成 

元 江干热 河答半 萨王纳群 纲生 长型谱 (Growth foi'm 

spectrum)(表 3，图 2)，其中草本植物种类占了一半． 

反映半萨王纳植被草本植物的多样性，特 q是旱生禾草种 

类，除群纲特征种外，又如扭鞘香茅 苞茅、拟金茅、类 

雀稗，三芒草，小菅草、臭根子草，毛臂形草、肠须草、 

蒺藜草．类芦，水蔗茅等．其次是灌木植物， 占 29％． 

如红花柴，火索麻，三叶潦 毛灰豆、虾子花 蛇婆子． 

缅枣、刺球花、华西小石积等均有特色．乔木植物种类不 

多， 占 11．7％ ．如天干果、厚皮树、老人皮、云南黄 

杞、未棉．余甘子 清香未，朴叶扁担杆，牛角瓜、毛叶 

柿、火绳树等．均为半萨王纳稀树的主要树种．木质藤本 

植物是少数，有代表性的如锅铲藤、大果老虎刺． 白叶 

藤、石莲子，翅果藤、翅果杯冠藤等．草质藤本植物更 

少，有代表性的如蔓草虫豆，银丝草等． 

统计群纲每一个植 物种在群丛的总出现数 (Occur- 

rence number)．建立元江干热河谷半萨王纳群纲植物种 

的群丛出现率表 (表4)．以反映各个种在全河谷 15个群 

丛的出现频度或存在度．结果可知，在 15个群丛中都分 

布的只有一种，即半萨王纳的草层优势种扭黄茅。出现于 

l2个群丛的一个种，即群纲特征种余甘子．出现于 10个 

群丛的有 4种，即华西小石积．野拔子．清香木和沙针． 

襄2 元汪千热河答半萨王纳嗍 勺生活蛩增 
Table 2 The liraform spectrll／Xlofthe m -aisa· 

vatl／~ class in the drr ho【valley ofY—R一 

36．o 

蝴  

Ph C Ⅱ 0 T 

田 I元江千热河咎芈萨王纳群鲷的生活基谱围 

Fig一】Thelifeform spectrum oftM semisavanna 

classin dry-hot Valleyof R 

襄 3 

Table 3The growthform spectrum ofthe semi- 

savanllad拈 sinthedry-ho'~valley ofY．R． 

虱齑 祈 两 丽 

50,,3 

2'．O 

门 
¨  

T 8 WL Ⅱ 皿 。 

围2元江干热何咎乍萨王纳群纲的生长查谱囤 

Fig．2 Theg~wthform sptctrum orthe窖cmi- 

,lmVam  dB菇 thedry-hot valleyof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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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于 9个群丛的有一种，即主要 

伴生种矛叶荩草．以下，出现群丛 

数依次减少剜种数依次增多，至出 

现于 3个群 丛 的有 40种 ，2个群 

丛 的 61种 ， 1个 群丛 的 139种． 

15个种在群丛的出现数类别，按 

存在度等级划分成 5级，结果V级 

1种，工v级 5种，m 级 l2种，Ⅱ 

衰 4 

Table 4 Thefrequency ofpIant sl~ csinthe S~Ml--S；iUanna．class 

the drr hot valley of Y．R． 

群丛数 ofAm． 151413 121110 9 B 7 6j 4 3 2l 台计 

位出理 的植 物戥 O~oux．§ N． 1 0 0 l 0 4 1 3 8 414 24 4061139 ]00 

种出理事幅度 Occur．s R．％ 100-~81 80～61 60N41 40～2I 2O～1 

出现卑等敏1日类 Occwr．sp．D V Iv Ⅲ Ⅱ I 

备等袅植物种数 Occ~F．sp．D．N． 1 5 12 42 240 300 

备等敏种数事 OCCtL~．s D．％ ’0．3 1 4．0 14．0 80 0 100．0 

级 42种，I级 240种，呈急尖的金字塔形，这一模式反映南北普遍分布的种很少，不普遍分布的种 

逐级增加，而北界与松栎林相接，喃 界元江一些分支与河谷季雨林 (如清水河)和热带季节雨林 (如 

元江旁支东峨一沟各)相接，其边缘过渡的种增多，加上植被的次生性，在不同地段种类分散，大大 

增加了只在 l～2个样地中出现的种数。 

研究结果建立 l5个已确定的正式群丛表，以反映各个群丛的植物群落学特征，更细致地说明元 

江干热河谷萨王纳植被的群落多样性特征。限于篇幅，这里只列出河谷南部的一个群丛表 (表 5)。 

4 讨 论 

(1)元江干热河谷半萨王纳植被是滇川三江 (元江、怒江，金沙江)干热河谷半萨王纳植被的一 

个流域单元．与怒江、金沙江比较，有其共同点，也有差异．三江共作了523个样地记录，用同样的 

方法归类成 4个群目， lO群属，64个群丛，它们都是河谷型的半萨王纳植被，其中 群落的外貌． 

结构、种类组成看以元江干热河谷的最为典型，更接近于印度和非洲的萨王纳植被，当然河谷的地方 

性特征是突出的．主要表现在植物种类组成上。 

(2)采用 Braun-Blanqu~t所建立的植物群落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滇川干热河咎植被，特Sq是元江 

干热河谷植被，能较全面深入地反映区域植被的群落与生境特征，特别是植物种类组成特征，故研究 

方法、研究区域和研究对象都是有特色的。Braun-Blanquvt的理论与方法是在研究阿尔卑斯山高山 

植被和地中海沿岸干暖植被中建立的，我们把这一方法用于滇东北亚高山草甸植被和滇川干热河谷植 

被的研究，都取得良好的效果。但用于植物种类多样复杂的湿润性热带雨林和常绿闽叶林植被尚有待 

探索． 日本宫胁昭等用此方法研究全 日本国植被取得显著效果 ，特别是对 日本南部亚热带湿润常 

绿阔叶林的研究，更为深入细致而有特色。通过本项研究，坚信我国各大自然区域的天然植被均可 1 

人 Braun-Blanquet的植物群落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 

(3)Braun-Blanquet植物群落学研究的技术要点在于全面查清每一个植物种在一定群落类型中 

的地位与作用，强调各个植物种在特定群落中的分析特征和综合特征，这对提供生态资源的信 电和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元江干热河各当前面临热区开发，而本研究结果 

表明，这里的萨王纳植被类型，群落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突出，植物种类的多样性更突出，开发中 
一 定要注意地区生物多样性 (群落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特别是河谷型半 

萨王纳植被，它是古萨王纳植被的残遗类型，是古老，珍稀、濒危的植被类型，更有加强保护和发展 

的必要性． 

5 结 论 

(1) 采用 Braun~-Blanquet植物群落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选定 l}0个棒地记录的基础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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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茕 赔cm0il0 ! Ⅱ“n 

k藕黄氟 c0" 呲  ⋯  

干 群 草 帅 e印m帅 rbac~ 

蜜花曲冉盘 r／ga曲出 缸  

伴生种和扑来州 com呻1l’D and 
a ；dc L吐 ofA~n． 

乔整 术蓐植 -cTr∞．shr曲 
andwood]ia瞳 

奴 娓 辘 Erwhem 驰 l曲i 

T ~taarJe 

太畸千斤壤  哺n蚺 榭 帕衅l蚺  

葳毛装皋}毫 出强口c r眦 螂  

白背黄花稔 Sida小 h抽 
情 窨 束 dd口weinmana~ se 

{I叶黄花棼 Sida舶 口 

野 菇 树 帅̂  岫  

嗵 甬 札 c⋯ zp 口“mI 

地 石 捅 坩 tiko~a 
单叶章身草 D 邶 哪 一 r帅  

D r }m r圳  

刺 茄 d抽l帅 抽 删 

水 翱 树 Wmd／ar,d／a~ar／S． d 

目 植 雉 厶l螬删 口 口 
草木草蒋植制 H甘bandt喇 h膻】 

独棚■拂草 r 山 P 口̈甜口 

珂 芒 菊 Tr~tax 叮 

短 叶 綦 Paaicum 帕  " 

搬 金 薯 剐 4 d 
疑 兰 草 E· · 5 妇 v d 

硬杆子草 岫  

飞 扬 草 局 ̂ 口 Zu'rta 
* m ”∞ 

钩毛 耳草 椭 n哪 l幽  

2．2 3． 】．】 1．I 2．2 3．3 2-2 1．2 2．2 11 VI-3 1450 Ph 

2 】．2 22 2j 4．4 IV+—4 954 H 

U  2．3 ． 11 ． IV+-2 676 T 

2 + + + LI 1。 +一I 56 Ph 

1．1 U  ． ． ． 1II+--2 251 H 

+ ． ． ． ． 11+一1 部 Ph 

． + ． + I1+ 3 Ch 

．  ． ． ．  1+--1 26 Cb 

．  ．  ．  ． H- 1 T 

生 话 型 

盖 度 景 致 ㈣ 

存 在 度 ㈣ 

桶样张啪  ̈m 

硎蝌枞姗 啪 

确样张栅 帅  ̈ 帅̈mH 

硎样徽伽 ∞阱 如 m 

硎枰徽 薹i肿 ∞ 蛐m 

硎样 蚴 帅 吣 m 

唧 蝌徽 m 

蝌触渤 ∞ m 

呲 枰徽 他  ̈m 

Ⅲ 枰徽锄 ∞ ：u加帖阳m∞ 

啦 + 

M垃¨ ． 

啦"MM 

“ + 

啦 ¨+ 

""¨u 

“u ． 

 ̈ ．̈  

¨+ ．̈ 

iEj￡ 曲 T T H T H T T 

如m ： 

～～～一一～ 叶 HH 

+ ． ． ．¨ 、 + 

+ ． ． ．+ + ． ． 

十 ．+ 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02 广 西 植 物 l9巷 

下至上归类成 15个群丛，5个群属，2个群目和 1个群纲，按确限度标准确定各级群落分类单位的特 

征种群，从而建立了元江干热河谷半萨王纳植被群纲一群 目一群属一群丛分类系统综舍表，并分别为 

15个群丛建立了各 自的群丛表．这些植被研究的基础资料和分析结果是区域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持续发展的重要科学依据． 

(2)在 《中国植被》初定元江坝河谷山坡的萨王纳 (原称稀树草原)基础上，把干热河谷的 15 

个群丛均定为半萨王纳植被，这从综合表和群丛表的植物种类组成 群落结构和生活型组成等方面可 

以确定，其中把肉质剌灌丛定为半萨王纳中的一个类型．由于长期人为干扰，这是河谷型的半萨王纳 

植被． 

(3)在当代强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发展的形势下，我国各大类天然植被的考察和研究中采用 

Braun-Blanquet植物群落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可取的． 

欧晓昆、陈 洁、曹 敏、李云良、曹永恒、陶 晶等教师和研究生参加野外植被调查和 

室内群丛表的建立I作，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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