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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酸性土地区亚热带落叶阔叶林的群落

学特点及其合理利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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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北京 )

摘要 亚热带落叶阔叶林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常绿阔叶林或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遭受破坏

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演替阶段
。

本文对其群落外貌
、

结构
、

种类组成和演替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

析
,

充分论证了上述的结论
。

组成这个类型的建群种多是阳性速生树种
,

木材的用途广泛
,

应该

加以利用
,

任意砍伐烧垦和改种其它针叶树种都是不妥当的
。

一般可待其达到成熟龄时予以择伐

利用
,

并促使群落向常绿阔叶林的方向发展
。

关键词 亚热带落叶阔叶林 ; 群落外貌 : 群落结构 ; 群落演替

大家都知道
,

落叶阔叶林是温带地区的地带性植被类型 〔“ 〕 。

但是
,

在亚热带地 区 也 常

看到有面积大小不等的由落叶阔叶树 占优势的森林
,

其种类组成除了极少数与温带地区相 同

外
,

绝大多数是限于分布在亚热带地区的种类
。

这种类型的森林有些是局部环境的原生性森

林
,

更多的是由于常绿阔叶林或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遭受破坏以后发展起来的
。

如何认

识这类森林
,

它在植被分类上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

它的群落学特点如何
,

发展方 向 是 怎 样

的
,

如何经营管理才符合人们的实际要求
。

所有这些问题过去研究都较少
,

本文就拟通 过对

其群落外貌
、

结构
、

种类组成和演替等方面的分析
,

探讨其类型的性质和合理利用的方向
,

为亚热带红
、

黄壤丘陵山地的林业发展提 出一些参考意见
。

研究方向和内容与对常绿阔叶林

等类型的研究相 同
,

以便对 比分析 { ` ’ “ ’ “ ’ 6”
。

亚热带落叶 阔叶林所在的环境大体上与常绿阔叶林所在地的情况类似 仁” 〕
,

但 是
,

在 大

多数情况下
,

它的林冠郁闭较疏
,

小环境要显得干热一些
,

土壤肥力相对要低
。

不过
,

总的

说来
,

其立地环境条件要比其 它次生植被类型所在地的情况好
。

现分下列几方面论述
:

一
、

外 貌

1
。

生活型谱 根据不同类型的亚热带落叶阔叶林进行分析
,

其植物均以高位芽植物为

多
,

约占群 落曹
、

种数的6 9
.

8一 8 3
.

4% ; 地面芽植物次之
,

占 1 1
.

9一 2 5
.

6 % , 地
_

L 芽 植 物 第

三
,

一般占 3
.

5一 5
.

9 %
,

个别只 占 1一 2 % , 地下芽植物多在 2 % 以 下
,

个 别 可 占 4 %左

右 ; 一年生植物比较少见 ( 图 1 )
。

在高位芽植物 中
,

按种类来计算
,

各个林分都是常绿成分多于落叶成分
,

多呈 7 与 3 之

比
,

林龄愈大常绿成分愈多
。

具体说
,

大高位芽植物中常绿成分多于落叶成分
,

一般前者约

占总种数的 9
.

3一 2 4
.

5%
,

后者 占 3
.

1一 8
.

1% ; 但是
,

真正伸展到上层的常绿大高位芽 植 物

并没有这 么多
,

而且数量也少
。

按它们所占有的重要值指数来计算
,

上层落叶的种类 占 200

以上乃至全部 ( 3 00 )
,

这是确定亚热带落叶阔叶林形成的关键 因素
。

在中高位芽 植物
、

小

高位芽植物和微高位芽植物中
,

无论按种类和重要值指数来计算
,

常绿成分均高 于 落 叶 成

分
,

木质藤本高位芽植物的情况也是这样
。

常绿种类中在大 多数情况下是以常绿阔叶中高位



广 西 植 物 1 0卷

异二I乓狄

1 5 4弘

耳妈
。

2 4 35
B

图 1 广西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与常绿阔叶林
、

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

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混

交林生活型谱的比较

贺县滑水冲拟赤杨林 B
.

龙胜花坪林区以水椎拷为主的常绿阔叶林 C
.

阳朔以青岗栋
、

禾串树为主的

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D
.

兴安苗儿山以铁椎拷
,

亮叶水青冈为主 的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1
.

高位芽植物 2
.

地上芽植物 3
。

地面芽植物 4
.

地下芽植物 5一年生植物

芽植物居多
,

占群 落总种数的 8
.

1一 1 8
。
4 %

,

最多可达 31
.

5 %
, 常绿阔叶大高位芽植物 占 第

二位
,

约 占9
.

3一 1 7
.

4%
,

最多达 24
.

5 % , 其它各类常绿成分所 占的比例较小
,

一 般 占 5 一
1 0那之间

。

落叶成分 中一般以落叶阔叶大高位芽植物为多
,

占 3
·

1一 .8 1 % , 落叶阔叶微高位

芽植物次之
,

约占 5
.

8一 7
.

1 %
,

有时只占 1 一 2 %
,

但在林冠郁闭较疏的地方
,

它可能激增

至 10 % 以上 ;
有些林分落叶木质藤本高位芽植物也占一定的比重

,

多者 占到5
.

1%
,

一 般 在

1 一 3 %之间
。

其它各类型所 占的比重都较小
。

总的说来
,

落叶阔叶大高位芽植物在上层占

优势地位
,

而各类型常绿高位芽植物瞿侨木中下层和灌木层 中起主要作用
。

地面芽植物 中也是常绿多于冬枯的种类
,

大多数情况是 7 与 3 之比
,

但在林冠郁闭稀 疏
、

环境比较 干旱的地方
,

冬枯的种类明显增加
,

达到 6 : 4
。

其 中
,

常绿破类地面 芽 植 物 最

多
,

占群 落总种数的 4
.

5一 7
.

1%
,

多者可达 12
.

2%
,

有些地段常绿丛状地面芽和常绿直立茎

地面芽植物也占一定的比重 , 冬枯的成分中冬枯直立茎地面芽植物较 多
,

约占 1 一 3 %
,

最

多可达 7 %
,

其它各类地面芽植物为数都较少
。

地上芽植物主要是一些半灌木和玻类
,

常绿种类多于落叶种类
,

但为数都不多
,

一般占

2 一 3 %
,

多者也不过 5一 6 %
。

地下芽植物大多为一些常绿和冬枯的旅类植物
,

数量不多
,

但常可遇到
,

占 1一 2 %左

右
。

一年生植物只在极个别的地方有出现
,

数量极少
。

从整个群 落来看
,

常绿成分明显多于落叶成分
,

为 6 一 7 成与 2 一 3 成之比
,

林龄较大

的林分可达 8 : 2 , 但由于上层落叶成分占优势
,

才决定其落叶阔叶林的性质
, 而其余各层

均以常绿种类居多
,

说明其与常绿阔叶林的密切关系
。

与常绿阔叶林
、

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

混交林和山地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相比
,

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以高位芽植物占优势
,

地面芽植

物次之 , 不同点是常绿阔叶林无论从各个层和整个群 落来看
,

都是以常绿成分占绝对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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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西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与常绿阔叶林
、

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

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混

交林生活型谱的比较

贺县滑水冲拟赤杨林 B
.

龙胜花坪林区以水椎拷为主的常绿阔叶林 C
.

阳朔以青岗栋
、

禾串树为主的

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D
.

兴安苗儿山以铁椎拷
,

亮叶水青冈为主 的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1
.

高位芽植物 2
.

地上芽植物 3
。

地面芽植物 4
.

地下芽植物 5一年生植物

芽植物居多
,

占群 落总种数的 8
.

1一 1 8
。
4 %

,

最多可达 31
.

5 %
, 常绿阔叶大高位芽植物 占 第

二位
,

约 占9
.

3一 1 7
.

4%
,

最多达 24
.

5 % , 其它各类常绿成分所 占的比例较小
,

一 般 占 5 一
1 0那之间

。

落叶成分 中一般以落叶阔叶大高位芽植物为多
,

占 3
·

1一 .8 1 % , 落叶阔叶微高位

芽植物次之
,

约占 5
.

8一 7
.

1 %
,

有时只占 1 一 2 %
,

但在林冠郁闭较疏的地方
,

它可能激增

至 10 % 以上 ;
有些林分落叶木质藤本高位芽植物也占一定的比重

,

多者 占到5
.

1%
,

一 般 在

1 一 3 %之间
。

其它各类型所 占的比重都较小
。

总的说来
,

落叶阔叶大高位芽植物在上层占

优势地位
,

而各类型常绿高位芽植物瞿侨木中下层和灌木层 中起主要作用
。

地面芽植物 中也是常绿多于冬枯的种类
,

大多数情况是 7 与 3 之比
,

但在林冠郁闭稀 疏
、

环境比较 干旱的地方
,

冬枯的种类明显增加
,

达到 6 : 4
。

其 中
,

常绿破类地面 芽 植 物 最

多
,

占群 落总种数的 4
.

5一 7
.

1%
,

多者可达 12
.

2%
,

有些地段常绿丛状地面芽和常绿直立茎

地面芽植物也占一定的比重 , 冬枯的成分中冬枯直立茎地面芽植物较 多
,

约占 1 一 3 %
,

最

多可达 7 %
,

其它各类地面芽植物为数都较少
。

地上芽植物主要是一些半灌木和玻类
,

常绿种类多于落叶种类
,

但为数都不多
,

一般占

2 一 3 %
,

多者也不过 5一 6 %
。

地下芽植物大多为一些常绿和冬枯的旅类植物
,

数量不多
,

但常可遇到
,

占 1一 2 %左

右
。

一年生植物只在极个别的地方有出现
,

数量极少
。

从整个群 落来看
,

常绿成分明显多于落叶成分
,

为 6 一 7 成与 2 一 3 成之比
,

林龄较大

的林分可达 8 : 2 , 但由于上层落叶成分占优势
,

才决定其落叶阔叶林的性质
, 而其余各层

均以常绿种类居多
,

说明其与常绿阔叶林的密切关系
。

与常绿阔叶林
、

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

混交林和山地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相比
,

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以高位芽植物占优势
,

地面芽植

物次之 , 不同点是常绿阔叶林无论从各个层和整个群 落来看
,

都是以常绿成分占绝对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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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的植物增加到与具革质叶的植物相差无几的地位
,

而在东部湿润地区的类型
,

具革质叶的

植物占有明显的优势
,

类似于常绿阔叶林的情况 L“ 」。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
,

亚热带落叶阔叶林的外貌主要 由具草质
、

单叶
、

小型叶和巾型

叶为主的落叶阔叶大高位芽植物所决定的
,

常绿阔叶高位芽植 物在中下层林木 中占有显著的

地位
。

这既与由具革质
、

单叶
、

小型叶和 中型叶为主的常绿阔叶大高位芽植物所决定的常绿

阔叶林不 同 〔 ” 〕
,

也与在同一区域石灰岩山地和海拔较商的黄棕壤山地条件下
,

以 具革 质 和

草质
、

单叶
、

小型叶和 中型叶为主的常绿阔叶大高位芽和落叶阔叶大高位芽植物所决定的混

交林的情况不同 〔 ` ’ “ 〕 ,

反映出其独 特的外貌特点
。

曲
.

二
、

结 构

1
.

成片现象与层片结构 亚热带落叶阔叶林的成层现象明显
,

一般在 2 0年以上 中老龄

的林分
,

可划分为乔木层
、

灌木层和草本层三层植物
。

乔木层一般又可划分为三个亚层
,

第

一亚层林木高 16 一20 m左右
,

个别可达 25 m
,

胸径多在 25 一 4 c0 m
,

个别达 5 0c m 以 上
,

林冠

断续相连
,

覆盖度 50 % 左右
,

种类组成较少 ; 第二 亚层林木高 8 一15 m
,

胸 径 15 一 2 c0 m
,

林冠基本连续
,

覆盖度 70 %左右
,

种类较多 ; 第三亚层林木高 4 一 7 m
,

胸 径 5 一 1加m
,

林冠不连续
,

覆盖度 40 %左右
,

种类组成也较多
。

林冠郁闭度 0
.

7一。
.

8
。

在典型的情况下
,

落叶阔叶大高位芽植物层片
一

在乔木第一
、

二亚层中占主要地位
,

即所

谓建群层片
,

在第三亚层 中也有一定的地位
。

常绿阔叶大高位芽植物层片在乔木第一亚层处

于次要地位
,

但在第二
、

三亚层 中即起主要作用
。

常绿阔叶中高位芽植物层片是第二
、

三亚

层的主要组成成分
,

局部地方也有落叶阔叶中高位芽植物层片的出现
。

常绿阔叶小高位芽植

物层片和落叶阔叶小高位芽植物层片是第三亚层所特有
。

灌木层植 物一般高 Z m 以下
,

受上层林木覆盖疏密变化的影响较大
,

覆盖度 40 一 70 % 不

等
,

常绿阔叶幼树层片和常绿 阔叶微高位芽植物层片占据主要地位
,

落叶阔叶微高位芽植物

层片和落叶阔叶幼树层片也起一定的作用
,

主要出现在局部空隙和林缘阳光充足的地方
。

此

外
,

常绿半灌木地上芽植物层片和落叶半灌木地上芽植物层片也时有出现
,

一

有些地方还有竹

类高位芽植物层片的分布
。

草本层植物一般高 l m 以下
,

在上层林冠密集的地方
,

覆盖度 10 % 以下 ; 而在林冠覆盖

稀 疏的地方可达到 20 一 30 %乃至 50 一60 %不等
。

常绿孩类地面芽植物层片占据主要地位
,

常

绿丛状地面芽植物层片和常绿直立茎地面芽植 物层片也很普遍
,

常绿蔗类地下芽植物层片和

常绿阔叶幼苗层片也时有出现
,
在局部空隙处

,

主要为冬枯直立茎地面芽植物层片所占
,

冬

枯丛状地面芽植物层片
、

冬枯族类地面芽植 物层片
、

冬枯攀绕地面芽植物层片和冬枯直立茎

地下芽植 物层片也有出现
。

林缘偶有一年生植物层片的分布
。

2
。

层外植物 林 内藤本植物种类不多
,

但分布普遍
,

常绿木质藤本高位芽植物层片占

有明显的地位
,

落叶木质藤本高位芽植物层片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 附寄生植物种类很少

。

3
。

林木的大小配里

1) 林木树高与株数的关系
: 根据不同群落类型样地统计结果

,

在典型的情况下
,

在 400

一 50 Om 么
范围内

,

一般有林木 95 一 1 24 株
,

有一些林龄较大的林分
,

由于常绿阔叶树的 大 量

侵入
,

可达到 3 79 株
,

远不如原生性森林那样密茂
。

其中
,

树高 4 一 7 m
,

(林木第三亚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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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广西亚热带落叶阔叶林林木高度与 图 4 广西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中林木胸径

株数的关系 与株数的关系
A

.

栓皮栋林 , B
.

拟赤杨林 , C
.

光皮桦林 A
.

栓皮栋林 ,
B

。

拟赤杨林 , C
.

光皮桦林

的林木最多
,

在上层林冠郁闭较密的地方
,

所 占比例只 34 一招% 左右 , 而在上层林冠郁闭较疏

的情况下
,

林木株数猛增
,

达到65 一 89 %
。

树高 8 一 11 m 的林木 占第二位
,

一般占23 一33 % 左

右 , 但在上层林冠密集的地段就不及 10 %
。

树高 12 一 15 m的林木占第三位
,

约 8 一 16 %
,

但在

上层林冠郁闭大的林分
,

有时还不及更高的林木多
。

树高 16 一19 m
、

20 一23 m ( 第一亚 层 )

的林木一般都较少
,

在林龄较大的林分可占 8 一15 %
,

而在林龄较小的地段只占 3 一 6 %左

右
,

但其林冠 密集
,

在群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个别老龄林分还有达到树高 24 一 27 m的

林木
,

但株数都较少
,

约占 2 一 3 % ( 图 3 )
。

2 ) 林木的径与株数的关系
:

在典型的林分中
,

林术以胸径 2 一 7 c m 的株数 最 多
,

一

般占总株数的 60 一 80 %
,

林龄较大的地段
,

相对减少一些
,

但也占扔%左右
; 胸 径 8 一 13 o m

的林木次之
,

约占20 一30 %
,

同样
,

在上层林冠密集的林分
,

这个径级的林木也减少
,

只占1

%
,

有些地段还比不上更大径级的林木多 , 胸径 1 4一 19 c
m 的林 木 占 第 三

,

一般 占 1 7一 20

%
,

林冠密闭的林分也较少
,

占 10 % 以下 , 20 一 25 c m以及一直到 50 一 5 c5 m径级的林木所 占

的比重都较少
,

约占 2 一 5 %
,

有些径级的林木在一些林分没有出现
,

所有这些径级的林木

加起来最多也不过10 %左右
,

少的还不及 5 %
。

总的说来
,

在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中
, 二

述是小

径材多
,

大径材少
,

与原生性森林的情况类似
。

但是
,

在其演替 过程中
,

落叶阔叶树发展到

顶峰以后
,

在林龄较大的林分
,

一般高 16 m 以上
,

胸径 3c0 m 以上的林木 占到 10 %左右
,

说明

还是有一定大材的 ( 图 4 )
。

3 ) 林木树高与胸径 的关系
: 群 落中林木的高度与粗度是有一定关系的

,

在亚热带落叶

阔叶林 中
,

一般树高 4 一 7 m ( 乔木第三亚层 ) 的林木在大多数情况下 90 % 以上 ( 至 少也在

在 70 ,%以上 )
,

胸径属于 2 一 7 c
m径级

。

树 高 8 一15 m ( 乔木第二亚层 ) 的林木 中所 占胸

径的幅度较广
,

一般以 8 一13 c m 径级最多
,

约占该层 植 株 总 数 50 %左 右 ; 14 一 1 c9 m径 级

的株数次之
,

占20 一30 %左右
, 胸径 20 一 2 c5 m的植 株 约 占 5 %

,

个别 达10 % 以 上 ; 还 有

少数达到26 一 3 1o m 径级的植株
,

占 3 一 6 %
。

树高 16 m 以上 ( 乔 木 第 一 亚 层 ) 的 林 木
,

以胸径 14 一 1o9 m 和 20 一 2和功 径 级 的 植 株 最 多
,

分 别 占30 一 50 %和 20 一3D %左右
,

胸 径

2 6一 3 1o m
、

3 2一 3 7o m
、

3 8一 4 3o ln
、

5 0一 5 5 0 m径 级 的 植 株也占一定的比重
,

一般占 10一 3 0

%不等
,

局部郁闭较 密的地段也出现一些细长的植株
,

胸径只 8 一 1 c3 m
。

总的说 来
,

中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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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酸性土地区亚热带落叶阔叶林的群落学特点及其合理利用的方向

层林木生长大小还是比较均匀的
,

既不是矮粗型
,

也不是细长型
; 下层林木为了争取阳光向

上生长
,

呈细长型林木较多
。

三
、

种类组成

l
。

科属组成 根据许多典型样地调查统计的结果
,

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一般在 4 00 一 5 00

犯
“ ,

范围内约有 86 一 1 18 种
,

分属 64 一 89 个属
,

43 一55 个科
,

林木层中重要值指数超过 15 的科见

表 1
。

其 中
,

茶科所 含的属种最多
,

共 9 属 13 种 ( 银荷木 S o h油
a

ar g en 才ae
、

大头茶 尸ol y -

s P o r a a 戈`l ! a r i s
、

厚叶红淡 C l
e 少e r a P a e h少夕h夕l l

a 、

大叶毛船柄茶 H a r * f a v i l l o s a v a r .

夕r a n d i f
o
l`

a 、

杨桐 A d i n a o d r a 。 ￡l l
e 矛才“

、

毛杨桐 A
.

9 1̀
s e h r o

l
o , a 、

湖南杨桐 A
.

b o e几公a
-

n a v a r .

a e o r i f
o
l i

a 、

短尾叶拎 E u r 夕 a 10口。 i a n a 、

凹脉拎 E
.

`。 P r e s s￡n e r y ` s 、

尖叶拎 E
.

a c 。川`” a才i s s im a 、

毛石笔木 T u f e h e r i a P o b`f
o
l i

a 、

厚皮香 T e r 。 。 t r o e o i a 夕少二 a n才h e r a 和

红嵋 A ” n es le a
f ar gr a sn )

,

它们虽不是群落中的建群成分
,

但是种类较多
,

分布普遍
,

除

西部干旱区域栓皮栋林较少外
,

东部湿润地区各个类型都有 3 一 6 种不等
,

重要 值 指 数 较

大
,

常常形成中下层的优势种
。

大戟科含 6 属 7 种 ( 山五月茶 A 川记 es 川 a 阴on t a n 。勿
、

土密

树 B r id e
l`

a m 0 0 0 f c a
、

鬼画符 B r e 夕” fa f
r 川 e s e e ” s 、

大砂叶 A P o r o s a c h i ” e ” 5 15
、

日本野

桐 M a l l
o t u s j a P o n i c “ s 、

毛算盘珠 G l
o e h i d i o , e r i o e a r P“ m

、

和大叶算盘珠 G
.

阴 a ` r o P h
-

川 uI m )
,

分布普遍
,

常为中下层的优势种
,

特别是在西部干旱区域栓皮 栋 林 内
。

壳 斗 科 ·

( 栓皮栋 Q o e r e “ 5 v a r `a b i l i
s 、

岭南稠 Q
. e h a 二P i o n i

、

平脉稠 Q
.

k e r r i i
、

印度拷 C a s才a

” o P s i: i n d f e a 、

甜储 C
. e夕 r e i

、

包石栋 L f t h o e a r P u s e
l

e i s t o c a r P u s ) 和樟科 ( 华润楠 对
a -

e h i l
o s e h i n e n s i s

、

木恙叶润楠 M
.

l公才s e i f
o
l f

a 、

基脉润楠 M
.

d e e o r s`” e r o i s
、

黄樟 C i ” n a ·

勿 o m u m P a r 才h e n o 戈夕 l o m
、

毛桂 C
·

a P P e
l à o u 协 和长叶木恙子 L i才s e a e

l
o 。 夕a 才a ) 均为 3 属

6 种
,

各个类型均有广泛分布
,

其中栓皮栋是建群种
,

有些种占有优势地位
。

杜鹃花科 2 属

6 种 ( 羊角杜 鹃 R h o d o d e n d r o n c a v a l e r i e i
、

贵州杜鹃 R h
. r i o u l a r e 、

广西杜鹃 R人
.

寿切
-

a n夕s i e n s e 、

紫杜鹃 左丙
.

b a e h i i
、

短脉杜鹃 R h
.

b r e v i n o r v e 和南烛 乙夕 o n 才a
·

o v a l i f
o份讨 ) 大

多见于东部湿润区各类型
,

分布普遍
。

灰木科 ( 薄叶灰木 S y o lP oc os a
no 。 。 la

、

老 鼠矢 S

: *e
l l a r i s 、

樟叶灰木 5
.

Ia o r i : a 、

腺柄灰木 5
. a d o n o P o s 、

光叶灰木 5
.

l a
n c i f

o
l i a ) 和冬

青科 )小果冬青 I l e x m i c r o e o c e a
、

广东冬青 I
.

k叨 a n夕`“ n 夕e n s `s 、

长梗冬青1
.

P e d 。 , c o l o : a 、

细叶冬青 1
.

叮 r `d is ) 虽然只有 1 属
,

但各有 5 种和 4 种
,

在东部湿润区各类型普遍分布
。

金 缕 梅 科 ( 枫 香 L f口u 云d a o b a r
f

o r m o “ a o a
、

红苞木 R h o d o l e i a e h a o P `0 0 1
、

大果腊 瓣 花

C o r 夕l
o P s i s m “ l才i f l

o r a ) 和紫金牛科 ( 罗伞树 刃 r d 云s f a a o i . 夕。 e g o , a
、

班叶紫金牛 月
.

d e -

P r e S“ a
、

杜茎山 M a e s a j a P o n `e a ) 都是 2属 3 种
,

这些种类在群落中都占有 较 重 要 的 地

位
,

枫香是建群种
,

不少种类在中下层占优势地位
。

安息香科 2 属 2 种 ( 拟赤杨 A ln iP h y -

11“ m f o r t u n e i
、

云贵山茉莉 H
“ O d e ” d r o n b i a r `S ta 君“ 。 )

,

桦木科 1 属 2 种 ( 光皮桦 B e卜

u
l a l

u m i ” `f
e r a

、

南桦 B
.

a u s 才r o 一 S `” e n s `S
)

,

种类虽不多
,

但 多为建群种和普遍分布 的种

类
。

木兰科 ( 深山含笑 M i e h e
l ia 切 a o d i a e

) 和交让木科 ( 虎皮楠 D a P h n iP h夕 11
“ 。 夕Ia u c -

es c e肚 ) 都是 1 属 1 种
,

虽然不是重要成分
,

但也是群落中常见的种类
。

灌木层植物中
,

上层林木幼树不少
,

真正的灌木有
:

茜草科的钩藤 ( U 即 ar 招 hr y cn

h o夕h y l l a )
、

黄枝子 ( G a r d e o l’a j a s o i o o i d“
、

) 尖叶粗叶木 ( L
a S l’a o t h u S a c “ m i加才15 5 1功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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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氏粗叶木 (L
.

h e, r 夕 i )
、

粗叶木 ( L
. e 人̀ , e : 5 15 )

、

逻罗九节木 ( P s夕 c h o f r `a : ` a解 ic a ) ,
野

牡丹科的中华野海棠 ( B , e d `a : ￡” e ” s `s )
、

伯拉木 ( 刀 Ia s t u s e o c h i肥 h i ne
” 5 15 )

、

野 牡 丹

( M
e
l
a s t o o a c a n d i d i d u m )

、

毛秀才 ( M
.

d o n耐 a 。 。 : ) , 紫金牛科的短茎紫金牛 ( A r d i s f a

石r e o i o a u l i s )
、

落地紫金牛 ( 五
.

P r i绒 。
l
e
f

o
l i a )

、

东 市 紫 金 牛 ( A
. S `e b o

l d i )
、

杜 茎 山

( M a e s a j a P o 招 f e a
)

,
茶科的茶 ( C a o e l l` a s i n e n s i s )

、

尾叶山茶 ( C
. e o s P id a t a )

、

细齿

拎 ( E u r少 a n s r`d a )
、

岗拎 ( E
.

夕r o
f f `

e
)

、

华拎 ( 万
. e h i ” 。 n s i s ) , 蔷薇科的掌叶悬钩子

( R u b o S e h i , g f` )
、

圆叶悬钩子 ( 尸
.

b o e r g e r i )
、

悬钩
一

子 ( R
.

矛, e a n o s )
、

山渣 ( C r a ta e -

习“ 5 c u n ae t a ) ; 冬青科的梅叶冬青 ( j l e 劣 a s p r e
l l a )

; 桑科的粗叶榕 ( F i e “ 5 5 1济 p l i e ss s -

.t n a
)

、

琴叶榕 ( F
.

p a n d u r a t a )
、

竹叶榕 ( F
. s t e n o P八y l l a ) , 马鞭草科的红紫珠 ( aC l l

-

` e a r p a r “ be l l a ) , 金粟兰科的金哭兰 ( S
a r e a , d r a g l a 乙r a

)
多 忍冬利

·

的棒叶荚蓬 ( 厂 f b u r -

二 “ , , e o r 夕 11厂
o l f。 。 )

、

荚蓬 ( 犷
.

f
o r d i a 口 )

、

蝶花荚蓬 ( 犷
.

才。 。 `。 ” 才O S u 。 ) , 大戟科的算盘

珠 ( G l o o h f d f o ” P u b e , u形 )
、

叶下珠 ( P 几夕 l l a o t h o s “ r i o a r ` a ) ,
鼠李科的长叶冻绿 ( R h a -

栩 ” “ 5 e r 。 。 a玄“ s
)

, 马钱科的断肠木 ( G成 s 。 , `。 , 。 !。 g a : “
) , 木犀科的小叶女贞 ( L` 9 0 5才r -

二二 : i。 , 。 5 15 ) , 交让木科的牛耳枫 ( D a夕 h路 i P h y l l u o e a公少c `n u 。 :
) , 绣 球 花 科 的 土 常 山

( D i o h r o a bo
b

r i f
u夕a

)
、

八仙 花 ( 万夕 d r a n夕口 a
aP

n i 。 “ l a t a )
,
菊 科 的 羊 耳 风 ( I n “ Ia

e a p P a ) , 远志科的黄花倒水莲 ( P o l y g o l a
a o r o o e a : d a ) , 番荔枝科的 酒 讲 叶 ( D

e s二 0 5

。 o c h i n e h i n e n s i s
)

, 蝶形花科的蔓性千斤拨 ( M
o g h a n 萝a P h i l i p p i口 n s i s )

、

野蚂蝗 ( D e s r,l -

o d i u 。 考r i a n g u l a r e
)

、

线叶猪屎豆 ( C r o 才a l a r i a l i n i f o l̀ a ) , 芸香科的茵芋 ( S左i m扭 `a a r -

b o r e s e e n s
) , 杜鹃花科的小叶杜鹃 ( R h o d o d e n d r o ” 阴 i e r o P h夕 t o ” )

, 山茱英科 的 桃 叶 珊

瑚 ( A u e u b a e h f n e n s i s ) , 竹亚科的大节竹 ( I n d o s a s a e r a s s i f l o r a
) 等

。

草本层植物以旅类最多
,

常见乌毛蔽科的狗脊 ( 平 oO J 功 ar d l’a ia p 。川 ca )
、

东 方 乌 毛

玻 ( B l e c h n u o o r i e n r a l
e

) ; 鳞毛救科的稀疏鳞毛族 ( D r 夕o P t e r i s s P a r s a )
、

美 丽 汝 族

( A
r a c h , ` o d e s a济 o e 雌a

)
, 瘤足截科的镰叶瘤足威 ( P l a g i o 夕夕 r `a d i s t i n c才15 5 1川 a )

、

尾

叶瘤足蔽 ( P
.

夕r a n d` S
)

, 里白科的铁芒箕 ( D i e r a n o P t e r i s d `e h o t o m a )
、

光里白 ( H ` c r -

,’ o P t e r ` s 夕 l a u c a )
、

华里白 ( H
. c h i , e n s `S

)
、

尖叶里白 ( H
.

l a e 口 15 5 1协 a ) , 石松科的蛇足

草 ( L夕 c o P o d i u沉 s e r r a t u m ) , 金星戴科的金星孩 ( aP
r a才h e l夕 P t e r i S 夕l a n d “ l f f e r a )

、

小

毛获 ( C y e
l
o s o , u s P a r a : i f i s e o s

)
、

大明山假毛孩 ( P s e u d o 。夕 e l a s o r u s 才a人用 f n g s h a o e ” s `: )
、

新月蔽 ( A 6 a e o少考e r `5 a s P e r a ) , 水龙骨科的西南星截 ( M `c r o s o r 落“ 琳 b o e r夕。 r `a ” ”饥
、

芦 : i丁

石苇 ( P y r o s : i a s h e a r e r i )
、

瓦苇 ( L o p i o o r u s o b s e o r e o e o u
l
o s u s ) ,

叉旅科的西南肋木 蔽

( C r e n i t i : 。 a r i f
o r m 了: ) , 珠盖获 科的鱼鳞荻 ( 月 c r o p h o r u : s r ip e l l a 才“ s ) , 蹄盖获科的光

脚短肠藏 ( A l l a ” r o d e : d o e r d e r e i ” “ )
, 铁角旅科的狭翅铁角菠 ( A

s p l
e n若。沉 。 r 泣g h t` i )

,

凤尾旅科的旅菜 ( P r e r ` d i u m a g u i l i n u川 v a r .

l
a t `“ s e u

l。。 )
、

半边孩 ( P t e r i : s君川 `P l’n n a t a )
、

, 紫箕科的薇破 ( O s o u n d a j
a P o n ` e a )

、

紫箕 ( 0
. 口 a e h e

l l` i ) , 蚌壳蔗科的金狗毛 ( C i b o t i -

“ m b a ,
·

o m e r e ) , 卷柏科的深绿卷柏 ( S e l a g ` n e l l a d o e d e r
l
e `n f a ) ; 陵齿孩科 的

一

金 钱 玻

( L i n d s a夕 a o r b` e u l a r a )
、

肾威 ( N e P h r o l
e夕 15 e o r d i f

o
l i

a ) , 铁角获科的扇状铁 线 玻

( A d i a n r u , n
f l a b e l l

u la t u 。 ) ; 海金砂科的海金砂 ( L夕 g o d i o m j a P o n i c u。 )
。

禾本科 ( 芒草

M i s c a o t h u s s `n ` 称 5 15
、

淡竹叶 L o P h a t h e r u m g r a c i l e
、

金发草 P o g o n a t h e r u m P a 路i e 仑 u m
、

类 芦 N e 夕 r a u d i a , e 夕 n a u d i a 刀 a 、

白茅 I协夕e r a t a e 夕 11” d r i c a v a r .

沉 a j o r 、

蔓生秀竹 M i c
-

守

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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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o s r e 夕i o t n v ag ao s 、

大黍 I s ae h ” e a
lb e ns 、

球米草 O P li s o e nu s u n du lar i f
o l`。 m

、

尼泊尔野

古草 A r 。 ” d`” e l la ” e P a le ns i s ) 和莎草科 ( 翅白珠 Sc
l

e , i a l a e 刀 15 、

十字苔草 C a ,
·

e 戈 e , 。 -

c落a t a
、

大叶苔草 C
.

ba e e a n s 、

小叶苔草 C
.

f i l` c i n a 、

凸脉苔草 C
.

l a n e e o
l a t a ) 牙}

1

类也不

少
。

其它还常见有羌科的艳山羌 ( 月 IP `n i a s P e e i o s a )
、

山羌 ( 月
. c h i n e ” 5 15 ) ; 百合科的山

营兰 ( D公a n e l l a e n s ` f o l i a )
、

阔叶沿阶草 ( O P h` o P o 夕o n P l a t夕 P h夕 l l u s ) , 兰科的厚叶兰

( C y nt b` d i “ 成 f l a e e id i u 。 )
、

剑叶兰 ( C
. e ” s i f

o l i u 。 )
、

班叶兰 ( G o o d夕 e r a k切 a , 夕 t u n ·

夕e n s￡s ) ; 驾尾科的射干 ( B a l a o a , d a c h墓n e n s i : )
, 野牡 丹 科 的 锦 香 草 ( P h y l l a g a t h公s

c a v a l e r i e i )
、

瑶山锦香草 ( P
.

。 ` e r o P l e c才,
·

a )
、

铺地锦 ( M
e l a s * o川 a d o d e e a ” d r “ 用 )

、

小叶野海棠 ( B r e d i a o i e , o P h夕 l l a ) , 樱草科的星宿草 ( L少 s i m a e h` a f o r t u n e ` ) , 远志科

的远志 ( P o
l夕 g a l a t e n u ` f

o
l i a ) , 茜草科的广东蛇根草 ( O p h`o r r h f z a e a n才o n i e n s i : )

、

活

血丹 ( R u b̀ a c o r d `f
o l` a ) ; 仙茅科的仙茅 ( C u , e u l i g o o r c h i o `d e 。

) , 醉酱草科的蝴蝶草

( O戈 a l i : g r i f f 落t h`i )
、

苦芭苔科的苦首苔 ( O r e o e h a r f s a u r i e u
l a ) , 龙胆科 的 蔓 龙 胆

( C r a叨 f
u r d `a p , e e i ) 等

。

藤木植物数量虽不多
,

但种类不少
,

常见有蝶形花科的藤黄檀 ( D a l b er g ia h a o c o i )
、

崖豆藤 ( M i l l
e 才t艺a r e t i e o

l
a t a ) , 茜草科的流苏子 ( T h y s a n o

sP
e r

·

m o m d i f f
u s u 。 )

、

羊角藤

( M
o r i ” d a u o b e

l l
a 才a ) ;

木犀科的素馨 ( J a s m云n 。 , ” e口 o s u m ) , 胡颓 子科的蔓 胡 顽 子

( E l a e a g n o s g l
a b r a

)
;
五味子科的罗裙子 ( S c h f二 a n d ,

·

a h e n r 夕` )
、

五味子 ( 5
. v i ,

·

i d f: )
,

获葵科的孩葵 ( S
, n i l a 劣 c h i n a )

、

土获等 ( 5
.

g l a b r
·

a
)

、

尖叶获莫 ( 5
.

l a n c e a e
f

o l` u s v a r .

l a n e e o l a r a )
、

圆叶获葵 ( 5
. o o a l i f

o l`a
)

、

窄叶菠葵 ( 5
. 5才e o o P h夕 l l a )

; 蔷薇科的梨叶悬

钩子 ( R u b u : 。 a
l墓f

o
l`

u :
)

, 葡萄科的大叶蛇葡萄 ( A m p e
l o p s` s 二 e g a l o p h y l l a )

、

粤蛇葡

萄 ( 姓
. e a o t o n ` e n s `:

) , 夹竹桃科 的 络 石 ( T , a e h e l o s P e r
·

。 u o j a s阴 i n o `d e s
)

、

念
,

F ! 藤

( A I夕戈 i a l
e 口 s n e i )

, 五加科的清风藤 ( H
e d e r a n e P a l

e ” 5 1: v a r . : i n e 。 : `:
)

; 木通利
·

!:勺七

叶木通 ( S t a 。 。才o n i a e h`。 e n s i s
)

、

三叶木通 ( A k e bi a t r i f
o l i a t a )

; 称猴桃科的毛初̀ 叹桃

( A e r i n i d i a e r f a n才h a
)

、

洋奶奶 ( A
. e a l l

o s a
)

, 毛莫科的威灵仙 ( C l e m a i i : c h i n o n : i: ) ;

紫金牛科的酸藤子 ( E o b日 l’a lae at )
、

大叶酸藤子 ( E
. r o dl’ s

)
; 卫茅科的南蛇藤 ( C l o a :

r r u s o r b̀ e “ Ia t o s
)

; 胡椒科的胡椒藤 ( P I P e r h a o e e i )
,

买麻藤 科 的 买 麻 藤 ( G n e a 才“ 沉

沉 o n t a n u m )
、

小叶买麻藤 ( G
.

P a r y `f Zo r “ 。 ) , 防己科的防 己藤 ( S` n o o e ” i n`。 ” : a e o t 。 。 )
、

樟叶木防 己 ( C o e e o
l
o s l a u r i f

o l i u s ) , 忍冬科的毛金银花 ( L o , i o e r a a
f f `

。 `5 v a r
.

P u b e s -

c e n s
) , 旋花科的白鹤藤 ( 月 r g 夕 r e i a a e时 a ) 等

。

总的说
,

壳斗科
、

桦木科
、

安息香科
、

金缕梅科植物是亚热带落叶阔叶林的建群种
,

在

群落 中占重要地位
; 但按种类数量和发展趋势来分析

,

茶科
、

樟科
、

杜 鹃 花 科
、

大 戟科
、

冬青科
、

灰木科和鼠刺科植物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
。

这样的植物科属组成与常绿阔叶林具有

非常密切的关系 L“ 1
,

可以看出
,

它的进一步发展将向常绿阔叶林 的方向演变
。

2
.

群落成员型 亚热带落叶阔叶林 中大多只有一种植物起着明显的建群作用
,

但其中

也混杂有一些其它树种
,

数量虽不多
,

但种类不少
,

落叶的和常绿的都有
。

在林龄较大的林

分中
,

建群种在上层的重要值指数多占据 1 / 3一 2 / 3强
,

而在总的重要值指数 中只占 据 1/ 3强

一 1/ 2
。

可见
,

群落中种类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
。

建群种一般在中下层分布较少
,

只在 林 窗

和林缘阳光较充足的地方有少量出现
,

例 如光皮桦
、

南桦
、

拟赤杨
、

枫香和栓皮栋都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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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

优势种是在建群种控制下在各层分布较多的种类
。

一般说
,

它们的优势度是 比 较 明 显

的
,

大多有 1 一 2 种植物占有优势地位
,

主要是株数多
,

分布 比较均匀
,

在各该层的重要值

指数约40 一 60 左右
,

在总的重要值指数中占20 一 4 0上下
,

而在灌木和草本层中
,

它们的多盖

度级为 4 一 5 级
。

例如厚叶 鼠刺
、

鼠刺
、

羊角杜鹃
、

贵州杜鹃
、

短尾叶 拎
、

凹 脉 拎
、

罗 伞

树
、

大砂叶
、

班叶紫金牛
、

杜茎山
、

大节竹
、

狗脊
、

东方乌毛族和金发草等就是这样的种类
。

常见种主要指群落中分布比较普遍
、

数量也较多的那些种类
,

大约有 1 / 3 以上的种 类 属

于这样的种类
,

例如黄樟
、

长叶木羌子
、

华润楠
、

泡花树
、

小果冬青
、

五裂械
、

青蛤蟆
、

山

柳
、

乌饭
、

南烛
、

金粟兰
、

深绿卷柏
、

十字苔草等就是这样的种类
。

偶见种在群落中分布较少
,

而且不大均匀
,

频度 50 % 以下
,

但也是群落的组成成分
,

注

意观察也不难找到
,

大约 1 / 2以上的种类属于这种类型
,

例如大叶毛船柄茶
、

毛石 笔 木
、

印

度拷
、

红苞木
、

钩藤
、

八仙花
、

君迁子
、

罗浮柿
、

湖北黄檀
、

杨梅
、

黄花倒水
、

山羌
、

蛇足

草
、

广东蛇根草等
。

常见种和偶见种常常随着建群种的变化而变化
,

所以其本身不是稳定的
,

时间和空间的

差异和变化
,

彼此可能出现相互调换位置
。

不管怎样
,

它们都是群落的伴生成分
。

3
。

分布区类型 通过不同类型亚热带落叶阔叶林的分析 ( 表 2 )可 以看出
,

分布在中亚

热带和南亚热带山地的群落
,

植物分布区类型都以 我国亚热带特有的植物居多
,

占样地植物

总数的 3 6
.

5一 42
.

4%
,

多者达 6 0
.

7一 6 2
.

9%
,

再加上东亚分布区类型的植 物 一 起
,

就 占去

5 9
。
4一 8 7

.

6%
,

东亚分布区类型的植物中
,

以 中国

—
日本式的为主

,

中国

—
喜马拉雅式

的很少
,

这就充分体现出这类森林的亚热带性质
。

但是
,

热带分布区类型的植物也占有一定

的比重
,

一般少者占 1 3
.

5%一 19
.

6%
,

多者达 30
.

5一 39
.

0 %
,

这是因为有些林分地处 中亚热

带地区的南部
,

而且所在地海拔高度较低的关系
。

至于温带分布区类型的种类 比较少
,

一般

只占 1
。

2一 2
.

1%
,

不占重要地位
。

往南至南亚热带地区范围 〔` 〕
,

例如靠近右江河谷北 缘 的

田阳玉凤的栓皮栋林 内
,

热带分布区类型的植物大大增加
,

占去 7 3
.

7% ; 而亚热带分布区类

型的植物只不过占2 5
.

7%
。

从这一点看
,

这类森林似应属于热带性质的了
,

但是
,

在群落中

起主要作用的种
,

即建群种属于亚热带分布 区类型
,

所 以
,

还应把它看为亚热带 的 森 林 类

型
。

显然
,

再往南去进入热带的范围
,

情况就 当然完全不同了 仁2 ’ 了〕 。

四
、

演替特点

通过样地的调查
,

分析群落中各种植物种群组成情况
,

可以判 断群落所处 的演替 阶段和

发展趋势
。

在亚热带落叶阔叶林 中
,

建群种例如枫香
、

光皮桦
、

南桦
、

拟赤杨和栓皮栋等都

属于只具上层乔木缺乏其余发育阶段的退化型种群类型
,

说明这些建群种 目前虽 占 主 导 地

位
,

但群落环境对它们的更新并不利
,

幼树
、

幼苗均得不到发展
,

随着林龄不断增加
,

它们

将要被其它耐阴的树种所 代替
,

反映出群落的不稳定性质
。

而 中下层的许多优势种
,

例如厚

叶鼠刺
、

鼠刺
、

羊角杜鹃
、

贵州杜鹃
、

短尾叶拎和凹脉拎等
,

却多属于各个发育阶段都有的

正常型种群
,

属于这种种群类型的常见种和偶见种也很多
,

例如老 鼠矢
、

杨 桐
、

长 叶 木 羌

子
、

毛桂
、

黄樟
、

岭南稠等
,

反映出各种伴生成分已经与所在地的原生性森林类 型 完 全 一

致
。

而具侵入型种群类型的植物在群落中不断出现
,

即有许多幼树
、

幼苗但还未见上层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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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中下层小乔木的植物
,

例如甜储
、

银荷木
、

大头茶
、

罗浮拷
、

平脉桐
、

白椎 ( aC 对an
。
加 :’s

c a r le s了i ) 和拷树 ( C
.

f a r 夕e s i i )
、

黄果厚壳桂 ( C r 夕 P t o e a r 夕a c o n c ǹ n a ) 等
。

这些种正是

该地区原生性类型常绿阔叶林的建群种
,

它们已能侵入并成长起来
,

说明群落环境正好适应

其发展
,

随着林龄的增加
,

它们代替现在的建群种是毫无疑问的
,

也就是说必然要向常绿阔

叶林 的方向演变
。

掌握这个规律
,

如果要保持亚热带落叶阔叶林的更新和稳定发展
,

就必需

要采取适当的抚育管理的办法
,

为其建群种的更新创造有利的条件
,

并促其生长发展
。

而如

果要促进常绿阔叶林的发展
,

就要实行封山育林
,

一旦 落叶阔叶树 已长大成材
,

就应采伐利

用
,

常绿阔叶林必然很快地发展起来
。

一般说
,

组成亚热带落叶阔叶林的大多数建群种
,

多是阳 性速生树种
,

木材用途广 泛
,

完全应该加以利用
,

值得加强经营管理
,

随意砍伐烧垦或改种杉树的办法
,

是绝对不应考虑

的
。

在正常的情况下
,

可待其达到成熟龄时
,

择伐利用
,

而促进常常绿阔叶林的发展
。

〔 1 〕 王献溥等
,

4 7
。

王献溥等
,

王献溥等
,

3 0 1
。

参 考 文 献

19 81 : 广西石灰岩地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的群落学特点
。

东北林学院学报
.

3
:

30 一

1 9 8 2 :

广西酸性土地区季节性雨林的群落学特点
。

西北植物研 究
,

2 ( 2 )
: 64一 86

。

19 84
:

广西黄棕壤山地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的群落学特点
.

植物学报
.

2 6( 3 )
: 2 9 4一

、 刁且护、 .J,曰nJ沪.L、尸
.、

〔 4 〕 李治基等
,

19 6 4 :

从植被地理分布的规律略谈划分广西热带和亚热带的依据及其特征
.

植物生 态

学与地植物学丛刊
,

2 ( 2 )
: 2 53 一 2 5氏

陈灵芝等
,

1 9 6 4 :

吉林省长白山北坡各垂直带内主要植物群落的某些结构特征
.

植物生态学 与 地

植物学丛刊
,

2 ( 2 )
: 2 0 7一 2 2 5

。

胡舜士
,

1 979
:

广西常绿阔叶林的群落学特点
.

植物学报
,

2 1 ( 4 )
:

36 2一 3 70
.

胡舜士等
,

1 9 8。 :

广西石灰岩地区季节性雨林的群落学特点
.

东北林学院学报
,

4 ·
n 一 26

。

B r a u n E
.

L
. ,

1 9 50
: D e e i迁u o u s f o r e s t s o f E a s t e r n N o r t h A m e r i e a ,

B l a k访 t o n C o
.

P h i l a d e l P h i a

、 r.、J、 月J、 卫.Jù勺内01了及U
沪.k产.矛̀

.

子̀卫、



4 期 王献溥
:

广西酸性土地区亚热带落叶阔叶林的群落学特点及其合理利用的方向 1 9 3

T HE P Y T HO C O E N O L O G C A L !F 〔 A T URE S O F S B UTRO P IC A L

D E C D I UO US BR O AD L EA F F O RE S T IN G UA N GX !

A N D T !S RA T旧N A L T U !L亿A T1 0N

W
a n gX ia n

Pu
( In s ti tu te of B ota n y

,

A e a d e m i a S i n i e a ,

B e i j i
n g )

A bs t r a e t T h e 》 u b t r o p i e a l d e e i d u o u s b r o a d l e a f f o r e s t 15 a s u e e e s s i o n a l s t a
郎

d e v e l o P e d a f t e r e v e r g r e e n b r o a d l e a f f o r e s t o r m o u n t a i n m i x e d e v e r g r e e n a n d d e e i d u o u s

b r o a d l e a f f o r e s t a r e d e s t r o y e d
.

T h i s p a p e r d e a ls w i t h i t s p h y t o e o e n o l o g i e a l f e a t u r e s

i n e l u d i n g e o m m u n i t y P h y s iog
n o m y

, s t r u e t u r e ,

f l o r i s t i e e o m P o s i t i o n a n d s u e e e s s i o n ,

s h o w i n g t h a t a b o v e m e n t i o n e d e o n e l u s i o n 15 r i g h t
.

T h e e d i f i e a t o r s o f e o n s t i t u t i n g

t h i s e o m m u n i t y t y p e a r e l a r g e l y l i g h t 一 l o v i n g t r e e s w i t h g r o w i n g f a s t
.

T h e i r t im b e r

h a s w i d e u s e ,

i t s h o u l d n o t b e w i l f u l l y e u t t e d a n d f i r e d
.

K e y w o r d s S u b t r o P i e a l d e e i d u o u s b r o a d l e a f f o r e s t ; C o m m u n i t y p h y 3 i o g n o m y ;

C o m m u n i t y s t r u e t u r e ; C o m m u n i t y s u e e e s s i o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