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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亚 热 带 中 山 针 阔 混 交 林
,

苏 宗 明
( 广西植物研究所 )

摘要 广西亚热带地区没有很高大的山体
,

植被的垂直分布不出现亚高山常绿针叶林带
,

但

在比较高大的山体
,

海拔 1 3 0 0米 以上的地带
,

有中山针阔混交林的分布
。

这种类型有自己固有的

群落学特点
,

在高级分类单位上应作为一种类型并在垂直带谱中给予应有的位置
。

广西中山针阔

混交林有冷杉 ( A b i e s ) 混交林
、

铁杉 ( T s u g a ) 混交林
、

罗 汉松 ( P o d o e a r p u s ) 混交林
、

银

杉 ( 。
at h a y a ) 混 交林四个群系组和七个群系

。

一
、

广西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的地理分布及同自然环境的关系

广西地处北纬 2 0
0

54 产一 2 6
“

2 0 产东经 10 4
“

2 。产一 1 1 2
“
0 4 产 ,

最高峰苗儿山海拔 2 1 4 2米
,

超过

2 0 0 0米的山峰有五座
,

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一般分布于海拔超过 1 5 0 0米的 山 体
,

如 桂中

的大明山
、

大瑶山 , 桂北的元宝山
、

/ \ 十里大南山
、

天平山
、

苗儿山
、

真宝鼎
、

宝鼎岭
、

海

洋山
、

都庞岭等
,

主要集中在北纬 24
“

以北的地方 ( 图 1 )
。

这些山体海拔 1 4 5 0米 以 上的地

方
,

一般都会出现中山针阔混交林
,

并可下延至海拔 1 3 0 0米的地方
。

它们的分布与坡向有比

较明显的关系
,

阴坡普遍
,

呈较明显的带状分布
,

此外
,

还多分布在山脊及 悬 崖 陡 壁的地

方
。

它们的下界并不是直接与代表地带性常绿阔叶林相接
,

如桂 中 的 刺 拷 ( C a s at n o
sP is

h y s t r i x ) 林
、

青钩 拷 ( C
.

k a二 a k a m i i ) 林 , 桂 北 的 拷 树 ( C
.

f a r g e s i i ) 林
、

荷 木

( S e h i m a s u p e r b a
) 林等

,

而是与代表山地的常绿阔叶林相接
,

如铁椎拷 ( C a s t a n o p s i s

l a m o n t i i ) 林
、

银荷木 ( S e h i m a a r g e n t e a ) 林等
,

仁界接山顶杜鹃矮 林或杜鹃灌 丛
。

它

们分布的地区
,

地层结构都比较古老
,

一般为酸性基岩
,

主要有加里东末期和燕山期的黑云

母花岗岩
、

震旦系砂岩
、

寒武系砂页岩
、

奥陶系砂岩
、

泥盆系紫红色砂岩
、

砾岩
。

与地层相关

的是
,

它一般分布于酸性土壤上
,

主要的土壤类型有森林黄棕壤和森林黄壤
。

对于它的分布

来说
,

土层厚度并不是至关紧要的
,

它可在岩石裸露
、

土层浅薄的地方长成茂盛的森林
。

但

质地条件却颇为重要
,

它们的分布多见于排水良好的砂质壤土上
。

即使有些类型
,

如苗儿山

的南方铁杉 ( T s u g a c h s n e n s i s v a r .

t 。 h e k i a n g e n s i s
) 混交林

,

能够分布在表层 潜育积水

的地方
,

其土壤砂性也是很大的
,

粘重的土壤很少有分布
。

广西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既然是一种垂直带的植被
,

那它就是一种气候垂 直 带 的 产

物
。

也就是说
,

它的产生一方面与其分布区的气候有密切关系
,

另一方面也与其分布区基带

补 本文根据广西植 被补点材料写成
。

参加补点调查的人员有
。 苏宗 明

、

莫新礼
、

黎焕琦
、

赵天林
、

何州
、

黄春桂、 周玉荣
、

邓泽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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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西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地理分布示意图

气候有密切关系
,

因为分布区气候特点是和基带气候特点相关的
。

这也就是广西亚热带市山

针阔混交林
,

在群落学特点
_

七与温带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不同的缘故
。

广西亚热带山地气映

垂直变化的规律
,

可以用桂北几个海拔不同的地点来说明
:

一
地处越城岭东南面的全州县城

,

海拔` 。“
·

“米
,

代表低平 地 区 的 气 候
。

年 平 均阿碑
1 8

.

。℃ ,

最低月 ( 一月 ) 平均气温 6
.

6℃
,

最高月 ( 七月 ) 平均气温 2 8
.

7℃
。

累年极 端 最低

气温 一 6
.

3℃
,

累年极端 最高气温 40
.

4℃ ,

积温 5 6 51
.

6℃ 〔` 、 。

夏季 5 个月 ( 5一 9月 )
,

冬

季 3 个月 ( 12 一次年 2 月 )
。

年降水量 1 4 5 7
.

8毫米 〔 2 件 ,

雨季 6 个月 ( 3 一 8 月 )
,

基本上
没有旱季

,

水热系数 2
.

49
。

越城岭西面的资源县城
,

海拔 4 08
.

3米
,

代表丘陵地区的气候
。

年平均 气 温 1 6
.

4℃
,

一
月平均气温 5

.

6℃ ,

七月平均气温 2 6
.

3℃
。

累年极端最低气温 一 8
.

4℃ ,

累年 极 端 最 高气温
3 6

.

。℃
,

积温 50 4 2
.

6℃ 〔 , 〕 。

夏季 4 个月 ( 6 一 。 月 )
,

冬季 3 个月 ( 1 2一次年 2 月 )
。

雄
水量 1 8叨

.

2毫米 〔’ 〕 ,

雨季 6 个月 ( 3 一 8 月 )
,

没有旱季
,

水热系数 3
.

3
。 -

天平山花坪自然保护区红滩
,

海拔 9 6 0米
,

代表低山地区的气候
。

年平均气温 1 4
.

8吧矿

一月平均气温 4
.

忍℃ ,

七月平均气温夕3
.

1℃
,

绝对最低气温 一 6
.

2℃
,

绝对最高气温 3 2
.

7七
,

夏季 2 个月 ( 7一 8月 )
。

年降水量 2 63 3
.

7毫米
, 3一 8月占 7 1%

,

年平均相对湿度80 % 〔. 、 一

越城岭真宝鼎同禾大队药场
,

海拔 1 4 5 0米
,

代表中山地区的气候
。

年平均温度 1 3
.

士七基

一月平均气温 2
.

1℃ ,

七月平均气温 2 2
.

2℃
,

绝对最低气温 一 1 1
.

9℃
,

绝对最 高气温 3 4
.

0℃ ,

夏季仅一个月 ( 7 月 )
。

年降水量 2 0 6 5毫米
, 3一 8 月占 71 %

,

年平均相对湿度8 5% 〔 ` 〕 。
一 几

从这几个点的气候情况
,

可以明显地看 出从低平地到中山山地气候垂直带谱的变化
,

气

温由温暖型过渡到温凉型再过渡到冷凉型
,

湿度由湿润型过渡到潮涅型
。

广西亚热带中山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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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混交林分布在亚热带山地冷凉
、

潮湿的气候带内
。

二
、

广西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的特点和性质

( 一 )广西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的特点

1
.

种类组成

广西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
,

乔木层针叶树主要由铁杉
、

冷杉
、

松 ( iP
n u s

)
、

银杉
、

福建柏 ( F o k i e n
ia )

、

罗汉松等属的种类组成
,

它们一般除与阔叶树混交外
,

个 别情况下

可形成小片纯林或两种互相混交
。 `

已们出现的密度是不固定的
,

有时 6 0 0平方米范围内有 2

一 8 株
,

有时 4 0 。平方米有 10 株
。

它们有的是一个种与阔叶树混交
,

有的 2 一 3 种与阔叶树

混交
。

养木层的阔叶树主要为壳斗科
、

山茶科
、

樟科
、

金缕梅利
一 、

灰木科
、

冬青科等的种类

组成
,

但南部和北部有所不同
,

且北部上层乔木常绿与落叶种类数量相当
,

南部落叶种类很

少
。

重要的常绿阔 口I
一

树有青冈 ( C y e l o b a l a n o p s i s
)

、

石栋 ( L i t h o e a r p u s )
、

拷 ( C a s t a n -

o p s i s
)

、

荷木 ( S e h im a )
、

大头茶 ( P o l y s p o r a
)

、

肖怜 ( C l e y e r a
)

、

黄 瑞 木 ( A d i n
-

a n d r a
)

、

船柄茶 ( H a r t i a
)

、

厚皮香 ( T e r n s t r o e o i a
)

、

木 姜 子 ( L i t s e a
)

、

马 蹄荷

( S y m i n g t o n i a
)

、

含笑 ( M i e h e l s a
)

、

灰 木 ( S y m p l o e o s
)

、

冬 青 ( I l e x )
、

木 五 加

( D e n d r o p a n a x )
、

五列木 ( P e n t a p h y l a x
)

、

杜鹃 ( R h o d o d o n d r o n
) 等 属 的种类

。

重

要的落叶阔 几卜树有械 ( A e e r
)

、

桦 ( B e t u l a
)

、

五加 ( A e a n t h o p a n a x )
、

枫香 ( L i q u i d
-

a m b a r )
、

紫树 ( N y s s a
)

、

擦树 ( S a S S a f r a S )
、

银钟树 ( H a l e s i a )
、

花揪 ( S o r b u s )
、

樱桃 ( P r o n u S )
、

吊钟花 ( E n k i a n t h u :
)

、

山柳 ( C l。 t h r a
) 等属的种类

。

可以看出
,

除

落叶树种有部分属于温带区系成分外
,

绝大多数属于亚热 带 的 性 质
。

灌 木 层 组成以箭竹

( P h y l l o s t a e h y s
)

、

苦竹 ( P l a i o b l a s t u s ) 等属的种类为特征
,

不但每种类型几乎 都有出

现
,

而且占的数量很大
,

这样别的组成种类就很少见
。

它们之中各种林木的幼树占了相当大

的比例
,

粗略统计约占 70 %左右
。

其它真正的灌木并不多
,

常见有野牡丹科的芭 茜属 ( B ar t -

h e a
)

、

柏拉木属 ( B l a s t u s )
、

山茶科的怜木属 ( E u r y a )
、

林科的新木姜属 ( N e o l i t s e a )
、

杜鹃花科的杜鹃属 ( R h o d o d 。 n d r o n )
、

柑桔科的茵芋属 ( S k sm m s a
)

、

卫矛科 的 卫矛属

( E u v o n y m u s
)

、

冬青科的冬青属 ( 11。 x
)

、

紫金牛科的铁仔属 ( M y r s i n e )
、

茜草科的

粗叶木属 ( L a s i a n t h u s )
、

三角办花属 ( P r i s m a t o m e r i S
) 等属的种类

。

从区 系成 分看
,

也主要为亚热带的种类
。

草本层种类很稀少
,

有车前 ( P la nt ag
。 )

、

兔儿风 ( A in s l ia e
a)

、

沿阶草 ( O p h i o p o g o n
)

、

苔草 ( C a r e x )
、

瘤足旅 ( P l a g i o g y r i a
)

、

狗 脊 ( W
o o d w a r -

d ia ) 等属的种类
。

种类组成的丰富度从北往南增多
,

北部 6 o c平方米范围不到 30 种 ( 只包

括种子植物和旅类植物
,

下同 )
,

往南增至 4 0 0平方米 30 一 4 0种
、

6 0 0平方米 95 种
。

根据 上述
,

广西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的组成
,

以亚热带的区系成分为主
,

这是组成上

最主要的特点
。

2
.

外貌

群落的外貌特征主要取决于组成种类的生活型
。

图 2 是桂北宝鼎岭资 源 冷 杉 ( A b i e s

: i y u a n e n s i s
)

、

扇叶械 ( A e e r f l a b e l l a t u m )
、

长柄荷木 ( S e h i m a l e n : i P e t i o l a t a )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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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是桂中大瑶山广东松 ( P in

u 5 k w a n g t u n g e n s s S )
、

长

苞铁杉 ( T s u g a l o n g i b r a c -

t e a t a )
、

金毛 石柯 ( I i t五。 -

e a r p u s e h r y s o e o rn a ) 针

阔混交林生活型谱
。

可以看

出广西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

林以高位芽植物占优势
,

藤

本植物
、

附生植物很少
,

不

存在一年生和地下芽植物
,

由于草本植物稀少
,

相应地

地上芽和地面芽植物也不发

达
。

从图 4 和图 5 进一步看

出
,

各类高位芽植物中
,

以

大高位芽植物 占多数
,

主要

为阔叶大高位芽植物
, ,

比部

类型落叶成分占一半
。

图 2 资源冷杉针阔混交林

生活型谱

1
.

附生植物 E p i p h y t e s

3
.

地上芽植物C h a m a e p h y t e ,

5
.

地下芽植物 C
r y p t o p h y t e s

图 3 广东松
、

长苞铁杉针搁
棍交林生活型谱

卜 -

2
.

高位芽 植物 P h a n e r o p h y t o s

4
.

地面芽植物 H
e m i e r y t o t p h y七僻

6

一
年生植物 T h er

o p h y t e ,

叶型和叶质也是外貌的一个重要特征
。

从图 6 和图 7看 出
,

广西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

以中型叶和小型叶为主
。

北部小型叶略多于中型叶
,

缺乏巨型和大型卜卜
。

南部类型则中型叶
多于小型叶

,

有一定比例的大型叶
,

但亦缺乏巨型叶
。

于

根据生活型和叶型的分析
,

广西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的外貌是由革质
、

中型和小垫歼
为主的阔 。

一

卜高位芽植物以及细型叶的常绿针叶高位芽植物听决定
。

常绿针叶高位芽植物比阔

3 2
.

1

3 ()

2 {)
艺( )

.

8 2 ( )
.

8
2 2 6

I f ;
.

7

且
8

一一
图 4 资源冷杉钊

一

阔混交林各

类高位芽植物比较

图 5 广东松
、

长苞铁杉针阔混交林

各类高位芽植物比较

常绿针叶大高位芽植物 E
v e r g r e e n 一 e o n 呈f

e r o u s m e g a p h a n e r o p h y t e s

常绿针叶小高位芽植物 E v e r g r e e n 一 e o n i f e r o u s m i e r o p h a n e or p h y t e s

常绿阔叶大高位芽植物 E v e r g r e e n b r o a d
一
l e a f m e g a p h a n e r o p h y t e s

落叶阔叶大高位芽植物 D e e i d u o u s b r o a d
一

l e a f m e g a p h a n e r o p h y t e ,

常绿阔叶中高位芽植物 E v e r g r e e n
b

r o a d
一
l e a f m e s o p h a n e r o p h y t e s

常绿阔叶小高位芽植物 Ev e r g r e e n
b

r o a
d
一
l e a f m ie r o p h

a n e r o p h y t e s

常绿阔叶矮高位芽植物 E v e r g r e e n
b

r o a d
一

l e a f o a n o p h a n e r o Ph y t e s

藤本植物 L主
a n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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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高位芽植物高大
,

针叶树

的树冠高举于林冠之上
,

极

为显 目
,

远远就能看出 ( 图

8 )
。

此外
,

广西亚热带中山

针阔混交林苔醉植物发达
。

树干
、

枝条
、

地面都生长有

苔醉
,

这也是它的外貌显著

特征之一
。

3
.

结构

广西亚热带 中山针阔混

交林结构最显著的特点
,

是

上层林木有一个比阔叶大高

:匕过 动

3乐0 1

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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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资源冷杉针阔混交

林叶级谱

图 7 广东松
、

长苞铁杉针

阔混交林叶级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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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鳞型叶 L
e p i d

o P h y l l s

位芽植物层片高大的常绿针叶高位芽植物层片
,

针叶树冠高出林冠之上
。

一般成熟而又保存

好的群落
,

分乔木和灌木两层
,

缺乏草本层或草本层很不发达
。

乔木层尚可进一步分成三个亚

层
,

但山顶和山脊常风较大的地方
,

形成的矮林或亚矮林
,

则乔木只有一层
。

第一亚层林木一

般高 1 5一 20 米
,

针叶林木可高达 25 一 30 米或更高
,

胸径 20 一 50 厘米
,

覆盖度 70 % 以上
,

树冠

连续
。

第二亚层林木一般高12 米左右
,

胸径 15 厘米左右
,

覆盖度 4 0一 60 %
,

树冠不太连续
。

第三亚层林木高 4 一 8 米
,

胸径 10 厘米以下
,

树干细长
,

冠幅稀疏
,

覆盖度 30 % ,
树冠不连

续
。

虽然乔木层覆盖度大
,

但灌木层仍发达
,

高 4 米以下
,

覆盖度 60 一 95 %
,

有时几乎形成

背景化
。

在林内很荫蔽的环境下
,

草本层缺乏或显得很不发达
,

只有为数可数的几个种类和

植株
。

在灌木层覆盖度较小的地方
,

草本的种类和数量才会增多起来
,

不管那一种情况
,

总

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乔木幼苗
。

在有土壤的地方
,

地表上一般都具有一层较厚的
、

半分解的枯

枝落 。 }
一

层或富有弹性的苔鲜层
。

层外植物以苔鲜为特征
,

但藤木植物很少
,

尤其缺乏粗大的

藤本
,

附生植物除苔鲜和少量的小型旅类外
,

其它种类均不存在
。

上面所分析的是针阔混交林的特点
,

针叶纯林的特点大体相同
,

只在外貌和结构
_

上有差

别
。

纯林终年翠绿
,

林冠平整
,

乔木只有一

层
。

(二 )广西亚热 带中山针阔混交林的性质

关于这个间题
,

本文主要研究它在植被

分类 上及在垂直带谱中的位置问题
。

在最近出版的 《 中国植被 》 中
,

把广西

亚热带 中山针阔混交林分别归入不同的植被

型内
。

其中冷杉针阔混交林归人寒温性针叶

林 , 铁杉针阔混交林归人温性针阔混交林 ;

银杉针阔混交林归人暖性针叶林 〔 ” 〕 ,

这种

处理显然是不合理的
。

姑且不谈上述的广西

亚热带 中 I L!针阔混交林的群落学特点
,

就是

聋

图 8 高举出林冠之上的南方铁杉树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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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归纳 木身 也是 与
`

已们在 广西 的地理 分布相矛盾的
。

因为在相同的海拔高度内
,

有些

铁杉棍交林的分布要比银杉混交林南
,

有些 又比冷 杉混 交林 北
。

从种 类组 成的 生态 地理

分布规律看
,

广西亚热带中 L
_

11针阔混交林的成分大多数是亚热带地区海拔上升到一定高度肩

才出现
,

而这些种类在群落中占主要地位
。

例如资源冷杉
、

元宝山冷杉 ( A b i c S y u a n b“
-

s h a n e n s i s )
、

南方铁杉
、

长苞铁杉
、

银杉 ( C a t h a y a a r g y r o p h y l l a )
、

广东松
、

福建柏 ( F
o -

k i e n i a h o d g i n s i i )
、

短 口卜罗汉松 ( P o d o c a r p u S b r e v i f。 l笼u s )
、

黔稠 ( C y e l o b a l a n o p ”

5 15 。 t 。 二 a r d i a n a
)

、

包 果 柯 ( x
j

i t h 。 c a r p u s c l e i s t 。 c a r p a )
、

金毛石柯
、

一

长柄荷木
、

厚

叶红淡 ( C l e y e r a p a e h y p h j l l a )
、

大头茶 ( P o l y s p o r a a x 不l l a r i s )
、

马蹄荷 ( S y m i n g t 。 -

n i a p o p u l n e a
)

、

阔瓣白兰花 ( M i c h e l i a p l a t y p e t a l a )
、

红岩杜鹃 ( R I: o d o d e n d t

奴
-

h a o f u i )
、

扇叶械
、

南桦 ( B e t u l a a u s t r o 一 S i n e n s i S )
、

细柄英 IJ卜五加 ( A C a n t h o p a n

二
e v o d i a e f o l i t : 5 v a r .

g r a c i l ; S
)

、

树参 ( D e n d r o p a n a x d e n t i g e r )
、

华西花揪 ( S o r
加

s

w il s o
in

a n
a) 等就是这样的种类

。

其中虽有温带的成分
,

但植被类型不属于温带的性质犷
一

虽

多数为亚热带的成分
,

但又和亚热带低平地区的种类有区别
。

再从群落外貌与 结 构 的 特点

看
,

与温带针叶林及亚热带低平地区的针叶林也不同
。

从发生学的观点看
,

生物的形成与发
展

,

是长期适应当地环境的结果
。

广西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是广西亚热带山地气候下的产

物
,

当然有自己固有的特点
。

从发生学的观点分析
,

广西亚热带中山地区植被的性质
,

应当

和我国亚热带 中山地区的植被性质一致
。

刘伦辉
、

邱学忠对我国铁杉林研究后指 出
: “

只要

山体达到应有的高度
,

铁杉林或铁杉混交林
,

就会或多或少在适当的位置 出现
。

这是我国北

纬 24
。

一 3 50 间
,

广大亚热带山地上植被的现状
” 〔” 〕 。

王献溥等人 认 为
: “ 银杉混交林是率

热带地区海拔较高山地独特的植物群落
,

应列人亚热带中山针叶林的范围
” 〔 7 〕 。

因此
,

把广

西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和我国亚热带中山地区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归为一类
,

称为亚热带

中山针叶林 ( 包括针阔混交林 )
,

这样似乎更能反映它的性质和地理分布的规律性
。 _ -

其次
,

在广西过去的植被研究中
,

没有明确它在垂直带谱中的位置
。

诚然
,

广西亚热带

中山针阔混交林确是断断续续地出现在常绿阔叶林和常绿
、

落叶阔口卜混交林中
,

呈不连续的

带状分布
。

但是也应该看到
,

这种针阔混交林在广西比较高大的山体中
,

当海拔上升到一定

的高度后必然 出现
,

特别在阴湿的坡向上
,

它确实占有比较突出的地位
,

形成较为明显的带

状分布
。

高大挺拔的针叶乔木
,

树冠高举于林冠之上
,

遥看就像林海之上的山峰
,

极为雄伟

壮丽
,

从外貌上就极易和阔叶林分开
。

从全国范围看
,

广西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实质上是

我国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向亚高山常绿针叶林过渡的一种类型
,

也就是说
,

它是亚热带山

地植被垂直带谱的一个组成部分
。

姜恕在研究四川西部植被垂直带谱后指出
: “ 它 ( 指铁杉

针阔混交林 ) 在垂直带上的位置是处于常绿阔叶林与亚高山常绿针叶林 带 之 间
”

一

” 〕 。

刘枪

辉
、

邱学忠指 出我国铁杉或铁杉混交林
“
并非到处都可见到成带现象

,

一般在 4 0 0 0米左右高

山区
,

才可形成连续的带状分布 ; 在 20 0 0米左右山地
,

铁杉林分布于 1 2 0“一 1 8 0“米间的山攀
或阴坡

,

下接常绿阔叶林
,

上与山顶石楠矮林相接
” 〔 6 〕 。

广西山体不够高大
,

位置又偏南)

这条带处于刚开始形成的阶段
,

是表现得不连续的
,

虽然如此
,

但它确实是存在的
。

为了表
现广西植被垂直分布与我国亚热带地区植被垂直分布的联系

,

应该在垂直带谱上给予应有的
地位

。

作者认为
,

在中亚热带地区 ( 桂北 )
,

这条带可称为中山常绿
、

落叶阔叶混交林与针

阔混交林带 ; 在南亚热带地区
,

可称为中山常绿阔叶林与针阔混交林带
。

两地与常绿阔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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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界线
,

柱北在海拔 1 2 0 0米
,

杜中在海拔 1 3 0 0米
。

三
、

广西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常见的几种类型

根据上述分析
,

广西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可和我国亚热带地区 中山针叶林或针阔混交

林归为一类
,

称为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
。

按针叶树的种类及其共建种的异同
,

分为七个群

系
,

再按针叶树种类亲缘关系的远近
,

组合成四个群系组
。

I 冷杉针阔混交林

I 一 1 资源冷杉
、

长柄荷木
、

扇叶械混交林

此类型目前只见于桂北资源县宝鼎岭的银竹老山
,

分布于海拔 1 5 5 0米以上的地方
。

上层

与资源冷杉混交的常绿阔叶乔木
,

主要有长柄荷木
,

次为大八角 ( n il c iu m m aj su )
、

尾叶

水椎拷 ( C a s t a n o p s i s e y r e i v a r . e a u d a t a
)

、

铁 稚拷 ( C
.

l a m o n t i i )
。

落叶 阔叶乔木

主要为扇叶械
,

次为南桦
、

细柄英叶五加
。

中
、

下层林木以常绿阔叶树 为 主
,

常 见为大八

角
,

次为黔稠
、

红皮木姜 ( L i t s e a p e d u n e u l a t a
)

。

灌木层以箭竹 ( P h y l l o s t a e h y s s p
.

)

占绝对优势
。

草本植物有苔草 ( C a r e x s p
.

) 和两广沿阶草 ( O p h i o p o g o n e h i n g i i )
。

I 一 2 元宝山冷杉混交林 〔 “ 〕

目前只见于广西融水县元宝 山海拔 1 7 0 0米以上地方
,

与元宝 山冷杉混交的阔叶树有水青

冈 ( F a g u s l o n g i p e t so l a t a
)

、

包果柯
、

青蛤蟆 ( A e e r d a v i d i i ) 等
。

针叶树还 有南方铁

杉
、

南方红豆杉 ( T a x u s s p e e i o s a )
、

三尖杉 ( C e p h a l o t a x u : f o r t t , n e i ) 等
。

n 铁杉针阔混交林

且一 3 南方铁杉
、

黔稠混交林

南方铁杉
、

黔稠混交林在桂北
、

桂东北几个大山都有分布
,

一般出现在海拔 1 7。。米 以上

的地方
,

桂北苗儿山海拔 2 0 6 0米的地方有小片纯林分布
。

与南方铁杉混交的阔叶乔木
,

常见

为黔稠
、

包果柯
、

尾叶水椎拷
、

树参
、

红果树 ( S t r a n v a e s i a d a v i d i a n a
)

、

细 柄 黄 叶五

加
、

扇叶械
、

缺粤枫香 ( L i q u i d a m b a r a 。 a ly c i n a
)

、

紫树 ( N y s s a s i n e n s i s
)

、

华西花

揪等
。

灌木层以苦竹 ( P l e io b las ut s s p
.

) 占优势
,

还常见有红皮木姜
、

大 八 角
、

新 木姜

( N e o l i t s e a a u r a t a )
、

菌芋 ( S k i m m i a r e e v e s i a n a
)

、

罗浮冬青 ( I l e x l o h f a u e n s i s )

灯笼树 ( E n k i a n t h u s e h i n e n s i s
)

。

草本植物有中型沿阶草 ( O p h i o p o g o n i n t e r m e d i
-

u s )
、

车前 ( P l a n t a g o a s s a t i C a )
、

滇桂兔儿风 ( A i n s l i a e a h e n r y i ) 等
。

11 一 4 长苞铁杉
、

黔稠混交林

广西北部主要大山都有分布
,

一般位于南方铁杉混交林之下
,

海拔 1 4 5。一 1 7 0 0 米 的 范

围
。

阔叶乔木上层常见为黔稠
、

尾叶水稚拷
、

擦木 ( S as s af r a s tz u m u
)

、

缺 警 枫 香 等
。

中
、

下层以羊角杜鹃 ( R h o d o d e n d r o n c a v a l e r i e i )
、

灯笼树
、

华 中山柳 ( C l e t h r a c a v -

a l e r i e i ) 为常见
。

灌木层也以苦竹占优势
。

草本植物有狗脊 ( W
o o d w a r d i a j

a p o n i e a )
、

车前
、

中型沿阶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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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一 5 长苞铁杉
、

广东松
、

金毛石柯混交林
_ _

主要见于大瑶山海拔 1 3 0 0米以上的地方
。

针叶乔木除长苞铁杉
、

广东松外
,

福建柏也常

见
。

阔叶树主要为常绿成分
,

上层以金毛石柯
、

马蹄荷
、

大头茶
、

银荷木 ( S c ! l i m a ar g e 。 -

t e a
)

、

亮叶青冈 ( C y e l o b a l a n o p s i s n u b i u m )
、

五列木 ( P e n t a p h y l a x e u r y o l d e s ) 、

阔瓣白兰花
、

樱仆卜石楠 ( P h o t i n i a p r u n i f o l i a )
、

南岭灰木 ( S y m p l o e o s 。 o n f u s a )
、

苗山

冬青 ( I l e x e h i n g i a n a )
、

广西 山茉莉 ( H u o d e n d r o n t o m e n t o s a v a r .

g u a n g x i e n s i s )
,

薯豆杜英 ( E l a e o e a r p u s j a p o n i e u s ) 为常见
。

中
、

下层常见的为绿樟 ( M
e l i o s m a s q 妞尽 ,

m u l a t a )
、

毛叶木姜 ( L i t s e a e l o n g a t a )
、

羊角杜鹃
、

树参
、

海南木五加 ( D e n d r o p粤加
a x h a i n a n e n s i s )

、

密花树 ( R a p a n e a n e r i i f o l i a )
、

毛杨桐 ( A d i n a n d r a g l i s e h r 0 1。
-

m a
)

、

厚叶红淡
、

厚皮香 ( T e r n s t r o e m i a g y m n a n t il e r a )
、

大 果 腊 瓣 花 ( C o r y l o p s呈,

m u l t i f l o r a
)

、

革叶冬青 ( I l e x e h a m p i o n i s )
、

凸脉冬青 ( 1
. e d i t i e o s t a t a

)
、

厚 叶灰

木 ( S y m p l o e o s c r a s s i f o l i a
)

。

灌木层植物以箭竹为主
,

常见 的 还 有 野 锦 香 ( B l a ,加 s

。 o e h i n e h i n e n s i s )
、

小山柳 ( C l e t h r a b o d i n i e r ; )
、

窄 基 红 褐怜 ( E u r y a r u b i g i n “ 。

v a r . a t t e n u o t a
)

、

卫矛 ( E u v o n y m o s s p
.

)
、

光粗叶木 ( L a s i a n t h u s g l a b o r r主m a
乏,

-

三角瓣花 ( p r ` s m a ` o m e r , 5 1̀ n e a r ` s
) 等

。

草本植物有狗脊
、

茅 叶苔 草 ( C a r e x c r `
沙

0 5 , a c h y s )
、

卷柏 ( S e ! a g i n e l l a s p
.

)
、

华东瘤足旅 ( p l a g i o g y r i a ja p o n i c a
)

、

耳形
瘤足旅 ( P

. s t e n o p t e r i s )
、

Wl] 叶瘤足旅 ( P
.

d u n n i i )
、

友和复叶耳藤 ( A r a e h n i o d舜盆
_

a m o e n a )
、

中华复叶耳旅 ( A
. o h in e sn i s

) 等
。

班 罗汉松针阔混交林

111 一 6 短叶罗汉松
、

红岩杜鹃混交林
-

主要见于大瑶山海拔 1 6 0 0米以上的地方
,

一般泣于长苞铁杉
、

广东松
、

金毛石柯混交林

之上
。

针叶树除短叶罗汉松外
,

福建柏也常见
。

阔叶乔木多为常绿成分
,

以红岩杜鹃为岛
次为阔瓣白兰花

。

常见的有厚叶红淡
、

华南山矾 ( S y m p l o e o s h a n d e l i i )
、

厚皮香
、

船柄

茶 ( H a r t ia
s i n e n s i s )

、

革叶冬青
、

华中山柳
、

灯笼树等
。

灌木层植物以校果木 ( B公 rt 五
-

e a b a r t h e i ) 占优势
,

次为苦竹
、

广西铁仔 ( M y r s i n e e l l i p ` i e a )
。

常 见 的 为 短 柄新本
姜 ( N e o l i t s e a b r e v i p e s )

、

新木姜 ( N
. a u r a , a

)
、

光粗叶木等
。

草本种类 有 倒 叶瘤碑
破

、

中型沿阶草
、

卷柏 ( S e l a g i n e l l a s p
.

) 长叶苔草 ( C a r e x s p
.

)
、

青溪鳞毛旅 ( D t犷
,

。 p t e r i s l a 卜o r d e i )
、

但拦旅 ( 九
s r l o n i o m m o r m a l e )

、

匙叶草 ( L a t o u e h e a f o k i e

如户

is ) 等
。 _

W 银杉针阔混交林

Vl 一 7 银杉
、

广东松混交林 〔” 〕 、 〔 7 〕

广西 目前见于龙胜县天平山花坪自然保护区
。

一般分布于海拔 1 3 6 c一 1 4 6 0米的范围
。

个

别地段乔木层以银杉和广东松占绝对优势
,

并有福建柏 出现
,

阔叶乔木很少
。

多数地方银杉

只是少量出现
,

以阔叶乔木为主
。

种类有银荷木
、

革叶冬青
、

凸脉冬青
、

多脉青冈 ( C y cl 加

b a l a n o p s i s m u l t i n e r y 石a
)

、

深山含笑 ( M i e h e l i a m a u d i a e
)

、

尾叶水椎拷
、

紫树等议

灌木层以各种杜鹃为主
,

其巾变色杜鹃 ( R h o d o d e n d阳 n v e r s i c o lo r ) 占优势
。

其 它常见



1 )如 苏宗明
:

广西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

的种类有南烛 ( L y on ia v oa l i f o l ia
)

、

假黄杨 ( Sy zy g iu m bu x l f o l iu m )等
。

针叶纯林下

草本植物零星见有紫背天葵 ( B eg on ia f im b r is t ip t i la )
、

苦芭苔 ( O re e oha r is s p
.

)
。

混

交林下种类和数量稍多
,

有刚竹 ( P h y l l o s t a e h y s b a m b u s o i d e s
)

、

狗脊
、

耳形瘤足旅
、

友

和复叶耳蔽等
。

四
、

广西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研究的意义

J“ 西亚热带中山针阔混交林面积不大
,

开采价值是有限的
。

但是应该看到
,

混交林的许

多树种
,

尤其是针叶树
,

都是很有价值的用材树种
,

在世界市场上
,

冷杉
、

铁杉为重要的商品

材
。

更可贵的是
,

这些针叶树在海拔 1 3 0 0米以上的地区
,

在马尾松 ( P i n u s m a s s o n i a n a )
、

杉木 ( C it n n i n g h a o i a l a n e e o l a t a ) 已不能适应的生境条件下
,

可以长成高 2 5米
、

胸径 6 0

匣米的大树
,

确是广西高海拔地区难得的
、

优良的造林树种
。

从现实的情况看
,

广西亚热带

中山针阔混交林一般分布于山的上部
,

有的又具有一层较厚的枯枝落叶或苔鲜层
,

含养水分

能力强
,

是很重要和良好的水源林
。

这样
,

研究如何在适应的地区扩大这种针叶林以及如何

保护现有的森林
,

在生产上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

另外
,

广西亚热带 中山针阔混交林还是一种古老的类型
,

目前呈残遗
、

稀有的状态
,

在

科研上意义很大
,

是一种珍贵的群落
。

不仅如此
,

广西亚热带 中山针阔混交林还为研究我国

亚热带地区植被垂直变化的规律
,

提供必不可少的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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