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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板桥自然保护区的植被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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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板桥 自然保护区共有野生种子植物 131科 ．514属．988种 其植物珏系地理成分复杂 ．珏系起源古 

老．具有亚热带区系性质 该区植被类型多样 ，植被垂直分异较为明显．其植被类型可以划分为 5个植被型． 

8个植被亚型，37个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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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now known that there are 131 families，514 genera，988 specms of wild seed plants in Banqiao 

Nature Reserve(BNR)．The geographical elements of BNR ale complex．and its origin is ancmnt．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al elements，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lora has subtropical characteristics．The vege— 

ration types are abundant in BNR and their vertical distribution is obvious．The main vegetation types have 

been classified into 37 formation s，belonging to 8 subvegetation and 5 vegetation typ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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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桥自然保护区地处安徽省宁国市的撮西 

端，是二县二市(泾县、旌德县、宁国市和宣州市) 

的结合部。该地 自然条件较为优越，加上交通较 

为闭塞，当地植被保存较为完好。70年代末，《安徽 

植被》编写组的部分同志，曾由泾县桃岭绕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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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该地 ，对当地的甜槠林进行了样方调查“ 。但对 

该地全面的植被类型研究，尚未见报道。作者白 

1994年以来，多次深入该地进行了广泛的标本采 

集和植被调查。 。本文就野外调查的数据对当 

地植被作一初步分析，以期为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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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华东地区的植被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1 生态环境概况 

板桥 自然保护区地理位置为30。28 ～33 ， 

l18。36 ～40 E。总面积67．2 km。。该区位于皖南 

山地丘陵区的北部，属于黄山余脉。由于深受切 

割作用，一般坡度较陡 该区境内以低山和 中山 

为主，主峰1 153 II1，最低海拔也有200 1711左右。境 

内沟谷纵横，主要河流有蔡村河、薪岭河、太黄山 

河 ，另有山溪性河流近百条，终年溪水潺潺。本区 

在地质构造上属于黄山复式向斜东翼的一部分． 

处于宁国市境 的西部单斜区，主要是 志留纪 地 

层 主要岩石为砂岩、砂质页岩、页岩、石英砂岩 

和石英砾岩。土壤在700 m以下为黄红壤：700 i"I1 

以上为黄棕壤，在局部地区还有棕色石灰土类。：。 

该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 5．4。C，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为2．6。C，最热月 

(7月)平均气温27．9。C，绝对最低气温一14．5。C， 

绝对最高气温41．1。C。活动积温(≥10 C)为4 

501．4～5 263．9。C，平均为4 875．3。C 年平均降 

雨量为l 426．9 mm，年平均 日照时数为1 981．1 

h。年平均蒸发量为1 464．4 mm。年平均相对湿 

度约8O ，无霜期为226 d“ 。本区水热条件优越 ， 

具有明显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的特点。在调查 

中发现 ，该区于1 958年曾因大炼钢铁而使得当地 

森林遭受过大面积的滥砍乱伐，但是随后因交通 

不便，当地人口稀少等原因而较少受到人为的破 

坏，所以目前仍可见到大量成片生长恢复较好的 

次生林，林龄最大的达4O余年。加上本区成陆较 

早，地形复杂，于是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境条件， 

为植物的生长和植被的保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 植物区系简述 

据统计，该区有野生种子植物l3l科，5l4属 ， 

988种(含种下分类单位)，其中新种2个 ，安徽植物 

分布新记录属2个 ，安徽植物分布新记录种7个 ， 

可见该区为皖南山区物种资源的集中地之一。在 

本区的种子植物中，种数超过2O种以上的科有菊 

科(Compositae)(37／64，分子代表属数，分母代表 

种数，下 同)、蔷薇科 (Rosaceae)(22／54)、禾本科 

(Gram[neae)(32／48)、唇形科(Lah[atae)(20140)、 

豆科 (Legum[nosae)f20／38)、百台科 (Liliaceae) 

(21／32)、虎耳草科(Sax[fragaceae)(12／24)、莎草 

科(Cyperaceae)(8／21)、蓼科 fPolygonaceae)(4／ 

20)。从优势科的组成上看，该区与其邻近的庐山、 

黄山、天堂寨和神农架基本一致，名列前茅的都 

是世界性的大科。这些科大多是灌木、草本群落 

的主要成分。木本植物 的主要成分为樟科(Lau 

raceae)、壳 斗 科 (Fagaceae)、 鼠 李 科 

(Rhamnaceae)、金缕梅科(Hamamelidaceae)、胡桃 

科(Jugladaeeae)、山矾科(Symplocaceae)等植物。 

从科的情况看(表1)，131科种子植物种有世 

界广布科26个 ，热带一温带分布科24个 ，热带分布 

科7个，热带 亚热带分布科36个 ，亚热带分布科 

1O个，亚热带 温带分布科1 2个，温带分布科l6 

个。由此可见该区种子植物以热带一亚热带分布 

科所占比例最大．热带分布科所 占比例最小。但 

即便是一些主产热带的科 ，如兰科(Orchidaceae)、 

桑科(Moraceae)、茜草科(Ruhlaceae)等，在本区中 

所含的属种也并不多．且大多是从热带延伸到亚 

热带和温带的繁衍种系。这反映出本区植物区系 

具有亚热带区系性质。 

表 1 扳桥自然保护区种子檀物分布区类型 

Table 1 The distr[bution patterns of seed plants 

in Banqiao Nature Reserve(BNR) 

根据吴征镒先生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 

型的划分，本区514属种子植物可归并为l4种分布 

型 (表2)。除中亚分布缺乏外，其余各类热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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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亚热带成分和温带成分均有分布，可见本 区 

与世界其它植物区系有着广泛的联系。在这14种 

分布型中，以北温带分布 占首位，其次为东亚分 

布，再次为泛热带分布。本区热带分布共有6种分 

布型，159属，占34．3 ；温带分布共有7种分布型， 

304属 ，占65．7 。在514属种子植物中 ，热带亚 

热带分布属占34．6 ，温带分布属占65．4 。种的 

分析表明世界分布有11种；热带分布有1 36种，占 

13．9％；温带分布有309种，占31．6 ；中国特有分 

布有532种，占54．5 。这些反映了本区的亚热带 

性质及从热带向温带的过渡性质。 

表 2 板桥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的分布区类型 

Tabte 2 Distribution types 0f genera of 

seed plants in BNR 

分布区类型 
Distribution types 

属散 占总属散蚋 

No of intotat 

该区地处皖南山区，自第三纪以来基本上保 

持着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历次受冰川影响不 

大，因此这里保存了不少古老 的属种．如金钱松 

(Pseudotari：c kaempferi)、糙叶树(Aphananthe d 

pera)、旌节花(Stachyurus chinensis)等。其中受到 

国家首批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就有1 7种，如紫茎 

(Ste~,artia sinensis)、南 方 铁 杉 (Tsuga chinensis 

var．tchekiangensis)、八角莲 (Dysosma 7Jetsipellis) 

等。此外本区在分类上孤立和演化上较原始的单 

型属(1种)和少型属(2～6种)较多，它们代表着孤 

立和 孓遗的类群，单型属有33属，占总属 数的 

6．4 ，如青钱柳属 (Cyclocarya)、青檀属 (Ptero- 

cegtt'~)、牛 鼻 栓 属 (Fortunearia)、刺 楸 属 

(Kalopanax)等。少型属39属，占总属数的7．6 ， 

如化香属(Platycarya)、射干属(Belamcanda)、猫 

儿屎(Decaisnea)、盾果草属(Thyrocarpus)等。这些 

单型属和少型属大多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系 

的后裔或更古老的成分。以上这些都说明了本区 

植物区系起源的古老性。 

表 3 板桥与其它地区植被生活型请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0f Iife form spectrums Between 

Banqiao and other Mt．S 

地名 

Sire N Lat

高

P h

地

C h 地冒芽地 G芽带 ． ． ． H 

3 植被生活型谱 

按 Raunkier生活型系统分析。 ，制定了板桥 

自然保护区植被类型的生活型谱(表3) 本区的 

生活型谱中以高位芽植物的含量最高，其次是地 

面芽植物，而地上芽植物、地下芽植物及一年生 

植物的比例则较低。这4个地区均以高位芽植物 

占优势．这是我国亚热带东部地区温暖湿润的亚 

热带季风气候的反映。尽管本区仍以高位芽植物 

占优势，但其比例明显低于低纬度的浙 江午潮 

山“ 和安徽黄山。 ，而与纬度偏北一些 的南京紫 

金山“ 较为接近。这除了说明本区与紫金山的气 

候比另两者要寒冷之外，可能也与前两者植被的 

次生性较强有关“ 。因为生活型是适应生态因子 

综合作用的产物，而人为的干扰不仅会影响到植 

被本身，也将对其生境造成影响。因此生活型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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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主要受到环境条件的制约，但在一定程度上 

与当地植被的次生程度不无关系。尤其在我国亚 

热带东部地区，由于耕作历史悠久及人类活动频 

繁，原生植被极少保存，现状植被几乎均为次生 

植被．但其次生程度有别，这样势必在生活型谱 

上有所反映。 

4 植被的垂直带谱 

板桥 自然保护区因为 自然条件较为优越，次 

生植被恢复较好，植被类型多样。该区境 内随着 

海拔的升高，气温、降水量、风力、土壤等都发生 

相应的变化。因山体较高，地形复杂，生境多样， 

从山麓200 131到山顶1 153 m，植被分布呈现出较 

为明显的垂直地带性特征。 

20o～700 131主要分布着山地常绿阔叶林．该 

林带是板桥 自然保护区植被的基带，为水平地带 

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向山地的延伸部分，在本 

区发育 良好，占有最大的垂直幅度。常绿 阔叶林 

为本区的地带性植被 ，常绿树种 占有绝对优势。 

主要有 ：(1)甜槠林(Castanopsis eyr~)该类型多 

分布于杨坑等地的南坡 ，面积很大，是构成本区 

常绿阔叶林的主体。分布的海拔高度为300～700 

m，坡度15。～25。，林内光照较弱、湿润、枯枝落叶 

层厚，有机质丰富。乔术层的建群种和优势种有 

甜 槠、青 冈 (C3~-lobalanopsis glauca)、槠 木 

(Loropetalum chinese)、石栎 (Lithocarpus glaber) 

等。林 中上层 往往混 生少量落叶树 种，如黄檀 

(Dalbergia peana)、枫 香 (Liquidambar for_ 

r,~osana)、山合欢(Albizzia kalkora)。下木层常见的 

有 尖连蕊茶 (Camellia cuspidata)、乌药(Lindera 

aggregata)、柃木(Eurya japonica)、乌饭树(Vac 

cinium bracteatum)、小 果南 烛 (Lyonia ovalifolia 

var．hebecarpa)、野漆树 (ToMcodendron succeda 

neum)和老鼠矢(Symptocos stellaris)等。林下草本 

层 稀 少，主 要 有 禾 叶 土 麦 冬 (Ln 

gramim'fotia)、透骨草 (Phryma leptostachya var、 

oblongofolia)、黑足 鳞 毛蕨 (Oryopteris fuscipes) 

等，层外植物有菝葜(Smilax china)、鹰爪枫(14ol— 

boelliaⅢ一iacea)等。(2)苦槠林 (Castanopsis sclero 

phylla)一般分布于低山丘陵和村落附近 ，也是构 

成本 区常绿 阔叶林 的主体。林 内枯枝落叶层较 

厚 ，有机质不很丰富。群落优势种有苦槠、枫香、 

野柿(Diospyros kaki)、石栎和檫木(Sassafras tzu 

)等。伴 生 有 野 漆 树、甜 槠、茅 栗 (Castanea 

seguinii)和马尾松(Pinus massolllana)等。下木层 

常见的有尖连蕊茶、六月雪 (Serissa serissoides)、 

白栎 (Quercus bri)、白棠子树 (Callicarpa dL 

chotoma)、八 角 枫 (Alangium chinense)、山 胡椒 

(Lindera glauca)和乌药等。草本层稀 疏，有蕨 

(Pter~2lium aqudinum var．1atiusculum)、淡 竹 叶 

(Lophatherum gracilis)等。层外 植 物有 海 金沙 

(Lygodium pore'cure)、木通(Akebia aquinata)、菝 

葜、勾儿茶(Berchemia sp．)等。(3)青冈栎林 广泛 

分布于区700m 以下的山坡谷地，林内湿度大，枯 

枝落叶层厚，有机质不很丰富。乔木层主要有青 

冈栎、苦槠、腊瓣花 (Corylopsis sinens&)、天竺桂 

(Cinnamomum japonicum)、全 缘 叶 栾 树 (Koel— 

reuteria bil)innata var．integr4foliola)、赛 山 梅 

(Styrax f ／̈ “s)等。下 木层 有 乌 药、连 蕊 茶 

(Camellia sp．)、马银花 (Rhododendron ovatum)、 

老鸦糊 (Callicarpa giraldii)、蔓胡颓子(Elaeagus 

glabra)、白背叶野桐(Mollotus apelta)、青檀 (Pte- 

roceltis tatarmowd)、野茶(Camellia smens~)、朱砂 

根(Ardisia crenata)、中华石楠 (Photmia beauver- 

diana)。草本层有黄精(Poligonatum sibt~icum)、紫 

箕 (Osmuda japonicum)、兔儿伞(Syneilesis aconiti 

fotia)、油点草(Trlcyrtis macropoda)、美丽复叶耳 

蕨 (Arachniodes am~?la)等。层 外植物有爬 山虎 

(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南五昧子 (Kadsura 

longepedunculata)、 穿 龙 薯 蓣 (D~bscorea 

nipponica)、钻地风 (Schizophragma integrifolium) 

等。(4)天竺桂林(Cinnamomum japonicum)由于 

当地长期以来剥取桂皮(桂皮指天竺桂和香桂的 

树皮)，所以该类型面积不大，多见于离居民区较 

远的深 山沟谷。且多为散生，垂直分布可达700 

m。林 内湿度很大，枯枝落叶层较厚，乔木层有天 

竺桂、青冈、香桂(Cinnamomum subavenium)、山核 

桃 (Carya cathayensis)、山 拐 枣 (Poliothyrsis 

sinesis)、豺皮樟 (Litsea rotundifolia va$、oblongif~ 

lia)、朵 椒 (Zanttw：cyl“ molle)、粉 椴 (T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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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eri)。下木层有豆腐柴(Premna microphyUa)、 

山胡椒、朱砂根 、瓜木(Alangium platam'fohum)、 

长叶冻绿(Rhamnus crenata)、大青 (Clerodendrum 

c3一rtophyllure)等 草率层丰富．有水金风(Impa— 

tiens noli—tanger~)、冷水花(P ttotana)、三脉紫 

菀 (Aster agreatoides)、半 蒴 苣 苔 (Hemiboea 

bery1)、凤 丫蕨 (Comogramme japom'ca)、过路 黄 

(Lysimachia christinea)、华重 楼( Ⅲ poliphyUa 

var．chinensis)等。藤本植物有中华常春藤(Heder 

Ⅱnepalensis var．sine71si$)、羊乳(Cod07lopsis lanceo 

[ata)、花中五味子 (＆hisandra sphenanthera)、天门 

冬 (Asparagus cochinch znensis)、牛皮消(Cyrtachum 

aun'cl~latum)等 

此外，在 沟谷 附 近还 有 毛红 椿林 (Toona 

sureni var．pubescens)、紫金楠 (Phoebe sbearer1) 

林、薄叶楠 (Machilus leptophylla)林 在石灰岩地 

区还生长有青檀林 。 

700～l 000 m 主要分布着含少量常绿树的 

落叶阔叶林 乔木层中起建群作用的多为落叶树 

种 ．如青钱柳 (Cyclocarya paliurus)、茅栗、粉椴、 

青 榨槭(Acer davidii)、浙江柿 (Diospyros glauci- 

fdia)、四照花 (Dendrobenthamia japonica var．chi 

nensis)、雷公鹅耳枥(Carpinus viminea)、多花泡花 

树 (Meliosma myriamha)、香果树 (Emmenopteris 

henryi)、小叶白辛树 (Pterostyrax cor2nnbosa)、紫 

茎 (Stewartia sinensis)、灯台树(Cornus controversa) 

等，常 绿 树 种 有 小 叶 青 冈 (Cydobalanopsis 

gracills)、石栎等。下术层主要有红脉钓樟 (Lin 

dera rubronervla)、山鸡椒 (Lindera glauca)、老鼠 

矢、垂丝卫矛 (Euonymus oxyphylla)、四川 山矾 

(SymplOCOS setchuensis)、野 珠兰 (Stephanadra chi- 

nensis)、满山红(Rhododendron mariesii)、中华绣线 

菊(Spiraea chinensis)、山胡椒 草本植物有沿阶草 

(Ophiopogon bodinieri)、珠芽 景天 (Sedum bulb一 

，一 )、淡竹叶等。层外植物主要为木通、大血藤 

(Sargentodoxa cuneata)等。局部地段还有栓皮栎 

(Query-us variabilis)林、紫茎 林和 锥栎 (Castanea 

bent3 2)林等 

1 000 m 以上的山顶主要分布着灌丛．因山 

顶生态环境的特l殊性——光照强、风力大、云雾 

多、气候寒冷．林木一般呈枝干弯曲低矮丛生的 

灌 木 状。主 要 树 种 有 三 桠 乌 药 (Lindera 

obtusiloba)、小果铁冬青 (1lex rotunda var．I,'~icro- 

carpa)、绿叶胡颓子 (Lespedeza buergeri)、白栎、 

映山红(Rhododendron simsii)等。伴生树种有红 

柄白鹃梅(Exochorda giraldii)、野山楂(Crataegus 

fMeata)、伞八 仙 (Ifydrangea umbe[1ata)、川榛 

(Corylus heterophylla)、南 方 六 道 木 (Abelia 

dielsii)、七子花 (Heptacodium miconioideS)、叶萼 

山矾(Sympl~-os phyll~'a／y )等 

此外，雷公藤 (Tripterygium wilfordii)、昆明 

山海棠 (Tripterygium hypoglaucum)、穿龙薯蓣 

等藤状灌木和藤本植物也较为常见。在山顶的局 

部向阳山地，还分布着以大画眉草 (Eragrostis cit- 

ianensis)、野 古 草 (Arudinella hirta)、兰 香 草 

(Caryopter~incana)等构成的大片山地草甸。山顶 

和山脊的部分地方还有成片的阔叶箬竹( dD- 

calamus tatifotius)，组成纯群落 

5 主要植被类型分类 

根据《中国植被》 和《安徽植被》 的植被分 

类原则和分类系统，将本区的植被具体划分为 5 

个植被型，8个植被亚型，37个群系，分述如下 [I 

～ v代表植被型，(I)～(Ⅷ)代表植被亚型，l～ 

37代表群系]： 

I．针叶林 

(I)常绿针叶林 

1．马尾橙林(Form．．Penus m W) 

2．黄山松林(Form．Pzhus tabx~nensis) 

3．杉木林(Form．Cunninghamia lanceolata) 

4．香榧林(Form．Torreya grand~) 

I．阔叶林 

(Ⅱ)常绿阔叶林 

5．甜槠林(Form．Castanopsis eyrei) 

6．苦槠林(Form Castanopsis sclerophylla) 

7．青冈栎林 (Form．Cyctobalanopsis glauca) 

8．天竺桂林(Form．Cgmamomum japomeum) 

9．紫楠林(Form．Phoebe shearei) 

10．薄叶楠林(Form．Machilus leptophyUa) 

(I)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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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牛鼻栓+紫楠混交林(Form．FD Ⅱr 

sinensls+ Phoebe sheareri) 

l2．短柄袍+青冈栎混交林 (Form．Quercus 

i4landuh'fera var．brevipetiolata--Cyclob 

alanops~ glauca) 

(Ⅳ)落叶阔叶林 

l 3．青钱柳林(Form．Cyctocarya patiurus) 

14．栓皮栎林(Form．Q rW variabilis) 

15．茅栗林 (Form．Castanea seguinii) 

l6．灯台树林(Form．Comus controversa) 

l7．青檀林(Form．Ptorocettis tatarinowii) 

l8 毛 红 椿 林 (Form．Toona sureni var． 

pubescens) 

19．短 柄 袍林 (Form．Quercus gtandulifera 

var．brevipetiolata) 

20．枫杨林(Form．Plerocarya stenoptera) 

21．紫茎林(Form．Ste~c,arda slnensis) 

22．板栗林(Form．Castanea moltissima) 

23．山核桃林 (Form．Carya c~zthayensis) 

Ⅲ．灌丛 

(V)常绿灌丛 

24．云锦 杜鹃林 (Form．Rhododendron for— 

tunei) 

(Ⅵ)落叶灌丛 

25． 映 山 红 灌 丛 (Form．Rhododendron 

simsii) 

26．绿 叶 胡 枝 子 灌 丛 (Form．Lespedeza 

buergeri) 

27．三桠乌药灌丛 (Form．Lindera obtusitoba) 

28．美丽胡枝子灌丛(Form．Lespedeza如r_ 

mosa) 

29．茅 栗 +短 柄 把灌 丛 (Form．Castanea 

seguinii + Querc~s glanduh'fera var． 

brevif’et~blata) 

Ⅳ．竹林 

(I,I)单轴型竹林 

30．毛竹林(Form．Phyllostachys pubescens) 

(Ⅶ)复轴型竹林 

31．阔 叶 箬 竹 林 (Form． Indoca[amus 

tatifotius) 

V．草丛 

32．野古草草丛(Form．Arudinetta hirta) 

33．芒草草丛(Form．Miscanthus sinensis) 

34．白茅 草 丛 (Form．Imperata indrica 

var．major) 

35．大画眉草草丛(Form 

sis) 

36．大油芒草草丛(Form 

CIAS) 

Spodiopogon sibiri- 

37．蕨 菜 草丛 (Form．Pteridium aquilinum 

var． ／atiusc“ “ ?) 

6 结论与讨论 

(1)根据野外调查统计．本区共有种子植物 

l 3l科，514属，988种，其中有l7种为国家级保护 

植物。该区植物医系地理成分复杂，起源古老，具 

有亚热带区系性质。 

(2)从现状植被看，该区分布着面积广泛的 

常绿阔叶林．但其乔术层的建群种类主要为苦 

槠、甜槠、青冈等耐寒性常绿树种。除此之外本区 

还分布着一定数量的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和落 

叶阔叶林 这与本区地处中亚热带北缘有关。加 

上本区植被垂直分异较为显著，区域内生境差异 

较大，因此本区植被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特 

征。现有植被可以划分为5个植被型 8个植被亚 

型和37个群系。 

(3)近年来随着当地经济活动的加剧，偷伐 

树木、剥取桂皮、砍伐常绿阔叶林种植香菇等行 

为时有发生，已经致使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趋于 

恶化。从现状植被看，分布在该区低海拔地区的 

蕨菜草丛、芒草草丛和白茅草丛大多是由于毁林 

开荒或山林焚烧而形成 的退化植被类型。因此由 

于人为活动的影响，该区的现状植被已经表现出 

一 定的次生性质。为此笔者呼吁应该立即禁止在 

保护区内的一切非法行为，并尽快建立健全 自然 

保护区的各项管理制度。同时希望当地政府和人 

民能够极大地珍惜现存的植被．合理开发、综合 

利用 当地 的山林资源，获得最大 限度 的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达到青山常在、永续 

作业的 目的，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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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工作得到 了板桥 自然保护区、板桥 林 

业站及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迭良俊博士、陈 

波博士和刘丽正硕士的大力协助和支持 ，特此感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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