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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掩要 大瑶山是广西有名的大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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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象保护的珍稀植物有秒锣

、

白豆杉
、

·

漩柏
、

猪血木
、

大果木五加
、

伞花末 南华木
、

紫射
、 一

金莲木

争3琳
;
珍稀劫物有瑶山鳄蛾

、

称捕打短尾猴
、

大统、 山瑞
、

红腹角雄等 12 种` 大瑶`往具重要经济意义 的

种类较突出
,

如
:

灵香草
、

八角
、

玉桂
、

罗汉果等一因此
,

大瑶山是广西中都扮个重要的住态系统 : 是广

西重要的和理想的科学研究和教学之处 ; 是广西非常重要的自然物种基地
; 是广西重要的木材和土特产羞

地奋大瑶山今后主要是保护起来
,

建立自然保护区
,

同时
,

大力发展木材和土特产
。

一 大瑶山自然环境的特点
·

…
( 一 )

姐 一
大瑶山位于广西的中部偏东

,

北纬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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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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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 0 ,

一 i i o
b 2 7`之间

,

是广

西弧形山脉东翼的骨干
,

主体座落在柳州地区金秀县境内
,

周 围还跨荔浦
、

`

蒙山
、

平南
、

桂

平` 武宣
、

象州
、

鹿寨七县
,

总面积 3 0如平方公里
,

其中金秀县占2。醉。平方公里 ..
。 、

大瑶山形成于古生代晚期的二迭纪
,

距今已有二亿七千万年
,

即地球处于蔗类植钧和两
栖类动物时代

,

大瑶山就出现至今
。

因此
,

大瑶山是一座起源古老的山体
。

大瑶山地层主要

由古生代寒武系的浅变质砂
、

页青和泥盆系的石英砂岩
、

砾岩
、

泥岩及粉砂券构典 煎者分

布于大瑶山的中部和东部
,

面积 12 4 0平方公里
,

占大瑶山总面积 6 0
.

了% , 后者分布于北部和

西部
,

面积 824 平方公里
,

占35 %
,

两者合
一

占95 .7 %
。

此外
,

尚有面积不大的加里东 期—
燕山期的花岗岩和第四系地层

。

因此
,

大瑶山地层比较筒单
,

丰要为非碳酸盐岩类
·

_ _

( 二 ) 地魏
_

_

一
由于基岩的决定

,

大瑶山表现为多种多样的流水侵蚀地貌特征
。

其骨干部份主要由泥盆

系莲花山组紫红色硬砂
、

砾岩构成
,

山体高大
,

难于风化
,

岩石裸露
,

悬崖峭壁
,

形成一类

由砂
、

砾岩构成的石山 , 其褶皱轴心部份为寒武系砂
、

页岩
,

岩性不硬
,

易受剥蚀
,

故山脉

.
本文很据厂

`

西大瑶山综考材料写成
,

执笔人为综考队负责业务的副队长
,

文中所引用的材料
,

均来自各专业的报告
。

二以后提到的大瑶山
,

除特别注明外
,

均指金秀县境内部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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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都比较陡峻
。

大瑶山最高峰1仑7 9米
,

为桂中第一大山
,

呈东北—
西南向

,

中部地势高
,

山峰海拔多在 1 000 米以上
,

向西北和东南两面倾斜
。

天瑶山以中山 (海拔 1 0 0。米以上 )为主
,

约占总面积的 5 0 % ; 低山 ( 海拔 5 0 0一 1 0 0 0米 ) 次之
,

约 占4 0% ; 山丘 ( 海 拔 3 0 0一 5 0 0米 )

和低丘 ( 海拔 3 00 米以下 ) 最少
,

仅 占10 %
。

大瑶山河流切割强烈
,

河谷可低至海拔 1 15 米左

右
,

相对高差达 1 8 6 4米
。

山体坡度 30
。

较多
,

30 一 35
“

不少
,

陡壁
、

悬崖
、 “

V
”

形谷也常见
。

( 三 ) 气俱

大瑶山属亚热带山地气候类型
,

夏不炎热
,

冬不太寒冷
,

雨量丰富
。

以各乡所在地 ( 海

拔 1 8 0一76 0米 ) 为例
,

年平均温度 17
.

0一2 0
.

2 ℃
,

最低月 ( 一月 ) 平均温 度 8
.

3一 1 0
.

3 ℃
,

最高月 ( 七月 ) 平均温度 2 3
.

9一28
.

2 ℃ , 年雨量 13 8 9
.

3一 25 40
.

9毫米
。

但 由于地形复杂
,

气

像表现出多样性
。

在水平方向上
,

南部山脚地带
,

年平均温度 2 0
.

0 ℃以上
,

北部山脚 地带年

平均温度只有 18
.

5一 1 9
.

0 ℃
,

相差 1
.

0一 1
.

5 ℃
,

把海拔高度引起的差异除去
,

相差也有 O
。

5 ℃

左右
。

在垂直方向上
,

圣堂山的东南坡
,

从海拔 18 。来上升至 7 60 米直至山顶 (海拔 1 9 7 9米 )
,

年平均温度分别为 20
.

2 ℃
、

18
.

4 ℃
、

10
.

6 ℃ ,

山脚和山顶相差近 10 ℃ 。

方向不同
,

气候的差

异也十分明显
,

例如罗香和大樟
,

纬度和海拔高度大体相同
,

罗香东南向
,

大樟西北向
,

罗

香 》 1 0℃的积温 6 343
.

0
一

℃
,

一月平均气温 11
。

2 ℃
,

年雨量 2 5 4 0
.

8毫米 , 大樟> 10 ℃ 的 积 温
65湘

.

3℃
,

一月平均气温 10
.

3℃ )
一

年雨量 1 3 8 9
.

2毫米
。

罗香是大瑶山多雨中心
,

而大樟恰恰
-

相反
,

是大瑶山雨量最少的地区之一
。

.

( 四 ) 土峨

大瑶山的地带性土壤为红壤 ( 包括赤红壤 )
,

垂直带谱的土壤为黄壤 ( 包括漂灰黄壤 )
。

红壤一般分布于海拔 600 米以下的地区 ( 南部海拔 300 米以下为赤红壤 )
,

以上过渡为黄壤
。

由于母岩都属非碳酸盐岩类
,

土壤均呈酸性反应
,

p H 3
.

3一3
。

5
。

大瑶山植被保存 较 好
,

土

壤有机质含量和土壤含水量都较高
。

在常绿阔叶林下有机质可达 1 0
.

93 一 33
.

86 %
,

杉木林和

马尾松林及草丛下也有 4
.

14 一5
.

91 %
。

含水量一般为 30 %左右
,

常绿阔叶林下最高含水量可

达 6 1%
。

,

( 五 ) 位被

大瑶山植被保存较好
,

森林覆盖率可达 3 9 .

6%
,

其地带性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

主

要 由壳斗科
、

樟科
、

茶科
、

木兰科的种类组成
,

由于环境复杂
,

类型十分丰富多彩
。

南半部

代表性类型为季风常绿阔叶林
,

北半部为典型常绿 阔叶林
。

南部低海拔环境条件优越的沟谷
,

有北热带性质的季节性雨林
。

垂直分布上海拔 80 0一 1 3 0 0米为山地常绿 阔叶林
,

1 3 0。米以上为

中山针阔混交林
,

海拔超过 1 5 0 0米的山体
,

顶部有山顶杜鹃苔鲜矮林
。

一
- 一

二
、

大瑶山自然资源的特点

大瑶山由于起源古老
,

地形和气候条件复杂
,

加 以位置又处于广西中部
、

气候上属于南

亚热带向中亚热带过渡的地区
,

所以 自然资源有自己独特之处
,

下面分别论述之
。



3 期 苏宗明
:
广西大瑶山自然资源的特点及今后和用的方向 24 7

( 一 ) 自然资派丰 , 多彩 _

非生物资源方面
,

大瑶山的热量
,

海拔 5 00 一 6 00 米以下年平均温度 20 ℃左右
,

> 10 ℃的

积温好0 9 1一 68 4 3 ℃
,

天数2 7 0一 3 0 0天 ,海拔 7 0 0左右
,

年平均温度 1 7 ℃左右
,

积温 52 3 4一 5仑6 5 ℃
,

天数2 60 一2 70 天 , 海拔 8 00 一 1 0 0 0米的地 区
,

年平均温度 1 6
.

0 ℃左右
。

不但热量较丰富
,

而且

气候资源多样
。

大瑶山水资源居广西各大群山之首
,

年降水量在 1 3 8 0一 2 7 0。毫米之间
,

尤以

东南部最多
,

在 1 9 0 0毫米以上
,

不少地区可达 2 50 0一 2 7 0 0毫米
,

为广西多雨中心之一
。

地下

水蕴藏量为 9
。

06 一 1 0
.

07 公吨 /年
,

枯水期也有4
.

28 一 5
。

5 8亿吨 /年
,

大瑶 d
一

125 条 河流年产水

量 2 3
.

4 7亿立方米
,

水能藏量 32
.

2 7万千瓦
。

按人口平均计算大瑶山的土地资源也居广西各地

之前列
,

人均有林 21
。

6亩
,

有荒山荒地 30
。

0亩
,

水田 0
.

5亩
,

旱地 1
.

4亩
,

共 5 3
.

5亩
。

生物资源方面
,

大瑶山区系植物共有2 13 个科
,

870 属
,

2 3 3 5种
,

分别 占广西植物科
、

属
、

种的拐 %
、

52 %
、

39 %
,

区系植物的密度为 1
.

1 1
,

种类之丰富不但在桂中居首位
,

而且与广

西其它林区相比亦无逊色
。

其中资源植物的比重相当大
,

约占植 物 种 数 的 63
.

6 %
,

为 1 4 86

种
,

占广西资源植物 4 0 0 0种的 3 7沁%
。

资源植物类别比较齐全
,

其中以药用 植 物 最 多
,

有

1 3 5 ! 种
,

占资源植物种数的 5 7 舀4%
,

占广西药用植物 3 5 6 5种的 37
。

9%
,

因此瑶山是广西一大

天然药物园
。

大瑶山森林面积 1 2 3 6 0 0 0亩
,

其中天然阔叶林 5 0 2 7 6 7亩
,

占森林总面积 40
.

7%
,

是广西天然阔叶林保存面积最大的林区
。

大瑶山的森林植被有四个植被型
,

3 4个群系
。

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有23 个群系
,

中山针阔混交林有三个群系
,

山顶杜鹃苔醉矮林有二个群系
,

北

热带季节性雨林有二个群系
。

广西亚热带土山地区原生性天然林绝大多数类型可以在大瑶山

找到
,

同一山体内有着这么多类型
,

是广西别的山体所不见
。

其中有的类型在广 西 尚 属 少

见
,

例如面积较大
、

且成较明显带状分布的中山针阔混交林和山顶杜鹃苔醉矮林
。

大瑶山不

但植被类型丰富多彩
,

而且植被的垂直带谱也比较完整
,

以圣堂山为例
,

从山脚到山顶
,

依

次为季风常绿阔叶林带
、

山地常绿阔叶林带
、

中山常绿阔叶林与针阔混交林带
、

山顶杜鹃林

带
,

如此完整的垂直带谱
,

为广西别的山体所不见
。

大瑶山有陆栖脊椎动物 32 目
,

69 科
,

2 81 种
,

其中两栖类 35 种
,
爬行类 40 种

; 鸟类 17 2种 ,

兽类 34 种
。

鸟类的种数 占广西鸟类种数的三分之一强
,

两栖类和爬行类拥有广西种类的 60 次

以上
。

大瑶山区系昆虫有 2 4目
,

1 7 6科
,

5 63 属
,

83 6种
,

其中蝶类 n g种
,

占广西蝶类种数的

70 %左右 ; 蝗虫种攀约占广西蝗虫种数 53 % , 熨类 2 1种
,

占广西熨类种数的70 %以上
。

广西

粉岭种类计有 80 余种
,

居全国首位
,

而大瑶山的粉岭则占全区粉岭种类的 60 %以上
。

大瑶山

的大型真菌也很丰富
,

有 1 44 种
,

其中既可食又有药用价值的 14 种
,

单作药用的 13 种
,

食 用

的2 7种
。

( 二 ) 种类成分妞杂

大瑶山区系植物地理成份方面
,

含 6 种以上的共有 82 个科
,

其中世界科或亚世界科的21

个科
,

占25
.

6% , 主产热带的 28 个科
,

占34 % , 主产热带— 亚热带的 23 个科
,

占28 % , 主

产温带的 10 个科
,

占12
.

3%
。

根据植物种属的现代地理分布
,

对大瑶山种子植物 77 2个属 (不

包括栽培属 ) 进行分析
,

可划分为13 个分布区类型
,

几乎遍及全球
。

其中热带东 南 亚 的 有

1 5 4个属
,

占19
.

9 %
,

东亚 1 09 个属
,

占1 4
.

1%
,

北温带 9 8个属
,

占1 2
.

7%
,

旧世界热带 87 个

属
,

占1 1
。

2 %
,

泛热带7 9个属
,

占10
.

2 %
。

从对大瑶山原生性天然林上层 18 6种主要林 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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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得出
,

华南地区成分 102 种
,

占总数 5 4
.

8% ; 滇黔桂地区 2 5稚
,

占蓬3扁4%
;
华看茱地区2 3种

,

占 12
.

` % ;
华中地区 10 种

,

占 5
.

4% ;
南海地区场种

,

占爪 1% , 北部湾地区士1种 )雀 5孟白%
。

昆虫区系地理成份方面
J

东洋种 2郭种
,

占昆虫种数的 C5
.

2 % ; 东徉古北兼 有种 于1唇钟衬省
3.0 28 % ; 古北种 3 种

,

占0
.

78 % ; 本地特有种 1 4种
,

占3
.

盯%
。

东洋区系中
,

东方{i奠种轰敛4

种
,

占总数的 5 7
.

G% ; 印马亚种 1 06 种
,

占42
.

4 %
。

无论是植物还是昆虫
,

都表现了种类成
份的复杂性

。 _

一
~

( 三 ) 古老
、

子遗种类众多
,

特有和珍借种类不少
二 _

荻类和裸子植物是一类古老的植物
,

大瑶山获类植物有2幼种
,

占整个大瑶、红区蠢巷物
种类的功

.

7% ; 我国野生裸子植物有 11 个科
,

j
’ 一

西野生豹有八个科筋种
,

大瑶妇j肴
,

裸子植勺勿

七个科沈种
,

占我国11 个科的 63
.

6%
,

占广西八个科的 87 ) % 和 35种的倪
.

, %谕
一

古老的木鸳

科在瑶山也有四属 16种
,

为常绿阔叶林的主要组成种类之一
。

瑶山植物初步统计有特看属来分

个
,

特有种招个
。

过去 以瑶山命名的新种有知多种
,

不少种类虽不以瑶山命名
, 一

~

很模我标本

采自瑶山
。
大瑶山属于国家一类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有妙锣 (C y吐五盛

一

牺
。 。 1娜睡)

,

省羚西
三种的脆

.

3% ; 二类有白豆杉 (P se o d武 a x o s o hi e 成诊
、

福建拾 (F o k扭滋
a 五。 d嘎禅蒙幼彝墉

血木 ( E二 y o d e n d r Q n e
xc

e ls 怪。 )
、

大果木五加 ( D诊玩aP 。 。义 ` 1时 h羚时 h妞劝弘一幸祷冰
`E 。仔伪

r岁n b o ca
v a l e r

iie )
、

南华木 (B
r o t sc h ie 山

: 。 s执 e sn i s
)
、 一

紫荆
…

(M
a d缸翰提声镇毒卷葡

-

u

衍 i)
、

金莲木 i(S 111 0 r h o

do 儿 u
ca 广、种

,

古广西貂种的 i9 % ;
三类2“种

,

古广薄爵乌夔剩)的
~ -

52 %
。

.

一 厂

一
动物方面

,

一类保护的有瑶山鳄晰
一

( 5 五油污 。 。 f 。 、 e : 。 c 。寸il o r u习
,

二类有舞游 凸豪知
。
翻

。

。 ul
a 计 a )

、

短尾猴 (M
.

s p e c i o s a
)

、

大蜕 ( M
e g就。 b at : 、 h u : d a 此山 a n

够 )
、

山瑞 { T鑫i心烦夕鬓

s

iet
n
da

c h n 。 r n )
、

红腹角难 ( T
r a g o p a n t 。 。 。 i o c ik i) 五种

,

三类六种
。

一类保护右勺夔摹臻为

占老的残遗种
,

世界仅产我国广西
,

而瑶山则是最先发现的
。

一

( 四 ) 具重要经济童义的种类较为突出
丫

一一
大瑶山有一些较有名的经济植物和土特产

,

在广西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

例勇比

三大香料

一
灵香草

、

八角
、

玉桂皆产瑶山
; 当今比较时兴的两大甜味植物— 罗汉纂粼甜

茶也产瑶山 ; 珍贵的药用植物
,

如马尾千金草
、

黄莲
、

瑶山金耳环
、

千年健瞥有分消翻
一

广蓉
主要土待产有2 2种

,

瑶山产 1 1种
,

占5 0%
,

其中罗汉果
,

八角
、

一

茵油
、

桂皮
、

桂涵葛翻剩际市

场上居第一
、

二 位
,

瑶山均产之 ; 瑶山的香菇
,

不仅闻名国内
,

而且饮誉东南亚
。 _

1

三
、

大瑶山的重要性

根据上述对大瑶山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特点的分析
,

大瑶山在广西四化建设季
二
襄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
,

综合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 二 - - - ~ -

( 一 ) 大瑶山是广西中部孟要的生态屏障
,

对子维持周目地层阵生奋平有棍铆关巍的作

大瑶山位
一

于桂中盆地和平原上
,

周 围是广西主要产粮区
,

它的水源可以直接湛 溉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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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七个县的8 5万亩农田
,

供给80 多万人民生活用水
。

它是广西直接控制农田灌溉面积最大的

林区
,

可以说
,

没有大瑶山就没有周围的农业
。

2
.

大瑶山的 1 72 种鸟类
、

12 3种天敌昆虫 ( 估计只为实际数的一半 )
,

它们在自然 界 控

制各种害虫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而大瑶 山大面积的天然林为这些鸟类和天敌昆虫提供优越

的生存和繁殖条件
,

没有大瑶山
,

就没有这些鸟类和天敌昆虫
。

3
。

据研究
,

一亩森林每天能吸收67 公斤 C O
: ,

呼出 4 9公斤 O
: ,

足够 6 5个人呼吸之用 ,

一个月可吸收有毒气体 5 0
:

四公斤 , 每年可吸附各种灰尘 22 至 2 6吨
。

大瑶山有 12 4万亩森林
,

大瑶山的存在
,

对净化周 围地区的大气
,

起着何等的重要作用啊 !

( 二 ) 大瑶山是广西 , 要的
、

理想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地方

1
.

大瑶山生物种类丰富
,

成份复杂
,

古老
、

孑遗和特有的种类不少
,

为广西其他 地 方

所不及
。
大瑶山广阔的天然林

,

丰富多彩的植被类型
,

大面积的
、

成较明显带状分布的中山

针阔混交林和山顶杜鹃苔醉矮林
,

完整的垂直带谱
,

也是广西其他地方所不及的
。

2
。

大瑶山位于广西中部偏东
,

与广西周围边缘的大山联系较少
,

是一座比较孤立 的 山

体
。

因此
,

大瑶山的生物种类组成地方色彩较浓
,

具有自己的特色
,

代表广西生物组成的特

点
。

-

3
.

大瑶 山面积只占广西总面积的 0
.

88 %
,

但却拥有广西植物种类的物%
,

鸟类种 数 的

三分之一
,

两栖和爬行类种类60 % 以上
,

蝶类种数 70 %
,

热带和南亚热带
、

中亚热带的植被

类型和生物种类成份
。

因此
,

大瑶山是广西生物分布的中心
,

有的大瑶山是它们分布的起点 ;

有的大瑶山是它们分布的终点 , 有的大瑶山是它们唯一的分布区
。

( 三 ) 大瑶山历来是广西 , 要的木材和土特产若地

大瑶山名贵和用途广的木材十分丰富
,

如杉
、

松
、

油杉
、

毛竹
、

樟
、

楠
、

椎类
、

紫檀木
、

荷木
、

木莲
、

马蹄荷等
,
名贵和重要的土特产和林副产品

,

如八角
、

玉桂
、

灵香草
、

棕片
、

山苍子油
、

茶叶
、

笋干
、

油茶
、

油桐
、

罗汉果
、

甜茶
、

天花粉
、

慧米
、

香菇
、

生姜等应有尽

有
,

历来是广西的重要产地
,

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

.

(闷 ) 大瑶山是广西非常宜要的自然物种的种派和种质若地

大瑶山丰富的植物资源
,

许多种类可直接为农林业和城市
、

工矿绿化提供大量的种子和

苗木
,

许多植物种类是培育新品种和改造老品种的 良好种质资源
。

四
、

大瑶山今后利用的方向

大瑶山在广西四化建设中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

对于它今后利用的方向
,

是必须加以认

真考虑的
。

考虑这个问题的指导思想
,

首先是设法保护和继续加强大瑶山完整的生态系统
,

使它的生态屏障作用发挥更大的效果
,
第二是充分发挥特有的种源和种质基地的作用以及科

学研究和教学基地的作用 , 第三是充分利用和发挥它优越的 自然环境条件和广阔的土地资源

以及自己的优势 ; 第四是使 当地国民经济得到发展
,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

基于上述指导

思想
,

大瑶山今后利用的方向
,

第一
,

大瑙山若干地方今后必须建立自然保护区 , 第二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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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山今后主要以发展林业和土特产及林副产品为主
。 一

犷面分别加以说明
。

( 一 ) 建立大瑶山自然保护 区
厂

1. 建立大瑶山自然保护区的意义
-

-
一

质 ,

斜粼攀井
保

添夏支覃尹级哭翼探粼蕊粼繁霎荚翼馨拿翼
的作用

,

为广西四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

同时
,

建立大瑶山自然保护区
,

可以填补广酋自熟保

护区的空自
,

使广西 自然保护区的布局合理化
。

按照广西自然地理的特点
,

广西大体 J最蓦以

分为挂西南
、

桂东南
、

桂东
、

桂中
、

桂西
、

桂东北
、

桂北七个 自然条件基本相同的地区
,

如

能按照这七个地区建立 自然保护区
,

广西自然保护区蔚布局就蠢理了
。

广西茸剪 仅 萄i桂 西

南
、

桂东北设有 自然保护区
,

其他地区是个空白
。

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科研价修来看吞大瑶

山均是桂申地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最理想的地方
。

大瑶山宜然保护区的建立
,

将填补我寥自然

保护区布局的一个空白
,

确是十分必要和理想的
。

一
-

-

一 打 一

.2 大瑶山自然保护区的范围 一 爪

大瑶山自然保护区计划包括圣堂山
、

金秀老山
、

天堂 岭
、

架 梯— 长 冲
,

左于分吮龙
安

、

段燕莲花山
、

龙军

—
罗香山

、

大樟王 田
、

罗运老山
、

罗舟德梅山
、

平竹老山等n 片凳

绿阔叶林区
,

面积 33
·

9万亩
,

占金秀县总面积 1 0%
,

占全县森林面积2字碑% 、 占全县常绿阔

叶林总面积盯
.

4%
。

礼 大瑙山自然保护区的基本情况

这里把划作 自然保护区的主要林区作一简要的介绍
。 丫 -

一

( 1 ) 金秀老山林区 ( 包括金秀 16 公里采育场和四公里采育场及土县 )
:

位于金秀 县中

部偏北
,

是大瑶山北部中亚热带地区森林保存最好
,

霭科最大的林区
户 代表大瑶 山事亚热带

的特点
。

它是大瑶山最重要的水源林区
。

植被主要类型有铁椎拷 (c 肠崎
, 吞钾枯

一

扼画心道u补

林
、

大叶青冈 (C了
c l o b a

la
” 。 p is s

je “ “ 。 ia “ a ) 林
、

荷木 ( S心b i价“ 、
,` 郊比a)

一

誉` 光碎董

兰 (M
a g n d ia n it 记 a

) 林
;
有保护较好

、

面积较大的广东松 (P 主。
, k , 。 。蚌二均套心毅攀习二爱

毛石柯 ( L i t h oc
“ r p” “ “ h r y os

c o m时针阔混交林
。

这里是候鸟在大瑶山的停留地疆勃秀赓山塞

雨中心
。

( 2) 圣堂山林区 ( 包括马鞍山和五指山林区 ) ,
一

位于金秀县南番l
, ·

是大貂肖海载最有
的地区

,

也是南部森林面积最大
、

保护最好的林区
,

代表大瑶山南亚热带的特点 , 主婆植被

类型有黄果厚壳桂 (C
r y tP 。 “ ar y ` c 。 。 c i o a) 林

、

刺拷林 长 as t劝
。
那兹 五y吐元心薄事霍霎, 细喇

拷 c(
.

ot 政 in c n s

is) 林
、

白花含笑 ( iNl
c

he ial o e d、。 c

少 ) 林
,

拷树 c( ast all 叩永 fa
二 -

g e s ii ) 林
、

细枝拷 (C
.

c ar l e s ii ) 林
、

水椎拷
一

(C
.

e y r e
i) 林

。

这里以长苞铁杉 ( T ,枉乒

lo 鳍 ib r
奴比

a t a
)
、
广东松

、

金毛石柯为代表租以短叶罗汉松 (P o d。 橇ar p娜 b鹅妊细ha 习
、

红岩壮鹃 (R 五“ d “ d“ ” d r ” ” h a ” f iu ) 为代表的中山针阔混交林戒较明显的带状分雍 ; 以红

岩杜鹊和变色杜鹃 (R h o d o d e n
dr o n 、 e r s ic ol 。

劝 为代表的也顶杜鹃尊醉矮棒渔成霍羹瞬巍烟
~

带状分布
,

植孜垂直带谱比较完整
,

是广西不可多得豹地方
。

这里也是大薄山多霭有鬓粉李鑫礴
要水源林区

。 -

一 一

( 3 ) 龙军
-

一罗香山林区
: 位于南部罗香乡

,

面积级然不大
,

但植被组成反映出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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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热带性质
,

是大瑶山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

主要植被类型有代表南亚热带性质的青钩

拷 (C
a s t a n o p s i s k a w a k a m i元) 林和代表北热带季节性雨林性质的橄榄 (C a n a ; i u n a

l b
u n )

机 育榄 ( lP at ae al it if il a) 林
,

这里也是大瑶山多雨中心
。

_

一

( 二 ) 发展林业和土特产生产

1
,

大瑶 山有着发展林业和土特产得天独厚的条件
,

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看
,

林业 和 土

特产与金秀县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关系极大
。

单以经济植物为例
,

根据有数字的八种 ( 八

兔 , ,

呻桐
、 生姜

、

茶叶
、
山苍子 、 棕片

、

天花粉
、

灵香草 ) 统计
,

解放以来历史最高年产值

曾沐2滩 5穿
,

1 9 2元
,

超过金秀县 1 9 8。年农副产品收购总值
,

为 1 9 8 0年金秀农业总产值的2 9
.

7 %
,

商品收购总值的4 6
.

2%
。

1 9 7 9年农副产品 ( 绝大多数为栽培和野生的经济植物 ) 的收购值为

2 54 万元
,

占当年农业总产值邓 1万元的3 3
.

4%
,

1 9 8 0年为 227 万元
,

占当年 农 业 总 产 值 的

2 5
.

7%
。

瑶山农民很大程度亦靠林业和经济植物致富
,

罗香乡里运村的耙沙界和石门冲
,

以

种植八角为主
,

每人每年平均收入近 600 元
。

2
。

群众有习惯
,

经过长期的发展
,

林业和土特产生产已初步形成布局
。

瑶山群众有种植

杉
、

毛竹及土特产的习惯
,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

群众根据各地的自然环境特点
,

选择适于

本地生长的种类
,

各地大体上
_

已形 成以某一种类为主的布局了
。

例如
,

忠良乡以杉木和棕桐

为主
,

三角乡以油茶
、

棕搁为主
,

金秀乡以灵香草
、

棕桐
、

杉木为主
,

长洞乡以山苍子
、

油

茶
、

八角为主
,

六巷乡以油茶
、

八角为主
,

罗香乡以八角
、

玉桂
、

杉木为主
。

这种在历史上

形成的布局
,

对我们今后布局和规划大瑶山林业和土特产生 产很有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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