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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热带森林是我国森林植被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明确其森林植被类型分类对于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研究
和保护管理等都具有重要意义ꎮ 该文以中国热带森林植被分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ꎬ通过阐述我国各
省区植被类型分类的研究历史ꎬ在综合考虑多种生物和非生物影响因素的基础上ꎬ提出一个新的热带森林植
被类型分类框架以供探讨ꎮ 结果表明:(１)尽管针对我国热带森林的分布范围和群落特征等都已开展了诸多
研究ꎬ但对我国热带森林植被类型的划分依据和分类体系仍存在争议ꎮ (２)尽管我国的热带森林都处于季风
气候区带内ꎬ但许多热带地区的森林植被类型并不只是受季风影响ꎬ而是气候带、关键气候因子、地形、土壤反
馈和物种适应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３)我国的热带森林植被包括 ５ 个植被型ꎬ即非典型性热带雨林、
热带季雨林、热带山地雨林、热带山顶苔藓矮林(热带云雾林)和热带针叶林ꎬ其中热带季雨林植被型包含 ４ 种
植被亚型[热带落叶季雨林、热带半落叶(半常绿)季雨林、热带常绿季雨林和热带石灰岩(石山)季雨林]ꎮ
(４)阐明了上述热带森林植被型和植被亚型在我国各省区的分布情况ꎬ并提出未来有必要对人工恢复后的热
带森林进行评估和植被类型划分ꎮ 综上所述ꎬ该文提出一个新的热带森林植被类型分类框架ꎬ以期为今后基
于不同地区开展热带森林比较研究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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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带雨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不论对科研工作
者还是公众来说ꎬ都非常神秘和令人神往ꎮ 这是
因为对科研工作者而言ꎬ热带雨林中存在着许多
未解之迷ꎻ对公众而言ꎬ热带雨林有其独有的奇观
和现象ꎮ 然而对于应该如何界定我国的热带雨
林ꎬ它与赤道附近的典型热带雨林的区别ꎬ其主要
分布于我国的哪些地方ꎬ当前和未来还有哪些值
得我们去研究的问题ꎬ仍有必要进行梳理和探讨ꎮ

“热带雨林”一词来源于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的定义ꎬ即
位于热带地区的雨林(Ｓｃｈｉｍｐｅｒꎬ１９０３)ꎮ 作为地球
上常见于赤道附近热带地区的一种森林生态系
统ꎬ从广义上而言ꎬ热带雨林大多数位于 ２３. ５° Ｎ
和 ２３.５°Ｓ 之间(即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之间的地
区)ꎬ主要分布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中美洲、非
洲刚果河流域、东南亚、澳大利亚北部和众多太平
洋岛屿ꎻ从狭义上而言ꎬ热带雨林仅界于 １０°Ｎ 和
１０°Ｓ 之间的赤道地区ꎬ而南北纬 １０° ~ ２３.５°之间
由于受热带季风气候影响比较强烈ꎬ则分布的是
大面积的热带季雨林(胡玉佳和李玉杏ꎬ１９９２ꎻ陈
灵芝等ꎬ２０１４ꎻ蒋有绪等ꎬ２０１８)ꎮ 我国的热带森林
主要分布于热带季风气候区北缘ꎬ包括海南全部ꎬ
以及云南、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西藏东南部和
台湾南部 (中国森林编辑委员会ꎬ １９９７ꎻ朱华ꎬ
２０１８)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尽管热带季雨林也属于热
带森林或广义上热带雨林的范畴ꎬ但其与目前严
格或狭义学术意义上的赤道地区的热带雨林相
比ꎬ却是不同的热带森林植被类型ꎮ

在严格或狭义的学术定义上ꎬ热带雨林仅是热
带地区的森林植被类型之一ꎬ而并非热带地区所有
森林植被类型的统称ꎮ 正因为不同学者对热带雨

林定义的认识差异及我国所处的纬度在热带地区
偏北ꎬ目前ꎬ对于我国热带雨林是否存在及分布区
域仍有较大分歧(陆阳等ꎬ１９８６ꎻ胡玉佳和李玉杏ꎬ
１９９２ꎻ王伯荪和张炜银ꎬ２００２ꎻ朱华和周虹霞ꎬ２００２ꎻ
陈灵芝等ꎬ２０１４ꎻ蒋有绪等ꎬ２０１８)ꎮ 此外ꎬ从社会公
众认知以及媒体宣传等工作需要层面ꎬ热带地区的
许多植被类型ꎬ如热带季雨林等也都被统称为热带
雨林ꎮ 例如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４ ２６９ ｋｍ２范围
内并不都是学术上定义的热带雨林范畴ꎬ但这一名
称对于公众而言ꎬ极有可能使其认为该国家公园内
的森林都是热带雨林ꎮ 实际上ꎬ用“热带森林”或
“热带林”指代热带区域的森林将更为合适ꎮ 正是
因为普通大众不理解植被生态学的用词差异和多
样化ꎬ以及“热带雨林”一词应用的泛化ꎬ厘清热带
地区森林植被类型的差异以及各种植被类型形成
的本质原因是非常必要的ꎮ

本文将以中国热带森林植被分类研究中存在
的问题为出发点ꎬ以我国存在热带森林分布的省
区为研究区域ꎬ采用各省区热带森林植被分类研
究历史回顾的方法ꎬ通过综合考虑气候带、关键影
响气候因子、地形、土壤反馈和物种适应等影响因
素ꎬ拟提出一套我国热带森林植被类型分类框架ꎮ
在此基础上ꎬ进一步阐述热带森林各植被类型在
我国的分布ꎬ并提出需要针对我国热带森林的植
被与资源环境特点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调查、研究
与评估的建议ꎮ 本研究尝试建立一套统一且适用
于我国热带森林植被类型划分的分类体系ꎬ这将
有助于加深对热带森林的认识并促进名词术语使
用的统一与规范化ꎬ进而为我国同一类热带森林
植被类型的比较研究奠定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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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各省区植被类型划分研究历史

关于中国热带雨林ꎬ国外学者最早提及的应
为苏联的 ＡＨ .Ａ. 费多罗夫ꎬ他与苏卡乔夫院士于
１９５５—１９５７ 年考察海南、云南和广州后写了一篇
论文«中国的热带雨林»(ＡＨ .Ａ. 费多罗夫ꎬ１９６０)ꎬ
后续国内各个有热带森林分布的省份均开展了大
量的调查研究工作ꎬ各学者采用不同的分类方式
和术语对各省区的植被类型进行了描述和定义ꎬ
一一阐述如下ꎮ

海南热带森林的地带性植被为热带常绿季雨
林(龙脑香林)ꎬ但由于自然条件和海拔高度的变
化ꎬ形成了一系列的森林植被垂直带谱ꎮ 在海南
西部和西南地区ꎬ向低海拔过渡到热带半落叶季
雨林和稀树草原ꎬ向高海拔则过渡到热带山地雨
林和山顶苔藓矮林等类型 (蒋有绪和卢俊培ꎬ
１９９１)ꎻ而海南岛东南部地区热带雨林的性质要比
西部典型一些(臧润国等ꎬ２０１９)ꎮ 尖峰岭、霸王
岭、吊罗山、黎母山、鹦哥岭和五指山等林区是海
南热带森林的主要分布区ꎬ不同学者采用不同的
名词进行了不同的植被类型划分ꎮ 尖峰岭地区植
被类型有明显的垂直带谱性ꎬ从低海拔至高海拔
依次形成了滨海有刺灌丛、热带稀树草原、热带半
落叶季雨林、热带常绿季雨林、热带沟谷雨林、热
带山地雨林、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以及山顶苔藓
矮林等植被类型ꎬ其中ꎬ以龙脑香科植物青梅
(Ｖａｔｉｃａ ｍａｎｇａｃｈａｐｏｉ)为主的热带常绿季雨林为本
地区的地带性植被类型(蒋有绪和卢俊培ꎬ１９９１)ꎮ
霸王岭地区的主要植被类型包括热带季雨林、热
带低地雨林、热带山地雨林、热带山地常绿林、热
带山顶矮林和热带针叶林等(龙文兴ꎬ２０１１)ꎮ 吊
罗山主要有热带低地雨林、热带季雨林、热带山地
雨林、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和山地常绿阔叶矮林 ５
种植被类型(丁坦等ꎬ２００２ꎻ江海声等ꎬ２００６ꎻ李佳
灵等ꎬ２０１３)ꎮ 黎母山则包含有热带山地雨林、热
带沟谷雨林、次生热带雨林、热带针叶阔叶混交
林、灌丛和草地 ６ 种植被类型(陈加利等ꎬ２０１５)ꎮ
鹦哥岭不同海拔的植被类型可以划分为热带针叶
林、热带雨林、山地雨林、热带季雨林、山地常绿阔
叶林、山地常绿阔叶林矮林、热带竹林和热带山地
灌丛(林家怡等ꎬ２００５)ꎮ 五指山地区的植被研究
较早的文献则可以追溯到 １９５５ 年海南五指山和
吊罗山的植被调查ꎬ曲仲湘和林英(１９５５)将五指
山的植被划分为枫香林、萌生林、次生林、似雨林、
半破坏原始林、照叶林、高山矮林和草山草地ꎮ 此
后ꎬ许多研究对五指山的某些局部群落进行了调
查和概括性描述(侯宽昭和徐祥浩ꎬ１９５５ꎻ华南植

物研究所ꎬ１９６５—１９７８ꎻ吴征镒等ꎬ１９８０ꎻ俞通全ꎬ
１９８３ꎻ胡玉佳和李玉杏ꎬ１９９２ꎻ杨小波等ꎬ１９９４)ꎮ
最近的«海南植物图志»和«海南植被志»两套丛
书(杨小波等ꎬ２０１５ꎬ２０２０)则系统地阐述了海南植
被的研究历史以及各植被类型的分布、组成和结
构特征等ꎮ

云南的热带森林植被自 １９３９ 年王启无提及后
(Ｗａｎｇꎬ１９３９)ꎬ中国科学院和云南大学等都相继
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Ｚｈｕ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９８ꎻ中国科学院
云南热带生物资源考察队ꎬ１９６１ꎻ吴征镒和李锡
文ꎬ１９６５ꎻ金振洲ꎬ１９８３ꎻ朱华ꎬ１９９２ꎬ１９９３ａꎬ２００６ꎬ
２００７ꎬ２００８ꎻ朱华等ꎬ２０００ꎬ２００１)ꎮ 云南的热带森
林主要见于西双版纳(施国杉等ꎬ２０２１)ꎮ 吴邦兴
(１９８５)对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植物区系组成做了
初步分析ꎻ朱华概述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植物区
系的特点及其与亚洲热带雨林的关系(Ｚｈｕꎬ１９９２ꎬ
１９９７ꎻＺｈ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６ꎻ朱华ꎬ１９９３ｂꎬ２０１１)ꎻ金振洲
和欧晓昆(１９９７)修订发表了较为全面的西双版纳
热带雨林植被分类系统ꎮ 此外ꎬ朱华等学者基于
３０ 多年来对西双版纳的植被调查数据并结合植物
群落生态学与植物区系地理学研究ꎬ将该区较系
统的划分为热带季节性雨林、热带山地雨林、热带
季节性湿润林、热带季雨林、热带棕榈林、热带山
地常绿阔叶林、暖热性针叶林和竹林等 ８ 种主要
植被类型ꎬ并结合该区的经济发展现状提出了具
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议( Ｚｈ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ꎻＺｈｕꎬ
２０１７ꎻ朱华等ꎬ２０１５)ꎮ 除西双版纳外ꎬ云南铜壁关
自然保护区内也报道存在有 ２ 个植被类型(热带
雨林和热带季雨林)和 ４ 个植被亚型(热带雨林植
被型下的季节雨林和山地雨林ꎬ以及热带季雨林
植被型下的半常绿季雨林和落叶季雨林) (杨宇明
和杜凡ꎬ２００６)ꎮ

广西季节性雨林的研究较早可以追溯至 １９８２
年ꎬ王献溥和胡舜士(１９８２)通过详细分析该区森
林的群落学特点ꎬ进一步探讨了其植被类型的归
属等问题ꎮ 李治基等(２００１)在广泛收集广西森林
长期研究资料的基础上ꎬ从森林类型、森林区划、
森林现状及其今后的发展设想等方面对广西的森
林资源进行了详细阐述ꎮ 温远光等(２０１４)通过文
献搜集及其近 ６０ 年来对广西植被调查研究资料
的整理ꎬ将广西天然植被类型划分为 ４ 个植被型
纲ꎬ２６ 个植被型组以及 ７２２ 个群系ꎬ而苏宗明等
(２０１４)编写的«广西植被»则系统阐述了该区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今的各森林植被类型的资源状
况ꎮ 在广西ꎬ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弄岗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季节性雨林的典型分布区
(文军等ꎬ２００９ꎻ谭伟福ꎬ２０１４ꎻ向悟生等ꎬ２０１９)ꎮ
十万大山属于北热带半常绿季雨林、湿润雨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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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ꎬ垂直带谱比较完整ꎬ从山麓到山顶依次出现沟
谷雨林、季雨林、山地常绿阔叶林和山顶矮林(蔡
毅等ꎬ２００５ꎻ和太平ꎬ２００７)ꎮ 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则是我国北热带石灰岩山地石灰岩季节性雨林
保护较好的区域ꎬ其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北热带
性质ꎬ以热带、亚热带成分为主ꎬ其中又以泛热带
分布成分最多(吴望辉ꎬ２０１１ꎻ王献溥等ꎬ２０１２)ꎮ

广东省热带森林的分布面积不大ꎬ主要位于
雷州半岛ꎬ呈斑块化ꎬ零星分散ꎬ常见于各村庄附
近ꎮ 其所构成的植物种类在科级、属级与种的水
平上ꎬ呈现出明显的热带性(韩维栋等ꎬ２０１４ꎻ韩维
栋和黄剑坚ꎬ２０１７)ꎮ １９７６ 年的«广东植被» (含现
广东和海南 ２ 省)一书将热带低平地和山地的两
类森林分别称为热带雨林和热带山地雨林ꎬ将包
括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低平地区的地带性代表植被
归为热带季雨林ꎮ «广东植被»记载现广东省有分
布的只有热带山地雨林(热带低山雨林类型)和热
带季雨林(常绿季雨林类型)ꎮ 热带低山雨林类型
分布于粤西海拔 ４００ ~ ８００ ｍ 间的地带ꎬ如阳春县
的甘竹山ꎮ 常绿季雨林在广东主要见于粤西廉
江、化州、高州和阳江一带的低丘陵地和村旁(广
东省植物研究所ꎬ１９７６)ꎮ

中国西藏植被根据«中国植被»的分类原则ꎬ
祝列克(２０００)将其划分为常绿雨林、半常绿雨林、
常绿阔叶林、硬叶常绿阔叶林、针叶阔叶混交林、
常绿针叶林和落叶针叶林等 ２７ 个植被型ꎮ 其中ꎬ
常绿雨林是世界三大热带雨林群系之一———印度
马来雨林群系的一部分ꎬ该植被类型以含有龙脑
香科植物为标志(祝列克ꎬ２０００ꎻ朱华ꎬ２００８)ꎮ 半
常绿雨林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山南坡海拔 ６００ ~
１ １００ ｍ 的河谷、江边、阶地或山坡下部ꎬ该植被类
型具有更复杂的组成和结构ꎬ并且物种组成含有
落叶成分ꎬ因此区别于常绿雨林(祝列克ꎬ２０００)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科院植物所陈伟烈等(１９８１)对
西藏墨脱的热带植被类型进行了考察ꎬ并认为其
主要为由千果榄仁(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ｍｙｒｉｏｃａｒｐａ)、阿丁
枫(Ａｌｔｉｎｇｉａ ｅｘｃｅｌｓａ)、小果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ｓｐ.)
和天料木(Ｈｏｍａｌｉｕｍ ｓｐ.)等形成的热带半常绿雨
林ꎬ林内可见板根、老茎生花和层间植物等ꎬ并且
在雨季来临前有换叶期ꎻ且处于雅鲁藏布江大拐
弯以南与印度东北部交界带ꎬ与印度东北部和缅
甸北部植被类似ꎮ

中国台湾地区处于低纬度热带ꎬ其热带植被
带属于季风热带季雨林、雨林亚带的东段(黄威
廉ꎬ１９９３ꎻ赖明洲ꎬ１９９８)ꎮ 台湾地区的热带植被主
要包括热带雨林、热带季雨林、热带雨绿林、稀树
草原、热 带 海 岸 林 和 红 树 林 等 类 型 (黄 威 廉ꎬ
１９９３)ꎮ 而侯元兆(２００２)又根据台湾地区中央山

脉高山耸峙的特点ꎬ将垂直分布的热带森林植被
划分为热带雨林、热带季雨林、半落叶季雨林和常
绿季雨林等类型ꎮ 对于分布区来说ꎬ台湾南部滨
海平原丘陵(偏湿性)季雨林、雨林地带地处台湾
南部北回归线以南地区ꎬ中部在玉山山脉中段的
玉山主峰以南地段ꎬ包括嘉义南部、台南、高雄、屏
东、台东等地以及绿岛和兰屿等岛屿 (黄威廉ꎬ
１９９３)ꎮ 台湾的植被类型受气候和土壤的双重影
响ꎬ并且只有在雨量以及湿度大并且温度高的区
域ꎬ其植被的雨林特征才较为明显ꎬ如台东的南仁
山、九鹏山、满洲山、万里得山以及绿岛和兰屿等
地(黄威廉ꎬ１９９３)ꎮ

２　 热带森林植被类型划分的争议

对于不同的植被分类等级单位ꎬ通常不同等
级分类单位采用不同的具体分类指标ꎬ即高级分
类单位偏重于生态外貌特征ꎬ而中级分类单位则
着重于种类组成的群落结构ꎮ 此外ꎬ特定的生态
幅度和分布范围也是划分森林植被类型的重要依
据ꎮ 具体进行森林群落分类则依据森林植物外貌
结构、种类组成、生态地理特征和动态特征 ４ 个方
面(广东森林编辑委员会ꎬ１９９０)ꎮ 而这些植被特
征的形成与外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ꎬ是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在赤道地区ꎬ相对高山比较少ꎬ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早期
重点考虑了有无季风的影响ꎬ而忽略了其他影响
因素ꎬ将热带地区的水平地带植被区分为热带雨
林和热带季雨林两大类型(Ｓｃｈｉｍｐｅｒꎬ１９０３)ꎮ 鉴于
中国热带森林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所受自然环境条
件的影响ꎬ«中国植物志»将中国热带森林植被划
分为雨林和季雨林两大地带性植被类型ꎬ其中ꎬ雨
林包括湿润雨林、季节雨林和山地雨林 ３ 种类型ꎬ
季雨林包括落叶季雨林、半常绿季雨林和石灰岩
山地季雨林 ３ 种类型(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
２００４)ꎮ 同样ꎬ陈灵芝等(２０１４)也是将我国热带森
林植被划分为季节性雨林(属雨林 ３ 个类型中的
一个类型)和季雨林两大地带性植被类型ꎬ其中ꎬ
我国的季节性雨林再划分为 ３ 个亚型ꎬ即季节性
雨林、山地季节性雨林和石灰岩季节性雨林ꎬ季雨
林则根据群落特征和生境差异再划分为 ３ 个亚
型ꎬ即落叶季雨林、半常绿季雨林和石灰岩季雨
林ꎮ 而蒋有绪等(２０１８)则详细分析了不同植被类
型的影响因素ꎬ将热带林这个林纲划分为热带雨
林(含季节雨林)、热带季雨林、热带山地雨林、热
带山地常绿阔叶林和热带山地苔藓常绿阔叶林 ５
个亚林纲ꎮ

实际上ꎬ虽然中国的热带森林都处于季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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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区带内ꎬ但许多热带地区的森林植被类型并不
只是受季风影响ꎬ而是降雨、温度、季风、地形(海
拔、沟谷)、土壤反馈和物种适应等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ꎮ 季风会直接影响降雨和温度ꎬ地形
如海拔升高或高山阻隔形成的特殊小气候环境也
会间接对小区域内的降雨、温度和湿度产生影响ꎮ
在不同区域ꎬ各种因素的相对优势存在差异ꎬ物种
在上述多种环境因素的共同和长期作用下ꎬ通过
产生适应性分布ꎬ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植被类型ꎮ

但是ꎬ在公开出版的文献中ꎬ诸多学者在对季
节与季风进行区别和定义时也经常混用ꎮ 在对我
国多种热带森林植被类型进行定义时ꎬ常会在其
中加上“季”或“季节性”字样ꎬ例如热带季雨林或
热带季节性雨林等ꎮ 众所周知ꎬ季节变化伴随着
降雨和温度的周期性变化ꎮ 而季风则是以一年为
周期ꎬ冬季由大陆吹向海洋ꎬ夏季由海洋吹向大
陆ꎬ进而改变正常的周期性降雨和温度ꎬ而这也伴
随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ꎮ 由此可知ꎬ季风实际上
改变了降雨和温度在时空上的分配ꎬ使得区域的
气候或多或少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季节性变化ꎬ
最终使生长在我国热带地区的森林植被逐渐产生
适应ꎬ从而变得不像赤道热带雨林那么典型ꎮ 因
此ꎬ我们认为季节性变化实际是我国热带地区森
林的一种基本特征ꎬ其在我国热带森林各植被类
型中均有存在ꎬ只是强弱程度不同ꎮ 总体上从东
到西ꎬ季节变化越来越明显ꎬ主要是受海洋性气候
影响程度的差异所致(胡玉佳和李玉杏ꎬ１９９２)ꎮ
例如在海南可分为旱季和雨季ꎬ但在云南则可分
为旱季、雨季和凉雾季等ꎮ

同时ꎬ由于历史上森林采伐等人类活动的影
响ꎬ森林起源有原生和次生之分ꎬ因而划分植被类
型时亦需考虑其演替动态ꎮ 过去长期的森林采伐
导致植被类型的变化ꎬ不仅改变了现有热带森林
的分布ꎬ还可能改变了其原属的植被类型ꎮ 以海
南尖峰岭及其周边地区为例ꎬ其一ꎬ现存的热带原
始林主要分布在热带山地雨林类型中ꎬ而热带季
雨林、热带沟谷雨林和部分热带山地雨林等类型
则经商业性采伐后大多沦为次生林(以轻度干扰
的为主ꎬ其次为中度干扰ꎬ重度干扰的主要在林区
外围)ꎮ 其二ꎬ热带半落叶季雨林类型则部分转变
为灌木林、人工林、旱地、农业用地和居民用地等ꎮ
其三ꎬ甚至现存的半落叶季雨林ꎬ也有可能由于人
为采伐干扰导致生境变化ꎬ落叶树种由于更适合
采伐后生境ꎬ逐步产生偏途演替而来ꎮ 目前ꎬ在海
南东方市三家镇附近低海拔的农田边有一片常绿
季雨林ꎬ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森林采伐后ꎬ可能让
其产生偏途演替ꎬ导致原生植被类型的改变ꎮ 此
外ꎬ目前保存相对原始的热带森林ꎬ多见于各林区

采伐后小山头的山顶位置ꎬ鲜见记载有受过采伐
等人为干扰但仍连片分布的原始林ꎮ 在海南尖峰
岭五分区和三分区分别有１ ２５４和 ３８１ ｈｍ２连片未
经采伐的原始林ꎬ在霸王岭海南长臂猿退缩地斧
头岭也分布有１ ５００ ｈｍ２的原始林ꎮ 此外ꎬ藏东南
的雨林主要是原始林ꎬ在云南望天树(Ｐａｒａｓｈｏｒ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分布区域也存在一些原始林ꎮ

我们也认为ꎬ热带森林中的植物也有一定的
区系属性ꎬ偏好某一类气候区生长ꎮ 本文以气候
带－关键影响气候因子、地形、土壤反馈和物种适
应等影响因素为主要划分原则ꎬ通过区分多种影
响因素的相对作用强弱ꎬ最终形成了我国 ５ 种热
带森林植被型及其 ４ 种亚型的分类框架(图 １):

植被型Ⅰ———非典型性热带雨林:受太平洋
或印度洋暖湿气流影响形成ꎬ在地形(沟谷)、水、
热条件的共同影响下ꎬ具有一定程度的季节性变
化ꎮ 其在群落特征上与赤道热带雨林存在关联ꎬ
同时在外貌特征上也与之有相似之处ꎮ 该植被型
在海南和广西部分区域有分布ꎬ主要受太平洋暖
湿气流的影响ꎻ而见于云南南部和藏南的沟谷、迎
风坡下部和丘陵等地的ꎬ则主要受印度暖湿气流
的影响ꎮ 赤道热带雨林ꎬ即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定义的典型
的热带雨林ꎬ无季节变化ꎬ常年湿润高温多雨ꎬ该
植被类型主要受降雨和温度的影响ꎬ无季风影响ꎻ
这种最典型的类型在我国实际上并不存在(中国
森林编辑委员会ꎬ２０００)ꎮ 这里在“热带雨林”一词
前加“非典型”以示区别ꎮ

植被型Ⅱ———热带季雨林:这里“季”指季风
的影响ꎬ即在季风的主要影响下ꎬ气象因子产生变
化ꎬ该植被型会表现出较明显的季节性变化ꎮ 根
据植物群落中物种落叶成分多少的差异和发育土
壤特殊性ꎬ该植被型又可划分为 ４ 个植被亚型:
Ⅱ￣１.热带落叶季雨林、Ⅱ￣２.热带半落叶(半常绿)季
雨林、Ⅱ￣３.热带常绿季雨林和Ⅱ￣４.热带石灰岩(石
山)季雨林(含少量具有山地雨林性质的森林植
被)等植被亚型ꎮ 热带季雨林在我国热带多个省
份均有分布ꎬ其分布面积相对较大ꎬ并且主要分布
于中、低海拔范围ꎮ

植被型Ⅲ———热带山地雨林:虽同样受季风
的影响ꎬ但随海拔升高相对湿度增加ꎬ植物群落中
几无落叶成分ꎬ因此该植被型既具备热带雨林的
群落外貌特征ꎬ也具备一些山地常绿阔叶林的物
种组成特征ꎮ 热带山地雨林的季节性变化ꎬ主要
体现在区系组成和物候方面ꎬ如有部分亚热带成
分ꎬ少数种类具有短暂的换叶期ꎮ 此外ꎬ在海南和
云南等省区的部分地段ꎬ可见以棕榈科植物为优
势的植被类型ꎬ虽然在物种组成上与其他山地雨
林类型有明显区别ꎬ但不单独区分亚型ꎬ 可归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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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热带森林植被分类框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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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型ꎻ也见有少量含山地常绿阔叶林性质的植
被ꎬ但呈现与热带山地雨林的连续变化ꎬ无明显空
间分布界限ꎬ也不单独区分亚型ꎬ可归于此植
被型ꎮ

植被型Ⅳ———热带山顶苔藓矮林(热带云雾
林):这里指分布于海拔较高的山顶的热带森林ꎮ
在降雨、温度、雾气和风等生境条件综合影响下ꎬ
该植被型得以形成ꎮ 在海南ꎬ热带山顶苔藓矮林
受山 体 效 应 (ｍａｓｓｅｎｅｒｈｅｂｕ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ｍａｓｓ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的影响(Ｆｌｅｎｌｅｙꎬ１９７９ꎻ黄全等ꎬ１９８６ꎻ蒋有绪
等ꎬ１９９１)ꎬ分布海拔下限与距海洋的距离有关ꎬ越
近海洋海拔下限越低ꎮ 由于该植被型只分布于山
顶或山脊ꎬ因此其分布面积相对较小ꎮ 在物种组
成方面ꎬ该植被型中的热带成分有所减少ꎬ但仍然
保留了不少热带山地雨林的成分ꎮ

植被型Ⅴ———热带针叶林:在海南的一些海拔
较 高 的 山 顶ꎬ 还 存 在 以 海 南 五 针 松 ( Ｐｉｎｕｓ
ｆｅｎｚｅｌｉａｎａ)、雅加松(Ｐ.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南亚松(Ｐ. ｌａｔｔｅｒｉ)和竹柏(Ｎａｇｅｉａ ｎａｇｉ)等针叶树种
为代表的群落ꎮ 该类物种喜生在潮湿、雾气和风
都较大的山顶ꎬ尽管其分布界限与热带山顶苔藓
矮林有所重合ꎬ但因其为针叶树种ꎬ在某些分布区
可出现集群分布ꎬ南亚松还可形成单优群落ꎬ故单
独划分为一个独立的植被型ꎮ

因此ꎬ本文认为以往对“热带季雨林”定义时ꎬ

对其他多元环境因素考虑较少ꎬ在此将季风基带主
导影响下的热带森林植被根据物种适应性和土壤
反馈细分为 ４ 种植被亚型ꎬ并归类于“热带季雨林”
植被型ꎻ同时考虑到热带季雨林植被型也多少具有
“季节性变化”这一特点ꎬ从而将 ５ 种热带森林植被
型归入“季节性热带雨林”这一大类中ꎮ 这里ꎬ“季
节性热带雨林”不是一个热带森林植被型或上一级
植被单元ꎬ而是对具有同一“季节性变化”性质的 ５
种热带森林植被型的综合表述ꎮ 与“典型的热带雨
林”相并列的仍然是“非典型性热带雨林” “热带季
雨林”“热带山地雨林”“热带山顶苔藓矮林”和“热
带针叶林”这 ５ 种热带森林植被型ꎮ

公众最为关注的在我国有分布的 “热带雨
林”ꎬ这里我们将其定义为“非典型性热带雨林”ꎬ
以区分于赤道地区的“典型的热带雨林”ꎮ 它表现
出一些与赤道热带雨林相似的特征ꎬ例如:普遍具
有的板状根、老茎生花现象、绞杀现象和附生现象
等ꎬ藤本植物也较发达ꎬ在组成上也有亚洲热带雨
林的表征植物———龙脑香科树种ꎬ如青梅、望天树
和坡垒(Ｈｏｐｅ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ꎮ 但我国的非典型性热
带雨林位于热带气候区的北缘ꎬ并且是在热带季
风气候影响区内发育而成ꎬ仅在局部湿润环境(如
沟谷)有小片或带状分布ꎬ该植被型一年中有一个
短暂而集中的换叶期ꎬ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季节
变化ꎬ呈现出少许季节性特征ꎮ 其主要分布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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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部西双版纳、藏东南、海南中南部山区和广西
部分地区等ꎬ面积不等ꎮ 非典型性热带雨林在云
南原称为热带季节性雨林ꎬ在广西即分布于热带
北缘的原生性的季节性雨林ꎬ在西藏原称为常绿
雨林ꎬ在海南原为热带沟谷雨林一类的植被型ꎬ在
台湾则被直接称为热带雨林ꎮ

３　 我国各省区主要热带森林植被
类型分布

由于不同的学者对我国热带界限的划分有差
异ꎬ因此ꎬ我国热带区域的陆地面积为 ３０ 万 ~ ４８
万 ｋｍ２ꎬ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３％ ~ ５％ (唐永銮ꎬ
１９６４ꎻ曾庆波等ꎬ１９９７)ꎮ 按不同划分方式ꎬ主要有
５ 条分界线(唐永銮ꎬ１９６４)ꎬ如果用最南边的分界
线ꎬ总面积最小ꎬ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３％ꎻ如果用
最北界的分界线ꎬ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５％ꎮ 但真
正有热带森林植被分布的面积只占全国陆地面积
的 １.４３％左右(陈永富等ꎬ２０２０)ꎬ而热带天然林则
仅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０.７３％(国家林业和草原局ꎬ
２０１９)ꎮ 总体上ꎬ我国的热带区域东起 １２３°Ｅ 附近
的台湾静浦以南ꎬ西至 ８６°Ｅ 的西藏南部亚东、聂
拉木附近ꎻ北界大致位于 ２１° ~ ２４°Ｎꎬ在西藏东南
部河谷的局部地段可达 ２８° ~ ２９° Ｎ(曾庆波等ꎬ
１９９７)ꎮ 但我国非典型性热带雨林和热带季雨林
的分布面积仅有热带区域的 １ / ３ꎬ甚至更少ꎮ

不同学者不仅对于热带森林植被类型的划分
存在较大争议ꎬ对于不同植被型是否属于热带雨
林也存在争议(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２００４)ꎬ这
就导致对我国热带雨林的边界问题争议较大ꎮ 基
于上述分类框架ꎬ将我国热带森林区分为多种生
物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不同植被类型ꎬ
这样可以便于未来对全国热带森林边界进行确
定ꎮ 我们明确提出我国不存在典型的赤道类型的
热带雨林ꎬ存在的主要是非典型性的季风气候区
的热带雨林ꎬ以及受季风气候、降雨、湿度、温度和
地形(海拔、沟谷)或高山地理阻隔等共同作用下
形成的季节性热带雨林ꎬ可分为 ５ 种植被型及其 ４
种植被亚型ꎮ 目前ꎬ一般认为我国热带森林在以
下 ６ 个省区有分布ꎬ各省区的主要植被型分布情
况如下ꎮ

(１)海南:非典型性热带雨林主要见于海南岛
东南部山地的沟谷湿润地带ꎻ热带山地雨林和热
带季雨林则多见于海南中南部各保护区ꎬ面积较
大ꎬ其中热带石灰岩(石山)季雨林主要见于昌江
王下、俄贤岭以及保亭马咀岭等地ꎻ热带山顶苔藓
矮林(热带云雾林)和热带针叶林———散见于中南

部山区海拔大于 １ １００ ｍ 以上的山峰上部或山脊ꎮ
(２)广东:主要类型为热带季雨林ꎬ基本受人

为干扰退化为农耕地或人工植被ꎬ现存的小面积
散布在雷州半岛部分村庄周围ꎬ多为残存的村庄
风水林ꎮ

(３)广西:热带季雨林为其主要类型ꎬ包括热
带半落叶(半常绿)季雨林和热带常绿季雨林ꎬ也
分布有热带石灰岩(石山)季雨林和小面积的非典
型性热带雨林ꎮ

(４)云南:非典型性热带雨林主要见于云南南
部西双版纳地区ꎬ其他云南地区多分布为热带常
绿季雨林和热带半落叶(半常绿)季雨林ꎬ也有部
分热带山地雨林存在ꎮ

(５)西藏:主要类型为非典型性热带雨林和热
带季雨林ꎬ主要分布于藏东南墨脱、察隅、聂拉木
和亚东等地的河谷地带ꎮ

(６)台湾:分布有非典型性热带雨林和热带季
雨林ꎬ主要分布于台湾南部地区ꎮ

以上植被分类主要考虑的是天然林植被型ꎬ
但由于我国热带森林的采伐经营历史相对较长ꎬ
大部分的热带森林都在半个世纪前经历过大面积
的森林采伐ꎬ人为干扰和生态修复在一些地区也
大大超过自然因素对热带森林植被型形成的影
响ꎬ许多原植被型(亚型)也已经发生了改变ꎬ现在
是否还分布有热带森林植被有待核实ꎮ 此外ꎬ虽
然一些地段还有热带森林植被ꎬ但退化比较严重ꎮ
许多地方已经或正采取人工促进等生态修复措施
对热带地区退化的天然林和人工林进行修复ꎬ包
括生态公益林改造、天然林抚育、人工林套种补植
乡土树种等生态修复工作ꎬ以促进其向地带性植
被型(亚型)的演替ꎮ 未来有必要对这部分人工促
进恢复起来的热带森林进行评估ꎬ明确它们是否
属于现有的热带森林植被分类体系中的一部分ꎬ
并定义其植被型ꎮ

４　 热带森林植被分类研究方向

总的来说ꎬ虽然各省区对热带森林都开展了
许多调查研究工作ꎬ但各自的调查标准或方法体
系相对独立ꎬ不利于相互间的比较研究及植被型
的定义ꎮ 因此ꎬ今后应针对我国热带森林植被与
资源环境特点ꎬ建立统一的调查技术规范和方法
体系ꎬ系统开展以网格化固定监测样地和重点区
域样线调查为基础的热带森林群落植物物种组成
和结构等调查研究工作ꎬ进而全面评估我国热带
森林植被的现状和资源环境特征ꎮ

同时ꎬ有必要建立一套适用不同省区的规范
化植被型(亚型)分类、评价体系ꎬ综合分析不同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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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型(亚型)的内部组成、物种多样性和外貌特征ꎬ
建立我国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综合数据库ꎬ明确
热带森林的精确边界ꎬ并绘制我国热带森林植被
图ꎮ 另外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ꎬ目前对于原真性和
完整性好的热带地区原始林和原生林的分布界线
和面积也尚无清晰的统计和描述ꎬ这两类森林物
种多样性丰富度更高ꎬ有必要通过调查研究这些
不同热带森林类型的详细空间分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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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Ｌｅｉｚｈｏｕ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Ｊ]. Ｅｃｏｌ Ｓｃｉꎬ ３３(６):
１０９１－１０９４. [韩维栋ꎬ 陈杰ꎬ 高秀梅ꎬ ２０１４. 雷州半岛木
本植物区系及其驱动力分析 [Ｊ]. 生态科学ꎬ ３３(６):
１０９１－１０９４.]

ＨＡＮ ＷＤꎬ ＨＵＡＮＧ ＪＪꎬ ２０１７.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Ｌｅｉｚｈｏｕ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ｌｏｒａ [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 Ｓｉｎꎬ ３７ ( ２４):
８５３７－８５４８. [韩维栋ꎬ 黄剑坚ꎬ ２０１７. 基于植物区系的雷
州半岛天然林群落树种特征研究 [ Ｊ]. 生态学报ꎬ ３７
(２４): ８５３７－８５４８.]

ＨＥ ＴＰꎬ ２００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Ｓｈｉｗａｎｄａ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 Ｊ ]. Ｊ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 ＆ Ｆ Ｕｎｉｖ (Ｎａｔ Ｓｃｉ Ｅｄ)ꎬ ３５(７): ７５－８４. [和
太平ꎬ ２００７. 广西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
研究 [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 ３５
(７): ７５－８４.]

ＨＯＵ ＫＺꎬ ＸＵ ＸＨꎬ １９５５.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５２. [侯宽昭ꎬ 徐祥浩ꎬ
１９５５. 海南岛植物和植被与广东大陆植被概况 [Ｍ]. 北
京: 科学出版社: １－５２.]

ＨＯＵ ＹＺꎬ ２００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８－１４. [侯元兆ꎬ ２００２. 中国热带森林
环境资源 [Ｍ].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８－１４.]

ＨＵ ＹＪꎬ ＬＩ ＹＸꎬ １９９２.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Ｍ].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
１１. [胡玉佳ꎬ 李玉杏ꎬ １９９２. 海南岛热带雨林 [Ｍ]. 广
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１１.]

ＨＵＡＮＧ Ｑꎬ ＬＩ ＹＤꎬ ＺＨＥＮＧ ＤＺꎬ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８６.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ｎｇꎬ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 Ｊ].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ｅｃｏｌ Ｇｅｏｂｏｔ Ｓｉｎꎬ １０ ( ２): ９０ －
１０５. [黄全ꎬ 李意德ꎬ 郑德璋ꎬ 等ꎬ １９８６. 海南岛尖峰岭
地区热带植被生态系列的研究 [Ｊ]. 植物生态学与地植
物学学报ꎬ １０(２): ９０－１０５.]

ＨＵＡＮＧ ＷＬꎬ １９９３.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２１６. [黄威廉ꎬ １９９３. 台
湾植被 [Ｍ].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１９３－２１６.]

ＪＩＡＮＧ ＨＳꎬ ＳＯＮＧ ＸＪꎬ ＬＩＡＯ ＷＢ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Ｄｉａｏｌｕｏ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 Ｍ ].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２－
４. [江海声ꎬ 宋晓军ꎬ 廖文波ꎬ 等ꎬ ２００６. 海南吊罗山生
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Ｍ].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２－４.]

ＪＩＡＮＧ ＹＸꎬ ＧＵＯ ＱＳꎬ ＭＡ 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 ２ｎｄ ｅ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７１－２９５. [蒋有绪ꎬ
郭泉水ꎬ 马娟ꎬ 等ꎬ ２０１８. 中国森林群落分类及其群落学
特征 [Ｍ]. ２ 版.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７１－２９５.]

ＪＩＡＮＧ ＹＸꎬ ＬＵ ＪＰꎬ １９９１.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ｌｉｎｇꎬ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ꎬ Ｃｈｉｎａ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６－９. [蒋有绪ꎬ 卢俊培ꎬ １９９１. 海南岛热带天然林
主要类型的生物多样性与群落组配 [Ｍ]. 北京: 科学出
版社: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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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Ｎ ＺＺꎬ １９８３.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 Ｊ]. Ｊ Ｙｕｎｎａｎ Ｕｎｉｖ
(Ｎａｔ Ｓｃｉ Ｅｄ)ꎬ (Ｚ１): １９７－２０７. [金振洲ꎬ １９８３. 论云南热
带雨林和季雨林的基本特征 [Ｊ].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ꎬ (Ｚ１): １９７－２０７.]

ＪＩＮ ＺＺꎬ ＯＵ ＸＫꎬ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ꎬ Ｙｕｎｎａｎ [Ｊ]. 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Ｙｕｎｎａｎꎬ １９(Ｓ９):
１－３. [金振洲ꎬ 欧晓昆ꎬ １９９７.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植被的
植物群落类型多样性特征 [Ｊ]. 云南植物研究ꎬ １９(Ｓ９):
１－３.]

ＬＡＩ ＭＺꎬ １９９８.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Ｍ]. Ｔａｉｂｅｉ: Ｄｉｊ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３０. [赖明洲ꎬ １９９８. 台湾
的植被 [Ｍ]. 台北: 地景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２０－３０.]

ＬＩ ＪＬꎬ ＬＩＮ ＹＣꎬ ＷＡＮＧ Ｘ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Ｄｉａｏｌｕｏ ｏｆ Ｈａｉｎａｎ [ Ｊ]. Ｃｈｉｎ Ｊ Ｔｒｏｐ Ｃｒｏｐｓꎬ ３４
(３): ５８４－５９０. [李佳灵ꎬ 林育成ꎬ 王旭ꎬ 等ꎬ ２０１３. 海南
吊罗山不同海拔高度热带雨林种间联结性对比研究
[Ｊ]. 热带作物学报ꎬ ３４(３): ５８４－５９０.]

ＬＩ ＺＪꎬ ２００１.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ｆｏｒｅｓｔ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 － ６１２. [李治基ꎬ ２００１. 广西森林
[Ｍ].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１－６１２.]

ＬＩＮ ＪＹꎬ ＷＵ Ｓ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ＭＸ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ｉｎｇｇｅ Ｒｉｄｇ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ꎬ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 Ｍ ]. Ｈａｉｎａｎ: Ｙｉｎｇ Ｇｅ Ｒｉｄｇ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１－４７. [林家怡ꎬ 吴世捷ꎬ 张明霞ꎬ 等ꎬ ２００５. 海
南岛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热带森林植被考察 [Ｍ]. 海南:
鹦哥岭自然保护区: １－４７.]

ＬＯＮＧ ＷＸꎬ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ｌｏｕｄ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ꎬ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１６－１７. [龙文
兴ꎬ ２０１１. 海南岛热带云雾林群落结构及组配机制研究
[Ｄ]. 北京: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１６－１７.]

ＬＵ Ｙꎬ ＬＩ ＭＧꎬ ＨＵＡＮＧ ＹＷꎬ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８６.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ａｗａｎｇｌｉｎｇ Ｈｙｌｏｂａｔｅｓ 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Ｈａｉｎａｎｕ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ꎬ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 Ｊ]. Ｊ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ｌ Ｇｅｏｂｏｔꎬ １０ (２): １０６ －
１１４. [陆阳ꎬ 李鸣光ꎬ 黄雅文ꎬ 等ꎬ １９８６. 海南岛坝王岭
长臂猿自然保护区植被 [Ｊ]. 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丛
刊ꎬ １０(２): １０６－１１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９.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３１－１３２. [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ꎬ ２０１９. «中国森林资源报告(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Ｍ].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１３１－１３２.]

ＱＵ ＺＸꎬ ＬＩＮ Ｙꎬ １９５５.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Ｍ]. Ｈａｉｋｏｕ: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Ｈａｉｎａ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８－３２. [曲仲湘ꎬ 林英ꎬ １９５５. 海南岛植被调查
初步总结报告 [Ｍ]. 海口: 海南档案馆材料: ８－３２.]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ＡＦＷꎬ １９０３. Ｐｌａｎ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ｕｐｏｎ ａ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１１－２４０.

ＳＨＩ ＧＳꎬ ＬＩＵ Ｆꎬ ＣＨＥＮ Ｄ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ｈ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ｌ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ｂａｎ Ｒｉｖｅｒꎬ
Ｙｕｎｎａｎ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９(１): １０－２０. [施国杉ꎬ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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