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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ꎬ是全球喀斯特集中分布区面积最大且岩溶发育最强烈的典型区域ꎮ 喀

斯特植被物种组成独特ꎬ生物多样性丰富ꎬ群落结构复杂ꎬ植被类型极其丰富ꎮ 该文对已发表的喀斯特植被

类型和近期的调查资料进行系统整理ꎬ依据«中国植被志»的分类原则ꎬ在群系尺度上编制了中国喀斯特植

被分类系统ꎬ包括 ３ 个植被型组、１３ 个植被型和 ５５４ 个群系ꎮ 探讨了喀斯特植被的分类系统与原有分类系

统的衔接ꎬ并依据相关资料ꎬ对喀斯特生境专性群系进行了识别和判定ꎬ以期为喀斯特区域的石漠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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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斯特地貌在全球分布广泛ꎬ约占陆地总面积

的 １２％ꎮ 我国喀斯特地貌主要分布在亚热带南部

和热带地区ꎬ仅西南喀斯特区面积达 ５０ 多万 ｋｍ２ꎬ
是全球喀斯特集中分布区面积最大、岩溶发育最强

烈、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系统极为脆弱的典型地

区ꎬ在全球喀斯特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刘丛

强ꎬ２００９ꎻ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我国西南喀斯特区位

于 ２１° ~３１° Ｎ 之间的青藏高原东部ꎬ以云贵高原及

其周边地区为主ꎬ属于中亚热带到北热带湿润季风

气候ꎬ大部分地区冬季温暖而夏季炎热ꎬ年降雨量

丰沛但季节性分配极不均匀ꎬ雨热同季但时常发生

伏旱ꎮ 喀斯特山地基岩裸露率高ꎬ地表渗透性强ꎬ
成土速率缓慢ꎬ土层浅薄ꎬ土被不连续ꎮ 喀斯特生

境具有独特性ꎬ主要表现为水平空间的高度异质性

与垂直坡面上的多层次性ꎬ土壤有效水分的高度时

空异质性ꎬ土壤富含钙和有机质ꎬ但矿质养分总量

不足等(朱守谦ꎬ１９９３ꎬ１９９７ꎻ张信宝和王克林ꎬ２００９ꎻ
郭柯等ꎬ２０１１)ꎮ 在喀斯特生境上发育的植物群落

在群落外貌、物种组成、群落结构、生态特点等方面

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侯学煜ꎬ１９８２ꎻ黄威廉等ꎬ
１９８８ꎻ苏宗明等ꎬ２０１４ꎻＸ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曾文豪等ꎬ
２０１８ꎻ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在该纬度区域非喀斯特生

境上发育的气候地带性植被为常绿阔叶林和季节

性雨林ꎬ但在基岩裸露、土层浅薄的喀斯特生境上

发育的主要是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和含有较多

落叶成分的季节性雨林(郭柯等ꎬ２０１１ꎻ苏宗明等ꎬ
２０１４ꎻ王献溥等ꎬ２０１４)ꎮ 由于强石质化地表和较低

的土壤水分与养分调蓄能力ꎬ因此喀斯特生态系统

具有脆弱性ꎮ 在受到不合理人类活动的干扰破坏

后ꎬ大部分原生植被已退化为次生林、灌丛和灌

草丛ꎮ
喀斯特植被是指直接发育在碳酸盐岩类岩石

风化壳或由其形成的钙质土壤等基质上的植物群

落类型(黄威廉等ꎬ１９８８)ꎮ 喀斯特生境特殊ꎬ植被

类型复杂ꎬ特点极为鲜明ꎮ 候学煜先生认为ꎬ决定

植被生存的不仅仅是气候条件ꎬ还包括土壤条件ꎬ
由气候和土壤因素形成的综合生境才是影响植被

类型形成的完整外界因素ꎬ并将石灰岩土壤上发

育的植被类型与酸性土壤上发育的植被类型视为

同等重要的地带性植被(侯学煜ꎬ１９８２ꎬ１９９４)ꎮ 各

地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的喀斯特植被调查研究工

作ꎮ 比如:苏宗明和李先琨 ( ２００３)、温远光等

(２０１４)对广西地区喀斯特植被类型进行了总结ꎻ

王献溥等(２０１４)基于历史调查数据ꎬ在群丛尺度

对广西喀斯特植被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ꎻ王洪等

(１９９７)和张荣京(２００７)分别对云南西双版纳和

海南的喀斯特森林进行了类型分类和特征描述ꎻ
«贵州植被»对贵州省内主要的喀斯特植被进行了

系统分类和群落描述(黄威廉等ꎬ１９８８)ꎻ也有学者

分别对茂兰、黔中岩溶高原喀斯特森林(刘大济

等ꎬ１９８５ꎻ朱守谦ꎬ１９９３ꎻ贺忠权等ꎬ２０２１)以及贵州

的喀斯特灌丛类型进行了调查研究(屠玉麟和杨

军ꎬ１９９５)ꎻ«湖南植被»对湖南主要的喀斯特常绿

与落叶阔叶混交林进行了描述(祁承经ꎬ１９９０)ꎻ吴
诗霞等(２０１１)进一步对湘南的主要喀斯特森林进

行了类型划分和描述ꎮ 然而ꎬ目前喀斯特植被调

查仍不充分ꎬ各地调查详细程度明显不同ꎬ在调查

和数据处理方法、类型划分、特征描述等方面都存

在很大区别ꎬ且资料分散ꎬ已有的报道尚不能全面

反映我国喀斯特区的植被类型及特征ꎮ 本文对已

发表记载的喀斯特自然植被类型和近 １０ 年的样

方调查资料进行系统整理ꎬ按照«中国植被志»中

的植被分类原则(郭柯等ꎬ２０２０)ꎬ在群系尺度对我

国喀斯特植被类型进行了系统总结ꎬ以期为«中国

植被志»的编研提供基础数据ꎬ为喀斯特区域的石

漠化治理、植被修复以及相关研究提供依据ꎮ

１　 中国喀斯特植被的分布

我国喀斯特分布面积广ꎬ植被分布格局总体

主要受气候和海拔的影响ꎬ呈现出一定分布规律ꎮ
在纬度分布上ꎬ由南到北ꎬ随着热量的递减ꎬ典型

植被类型为季节性雨林→含热带成分的常绿与落

叶阔叶混交林→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李先琨

等ꎬ２００３ꎻ苏宗明等ꎬ２０１４)ꎮ 季节性雨林分布于北

热带ꎬ重要的群系类型有蚬木 ( 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ｅ)林、肥牛树 ( Ｃｅｐｈａｌｏｍａｐｐ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林、
东 京 桐 ( Ｄｅｕｔｚｉａｎｔｈｕｓ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 林、 望 天 树

( Ｐａｒａｓｈｏｒ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林、 番 龙 眼 (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林、尾叶木樨榄(Ｏｌｅａ ｃａｕｄａｔｉｌｉｍｂａ)林、
刺桑 ( Ｓｔｒｅｂｌｕｓ ｉ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ｓ ) 林、 轮 叶 戟 (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林等ꎮ 含热带成分的

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主要分布在南亚热带ꎬ常
见的 类 型 有 仪 花 ( Ｌｙｓｉｄｉｃｅ ｒｈｏｄｏｓｔｅｇｉａ ) ＋ 青 冈

(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 ＋ 海 红 豆 ( Ａｄ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ｍｉｃｒｏｓｐｅｒｍａ)林、仪花 ＋黄连木 (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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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榕 树 ( Ｆｉｃ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 ＋ 青 冈 ＋ 华 南 皂 荚

(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 ｆｅｒａ) 林、 榕 树 ＋ 黄 梨 木 ( Ｂｏｎ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ｉｎｕｓ)林、青冈＋金丝李(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 ＋菜

豆树(Ｒａｄｅｒｍａｃｈｅｒａ ｓｉｎｉｃａ)林、青冈＋海红豆林、海
南锥(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菜豆树林等ꎮ 常绿

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分布在中亚热带ꎬ主要以青冈

属(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樟 属 (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柯 属

(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 锥 属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 润 楠 属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鼠刺属( Ｉｔｅａ)等常绿树种与化香树属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鹅耳枥属(Ｃａｒｐｉｎｕｓ)、朴属(Ｃｅｌｔｉｓ)、
栎属(Ｑｕｅｒｃｕｓ)、黄梨木属(Ｂｏｎ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等落叶树

种为优势的混交林ꎬ重要类型有青冈＋翅荚香槐

(Ｐｌａｔｙｏｓｐｒｉｏｎ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ｐｕｍ) 林、 青 冈 ＋ 朴 树 (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林、窄叶柯(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 ＋圆果化香

树 (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 ) 林、 鱼 骨 木 ( Ｐｓｙｄｒａｘ
ｄｉｃｏｃｃａ) ＋黄梨木林、猴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
白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ｆａｂｒｉ)林等ꎮ 在经度分布上ꎬ从东到

西ꎬ随着降雨与海拔梯度的变化ꎬ植被在物种组成

与类型上也有一定的替代规律ꎬ如东部湿润区的

青冈与落叶阔叶树的混交林在西部半湿润区更替

为滇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 与落叶阔叶

树的混交林ꎮ 东部的鱼骨木＋黄梨木林在西部未

见分布ꎬ西部的滇鼠刺( 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圆果化

香树林在东部也未见分布ꎮ 在垂直分布上ꎬ不同

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分布规律ꎮ 在广西北热带区表

现为季节性雨林(海拔 ８００ ｍ 以下)→含热带成分

的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海拔 ８００ ~ １ ２００ ｍ)→
典型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１ ２００ ｍ 以上)→山

顶针叶林(１ ０００ ｍ 以上的山顶或山脊)ꎻ在南亚热

区则呈现为含热带成分的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海拔 ７００ ｍ 以下)→典型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海拔 ７００ ｍ 以上) (苏宗明等ꎬ２０１４)ꎻ在贵州南

部的中亚热地区则为典型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山顶针叶林(刘大济等ꎬ１９８５)ꎮ
植被类型及其分布与群落演替、岩性、土壤、

坡向、植物的适应特性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密切

相关ꎮ 在北热带ꎬ季节性雨林被破坏后ꎬ通常形成

次生 季 雨 林ꎬ 如 任 豆 ( Ｚｅｎｉ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林、 木 棉

( Ｂｏｍｂａｘ ｃｅｉｂａ ) 林、 翻 白 叶 树 ( 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林等ꎬ或热性灌丛ꎬ如番石榴(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灌丛、余甘子(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灌丛、剑
叶龙血树(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灌丛等ꎮ 而在

亚热带ꎬ喀斯特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被破坏后ꎬ

恢复早期主要形成的是暖性落叶阔叶林(如圆果

化香树林、朴树林、翅荚香槐林等)和暖性灌丛[如
红背山麻杆(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 ｔｒｅｗｉｏｉｄｅｓ)灌丛、牡荆(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ｖａｒ. ｃａｎｎａｂｉｆｏｌｉａ) 灌 丛、小 果 蔷 薇 ( 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ａ)灌丛、龙须藤(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灌丛、
滇鼠刺灌丛等]ꎮ 在黔中岩溶高原ꎬ典型类型为喀

斯特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ꎮ 在发育较纯的石灰

岩基质上ꎬ土被不连续ꎬ土壤浅薄ꎬ主要形成的是

以窄 叶 柯、 青 冈、 滇 鼠 刺、 小 果 润 楠 (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等常绿树种与圆果化香树、云贵鹅耳枥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翅荚香槐、朴树等落叶树种

为优势的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ꎻ在土壤条件较

好的泥灰岩基质上ꎬ主要形成的是以猴樟、贵州石

楠(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ｕｃｉｄｕｍ)等

常绿树种与白栎、栓皮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响叶

杨 (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ａｄｅｎｏｐｏｄａ )、 刺 楸 ( Ｋａｌｏｐａｎａｘ
ｓｅｐｔｅｍｌｏｂｕｓ)等落叶树种为优势的常绿与落叶阔叶

混交林ꎮ 喀斯特森林随坡向的变化具有较明显差

异性ꎬ在阴凉湿润的阴坡ꎬ常绿树种的优势度较

高ꎬ可形成窄叶柯林、青冈林、狭叶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ｒｅｈｄｅｒｉ)林等常绿阔叶林ꎻ而在生境干燥、土壤贫瘠

的阳坡ꎬ群落中落叶树种具有较高的优势度ꎬ往往

形成圆果化香树林、云贵鹅耳枥林、翅荚香槐林等

落叶阔叶林ꎮ 受到人类持续干扰后ꎬ在植被恢复

过程中ꎬ石灰岩上易形成 ４ ~ ５ ｍ 高的矮林状的灌

丛ꎬ白 云 岩 上 更 易 形 成 以 火 棘 ( 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 小 果 蔷 薇、 珍 珠 荚 蒾 (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ｆｏｅｔｉｄｕｍ ｖａｒ. ｃｅａｎｏｔｈｏｉｄｅｓ)、竹叶花椒(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ｒｍａｔｕｍ) 等 为 优 势 的 藤 刺 灌 丛 和 以 黄 背 草

(Ｔｈｅｍｅｄａ ｔｒｉａｎｄｒａ)、黄茅(Ｈｅｔｅｒｏｐｏｇｏｎ ｃｏｎｔｏｒｔｕｓ)为
主的灌草丛ꎮ 在植被恢复的人工林中ꎬ主要是柏

木 (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 ｆｕｎｅｂｒｉｓ ) 林、 干 香 柏 (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
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ａｎａ)林等常绿针叶林ꎮ

２　 中国喀斯特植被分类系统

按照«中国植被志»的分类原则、分类单位及系

统ꎬ将中国喀斯特植被划分为 ３ 个植被型组、１３ 个

植被型和 ５５４ 个群系ꎮ 其中ꎬ常绿针叶林 ９ 个群系ꎬ
落叶阔叶林 ４９ 个群系ꎬ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３０９
个群系ꎬ常绿阔叶林 ２７ 个群系ꎬ雨林(季节性雨林)
３２ 个群系ꎬ季雨林 １４ 个群系ꎬ竹林 ２ 个群系ꎬ落叶

阔叶灌丛 ４０ 个群系ꎬ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灌丛 １６

０２６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个群系ꎬ常绿阔叶灌丛 ３５ 个群系ꎬ肉质刺灌丛 １ 个

群系ꎬ竹丛 １ 个群系ꎬ灌草丛 １９ 个群系ꎮ
通过判断群系中优势物种是否为喀斯特专性

物种ꎬ标明了群系是否为喀斯特专性群系ꎬ即该群

系目前只发现分布于喀斯特生境ꎮ 喀斯特专性物

种的确定ꎬ参考了«滇黔桂喀斯特地区种子植物名

录»(于胜祥等ꎬ２０１７)、«广西本土植物及其濒危状

况»(韦毅刚ꎬ２０１９)、«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２０２１ 版»
物种分布地信息(Ｑ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等ꎬ对有疑问的

物种咨询了相关植物分类与区系学专家ꎮ

中国喀斯特植被分类系统表

一、 森林

(一) 常绿针叶林

１. 翠柏(Ｃａｌｏｃｅｄｒｕｓ ｍａｃｒｏｌｅｐｉｓ)林
２. 岩生翠柏(Ｃ.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林∗

３. 干香柏(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 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ａｎａ)林
４. 柏木(Ｃ. ｆｕｎｅｂｒｉｓ)林
５. 铁坚油杉(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林
６. 黄枝油杉(Ｋ. 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ｃａｌｃａｒｅａ)林∗

７. 华南五针松(Ｐｉｎｕｓ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林
８. 侧柏(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林
９. 短叶黄杉(Ｐｓｅｕｄｏｔｓｕｇａ ｂｒｅｖｉｆｏｌｉａ)林∗

(二) 落叶阔叶林

１０. 紫弹树(Ｃｅｌｔｉｓ ｂｉｏｎｄｉｉ)林
１１. 黑弹树(Ｃ.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林
１２. 珊瑚朴(Ｃ. ｊｕｌｉａｎａｅ)林
１３. 朴树(Ｃ.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１４. 四蕊朴(Ｃ. 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林
１５. 麻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林
１６. 槲栎(Ｑ. ａｌｉｅｎａ)林
１７. 小叶栎(Ｑ. ｃｈｅｎｉｉ)林
１８. 白栎(Ｑ. ｆａｂｒｉ)林
１９. 栓皮栎(Ｑ.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林
２０. 扇叶槭(Ａｃｅｒ ｆｌａｂｅｌｌａｔｕｍ)林
２１. 粗柄槭(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ｅ)林∗

２２. 千金榆(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ｃｏｒｄａｔａ)林
２３. 云贵鹅耳枥(Ｃ.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林
２４. 小花香槐(Ｃｌａｄｒａｓｔｉｓ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山羊角树(Ｃａｒｒｉｅｒｅａ

ｃａｌｙｃｉｎａ)林
２５. 翅荚香槐(Ｐｌａｔｙｏｓｐｒｉｏｎ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ｐｕｍ)林
２６. 灯台树(Ｃｏｒｎｕ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ａ)林
２７. 光皮梾木(Ｃ.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ａ)林
２８. 大果冬青(Ｉｌｅｘ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翅荚香槐(Ｐｌａｔｙｏｓｐｒｉｏｎ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ｐｕｍ)林
２９. 多脉冬青(Ｉｌｅｘ ｐｏｌｙｎｅｕｒａ)林

３０. 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３１. 化香树(Ｐ.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林
３２. 圆叶乌桕(Ｔｒｉａｄｉｃ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林∗

３３. 乌桕(Ｔ. ｓｅｂｉｆｅｒａ)林
３４. 大叶榉树(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ａｎａ)林
３５. 榉树(Ｚ. ｓｅｒｒａｔａ)林
３６. 八角枫(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林
３７. 光叶合欢(Ａｌｂｉｚｉａ ｌｕｃｉｄｉｏｒ)＋异序乌桕(Ｆａｌｃｏｎｅｒｉ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林

３８. 亮叶桦(Ｂｅｔｕｌａ ｌｕｍｉｎｉｆｅｒａ)林
３９. 黄梨木(Ｂｏｎ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ｉｎｉｕｓ)林∗

４０. 柄翅果(Ｂｕｒｒｅｔ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ｉｉ)＋青檀(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ｔａｒｉ￣
ｎｏｗｉｉ)林

４１. 湖南山核桃(Ｃａｒｙａ ｈｕ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林
４２. 锥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多脉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ｏｌｙｎｅｕｒａ)林
４３. 南酸枣(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林
４４. 光蜡树(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林
４５. 石山皂荚(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 ｓａｘａｔｉｌｉｓ)＋尾叶紫薇(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ｃａｕ￣

ｄａｔａ)林∗

４６. 掌叶木(Ｈａｎｄｅｌ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林∗

４７. 栀子皮(Ｉｔｏ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林
４８. 胡桃楸(Ｊｕｇｌａｎ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林
４９. 枫香树(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林
５０. 檵木(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林
５１. 黄连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５２. 响叶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ａｄｅｎｏｐｏｄａ)林
５３. 青檀(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林
５４. 菜豆树(Ｒａｄｅｒｍａｃｈｅｒａ ｓｉｎｉｃａ)林
５５. 鸡仔木(Ｓｉｎｏａｄｉｎａ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林
５６. 岭南酸枣(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ｌａｋｏｎｅｎｓｉｓ)林
５７. 香椿(Ｔｏｏｎ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刺楸(Ｋａｌｏｐａｎａｘ ｓｅｐｔｅｍｌｏｂｕｓ)林
５８. 榔榆(Ｕｌｍ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林
(三) 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５９.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海红豆(Ａｄ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ｍｉｃｒｏ￣

ｓｐｅｒｍａ)林
６０.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黄毛合欢(Ａｌｂｉｚｉａ ｇａｒｒｅｔｔｉｉ)林
６１.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山槐(Ａｌｂｉｚｉａ ｋａｌｋｏｒａ)林
６２. 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山楝 ( Ａｐｈａｎａｍｉｘ ｐｏｌｙｓｔａ￣

ｃｈｙａ)林
６３. 青冈 (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 华 南 桦 ( Ｂｅｔｕｌａ ａｕｓｔｒｏ￣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６４. 青冈 (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 ＋ 黄 梨 木 ( Ｂｏｎ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ｉｎｉｕｓ)林∗

６５.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千串树(Ｂｒｉｄｅｌｉａ ｂａｌａｎｓａｅ)林
６６. 青冈 (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 大 叶 土 蜜 树 ( Ｂｒｉｄｅｌｉａ

ｒｅｔｕｓａ)林
６７.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云贵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

ｂｅｓｃｅｎｓ)林
６８.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岩生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ｒｕｐｅｓ￣

ｔｒｉ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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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ｔｕｒｃｚａｎｉ￣
ｎｏｗｉｉ)林

７０.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紫弹树(Ｃｅｌｔｉｓ ｂｉｏｎｄｉｉ)林
７１.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黑弹树(Ｃｅｌｔｉｓ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林
７２.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朴树(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７３.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湖北紫荆(Ｃｅｒｃｉｓ ｇｌａｂｒａ)林
７４.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南酸枣(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

ｌａｒｉｓ)林
７５.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翅荚香槐(Ｐｌａｔｙｏｓｐｒｉｏｎ ｐｌａｔｙ￣

ｃａｒｐｕｍ)林
７６.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华南梾木(Ｃｏｒｎｕｓ ａｕｓｔｒｏｓｉ￣

ｎｅｎｓｉｓ)林
７８.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小梾木(Ｃｏｒｎｕｓ ｑｕｉｎｑｕｅｎｅｒ￣

ｖｉｓ)林
７９.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光皮梾木(Ｃｏｒｎｕ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

ｎａ)林
８０.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黄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ｈｕｐｅａｎａ)林
８１.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光蜡树(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

林

８２.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苦枥木(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ｉｎｓｕｌａｒｉｓ)
林

８３.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刺楸(Ｋａｌｏｐａｎａｘ ｓｅｐｔｅｍｌｏ￣
ｂｕｓ)林

８４.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山胡椒(Ｌｉｎｄｅｒａ ｇｌａｕｃａ)林
８５.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枫香树(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

ｓａｎａ)林
８６.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檵木(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林

８７.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铜钱树(Ｐａｌｉｕｒｕｓ ｈｅｍｓｌｅｙ￣
ａｎｕｓ)林

８８.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黄连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林

８９.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
ｇｉｐｅｓ)林∗

９０.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
ｃｅａ)林

９１.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青檀(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林

９２.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翻白叶树(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ｈｅｔ￣
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林

９３.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小叶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ｃｈｅｎｉｉ)林
９４.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白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ｆａｂｒｉ)林
９５.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栓皮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

林

９６. 青冈 (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 ＋ 菜 豆 树 ( Ｒａｄｅｒｍａｃｈｅｒａ
ｓｉｎｉｃａ)林

９７. 青 冈 (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 ＋ 长 柄 鼠 李 ( Ｒｈａｍｎｕｓ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９８.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圆叶乌桕(Ｔｒｉａｄｉｃ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
ｆｏｌｉａ)林∗

９９.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乌桕(Ｔｒｉａｄｉｃａ ｓｅｂｉｆｅｒａ)林
１００.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榔榆(Ｕｌｍ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林

１０１.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榉树(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林
１０２.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大果榉(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ｉｎｉｃａ)林
１０３.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任豆(Ｚｅｎｉ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林
１０４. 滇 青 冈 (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 ) ＋ 青 榨 槭 ( Ａｃｅｒ

ｄａｖｉｄｉｉ)林
１０５. 滇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 ＋毛八角枫(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ｋｕｒｚｉｉ)林
１０６. 滇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云贵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林
１０７. 滇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四蕊朴(Ｃｅｌｔｉｓ ｔｅｔｒａｎ￣

ｄｒａ)林
１０８. 滇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南酸枣(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

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林
１０９. 滇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 ＋小花香槐(Ｃｌａｄｒａｓｔｉｓ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林
１１０. 滇 青 冈 (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 ) ＋ 翅 荚 香 槐

(Ｐｌａｔｙｏｓｐｒｉｏｎ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ｐｕｍ)林
１１１. 滇青 冈 (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 ＋ 黄 连 木 (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１１２. 滇 青 冈 (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 ) ＋ 圆 果 化 香 树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１１３. 滇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 ＋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林

１１４. 滇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云南瘿椒树(Ｔａｐｉｓｃ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林

１１５. 滇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 ＋圆叶乌桕(Ｔｒｉａｄｉｃ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林∗

１１６. 滇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 ＋大叶臭花椒(Ｚａｎ￣
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ｍｙｒｉａｃａｎｔｈｕｍ)林

１１７. 细叶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南酸枣(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
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林

１１８. 细叶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白蜡树 (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１１９. 细叶 青 冈 (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 ＋ 圆 果 化 香 树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１２０. 细叶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鸡仔木 ( Ｓｉｎｏａｄｉｎａ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林

１２１. 细叶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飞蛾槭(Ａｃｅｒ ｏｂｌｏｎ
ｇｕｍ)＋槐(Ｓｏｐｈｏ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林

１２２. 曼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ｏｘｙｏｄｏｎ)＋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
ｍａ)＋川陕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ａｎａ)林

１２３. 钝叶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ｅｊｏｌｇｈｏｔａ)＋山羊角树(Ｃａｒｒｉｅｒｅａ ｃａ￣
ｌｙｃｉｎａ)林

１２４. 猴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灰楸(Ｃａｔａｌｐａ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林
１２５. 猴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朴树(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１２６. 猴樟 (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翅荚香槐 ( Ｐｌａｔｙｏｓｐｒｉｏｎ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ｐｕｍ)林
１２７. 猴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圆果化香树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１２８. 猴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响叶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ａｄｅｎｏｐｏｄａ)
林

１２９. 猴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麻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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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 猴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白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ｆａｂｒｉ)林
１３１. 猴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栓皮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

林
１３２. 猴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椿叶花椒(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ｉｌ￣

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林
１３３. 阴香(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ｕｒｍａｎｎｉｉ)＋风箱树(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ｕｓ ｔｅｔ￣

ｒａｎｄｒｕｓ)林
１３４. 阴香(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ｕｒｍａｎｎｉｉ) ＋翅荚香槐(Ｐｌａｔｙｏｓｐｒｉｏｎ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ｐｕｍ)林
１３５. 阴香(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ｕｒｍａｎｎｉｉ)＋楝(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林
１３６. 阴香(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ｕｒｍａｎｎｉｉ)＋豆梨(Ｐｙｒｕｓ ｃａｌｌｅｒｙａｎａ)林
１３７. 阴香(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ｕｒｍａｎｎｉｉ)＋榔榆(Ｕｌｍ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林
１３８. 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青檀(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林

１３９. 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青皮木(Ｓｃｈｏｅｐｆｉａ ｊａｓｍｉｎｏｄｏ￣
ｒａ)林

１４０. 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香椿(Ｔｏｏｎ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１４１. 肉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ｓｓｉａ)＋光皮梾木(Ｃｏｒｎｕ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ａ)

林

１４２. 云南 樟 (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 ＋ 云 贵 鹅 耳 枥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林
１４３. 云南樟 (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 ＋刺楸 ( Ｋａｌｏｐａｎａｘ

ｓｅｐｔｅｍｌｏｂｕｓ)林
１４４. 云南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

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１４５. 云南 樟 (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 ＋ 白 栎 (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ｆａｂｒｉ)林

１４６. 岩 樟 (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ｓａｘａｔｉｌｅ ) ＋ 华 南 皂 荚 ( 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
ｆｅｒａ)林∗

１４７. 川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 ＋云贵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
ｂｅｓｃｅｎｓ)林

１４８. 川桂(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ｗｉｌｓｏｎｉｉ)＋大果冬青(Ｉｌｅｘ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林

１４９. 灰 岩 润 楠 (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ａｌｃｉｃｏｌａ ) ＋ 光 皮 梾 木 ( Ｃｏｒｎｕ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ａ)林∗

１５０. 灰 岩 润 楠 (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ａｌｃｉｃｏｌａ ) ＋ 响 叶 杨 ( Ｐｏｐｕｌｕｓ
ａｄｅｎｏｐｏｄａ)林∗

１５１. 安顺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云贵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
ｂｅｓｃｅｎｓ)林∗

１５２. 安顺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１５３. 宜昌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枫香树(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
ｍｏｓａｎａ)林

１５４. 广东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小梾木(Ｃｏｒｎｕｓ ｑｕｉｎ￣
ｑｕｅｎｅｒｖｉｓ)林

１５５. 广东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ｋｗａ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林

１５６. 利川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ｌｉ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
ｂｉｌａｃｅａ)林

１５７. 利川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ｌｉ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野漆(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ｕｃ￣
ｃｅｄａｎｅｕｍ)林

１５８. 小果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云贵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林

１５９. 小果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黑弹树(Ｃｅｌｔｉｓ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
林

１６０. 小果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南酸枣(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林

１６１. 小果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光皮梾木(Ｃｏｒｎｕｓ ｗｉｌｓｏ￣
ｎｉａｎａ)林

１６２. 小果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巴豆(Ｃｒｏｔｏｎ ｔｉｇｌｉｕｍ)林
１６３. 小果 润 楠 (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 ＋ 白 蜡 树 (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１６４. 小果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枫香树(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

ｍｏｓａｎａ)林
１６５. 小果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苦树(Ｐｉｃｒａｓｍａ ｑｕａｓｓｉｏｉ￣

ｄｅｓ)林
１６６. 小 果 润 楠 (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 ＋ 黄 连 木 (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１６７. 小果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１６８. 小果 润 楠 (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 ＋ 栓 皮 栎 (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林

１６９. 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ｎａｎｍｕ)＋小花梾木(Ｃｏｒｎ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林
１７０. 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ｎａｎｍｕ)＋多脉冬青(Ｉｌｅｘ ｐｏｌｙｎｅｕｒａ)林
１７１. 刨花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ｐａｕｈｏｉ) ＋伞花木(Ｅｕｒｙｃｏｒｙｍｂｕｓ ｃａｖ￣

ａｌｅｒｉｅｉ)林
１７２. 刨花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ｐａｕｈｏｉ)＋栀子皮(Ｉｔｏ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林
１７３. 狭 叶 润 楠 (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ｒｅｈｄｅｒｉ ) ＋ 光 皮 梾 木 ( Ｃｏｒｎｕ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ａ)林
１７４. 狭叶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ｒｅｈｄｅｒｉ) ＋枫香树(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

ｓａｎａ)林
１７５. 狭叶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ｒｅｈｄｅｒｉ)＋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

ｇｉｐｅｓ)林∗

１７６. 米 槠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 ) ＋ 南 酸 枣 ( 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林

１７７. 米槠(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小花梾木(Ｃｏｒｎ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林
１７８. 米槠(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小果冬青(Ｉｌｅｘ ｍｉｃｒｏｃｏｃｃａ)林
１７９. 短刺米槠(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ｃａｒｌｅｓｉｉ ｖａｒ. ｓｐｉｎｕｌｏｓａ)＋圆果化香树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１８０. 罗浮锥(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ｂｅｒｉ) ＋翻白叶树(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ｈｅｔ￣
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林

１８１. 栲(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四蕊朴(Ｃｅｌｔｉｓ 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林
１８２. 栲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 ＋ 南 酸 枣 ( 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林
１８３. 栲(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毛果枳椇(Ｈｏｖｅｎｉａ ｔｒｉｃｈｏｃａｒｐａ)林
１８４. 栲(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刺楸(Ｋａｌｏｐａｎａｘ ｓｅｐｔｅｍｌｏｂｕｓ)林
１８５. 栲(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枫香树(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林

１８６. 栲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 ) ＋ 圆 果 化 香 树 (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１８７. 栲(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红椿(Ｔｏｏｎ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林
１８８. 栲(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漆(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ｖｅｒｎｉｃｉｆｌｕｕｍ)林
１８９. 海南锥(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菜豆树(Ｒａｄｅｒｍａｃｈｅｒａ

ｓｉｎｉｃａ)林
１９０. 海南锥(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圆叶乌桕(Ｔｒｉａｄｉｃａ ｒｏ￣

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林∗

３２６１１０ 期 刘长成等: 中国喀斯特植被分类系统



１９１. 湖 北 锥 (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ｕｐｅｈｅｎｓｉｓ ) ＋ 黄 连 木 (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１９２. 苦槠(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枫香树(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
ｍｏｓａｎａ)林

１９３. 苦槠(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
ｌａｃｅａ)林

１９４. 苦槠(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ｓｃｌ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麻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林

１９５. 革叶 槭 ( Ａｃｅｒ ｃｏｒｉａｃｅｉｆｏｌｉｕｍ ) ＋ 黄 梨 木 ( Ｂｏｎ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ｉｎｉｕｓ)林∗

１９６. 革叶槭(Ａｃｅｒ ｃｏｒｉａｃｅｉｆｏｌｉｕｍ)＋南酸枣(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
ｌａｒｉｓ)林

１９７. 革叶槭(Ａｃｅｒ ｃｏｒｉａｃｅｉｆｏｌｉｕｍ)＋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
ｃｅａ)林

１９８. 罗浮槭(Ａｃｅｒ ｆａｂｒｉ)＋云贵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林
１９９. 罗浮槭(Ａｃｅｒ ｆａｂｒｉ)＋毛梾(Ｃｏｒｎｕｓ ｗａｌｔｅｒｉ)林
２００. 罗浮槭(Ａｃｅｒ ｆａｂｒｉ)＋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２０１. 罗浮槭(Ａｃｅｒ ｆａｂｒｉ)＋野漆(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ｕｃｃｅｄａｎｅｕｍ)林
２０２. 光叶槭(Ａｃｅｒ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ｕｍ)＋山槐(Ａｌｂｉｚｉａ ｋａｌｋｏｒａ)林
２０３. 光叶 槭 ( Ａｃｅｒ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ｕｍ ) ＋ 南 酸 枣 ( 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林
２０４. 光叶槭(Ａｃｅｒ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ｕｍ) ＋掌叶木(Ｈａｎｄｅｌ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ｂｏｄｉ￣

ｎｉｅｒｉ)林∗

２０５. 光叶 槭 ( Ａｃｅｒ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ｕｍ) ＋ 川 黔 紫 薇 (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ｅｘｃｅｌｓａ)林

２０６. 光叶槭(Ａｃｅｒ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ｕｍ)＋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
ｐｅｓ)林∗

２０７. 飞蛾槭(Ａｃｅｒ ｏｂｌｏｎｇｕｍ)＋黄梨木(Ｂｏｎ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ｉｎｉｕｓ)
林∗

２０８. 飞蛾槭(Ａｃｅｒ ｏｂｌｏｎｇｕｍ)＋黄连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２０９. 天峨槭(Ａｃｅｒ ｗａｎｇｃｈｉｉ)＋黄梨木(Ｂｏｎ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ｉｎｉｕｓ)

林∗

２１０. 天峨槭(Ａｃｅｒ ｗａｎｇｃｈｉｉ)＋黑弹树(Ｃｅｌｔｉｓ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林∗

２１１. 香 叶 树 (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 ＋ 山 羊 角 树 ( Ｃａｒｒｉｅｒｅａ
ｃａｌｙｃｉｎａ)林

２１２. 香叶树(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灯台树(Ｃｏｒｎｕ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ａ)林
２１３. 香叶 树 (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 ＋ 四 照 花 ( Ｃｏｒｎｕｓ ｋｏｕｓａ

ｓｕｂｓｐ.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２１４. 香叶树(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梾木(Ｃｏｒｎｕ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林
２１５. 香 叶 树 (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 ＋ 光 皮 梾 木 ( Ｃｏｒｎｕ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ａ)林
２１６. 香叶树(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野山楂(Ｃｒａｔａｅｇｕｓ ｃｕｎｅａｔａ)林
２１７. 香叶树(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刺楸(Ｋａｌｏｐａｎａｘ ｓｅｐｔｅｍｌｏｂｕｓ)

林
２１８. 香 叶 树 (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 ＋ 枫 香 树 (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林
２１９. 香叶树(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蓝果树(Ｎｙｓｓ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２２０. 香叶树(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

ｐｅｓ)林∗

２２１. 香叶树(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响叶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ａｄｅｎｏｐｏｄａ)
林

２２２. 香叶树(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麻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林
２２３. 香叶树(Ｌｉｎｄｅ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银叶安息香(Ｓｔｙｒａｘ ａｒｇｅｎｔｉｆｏ￣

ｌｉｕｓ)林
２２４. 黑 壳 楠 (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ｍｅｇａｐｈｙｌｌａ ) ＋ 山 羊 角 树 ( Ｃａｒｒｉｅｒｅａ

ｃａｌｙｃｉｎａ)林
２２５. 黑壳楠(Ｌｉｎｄｅｒａ ｍｅｇａｐｈｙｌｌａ)＋梾木(Ｃｏｒｎｕ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林
２２６. 川钓樟(Ｌｉｎｄｅｒａ ｐｕｌｃｈｅｒｒｉｍａ ｖａｒ.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ａ) ＋翅荚香槐

(Ｐｌａｔｙｏｓｐｒｉｏｎ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ｐｕｍ)林
２２７. 匙叶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ｄｏｌｉｃｈｏｌｅｐｉｓ)＋黄栌(Ｃｏｔｉｎｕｓ ｃｏｇｇｙｇｒｉａ)林
２２８. 匙叶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ｄｏｌｉｃｈｏｌｅｐｉｓ)＋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

ｇｉｐｅｓ)林∗

２２９. 巴东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ｅｎｇｌｅｒｉａｎａ) ＋云贵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
ｂｅｓｃｅｎｓ)林

２３０. 巴东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ｅｎｇｌｅｒｉａｎａ)＋白蜡树(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林

２３１. 巴东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ｅｎｇｌｅｒｉａｎａ)＋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
ｇｉｐｅｓ)林∗

２３２. 巴东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ｅｎｇｌｅｒｉａｎａ)＋芬芳安息香(Ｓｔｙｒａｘ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
ｓｉｍｕｓ)林

２３３. 尖叶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ｏｘｙｐｈｙｌｌａ)＋枫香树(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
ｎａ)林

２３４. 尖叶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ｏｘｙｐｈｙｌｌａ)＋青檀(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林

２３５. 乌冈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ｐｈｉｌｌｙｒｅｏｉｄｅｓ)＋朴树(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２３６. 乌冈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ｐｈｉｌｌｙｒｅｏｉｄｅｓ) ＋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２３７. 毛脉高山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胡桃楸(Ｊｕｇｌａｎｓ ｍａｎｄ￣
ｓｈｕｒｉｃａ)林

２３８. 毛脉高山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栓皮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
ｌｉｓ)林

２３９. 毛 脉 高 山 栎 (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 ) ＋ 多 异 叶 花 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ｄｉ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ｖａｒ. ｍｕｌｔｉｆｏｌｉｏｌａｔｕｍ)林

２４０. 刺叶高山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ａ)＋锥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林
２４１. 刺叶 高 山 栎 (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ｓｐｉｎｏｓａ ) ＋ 石 灰 花 楸 ( Ｓｏｒｂｕｓ

ｆｏｌｇｎｅｒｉ)林
２４２. 包果柯(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ｌｅｉｓｔｏｃａｒｐｕｓ)＋青榨槭(Ａｃｅｒ ｄａｖｉｄｉｉ)林
２４３. 窄叶柯(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 ＋云贵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

ｂｅｓｃｅｎｓ)林
２４４. 窄叶 柯 (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 ＋ 翅 荚 香 槐 ( Ｐｌａｔｙｏｓｐｒｉｏｎ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ｐｕｍ)林
２４５. 窄叶柯(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领春木(Ｅｕｐｔｅｌｅａ ｐｌｅｉｏｓｐｅｒ￣

ｍａ)林
２４６. 窄叶柯(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

ｇｉｐｅｓ)林∗

２４７. 窄叶柯(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榉树(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林
２４８. 白 柯 (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ｄｅａｌｂａｔｕｓ ) ＋ 胡 桃 楸 ( Ｊｕｇｌａｎ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林
２４９. 白柯(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ｄｅａｌｂａｔｕｓ)＋槲树(Ｑｕｅｒｃｕｓ ｄｅｎｔａｔａ)林
２５０. 白柯(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ｄｅａｌｂａｔｕｓ)＋栓皮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林
２５１. 灰 柯 (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ｈｅｎｒｙｉ ) ＋ 芬 芳 安 息 香 ( Ｓｔｙｒａｘ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ｓ)林
２５２. 木姜叶柯(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ｉｔｓｅｉｆｏｌｉｕｓ) ＋云贵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林
２５３. 贵州石楠(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朴树(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２５４. 贵州石楠(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翅荚香槐(Ｃｌａｄｒａｓｔｉｓ ｐｌａｔｙ￣

４２６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ｃａｒｐａ)林
２５５. 贵州石楠(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皂荚(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２５６. 贵州石楠(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刺楸(Ｋａｌｏｐａｎａｘ ｓｅｐｔｅｍｌｏ￣

ｂｕｓ)林
２５７. 贵州石楠(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长穗桑(Ｍｏｒｕｓ ｗｉｔｔｉｏｒｕｍ)林
２５８. 贵州石楠(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白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ｆａｂｒｉ)林
２５９. 临桂石楠(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ｃｈｉｈｓｉｎｉａｎａ)＋粗柄槭(Ａｃｅｒ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ｅ)＋

圆叶乌桕(Ｔｒｉａｄｉｃ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林∗

２６０. 光叶 石 楠 (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ｇｌａｂｒａ ) ＋ 黄 梨 木 ( Ｂｏｎ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ｉｎｉｕｓ)林∗

２６１. 光叶石楠(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ｇｌａｂｒａ)＋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
ｇｉｐｅｓ)林∗

２６２. 短序 荚 蒾 (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ｂｒａｃｈｙｂｏｔｒｙｕｍ) ＋ 紫 弹 树 ( Ｃｅｌｔｉｓ
ｂｉｏｎｄｉｉ)林

２６３. 短序荚蒾(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ｂｒａｃｈｙｂｏｔｒｙｕｍ)＋南酸枣(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
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林

２６４. 短序荚蒾(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ｂｒａｃｈｙｂｏｔｒｙｕｍ) ＋光皮梾木(Ｃｏｒｎｕ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ａ)林

２６５. 樟叶荚蒾(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ｉｆｏｌｉｕｍ) ＋檵木(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林

２６６. 水红木(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ｕｍ)＋山羊角树(Ｃａｒｒｉｅｒｅａ ｃａｌｙ￣
ｃｉｎａ)林

２６７. 巴东荚蒾(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ｈｅｎｒｙｉ)＋山羊角树(Ｃａｒｒｉｅｒｅａ ｃａｌｙｃｉ￣
ｎａ)林

２６８. 巴东荚蒾(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ｈｅｎｒｙｉ)＋光皮梾木(Ｃｏｒｎｕ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
ｎａ)林

２６９. 巴东荚蒾(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ｈｅｎｒｙｉ)＋山橿(Ｌｉｎｄｅｒａ ｒｅｆｌｅｘａ)林
２７０. 巴东荚蒾(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ｈｅｎｒｙｉ)＋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

ｇｉｐｅｓ)林∗

２７１. 滇鼠 刺 ( 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 云 贵 鹅 耳 枥 (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林

２７２. 滇 鼠 刺 ( 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 南 酸 枣 ( 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林

２７３. 滇鼠刺(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翅荚香槐(Ｃｌａｄｒａｓｔｉｓ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
ｐａ)林

２７４. 滇鼠刺(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苦枥木(Ｆｒａｘｉｎｕｓ ｉｎｓｕｌａｒｉｓ)林
２７５. 滇鼠 刺 ( 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 圆 果 化 香 树 (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２７６. 滇鼠刺(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槲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ｌｉｅｎａ)林
２７７. 滇鼠刺(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栓皮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林
２７８. 滇 鼠 刺 ( 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 多 脉 猫 乳 ( Ｒｈａｍｎｅｌｌａ

ｍａｒｔｉｎｉ)林
２７９. 短萼海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ｂｒｅｖｉｃａｌｙｘ) ＋云贵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林
２８０. 短 萼 海 桐 (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ｂｒｅｖｉｃａｌｙｘ ) ＋ 黑 弹 树 ( Ｃｅｌｔｉｓ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林
２８１. 短萼海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ｂｒｅｖｉｃａｌｙｘ)＋南酸枣(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林
２８２. 短萼海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ｂｒｅｖｉｃａｌｙｘ) ＋翅荚香槐(Ｃｌａｄｒａｓｔｉｓ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ｐａ)林
２８３. 短萼海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ｂｒｅｖｉｃａｌｙｘ)＋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２８４. 短萼海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ｂｒｅｖｉｃａｌｙｘ)＋栓皮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ｖａｒｉａ￣
ｂｉｌｉｓ)林

２８５. 短萼海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ｂｒｅｖｉｃａｌｙｘ)＋榉树(Ｚｅｌｋｏｖ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
林

２８６. 黄杞(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朴树(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２８７. 黄杞(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 ＋南酸枣(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林
２８８. 黄杞 (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 ＋ 高 山 木 姜 子 ( Ｌｉｔｓｅａ

ｃｈｕｎｉｉ)林
２８９. 黄 杞 (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 ) ＋ 黄 连 木 (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２９０. 黄杞(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

ｂｉｌａｃｅａ)林
２９１. 黄杞(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鸡仔木(Ｓｉｎｏａｄｉｎａ ｒａｃｅ￣

ｍｏｓａ)林
２９２. 尖叶四照花(Ｃｏｒｎｕｓ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 ＋大青(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ｃｙｒｔｏ￣

ｐｈｙｌｌｕｍ)林
２９３. 尖叶四照花(Ｃｏｒｎｕｓ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 ＋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２９４. 尖叶四照花(Ｃｏｒｎｕｓ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圆叶乌桕(Ｔｒｉａｄｉｃ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
ｆｏｌｉａ)林∗

２９５. 尖 叶 四 照 花 ( Ｃｏｒｎｕｓ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 ) ＋ 多 脉 榆 ( Ｕｌｍｕｓ
ｃａｓｔａｎｅｉｆｏｌｉａ)林

２９６. 香港四照花(Ｃｏｒｎｕｓ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圆叶乌桕(Ｔｒｉａｄｉｃ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林∗

２９７. 尖尾蚊母树(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ｕｍ) ＋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林

２９８. 鳞毛 蚊 母 树 ( 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ｅｌａｅａｇｎｏｉｄｅｓ ) ＋ 朴 树 ( 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２９９. 杨梅 蚊 母 树 ( 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ｍｙｒｉｃｏｉｄｅｓ ) ＋ 粗 柄 槭 ( Ａｃｅｒ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ｅ)林∗

３００. 杨梅蚊母树(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ｍｙｒｉｃｏｉｄｅｓ)＋雷公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ｖｉｍｉｎｅａ)林

３０１. 屏边蚊母树(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ｐｉｎｇｐｉｅｎｅｎｓｅ)＋伞花木(Ｅｕｒｙｃｏｒｙｍ￣
ｂ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林

３０２. 杜英(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ｄｅｃｉｐｉｅｎｓ)＋合欢(Ａｌｂｉｚｉａ 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林
３０３. 秃瓣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ｌａｂｒｉｐｅｔａｌｕｓ) ＋黄连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３０４. 日本杜英(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朴树(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３０５. 日本杜英(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南酸枣(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林
３０６. 日本杜英(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３０７. 铁榄(Ｓｉｎｏｓｉｄｅｒｏｘｙｌｏｎ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ｕｍ)＋黄梨木(Ｂｏｎｉｏｄｅｎ￣
ｄｒｏｎ ｍｉｎｉｕｓ)林∗

３０８. 铁榄( Ｓｉｎｏｓｉｄｅｒｏｘｙｌｏｎ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ｕｍ) ＋光皮梾木 (Ｃｏｒｎｕ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ａ)林∗

３０９. 铁榄 ( Ｓｉｎｏｓｉｄｅｒｏｘｙｌｏｎ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ｕｍ) ＋檵木 ( 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林∗

３１０. 铁榄(Ｓｉｎｏｓｉｄｅｒｏｘｙｌｏｎ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ｕｍ) ＋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林∗

３１１. 革叶铁榄(Ｓｉｎｏｓｉｄｅｒｏｘｙｌｏｎ ｗｉｇｈｔｉａｎｕｍ)＋黄梨木(Ｂｏｎｉｏｄｅｎ￣
ｄｒｏｎ ｍｉｎｉｕｓ)林∗

３１２. 榕树(Ｆｉｃ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黄梨木(Ｂｏｎ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ｉｎｉｕｓ)
林∗

３１３. 榕树(Ｆｉｃ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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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皂荚(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 ｆｅｒａ)林
３１４. 榕树(Ｆｉｃ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黄连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３１５. 黄葛树(Ｆｉｃｕｓ ｖｉｒｅｎｓ)＋榕树(Ｆｉｃ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圆叶乌桕

(Ｔｒｉａｄｉｃ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林∗

３１６. 齿叶黄皮(Ｃｌａｕｓｅｎａ ｄｕｎｎｉａｎａ)＋云贵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
ｂｅｓｃｅｎｓ)林∗

３１７. 齿叶黄皮(Ｃｌａｕｓｅｎａ ｄｕｎｎｉａｎａ) ＋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３１８. 齿叶黄皮(Ｃｌａｕｓｅｎａ ｄｕｎｎｉａｎａ)＋圆叶乌桕(Ｔｒｉａｄｉｃａ ｒｏｔｕｎ￣
ｄｉｆｏｌｉａ)林∗

３１９. 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ｕｃｉｄｕｍ)＋云贵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ｐｕｂｅｓ￣
ｃｅｎｓ)林

３２０. 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ｕｃｉｄｕｍ)＋翅荚香槐(Ｃｌａｄｒａｓｔｉｓ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
ｐａ)林

３２１. 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ｌｕｃｉｄｕｍ)＋青篱柴(Ｔｉｒｐｉｔｚ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３２２. 仪花(Ｌｙｓｉｄｉｃｅ ｒｈｏｄｏｓｔｅｇｉａ)＋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海红豆(Ａｄ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ｍｉｃｒｏｓｐｅｒｍａ)林

３２３. 仪花(Ｌｙｓｉｄｉｃｅ ｒｈｏｄｏｓｔｅｇｉａ)＋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
皂荚(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３２４. 仪花(Ｌｙｓｉｄｉｃｅ ｒｈｏｄｏｓｔｅｇｉａ)＋黄连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３２５. 兴义楠(Ｐｈｏｅｂｅ ｎｅｕｒａｎｔｈａ ｖａｒ.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胡桃楸(Ｊｕｇｌａｎｓ

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林∗

３２６. 兴义楠(Ｐｈｏｅｂｅ ｎｅｕｒａｎｔｈａ ｖａｒ.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青麸杨(Ｒｈｕｓ
ｐｏｔａｎｉｎｉｉ)林∗

３２７. 兴义楠(Ｐｈｏｅｂｅ ｎｅｕｒａｎｔｈａ ｖａｒ.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大叶臭花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ｍｙｒｉａｃａｎｔｈｕｍ)林∗

３２８. 鱼骨木(Ｐｓｙｄｒａｘ ｄｉｃｏｃｃａ)＋黄梨木(Ｂｏｎ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ｉｎｉｕｓ)
林∗

３２９. 鱼骨木(Ｐｓｙｄｒａｘ ｄｉｃｏｃｃａ)＋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
林

３３０. 鱼骨木(Ｐｓｙｄｒａｘ ｄｉｃｏｃｃａ)＋圆叶乌桕(Ｔｒｉａｄｉｃ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林∗

３３１. 广东琼楠(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ｆｏｒｄｉｉ) ＋岩生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ｒｕｐｅｓｔｒｉｓ)林∗

３３２. 贵州 琼 楠 (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ｋｗｅｉ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 大 叶 土 蜜 树
(Ｂｒｉｄｅｌｉａ ｒｅｔｕｓａ)林

３３３. 牛耳枫(Ｄａｐｈ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ａｌｙｃｉｎｕｍ) ＋枫香树(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林

３３４. 交让木(Ｄａｐｈ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ｍａｃｒｏｐｏｄｕｍ)＋槲树(Ｑｕｅｒｃｕｓ ｄｅｎｔａ￣
ｔａ)林

３３５. 黄丹木姜子 ( Ｌｉｔｓｅ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 大 叶 土 蜜 树 ( Ｂｒｉｄｅｌｉａ
ｒｅｔｕｓａ)林

３３６. 黄丹木姜子(Ｌｉｔｓｅ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
ｃｅａ)林

３３７. 粗糠 柴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 黄 梨 木 ( Ｂｏｎ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ｉｎｉｕｓ)林∗

３３８. 粗糠柴(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南酸枣(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
ｉｌｌａｒｉｓ)林

３３９. 巫山新木姜子(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ｗｕｓｈａｎｉｃａ)＋南酸枣(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
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林

３４０. 巫山新木姜子(Ｎｅｏｌｉｔｓｅａ ｗｕｓｈａｎｉｃａ) ＋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林

３４１. 鹅掌柴(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ｈｅｐｔａｐｈｙｌｌａ) ＋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ｎａｎｍｕ) ＋
山羊角树(Ｃａｒｒｉｅｒｅａ ｃａｌｙｃｉｎａ)林

３４２. 球序鹅掌柴(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ａ) ＋枫香树(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林

３４３. 水丝梨(Ｓｙｃｏｐｓ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锥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ｈｅｎｒｙｉ)林
３４４. 水丝梨(Ｓｙｃｏｐｓ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毛梾(Ｃｏｒｎｕｓ ｗａｌｔｅｒｉ)林
３４５. 焕镛木(Ｗｏｏｎｙｏｕｎｇｉａ 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ｉｓ) ＋小花梾木(Ｃｏｒｎ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林∗

３４６. 焕镛木(Ｗｏｏｎｙｏｕｎｇｉａ 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ｉｓ) ＋栓叶安息香(Ｓｔｙｒａｘ
ｓｕｂ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ｓ)林∗

３４７. 柳叶黄肉楠(Ａｃｔｉｎｏｄａｐｈｎｅ ｌｅｃｏｍｔｅｉ)＋蒙桑(Ｍｏｒｕｓ ｍｏｎｇｏ￣
ｌｉｃａ)林

３４８. 大叶合欢(Ａｒｃｈｉｄｅｎｄｒｏｎ ｔｕｒｇｉｄｕｍ)＋翻白叶树(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
ｍｕｍ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林

３４９. 羊蹄甲(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栀子皮(Ｉｔｏ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林
３５０. 灰岩棒柄花(Ｃｌｅｉｄｉｏｎ ｂｒａｃｔｅｏｓｕｍ)＋掌叶木(Ｈａｎｄｅｌｉｏｄｅｎ￣

ｄｒｏｎ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林∗

３５１. 小果厚壳桂(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ｍｅｔｃａｌｆｉａｎａ)＋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
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３５２. 乌柿(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黄连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珊瑚朴(Ｃｅｌｔｉｓ ｊｕｌｉａｎａｅ)林

３５３. 樟叶假蚊母树 (Ｄｉｓｔｙｌｉｏｐｓｉｓ ｌａｕｒｉｆｏｌｉａ) ＋ 南 酸 枣 ( Ｃｈｏ￣
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林

３５４. 小叶枇杷(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 ｓｅｇｕｉｎｉｉ)＋野漆(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ｕｃｃｅ￣
ｄａｎｅｕｍ)林∗

３５５. 裂果卫矛(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ｄｉｅｌｓｉａｎｕｓ) ＋多脉榆(Ｕｌｍｕｓ ｃａｓｔａｎｅ￣
ｉｆｏｌｉａ)林

３５６. 大叶桂樱(Ｌａｕｒｏｃｅｒａｓｕｓ ｚｉｐｐｅｌｉａｎａ) ＋糙叶树(Ａｐｈａｎａｎｔｈｅ
ａｓｐｅｒａ)林

３５７. 四药门花(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ｓｕｂｃｏｒｄａｔｕｍ) ＋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
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３５８. 黄心夜合(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ｍａｒｔｉｎｉｉ)＋南酸枣(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
ｌａｒｉｓ)林

３５９. 三花假卫矛(Ｍｉｃｒｏｔｒｏｐｉｓ ｔｒｉｆｌｏｒａ)＋朴树(Ｃｅｌ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３６０. 中华野独活(Ｍｉｌｉｕｓ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翅荚香槐(Ｃｌａｄｒａｓｔｉｓ ｐｌａｔｙ￣

ｃａｒｐａ)林
３６１. 九里香(Ｍｕｒｒａｙａ ｅｘｏｔｉｃａ)＋鸡仔木(Ｓｉｎｏａｄｉｎａ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林
３６２. 广西密花树(Ｍｙｒｓｉｎｅ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青檀(Ｐｔｅｒｏｃｅｌｔｉｓ ｔａｔａｒｉ￣

ｎｏｗｉｉ)林∗

３６３. 木樨(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海红豆(Ａｄ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ｍｉｃｒｏｓｐｅｒ￣
ｍａ)林

３６４. 四川大头茶(Ｐｏｌｙｓｐｏｒａ ｓｐｅｃｉｏｓａ) ＋南酸枣(Ｃｈｏｅｒｏ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ｓ)林

３６５. 水东 哥 ( Ｓａｕｒａｕｉａ ｔｒｉｓｔｙｌａ) ＋ 圆 果 化 香 树 (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林∗

３６６. 樟叶猴欢喜(Ｓｌｏａｎｅａ ｃｈａｎｇｉｉ)＋圆叶乌桕(Ｔｒｉａｄｉｃ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
ｆｏｌｉａ)林∗

３６７. 南烛(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ｕｍ)＋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
ｇｉｐｅｓ)林∗

(四) 常绿阔叶林

３６８. 坝王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ｂａｗａｎｇ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林
３６９. 铁橡栎(Ｑ. ｃｏｃｃｉｆｅｒｏｉｄｅｓ)林
３７０. 匙叶栎(Ｑ. ｄｏｌｉｃｈｏｌｅｐｉｓ)林
３７１. 乌冈栎(Ｑ. ｐｈｉｌｌｙｒｅｏｉｄｅｓ)林
３７２. 易武栎(Ｑ. ｙｉｗｕｅｎｓｉ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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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３. 毛脉高山栎(Ｑ. ｒｅｈｄｅｒｉａｎａ)林
３７４. 炭栎(Ｑ. ｕｔｉｌｉｓ)林
３７５. 安顺润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短萼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ｂｒｅｖｉｃａｌｙｘ)林∗

３７６. 秃枝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ｋｕｒｚｉｉ)＋栲(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ｆａｒｇｅｓｉｉ)林
３７７. 小果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林
３７８. 润楠(Ｍ. ｎａｎｍｕ)＋鹅掌柴(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ｈｅｐｔａｐｈｙｌｌａ)林
３７９. 狭叶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ｒｅｈｄｅｒｉ)林
３８０. 猴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林
３８１. 阴香(Ｃ. ｂｕｒｍａｎｎｉｉ)林
３８２. 云南樟(Ｃ. ｇｌａｎ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林
３８３. 岩樟(Ｃ. ｓａｘａｔｉｌｅ)林∗

３８４. 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林
３８５. 滇青冈(Ｃ. ｇｌａｕｃｏｉｄｅｓ)林
３８６. 细叶青冈(Ｃ.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林
３８７. 贵州石楠(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林
３８８. 光叶石楠(Ｐ. ｇｌａｂｒａ)林
３８９. 海南锥(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林
３９０. 湖北锥(Ｃ. ｈｕｐｅｈｅｎｓｉｓ)＋青冈(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ｕｃａ)林
３９１. 黄杞(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林
３９２. 滇鼠刺(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林
３９３. 窄叶柯(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林
３９４. 焕镛木(Ｗｏｏｎｙｏｕｎｇｉａ 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ｉｓ)林∗

(五) 雨林(季节性雨林)
３９５. 广西樗树(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林∗

３９６. 细子龙(Ａｍｅｓ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林
３９７. 山地五月茶(Ａｎｔｉｄｅｓｍａ ｍｏｎｔａｎｕｍ)林
３９８. 棋子豆(Ａｒｃｈｉｄｅｎｄｒｏ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ｉｉ)林
３９９. 纸叶 琼 楠 (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ｐｅｒｇａｍｅｎｔａｃｅａ ) ＋ 粗 壮 润 楠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ａ)林
４００. 秋枫(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林
４０１. 董棕(Ｃａｒｙｏｔａ ｏｂｔｕｓａ)林∗

４０２. 菲律宾朴树(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林
４０３. 肥牛树(Ｃｅｐｈａｌｏｍａｐｐ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４０４. 翅荚 香 槐 ( Ｐｌａｔｙｏｓｐｒｉｏｎ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ｐｕｍ) ＋ 石 密 (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海南厚壳桂(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林∗

４０５. 闭花木(Ｃｌｅｉｓｔａｎｔｈｕｓ ｓｕｍａｔｒａｎｕｓ)林
４０６. 东京桐(Ｄｅｕｔｚｉａｎｔｈｕｓ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４０７. 山杜英(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林
４０８. 蚬木(Ｅｘｃｅｎｔｒ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ｅ)林∗

４０９. 森林榕 ( Ｆｉｃｕｓ ｎｅｒｉｉｆｏｌｉａ) ＋ 剑 叶 龙 血 树 ( 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
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４１０. 多花白头树(Ｇａ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ｉ) ＋假肥牛树

(Ｃｌｅｉｓｔａｎｔｈｕｓ ｐｅｔｅｌｏｔｉｉ)林∗

４１１. 白颜树(Ｇｉｒｏｎｎｉｅｒａ ｓｕｂａｅｑｕａｌｉｓ)林
４１２. 大叶风吹楠(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ｋｉｎｇｉｉ)林
４１３. 轮叶戟(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林
４１４. 五桠果叶木姜子(Ｌｉｔｓｅａ ｄｉｌｌｅｎｉｉｆｏｌｉａ)林∗

４１５. 仪花(Ｌｙｓｉｄｉｃｅ ｒｈｏｄｏｓｔｅｇｉａ)林
４１６. 尾叶木樨榄 (Ｏｌｅａ ｃａｕｄａｔｉｌｉｍｂａ) ＋剑叶龙血树(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４１７. 叶轮木(Ｏｓｔｏｄｅ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林
４１８. 望天树(Ｐａｒａｓｈｏｒ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４１９. 火焰花(Ｐｈｌｏｇ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ｃｕｒｖｉｆｌｏｒｕｓ)林
４２０. 毛果锐齿石楠(Ｐｈｏｔｉｎｉａ ａｒｇｕｔａ ｖａｒ. ｈｏｏｋｅｒｉ)＋清香木(Ｐｉｓ￣

ｔａｃｉａ 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ｆｏｌｉａ)林∗

４２１. 番龙眼(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林
４２２. 中国无忧花(Ｓａｒａｃａ ｄｉｖｅｓ)林
４２３. 铁榄 ( Ｓｉｎｏｓｉｄｅｒｏｘｙｌｏｎ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ｕｍ) ＋ 清 香 木 (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ｆｏｌｉａ)林∗

４２４. 刺桑(Ｓｔｒｅｂｌｕｓ ｉ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ｓ)林
４２５. 青梅(Ｖａｔｉｃａ ｍａｎｇａｃｈａｐｏｉ)林
４２６. 广西牡荆(Ｖｉｔｅｘ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秋枫(Ｂｉｓｃｈｏｆｉａ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

米扬噎(Ｓｔｒｅｂｌｕｓ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林∗

(六) 季雨林

４２７. 木棉(Ｂｏｍｂａｘ ｃｅｉｂａ)林
４２８. 长果木棉(Ｂｏｍｂａｘ ｉｎｓｉｇｎｅ)林∗

４２９. 顶果树(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ｒａｘｉｎｉｆｏｌｉｕｓ)林∗

４３０. 麻楝(Ｃｈｕｋｒａｓｉａ 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ｓ)林
４３１. 龙荔(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ｃｏｎｆｉｎｉｓ)林
４３２. 桂火绳(Ｅｒｉｏｌａｅｎａ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林
４３３. 榕树(Ｆｉｃｕｓ ｍｉｃｒｏｃａｒｐａ)＋麻楝(Ｃｈｕｋｒａｓｉａ 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ｓ)林
４３４. 翻白叶树(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林
４３５. 岭南酸枣 ( 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ｌａｋｏｎｅｎｓｉｓ) ＋ 劲直刺桐 (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

ｓｔｒｉｃｔａ)林
４３６. 乌墨(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ｃｕｍｉｎｉ)林
４３７. 海南榄仁(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ｎｉｇｒｏｖｅｎｕｌｏｓａ)林
４３８. 四数木(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 ＋多花白头树(Ｇａ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

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ｉ)＋常绿榆(Ｕｌｍｕｓ ｌａｎｃｅｉｆｏｌｉａ)林
４３９. 簕欓花椒(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ｖｉｃｅｎｎａｅ)林
４４０. 任豆(Ｚｅｎｉ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林
(七) 竹林

４４１. 吊丝球竹(Ｂａｍｂｕｓａ ｂｅｅｃｈｅｙａｎａ)林
４４２. 大叶慈(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ｆａｒｉｎｏｓｕｓ)林
二、 灌丛

(八) 落叶阔叶灌丛

４４３. 华南云实(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 ｃｒｉｓｔａ)灌丛

４４４. 云实(Ｂｉａｎｃａｅａ ｄｅｃａｐｅｔａｌａ)灌丛

４４５. 鸡嘴簕(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灌丛∗

４４６. 山麻杆(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 ｄａｖｉｄｉｉ)灌丛

４４７. 红背山麻杆(Ａ. ｔｒｅｗｉｏｉｄｅｓ)灌丛

４４８. 白背叶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ａｐｅｌｔａ) ＋浆果楝 (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
灌丛

４４９. 石岩枫(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ｒｅｐａｎｄｕｓ)灌丛

４５０. 余甘子(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灌丛

４５１. 云南叶下珠(Ｐ.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ａｎｕｓ)灌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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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 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灌丛∗

４５３. 化香树(Ｐ. 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ｃｅａ)灌丛

４５４. 麻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灌丛

４５５. 白栎(Ｑ. ｆａｂｒｉ)灌丛

４５６. 小果蔷薇(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ａ)灌丛

４５７. 毛叶蔷薇(Ｒ. ｍａｉｒｅｉ)灌丛

４５８. 麻叶绣线菊(Ｓｐｉｒａｅａ ｃａｎｔｏｎｉｅｎｓｉｓ)灌丛

４５９. 广西绣线菊(Ｓ.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灌丛

４６０. 羽叶金合欢(Ａｃａｃｉａ ｐｅｎｎａｔａ)＋石山柿(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ｓａｘａｔｉｌｉｓ)
灌丛∗

４６１. 广东蛇葡萄(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ｃａｎｔｏｎｉｅｎｓｉｓ) ＋铁包金(Ｂｅｒｃｈｅｍｉａ
ｌｉｎｅａｔａ)灌丛

４６２. 构树(Ｂｒｏｕｓｓｏｎｅｔｉａ 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石岩枫(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ｒｅｐａｎｄｕｓ)＋
浆果楝(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灌丛

４６３. 杭子梢(Ｃａｍｐｙｌｏｔｒｏｐｉｓ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河北木蓝(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
ｂｕｎｇｅａｎａ)灌丛

４６４. 鹅耳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ｔｕｒｃｚａｎｉｎｏｗｉｉ)灌丛

４６５. 茅栗(Ｃａｓｔａｎｅａ ｓｅｇｕｉｎｉｉ)＋盐肤木(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灌丛

４６６. 崖樱桃(Ｃｅｒａｓｕｓ ｓｃｏｐｕｌｏｒｕｍ)灌丛

４６７. 浆果楝(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灌丛

４６８. 翅荚香槐(Ｐｌａｔｙｏｓｐｒｉｏｎ 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ｐｕｍ)灌丛

４６９. 马桑(Ｃｏｒｉａｒｉ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灌丛

４７０. 川榛(Ｃｏｒｙｌ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ｓｕｔｃｈｕａｎｅｎｓｉｓ)灌丛

４７１. 西南栒子(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灌丛

４７２. 石山巴豆(Ｃｒｏｔｏｎ ｅｕｒｙｐｈｙｌｌｕｓ)灌丛∗

４７３. 凹叶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ｒｅｔｕｓｕｍ)灌丛

４７４. 红叶木姜子(Ｌｉｔｓｅａ ｒｕｂｅｓｃｅｎｓ)灌丛

４７５. 檵木(Ｌｏｒｏｐｅｔａｌ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灌丛

４７６. 构棘(Ｍａｃｌｕｒ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灌丛

４７７. 广西紫麻(Ｏｒｅｏｃｎｉｄｅ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灌丛∗

４７８. 盐肤木(Ｒ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灌丛

４７９. 雀梅藤(Ｓａｇｅｒｅｔｉａ ｔｈｅａ)灌丛

４８０. 山黄麻(Ｔｒｅｍ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灌丛

４８１. 黄荆(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灌丛

４８２. 竹叶花椒(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ｒｍａｔｕｍ)灌丛

(九) 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灌丛

４８３. 冬青叶鼠刺(Ｉｔｅａ ｉ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
ｐｅｓ)＋毛黄栌(Ｃｏｔｉｎｕｓ ｃｏｇｇｙｇｒｉａ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灌丛∗

４８４. 冬青叶鼠刺(Ｉｔｅａ ｉ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火棘(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
小果蔷薇(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ａ)灌丛

４８５. 滇鼠刺(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多脉猫乳(Ｒｈａｍｎｅｌｌａ ｍａｒｔｉｎｉ)
灌丛

４８６. 红背山麻杆 ( 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 ｔｒｅｗｉｏｉｄｅｓ) ＋ 龙须藤 (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灌丛

４８７. 红背山麻杆(Ａｌｃｈｏｒｎｅａ ｔｒｅｗｉｏｉｄｅｓ)＋五瓣子楝树(Ｄｅｃａｓｐｅｒ￣
ｍｕｍ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ｕｍ)灌丛∗

４８８. 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滇鼠刺(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
ｓｉｓ)灌丛∗

４８９. 圆果化香树(Ｐｌａｔｙｃａｒｙａ ｌｏｎｇｉｐｅｓ) ＋南天竹(Ｎａｎｄｉｎａ ｄｏｍ￣
ｅｓｔｉｃａ)灌丛∗

４９０. 小果蔷薇(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ａ) ＋火棘(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
灌丛

４９１. 小果蔷薇(Ｒｏｓａ ｃｙｍｏｓａ) ＋龙须藤(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 ＋
雀梅藤(Ｓａｇｅｒｅｔｉａ ｔｈｅａ)灌丛

４９２. 龙须藤 (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 ＋ 华南云实 ( 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
ｃｒｉｓｔａ)灌丛

４９３. 金花小檗(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ｗｉｌｓｏｎａｅ)＋牛奶子(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ｕｍｂｅｌ￣
ｌａｔａ)灌丛

４９４. 云实(Ｂｉａｎｃａｅａ ｄｅｃａｐｅｔａｌａ)＋清香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ｆｏ￣
ｌｉａ)灌丛∗

４９５. 铜钱树(Ｐａｌｉｕｒｕｓ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ｕｓ)＋龙须藤(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
ｎｉｉ)灌丛

４９６. 清香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ｆｏｌｉａ) ＋华西小石积(Ｏｓｔｅｏｍｅｌｅｓ
ｓｃｈｗｅｒｉｎａｅ)灌丛∗

４９７. 火棘(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绣线菊(Ｓｐｉｒａｅａ ｓａ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
牡荆(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ｖａｒ. ｃａｎｎａｂｉｆｏｌｉａ)灌丛

４９８. 白刺花(Ｓｏｐｈｏｒａ ｄａｖｉｄｉｉ)＋云实(Ｂｉａｎｃａｅａ ｄｅｃａｐｅｔａｌａ)灌丛

(十) 常绿阔叶灌丛

４９９. 火索藤(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ａｕｒｅａ)灌丛

５００. 龙须藤(Ｂ.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灌丛

５０１. 海南龙血树(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ｎａ)灌丛

５０２. 剑叶龙血树(Ｄ.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灌丛∗

５０３. 冬青叶鼠刺(Ｉｔｅａ ｉ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灌丛

５０４. 滇鼠刺(Ｉ.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灌丛

５０５. 小冻绿树(Ｒｈａｍｎ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灌丛

５０６. 冻绿(Ｒ. ｕｔｉｌｉｓ)＋老虎刺(Ｐｔｅｒｏｌｏｂｉｕｍ 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ｍ)灌丛

５０７. 香港鹰爪花(Ａｒｔａｂｏｔｒｙｓ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茶条木(Ｄｅｌａｖａｙａ
ｔｏｘｏｃａｒｐａ)灌丛∗

５０８. 金花小檗(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ｗｉｌｓｏｎａｅ) ＋平枝栒子(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ｈｏｒｉ￣
ｚｏｎｔａｌｉｓ)灌丛

５０９. 山石榴(Ｃａｔｕｎａｒｅｇａｍ ｓｐｉｎｏｓａ)灌丛

５１０. 五瓣子楝树(Ｄｅｃａｓｐｅｒｍｕｍ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ｕｍ)灌丛∗

５１１. 茶条木(Ｄｅｌａｖａｙａ ｔｏｘｏｃａｒｐａ)灌丛∗

５１２. 亮叶中南鱼藤(Ｄｅｒｒｉｓ ｆｏｒｄｉｉ ｖａｒ. ｌｕｃｉｄａ)灌丛∗

５１３. 假鹰爪(Ｄｅｓｍｏ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灌丛

５１４. 车桑子(Ｄｏｄｏｎａｅａ ｖｉｓｃｏｓａ)灌丛

５１５. 斜叶榕(Ｆｉｃｕ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ｓｕｂｓｐ. ｇｉｂｂｏｓａ) ＋毛果巴豆(Ｃｒｏｔｏｎ
ｌａｃｈｎｏｃａｒｐｕｓ)灌丛

５１６. 石山棕(Ｇｕｉｈａｉａ ａｒｇｙｒａｔａ)灌丛∗

５１７. 安顺润楠(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倒卵叶旌节花(Ｓｔａｃｈｙｕｒｕｓ
ｏｂｏｖａｔｕｓ)＋滇鼠刺(Ｉｔｅ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灌丛∗

５１８. 铁仔(Ｍｙｒｓｉｎ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灌丛

５１９. 南天竹(Ｎａｎｄｉｎ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雀梅藤(Ｓａｇｅｒｅｔｉａ ｔｈｅａ)灌丛

５２０. 广西澄广花(Ｏｒｏｐｈｅａ ａｎｃｅｐｓ)灌丛∗

５２１. 鸡爪簕(Ｏｘｙｃｅｒｏ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灌丛

５２２. 清香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ｆｏｌｉａ)灌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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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 番石榴(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灌丛

５２４. 老虎刺(Ｐｔｅｒｏｌｏｂｉｕｍ 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ｍ)灌丛

５２５. 火棘(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灌丛

５２６. 乌冈栎(Ｑｕｅｒｃｕｓ ｐｈｉｌｌｙｒｅｏｉｄｅｓ)灌丛

５２７. 矮棕竹(Ｒｈａｐｉｓ ｈｕｍｉｌｉｓ)灌丛

５２８. 刺桑(Ｓｔｒｅｂｌｕｓ ｉ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ｓ)灌丛

５２９. 贵州蒲桃(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ｈａｎｄｅｌｉｉ)＋窄叶蚊母树(Ｄｉｓｔｙｌｉｕｍ ｄｕｎ￣
ｎｉａｎｕｍ)灌丛

５３０. 常绿榆(Ｕｌｍｕｓ ｌａｎｃｅｉｆｏｌｉａ)＋清香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ｆｏ￣
ｌｉａ)灌丛∗

５３１. 毛果翼核果 ( Ｖｅｎｔｉｌａｇｏ ｃａｌｙｃｕｌａｔａ) ＋咀签 (Ｇｏｕａｎｉａ ｌｅｐ￣
ｔｏｓｔａｃｈｙａ)灌丛∗

５３２. 球核荚蒾(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ｐｒｏｐｉｎｑｕｕｍ)灌丛

５３３. 虾子花(Ｗｏｏｄｆｏｒｄｉ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灌丛

(十一) 肉质刺灌丛

５３４. 仙人掌(Ｏｐｕｎｔｉａ ｄｉｌｌｅｎｉｉ) ＋量天尺(Ｈｙｌｏｃｅｒｅｕｓ ｕｎｄａｔｕｓ)刺
灌丛

(十二) 竹丛

５３５. 箬叶竹(Ｉｎｄ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ｌｏｎｇｉａｕｒｉｔｕｓ)灌丛

三、 草本植被

(十三) 灌草丛

５３６. 硬秆子草(Ｃａｐｉｌｌｉｐｅｄｉｕｍ ａｓｓｉｍｉｌｅ)草丛

５３７. 细柄草(Ｃ.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ｕｍ)＋黄背草(Ｔｈｅｍｅｄ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草丛

５３８. 金丝草(Ｐｏｇｏｎａｔｈｅｒｕｍ ｃｒｉｎｉｔｕｍ)草丛

５３９. 金发草(Ｐ. ｐａｎｉｃｅｕｍ)草丛

５４０. 蕨(Ｐｔｅｒｉｄｉｕｍ ａｑｕｉｌｉｎｕｍ ｖａｒ. ｌａｔｉｕｓｃｕｌｕｍ)草丛

５４１. 毛轴蕨(Ｐ. ｒｅｖｏｌｕｔｕｍ)草丛

５４２. 毛秆野古草(Ａ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 ｈｉｒｔａ)＋鸭嘴草( 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 ａｒｉｓｔａ￣
ｔｕｍ ｖａｒ. ｇｌａｕｃｕｍ)草丛

５４３. 芦竹(Ａｒｕｎｄｏ ｄｏｎａｘ)草丛

５４４. 臭根子草(Ｂｏｔｈｒｉｏｃｈｌｏａ ｂｌａｄｈｉｉ)草丛

５４５. 飞机草(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草丛

５４６. 扭鞘香茅(Ｃｙｍｂｏｐｏｇｏｎ ｔｏｒｔｉｌｉｓ)＋白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草丛

５４７. 拟金茅(Ｅｕｌａｌｉｏｐｓｉｓ ｂｉｎａｔａ)草丛

５４８. 黄茅(Ｈｅｔｅｒｏｐｏｇｏｎ ｃｏｎｔｏｒｔｕｓ)草丛

５４９. 白茅(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草丛

５５０. 细毛鸭嘴草(Ｉｓｃｈａｅｍｕｍ ｃｉｌｉａｒｅ)草丛

５５１. 五节芒(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ｆｌｏｒｉｄｕｌｕｓ)草丛

５５２. 类芦(Ｎｅｙｒａｕｄｉａ ｒｅｙｎａｕｄｉａｎａ)草丛

５５３. 斑茅(Ｓａｃｃｈａｒｕｍ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ｕｍ)草丛

５５４. 黄背草(Ｔｈｅｍｅｄ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草丛

注:∗代表喀斯特专性群系ꎮ
Ｎｏｔｅ: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ｔｏ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ｋａｒｓｔ.

３　 讨论

本文总结的植被群系类型是基于历史文献和

现有植被调查数据ꎬ部分群系类型只有类型提及

或简单的特征描述ꎬ未见样方调查数据ꎬ此类群系

类型是否成立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ꎮ 部分类型虽

然有历史样方数据ꎬ但由于环境变化、人类干扰和

植被的动态演替ꎬ这些类型可能已不复存在ꎮ 由

于调查的范围和精度有限ꎬ所以有些植被类型可

能至今还未被发现ꎬ尤其是在偏远的植被调查空

白区ꎮ 此外ꎬ本文总结的主要是喀斯特区自然植

被类型ꎬ没有包括农业植被和以农林产品经营为

主的人工植被ꎮ
本文划分的植被群系类型主要是遵循中国植

被分类系统的优势度原则ꎬ基于群落的优势种ꎬ而
喀斯特植被物种组成复杂ꎬ群落优势种时常不明

显ꎬ这给群落类型的划分与命名增加了难度ꎬ尤其

是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的划分ꎮ 植被数量分类

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ꎬ但鉴于目前喀斯特区的

植被调查还相对有限ꎬ样方数据不能全面反映该

区域的植被类型与特征ꎬ利用植被数量分类可能

会忽视或合并一些客观存在但目前调查样方很有

限的类型ꎮ 因此ꎬ本文在划分常绿与落叶阔叶混

交林时ꎬ对于有样方数据的群落ꎬ根据最新的中国

植被分类系统修订方案ꎬ 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

的定义为常绿乔木与落叶乔木两类生活型的重要

值介于 ２５％ ~７５％ 的群落(郭柯等ꎬ ２０２０)ꎮ 考虑

到喀斯特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是在常绿阔叶林

气候带下的土壤顶极类型ꎬ因此群落命名统一采

用乔木层第一优势常绿树种＋第一优势落叶树种ꎮ
喀斯特专性群系ꎬ表示该群系中群落的物种

组合目前仅见于喀斯特生境ꎬ并不代表群落内所

有物种均局限于喀斯特生境分布ꎮ 在本文列出的

喀斯特植被群系中ꎬ一部分群系是喀斯特专性群

系ꎬ大部分群系是既分布在喀斯特生境也分布在

酸性土生境ꎮ 本文通过判断群系中是否有主要优

势物种为喀斯特专性物种来确定该群系是否为喀

斯特专性群系ꎮ 然而ꎬ有些可能仅分布于喀斯特

生境的群系ꎬ由于其主要优势物种不是喀斯特专

性ꎬ无法确定该群系是否也能在非喀斯特区域发

育形成ꎬ因此本文未将其标明为喀斯特专性群系ꎮ
喀斯特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对喀斯特生境的适

应性是多层次的ꎬ不仅是物种水平的适钙性ꎬ更是

群落水平对这种特殊生境的适应ꎬ包括土壤干旱

等ꎮ 例如ꎬ侯学煜先生认为喀斯特山地岩石裸露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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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岩沟、岩隙和山麓才有薄层钙质土壤覆盖ꎬ加
上石灰岩地层漏水、土壤干燥、岩面吸热和散热

快、昼夜温差大ꎬ这些生境特殊性限制了地带性常

绿阔叶树的正常生长ꎬ同时孕育了许多适应旱生

生境的喜钙落叶阔叶优势树种(侯学煜ꎬ１９８２)ꎬ最
常见的群系类型如青冈属与朴属、榆属、青檀属、
榉属、黄连木属、化香树属、香槐属等形成的混交

林ꎮ 从这个角度判断ꎬ这些混交林类型都可能是

喀斯特专性群系类型ꎮ 然而ꎬ由于资料不充分ꎬ这
些类型尚无法准确界定是否为喀斯特生境特有ꎬ
因此在本文中未标明ꎬ有待于更加深入调查研究ꎮ

由于热带喀斯特森林植被结构复杂ꎬ在植被

型分类等级上不同学者提出自己观点ꎬ如王洪等

(１９９７)和朱华(２０１８)将西双版纳热带喀斯特森

林分为 ３ 个植被型ꎬ热带季节性雨林、热带季节性

湿润林、热带山地矮树林ꎮ 本文按照最新的中国

植被分类系统的框架ꎬ将热带喀斯特森林中的大

部分群系归为雨林(季节性雨林)ꎬ原属于硬叶常

绿阔叶林的易武栎林等归为常绿阔叶林ꎬ麻楝林

和长果木棉林等里落叶成分较多ꎬ归为季雨林ꎮ
在湖南、湖北、重庆、广西等区域的喀斯特山

地ꎬ发现一定规模连片的喜酸性次生植被类型分

布 (如马尾松纯林、马尾松与阔叶树的混交林

等)ꎬ这主要是因为在碳酸盐岩表面覆盖了亚热带

湿润半湿润地区的地带性土壤 (黄壤、红壤)ꎬ土
壤为酸性 (ｐＨ 值多介于 ４. ５ ~ ６. ０)ꎬ适合马尾松

等植物生长ꎮ 因此ꎬ严格意义上讲此类森林不属

于喀斯特植被ꎮ
致谢　 感谢张信宝研究员对本文的指导ꎬ许

为斌、黄俞淞帮助审核喀斯特专性植物的判定ꎮ
本文引用了大量学者发表的关于喀斯特植被的文

献资料ꎬ由于篇幅所限ꎬ不能在参考文献中全部列

出ꎬ在此表示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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