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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热带森林植被分类纲要
朱　 华∗

(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ꎬ 云南 勐腊 ６６６３０３ )

摘　 要: 热带森林是云南的重要植被类型ꎬ 虽对云南热带森林植被的系统分类及研究在«云南植被»中有

所体现ꎬ并发表了大量论文ꎬ但在植被类型的划分、命名及其解释上却不尽相同ꎬ特别是对群系的记录很不

全面ꎮ 该文总结已掌握的研究资料ꎬ参考世界类似热带森林植被的研究成果ꎬ系统地对云南热带森林植被

的类型、分类、物种组成和群落特征等进行了归纳ꎮ 结果表明:云南的热带森林植被包括 ３ 个主要的植被

型ꎬ 即热带雨林、季雨林、季节性湿润林ꎮ 云南的热带雨林是在亚洲热带北缘季风气候下发育的在水分、热
量和分布海拔上均到了极限条件的热带雨林类型ꎬ分为热带季节性雨林和其山地变型—热带山地雨林二个

植被亚型ꎬ 前者包括 １９ 个群系ꎬ 后者包括 １２ 个群系ꎮ 文中的热带季雨林是依据其原始定义指介于热带雨

林与萨王纳之间的一种热带落叶至半常绿森林植被ꎬ其分布主要受水分条件制约ꎬ非纬向地带性植被ꎻ它们

分为落叶季雨林和半常绿季雨林 ２ 个植被亚型ꎬ前者包括 ７ 个群系ꎬ 后者包括 ３ 个群系ꎮ 把分布于云南南

部石灰岩山地的在一些植物学文献中称之为“石灰岩季雨林”的热带森林植被ꎬ考虑其常绿至半常绿的外貌

特征、特殊的植物区系组成以及乔木层没有一个明显的无叶(落叶)期(其落叶现象可能主要由于局部生境

的干燥和历史的原因ꎬ并非是由于地区性气候干旱所导致)ꎬ它们与季雨林的原始定义不符ꎻ该文使用名称

热带季节性湿润林来定义这类发生在石灰岩山中、上部ꎬ在热带季节雨林带之上的热带山地垂直带上的植

被类型ꎮ 季节性湿润林也分为季节性常绿湿润林及季节性半常绿湿润林 ２ 个植被亚型ꎬ各包括 ２ 个群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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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热带地区主要分布在西藏的东南部以

及云南、广西、广东、台湾的南部和海南岛ꎬ这些地

区均属于热带亚洲的北部边缘ꎬ但具有最大面积

和较典型的热带森林地区却主要分布在云南ꎬ从
西南 部 到 东 南 部 都 有 分 布 ( 朱 华ꎬ ２０１７ꎻ Ｚｈｕꎬ
２０１７ａꎬ ｂ)ꎮ

云南的热带森林植被自 １９３９ 年王启无有所提

及(Ｗａｎｇꎬ１９３９)ꎬ自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以来中国

科学院、云南大学等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ꎬ已发

表了很多研究论文ꎬ一些较为综合性的研究已在

«云 南 植 被 » ( 吴 征 镒ꎬ １９８７ ) 中 发 表ꎬ 金 振 洲

(１９８３)也初步描述了云南热带雨林和季雨林植被

的特征ꎬ随后又发表了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

植被群落类型多样性(金振洲和欧晓昆ꎬ１９９７)ꎮ
至今在对云南各种热带森林群落的研究上ꎬ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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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ꎬ ２００８ａꎬ ｂꎻ Ｚｈｕ ＆ Ｒｏｏｓꎬ ２００４ꎻ Ｚｈｕ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００４ꎬ ２００５ꎬ ２００６ａꎬ ｂꎬ ２０１５)ꎬ 充分

肯定了在云南具有印度、马来西亚类型的亚洲热

带雨林ꎮ 然而ꎬ与世界主要的热带雨林分布地区

相比ꎬ云南的热带地区由于纬度偏北和海拔偏高ꎬ
本身又是山原地貌ꎬ有相对较低的年平均温度

(２１ ~ ２２ ℃)和年降雨量(平均１ ５００ ｍｍ)ꎮ 故长

期以来ꎬ 在云南是否有真正的热带雨林仍有争论ꎮ
一些生态学家习惯地认为如果云南有热带雨林的

话ꎬ它应可能是辛柏尔定义的经典热带雨林与季

风林之间的一种类型 (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ꎬ １９０３)ꎬ或是理

查斯早期所认为的一种在很多方面与真正热带雨

林相区别的亚热带雨林类型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ꎬ １９５２)ꎮ
早期的研究初步肯定了云南南部具有生物地理意

义上的真正热带雨林 (Ｆｅｄｏｒｏｖꎬ １９５８)和热带植物

区系 (Ｆｅｄｏｒｏｖꎬ １９５７)ꎬ 但仍就认为它们是一种与

印度、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不同的类型ꎮ 直到典

型的东南亚热带雨林类型的标识植物———龙脑香

科的望天树等在云南热带雨林中存在的发现ꎬ云
南南部具有东南亚类型的真正热带雨林这一事实

才被国际上普遍接受 (Ｗｈｉｔｍｏｒｅꎬ １９８２ꎬ１９９０)ꎮ 由

于云南的热带雨林是一种分布在水分和热量上均

到了极限条件的热带雨林类型ꎬ在热带雨林中具

有一定比例的落叶树种存在ꎬ中国学者命名为热

带季节性雨林或季节雨林 (吴征镒ꎬ１９８７)ꎬ以区

别于亚洲赤道低地的常绿热带雨林ꎮ
除了研究论文外ꎬ涉及到云南热带雨林和季

雨林分布区域的一些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中

也有相关对其热带雨林和季雨林植被和植物群落

类型的描述(许建初ꎬ ２００２ꎬ ２００３ꎻ杨宇明和杜凡ꎬ
２００４ꎬ ２００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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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云南植被»中所用资料主要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大部分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调查资

料)ꎬ当时因条件限制ꎬ对云南热带森林的研究不

深入ꎬ加之可供参考的周边东南亚热带森林植被

的研究资料也不多ꎬ故在植被分类、植被类型的命

名及其解释上也不尽相同ꎮ 对包括云南在内的热

带季雨林的解释和运用是不一致的ꎬ特别是易于

把季雨林与热带雨林相混淆(朱华ꎬ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１)ꎮ
云南是世界生物学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和热点地区

(即东喜马拉雅和印－缅生物学多样性热点和关键

地区的一部分) (Ｍｙｅｒｓꎬ １９９８)ꎬ 倍受国际学术界

的关注ꎮ 随着对云南热带森林植被研究的不断深

化及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的深入开展ꎬ有关

植被类型的划分和名称术语的释义均有了新的发

展ꎬ有必要进一步总结研究资料ꎬ参考世界类似热

带森林植被的研究成果ꎬ对云南热带森林植被的

类型、分类、物种组成和群落特征等作一个概要性

归纳ꎬ十分必要ꎮ 目前云南省正在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ꎬ 云南的热带雨林和季雨林首当其冲ꎮ
除云南分布有热带森林外ꎬ 在广西西南、南部

和海南岛也仍有较大面积的热带森林植被ꎮ 在广

西西南部、南部ꎬ热带森林植被主要发育在石灰岩

地区ꎬ在植被类型和分类研究上已有大量论文发

表ꎬ 代表性的论文如苏宗明和李先琨 (２００３)、王
献溥等 ( １９９８)ꎮ 王献溥等 ( ２０１４) 和苏宗明等

(２０１４)出版了覆盖广西全境的植被调查研究专

著ꎬ在苏宗明等(２０１４)的著作里ꎬ记录了 ３７ 个热

带季节雨林群系ꎬ 其中包括 １５ 个群系在石灰岩生

境ꎮ 对海南热带森林的研究开始较早ꎬ较系统的

植被类型描述见广东植物研究所(１９７６)ꎬ随后也

发表了大量具体植被类型和植物群落的研究论

文ꎬ特别是针对各自然保护区的考察报告ꎬ但在对

植被类型的名称和运用上各有不同ꎮ 较为系统的

海南热带森林植被的分类见王伯荪和张炜银

(２００２)ꎮ 云南的热带森林植被在分类的原则和依

据、分类单位和系统上比较接近广西热带森林植

被的分类ꎮ 除了较早期的海南植被分类文献外ꎬ
云南的热带森林植被的分类与后期海南的植被分

类有较多差异ꎮ 我们撰写该纲要ꎬ不仅对云南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ꎬ对相关研究者ꎬ对林业、环保等

工作者提供资料ꎬ也对中国其它热带地区森林植

被的研究的提供参考ꎮ

１　 云南的热带森林植被类型

１.１ 雨林

热带雨林是指潮湿或湿润热带地区的一类常

绿高大的森林植被(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ꎬ １９０３)ꎮ 热带雨林

具有独特的外貌和结构特征ꎬ与世界上其它森林

类型有清楚的区别ꎮ 热带雨林物种组成极端丰

富ꎬ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ꎮ 由

于热带潮湿地区生境优越ꎬ热带雨林生长成为一

种高大而多层结构的森林植被ꎬ 其乔木有三到四

个树层ꎬ第一层高度一般都在 ３０ ｍ 以上ꎮ 热带雨

林中的大乔木通常都具有板根ꎬ一些中小乔木具

有由不定根或气生根生长而形成的支柱根ꎮ 热带

雨林中木质大藤本和附生植物十分丰富ꎬ林下草

本植物多具有大型叶子ꎮ
“热带雨林”这一名称的的范畴和运用并不一

致ꎮ 在热带亚洲ꎬ热带山地垂直带上各植被类型

都被归类于广义的热带雨林植被型ꎬ作为不同亚

类 (Ｗｈｉｔｍｏｒｅꎬ １９９０)ꎮ 中国学者大多采用与亚洲

热带雨林一致的分类ꎬ把云南的热带雨林作为一

个植被型ꎬ划分为湿润雨林、季节雨林和山地雨林

三个植被亚型ꎬ前二者相当于东南亚的低地雨林

或通称的热带雨林ꎬ 后者为热带雨林的一个山地

变型(吴征镒ꎬ１９８７)ꎮ
由于发生在季风热带北缘山地ꎬ云南热带雨

林在其林冠层中有部分落叶树种存在ꎬ是季风气

候条件下发育的热带雨林类型ꎮ 在过去的植物学

文献中ꎬ根据分布生境和一些标识树种的差异ꎬ把
云南的低地热带雨林划分为湿润雨林和季节雨林

二个植被亚型ꎮ 云南的湿润雨林和季节雨林在生

态外貌和结构特征上很类似ꎬ它们在林冠层中或

多或少都有落叶树种存在ꎬ二者在种类组成上差

异也不大ꎬ应为处理同一植被亚型ꎬ均属于季节性

雨林ꎮ 云南的热带雨林是一种在水分、热量和分

布海拔上均到了极限条件的热带雨林类型ꎬ属于

纬向地带性植被ꎮ 云南的热带雨林ꎬ根据植被分

类的一般原则和依据及其特征ꎬ分为热带季节性

雨林和其山地变型—热带山地雨林二个植被亚型

(Ｚｈｕꎬ ２０１７ａ)ꎮ
１.１.１ 热带季节性雨林 　 云南的热带季节性雨林

具有如下特点:(１)植物种类组成丰富ꎮ 在２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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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２ 取样面积内可以有维管植物 １５０ ~ ２００ 种ꎬ 其

中ꎬ 胸径在 ５ ｃｍ 以上的树木是 ４４ ~ ６３ 种 (如果包

括幼树、幼苗ꎬ 则树木种数是 ８０ ~ ９０ 种) ꎬ 藤本植

物 ３０ ~ ４０ 种ꎬ 灌木 １５ ~ ２０ 种ꎬ 草本植物 １５ ~ ２５
种ꎬ 附生植物 ５ ~ ２０ 种ꎮ (２)层次结构复杂ꎮ 在一

个发育较好的林地ꎬ可以划分出五个基本层ꎬ乔木

有 ３ 层ꎬ即上层、中层和下层ꎬ幼灌层和草本层ꎮ
层次过度不明显 (上层除外)ꎮ (３)上层乔木树干

高大ꎬ挺拔ꎬ分枝很高ꎮ 高一般为 ３０ ~ ６０ ｍꎬ高高

伸出于中层林冠之上ꎮ 乔木中层覆盖度最大ꎬ 构

成林冠层ꎮ (４)群落季相变化明显ꎮ 乔木上层中

含有 １ / ３ ~ １ / ４ 的落叶树种ꎬ它们主要在干季落叶ꎬ
乔木中层和下层终年常绿ꎮ (５)生活型组成以常

绿大、中高位芽植物为主ꎬ以单叶、革质、全缘、中
型叶为优势ꎮ (６)灌木层以乔木的幼树为优势ꎬ灌
木种类不多ꎬ并且灌木常长成小树状ꎬ缺乏真正的

从基部分枝的灌木ꎮ (７)乔木树皮光滑ꎬ色浅ꎬ 上

层乔木普遍具有板状根ꎬ中下层乔木有老茎生花ꎬ
下层植物中常有滴水尖现象ꎮ (８)林内附生植物

丰富ꎮ 附生植物主要是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天南

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苦苣苔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萝摩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及蕨类植物ꎬ有叶面附生苔藓植

物ꎮ 木质大藤本亦十分丰富ꎬ也有绞杀植物ꎮ (９)
植物区系组成以热带东南亚成分为主ꎬ上中层乔

木大多与中南半岛的热带雨林共通ꎮ 云南的热带

雨林 按 种 数 以 大 戟 科 (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 樟 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无患子科 ( Ｓａｐｉｎｇｄａｃｅａｅ)、使君子科 (Ｃｏｍｂｒｅｔａｃｅ￣
ａｅ)、番荔枝科 (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为优势科ꎬ 按在群落

中的重要值ꎬ则以龙脑香科 (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大
戟科、樟科、桑科、无患子科、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番
荔枝科、楝科、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为主ꎮ

云南的热带季节性雨林约 ８０％的科、９０％的

属和 ９０％以上的种均为热带成分ꎬ其中约 ４０％的

属和 ７０％的种为热带亚洲分布成分ꎬ无疑是东南

亚热带雨林的一个类型ꎮ
１.１.２ 热带山地雨林 　 热带山地雨林为热带雨林

的山地变型ꎬ该类森林中热带雨林成分约占 ６０％ꎬ
外貌和结构多具雨林特点ꎬ但缺乏散生巨树ꎬ板根

和茎花现象少见ꎬ树蕨类植物丰富ꎮ 云南的热带

山地雨林主要分布在海拔 ９００ ~ １ ２００ ｍ 的湿润山

地或受逆温影响的山地海拔１ ３００ ~ １ ８００ ｍ 的一

些沟谷中ꎮ
以西双版纳的热带山地雨林为例ꎬ群落高

２２~ ３０(３５)ｍꎬ散生巨树不明显ꎬ乔木通常 ２ 层ꎬ羽
状复叶种类比例相对较低(与季节雨林相比)ꎬ木
本植物优势叶级为中叶ꎬ板根和茎花现象少见ꎬ附
生植物丰富ꎮ 热带山地雨林在植物区系组成上以

樟 科、 大 戟 科、 壳 斗 科 (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 豆 科

(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 茜 草 科 (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 山 茶 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等占优势ꎬ若按乔木重要值ꎬ以樟科、木
兰科(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大戟科、壳斗科、单室茱萸科

(Ｍａｓｔｉｘｉａｃｅａｅ)等为主ꎮ
根据对云南的热带山地雨林的生态外貌特征

和植物区系组成的深入研究ꎬ 在«云南植被»中描

述的海拔低于 ９００ ｍ 的地区的山地雨林群落ꎬ几
乎与热带季节雨林分不开ꎬ一些在海拔１ ０００ ｍ 以

上区域的群落ꎬ也常与所谓季风常绿阔叶林有混

淆ꎮ 在这里我们仍以«云南植被»对热带山地雨林

的原始定义为准ꎬ对云南热带地区的所谓“山地雨

林”的各群落进行了梳理ꎬ把与热带季节雨林分不

开的一些低海拔区域的群落归为热带季节雨林的

群落类型ꎬ把一些与季风常绿阔叶林混淆的群落

归为相应的季风常绿阔叶林群落ꎮ
云南的热带山地雨林在生态外貌特征上与热

带亚洲和美洲的低山雨林或亚山地雨林接近

(Ｇｒｕｂｂ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６４)ꎬ在植物区系组成上则与热带

亚洲的低山雨林类似 (Ａｓｈｔｏｎꎬ ２００３)ꎬ 它们在性

质上应归属于热带亚洲的低山雨林ꎮ
１.２ 季雨林

季雨林是在具有明显干、湿季变化的热带季

风气候下发育的一种热带落叶森林植被ꎮ 在东南

亚ꎬ季雨林与季节性雨林在一些地方相互交错ꎬ镶
嵌分布ꎮ 按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１９０３)的定义ꎬ 季雨林是在

热带季风气候下发育的介于热带雨林与萨王纳之

间的一种热带落叶森林植被ꎮ 在云南ꎬ季雨林主

要分布在海拔１ ３００ ｍ 以下的几大河流开阔河段

两岸和一些开阔河谷盆地受季风影响最强烈的地

段ꎬ 例如ꎬ 澜沧江、怒江、元江等大河干流及支流

的一些地段ꎬ南盘江、阿墨江、把边江、大盈江、藤
条江、驮娘江等的河谷地段ꎬ多呈不连续的片状

分布ꎮ
在一些中国植物学文献中ꎬ由于主要考虑到

云南位于季风热带北缘这一地理特点ꎬ把云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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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地区与热带季节性雨林交错分布的一些常绿和

半常绿的热带森林植被都称为热带季雨林ꎬ 认为

它们是分布于热带北缘的一个植被类型ꎬ 它们一

方面向雨林方向发展ꎬ 同时也向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过渡ꎬ是一个介于热带雨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之间的植被类型ꎬ 属于纬向地带性植被(吴征

镒ꎬ１９８０ꎬ １９８７ )ꎮ 王 伯 荪 ( １９８７ )、 林 媚 珍 等

(１９９６ )、 王 伯 荪 和 张 炜 银 ( ２００２ ) 提 出ꎬ 根 据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１９０３)对季风林(ｍｏｎ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ꎬ 我国译

为季雨林)的概念和定义ꎬ 它是一种在干季基本上

无叶、界于雨林与稀树草原(萨瓦纳)之间的植被

类型ꎬ 属于经向地带性植被ꎮ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１９９６)根据年降雨量和年干旱月数

把年降雨量≥１ ２００ ｍｍꎬ 年干旱月数为 ４ ~ ６ 个月

的地区的气候分为热带湿润气候(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ｗｅｔ￣ｄｒｙ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ꎬ把年降雨量≥７００ ｍｍꎬ 年

干旱月数为 ６ ~ ８ 个月的地区的气候分为热带半湿

润气候(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ｗｅｔ￣ｄｒｙ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ꎮ 与

之相对应的植被类型是热带湿润气候—半常绿季

节林( ｓｅｍｉ￣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ꎬ热带半湿润

气候—落叶季节林(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ꎮ 这

与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１９０３)对热带森林植被类型的划分类

似ꎬ 其落叶季节林相当于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１９０３)的季雨

林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ꎮ 二者均把热带季雨林或热带

落叶季节林作为与热带雨林有同样的热量要求ꎬ
但水湿因子不同ꎬ介于热带雨林与萨王纳之间的

植被类型ꎮ
按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和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的分类ꎬ云南热带地

区的气候应是介于热带湿润和热带半湿润气候之

间ꎬ在此气候下发育的地带性植被理论上是半常

绿季节林和落叶季节林ꎮ 然而ꎬ由于云南的特殊

地形地貌ꎬ干季的浓雾及局部地形下的湿润土壤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降水的不足ꎬ 在局部仍能形

成较地区性气候更为湿润的小气候ꎬ这些局部生

境的半常绿季节林的落叶成分相对较少ꎬ雨林特

征发育ꎬ成为热带雨林的一个类型—热带季节性

雨林ꎮ 而在较开阔的盆地和受季风影响强烈的河

谷ꎬ发育有落叶季节林ꎬ即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１９０３)定义的

季雨林ꎮ 因此ꎬ云南的季雨林ꎬ与热带季节性雨林

水平交错分布和与热带山地的常绿阔叶林过渡ꎬ
分布 主 要 受 水 分 因 子 控 制ꎬ 符 合 于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１９０３)定义的与热带雨林有同样的热量要求ꎬ但

水湿因子不同ꎬ介于热带雨林与萨王纳之间的植

被类型 (朱华ꎬ２０１１)ꎮ
云南季雨林的特点是群落高度较矮ꎬ一般高

为 ２０ ~ ３０ ｍꎬ结构相对简单ꎬ乔木一般仅有一至二

层ꎬ上层树种在干季落叶或上层及下层树种在干

季都落叶ꎬ即有一个明显的无叶时期ꎮ 上层树种

树冠通常呈伞状ꎬ冠幅大ꎬ分枝低ꎬ枝桠粗大弯曲ꎬ
树皮厚而粗糙ꎬ也有板根现象ꎬ但林内明显较干

燥ꎬ木质藤本及附生植物较少ꎮ 云南的季雨林代

表树种有木棉 (Ｂｏｍｂａｘ ｃｅｉｂａ)、毛麻楝 (Ｃｈｕｋｒａｓｉａ
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ｓ ｖａｒ. ｖｅｌｕｔｉｎａ )、 劲 直 刺 桐 (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
ｓｔｒｉｃｔａ)、厚皮树 (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家麻树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ｐｅｘａ)、香合欢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ａ)、东
京枫 杨 (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 楹 树 (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桂火绳 (Ｅｒｉｏｌａｅｎａ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钝叶黄

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居间紫薇 (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余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羊蹄甲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黑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ｆｕｓｃａ)、榆
绿木(Ａｎｏｇｅｉｓｓｕｓ ａｃｕｍｕｎａｔａ)、毛果扁担杆 (Ｇｒｅｗｉａ
ｅｒｉｏｃａｒｐａ)、 一 担 柴 ( Ｃｏｌｏｎ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槟 榄 青

( 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ｐｉｎｎａｔａ )、 火 烧 花 ( Ｍａｙ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ｉｇｎｅｕｍ)、帽柱木 (Ｍｉｔｒａｇｙｎａ ｂｒｕｎｏｎｉｓ)等ꎮ

云南季雨林植被在生活型组成上ꎬ 木本植物

占的比例最大ꎬ占 ４８％ꎻ其次是草本植物ꎬ占 ３５％ꎻ
藤本植物占 １６％ꎮ 在整个群落中主要以高位芽植

物为主ꎬ其中又以中高位芽植物占优势ꎬ占 ２８％ꎻ
其次是矮高位芽植物ꎬ占 １４％ꎮ 在草本植物中主

要以地面芽植物为主ꎬ占 １７％ꎻ其次是地下芽植

物ꎬ占 ７％ꎻ一年生植物占 ６％ꎻ草本高位芽植物占

４％ꎻ而地上芽植物最少ꎬ占 １％ꎮ
云南季雨林以豆科、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大戟

科、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茜草科、桑科、荨麻科 (Ｕｒ￣
ｔｉｃａｃｅａｅ)、椴树科 (Ｔｉｌｉａｃｅａｅ)等为主要组成科ꎮ 在

植物区系成分构成上ꎬ热带分布属占到总属数的

８０％ꎮ 在热带分布属中ꎬ以泛热带分布属比例最

高ꎬ占总属数的 ３４％ꎻ热带亚洲分布属占总属数的

１８％ꎻ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属占总属数的

１０％ꎬ旧世界热带分布属亦占总属数的 １０％ꎮ
典型的季雨林是在热带季风气候下发育的介

于热带雨林与萨王纳之间的一种热带落叶森林植

被ꎬ 其发生主要受水分因素控制ꎮ 由于云南的季

雨林与热带季节雨林因生境的水分因子不同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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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分布ꎬ虽典型季雨林为落叶林ꎬ 但在与季节雨林

接壤的地段表现为过渡类型ꎬ在群落中出现一些

常绿树种ꎬ特别是在下层树种上出现较多的常绿

树种ꎬ这种过渡类型也被一些学者定义为半常绿

季雨林ꎬ本人也同意把与季节性雨林过渡的这类

半常绿热带森林作为半常绿季雨林处理ꎮ 这样ꎬ热
带季雨林就分为二个植被亚型: 落叶季雨林(典型

类型)和半常绿季雨林(过渡类型)ꎮ
在我国的一些植物学文献资料中曾把分布在

石灰岩山地的常绿或半常绿的热带森林称之为

“石灰岩季雨林”(ｍｏｎ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ｏｎ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ꎮ 笔

者将这类石灰岩山地的常绿或半常绿的热带森林

称之或命名为“热带季节性湿润林” ( Ｚｈｕ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００６ａꎻ Ｚｈｕꎬ ２００６ꎻ 朱 华ꎬ ２００５ꎬ
２０１１ꎻ 朱华等ꎬ２０１５)ꎬ因为尽管此类森林受到季

节性干旱的明显影响而不同程度地具有落叶成

分ꎬ但它在许多方面与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１９０３)定义的季

雨林不相同ꎮ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的季雨林概念指的显然是

在旱季由于大气候所导致树木同时、全部落叶的

森林类型ꎮ 云南南部的季节性干旱在一定程度上

由雾露水以及这些月份中的低温所补偿ꎮ 分布在

石灰岩山地的季节性湿润林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落

叶期ꎬ 一些树木的落叶发生在旱季末期ꎬ有的甚至

在雨季落叶ꎬ有的树木在老叶落地的同时又在生

长新叶ꎮ 因此ꎬ季节性湿润林中的落叶现象可能

主要由于局部生境的干燥和历史的原因ꎬ并非是

由于地区性气候干旱所导致ꎮ 本文采纳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１９０３)的季雨林概念ꎬ 则云南南部的这类分布在

石灰岩山中、上部ꎬ并在石灰岩山脚及沟谷的热带

季节性雨林带之上的这类森林ꎬ就不能分类为季

雨林了ꎬ它们应是石灰岩山地垂直带上的一种植

被类型ꎮ 它们在群落外貌上不同于季雨林ꎬ在植

物区系组成上不同于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ꎬ在分

布上发育在热带季节性雨林带之上的石灰岩山

地ꎮ 根据其生态外貌、植物区系组成和生境特点ꎬ
我们认为用 “热带季节性湿润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ｏｉ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来称呼这类常绿或半常绿的石灰岩

山地森林类型更为恰当ꎮ 由于该类森林在群落外

貌上和植物区系组成上的特殊性ꎬ笔者建议在云

南植被分类系统中把它们作为一个单独的植被

型ꎬ它们属东南亚热带北缘石灰岩山地垂直带上

的一种植被类型ꎮ

１.３ 季节性湿润林

云南南部的热带季节性湿润林高度通常为

２０ ~ ２５ ｍꎬ在局部地方有部分落叶大树也可高达

３０ ｍꎮ 乔木层通常具有二个清楚的层次ꎬ在土壤

较丰富而湿润的地段ꎬ群落中乔木层以下有时还

可见由上层乔木的小树组成一个高 ２ ~ ３ ｍ 的小树

层ꎬ林内木质藤本丰富ꎬ厚叶的维管附生植物普

遍ꎬ板根和茎花现象相对较少ꎮ 由于石灰岩山坡

的地形和生境变化最大ꎬ至使此类森林在外貌和

区系组成上差异明显ꎮ 该森林类型在阴坡、低丘

顶部和较高的山丘上部呈常绿季相ꎬ在较为宽阔

而干燥的石灰岩山谷地和中、低山丘的干燥阳坡

则呈半常绿季相ꎮ
该类森林以大戟科、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龙舌兰科(Ａｇａｖａｃｅａｅ)等植物占优势ꎮ
根据落叶树种的多寡ꎬ可将其分为热带季节

性常绿湿润林和热带季节性半常绿湿润林二个植

被亚型ꎮ 季节性常绿湿润林分布于石灰岩山

６００ ~ １ ３００ ｍ 海拔的中低山坡、缓丘上部至丘顶ꎬ
岩石裸露常大于 ９０％ꎬ森林常绿ꎬ高 ２０ ~ ２５ ｍꎬ林
内木质藤本丰富ꎬ常见小而叶厚的维管附生植物ꎮ
季节性半常绿湿润林分布于较干燥的石灰岩山中

低山坡和宽阔的谷地中ꎬ森林呈半常绿季相ꎬ落叶

树种在上层乔木种类中占 ３０％ ~６０％ꎬ在重要值上

占 ３５％ ~６０％ꎬ林内多具小型木质藤本ꎻ维管附生

植物分布的频度相对较低ꎮ

２　 云南热带森林植被的分布

在云南ꎬ热带雨林主要分布在≥１０ ℃ 的年积

温≥７ ５００ ℃、最冷月平均温度≥１５ ℃、年绝对最

低气温多年平均值≥５ ℃的湿润热带地区ꎮ 热带

雨林在酸性土壤和石灰岩基质的土壤上都有分

布ꎬ虽然在群落的区系组成上有所差异ꎬ但它们的

生态外貌特征都是类似的ꎬ在植被高级分类单位

上ꎬ例如热带季节性雨林ꎬ无论在酸性土壤和石灰

岩基质的土壤上ꎬ 均为同一类型ꎮ 云南的热带雨

林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南部至东南部的边境地区ꎬ
其西南与缅甸接壤ꎬ 南与老挝ꎬ 东南与越南接壤ꎮ
该地区的气候随海拔的变化非常明显ꎮ 热带季节

性雨林主要分布在海拔为 ９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地区的局

部湿润生境ꎬ通常呈不连续的块片状分布ꎮ 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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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季节性雨林分布地带之上的局部地段可出现热

带山地雨林ꎮ
云南地形复杂ꎬ从云南东南部到西南部ꎬ地

势、地貌、地形均发生变化ꎬ导致气候明显分异ꎮ
从云南东南至西南部ꎬ 热带季节性雨林也在物种

组成和生态外貌特征上有一定程度的变化ꎬ形成

热带季节性雨林的不同群落类型ꎬ特别是在代表

种上各类型群落的热带雨林均有差异ꎮ
云南西南部和南部ꎬ主要受印度洋季风影响ꎬ

具有类似的热带雨林群系ꎻ云南东南部兼受东亚

季风影响ꎬ气候偏湿ꎬ特别是在山地ꎬ年降水量较

大ꎬ多在２ ０００ ｍｍ 以上ꎬ具有与西南部和南部有一

定差异的热带雨林群系ꎮ
云南东南部的热带雨林群系主要分布在南溪

河、元江、藤条江、李仙江和小黑江等河流下游地

区ꎮ 该区域在河谷地区年均温为 ２２ ~ ２３ ℃ꎬ 年降

雨量可达２ ０００ ｍｍꎮ 地带性土壤在海拔 ５００ ｍ 以

下主要为砖红壤性土和黄色砖红壤性土ꎬ 在 ５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的山地为砖红性红壤ꎬ １ ０００ ｍ 以上为山

地黄壤ꎮ 本区的热带季节性雨林主要分布在海拔

９００ ｍ 以下地区的沟谷部分ꎬ热带山地雨林分布在

山地地形雨充沛ꎬ 云雾多ꎬ 湿度大的海拔 ９００ ｍ
以上山地ꎮ

云南南部的热带雨林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自

治州和思茅地区的西南部ꎮ 热带季节性雨林一般

分布在海拔 ９００ ~ １ １００ ｍ 一下区域ꎬ及河谷盆地

海拔 ５００ ~ ８００ ｍ 之间ꎮ 在海拔１ ０００ ｍ 以上的一

些山地湿润生境ꎬ 分布有山地雨林ꎮ 本区年均温

为 ２０ ~ ２２ ℃ꎬ 年降雨量为１ ２００ ~ １ ５００ ｍｍꎬ ８０％
集中于雨季ꎬ 干湿季分明ꎬ 但干季雾露浓重ꎬ 全年

平均相对湿度在 ８０％左右ꎮ 本区在海拔 ８００ ｍ 以

下为砖红壤性土ꎬ ８００ ｍ 以上为砖红壤性红壤ꎬ 局

部石灰岩地区有棕色、红色石灰土ꎮ
云南西南部热带雨林主要分布在与缅甸相接

壤的地区ꎬ包括德宏州的一些地区及临沧地区的

西南部ꎮ 全境处于横断山系怒山与高黎贡山向南

伸展的末端ꎬ 整个地势由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ꎮ
山地大多在海拔２ ０００ ｍ 以下ꎬ 河谷盆地在海拔

４００ ~ ８５０ ｍ 之间ꎮ 该区气候受西南季风控制ꎬ 年

均温 １９ ~ ２１ ℃ꎬ 年雨量为１ ２００ ~ １ ７００ ｍｍꎬ ９０％
集中在雨季ꎬ 干湿季分明ꎮ 土壤类型在海拔 ９００
ｍ 以下为砖红壤性土ꎬ 石灰岩地区有黑色石灰土ꎬ

９００ ｍ 以上地区为红壤ꎮ 热带季节性雨林主要分

布于海拔 ８００ ~ ９００ ｍ 的阴湿沟箐中及低坡上ꎬ热
带山地雨林主要分布在海拔 ８００ ~ ９００ ｍ 的山地和

沟谷地区ꎮ 该区的热带季节雨林是云南分布最北

的热带雨林类型ꎮ 现今主要残存在南滚河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和云南铜壁关自然保护区里ꎮ
云南东南部以云南龙脑香、毛坡垒林ꎬ番龙

眼、无忧花林ꎬ望天树林和仪花、金丝李林为主要

的季节性雨林群系ꎻ 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以大药

树、龙果林ꎬ 番龙眼、千果榄仁林和望天树林为主

要群系ꎻ 云南西南部则以八宝树、四瓣崖摩林和阿

萨姆娑罗双林为主要的季节性雨林群系ꎮ
云南的热带山地雨林在南部以八蕊单室茱

萸、大萼楠林ꎬ 云南拟单性木兰、云南裸花林ꎬ 云

南胡桐、滇楠林为主要群系ꎻ 在东南部以滇木花

生、云南蕈树林为主要群系ꎻ 在西南部以糖胶树、
缅漆林为主要群系ꎮ

云南的季雨林主要分布在海拔１ ３００ ｍ 以下

的几大河流开阔河段两岸和一些开阔河谷盆地受

季风影响最强烈的地段ꎬ 例如ꎬ 澜沧江、怒江、元
江等大河干流及支流的一些地段ꎬ南盘江、阿墨

江、把边江、大盈江、藤条江等的河谷地段ꎬ多呈不

连续的片状分布ꎮ 云南东南部的季雨林与南部、
西南部的季雨林没有明显的地域分异ꎮ

云南的热带季节性湿润林通常分布在南部的

石灰岩山中、上部ꎬ并在石灰岩山脚及沟谷的热带

季节雨林带之上ꎬ它们应是石灰岩山地垂直带上

的一种植被类型ꎮ

３　 云南热带森林植被分类的原则

和依据、分类单位和系统

«云南植被» (吴征镒ꎬ１９８７)中以综合植物群

落各方面基本特征为原则ꎬ 在划分植被类型的高

级分类单位时侧重运用植被的外貌、形态结构和

生态特征ꎬ在划分中低级分类单位时侧重运用植

物群落的种类组成特征ꎮ 我们以«云南植被»所采

用的植被分类原则和依据为基础ꎬ 认为以群落的

生态外貌与结构、种类组成和生境特征相结合作

为植被分类的原则和依据ꎬ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

云南热带森林植物群落的内在生态关系和外在生

０９９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态表 现ꎬ 提 供 较 清 楚 的 识 别 特 征 ( Ｚｈ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ａꎻ Ｚｈｕꎬ ２００６ꎻ 朱华ꎬ ２００７ꎻ 朱华等ꎬ ２０１５)ꎮ
这既与传统的英美学派以群落的生态外貌为主要

依据的生态学分类原则(Ｗａｒｍｉｎｇꎬ １９０９)ꎬ 也与法

瑞学派以种类组成特征为主要依据的植物区系学

分类原则 ( Ｂｒａｕｎ￣Ｂｌａｎｑｕｅｔꎬ １９３２)和以生境及动

态演替为主要依据的群落分类 (Ｃｌｅｍｅｎｔｓꎬ １９１６ꎻ
Ｔａｎｓｌｅｙꎬ １９２０)有一定差别ꎮ 如群落的高级分类单

位—植被型(包括植被亚型)ꎬ以生态外貌(结构)
特征ꎻ 群落的中级分类单位—群系ꎬ 则以种类组

成特征为主要分类依据ꎮ
与«云南植被» (吴征镒ꎬ１９８７)的分类单位、

系统和划分标准一致ꎬ 仍采用经典的植被三级分

类单位ꎬ 即植被型(高级单位)、群系(中级单位)
和植物群丛(基本单位)ꎮ 同样ꎬ 遵从植被分类的

一般原则ꎬ如果某一植被型包括的群落类型多样

而复杂ꎬ 为使其系统化和归类方便ꎬ 我们依需要

而设立了辅级单位ꎬ即在植被型下面设立了植被

亚型ꎮ 植被亚型是在植被型内由于地形、海拔等

生境差异而引起的群落优势层片(在生态外貌特

征)的差异而划分的亚型ꎮ
由于热带雨林物种组成的多样性ꎬＡｕｂｒéｖｉｌｌｅ

(１９３８)认为在雨林群落的局部地段上ꎬ上层乔木

的种类组成在时间和空间上是连续改变的ꎬ这就

是所谓的更新镶嵌或循环理论(ｍｏｓａｉｃ ｏｒ ｃｙｃｌ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ꎮ 后来这一理论发展为林窗

更新理论ꎬ 即热带雨林被认为是由处于林窗期、建
群期和成熟期三个生长阶段的森林片断组成的镶

嵌体ꎬ 它的林冠总是处在一个连续的植物区系组

成的浮动状态 (Ｗｈｉｔｍｏｒｅꎬ １９８９ꎬ １９９０)ꎮ 也就是

说ꎬ 在混交性的热带雨林群落(非单优种群落)
中ꎬ上层乔木的植物区系组成是变化着的ꎬ正如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１９５２)所说的ꎬ在一大片混交雨林内ꎬ没
有真正的群丛(群系)能被认识ꎬ整个一片混交林

必须被认做是一单个在区系组成上浮动的群丛

(群系)ꎮ 故热带雨林群落的分类十分困难ꎬ 没有

公认的标准ꎮ 云南的热带森林群落的分类及对群

落类型的认识亦是各种各样ꎮ 根据我们多年的调

查研究ꎬ我们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在植被高级分类

单位(植被型)及中级分类单位(群系)上进行尝

试ꎬ尽可能做到对于所划分的各个群系都能有清

楚及相对稳定的识别特征ꎮ 这样ꎬ 就我们现有资

料而言ꎬ该文所涉及的云南热带森林植被可分为 ３
个主要的植被型ꎬ 即热带雨林、季雨林和季节性湿

润林ꎬ包括 ４５ 个较为典型的群系ꎮ
４５ 个典型群系具体情况如下:

Ｉ 热带雨林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植被型)
Ｉａ 热带季节雨林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植被亚型)

１ 番龙眼－无忧花林 ( ｆｏｒｍ.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Ｓａｒａｃａ ｄｉｖｅｓ) ∗
　 ２ 望天树 ＋ 番龙眼林 ( ｆｏｒｍ. Ｐａｒａｓｈｏｒ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３ 仪花 ＋ 金丝李林 ( ｆｏｒｍ. Ｌｙｓｉｄｉｃｅ ｒｈｏｄｏｓｔｅｇｉａ ＋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
　 　 ４ 云南龙脑香－隐翼林 ( ｆｏｒｍ. 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ｕｓｕｓ－Ｃｒｙｐｔｅｒｏｎｉａ ｐａｎｉｃａｌａｔａ)
　 　 ５ 云南龙脑香 ＋ 阿丁枫林 ( ｆｏｒｍ. 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ｕｓｕｓ ＋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 ｅｘｃｅｌｌｓａ)
　 　 　 ６ 箭毒木 ＋ 龙果林( ｆｏｒｍ. Ａｎｔｉａｒｉｓ ｔｏｘｉｃａｒｉａ ＋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７ 轮叶戟 ＋ 油朴林( ｆｏｒｍ.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ｗｉｇｈｔｉｉ)
　 　 　 　 ８ 番龙眼 ＋ 千果榄仁林( ｆｏｒｍ.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ｍｙｒｉｏｃａｒｐａ)
　 　 　 　 ９ 番龙眼 ＋ 油朴林( ｆｏｒｍ.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ｗｉｇｈｔｉｉ)
　 　 　 　 　 １０ 顶果木 ＋ 八宝树林 ( ｆｏｒｍ. 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ｒａｘｉｎｉｆｏｌｉｕｓ ＋ Ｄｕａｂａｎｇ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１１ 大果人面子 ＋ 番龙眼林( ｆｏｒｍ. Ｄｒａｃｏｎｔｏｍｅｌｏｎ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ｍ ＋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１２ 浆果乌桕 ＋龙果林( ｆｏｒｍ. Ｓａｐｉｕｍ ｂａｃｃａｔｕｍ ＋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１３ 望天树林( ｆｏｒｍ. Ｐａｒａｓｈｏｒ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４ 青梅林 ( ｆｏｒｍ. Ｖａｔｉｃａ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
　 　 　 　 　 　 　 １５ 八宝树＋四瓣崖摩林 ( ｆｏｒｍ. Ｄｕａｂａｎｇ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 Ａｍｏｏｒａ ｔｅｔｒａｐｅｔａｌａ)
　 　 　 　 　 　 　 　 １６ 阿萨姆娑罗双林 ( ｆｏｒｍ. Ｓｈｏｒｅａ ａｓｓａｍ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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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番龙眼 ＋大风子林 ( ｆｏｒｍ.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Ｈｙｄｎｏｃａｒｐｕｓ ｂａｎｈ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１８ 四棱蒲桃 ＋ 番龙眼林 ( ｆｏｒｍ.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ｔｅｔｒａｇｏｎｕｍ ＋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１９ 多花白头树 ＋ 番龙眼林(ｆｏｒｍ. Ｇａ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ｉ ＋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Ｉｂ 热带山地雨林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ｎｔａｎｅ ｒａ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植被亚型)
１ 毛坡垒－山韶子林 ( ｆｏｒｍ. Ｈｏｐ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ｃｈｒｙｓｅｕｍ)
２ 阿丁枫林( ｆｏｒｍ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 ｅｘｃｅｌｓａ)

　 ３ 滇木花生 ＋ 云南蕈树林 ( ｆｏｒｍ. Ｍａｄｃｈｕｃａ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ｉ ＋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４ 黄棉木－华夏蒲桃林 ( ｆｏｒｍ.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ｅ)
　 　 ５ 黄棉木－假海桐林 ( ｆｏｒｍ.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
　 　 ６ 八蕊单室茱萸－大萼楠林 ( ｆｏｒｍ. Ｍａｓｔｉｘｉａ ｅｕｏｎｙｍｏｉｄｅｓ－Ｐｈｏｅｂｅ ｍｅｇａｃａｌｙｘ)
　 　 　 ７ 云南拟单性木兰－云南裸花林( ｆｏｒｍ. Ｐａｒａｃｈｍｅｒ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ｓ ｒｅｍｏｔａ)
　 　 　 ８ 缅漆 ＋ 云南胡桐林 ( ｆｏｒｍ. Ｓｅｍｅ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
　 　 　 　 ９ 肋果茶－粗穗石栎林 ( ｆｏｒｍ. Ｓｌａｄｅｎｉａ ｃｅｌａｓ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ｕｓ)
　 　 　 　 １０ 阿丁枫 ＋ 菠萝蜜林 ( ｆｏｒｍ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 ｅｘｃｅｌｓａ ＋ Ａｌ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ｐｉｔｈｅｃｏｇａｌｌｕｓ)
　 　 　 　 　 １１ 糖胶树 ＋ 缅漆林 ( ｆｏｒｍ. 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ｐ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ａ ＋ Ｓｅｍｅ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１２ 南洋木荷－普文楠林 ( ｆｏｒｍ. Ｓｃｈｉｍａ ｎｏｒｏｎｈａｅ－Ｐｈｏｅｂｅ ｐｕｗｅｎｅｎｓｉｓ)

Ⅱ季雨林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植被型)
　 Ⅱａ 落叶季雨林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植被亚型)
１ 东京枫杨林 ( ｆｏｒｍ.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 木棉林 ( ｆｏｒｍ. Ｂｏｍｂａｘ ｃｅｉｂａ)

　 ３ 榆绿木林 ( ｆｏｒｍ. Ａｎｏｇｅｉｓｓｕｓ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４ 厚皮树 ＋香合欢林 ( ｆｏｒｍ.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 ＋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ａ)
　 　 ５ 羊蹄甲 ＋ 楹树林 ( ｆｏｒｍ.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ｅ ＋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６ 厚皮树 ＋ 白头树林 ( ｆｏｒｍ.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 ＋ Ｇａｒｕｇａ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
　 　 　 ７ 桂火绳 ＋ 家麻树林 ( ｆｏｒｍ. Ｅｒｉｏｌａｅｎａ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ｐｅｘａ)

Ⅱｂ 半常绿季雨林 (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ｍｉ￣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植被亚型)
１ 厚皮树 ＋ 家麻树林 ( ｆｏｒｍ.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 ＋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ｐｅｘａ)
２ 长果木棉－缅甸黄檀林 ( ｆｏｒｍ. Ｂｏｍｂａｘ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ｂｕｒｍａｎｉｃａ)

　 ３ 四树木－常绿榆林 ( ｆｏｒｍ 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Ｕｌｍｕｓ ｌａｎｃｅａｅｆｏｌｉａ)

Ⅲ热带季节性湿润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ｏｉ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植被型)
　 Ⅲａ 热带季节性常绿湿润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ｍｏｉ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植被亚型)
１ 轮叶戟－尖叶闭花木林( ｆｏｒｍ.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Ｃｌｅｉｓｔａｎｔｈｕｓ ｓｕｍａｔｒａｎｕｓ)
２ 多脉桂花－岩棕林( ｆｏｒｍ.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ｐｏｌｙｎｅｕｒｕｓ －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Ⅲｂ 热带季节性半常绿湿润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ｓｅｍｉ￣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 ｍｏｉ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 )(植被亚型)
１ 长果木棉－一担柴林 ( ｆｏｒｍ. Ｂｏｍｂａｘ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Ｃｏｌｏｎ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２ 长果木棉－大苞藤黄林 ( ｆｏｒｍ. Ｂｏｍｂａｘ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 表示共同优势种在同一乔木层ꎬ “ －”表示共同优势种在不同的乔木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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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云南热带森林植被群系的简要

描述

４.１ 热带雨林

４.１.１ 热带季节雨林

( １ ) 番 龙 眼 － 无 忧 花 林 ( ｆｏｒｍ.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Ｓａｒａｃａ ｄｉｖｅｓ)ꎮ

主要分布在滇东南李仙江流域ꎬ 以番龙眼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为乔木上层优势种ꎬ 无忧花

( Ｓａｒａｃａ ｄｉｖｅｓ ) 为 乔 木 中 层 优 势 种ꎬ 缅 桐

(Ｓｕｍｂａｖｉｏｐｓｉａ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为乔木下层优势种(周虹霞

等ꎬ ２００１)ꎮ
(２) 望天树 ＋ 番龙眼林 ( ｆｏｒｍ. Ｐａｒａｓｈｏｒ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ꎮ
主要分布在马关县古林箐和河口县南溪河的

低山沟谷ꎬ 群落高达 ４５ ｍꎬ 望天树 ( Ｐａｒａｓｈｏｒ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作为上层乔木散生巨树ꎬ高举于林冠之ꎮ
在望天树树冠之下ꎬ以番龙眼(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为
优势ꎬ伴生有三角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ｅ)、白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等ꎮ 乔木中层以傣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ｋｅｒｒｉｉ ) 为 优 势 种ꎬ 大 果 核 实 木 ( Ｄｒｙｐｅｔｅｓ
ｐｅｒ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东京桐 (Ｄｅｕｔｚｉａｎｔｈｕｓ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棱
果树 (Ｐａｖｉｅａｓｉａ ａｎａｍｅｎｓｉｓ)、仪花 ( Ｌｙｓｉｄｉｃｅ ｂｒｅｖｉｃａ￣
ｌｙｘ)、金丝李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等种类均常见ꎮ
乔木下层以长柄棒柄花(Ｃｌｅｉｄｉｏｎ ｓｐｉｃｉｆｌｏｒｕｍ)为优势

种ꎬ其它有菩柔树(Ｔｒｉｇｏｎｏｓｔｅｍｏｎ ｔｈｙｒｓｏｉｄｅｕｍ)、短药

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ｂｒａｃｈｙａｎｔｈｒｕｍ)、桄榔 (Ａｒｅｎｇａ ｐｉｎ￣
ｎａｔａ)等ꎮ

( ３ ) 仪 花 ＋ 金 丝 李 林 ( ｆｏｒｍ. Ｌｙｓｉｄｉｃｅ
ｒｈｏｄｏｓｔｅｇｉａ ＋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ꎮ

主要分布在滇东南马关县和河口县的石灰岩

山地ꎬ 群落高达 ３０ ｍꎬ以仪花 ( Ｌｙｓｉｄｉｃｅ ｒｈｏｄｏｓｔｅ￣
ｇｉａ)、金丝李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ｐａｕｃｉｎｅｒｖｉｓ)、桄榔 ( Ａｒｅｎｇ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为乔木优势种ꎮ

(４)云南龙脑香－隐翼林 ( ｆｏｒｍ. 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ｕｓｕｓ－Ｃｒｙｐｔｅｒｏｎｉａ ｐａｎｉｃａｌａｔａ)ꎮ

主要分布在大围山腹地深切割的幽深峡谷地

形中ꎬ上层乔木高度达 ４０ ｍꎬ主要由有云南龙脑香

( 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ｕｓｕｓ )、 番 龙 眼 (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ꎬ五桠果叶木姜子 ( Ｌｉｔｓｅａ ｄｉｌｌｅｎｉｉｆｏｌｉａ)
等ꎻ中、下层乔木主要树种有隐翼(Ｃｒｙｐｔｅｒｏｎｉａ ｐａｎｉ￣

ｃａｌａｔａ)、吴茱萸(Ｅｕｏｄｉａ ｒｕｔａｅｃａｔｐａ)、细子龙 (Ａｍｅ￣
ｓｉｏｄｅｎｄｒｅｏｎ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 山 楝 ( Ａｐｈａｍａｍｉｘｉｓ ｐｏｌｙｓ￣
ｔａｃｈｙａ)、鱼尾葵 ( Ｃａｒｙｏｔａ ｏｃｈｌａｎｄｒａ)、玉蕊 ( Ｂａｒ￣
ｒｉｎｇｔｏｎｉａ ｍａｃ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ａ)、短 绢 毛 桂 木 ( Ａｔ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ｐｅｔｅｌｏｔｉｉ)、 银 钩 花 ( 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ｔｈｏｒｅｌｉｉ)、 金 钩 花

(Ｐｓｅｕｄｕｒａｖｉａｓ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葱 臭 木 (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ｇｏｂａｒａ)、 野 龙 眼 (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ｏｎｇａｎ )、 山 韶 子

(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ｃｈｒｙｓｅｕｍ)等ꎮ
(５) 云南龙脑香 ＋ 阿丁枫林 ( ｆｏｒｍ. Ｄｉｐｔｅｒｏ￣

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ｕｓｕｓ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 ｅｘｃｅｌｌｓａ)ꎮ
主要分布在金平分水岭自然保护区海拔

８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山地ꎬ群落高 ３０ ~ ４０ ｍꎬ上层乔木以

云 南 龙 脑 香 ( 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ｕｓｕｓ )、 阿 丁 枫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 ｅｘｃｅｌｌｓａ)为标识种ꎬ 其它常见越南靑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 ａｕｓｔｒｏ￣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ｅｓｉｓ)、千果榄仁

(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ｍｙｒｉｏｃａｒｐａ)、玉 蕊 ( 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ｉａ ｍａｃ￣
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ａ)、大叶藤黄 (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ｘａｎｔｈｏｃｈｙｍｕｓ) 等

(许建初ꎬ２００２)
(６)箭毒木 ＋ 龙果林 ( ｆｏｒｍ. Ａｎｔｉａｒｉｓ ｔｏｘｉｃａｒｉａ ＋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ａ)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 ８００ ｍ 以下的酸

性土山低山、丘陵、台地上ꎬ如村寨附近保存的龙

山林基本都是该类森林ꎮ 因种类组成丰富和群落

类型多样ꎬ即使根据上层乔木标识或优势种划分

了群系ꎬ在同一群系的各群落间种类组成ꎬ特别是

亚优势树种的组成上ꎬ亦有较大差异ꎮ 上层乔木

以 箭 毒 木 ( Ａｎｔｉａｒｉｓ ｔｏｘｉｃａｒｉａ ) 占 优 势ꎬ 龙 果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ａ)、大叶白颜树(Ｇｉｒｏｎｎｉｅｒａ ｓｕｂ￣
ａｅｑｕａｌｉｓ)占亚优势ꎮ 四数木(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
橄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粗枝岩摩 ( Ａｍｏｏｒａ ｄａｓｙ￣
ｃｌａｄａ)、新乌檀 (Ｎｅｏｎａｕｃｌｅａ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等在部分群

落中或局部地段上也会占优势ꎬ 番龙眼则出现在

沟谷地段上ꎬ 并有较大的优势度或重要值ꎮ 中层

乔木以玉蕊 (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ｉａ ｍａｃ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ａ)、小叶藤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红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ｆｕｒｆｕｒａｃｅａ)、毛荔

枝(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ｌａｐｐａｃｅｕｍ ｖａｒ. ｐａｌｌｅｎｓ)具有较大存在

度和优势度ꎮ 下层乔木以木奶果(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
ｆｌｏｒａ)有最大存在度ꎬ云南银柴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
ｓｉｓ)、降真香 (Ａｃｒｏｎｙｃｈｉａ 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叶轮木 (Ｏｓ￣
ｔｏｄｅ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等次之ꎻ假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
ｒｉｉ)、滨木患 (Ａｒｙｔｅｒ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等亦是在局部地段

上占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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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轮叶戟 ＋ 油朴林 ( ｆｏｒｍ.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ｗｉｇｈｔｉｉ)ꎮ

该群系高约 ３０ ｍꎬ层次较为明显ꎬ以轮叶戟

(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和 油 朴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ｗｉｇｈｔｉｉ)为共优势种ꎬ其它常

见种为缅桐 ( Ｓｕｍｂａｖｉｏｐｓｉｓ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长柄棒柄花

(Ｃｌｅｉｄｉｏｎ ｓｐｉｃｉｆｌｏｒｕｍ)、毛藤春 (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
董 棕 ( Ｃａｒｙｏｔａ ｕｒｅｎｓ )、 黄 棉 木 (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等ꎮ 乔 木 层 的 落 叶 树 种 有 毛 麻 楝

(Ｃｈｕｋｒａｓｉａ 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ｓ)、羽叶白头树 ( Ｇａｒｕｇａ ｐｉｎ￣
ｎａｔａ)、四数木 (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等ꎮ 此类型是

最为普遍的石灰岩山季节性雨林类型ꎮ
(８)番龙眼 ＋ 千果榄仁林 ( ｆｏｒｍ.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

ｍｅｎｔｏｓａ ＋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ｍｙｒｉｏｃａｒｐａ)ꎮ
该群系主要沿沟谷分布在云南南部海拔 ５５０ ~

９００ ｍ 的酸性土山狭谷坡脚ꎬ以 ６００ ~ ７００ ｍ 的沟谷

最为集中ꎮ 具体存在西双版纳、沧源南滚河自然保

护区ꎬ上层乔木落叶树种相对较少ꎬ附生植物、木质

大藤本在数量上明显较多ꎮ 该群系以番龙眼和千

果榄仁为标识树种ꎮ 番龙眼为乔木上层优势种ꎬ千
果榄仁为亚优势或在局部地段上成为优势或标识

种ꎮ 上层落叶的代表种主要是多花白头树 (Ｇａ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ꎮ 中层以小叶藤黄(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和红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ｆｕｒｆｕｒａｃｅａ) 具有最大存在

度ꎬ 轮 叶 戟 (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 玉 蕊 ( 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ｉａ
ｍａｃ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ａ)、山蕉(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ｍａｉｎｇａｙｉ)、金钩花

( Ｐｓｅｕｄｕｖａｒｉａ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蔡 氏 新 乌 檀

(Ｎｅｏｎａｕｃｌｅａ ｔｓａｉａｎａ)等在局部地段上均可占优势ꎮ
下层以琴叶风吹楠 (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ｐａｎｄｕｒｉｆｏｌｉａ)、阔叶

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ｌａｔｉｌｉｍｂｕｍ)的存在度较大ꎬ以木奶

果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棒柄花 (Ｃｌｅｉｄｉｏｎ ｂｒｅｖｉｐｅｔｉ￣
ｏｌａｔｕｍ)等较占优势ꎮ

(９)番龙眼 ＋ 油朴林 (ｆｏｒｍ.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ｗｉｇｈｔｉｉ)ꎮ

此群系分布于最为湿润的石灰岩沟谷底部或

山坡脚ꎬ土壤通常丰富ꎮ 群落高度通常为 ３５ ~ ４０
ｍꎬ以番 龙 眼 (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为 优 势ꎬ油 朴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ｗｉｇｈｔｉｉ)ꎬ轮叶戟 (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ꎬ滕春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
ｎｏｇｙｎａ)在不同地段上均能成为亚优势或共同亚

优势种ꎮ 该类群系的外貌和垂直结构与非石灰岩

山的季节性雨林基本相同ꎮ 在区系成分上ꎬ二者

除了有少数各自的特有成分外ꎬ绝大多数种类都

相同ꎮ 石灰岩山季节性雨林由于土壤中岩石分布

的影响ꎬ树木的密度较小ꎬ故林内显得较为空

旷些ꎮ
(１０) 顶果木 ＋ 八宝树林 ( ｆｏｒｍ. 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ｒａｘｉｎｉｆｏｌｉｕｓ ＋ Ｄｕａｂａｎｇ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在纳板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过门山站)的陡坡沟谷ꎮ 该群系是季节雨林

向季雨林的过渡类型ꎮ 乔木层分为 ３ 层ꎮ 乔木上

层高 ３０ ~ ５０ ｍꎬ林冠镶嵌联接ꎬ盖度达 ７０％ꎬ顶果

木作为散生巨树ꎬ高达 ５０ ｍꎬ树冠伞形、平整ꎬ为落

叶树种ꎮ 八宝树是优势树种ꎬ 在群落中具有最大

重要值ꎮ 中层为 １５ ~ ３０ ｍꎬ优势种是阔叶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ｍｅｇａｃａｒｐｕｍ)ꎬ另有云南厚壳桂 (Ｃｒｙｐｔｏ￣
ｃａｒｙ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 大 果 山 香 圆 ( Ｔｕｒｐｉｎｉａ
ｐｏｍｉｆｅｒａ)、 假 广 子 ( Ｋｎｅｍａ ｅｒｒａｔｉｃａ) 等ꎬ 盖 度 为

４０％ ~ ５０％ꎮ 下层高 ５ ~ １５ ｍꎬ包括有长柄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ｐｅｔｉｏｌａｒｉｓ)、木奶果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
粗丝木 (Ｇｏｍｐｈａｎｄｒａ 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等ꎮ

(１１)大果人面子 ＋ 番龙眼林( ｆｏｒｍ. Ｄｒａｃｏｎ￣
ｔｏｍｅｌｏｎ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ｍ ＋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的尚勇子保护区

的小南满河、龙门丫口箐、南木哈河和勐腊子保护

区的曼旦水库、南蚌河等河谷的底部ꎮ 群落高度

为 ３５ ~ ４５ ｍꎮ 乔木上层盖度 ３０％ ~ ３５％ꎬ以大果人

面 子 ( Ｄｒａｃｏｎｔｏｍｅｌｏｎ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ｍ ) 和 番 龙 眼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为优势ꎬ其次还有网脉肉托果

( Ｓｅｍｅ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ｓ)ꎬ橄榄 (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等ꎮ 中层盖度 ３５％ ~４０％ꎬ以蓝树 (Ｗｒｉｇｈｔｉａ ｌａｅｖｉｓ)
和少花琼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ａ)为优势ꎬ其次

还有红果葱臭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ｇｏｔａｄｈｏｒａ)和割舌树

(Ｗａｌｓｕｒ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等ꎮ 下层盖度为 ４０％ ~ ４５％ꎬ以
木奶果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和版纳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ｅｎｓｉｓ)为优势ꎬ其次还有紫麻 (Ｏｒｅｏｃ￣
ｎｉｄｅ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和歪叶榕 (Ｆｉｃｕｓ ｃｙｒｔｏｐｈｙｌｌａ)等ꎮ

(１２ ) 浆 果 乌 桕 ＋ 龙 果 林 ( ｆｏｒｍ. Ｓａｐｉｕｍ
ｂａｃｃａｔｕｍ ＋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ａ)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的大勐龙地区海

拔１ ０００ ｍ 以下的潮湿沟谷、山坡下部ꎮ 在物种组

成上ꎬ 乔木上层的主要树种为浆果乌桕 ( Ｓａｐｉｕｍ
ｂａｃｃａｔｕｍ)、 番 龙 眼 (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 龙 果

４９９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Ｐｏｕｔｅｒｉ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云南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ｇｌａｎ￣
ｄｕｌｉｆｅｒｕｍ)、 滇树菠萝 (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ｎｉｔｉｄｕｓ)、韶子

(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ｃｈｒｙｓｅｕｍ)、 林生芒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ｓｙｌ￣
ｖａｔｉｃａ) 等ꎻ 乔 木 中 层 以 云 南 割 舌 树 ( Ｗａｌｓｕｒ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为优势ꎬ其它较多的火烧花 (Ｍａｙ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ｉｇｎｅｕｍ)等ꎻ乔木下层优势种有滇茜树 (Ａｉｄｉａ ｙｕｎ￣
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披针叶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木奶果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滇毒鼠子 (Ｄｉｃｈａｐｅｔａｌｕｍ ｇｅ￣
ｌｏｎｉｏｉｄｅｓ)、假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等ꎮ

(１３)望天树林 ( ｆｏｒｍ. Ｐａｒａｓｈｏｒｅ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ꎮ
云南南部的望天树林仅分布在勐腊县补蚌区

约 ２０ ｋｍ２ 范围ꎬ沿几条河流的支流及沟箐湿润处

间断分布ꎬ其海拔范围为 ７００ ~ ９５０ ｍꎮ 主要是以龙

脑香科植物望天树组成上层优势的单优群落ꎬ即
上层乔木以望天树占优势ꎬ番龙眼 (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
ｍｅｎｔｏｓａ) 为亚优势ꎬ中层以小叶藤黄 (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ꎬ下层以木奶果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和假海

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占优势ꎮ 该群落是西双版

纳季节林雨中热带性最强ꎬ种类组成最复杂ꎬ雨林

特点最浓厚的群落(朱华ꎬ １９９２)ꎮ
(１４)青梅林 ( ｆｏｒｍ. Ｖａｔｉｃａ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ꎮ
除望天树单优群落外ꎬ在海拔 ８００ ~ １ １００ ｍ

之间的几条河流支流陡坡上还分布着以另一种龙

脑香科植物版纳青梅 (Ｖａｔｉｃａ ｇｕ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为特征

或标识种的热带雨林ꎬ俗称青梅林ꎮ 青梅林在性

质上仍属于热带季节林雨ꎬ但由于分布海拔偏高

和生境特殊ꎬ表现为一种季节林雨向山地雨林过

渡的类型ꎬ同时也是热带北缘地区季节林雨的海

拔极限类型ꎮ
群落高约 ４５ ｍꎬ乔木层分为三层ꎮ 上层高

３０~ ４５ ｍꎬ由散生的版纳青梅巨树和其它大乔木树

种构成ꎬ树冠球形或伞形ꎬ彼此不连接而使林冠参

差不齐ꎬ覆盖度 ４０％ ~ ６０％ꎮ 中层高 １８ ~ ３０ ｍꎬ由
混交的多种乔木构成ꎬ树冠多椭圆形ꎬ树木密度较

第一层大ꎬ树冠近连续ꎬ覆盖度 ５０％ ~７０％ꎬ下层高

５~ ２０ ｍꎬ由上、中层乔木幼树和混交的小乔木组

成ꎬ树冠多锥形ꎬ不连接ꎬ覆盖度 ４０％ ~５０％ꎮ 上层

乔木除极少数有明显换叶期的半落叶树种外ꎬ基
本上是常绿ꎬ中层和下层乔木则全部为常绿树种

(朱华ꎬ １９９３ｃ )ꎮ
(１５)八宝树 ＋ 四瓣崖摩林 ( ｆｏｒｍ. Ｄｕａｂａｎｇ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Ａｍｏｏｒａ ｔｅｔｒａｐｅｔａｌａ)ꎮ

主要分布在瑞丽地区的一些沟箐和河岸陡坡

上ꎬ 沿河岸呈很窄的带状分布ꎮ 该热带季节雨林

群 落 高 约 ３０ ｍꎬ 乔 木 主 要 树 种 有 八 宝 树

(Ｄｕａｂａｎｇ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四瓣崖摩 ( Ａｍｏｏｒａ ｔｅｔｒａ￣
ｐｅｔａｌａ)、景东翅子 (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ｋｉｎｇｔｕｎｇｅｎｓｅ) 、橄
榄 (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 桨 果 乌 桕 ( Ｓａｐｉｕｍ
ｂａｃｃａｔｕｍ)、野波萝蜜 (Ａｒ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ｌａｃｕｃｈａ)、竹节树

( Ｃａｒａｌｌｉａ ｂｒａｃｈｉａｔａ )、 狭 叶 红 光 树 ( Ｋｎｅｍａ
ｃｉｎｅｒｅａ)、大叶藤黄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ｘａｎｔｈｏｃｈｙｍｕｓ)、木奶

果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等ꎮ
(１６)阿萨姆娑罗双林 (ｆｏｒｍ. Ｓｈｏｒｅａ ａｓｓａｍｉｃａ)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于盈江铜壁关自然保护区海

拔为 ８００ ~ ９００ ｍ 的阴湿的沟箐中及低坡上ꎬ在瑞

丽莫里森林公园内的沟箐中也有分布ꎮ 群落高

３５ ~ ４０ ｍꎬ 乔木上层以阿萨姆娑罗双(Ｓｈｏｒｅａ ａｓｓａ￣
ｍｉｃａ)为标识种ꎬ重要值较大的树种有大果人面子

(Ｄｒａｃｏｎｔｏｍｅｌｏｎ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ｕｍ)、大叶白颜树 (Ｇｉｒｏｎ￣
ｎｉｅｒａ ｓｕｂａｅｑｕａｌｉｓ)、云南龙脑香(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ｒｕｔａ￣
ｓｕｓ)ꎬ其它乔木层树种主要有红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ｆｕｒｆｕ￣
ｒａｃｅａ)、大叶龙角 (Ｔａｒａｋｔｏｇｅｎｏｓ ａｎｎａｍｅｎｓｉｓ)、缅无

忧花 ( Ｓａｒａｃａ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ｎａ)、缅桐 ( Ｓｕｍｂａｖｉｏｐｓｉｓ ａｌｂｉ￣
ｃａｎｓ)、木奶果 (Ｂａｕｃｃａ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等ꎮ

(１７)番龙眼 ＋大风子林 ( ｆｏｒｍ.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
ｔｏｓａ ＋ Ｈｙｄｎｏｃａｒｐｕｓ ｂａｎｈｏｎｇｅｎｓｉｓ)ꎮ

该群系只要出现在沧源南滚河自然保护区海

拔１ ０００ ｍ 以下的沟箐内ꎮ 群落高为 ４０ ~ ４５ ｍꎬ最
优势的树种是班洪大风子(Ｈｙｄｎｏｃａｒｐｕｓ ｂａｎｈｏｎｇｅｎ￣
ｓｉｓ)ꎬ番龙眼(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为亚优势种ꎬ其它

乔木种类有钝叶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ｅｊｏｌｇｈｏｔａ)、滇
南风吹楠(Ｈｏｒｓｆｉｅｌｄｉａ ｋｉｎｇｉｉ)、阔叶蒲桃 (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ｌａｔｉｌｉｍｂｕｍ)、假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等(杨宇

明和杜凡ꎬ ２００４)ꎮ
(１８)四棱蒲桃 ＋ 番龙眼林 ( ｆｏｒｍ.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ｔｅｔｒａｇｏｎｕｍ ＋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ꎮ
该群系主要出现在沧源南滚河自然保护区海

拔 ９００ ｍ 以下的沟谷两侧山地ꎮ 群落高达 ４０ ｍꎬ
乔木层优势种是四棱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ｔｅｔｒａｇｏｎｕｍ)ꎬ
其它常见的种类有番龙眼(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四
树木 (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千果榄仁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ｍｙｒｉｏｃａｒｐａ)、大叶白颜树(Ｇｉｒｏｎｎｉｅｒａ ｓｕｂ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毛 麻 楝 ( Ｃｈｕｃｒａｓｉａ 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ｓ )、 滇 印 杜 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ｖａｒｕｎｕａ)、大叶藤黄 (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ｘａｎ￣

５９９８ 期 朱华: 云南热带森林植被分类纲要



ｔｈｏｃｈｙｍｕｓ)、香花木姜子 ( Ｌｉｔｓｅａ ｐａｎａｍｏｎｊａ)、皮孔

葱臭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ｌｅｎｔｉｃｅｌｌａｔｕｍ)、阔叶蒲桃 ( Ｓｙｚｙ￣
ｇｉｕｍ ｌａｔｉｌｉｍｂｕｍ )、 长 柄 棒 柄 花 ( Ｃｌｅｉｄｉｏｎ
ｓｐｉｃｉｆｌｏｒｕｍ)等(杨宇明和杜凡ꎬ ２００４)ꎮ

(１９) 多花白头树 ＋ 番龙眼林( ｆｏｒｍ. Ｇａ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ｉ＋ 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在思茅菜阳河自然保护区海

拔１ ２００ ｍ 以下的潮湿沟谷底部ꎬ沿沟呈条状分

布ꎮ 群落高达 ３５ ｍ 以上ꎬ上层乔木具有巨大的板

根ꎬ其树冠高举于主要层林冠之上ꎬ成为散生巨

树ꎬ高 ２５ ~ ３５ ｍꎬ树冠盖度约 ５０％ꎬ以多花白头树

(多花嘉榄) (Ｇａ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ｉ)和番

龙眼(Ｐｏｍｅｔ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为优势种ꎮ 其它伴生种

有八宝树(Ｄｕａｂａｎｇａ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千果榄仁 ( Ｔｅｒ￣
ｍｉｎａｌｉａ ｍｙｒｉｏｃａｒｐａ)、缅漆 (Ｓｅｍｅ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浆果乌柏( Ｓａｐｉｕｍ ｂａｃｃａｔｕｍ)等ꎮ 乔木中层高 １０ ~
２５ ｍꎬ复盖度 ５０％ꎬ由常绿树种组成ꎬ优势种为藤

春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ｎｏｇｙｎａ)ꎬ伴生有小叶藤黄 (Ｇａｒ￣
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钝叶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ｎ ｂｅｊｏｌｇｈｏｔａ)、山
蕉 (Ｍｉｔｒｅｐｈｏｒａ ｍａｉｎｇａｙｉ)、大叶风吹楠 (Ｈｏｒｓｆｉｅｒｄｉａ
ｋｉｎｇｉｉ)、火 烧 花 ( Ｍａｙ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ｉｇｎｅｕｍ)、 樟 叶 朴

( Ｃｅｌｔｉｓ ｔｉｍｏｒｅｎｓｉｓｉ )、 大 叶 石 栎 (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ｇ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ｕｓ)、大叶藤黄 (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ｘａｎｔｈｏｃｈｙｍｕｓ)
等ꎮ 乔木下层高 ３ ~ １０ ｍꎬ复盖度 ５０％ꎬ以长柄棒柄

花 ( Ｃｌｅｉｄｉｏｎ ｓｐｉｃｉｆｌｏｒｕｍ) 为优势ꎬ常见有木奶果

(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 )、 叶 轮 木 ( Ｏｓｔｏｄｅｓ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普文楠 ( Ｐｈｏｅｂｅ ｐｕｗｅｎｅｎｓｉｓ)、菩柔树

(Ｔｒｉｇｏｎｏｓｔｅｍｏｎ ｔｈｙｒｓｏｉｄｅｕｍ)、假海桐(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披针楠木 (Ｐｈｏｂｅ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大果山香缘

(Ｔｕｒｐｉｎｉａ ｐｏｍｉｆｅｒａ)、染木 (Ｓａｐｒｏｓｍａ ｔｅｒｎａｎｄｒａ)等ꎮ
４.１.２ 热带山地雨林

(１)毛坡垒－山韶子林 ( ｆｏｒｍ. Ｈｏｐ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
－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ｃｈｒｙｓｅｕｍ)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在海拔 ８００ ~ １ １００ ｍ 的沟谷

中ꎮ 群落高度 ２５ ~ ３０ ｍꎬ乔木上层为林冠层ꎬ一般

较浓密ꎬ有时可形成大致连续的树冠层ꎮ 主要由

毛坡 垒 ( Ｈｏｐｅ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 山 韶 子 ( 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
ｃｈｒｙｓｅｕｍ)、大叶白颜树 (Ｇｉｒｏｎｎｉｅｒａ ｓｕｂａｅｑｕａｌｉｓ)、赤
杨叶 (Ａｌｎｉｐｈｙｌｌｕｍ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ｔｉｉ)、大叶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ｅｇａｐｈｙｌｌａ)、木爪红 (Ｒｅｈｄｅｒｎ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ｅｍｂｒａｉｆｏｌｉ￣
ｕｍ)ꎬ银叶野茉莉(Ｓｔｙｒａｘ ａｒｇｅｎｔｉｆｏｌｉａ)等所组成ꎬ其
他常见有小叶藤黄(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山红树 (Ｐｅｌ￣

ｌａｃａｌｙｘ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野荔枝 ( Ｌｉｔｃｈｉ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假
桂皮树 ( Ｃｉｎｎａｍｏｕｍｕ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ｅ)、钝叶桂 ( Ｃｉｎ￣
ｎａｍｏｕｍｕｍ ｂｅｊｏｌｇｈｏｔａ )、 穗 序 鹅 掌 柴 (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大叶桂 ( Ｃｉｎｎａｎｏｍｕｍ ｉｎｅｒｓ)、云南赤才

( Ｌｉｐｉｓｕｎｔｈｅｓ ｓ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滇谷木(Ｍｅｍｅｃｙｌｏｍ ｐｏｌｙ￣
ａｎｔｈｕｍ)、草鞋木(Ｍａｃａｒａｎｇａ ｈｅｎｒｙｉ)等ꎮ

(２) 阿丁枫林( ｆｏｒｍ.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 ｅｘｃｅｌｓａ)ꎮ
主要分布在大围山自然保护区海拔 ８００ ~

１ １００ ｍ 的地带上ꎮ 群落高度达 ３５ ｍꎬ主要由阿丁

枫(Ａｌｔｉｎｇｉａ ｅｘｃｅｌｌｓａ)组成的单优群落ꎮ 其他乔木

种类见有马蹄荷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ｐｏｐｕｌｎｅａ)、西南桦

(Ｂｅｔｕｌａ ａｌｎｏｉｄｅｓ)、黄心树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ｂｏｍｂｙｃｉｎａ)、
苦梓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ｂａｌａｎｓａｅ)、红木荷 (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滇南桂 (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ａｕｓｔｒｏ￣ｙｕｎｎａｎｅｎ￣
ｓｉｓ)、四瓣崖摩 ( Ａｍｏｏｒａ ｔｅｔｒａｐｅｔａｌａ)、红河鹅掌柴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 ｈｏｉ)等ꎮ
(３) 滇木花生 ＋ 云南蕈树林 ( ｆｏｒｍ. Ｍａｄｃｈｕｃａ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ｉ ＋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在大围山和黄连山海拔１ ０００

ｍ 以上地区ꎮ 高度为 ３０ ~ ４０ ｍꎬ以滇木花生(Ｍａｄ￣
ｃｈｕｃａ 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ｉｉ)和云南蕈树(Ａｌｔｉｎｇ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为 乔 木 上 层 优 势 种ꎬ 其 它 常 见 有 鸡 毛 松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ｕｓ)、锈毛梭子果 (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ｔｉａ
ａｕｒａｔａ)、壳菜果(Ｍｙｔｉｌａｒｉａ ｌａｏｓｅｎｓｉｓ)、红花荷(Ｒｈ￣
ｏｄｏｌｅｒｉａ ｐａｉｖｉｐｅｔａｌａ)、白柴果(Ｂｅｉｌｓｈ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ｆａｓｃｉａ￣
ｔａ)、金叶含笑(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ｆｖｅｏｌａｔａ)、截头石栎( Ｌｉｔｈｏ￣
ｃａｒｐｕｓ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ｓ)、细刺栲(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ꎮ
乔木下层常见有福建柏(Ｆｏｋｉｅｎｉａ ｈｏｄｇｉｎｓｉｉ)、假桂

皮 树 (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ｅ )、 毛 尖 树

(Ａｃｔｉｎｏｄａｐｈｎｅ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屏边杜英(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ｕｂ￣
ｐｅｔｉｏｌａｔｕｓ)、锯叶竹节树(Ｃａｒａｌｌｉａ ｄｉｐｈｐｅｔａｌａ)、石笔

木(Ｔｕｔｃｈｅｒｉａ 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马尾树(Ｒｈｏｉｐｔｅｌｅａ ｃｈｉｌｉａｎ￣
ｔｈａ)、贫花厚壳桂(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ｄｅｐａｕｐｅｒａｔａ)、草鞋

木 ( Ｍａｃａｒａｎｇａ ｈｅｎｒｙｉ )、 大 叶 石 栎 (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ｍｅｇａｈｙｌｌａ)等ꎬ也常见树蕨ꎮ

(４)黄棉木－华夏蒲桃林( ｆｏｒｍ.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
ｃｈｏｔｏｍａ－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ｅ)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在云南南部ꎮ 黄棉木－华夏

蒲桃林有 ３ 个相对明显的乔木层ꎮ 乔木上层由

２５~ ４０ ｍ 的高大树木组成ꎬ盖度为 ７０％ ~ ８０％ꎬ以
伞形树冠为主ꎬ为群落的林冠层ꎮ 该层主要树种

有黄棉木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橄榄 (Ｃａｎａｒｉ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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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ｂｕｍ)、滇南杜英 (Ｅｌａｅｏｃａｒｐｕｓ ａｕｓｔｒｏ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山桂花 (Ｐａｒａ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ｂａｉｌｌｏｎｉｉ)、思茅黄肉楠 (Ａｃｔｉ￣
ｎｏｄａｐｈｎｅ ｈｅｎｒｙｉ)、 紫 叶 琼 楠 (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ｐｕｒ￣
ｐｕｒａｓｃｅｎｓ)、百日青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ｎｅｒｉｉｆｏｌｉｕｓ)ꎮ 乔木

中层高 １０ ~ ２５ ｍꎬ盖度为 ５０％ ~７０％ꎮ 优势种是华

夏蒲桃 (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ｅ)ꎬ其它见有假广子

(Ｋｎｅｍａ ｅｒｒａｔｉｃａ)、滇边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假
鹊肾 树 ( Ｓｔｒｅｂｌｕｓ ｉｎｄｉｃｕｓ)、 小 叶 藤 黄 (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山 木 患 ( Ｈａｒｐｕｌｌｉａ ｃｕｐａｎｉｏｉｄｅｓ)、 滨 木 患

(Ａｒｙｔｅｒ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等ꎮ 乔木下层主要由高度在 ５ ~
１０ ｍ 的小树组成ꎬ盖度为 ３０％ ~ ４０％ꎮ 优势树种

主要有琼滇鸡爪勒 ( Ｏｘｙｃｅｒｏｓ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滇银柴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ꎬ 其它有滇毒鼠子 (Ｄｉｃｈａ￣
ｐｅｔａｌｕｍ ｇｅｌｏｎｉｏｉｄｅｓ)ꎬ山香圆 (Ｔｕｒｐｉｎｉａ ｍｏｎｔａｎａ)等ꎮ

( ５ ) 黄 棉 木 － 假 海 桐 林 ( ｆｏｒｍ.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在云南南部ꎮ 乔木上层由

２５ ~ ３５ ｍ 的高大树木组成ꎬ盖度为 ７０％ ~８０％ꎮ 该

层主要树种以黄棉木 (Ｍｅｔａｄｉｎａ 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湄公

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ｍｅ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占优势ꎬ 其它有红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多花白头树(Ｇａ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ｉ)、长柄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ｐｅｔｉｏｌａｒｉｓ)、毛
叶油丹 (Ａｌｓｅｏｄａｐｈｎｅ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缅漆( Ｓｅｍｅ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 斯 里 兰 卡 天 料 木 ( Ｈｏｍａｌｉｕｍ
ｃｅｙｌａｎｉｃｕｍ)、新乌檀(Ｎｅｏｎａｕｃｌｅａ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山桂花

(合果木)(Ｐａｒａ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ｂａｉｌｌｏｎｉｉ)等ꎮ 乔木中层高

１０ ~ ２５ ｍꎬ盖度为 ５０％ ~ ７０％ꎬ优势种是普文楠

( Ｐｈｏｅｂｅ ｐｕｗｅｎｅｎｓｉｓ )、 木 奶 果 ( Ｂａｃｃａｕｒｅａ
ｒａｍｉｆｌｏｒａ)、 红 光 树 ( Ｋｎｅｍａ ｆｕｒｆｕｒａｃｅａ)、 黄 心 树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ｂｏｍｂｙｃｉｎａ)、截头石栎 (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ｔｒｕｎ￣
ｃａｔｅｓ)等ꎮ 乔木下层主要由高度在 ５ ~ １０ ｍ 的小树

组成ꎬ盖度为 ３０％ ~４０％ꎮ 以假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ｋｅｒｒｉｉ) 占 优 势ꎬ 其 它 有 披 针 叶 楠 ( Ｐｈｏｅｂｅ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滇边蒲桃 (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滇银柴

(Ａｐｏｒｏｓ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思茅黄肉楠 ( Ａｃｔｉｎｏｄａｐｈｎｅ
ｈｅｎｒｙｉ)、大果山香圆 (Ｔｕｒｐｉｎｉａ ｐｏｍｉｆｅｒａ)等ꎮ

(６)八蕊单室茱萸－大萼楠林( ｆｏｒｍ. Ｍａｓｔｉｘｉａ
ｅｕｏｎｙｍｏｉｄｅｓ－Ｐｈｏｅｂｅ ｍｅｇａｃａｌｙｘ)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在云南南部ꎬ群落沿山地沟

谷分布ꎮ 该群系也有三个相对明显的乔木层ꎮ 乔

木上层由 ２２ ~ ３５ ｍ 高的大树组成ꎬ盖度达 ８０％ꎬ为
群落的林冠层ꎮ 该层中主要树种有八蕊单室茱萸

(Ｍａｓｔｉｘｉａ ｅｕｏｎｙｍｏｉｄｅｓ)、长梗文山紫树 (Ｎｙｓｓａ ｗｅｎ￣
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缅甸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ｈｏｏｋｅｒｉ)、平伐含

笑 (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 长 蕊 木 兰 ( Ａｌｃｉｍａｎｄｒａ
ｃａｔｈｃａｒｔｉｉ)、香籽含笑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ｈｅｄｙｏｓｐｅｒｍａ)、滇南

胡桐 (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 等ꎮ 乔木中层高

１１ ~ ２０ ｍꎬ盖度 ７０％ ~ ８０％ꎬ优势的树种是大萼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ｍｅｇａｃａｌｙｘ)、红果坚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ｇｏｔａｄ￣
ｈｏｒａ)、短药蒲桃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ｇｌｏｂｉｆｌｏｒｕｍ)、焰序山龙

眼 (Ｈｅｌｉｃｉａ ｐｙｒｒｈｏｂｏｔｒｙａ)等ꎮ 乔木下层高 ５ ~ １０ ｍꎬ
盖度 ４０％ ~ ５０％ꎮ 优势种主要有棋子豆 ( Ｃｙｌｉｎ￣
ｄｒｏｋｅｌｕｐｈａ ｋｅｒｒｉｉ )、 瘤 果 厚 壳 桂 ( 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ｒｏｌｌｅｔｉｉ)、沧源木姜子 ( Ｌｉｔｓｅａ ｃａｎｇｙｕａｎｅｎｓｉｓ)、轮叶

木姜子 ( Ｌｉｔｓｅ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南方紫金牛 (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ｔｈｙｒｓｉｆｌｏｒａ)等ꎮ

(７) 云南拟单性木兰 － 云南裸花林 ( ｆｏｒｍ.
Ｐａｒａｃｈｍｅｒ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ｓ ｒｅｍｏｔａ)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在云南南部ꎮ 乔木上层高度

在 ２０ ~ ２５ ｍ 之间ꎬ以云南拟单性木兰(Ｐａｒａｋｍｅｒ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占 优 势ꎬ 其 它 有 十 蕊 槭 ( Ａｃｅｒ
ｌａｕｒｉｎｕｍ)、百日青(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ｎｅｒｉｉｆｏｌｉｕｓ)、金叶子

(Ｃｒａｉｂｉ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ｓｔｅｌｌａｔｕｍ)、红 花 木 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文山紫树 (Ｎｙｓｓａ ｗｅｎ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长蕊木

兰 (Ａｌｃｉｍａｎｄｒａ ｃａｔｈｃａｒｔｉｉ)等ꎮ 乔木中、下层高度在

５ ~ ２０ ｍ 之间ꎬ盖度 ７０％ ~８０％ꎬ主要由中小径级的

乔 木 组 成ꎮ 优 势 度 较 大 的 有 云 南 裸 花

(Ｇｙｍｎａｎｔｈｅｓ ｒｅｍｏｔａ)ꎬ 其 它 树 种 有 云 南 黄 叶 树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短药蒲桃 (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ｇｌｏｂｉｆｌｏｒｕｍ)、粗丝木(Ｇｏｍｐｈａｎｄｒａ 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滇南

胡 桐 (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 )、 滇 龙 眼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钝叶桂 (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ｅｊｏｌｇｈｏｔａ )、 网 脉 山 胡 椒 (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ｍｅｔｃａｌｆ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ｄｉｃｔｙｏｐｈｙｌｌａ)等ꎮ

(８) 缅漆 ＋ 云南胡桐林 ( ｆｏｒｍ. Ｓｅｍｅ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
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在云南南部海拔 １ ０００ ~
１ ５００ ｍ 地区ꎮ 群落高达 ３０ ｍꎬ上层乔木以缅漆

( Ｓｅｍｅ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和云南胡桐 (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占优势ꎬ 伴生有糖胶树 (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ｓｃｈｏ￣
ｌａｒｉｓ)、钝叶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ｅｊｏｌｇｏｔａ)、泰国梭罗

树 (Ｒｅｅｖｅｓｉａ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等ꎮ 乔木下层主要是滇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ｎａｎｍｕ)、小叶红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ｇｌｏｂｕｌａｒｉａ)、
大 叶 藤 黄 (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ｘａｎｔｈｏｃｈｙｍｕｓ )、 琼 楠

７９９８ 期 朱华: 云南热带森林植被分类纲要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ｒｏｂｕｓｔｒａ)、降真香 (Ａｃｒｏｎｙｃｈｉａ ｐｅｄｕｎ￣
ｃｕｌａｔａ)、大果山香缘(Ｔｕｒｐｉｎｉａ ｐｏｍｉｆｅｒａ)等ꎮ

(９)肋果茶－粗穗石栎林 ( ｆｏｒｍ. Ｓｌａｄｅｎｉａ ｃｅｌａｓ￣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ｕｓ)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在铜壁关自然保护区海拔

９００ ｍ 以上地区ꎮ 群落高 ２０ ~ ３０ ｍꎬ 乔木上层以

肋果茶和粗穗石栎占优势ꎬ 其它常见种有龙陵栲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ｒｏｃｋｉｉ)、普文楠 (Ｐｈｏｅｂｅ ｐｕｗｅｎｅｎｓｉｓ)、
母猪果 (Ｈｅｌｉｃｉｃ ｎｉｌａｇｉｒｉｃａ)、滇南胡桐 (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红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等(杨宇明

和杜凡ꎬ２００６)ꎮ
(１０)阿丁枫＋菠萝蜜林( ｆｏｒｍ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 ｅｘｃｅｌｓａ ＋

Ａｌｔｏｃａｒｐｕｓ ｐｉｔｈｅｃｏｇａｌｌｕｓ)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在铜壁关自然保护区海拔

９００ ｍ 以上地区ꎮ 群落高 ２０ ~ ２５ ｍꎬ 乔木上层以

阿丁枫和菠萝蜜林占优势ꎬ 其它常见种有粗壮琼

楠 (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ｒｏｂｕｓｔｒａ )、 云 南 厚 壳 桂

(Ｃｒｙｐｔｏｃａｒｙ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截果石栎 (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ｓ)、 山 龙 眼 ( Ｈｅｌｉｃｉａ ｃｌｉｖｉｃｏｌａ )、 红 木 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南亚泡花树 (Ｍｅｌｉｏｓｍａ ａｒｎｏｔｔｉ￣
ａｎａ)等(杨宇明和杜凡ꎬ２００６)ꎮ

( １１ ) 糖 胶 树 ＋ 缅 漆 林 ( ｆｏｒｍ. Ａｌｓｔｏｎｉａ
ｐ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ａ ＋ Ｓｅｍｅｃａｒｐ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ꎮ

该群系在西双版纳和滇西南铜壁关自然保护

区海拔 ９００ ｍ 以上地区都有分布ꎮ 群落高 ２０ ~ ２５
ｍꎬ 乔木上层以糖胶树和缅漆(肉托果)林占优势ꎬ
其 它 常 见 种 有 海 南 葱 臭 木 (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常绿臭春 ( 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 ｆｏｒｄｉｉ)、粗穗石

栎(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ｕｓ)、红光树 (Ｋｎｅｍａ ｆｕｒｆｕｒａ￣
ｃｅａ)、 普 文 楠 ( Ｐｈｏｅｂｅ ｐｕｗｅｎｅｎｓｉｓ )、 粗 壮 琼 楠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ｒｏｂｕｓｔｒａ)等(杨宇明和杜凡ꎬ２００６)ꎮ
(１２)南洋木荷－普文楠林( ｆｏｒｍ. Ｓｃｈｉｍａ ｎｏｒｏｎ￣

ｈａｅ－Ｐｈｏｅｂｅ ｐｕｗｅｎｅｎｓｉｓ)ꎮ
该群系主要存在于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海拔１ ２００ ~ １ ３５０ ｍ 山地ꎮ 群落高达 ３０ ｍꎬ乔木

优势种为南洋木荷( Ｓｃｈｉｍａ ｎｏｒｏｎｈａｅ)ꎬ 亚优势种

为普文楠(Ｐｈｏｅｂｅ ｐｕｗｅｎｅｎｓｉｓ)ꎬ其它常见种为粗穗

石 栎 林 (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ｒａｎｄｉｆｏｌｉｕｓ )、 山 桂 花 ( Ｐａ￣
ｒａ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ｂａｉｌｌｏｎｉｉ)、钝叶桂 (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ｂｅｊｏｌｇ￣
ｈｏｔａ)、 小 叶 藤 黄 (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ｃｏｗａ )、 粗 壮 琼 楠

( Ｂｅｉｌｓｃｈｍｉｅｄｉａ ｒｏｂｕｓｔｒａ )、 木 莲 (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
ｆｏｒｄｉａｎａ )、 云 南 翅 子 树 ( Ｐｔｅｒ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毛瓣无患子 ( Ｓａｐｉｎｄｕｓ ｒａｒａｋ)、滇南

溪沙 (Ｃｈｉｓｏｃｈｅｔｏｎ 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山木患 (Ｈａｒｐｕｌｉａ ｃｕ￣
ｐａｎｉｏｉｄｅｓ)等(杨宇明和杜凡ꎬ ２００４)ꎮ
４.２ 季雨林

４.２.１ 落叶季雨林

(１)东京枫杨林 (ｆｏｒｍ.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ꎮ
东京枫杨(Ｐ. 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为胡桃科枫杨属植

物ꎬ 是东南亚热带河岸季雨林的一个常见树种ꎮ
它在一些主要河流的河岸上呈狭长形带状分布ꎬ
形成典型的单优势群落ꎮ 它作为一种热带河岸的

特殊类型ꎬ是河岸落叶季雨林中的一个代表群落

类型ꎮ 例如ꎬ 在云南南部勐仑椤梭江开阔地段的

河岸河流冲积或洪积台地上ꎬ海拔范围在 ４８０ ~
６５０ ｍ 之间ꎬ 就分布有典型的东京枫杨林ꎮ

东京枫杨群落季相变化明显ꎬ 是一种典型的

在热带季风气候条件下发育的热带河岸植被类

型ꎮ 干季乔木层落叶ꎬ呈现典型的落叶季雨林外

貌ꎮ 群落的高约 ２５ ｍꎬ 总盖度约 ８０％ꎮ
(２)木棉林 ( ｆｏｒｍ. Ｂｏｍｂａｘ ｃｅｉｂａ)ꎮ
木棉(Ｂｏｍｂａｘ ｃｅｉｂａ)是亚洲热带地区季雨林

和稀树草原的一个常见特征种ꎬ它通常散生或生

于混交落叶林中ꎬ但在云南一些河谷的冲积或洪

积ꎬ 坡积一、二级台地上形成较大面积的木棉单

纯林ꎮ
(３) 榆绿木林 ( ｆｏｒｍ. Ａｎｏｇｅｉｓｓｕｓ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ꎮ
榆绿木( Ａｎｏｇｅｉｓｓｕｓ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是大陆东南亚

热带落叶季雨林的一个特征树种ꎬ在印－缅一带动

的半湿润地区常形成单优群落ꎮ 中国滇西南盈江

羯羊河谷和滇南勐养地区季雨林中有榆绿木的分

布ꎬ在滇南小橄榄坝澜沧江河谷ꎬ榆绿木形成大片

的单优群落ꎮ
榆绿木林具有典型的季雨林外貌ꎬ乔木明显

分为 ２ 层ꎬ第一层高 ２５ ~ ３０ ｍꎬ树冠呈伞形ꎬ彼此

不连接ꎬ复盖度约 ４０％ꎬ以榆绿木占绝对优势ꎮ 第

二层高 １０ ~ １５ ｍꎬ形成郁闭ꎬ以牡竹占优势ꎮ 第一

层和第二层中伴生树种有绒毛萍婆 (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ｖｉｌ￣
ｌｏｓａ)、钝叶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云南黄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毛果扁担杆 (Ｇｒｅｗｉａ ｅｒｉｏ￣
ｃａｒｐａ)、厚皮 树 (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黑 黄 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ｃｕｌｔｒａｔｅ)等(王洪和朱华ꎬ１９９０)ꎮ
(４) 厚皮树 ＋香合欢林 ( ｆｏｒｍ.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

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 ＋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ａ)ꎮ

８９９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该群系分布在临沧云县的罗扎河下游下游海

拔 ９５０ ~ １ ２００ ｍ 之间ꎮ 群落高 １５ ~ ２０ ｍꎬ乔木第一

层 由 厚 皮 树 (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 )、 香 合 欢

(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ａ) 和 开 纯 白 花 的 澜 沧 木 棉

(Ｂｏｍｂａｘ ｃａｍｂｏｄｉｅｎｓｅ)等树种组成ꎬ也偶有个别树

木甚至可以超过 ２０ ｍꎮ 乔木第二层高度在 ５ ~ １０
ｍꎬ由粗糠柴(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余甘子(Ｐｈｙｌ￣
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一担柴(Ｃｏｌｏｎ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和火绳

树(Ｅｒｉｏｌａｅｎａ 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等树种组成ꎮ
(５)羊蹄甲 ＋ 楹树林(ｆｏｒｍ.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ｅ ＋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在瑞丽南畹河河岸ꎬ 海拔

８００ ~ ９００ ｍꎮ 乔木层以羊蹄甲(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ｅ)
和楹树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占优势ꎬ其他常见种有木

棉(Ｂｏｍｂａｘ ｃｅｉｂａ)、红木荷 (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羽
叶楸 ( Ｓｔｅｒｅ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ｔｅｔｒａｇｏｎｕｍ)、毛红春 ( Ｔｏｏｎ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ｖａｒ.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一担柴(Ｃｏｌｏｎ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光叶 桑 ( Ｍｏｒｕｓ ｍａｃｒｏｕｒａ) 等 ( 杨 宇 明 和 杜 凡ꎬ
２００６)ꎮ

(６) 厚皮树 ＋ 白头树林 ( ｆｏｒｍ.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
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 ＋ Ｇａｒｕｇａ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ꎮ

该群系广泛分布在元江的支流绿汁江河谷ꎬ
海拔 ５６０ ~ ８００ ｍ 山坡ꎮ 群落高度为 １５ ~ ２０ ｍꎬ季
节变化明显ꎮ 乔木层分为明显的两层ꎮ 第一层为

林冠层ꎬ树冠彼此连续ꎬ郁闭度在 ９０％以上ꎬ树冠

开展呈伞状ꎬ冠幅较大ꎮ 主要组成树种为落叶的

厚皮 树 (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白 头 树 ( Ｇａｒｕｇａ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 心 叶 木 ( Ｈａｌｄｉｎ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 毛 麻 楝

(Ｃｈｕｋｒａｓｉａ 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ｓ ｖａｒ. ｖｅｌｕｔｉｎａ)和常绿的香合欢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ａ)ꎮ 第二层乔木高度为 ５ ~ １０
ｍꎬ郁闭度约为 ３０％ꎮ 主要组成树种为常绿的灰毛

浆果 楝 ( 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 清 香 木 (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ｆｏｌｉａ)、细基丸(Ｐｏｌｙａｌｔｈｉａ ｃｅｒａｓｏｉｄｅｓ)ꎬ此
外还有落叶的异序乌桕( Ｓａｐｉｕｍ ｉｎｓｉｇｎｅ)、虾子花

( Ｗｏｏｄｆｏｒｄｉ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 余 甘 子 (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等ꎮ

(７)桂火绳 ＋ 家麻树林( ｆｏｒｍ. Ｅｒｉｏｌａｅｎａ ｋｗａｎ￣
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ｐｅｘａ)ꎮ

该群系分布于泗南江及其支流河谷两岸低山

和山地ꎮ 群落高度约 ２０ ｍꎬ乔木层主要由落叶的

桂火绳 (Ｅｒｉｏｌａｅｎａ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家麻树 (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ｐｅｘａ)、 一 担 ( Ｃｏｌｏｎ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 楹 树 (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居间紫薇 (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余
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羽叶楸 (Ｓｔｅｒｅ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ｏｌａｉｓ)、 翅果麻 (Ｋｙｄｉａ ｃａｌｙｃｉｎａ)树种组成ꎮ 乔木

层 中 常 绿 的 种 类 有 钝 叶 黄 檀 (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清香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ｆｏｌｉａ)ꎬ灰毛

浆果楝 (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ꎬ干扰较严重的群落

中还具有黄竹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等

种类ꎮ
４.２.２ 半常绿季雨林

(１)厚皮树 ＋ 家麻树林 ( ｆｏｒｍ.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
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 ＋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ｐｅｘａ)ꎮ

以落叶的厚皮树和家麻树为优势和标识树种

的澜沧江下游两岸山地的半常绿森林是季雨林的

一种类型ꎬ它具有季雨林的基本结构和特征ꎬ但由

于分布海拔和纬度偏高以及处于澜沧江湿热河谷

与干热河谷的过渡地带ꎬ在群落特征上与典型的

季雨林有一定差异ꎬ存在有一定数量的常绿树种ꎬ
为一种半常绿季雨林ꎮ 虽然厚皮树 ＋ 家麻树林在

澜沧江中下游流域及支流的河谷都有分布ꎬ但大

多已被破坏形成以黄竹为优势的次生竹林ꎬ现只

在澜沧江糯扎渡自然保护区内还有保存几片较好

的以厚皮树和家麻树为优势树种的森林群落ꎮ 他

们主要分布在海拔 ９００ ｍ 以下的澜沧江和支流河

谷两岸低山丘陵的山地ꎮ
厚皮树 ＋ 家麻树林高度为 ２０ ~ ２５ ｍꎬ乔木层

通常有 １ ~ ２ 层ꎬ乔木第一层主要由落叶的厚皮树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家麻树 (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ｐｅｘａ)、
羽叶楸 ( Ｓｔｅｒｅ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ｏｌａｉｓ) 和香合欢 ( Ａｌｂｉｚｉａ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ａ)等树种组成ꎬ盖度在 ８０ ％ 以上ꎮ 乔

木第二层主要由常绿的清香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ｗｅｉｎｍａｎ￣
ｎｉｉｆｏｌｉａ)、灰毛浆果楝 (Ｃｉｐａｄｅｓｓａ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和落叶

的桂火绳(Ｅｒｉｏｌａｅｎａ ｋｗａ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黄竹 (Ｄｅｎｄｒｏ￣
ｃａｌａｍ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 余 甘 子 (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等树种组成ꎬ盖度为 ２０％ ~３０％ꎮ

(２)长果木棉－缅甸黄檀林 ( ｆｏｒｍ. Ｂｏｍｂａｘ ｉｎ￣
ｓｉｇｎｉｓ－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ｂｕｒｍａｎｉｃａ)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在大盈江河谷地带ꎬ海拔

３３０~ ６００ ｍꎮ 群落高 ２０ ~ ３０ ｍꎬ落叶成分占 ６５％ꎬ
以 长 果 木 棉 ( Ｂｏｍｂａｘ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 缅 甸 黄 檀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ｂｕｒｍａｎｉｃａ) 占优势ꎬ 其他见有马蛋果

( Ｐｒｏｔｉｕｍ ｓｅｒｒａｔｕｍ )、 钝 叶 黄 檀 (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
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 、毛叶羽叶楸 ( Ｓｔｅｒｅｏｓｔｅｒｍｕｍ ｎｅｕｒａｎ￣

９９９８ 期 朱华: 云南热带森林植被分类纲要



ｔｈｕｍ)、海南榄仁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等(杨宇

明和杜凡ꎬ２００６)ꎮ
(３)四树木－常绿榆林 ( ｆｏｒｍ. 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 ｎｕｄｉ￣

ｆｌｏｒａ－Ｕｌｍｕｓ ｌａｎｃｅａｅｆｏｌｉａ)ꎮ
该群系分布在南滚河自然保护区ꎮ 乔木层以

四树木 (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占优势ꎬ 其它见有千

果榄仁 ( Ｔｅｒｍｉｌａｎｉａ ｍｙｒｉｏｃａｒｐａ)、云南黄己 ( Ｅｎ￣
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ａ ｓｐｉｃａｔａ)、常绿榆 (Ｕｌｍｕｓ ｌａｎｃｅａｅｆｏｌｉａ)、厚
皮 树 ( Ｌａｎｎｅａ ｃｏｒｏｍａｎｄｅｌｉｃａ )、 火 烧 花

(Ｍａｙｏｄｅｎｄｒｅｏｎ ｉｇｎｅｕｍ)、翅果麻 ( Ｋｙｄｉａ ｃａｌｙｃｉｎａ)
等(杨宇明和杜凡ꎬ２００４)ꎮ
４.３ 季节性湿润林

４.３.１ 季节性常绿湿润林

(１)轮叶戟 －尖叶闭花木林 ( ｆｏｒｍ.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 Ｃｌｅｉｓｔａｎｔｈｕｓ ｓｕｍａｔｒａ￣
ｎｕｓ)ꎮ

该群系见于滇南勐仑、勐醒一带海拔 ６００ ~
８００ ｍ 的石灰岩中低山干燥山坡ꎮ 群落通常高

２０ ~ ２５ ｍꎬ 乔 木 上 层 的 落 叶 大 树 如 四 数 木

( 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 )、 羽 叶 白 头 树 ( Ｇａｒｕｇ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 和 毛 麻 楝 ( Ｃｈｕｋｒａｓｉａ 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ｓ ｖａｒ.
ｖｅｌｕｔｉｎａ)等分布稀疏ꎬ树冠较大ꎬ盖度约 ３０％ꎮ 乔

木下层高 ５ ~ １６ ｍꎬ盖度在 ８０％以上ꎬ以尖闭花木

( Ｃｌｅｉｓｔａｎｔｈｕｓ ｓｕｍａｔｒａｎｕｓ) 占 绝 对 优 势ꎬ 轮 叶 戟

(Ｌａｓｉｏｃｏｃｃａ ｃｏｍｂｅｒｉ ｖａｒ. ｐｓｅｕｄｏ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次之ꎬ伴
生有油朴 (Ｃｅｌｔｉ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ｗｉｇｈｔｉｉ)、锈毛山

小橘 ( Ｇｌｙｃｏｓｍｉｓ ｅｓｑｕｉｒｏｌｉｉ)、火烧花 (Ｍａｙ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ｉｇｎｅｕｍ)、藤春 (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ａ ｍｏｎｏｇｙｎａ) 等ꎮ 在石多

土少 的 山 顶 部ꎬ 闭 花 木 个 体 矮 化ꎬ 与 清 香 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ｆｏｌｉａ)等共同组成山顶矮树林ꎮ
在一些湿润的山地沟谷和台地上则轮叶戟占最大

优势ꎬ其次为尖叶闭花木和鸡骨香 (Ｃｒｏｔｏｎ ｃｒａｓｓｉｆｏ￣
ｌｉｕｓ)ꎮ

(２)多脉桂花－岩棕林( ｆｏｒｍ.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ｐｏｌｙ￣
ｎｅｕｒｕｓ－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ꎮ

该群系分布于滇南的基诺山区海拔１ ０００ ｍ
以上的山地或山丘上部ꎬ群落高约 ２０ ｍꎬ乔木上层

以多脉桂花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ｐｏｌｙｎｅｕｒｕｓ)占优势ꎮ 乔木

下层以岩棕(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为优势ꎬ其
它常见树种有假桂乌口树 (Ｔａｒｅｎｎａ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胭
木 ( Ｗｒｉｇｈｔｉ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 )、 绒 毛 苹 婆 (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四数九里香 (Ｍｕｒｒａｙａ ｔｅｔｒａｍｅｒａ)等ꎮ

４.３.２ 季节性半常绿湿润林

(１)长果木棉－一担柴林(ｆｏｒｍ. Ｂｏｍｂａｘ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Ｃｏｌｏｎ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于滇南海拔１ ２００ ｍ 以下的

干燥石灰岩山坡ꎬ岩石裸露为 ３０％ ~ ５０％ꎬ森林的

面积较大ꎮ 群落高 ２０ ~ ２５ ｍꎬ乔木上层以长果木

棉(Ｂｏｍｂａｘ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为标志或优势种ꎬ 伴生种主要

有翅果刺桐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 ｓｕｂｕｍｂｒａｎｓ)、顶果木 (Ａｃｒｏ￣
ｃａｒｐｕｓ ｆｒａｘｉｎｉｆｏｌｉｕｓ)、常绿榆(Ｕｌｍｕｓ ｌａｎｃｅｉｆｏｌｉａ)、槟
榔青 ( 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ｐｉｎｎａｔａ) 等ꎮ 乔木下层以一担柴

(Ｃｏｌｏｎ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占优势ꎬ其它常见的种类有翅

果麻 (Ｋｙｄｉａ ｃａｌｙｃｉｎａ)、红木荷 ( Ｓｃｈｉｍａ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粗 糠 柴 (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ｎｓｉｓ )、 疏 毛 厚 壳 树

(Ｅｈｒｅｔｉａ ｔｓａｎｇｉｉ)等ꎻ在完全的岩石地带则以清香

木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ｗｅｉｎｍａｎｎｉｉｆｏｌｉａ)为优势ꎮ
(２)长果木棉－大苞藤黄林 ( ｆｏｒｍ. Ｂｏｍｂａｘ ｉｎ￣

ｓｉｇｎｉｓ－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ꎮ
该群系主要分布滇南勐远曼康河一带典型的

石灰岩山中上部ꎬ海拔在 ９００ ~ １ ３００ ｍ 之间ꎬ生境

干燥ꎬ基本上没有土壤ꎬ树木皆生长于岩石缝中ꎮ
乔木上层以长果木棉(Ｂｏｍｂａｘ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为优势ꎬ通
常高 ２０ ~ ２５ ｍꎬ但生长于大岩峡槽中者可高达 ４０
ｍꎬ其它见有四数木 (Ｔｅｔｒａｍｅｌｅｓ 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ａ)、多花白

头树 (Ｇａｒｕｇａ 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ｖａｒ. ｇａｍｂｌｅｉ)ꎮ 乔木下层

以大苞藤黄(Ｇａｒｃｉｎｉａ 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和岩棕 (Ｄｒａｃａｅｎ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为优势ꎬ 其它常见种有全缘火麻树

(Ｄｅｎｄｒｏｃｎｉｄｅ ｓｉｎｕａｔｅ)、锈毛山小橘 ( Ｇｌｙｃｏｓｍｉｓ ｅｓ￣
ｑｕｉｒｏｌｉｉ)、假玉桂 (Ｃｅｌｔｉｓ ｔｉｍｏｒｅｎｓｉｓ)、缅桐 ( Ｓｕｍｂａｖ￣
ｉｏｐｓｉｓ ａｌｂｉｃａｎｓ)、多脉樫木 (Ｄｙｓｏｘｙｌｕｍ ｌｕｋｉｉ)等ꎮ

５　 讨论与结论

云南的热带森林包括三个主要的植被型ꎬ 即

热带雨林、季雨林、季节性湿润林ꎮ 热带雨林按国

际类似植被分类惯例ꎬ依据分布、生境和特征划分

为低地雨林和其山地变型—山地雨林二个植被亚

型ꎮ 云南的低地雨林发生在季风热带北缘ꎬ乔木层

中具有一定比例的落叶树种ꎬ在外貌特征上具有

较明显的季节性变化ꎬ是一种在水分、热量和分布

海拔上均到了极限条件的热带雨林类型ꎬ中国学

者称之(命名)为热带季节性雨林ꎮ 在过去的植物

学文献中ꎬ一些学者把分布于云南东南部的低地

０００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雨林定名为湿润雨林ꎬ与分布于云南南部、西南部

的季节性雨林相区别ꎮ 云南东南部的所谓湿润雨

林与热带亚洲非季节性地区的低地湿润雨林有明

显差异ꎬ而与云南南部、西南部的季节性雨林在生

态外貌特征上很类似ꎬ它们都发生在季风热带北

缘ꎬ在林冠层中或多或少都有落叶树种存在ꎬ在种

类组成上差异也不大ꎬ应为处理同一植被亚型ꎬ均
属于热带季节性雨林ꎮ 本文建议取消云南东南部

的所谓湿润雨林这一定名ꎮ
云南的季雨林与东南亚的季雨林一样ꎬ是在

具有明显干、湿季变化的热带季风气候下发育的

一种热带落叶或半常绿的森林植被ꎮ 在一些中国

植物学文献中的“季雨林”是泛指中国热带北缘分

布的一个植被型ꎬ 并认为它们是一个介于热带雨

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之间的植被类型ꎬ 属于纬

向地带性植被ꎬ也有学者对“季雨林”这一名称在

的运用提出疑问ꎮ 季雨林(ｍｏｎｓｏ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这一名

词由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１９０３) 提出ꎬ是指在热带季风气候

下发育的介于热带雨林与萨王纳之间的一种热带

落叶森林植被ꎬ亦称为落叶季节林( ｄｅｃｉｄｕｏｕｓ ｓｅａ￣
ｓ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ꎬ １９９６ )ꎮ 本 研 究 依 据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对季雨林的定义ꎬ把主要分布在云南几大

河流开阔河段两岸和一些开阔河谷盆地受季风影

响最强烈地段的热带落叶森林植被ꎬ作为典型的

季雨林处理ꎻ把分布在与季节性雨林接壤的地段ꎬ
在群落中出现一些常绿树种ꎬ特别是在下层树种

上出现较多的常绿成分的一类热带半常绿植被ꎬ
作为为半常绿季雨林ꎬ归为季雨林植被型下的一

个亚型ꎮ 本研究也把在我国的一些植物学文献资

料中分布在石灰岩山地的常绿或半常绿的被称之

为“石灰岩季雨林”的热带森林植被ꎬ给以“热带季

节性湿润林(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ｍｏｉ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名称ꎬ
因为它们的乔木层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无叶(落叶)
期ꎬ它们的落叶现象可能主要由于局部生境的干

燥和历史的原因ꎬ并非是由于地区性气候干旱所

导致ꎬ它们在许多方面与 Ｓｃｈｉｍｐｅｒ (１９０３)定义的

在旱季由于大气候所导致树木同时、全部落叶的

的季雨林不相同ꎮ 热带季节性湿润林中的季节性

半常绿湿润林与季雨林中的半常绿季雨林在生态

外貌上接近ꎬ但热带季节性半常绿湿润林通常分

布在云南南部的石灰岩山中、上部ꎬ并在石灰岩山

脚及沟谷的热带季节雨林带之上ꎬ它们应是石灰

岩山地垂直带上的一种植被类型ꎬ 而半常绿季雨

林是与季节性雨林水平过渡ꎬ介于热带雨林与萨

王纳之间的一个类型ꎬ它们在植物区系组成上也

有明显差异ꎮ
云南的热带森林植被分类比较接近广西热带

森林植被的分类ꎬ 接近早期的海南植被分类ꎬ 但

与后期海南的各种各样的海南植被分类有较多差

异ꎬ在此也建议研究人员对海南的热带森林植被

分类系统做一个梳理ꎮ
云南地形地貌非常复杂ꎬ其气候和自然植被

在短的距离内发生巨大变化ꎬ因此云南的各种不

同植被类型形成了复杂的分布格局ꎬ不论其纬度ꎬ
只要是海拔为１ ２００ ~ １ ３００ ｍ 的区域通常都分布

有热带植被ꎮ 本研究所归纳的云南热带森林植

被ꎬ仅是依据已掌握的调查研究资料而撰写ꎬ本研

究并未完全包括所有云南的热带森林植被的群

系ꎬ笔者相信ꎬ随着深入的调查将会不断增补新的

群系ꎬ逐步完善云南的热带森林植被研究ꎮ 正如

前言中所述ꎬ本研究是对云南热带森林植被的一

个概要性归纳ꎬ对云南省制定生态保护红线ꎬ对研

究云南及其周边的热带森林植被研究提供参考ꎬ
也为林业、环保等工作者提供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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