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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兴安苗儿山保护区铁杉与阔叶树混交林

的主要类型及其合理利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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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铁杉特别是南方铁杉是苗儿山保护区的明显标志
。

本文着重介绍铁杉与阔叶树混 交 林

的主要类型
,

指出它们主要分布在分水岭区域
,

林木生长密茂
,

植物种类繁多
,

涵养水源能力强
,

应加强保护
,

发挥其涵养水源和植物资源库的作用
。

林中有许多珍贵
、

速生树种
,

可选为周 围 山

地造林树种
,

广泛栽培
。

关键词 针阔混交林 ; 苗儿山保护区 ; 铁杉

在我国西部中亚热带山地海拔 2 40 0一 3 2 00 m 范围内
,

由铁杉与阔叶树组成的 针 阔 混 交

林
,

常常构成一个独特的植被垂直地带
“

场 但在东部亚热带范围内的山地
,

由于山体 海 拔

较低
,

形不成一个明显的垂直地带
,

但在海拔 1 6 0 0m 以上的局部地区
,

可发现小片类似的森

林 〔毛 o] 苗儿山是广西的第一高峰
,

海拔 2 1 4 2m
,

位于桂东北中亚热带范围的南岭山地区域

所在地海拔 1 6 0 0m 以上的山地面积较广
,

所 以
,

铁杉与阔叶树混交林常有零星小片的分布
,

类型也较多
。

有羌针阔混交林 的群落学特点
补
以及苗儿山保护区 的自然特点和植被概况

,

我

们已有专文论述 〔 ` ’ ” 止 。

这里
,

我们着重对铁杉与阔叶树混交林的类型作较详尽的介绍
,

以

供有关方面参考
。

1
。

南方铁杉与阔叶树混交林 这类森林在南岭山地普遍分布 〔“ ’ ` ’ 。 1
,

在苗儿 山 海 拔

1 7 0 0一 2 1 0 0m 范围山地常有零星小片的分布
。

南方铁杉高耸在阔叶树林冠之上
,

浓绿色的

球形树冠远远就吸引着人们的注意
,

成为苗儿山保护区的明显标志
。

可惜
,

在修筑公路时砍

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

现在只剩下八角田附近低洼湿地和某些山脊上有小片的分布
,

常见有

下列两个群丛
:

1
.

南方铁杉 + 黔稠一大八角一箭竹一林 荫 活 阶 草 群 丛 ( T : 。
ga 矛

。 hek ian ge 邢 l’s +

C 夕e
l
o ba l

a n o P s i s s t e 功 a r d `a o a
一 I l l i e `。阴 m a j o s

一 S i n a r u o d i n a r `a 。 ` t `d a
一 O P h i o P o g o n

u拼b r `e o l a 一 S夕h a g n u , n
f

a l l a 戈 + S夕h a g 。 “ ,二 夕a l u s t r e A o s o e i a t i o n )

这个群丛主要见于八角田附近一带的山间洼地
,

海拔 2 0 0 0 m左右
。

所在地地 面 凹 凸 不

平
,

凹处积水地呈泥泞软绵垫状
,

踏上有浮动并凹陷的感觉
,

土壤为泥炭 性 土 壤
,

土层深

1
.

0一 1
.

2m
,

表土 ( 0 一 2 3c m ) 为黑 色中壤土
,

略带细砂
,

是根系集中分布 的 地 方
,

比较

疏松 , 底土 ( 2 c3 m 以下 ) 为黑 棕色中壤土
,

枯死的南方铁杉粗根较多 , 1
.

Zln 以下达到地下

水位
,

全剖面土壤 P H值 4
.

0一 4
.

5
。

从地形和土壤的现状特点可 以看出
,

这 里原来是一个小

湖
,

由于周围森林的有机残落物不断堆积
,

淤塞成上
,

使得很多林木能够侵入生长
。

在这种

参加野外工作还有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尤所
、

广西佳林行署林业局
、

苗儿山自然保护区的许多同

志
,

苔醉标本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吴鹏程
、

罗健馨两先生帮助鉴定
,

一并志此
,

以表谢忱
。

·
王献溥

,
1 9 8 8 : 广西亚热带山地针阔混交林的群落学特点

,

未 刊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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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下
,

林木生长都 比较缓慢而低矮
,

林冠郁闭度 0
.

7左右
,

林木层可 划 分 为 两 个 亚

层 :

第一亚层林木高 8 一 10 m
,

最高不过 12 m
,

平均胸径 27
.

o8 m 最大可达 50 c m
,

覆盖 度 60 %

左右
,

大约在 1 5 0 o m
“
范围内约有南方铁杉 50 株

,

根据树干解析的测定
. ,

2 83 年生植株 树 高

1 1
.

2m
,

胸径 35
.

cI m
,

带皮材积为 o
.

7 39 40 m “ ,

胸径连年生长量最大不及 o
.

c3 m
,

一 般 只

有 0
.

cI m
,

树高连年生长量最大 o
.

l m
,

一般只有0
.

0 2一 o
.

04 m
,

材积连年生长都在 .0 00 6 m 3以

下
,

一般只有 0
.

00 2m
“
左右

,

看不出生长盛期
。

树根大多在土层 1 5 o m 处延伸
,

有时还向上生长
,

往下延伸者大多死亡
。

混生其中的阔叶树以黔稠为多
,

其它还见有华南木五加 ) D印口r o P助
a x

d e n t i g e r ) 和 包果石栋 ( L i了h o e a r 夕u s c ; e `s t o e a , P a ) 等
,

都是常绿的
。

第二层亚林木一般高 4 一 7 m
,

覆盖度约叻%
,

黔稠和大八角最多
,

华南铁杉也占有一

定的比重
,

约有 2 4株
。

其它常见的常绿种类有
:

山桂花 ( B e n , e t t f o d e , d r o n b r 仑时 P e S
)

、

波

缘冬青 ( I l e交 e r e , a r a )
、

三花冬青 ( 1
.

了r ` f l
o r a )

、

长柄冬青 ( 1
.

p e d u o e “ l o s a )
、

包果石

栋
、

光叶石栋 ( L f t h o e a r P u s h a o e e f )
、

天 日杜 月鸟(尸 h o d o d e n d r o n
f

o r t u , e i )
、

羊角杜 鹃 ( R人
.

c a o a l e r i e 落)
、

华丽杜鹃 ( R h
.

f
a r r e r a 。 )

、

红果树 ( g r r a n o a 口 s i a d a o i d i a n a )
、
美山矾 ( S y 卿 p

-

l
o e o s d e c o r a ) 等 , 落叶种类有

:

资源木 恙子 ( L ` t s e a P e d 。 ” e u
l
a t a )

、

吊钟花 (肠寿̀ a川 h u s

g。 ` n g u e
f l

o r u s )
、

芙叶五加 ( A c a , t h o夕 a o a 二 。 。 o d i a e
f

o l`“ s ) 等
。

灌木层 植物高 Zm 以下
,

覆盖度 90 % 以
一

上
,

生长密集
,

其中箭竹最多
,

占去了 80 % 以上
,

平均 l m
2

范围就有 30 株左右
。

其它 , 上层的林木幼树为多
,

样地内没有乔木分布的幼树种类

有
:

新木恙子 (N o o 了̀t s e a c h。 “ )
、

美丽南浊 ( L 夕o n `a f
o r m o s a

)
、

南山茶 ( C a m e
l l`a 夕i才a r ,

d “ )
、

凸脉冬青 ( I l
e x o d i t i e o s才a了a )

、

木恙叶冬青 ( 1
.

e d i t i c o s才a , a v a r
.

l .
s e a e

f
o l￡a )

、

刺叶

野樱 (尸
r u 。 “ s : 夕 i o u l o s a )

、

华械 (五 e 。
·

: 5 1: 。 。 : 。 )
、

清香木恙 ( L萦t
s e a r e f l

e 二 a )和白腊树 ( F r a -

对 。 。 : 。 ih 。 。 。 is 约等
,

除后三者外都是常绿种类
。

真正的灌木种类不多
,

数量也很 有
会

限
,

零

星分布有茵芋 ( S k i m m i a r e e o e s i a o a )
、

广西越桔 ( 犷a e e 玄示 u m 寿叨 a n g s泣e n s 。 )
、

小叶女贞

( L i g
u s r r u o g r o

f f i
a e

)粕齿叶吊钟 (百 。凡i a 。 r几u s s o r r u l a t u s )等
。

草本层植 物种类不多
,

数量也少
,

高 l m 以下
,

覆盖度 30 % 左右
,

优势种不明显
,

林荫

沿阶草稍多些
,

约占 5 %
,

其它常见的种类有
:

兔儿风 ( A `那 l i a e o
gr ou

:
ds 洲 t a)

、

滇桂免儿

风 (A
.

h e n r刃 )
、

十字苔草 ( C ar e 戈 cr o d at a) 和水龙骨 (尸 ol y P。成 “ 明 a 二 oe 酬 。 ) 等
。

南 方 铁

杉 的幼苗在林缘分布不 少
,

1 m
Z

范围内可 发 现 10 株左右
,

但幼树很少见到
,

估计许多幼苗

难以成长起来 , 其它林木幼苗数量也不多
。

苔醉层种类不少
,

覆盖度达 50 一60 %
,

主要分布在华南铁杉树冠下
,

阔叶树冠下由于枯

枝落叶覆盖
,

苔鲜生长较少
,

只在石头表面和腐朽的倒木
.

上分布较多
。

一般地表面以泥炭醉

( S p h a g n u o f
a
l la 二 ) 和大泥炭醉 ( 5

.

p a l u s 了r e ) 为 多
,

其它常见 的种类有
:

尖 叶 羽 鲜

( T h u ` d i u o
.

P h i l i b
e r 才11)

、

锦醉 ( S
e 阴 a t o P h〕

,
11: 。 : a P r o % 夕l

o P h i l u 。 :
)

、

整鲜苔 ( aT
劣 11召 j e u o e a

u o b i l i c a t a )
、

针嘴鲜 ( R h a p h`d o r r h y o e h才u阴 : u b e y l i n d r i e u 。 )
、

刺叶桧醉 ( 尸 h i之。 夕。耐 “ 。

sP 坛 l’f o r o e)
、

毛尖刺枝醉 (牙 i kj ia t a o gt r 。̀ h。 ) 等
。

生长在岩石表面和腐朽倒木上 的 种 类

有
:
硬指叶苔 ( L e p宕d o z i a 刀 i t r e a )

、

距齿虎鳞苔 ( C o l o l e j e u n e a ,: a e o 。 玲 f f )
、

大瓣扁粤苔

,

广西 佳林行政公署林业局
, 1 9 7 9 :

广西苗儿山水原林区调查材料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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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a d u
l a e a o if o l i a )

、

延叶羽苔 ( P l a g̀ o c h̀ l a s e m id e c u

rre
n s )

、

日本毛耳苔 ( J u b u l a j a p o -

” i c a
)
、

睫毛苔 ( B l o p h a r o s才 o m a 才 r̀ c h o p h y l l
u m )

、

Jly胞耳叶苔 (F叮 u l l a o i a t a阴 a r i : c` )
、

卡 羽

苔 ( P la g i o c h i l a e a d e n s )
、

尾久鞭苔 (B a
刀

a n i a 夕 a k o s h im e n s i s )和福氏指叶苔 ( L口 p̀ d o之 i a

f a o r i a n a )等
。

层外植物比较繁茂
,

特别是附生在林木干枝上的苔醉
,

不但种类多
,

而且常 常 盖 满 枝

干
,

说明所在地环境潮湿
。

一般附生在树干基部的种类最多
,

生长也较为密集
,

80 一 90 % 的

面积都被覆盖
,

常见的种类有
:

刺叶绘鲜 ( R h`二o 夕o n ` u m o P `n `f
o r 州 e

)
、
顶脆鲜 (月 e r o P o ir u 。 ,

五。 r o a p h r o d i 。 ,二
)
、

青毛鲜 ( D i c r a o o d o n 公̀ u o c a p 落l l i f
o l i 。撰 )

、

整鳞苔
、

曲尾鲜 ( D 泣
e ar o u 。

: e o p a r i u 。 :
)

、

刀叶树平鲜 ( H
o o a l i o d e o d or n : e a l p e l l i f

o l i u 。 )
、

桧状白发醉 ( L 口
u e o b即

u 。

j u n i P r o落d e “ 。 , )
、

白边鞭苔 ( B a召
a n i a 0 5 人̀ m e o s ` s

)
、

指叶苔 (
.

乙e P` d e : a 锣 P t a n s
)
、

明叶

鞭苔 ( B a z z a o i a a l b i c a 。 s )
、

小叶剪叶苔 ( H
e r b e r t a 跳 f o o r )

、

羽苔 ( P l a g f o c h f l
a a s p e _

。 10艺d o s s u b
.

o v a l` f
o l i a v a r

.

爪 f y o s h蓄。 a )
、

弯叶鞭苔 ( B a : : a n f a p e a r s o成 i )
、

吐剪叶苔

H
e r b e r i a 才川 u ` l i a n a )

、

班叶纤鳞苔 ( M i e r o
l
e j u o e a p u o c r` f

o r o i s )
、

大瓣扁尊苔
、

树 形

羽苔 ( P l
a g ` o e h` l a d e 。 d r o `d e s )

、

角鳞苔 ( D r e P a n o 了e j 。 , e a t e n 。` s )
、

狭叶羽苔 ( P l a夕￡o -

hc 汀
a tr ab ce lu

o at ) 等
。

树 干中部苔醉生长稀疏一些
,

种类也大大减少
,

覆盖 度 30 一 40 %左

右
,

常见种类有
:

异叶齿警苔 ( L
o P h o e o l e a h e t e r o P h夕l l

a )
、

羽枝片叶苔 ( R `c a
dr `a m u -

t i f i d
a
)

、

剪叶苔 ( H
e r b e r t a h o l l e r葱

、

)
、

小叶剪叶苔
、

长角剪叶苔 ( H
·

d ` e r a ” a )
、
角鳞 苔

和尖叶梳鲜 ( C 才e n i d i 。 。 e a P `l移f
o l i u 。 )等

。

此外
,

膜碳 (H y m e o o p h y l l
。 。 d e n 才̀ c u

l a 了
。m )

常常分布也很多
。

树冠
_

七部枝条也挂满苔醉
,

生长繁茂而密集
,

使小小的枝条好象变粗了许

多
,

但种类稍少 一些
,

以尖叶羽鲜 ( T hu i d加。 P hi l`ber it 墓 )
、

毛尖叶枝醉
、

尖 叶 顶 脆 鲜

( A c or P o r i 。。 o , 少P o r u m )
、
顶脆鲜和大羽醉 ( T h u` d i u o c夕。 b了f

o
l`

u。 ,
) 等为多

。

藤本植物种类不多
,

数量也少
,

只见有长叶菠葵 ( S , i l a x l
a 。 。 e a e

f
o
l i

a v a r
.

I a。 。 e o l a t。 )
、

乌敛苟 ( C a夕 r a t` a j a P o o i e a )
、

茅蓦 ( R o b u s P a r v i f
o l 。̀ 。 )和扶芳藤 ( E

o o n少。 。 5
f
o r才。 。 e` )

等零星的分布
。

2
.

南方铁杉 十厚叶红淡一红岩杜鹃一箭竹一小沿阶草群 丛 (T
: “
ga thc 认 ia 叼“ 。行 十

C l
e夕 e , a P a e人夕 P h夕 Il a一 R h o d o d e , d r o n h a o

f
o f一 S`。 a , u n d f n a r i a o f t f d a一 O P h f o P o夕。 ” b o

-

e寿f a ” u s A S s o e i a t i o n )

这个群丛主要见于八角田西北海拔 1 8 0 0一 2 1 0 0 m的花岗岩山地 山脊上
,

排水 良好
,

与上

一群丛所在地的积水洼地生境明显不同
。

土壤为黄棕壤
,

土层比较浅薄
,

一般 5 c0 m 左 右
,

枯枝落叶层厚 3 一 5 c
m

,

表土深灰棕色砂壤土
,

疏松
,

腐殖质含量较高
,

p H S
.

伪 底 土 灰

黄 棕色砂壤土
,

夹杂母岩碎块较多
,

比较坚实
,

p H S
.

5
。

由于所在地经常处于云雾笼罩之中
,

大气环埃沂目当湿润
。

林木生长高大
,

林冠郁闭度 0
.

6一 0
.

7
,

成层现象比较复杂
,

乔木层可明

显划分为三个亚层
:

)

第一亚层林木平均高 22 m
,

最痛达 25 m
,

平均胸径 6 c4 m
,

最粗达 9 c0 m
,

覆盖度 60 %左

右
,

华南铁杉占多数
,

也混生有少量红豆杉 ( T a 二 uS 。 h in en is : ) 和向叶树
,

其中常 绿 的 有

厚叶红淡
,

落吻的有芡叶五加
、

清香木恙和青蛤蟆 ( 月 ce r d叨`id ` ) 等
。

第二亚层林木高 8 一 15 m
,

胸径 2 o0 m 左右
,

覆盖度 30 一 40 %
,

以红岩杜鹃 居 多
,

也夹

杂有少量厚叶红淡
、

包果石栋
、

榕叶冬青 ( I le 二 f 幼 io d e a ) 和英叶盆加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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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亚层林木高 4一 7 m
,

胸径 10 o m左右
,

覆盖度也不过 30 %
,

优势种不明显
,

常见的

种类有
,

大八角
、

光叶石栋
、

曼稠 ( C y cl ob al 助。 P盯 : 。 x y o d on )
、

厚叶红淡
、

广 西 木 莲

( M
a ” 夕 Ì e才i a t e n o i P e s )

、

拟榕叶冬青 ( I l
e二 s u b f ` co f d e a ) 扇叶械 ( 月 c e r

f l a b心 J了
a 才“ , )

、

青蛤蟆和资源木恙等
,

除后三者为落叶的以外
,

其它都是常绿的种类
。

灌木层植物高 Z m 以下
,

生长密集
,

覆盖度 90 % 以上
,

其中箭竹占 绝 大 多 数 覆盖度

80 % 以上
,

在 l m “
范围内有 50 一 60 株

。

其次为上层林 从幼树居多
,

样地内没有遇到 的 乔 木

的幼树有
: 华南木五加、 美山矾

、

美丽南烛
、

嘉宝山柳 ( C l et har 掩滋 p oe ns 行 ) 等 , 南 方 铁

杉幼树在林窗和林缘也有零星分布
。

草本层植物高 l m 以下
,

分布稀疏
,

覆盖度只 占 6 %左右
,

小沿阶草稍多一些
,

其它还

见有林荫沿阶草
、

洋刀 尖 ( F o r d `o P h夕 t o n P o l少: t e 夕` u解 )
、
免儿风熊巴耳 ( P 少了l a夕 a 才h i s

c a 口 a
l
e r i e i )

、

镰叶瘤足破 ( P l
a g 公o g y r i a d i s 才f o t i s s i m a )

、

纤细鳞毛威 ( D
r y o p ter f , 才e n 封 -

ic ul a南方铁杉和其它林木幼苗也极少见到
。

这里没有形成苔鲜层
,

只在岩石表面和腐朽倒木有小片生长
,

种类也不多
。

树干和林冠

枝条上的附生苔醉
,

生长较稀疏
,

种类也少
。

藤本植物很少
,

偶尔见有少数扶芳藤的分布
。

l 二 长苞铁杉与阔叶树混交林 长苞铁杉分布 的范围比南方铁杉要广阔一些
,

整个亚热

带区域的山地都可遇到
,

其分布的海拔高度幅度也较大
,

从海拔 1 2 o 0 m 就开始有出现
,

一直

至海拔 Z o 0 Om 以上的范围
,

大多也是零星分布
,

偶尔有零星小片的出现
。

这里只见有下列 一

个群丛
。

8
.

长苞铁杉 + 银荷木一小叶青岗栋一箭竹一十字苔草群 丛 ( T
:
叼

a l。作 ig b r ac 矛ea 招 +

S c h `m a a r g e n 才ea 一 C 夕c
l
o b a la

作 o P s ` 5 g r a e泣了亡s一 S 公” a r “ 炸d `” a r f a ” 衬`d a一C a r e 戈 e r “ 。她招 A 日
-

s o o i a t i o n

这个群丛见于八角田北边的山地海拔 1 6 5 0m 的山脊上
,

所在地的地形
、

地质
、

土壤和小

环境条件等等都和上一群丛 的情况类似
。

群落主要由一些生长高大的长苞铁杉和多种多样的

阔叶树所组成
,

林冠郁闭度 0
、

7左右
。

乔木层也明显可划分为三个亚层
:

第一亚层林木主要为长苞铁杉所 占
,

平均树高 20 m
,

平均胸径 6 4O m
,

最粗可达 7 c7 m
。

在这种环境条件下长苞铁杉生长很慢
,

根据树干解析木测定
` ,

1 45 年生林木
,

树高仅 7
.

8m
,

胸径 1 6
.

3 o m
,

树高连年生长量最大只 o
.

20 m
,

胸径连年生长量最大只有 o
.

2 0o m
,

材积 连 年

生长最大不到 O
.

O03 m
“ 。

但是
,

它的木材还算优良
,

可作建筑用
,

当地人 民喜用它
,

而月
_

在

条件较好的地方生长较快
,

也巳有栽培试验
。

林 中也混生有一些华南铁杉和银荷木等
。

第二亚层林木种类较多
,

高 8 一 15 m
,

胸径 2 0o ln 左右
,

覆盖度约50 %
,

小叶青 岗 栋 占

优势
,

小新木恙 ( N eo ilt
s
ea

。脚 b r
os

。 ) 和拟榕叶冬青次之
,

其它还常见有光叶石栋
、
红 岩

杜鹃
、

红淡 ( C l o y
e ar j a p o o i c a )

、

阔 瓣 白 兰 花 ( M i c h e l`a P l
a 才y p e才a l a )

、

亮叶 杨 桐

( A id 协 dn ar 瓜 it da ) 大八角和毒八角 ( 11 石时。m 勿对。 。 ) 等
,

全都是常绿阔叶树
。

第三亚层林木高 4 一 7 m
,

胸径 10 o m左右
,

覆盖度约50 %
,

小新木恙和小叶青 街 栋 最

多
,

光叶石栋
、

红淡和红岩杜鹃也不少
,

其它还常可遇 到 黔 稠
、

尾 叶 甜 储 ( C as 匆加 P is
s

汾 广西桂林行政公署林业局 , 1 9 7 9
:

广西苗儿 山水源林区调查材料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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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 d a才 a )
、

华南木五加
、

日本杜英 ( E la
e o c a r P o s j a P o n i e。 : )

、

茶条灰木 ( S夕。 -

P l o
c o s e r o e s t i i )

、

毒八角
、
银荷木

、

拟榕叶冬青
、

华南厚皮香 (丁
e r n s t r o e m̀ a k叨 a。夕考。 n -

g助 15 5 )
、

阔瓣白兰花
、

亮叶杨桐和嘉宝山柳
、

华械等
,

只后两种属落叶树
,

其它都是常绿

的
。

灌木层植物密集分布
,

高 Z m以下
,

覆盖度达 95 %
,

还是以 箭竹占绝对优势
,

覆盖度占

8 0 % 以上
,

l m
“
范围内多达 3 0多株

。

其次也以上层林木幼树居多
,

许多是样地内没有 乔 木

分布的种类
,

例如木恙叶润楠 ( 汀
a e h` I

u s
l f t

s e `f
o
l`

a )
、

刺叶野樱
、

异株木犀榄 ( T
e 了r a P i l “ s

d 艺o i e “ s )
、

虎皮楠 ( D a p h n ip h y l l o m g la
u e e s e e n s )

、

湘桂石楠 ( P人。 才̀ , f a : e r o al f a )
、

疏花

卫茅 ( E ou o y 二 、 al 石 fl or a )
、

木恙子叶冬青
、

榕叶冬青
、

尾叶桧 ( E ur y “ ol qu l’a 解 )
、

美

山矾
、

君迁子 ( 刀 `此夕y or :
l川us )

、

资源木恙
、

山柳 ( C l el har f ab ir )
、

越南灰木 ( S y附 -

p l o e o o c o c h`。 。 h `n e 粉 : i : )
、

乌饭 ( 犷a c c i ” i。 。 b r a c才e a t o m )
、

厚叶红淡等
。

真正的灌木也不

多
,

只有珠砂根 ( A r d f s f a e r e o a t a )
、

映山红 ( R h o d o d e n d r o , s f m : i f )
、

盘柱冬青 ( I l e 戈

k e ” g “ )
、

伯拉木 ( B al “ t u “ c O C h ”̀ c h `n e ” “ `“ )
、

丛轴荚莲 ( 厂 i b“ 阴 u沉 r罐
,p o d `a l

e
) 和 光

木 ( L a : f a n 才h“ 5 g l a b e r r `。 a ) 等零星分布
。

草本层植物生长十分稀疏
,

高 l m 以下
,

覆盖度仅及 5 %
,

十字苔草稍多
,

其它还见有

匙叶草 ( L a 才o u e h e a
f
o 左i e o s f s )

、

免儿风
、

友和复叶汝旅 ( A ar e h o i o d e s a o o e , a ) 和纤细

鳞毛蔽等
。

长苞铁杉幼苗极为少见
,

但阔叶林木幼苗较多
。

苔醉在地表也不成层
,

也是在石头表面和腐朽倒木上有小片分布
,

种类也不多
。

附生苔

鲜的情况和上一群丛的情况类似
。

藤本植物分布零星
,

常见有肖袭莫 ( H et er os m !̀a 二 ga ud ihc au 成 an a ) 和长叶菠葵等
。

从上述群丛划分和叙述的材料可以看出
,

铁杉与
.

阔叶树混交林主要分布在一些分水岭区

域
,

植物生长繁茂
,

种类较多
,

保持水土能力强
,

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涵养水源
,

应 加 强 保

护
,

切勿随意采伐破坏
。

林中有许多树种可作为高海拔地区造林树种
,

广泛栽培
,

例如
:

长

苞铁杉
、

银荷木
、

阔瓣白兰花
、

广西木莲
、

包果石栋等
,

可把它们作为母树林
,

作采种育苗

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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