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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海南五指山森林垂直分布及其特征 并根据五指山自然保护区的600~m 样地 

调查材料．连同区内一些路线调查材料统计结果，计有维管束植物998种．576属．178科；按照植 

物地理成份分析，指出 樟科、挑金娘科、壳斗科、柠澜科等科．属．种为主的五指山热 带、亚 

热带植物属占总属数的8目舞是很高的。 

根据调查材料，五指山森林可划分为 3个垂直带与l 1个植被群系，也就是 I．热带雨 # 带， 
一

、 热带常绿季雨林：1．荔枝，毛丹群系； 1．热带山地雨林带：一、低山雨林： (一 )低山青 

梅雨林；1．青梅．蜘蝶树群系；2、鸡毛松 公孙锭群系：(二)淘谷雨社：1．尖叶杜英．海南柿 

群系；(三 )低山枫香林：1．掘香．鸭脚术群系。二．中山雨林：(一 )中山针阔叶雨林：1、陆 

均松，岭南青冈群系：2．银背锥．白花含差群系；3．罗浮锥，海南蕈书吁群系；I．中山矮 曲林 

带：一、中山矮曲林：1．硬壳柯，厚皮香群系；2．少药八角 肖拎群系；二、山顶矮林：1．红 

脉南烛．南华杜鹃群系。 

五指山森林垂直分布规律与特点：1．乔本橱种多样性随着海拔升高而递豫 2．温带 树 种的 

数量随着海拔升高而递增；3．青梅天然分布的海拔高度为海南各杯区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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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tract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forest W uzhishan 

Hainan province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f0rest of 

W uzhishan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elts． I
． The tropical rain forest belt with 

vegetation consists of one formation and one association
． I．The tropical montane 

rain forest belt consists of： (1)Low—montane rain forest with three formations and 

three associations． (2)Mid-montane rain forests with also three formations aⅡd 

three associations— I．Mid-montane Low—bent forests belt
．  (1)Mid m0ntar,e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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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t forest with 0刀e formation and two associations．(2)Montane summit low forest 

with one form ltion and olie association． 

Analvsis the florestic composition of W uzhishan forest showed that the percen- 

rage of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genera is very high． making up 89簿 of the total 

genera— 

The regular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vertrical distribution of W uzhishan 

forests are： 1．The number of tree speciss declines with increasing in elevation一 

2．The number of temperate tree species increase with increasing of elevation． 

3．The elevation of natural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Vatica mengachapoi in W uzhishan 

forests is the h~gest distribution amoog Hainsn forest region5． 

Kew words Hain~n province W uzhishart：vert‘cat distribution 

1五 指山自然保护区环境条件 

五指山保护区位于海南省中部，即琼中县与通什市境内。地理位置在北纬18。40 2O 一 

18 58 54 l东经1 09。39 30 一109。47 50 之间。据琼[f『县气象局 1978--1987年气象资料， 

年平均气温20．5—22℃，绝对最高温度38．1℃，绝对最低温度 一3℃： 年平均降雨量2307．~-- 

2488．3毫米，降雨 目数124—148天，居全省第二位，但雨量分布不均匀， 80 雨量集中在 5 
-- 1OJq，形成明显的旱湿季节。保护区总面积为13385．9公顷，其中核心区4457．5公顷。 区 

内海拔高250--1876(1889)m，海南岛最高山脉：五峰耸立，状似五指，故 名五指山。 区 

内森林遭人为破坏线西南坡达~00余米，东南坡达80O余米，在破坏线之上森林基本上保存完 

好状态，也正是我们探讨的主要对象。 

2 五指山森林垂直带 的埘分 

从山脚到山顶，海拔每升高 lOOm作1—3个10 x lOre洋方直至山顶。根据样方材料进行整 

理分析，首先按lOOm高差将全林划分1 0个 小带，进而依次比较各带间相同种的数且，然后依下 

列公式算出任何两小带的相似百分率，当相似系数突然增减时，表明环境与生物有较强烈的改 

变，并以这种改变作为垂直划带的依据，则可将五指山森林划分成如下三个垂直带： I．热 

带雨林带 (海拔500m以下 )J I．山地雨样带 (海拔 5o0一I400m)， ．中 矮 曲 栋 _卅 

(海拔14∞一1876m) 现将上述林带实况报道如下： 

两小带相似系数 丽  笔 帚 × 。o 

2．1热带雨林带 

2．1．1常绿季雨林 

本林分布于海拔500m~下，土壤为铁质砖红壤性土或黄红色红砖壤性土 林分组 成 以 

常绿树种为主，落叶和半落叶树种为数不多，外貌近终年常绿，它以桑科、无患子科、大戟 

科、樟科，楝科、五加科、赤铁科、梧桐科为主。 

根据两个10×1 0m样地调查材料统计结果，并 重要值最太者为建群种的原则，魍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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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群系与一个群丛如下。 

2．1． 1．1荔 枝， 毛丹群 系 

(1)荔枝 +毛丹一南海水锦+假苹婆一九节 +野牡丹一鸟毛蕨 +扇叶铁线蕨群丛 

本群丛分布于五指乡方龙村西北部东沟边，是一残存的沟边林，群丛高达15m，乔木分 

二层，第一层8— 15m，胸径12—3 0cⅢ，枝下高为树高的1／2或 更 低， 组 成 种 类 以 荔 枝 

(1itchi ehinensis)、毛丹 (Phoebe hungrnoensis)，喙果刺榄 (Xantolis boniana var· 

rostrata)、割舌树 (W alsura robusta)等为主，第二层高4—8m，胸 径3．5—12cm，组 成 

种类以海南水锦树 (Wendlandia merrilliana)、假苹婆 (Stercutia tanceotata)、叶轮木 

(Ostodes paniculatus)、自格(Albizia procera)等为主，灌术层。_。般高2—4m，组成种类以 

耐荫乔术幼树为主，真正灌木 只 有 野 牡 丹 (Melcs~oraa eandidurn)、 九 节 (Psycholria 

rubra)二种j幼树有毛角枫 (Alangium kurzii)、海南水锦树、黄椿木姜 (Litsea variabi- 

)等。 层外攀援或附生植物有 粗 毛 玉 叶 金 花 (Mussae,nda hirsutula)、皱 果 鸡 血 藤 

(Millettla oospermo)、崖姜蕨 (尸sF 0dr rfa coro~n8)等种类。郁 闭 度 约7O 

至于海拔500m以下的热带雨林与落叶季雨林因土地开发关 系，现已难找到，故没有上 述 林 

型特征描述。 

2．2 山地雨林带 

2．2．I低山雨林 

2．2．1．1低山青梅雨林及其次生林 

本林主要分布于海拔500—9 OOm之间的 

低山地带，是海南产青梅分布的最高海拔线 。 

地势崎岖不平，成土母岩为凝灰 角 砾 岩 发 

育而成的酸性棕壤或花岗岩母质形成的砖红 

壤，土层深厚、肥沃、湿润。按植被 分类原 

则可划为以下 2个群系 2个群丛，并作种群 

外貌结构对比描述如下； 

2-2．1．1．1青梅、蝴蝶椅群系，台一个 

群 丛 

(】)青梅+蝴蝶树～海南柿 +肖 蒲 桃 
一

青蓝 十粗毛野桐一 海南三角瓣花 +药用狗 

牙花一罗伞树 +海南粗叶术一双盖蕨 +延龄 

耳草群丛。 

本群丛高度一般在2O一3Om之间，问或有高达4 0∞，大树耸立林中，枝下高通常8—13m 

或 更高。群丛内立木密度较大，高度在1．5Ⅲ以上的乔、灌木个体，平均 每 10Om 达54株 之 

多。 青梅、蝴蝶树和海南柿等优势种群在群落中 占有很大的材积比率，平均单株胸高 断 面 

积分别为o．0616m 、o．o133m 和0．0I77m2。 

群丛的生活型和叶型级谱与南亚热带雨林相近。如生活型是以高位芽植物占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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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尤以中高位芽为最多。地面芽植物贫乏，一年生植物缺乏，而附生和藤本植物却 占较大 

比例，落叶与半落叶植物几乎没有发现。群落的叶型以中型叶占最大比例，小型叶次之，大 

型叶与细型叶贫乏，微型叶及巨型叶缺如。识明显，本群丛从生活型与叶型来看无疑是属于 

热带山地雨林类型。 

本群丛垂直结构分化明显 ，一般可分为乔术层、灌木层和草本层，并富有层坷植物 乔木 

层可分为三个亚层，第一哑层乔术高约22一：0(40)12"q，主要出青梅、蝴蝶树、鸡毛松等挝株组 

成 ，形成连续树冠层J第二亚层乔术高约11--2lm，以海南柿、肖蒲桃、线枝蒲桃、硬壳桂， 

子凑蒲桃等为常 见{第三亚层乔木高5—1Om，组成种类主要有青蓝、粗毛野桐 白颜、肉实 

树 、尖蜂润袖等，由于上层乔术的幼树和灌术层的高大植株嵌入其中，组成种娄鞍为复杂， 

此层植株修长，胸径一般在]Ocml~A下，树冠不规则地向林内互王阔伸展，形成或多或少的连续 

树冠层。 

灌木层一般高2—4m，其中以茜草科的海南三角瓣花、海南粗时术与紫金牛 科 的 罗 伞 

树、毛雪下红 (Ardisia vilIosa Vat．口m的veslila)以及野牡丹科的伯拉术、异形术 (AIIo— 

morphia baIansae)等占绝对优势。有时还混生藤黄科的薄叶红 厚 壳 (CalophylIum f77Cm-- 

branaoeum)与单花山竹子以及各种乔术幼树。此外 ，穗花轴榈与山摈榔 (Pinanga disco?or) 

等 也是灌木层的重要成员。 

草本层通常极为稀疏，主要由酸类植物和乔、灌木幼苗所组成。禾草类植 物 仅 有 刈鸡 

芒、紫花珍珠茅 (SeIerla flurflurasceff~)，淡竹叶等三种j而蕨类植物则有薄叶卷柏 (Sela一 

目 #e“a doederIeinii)、海南肋毛蕨 (Clenif decurrenfiJMnn~a)、双 盖 蕨 (Di~Iazium 

donianum)、草绿短肠蕨 (AIlautodia viridescens)等五种，它们常连续分布构成 单 优 层 

片。 

层外藤本植物极为丰富，常见的有鸡血落 (MiIlettia reticu~ata)、红血蒜 (SjJatho[o— 

bus sinensis)、樟叶紊馨 (Jasminum c j{。 ∽f，0 7 m)、毛瓜馥术 (Fi~slstig~,a n2ae!u— 

rei)、疏花丁公藤 (Erycibe o!igantha)等，一般蘑移 一7 C1~i1，最粗者要算毛瓣鹃帆辣， 

达20cm。层问附生植物也甚丰富，常见∞确蘩藏、崖姜聩、石仙桃 (尸 0̂H 0 d chinensis)． 

蜘蛛兰 (Arachnis elarkef)、5呵石颤 (Humor。repetls)等。茎花与板根植物也 甚普遍， 

前者有枝花术奶果、海南暗罗、青藤公 (Ficus langkolwnsis)等1 G种，后者有膏协、蛳蝶 

树、托盘青冈等23种。 

至于次生青梅雨林是 一过渡型群系，表现在 位面积上树木种类和植株较多，密 与郁 

闭度均较大等特点；同时上层乔术都是一些孤立的、成熬、 低价大树圆 良材青梅、 蛔 蝶 树 

等多 已被 砍伐掉 )如黄桐、灯架、橄榄、各种榕树等。它们一般都缺少 I一 Ⅲ级木，只 Ⅳ一 

V级术，从而说 明他们正处在衰退阶级或将被阴生树种所取代阶段，只要继续封禁下去，林 

分将由次生林转为原生林，但若有人为 1 扰破坏，则林分又 ； 进行逆向演替。 

2．2．1． 1．2 鸡毛松 套孙 堆拜 系，含一个群 丛 

(1)鸡毛松 +公孙锥一海南杨桐+鸭脚木一药用狗牙拢 +青监一海南三角瓣 艳+伞 树 
一 短叶山姜 +扇叶铁线蕨群丛 

率 群丛生境较部蔽，小 环境湿澜而静风。覆盏度很大，达90 ，林冠不 整 齐 茎 上 生 

花、本质巨藤、附生植物均丰富。树干高大挺直，树皮薄而光滑。板根现象普遍，在 1OO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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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方中，计有 5种占23 。群落层次可分为 5层，其中乔术分为 3层 ，第一层高25—3O ，组成 

树种有鸡毛松 (Dacrycarpus imbrlcatus(Blume)Laubenf一)、公孙锥 (Castanopsis f。 一 

P s ) 香果新木姜 (Neolitsea ellipsoldea)等 3种，树冠连续， 第二层高12—22 ， 

组成树种有海南杨桐 (Adinandra hainanensls)、台湾枇杷 (Erlobolrya deflexa)、多花 

山竹子 (Carolnia muirfriars)、鸭脚木等 4种，树冠不连续}第三层高 3--lOm~ 组成种 

类较复杂，计有药用狗牙花 (Tabernaemoulana officinalis)、红果桎术、青 蓝 (Xantho一 

ll“m hainanensP)、多香木、密脒蒲桃、竹叶松、肉实树、木荚红豆、狭 叶泡花、茸果 

鹅鸪花 (Trichitia con~aroidc$Yar．microcarpa)等10种，树 冠不 连续。灌术层以海南三 

角瓣花 (Prismatomeris conllata subsp．hainanensis Y．z．Kuan)、罗伞树、泡叶龙船花 

(Ixora nienkui)等为主，草本植物层中，禾草类植物 甚 少，而 以 短 叶 山 姜 (Alpin es 

brevls)、崩叶铁线蕨 (Adiantum flabellulatum)和卷柏 (SelaginelIa sp·)等为多。此 

外 乔本的幼苗也相当丰富。而术质藤类仅有多 果 省 藤 (Calamus taberii)、毛瓣鸡血藤 

(Millettia faMopetala)、蔓九节 (Psychotria serpens)等 3种。 

，．2热带山地沟谷雨林 

本林位于五指山西南坡水沟边，距五指山乡冲门头村约 2公里，海拔790--805m，环境 

阴凉，光照微弱。土壤为山地红壤至黄壤，土层深厚，腐植质丰富。林冠茂密，层次多而杂 

乱，是一较典型的沟谷雨林。按植被分类原则分一个群系与一个群丛如下- 

2．2．1．2．1 尖叶杜其、海南柿群系 

(1)尖叶杜英 十海南柿一海南暗罗 十红果柽术～坡垒+蝴蝶树～罗伞树 山 槟 榔～大 

叶耍桫椤 +海芋群丛 

群丛高度达 30m，郁闭度 0．8～O．9j雨秫特征甚明显，板报与木质巨藤普迩，袜木高尢通 

直，分枝甚高，乔术分为 3层，上层以 尖 叶 杜 英 (Elaeocarpus apiculatus)、短 药 薄桃 

(Syzyglum 6r0c 0 埔Pr“m)，圃果杜英 (E．ganitrus)、海南柿 等 为 主， 高度1 9—25 

(30)m，胸径29—11 00m，中层以海南暗罗 (PolyaItMalaui) 红果攫术(Dysozylum 6f 

ectarlferunm)、肖蒲桃等为主，高度15一I 9m，胸径2】一8Oe }下层以坡垒(Hopea haina- 

ensis) 蝴蝶树 (Ⅳeritiera parvlfolia)、海南破布叶 (Microcos chungii)等为主，高度 

6一l5m，胸径3．5—1O∞ 。此外，下层还有杂木 (Saprosma ternatum)、海南韶子，红罗(粗 

技术檩 )、黄桐、海南 肖榄 (Platea hainanensls)等大小树2O余种。林下灌本层虽以 ⋯ 槟 

榔 (Pinanga discolor)、穗花轴榈、伯拉术 (Blastus cochincMnensls)、罗伞树为主，但 

仍混生有大叶黑桫椤 (AIsophiIa poIyphyIla)、海南山蓝 (Peristrophe]Ioribunda)等植 

株，尤其是后者多度级代号为 SOU，相当盖皮76％以上，形成局部单优层片，同时阔或 有 

露兜草 (Pandanus austrosinenensis)、假益智 ( j is maclure)、海南山骨罗 (Sehi O— 

slachyum hainanense)等植物散生，林下地被物禾草类贫乏，主要为蕨类 植 物 如 双 盖 蕨 

(Diplazlum don[anum)，新月蕨 (Abacopteris ospera)以 及 海 芋 (Alocasia odora) 

等。此外，树顶或树干上跗生植 物 较多，主要 有 巢 蕨 (Neotlopteris nidus)、麒麟 尾 

．

(Rhaphidophora pinnate)、海南绿萝 (Scindapsus rnaclurei)、南亚金毛藓 (Myuriam 

foxmerthyi)等高等植物。据核算在3 OOm 样地中，建群种尖叶杜英与海南捕重要值分别为 

39·1与4O．3，平均冠幅分别为35与25rn ，它们在林分木材蓄积量中占有较大比率。 由于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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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被物较密，种子不易生根发芽，故幼苗树较少，天然更新等级属于不良。 

2．2．1．3低山枫香林 

本枫香林是由于低山雨林遭人为破坏后，形成 枫香为主的林分。据记载五指山枫香树 

分布的海拔高从250--800m，也是五指山分布面积较广的树种。林分外貌春夏秋初呈绿色， 

敢束和冬季落叶，树瘦较厚，耐火烧，不易死，故它是个特殊林型，按植被 以优势种命名的 

原则分一个群系和一个群丛如下： 

2．2．1．3．1枫 香、鸭脚 禾群 系 

(1)枫香 +鸭脚木～海南水锦树 +柿叶木姜～毛稔 +野牡丹一乌毛蕨 +扇叶铁线 蕨 群 

丛。该群丛位于五指山西南坡，海拔700--750rn，坡度1O一2O度，土壤为花岗岩风化形成的黄 

色赤红壤。群丛高度达2O ，郁闭度O．7，群丛组成较简单，在lOOm。样方中仅有15种29株， 

其中以三角枫 (三幻uldambar，0tmosa~a)、鸭脚木为主，如据 8个1O×1 0m样地调查 材 料 

计算结果，重要值最大者为枫香树与鸭脚木，分别为24．7与9．01j其次为海南水锦树、细齿 

叶柃 (Eurya niIida)、高枝杜英 (Elaeocarpus dubius)广东钧樟 (Lindera kwa,I “l卜 

9ensls)、柿叶木姜等 5种，重要值分别为9．64，9．O0，8．90j 9．03，9．64。又据 3个 1×1 m 

小样方调查材料得出，群丛中幼苗幼树较多，每亩200余株，但优势树枫香未发现 幼 苗 (1 

级 )与幼树 (I级 )，只有2株壮树 (Ⅳ级 )与 3株大树 (V级 )，由此说明枫香为停滞或 

衰退种群 (Senescen％pOlmla'~iou)，而亚优势种鸭脚术年龄结构从 幼 树 (I级 )至 壮 树 

(17级 )均有，方为正常种群 (florins]9opu]atiou)，这也正表明该群丛由于人为保护 荧 

系已朝着 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2．2．2中山雨林 

本雨林位于热带低山雨林之上，海拔90C--1400m~在外貌结构上仍具有典型的雨 林 特 

征。但在区系成份方面与热带低山雨林有明显差别。它们具有明显板根，林下棕榈科与姜科植 

物以及散生竹子繁多，林分结构多层次。所在地生境与优势种亦有不同，现按其植物区系成 

分、外貌结构、主要群系种群演替趋向等分述如下： 

2．2．2．1檀物区系成分 

在分折本区9O属植物中，热带成分有41属占4 5。4 ，亚热带成分有38属占4 2．2 ，温带 

成分有11属占12．4％，热带与亚热带成分占绝对优势。在率区系中，主要成分是壳斗科、樟 

科、木兰科台笑属 金缕梅科蕈树羼、山茶科厚皮香祷、桃金娘科蒲桃属、冬青科冬青属和 

山矾科山矾属等华夏植物区系成分。 

本雨林组成种类极其丰富，在2000m 样地中，种类达1 64种，其 中1．5米以上乔木有147 

种，占89．6 ，灌术17种占1 0．4 j此外，各个种群的多度都较小，绝大多数乔木 在 0
．
9—  

4．7 之间 (表 1，以下同 )a多度大者一般是中下层乔灌木，如线枝蒲桃 (学名 见 表 1
， 

以下同 )为5．19％、厚壳桂为2．53％，海南三角瓣花为6．25％、罗 伞 树 为 2
． 28 等，而本 

雨 林 优势种一 。陆均松、海南蕈树、米锥等多度仅 1--3．7 ，这与低山雨林优势种青梅多 

度为7．5—21·9 相比有较大差异。 由此表明五指山的中山雨林优势种群灼聚生性有 其 本身 

特点，在一定温度上反映出该雨林种类更加复杂与多 样性。 

2．2．2．2外貌结构特征 

中山雨林季相变化不明显，终年常绿。群落内绝大多数为常绿榭种，仅极少数种类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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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五指山热带中山雨林乔灌木重要值 

Tahle 1 Iraporta~t value of chief tree and shrub layer of the tropical m mountain 

rain forest (Q5一Q2。)in Wuzhishan(Plot area 23×IOXlOre ) 

l 海南荦树 I—2 13 3O 26 80 8·5 x1o-5 3—72 
An a obovata 

2 线 技蒲桃 2--3 6．3 18 10．4 54 4．0×3．5 5．I9 
Syzygi．um Hfa odadn盈 

0 海南三角瓣花 4 2—5 3·4 1—6 8 1．0×0·5 6—25 
PtisismatemetJs c0nnata 
ssp．h in如 en s 

4 陆均橙 1 20 2j 68．1 180 12 l2 1．06 
D~crydium pletrei 

8 厚壳桂 2--3 10．4 I6 I4．5 35 2一I x2．5 2．53 
Cryptocatya chinensis 

日 尖峰藕捕 2—3 9．2 l6 13．1 曲 2— x 2—2 2．53 
achilas i~oi1ticola 

药用徇牙花 2—4 2．7 5．0 3．4 7 I．8x1．2 3．19 
Tahe~naemontana 
officiaals 

8 青 蓝 2—3 6．0 15 1B．6 31 I．9×2—2 3．d6 
Xaathophyllam 
baiaanense 

口 密 花 拊 2— 3 l0·3 16 l{．2 25 2— ×2—2 2．13 
Rapsaae aerii~olia 

10 谷 术 S一| 3．6 8．0 3．9 I1 1．4×I．8 2．79 
Memecylon ligustrlfoiltim 

I1 饭 甑 青哺 2--3 12．8 16 3I．8 59 6—3 x 8—2 1．20 
Ouercue fleuryi 

l2 银 背 锥 1—2 13．8 2O 31．6 70 7．2 x 7．1 1．06 
Castanopsi s ha zaata 

l3 罗 牟 树 3—4 2．6 6 2．1 4 0．5 x 0．s 2．26 
Ardisia quinquegona 

14 海 南虎 应楠 1--2 10．3 l8 2】．I j0 4×4．5 1．06 

D phniph yIlum p~xianum 
15 红 稠 l一2 16．2 23 3 ．4 58 5．5 x 6 0．66 

Lithocarpus ~zelianu s 

16 硬 壳 桂 2—3 5．7 lO 7．7 2B 1．8 x 3 I．2 
L rp￡0c3ry3 cn‘ l 

17 硬 壳 柯 2--3 10．1 15 I6．6 3i 3．8x 4．1 1．03 
Lithocarp~s haacei 

18 荔枝 叶红互 2--3 5．9 l6 8．3 2日 2．2×2．3 1．20 
OfmDsia se皿jcast~'sts 

f．In ifolia 

19 岭南 青网 1--2 1 8．3 2I ,15．3 80 8．6×8．6 0．53 
Qu~rc=s cltampioni 

20 异 株术犀 榄 2--3 r．2 12 l2．3 30 3．2×3．2 1．06 
Olea dioica 

21 米 键 2--3 e．3 14 15．5 56 5．1x5．2 O．§3 
Castsnopsis carle sii 

22 海南粗叶术 4 1．9 2．5 1．4 2 0．8×0．7 1．6O 
LaSt龃 thus nalnanens1S 

23 子凌 蒲挑 2— 3 10．2 16 22．5 6．5 x 6．2 0．66 
yzy nm championii 

7．55 2．8 l{．i6 

4．70 2．41 l2．30 

0．88 2．I6 9．29 

6．33 1．45 8．84 

2．98 1．e3 7．“ 

2．8§ O．96 6．38 

0．95 1．93 6．07 

5．60 2．65 I1．f1 

2．64 1．20 5．97 

0．85 I．g8 5．57 

3．33 0．56 5．曲 

2．04 0．72 ．72 

O．42 1．69 3．S7 

1．9B 0．06 3．98 

2．I7 0．96 3．79 

0．81 1．6§ 3．70 

1．5{ 0． 3．56 

0．日 1．45 3．52 

2．10 O．72 3．35 

I．1 3 0．96 3．16 

1．2B 0．96 3．15 

0．20 1．20 3．00 

1．31 0．96 2．9a 

一 一 

一 恕 

～ 

融 

序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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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  

商 度 tm) 辑
est
径
d
(
i a
m

mheght Ch dia
)

．

平均冠幅 相对多度 相对显著度 相对频度 重要值 厣 
种 名 甚 次 s ·十 甩 瞄 ’ 比 。口 ⋯ K ⋯  

—i R el： R 5 R el： 

w：． 一 Hi №． 一 ： -v- 

24 平 托 桂 
CinaⅢ ⅢuⅢ tsoi 

25 拟 密 花 
Rapaaea affi=is 

26 岭 南山竹 子 
Garclaia cblongifoli0 

27 肖 橙 
Cleyerao bscurinerrla 

28 商枝杜英 
Elaeccarpu s dubius 

2 黄 杞 
E=gelhardtia roxburghiana 

3D 南亚杜鹃 
RhodcdendroⅡklosii 

2— 3 5．2 18 9．3 20 1．6×1．6 1．06 0．86 0．06 2．B8 

3— 4 4．1 7．0 6．1 7．5 3．1 x 3．2 1．20 

2～ 3 4．3 12 5．3 20 2．1×2．2 1．20 

3～ 4 6．7 g 16．2 25 3．4 3．4 0．66 

“

№ 。蕊h 。Ina⋯出 。 
32 密脉蒲桄 2—3 7．1 

yzyglnm chnⅡ18n“m 

33 缭 埠 2--$ 6．5 15 10．6 32 1．5×1．B 0．80 
Meliosma s口u8mn1ata 

34 红辨 蒲挑 2—3 6．4 16 7．3 2D 1．2 x1．2 0．93 
Syzygium hancel 

35 自 背 槭 1--2 10．2 20 2I．2 45 g．O×8．0 0．53 
Acer dec8ndru皿 

36 自 茚 树 2--3 5．8 12 9．3 20 2．2×3．2 0．93 
Gironniera subaequalis 

37 厚 皮 吞 2—3 8．8 12 15．8 3 3．2 3．2 0．80 
Tera stroemia gymnanthera 

38 荷 术 1 16 20 3j．3 3， 4．0 x 4．5 0．40 
Sahimx saperha 

39 卷边 冬青 3— 4 5．1 6．5 7．9 l5 3．4x 3．5 0．93 
IIex revolnta 

仰 

M icr
夏
ot

香
rc

龃
pi
卫
s s

矛
ubmem 

branacea 

札  

sym
丛
plc
花
c

灰
os

本
p。jIaⅡej 

A 。妻，D罄 i 
‘3 技花孝榄 8 

Liaociera ramiflora 

4{ 琉花 卫 矛 8 
Emonymus Jaxiflora 

●5 长柄Ih抽柑 3一{ 
Aercnychia pe c[uncufata 

46 网脉琼楠 3--4 
Beilschmiedia t sangii 

d7 

t8 

d9 

6D 

31 

7 8 10．7 17 1．5×1．5 0．53 

-He ， 

“ 。 。。 “ 。 

Pent
五

aph x
本eⅡry。ides ～ 。 ¨ “ ¨ 卵  。 。‘ 。 

滇粤钓樟 
Lindera metcalfiaa 

树 参 
Dendropanax dentiger 

海岛冬青 
liex goshieasis 

2～ 3 3．0 12 4．2 15 1．2 x0．g 1．0g 

3～ 3．4 9 3．1 9 1．2 1．7 0．93 

2— 3 10．2 13 1 d．3 1 9 3．5×3．0 0．53 

0．96 2．80 

0．96 2．71 

1．20 3．dB 

0．72 2．70 

O．S6 2．62 

0．96 2．56 

0．96 2．5I 

1．20 2．52 

0．96 2．5O 

0．96 2．48 

0．96 2．4g 

0．72 2． 

0． 8 2．3B 

0．72 2．3j 

0．72 2．29 

0．72 2．1 

0．48 2．15 

1．加 2．15 

0．90 2．07 

0．96 2．02 

0．56 2．12 

0．96 1．99 

0．72 1．97 

0．d8 1．95 

0．48 1．93 

0． t．9l 

0． 2 1．91 

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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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方个数与面稠，23 x10 x10=2；lOOm： 

调 查对间l 1991~F-1月16日一22月J l】月“曰一2OB-I2月 7日h25量 

调查地点-琼中县、通什市五指山东南城与西南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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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期有换叶现象。其结构复杂，乔木及层间植物丰富 板根和萌生普遍，茎花现象常出现。 

乔木分三层，上层乔术以陆均松、米锥、海南蕈树、乐东拟单性术兰为主，此外，罗浮 

傩，岭南青冈、荷树等数量也不少，树干高大挺直，高达20—3O米，胸径达180厘米，树冠整 

齐 ，呈锯齿状。这层术材蓄积量较大，为森林资源主要层次之一。中层乔木以饭甑青冈、厚 

壳桂、线枝蒲桃，青蓝、荔技叶红豆等为主 ，高约1O一2O米}胸径约15—25厘米，树干仍较遥 

直，但枝下高稍矮，分枝稍多，树冠多为圆锥蟛 下层乔木高约5—10m，胸径一般 小 于15 

厘米，主要树种除中上层乔术幼树外，还有谷木、药用狗牙花、粗毛野桐、卷边冬青、树参等。 

灌木层以乔术幼苗为主，占4 0％以上，真正的灌术并不多，常见的有狗骨柴、郎伞木， 

异 形木，罗浮粗叶木、黄毛粗升术等I此外，棕榈科的穗花祧榈、山槟榔等灌术也较常见， 

它们往往构成单优或混台层片，甚至取代了整个灌木层，形成特殊的层片景观。 

草本层植物种类较贫乏，据不完全统计，在2000m 样地中，真正草本植物仅 11种，它 

们是高良姜 (Alpinia offlcinarium)、华山姜 (Alpinia chiensis)、倒挂草 (Asplenium 

normeJe)、深绿卷柏 (Selayinella doederleinii)、新月 蕨 (Abacopter~ aspera)， 红 

腺蕨 (Dialpe aspioides)、无盖鳞毛蕨 (Dyropter~ scottff)，南方 虾 脊 兰 (Calanthe 

foerstermanni)、刈鸡芒 (Hypotytrnm nemorum)、紫花珍珠茅 (Sderla purpurascens)， 

黑莎草 (Gahnia trislis)等。 

层外植物丰富，仅藤本植物达15科 17种之多I其常见种类有小叶买麻藤(Gnetum parr— 

ifolium)、海南杜仲藤(Parabarium hainanense)、毛叶丁公藤 (Erycibe hainanens~s)，鸡血藤 

(M~lettia reticulata)、樟叶紊馨 (3-asminum c Ⅻm0m ，0 m)等，此外，棕榈科各种省 

藤 (C 0 spp．)以及竹亚科各种藤竹亦甚普遍。 

板报和萌生普避。约有15科30种植物有不同程度的板极 ，其中以壳斗科和樟科最为突出， 

分别占 5 与17．6％。具萌生现象的多为中下层乔术，据不完全统计，本雨林中有17科32种 

植物具有1=I；j生现象，其中以樟科和壳斗科为最多 ，分别占28％与12．5 。具茎花的种类不多， 

仅有 5科 5属26种植物，它们分别 为 倪 藤 属 (Gnetum)，榕 属 (FfcⅡs)，枝 花 木 奶 果 

(Baecaui'ea ramlflora)、山龙眼属多种 (Helicia spp)与海南暗罗 (Polyalthla fau1)等。 

中山雨林生活型谱与低山雨林相似，高位芽植物占绝对优势J叶型与低山雨林相比，小 

型叶比例增大，叶质增厚，被毛亦多 ，这 是由于植物为了适应环境条件所产生的生理变型。 

2．2．2．8主要群系、群丛。 

中山雨林是个复杂而多样化柏原始性混合大常绿林，根据雨林的综舍特征可分成 3个群 

系与 3个群丛。 

2．2．2．3．1 银 背锥、 白花台 是群 系 

(1)银背十白花含笑+海南虎皮楠一越南冬青 +狭叶泡花一罗伞树 +海南 粗叶 永一新 

月蕨 +延龄耳草群丛 (Q 一Q o)”。 

2．2．2．3．2 陆均松、 岭南青 冈群 系 

(1)陆均松 +岭南青阔一油丹 +荔枝：牛红豆一线枝蒲掂+绿樟一异形木 +柏 拉 术一高 

良姜 +草绿短肠蕨群丛 (0 J。一Ol )}海拔115O一1350m。 

2．2．2．3．3罗浮堆、海南苹树群系 

1 括孤内数字为样地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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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浮锥+海南蕈树一饭甑青冈'4-平托桂一厚壳桂+尖峰润楠一郎伞木 +毛雪 下 红 

一 深绿卷柏 +倒挂草群丛 (Q — 。) 

现仅对样地Q 。一Q 的典型群系 (群丛 )的种群特征与结构描述如下t该群丛部 闭度 

~7o--9o％，建群种树冠层高21—25m，层盖度为30—40％，在400m 样地内，有129种 树 

与233株树 (指高度1．5m以 上 树株 )。建群种陆均松与岭南青冈平均冠幅面积 各 为144m。 

与74m z。陆均松树皮暗萸褐色，薄片状剥落，岭南青冈树皮暗灰带黄色，块片状脱 落。次 

层中油丹树皮暗灰黄至暗灰褐色}荔枝叶红豆树皮灰黄色J它们大树冠幅 各 为25与30m ， 

且多嵌生在上述二建群种树冠之间。据调查，在8个 2×2m样地中，有57株 乔、灌 术 幼 

苗，其中以厚壳桂、越南锥、绒毛润椭、线枝蒲桃、药用狗牙花、美丽新姜、竹叶松等为最 

多，它们的频度为33— 99％，由此可见，棒科、壳斗科、桃金娘科、夹竹桃科、罗汉松科等 

科植物在该林下有较好的更新能力。此外，细柄少穗竹 (Oligostachyum gracilipes)也甚普 

遍，局部形成单优层片景观。 

其他二个群系 (群丛 )随着海拔的增高，除建群种略有不同外，群丛组成成分有不同程 

度的简化，如样地Q 一Q o群丛中平均每平方米存在o．32种树与0．6株树 (海拔最低 )，而 

样地Q 。一Q 。与样地Q 一Q。所属群丛平均每平方米仅0．18种树与0 37椿树 以 及0．11种 树 

与0．34株树 (海拔最高 )，这就是环境条件对植物种群成分与数量所造成的直接影响。 

2．2．2．4檀物种群演替趋向 

从热带中山雨林样地Q。一Q。材料分析中看出样方的优势种⋯ 一尖峰润楠是热带植 物 区 

系成分，其种群年龄结构从苗术至大树四级 齐全，只缺 I级幼苗，频度75％，为成熟的正 

常种群 (Adul~~．orrnal population)。样方的亚优势种——厚壳桂是J日热带植 物 区 系 成 

分，同时又为亚热带森林常见的常绿乔木，其种群年龄结构从幼苗至壮树四级齐全，只缺v级 

禾，额度75 ，为正在发展的正常种群。其次为14种主要伴生树种，即密花树 银背锥、硬 

壳柯，南亚杜鹃，凸脉冬青，高地山香园、灰毛杜英、罗伞树、保亭榕、红鳞蒲桃 郎伞术、 

扫把青冈、白背槭，兰叉苦等均为有苗术或幼苗的正常旺盛种群。此外，其他立术在林下没 

有苗出现，为处于停滞或衰退的衰老种群 (Senescenl population)，如绿樟、密花山矾、 

华南蓝果树，罗浮锥、岭南青 冈，异株木犀槛、海南粗丝木、网脉琼楠等。 

2．3中山矮 曲林带 

李林有人认为是山脊矮林，也有人认为是亚高山矮林，但笔者认为它虽处在高海拔山脊 

地带，但植株并不算矮，有些1O多米均有，赊它的优势种有别于中山针阔叶雨林外，也更缺少雨 

林特征11而与山顶矮林相比，不论是组成种类或梧种生态型都差别转大。因它处于中山雨棘 

垂直分布带内，故与武夷山的黄岗山一洋称为中山矮曲林带较为恰当。 

2．3．1中山矮曲林 

本林分布于海拔14O0—1800m之闾，山脉东西走向，地势崎岖不平，缓陡坡相间：母岩 

为流纹岩’土层较深厚，肥沃，湿润 属灰化棕壤。按植被 分类愿尉分一个群系二个群丛如下； 

2．3．1．1硬壳柯、厚赶香群 系 

1)立本分级标准I I纽：幼苗高度33c珥以下 ／1衄l妨树高度33c脚以上．胸径2
．5cm以下 Ⅲ数 小树胸 

诬2·$--7·ricm n毁I牡树 胸径 ．5--~2．5cm V级l太树 胸径22
． 5c皿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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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卷 

(1)硬壳柯 (39．01) 一厚皮香 (36．61)一密花树 (20．68)群丛 

本群丛生境较荫湿，组成种类较多，植株较高大，躁建群种外，还混生有刻节润楠、五 

列木和大头茶等1 5种。全林平均胸径4．2cm，平均树高5．76 |林术生长量中等J每公顷约 

有 lore 蓄积量。 

林下植物总盖度50 ，生长中等茂盛，种类亦多；下术层盖度25％，主要种类有海南三角 

瓣花、罗伞树等。此外，还有穗花轴榈、谷木、海南箭竹 (F ge$ia hainanensis)，红花荷， 

亮叶含笑、岭南青冈等 6种乔灌木幼树散生。草本层种类较少，主要有海南耳草 (Hedyotls 

hainanensis)，海南桑叶草 (SoneriIa hainanensis)、红腺蕨 (Diaealpe aspidoides)等 

3种，盖度25 ；层外攀援植物主要有华南省藤(Calamus rhabdocladus)，臭饭团 (Kadsura 

~ocimea)、毛瓣鸡血藤等 3种；层阅附生植物较少，汉有崖姜蕨与巢蕨 2种。 

天然更新 麈好，林 内乔木幼苗虽仅宽昭新姜 (Neolitsea howii)与罗浮柿 (Diospyros 

morriviana)2种，但株数较多，每公 厦约3000株|此外，还有少药八兔与腺叶杜英 (Elae— 

ocarpus sp．)多株幼树散生，天然更新等级为不 麈。 

(2)少药八角 (18．21)一 肖拎 (17．01)一五列术 (16．56)群丛 

本群丛所在地为山脊地带，海拔为1重oO一1800mj群丛组成除建群种外，还 有 南 华 杜 

鹃、硬壳柯、大头茶，丛花灰木、树参、米锥、灰毛杜英、红脉南烛 (Lyonia rubrovenia) 

凸脉冬青、光叶山矾，荷树等10余种；树干或树叶上还长有多种苔藓植物，较常见的有大歧 

舌苔 (Schistochiaj aligera)、剪叶苔(Herberta sp．)、爪眭白发藓(Leucobryum]iavense)、 

披叶假悬藓(Pseudoba而ella mollissf 口)、大灰气藓 ( erobrypsis subdivergens)等 5种。 

林木密度较大，每公顷达3000余株，部闭度O．7左右。全林平均高7．8m，平均胸径 13．5eI } 

平均每公顷蓄积量约3 5m。。 

总之，山顶常绿林与中山针阔叶混交雨 体相比，除秫术种类较少外 ，普遍缺少板根、茎花 

以及木质巨藤等。 

2．3．2山磺矮林 

本林也有人称为山顶灌丛(但我jF太赞商这一看法， 为五指 山二峰0海拔 8 0一187 ∞ 

及附近坡面上所分布的林术多系乔术，只因耳境条件恶劣而造成林木明显矮化面已，囡此不 

应稼为灌丛，仍属矮林范畴。含一个群系一个群丛如下： 

2．3．2．1 虹脒 南烛 、南 华杜 鹃群 系 

(1)红脉南烛 (34．35)一南华杜鹃(27．14)一硬壳柯 (25． 1)群丛 

本群丛内常有云雾笼罩，阳光辐射强，风速大，影响乔木高生长，造成林木普遍低矮、 

多枝，树叶较小而厚，且多被毛。群落组成种类较简单，在250m。样方 中，只 有205V，137 

株，主要建群种或优势种有硬壳柯、红脉南烛 (Ly nia rubrovenia)、五列术、南华 杜 鹃 

等 4种，伴生树种为斜脉南烛，厚皮香、海南鹃脚术 、密诧树、华南五针松等 5种j群丛外 

貌仍然终年常绿，群丛结构简单仅一层，群丛高度达5．2m，胸径达16cm,乔木呈灌 木 状， 

树干弯曲而密集，分枝多而低，使人畜难以通过。林 内灌 术 物 种 稀 少，仅福 建 乌饭 树 

(Yaccinium cartesff)一种，其l泉为乔术幼树或小树J林内禾草贫乏 仅蕨类石苇 (Pyr- 

r0sia lingua)、三指假弗蕨 (Phynmlopsis lriloba)，扇叶铁线蕨等3种| 但山顶林中 空 

1)括号内熬宇为重要值 ，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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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却有山稗子 (Carex baccans)、圆果雀稗 (Paspalum orbiculare)等禾草类天然分布· 

此外，林地上与树干基部尚有各种苔藓植物与枝状地衣生长’林内木质藤 本 仅狭 瓣菝 葜 

(Smilax brasteata)与嚎果鸡血藤 (Millettia tsui)等2种，林下幼苗较少，天然更新不 良。 

3五指山森林垂直分布规律其及特点 

(1)五指山森林垂直分布中西南坡与东南坡各群落优势树种的热带性质以及热带属、 

种在植物区系中占主导地位 (尤其是基带 )。 

(2)五指山森林垂直分布中，物种多样性与海拔梯度变化的关系是t阔叶树的物 种多 

样性明显地随海拔增高而递减，而针叶树物种多样性随着海拔增高而递增；如海拔达1876m 

时才有针叶纯林——华南五针松纯林 (1 978年已被烧毁 )。 

(3)五指山森林垂直分布中温带属、种随着海拔的增高而 增 多， 如槭 树 属 自背 槭 

(Acer dec曲drum)、桦木属西桦 (Betula alnoides)、紫树属华南蓝果树 (Nyssa／avani- 

c口)、杜鹃花属南亚杜鹃 (Rhododendron klossii)等。 

(4)在五指山森林垂直分布中，龙脑香科青梅属青梅分布 的海拔高度比海南省任 何 林 

区都高，达900m左右，在而其他林区仅达800m左右 

4评价与建议 

4·l评债 (1)五指山森林是具有代表性的热带 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宝贵的 自然物种资 

源基因库，其物种十分丰富。 (2)五指山自然生态系统的物流、能 流，信 息流的循环和传 

递 及物种演化基本上仍按自然规律进行，它对调节海南气候 防风固沙、涵养永源 保护 

物种以及保障工农业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4·2建议 (1)由于五指山山高坡陡，水土容易冲刷流失，故建议凡海拔700m 以上，坡 

度45度 以上，过去曾划为 自留山，且 已开垦种农作物者，现在都应 一律反耕还林，让其植被 

自然演替，以恢复该气候带的顶极森林植被。 (2)鉴于五指山为华南名 山之一，各种 名 胜 

古迹较多，值得建为我国热带森林公园，以供国内外游客观光休憩。 (3)由于五指山 为 海 

南岛最高的山脉，年平均气温较低，适宜亚热带、温带植物生长发育，故建议有关部门应多 

引种一些亚热带乃至温带植物 到此栽种，以扩大海南岛植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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