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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拉拉山的水青冈林及其与广西

越城岭水青冈林的生态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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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青冈林是北半球重要的森林类型之一
,

广泛分布在欧洲
、

北美和东亚的平原和山地
.

东亚拥有水青冈属植物种类最多
,

特别是在中国
,

但对它们研究较少
,

在林业上几乎还没有得到

应有的利用
.

本文主要概略地介绍台湾拉拉山台湾水青冈林的群落学特点
,

并与广西越城岭的长

柄水青冈林和光叶水青冈林作生态比较
,

为今后进一步开展水青冈林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

关镶词 水青冈 ; 水青冈林 ; 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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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青冈林是北半球重要森林类型之一
,

分布于欧洲
、

北美和东亚广阔的平原和山地
。

水青冈

属 (万心us ) 植物总共有 13 种
,

欧洲和北美只各有一种
,

而东亚 占去 13 种
,

特别是中国
,

拥有

种类最多
,

共 8 种 〔 23)
。

它们都不分布于温带区域
,

而是见于东亚所特有的湿润亚热带山

地 〔 ’
,

’ 4 〕
,

台湾只有一种
,

而且局限于北部拉拉山的一个狭小范围内; 而在大陆种类多
,

分布范

围辽阔
,

遍布东部亚热带山地 〔 ’
·

’ 9 〕
。

笔者 1995 年 5一 6 月间
,

曾有机会赴台参加两岸生态旅游

研讨会
。

在台湾大学植物系谢长富教授的帮助下
,

得以到拉拉山作短期的观光考查
,

对台湾水青

冈林的概貌有一些粗浅的了解
,

并感到与大陆东部中亚热带山地的水青冈林
,

既有许多共同点
,

也有明显的差异
。

为此
,

特选择纬度大致相当的广西越城岭与之作一点分析比较
,

为今后进一步

开展水青冈林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

不对之处
,

请予批评指正
。

台湾拉拉山台湾水青冈林的生境和群落学特点

拉拉 ilJ 地处台北与桃园两县之间
,

约占 2 4
“
4 1产 一 5 1产 N

,

1 2 1
0

2 3 尹
一 3 0

产 E
,

位于台北

市南 28 k m 处
。

所在地属雪山山脉北段
,

山岭高耸重叠
,

河谷深切
,

山地坡度多在 20 一 30
“

之

间
,

海拔高度从沟谷 300 m 到山顶 2 000 m
,

最高峰塔曼山海拔 2 129 m
,

其中海拔 600 一 1 800

m 山地最为普遍
。

土壤大多为由砂页岩发育的黄壤和黄棕壤
,

一般土层 40 一 80
c m 不等

,

PH .4 5

一 .5 5
.

由于地处东北季风的要冲
,

加以海拔较高
,

全年云雾弥漫
,

根据罗培山气象观测站 (海

拔 1 4 00 m ) 的记录
,

年平均温度约 16℃
,

最冷月 ( 12 月 ) 平均温度 8℃
,

最热月 ( 8 月 ) 平均

温度 20
.

3℃
,

年雨量 2 800 一 3 500 m m
,

全年相对湿度 90 % 以 上
,

充分反映出海洋性气候的

特点 ( , s 〕
。

台湾水青冈林分布的范围
,

北起逐鹿山山脊向西南延绵经喀博山
、

罗培山
、

塔开山
、

卢平

山
,

然后向南延伸至拉拉山
,

再往南分布极少
,

最南到达巴博库鲁西北海拔 1 980 m 处
,

其分布

高差为海拔 1 3 0 0一 2 O0 0 m 范 围
。

总长度约 18 k m
,

大多 占据山坡上部 和 山顶
、

山脊地

带 〔 ’ 8 〕
.

根据不同地段 3 00 0 m Z
样地所记录的材料统计

,

共有高等植物 17 2 种
,

分属于 69 个

科
,

其中截类 13 科 30 种
,

裸子植物 2 科 2 种
,

双子叶植物 47 科 1 16 种
,

单子叶植物 7 科 24

种 〔 ’ 8 〕
。

乔木层林冠密闭
,

郁闭度 .0 9 以上
,

上层以壳斗科植物 占主要地位
,

除了台湾水青冈

( 声h g u : hay at ae ) 作 为建 群 种 占绝 对优 势 外
,

混生 其 中 的壳 斗 科植 物 常 见 有
: 锥果 稠

( yC
e ot b a al n

即
s l’s OI 叮 in u x )

、

毽 子 稠 ( yC
e ot b a al n

即515
a e u t a v a .r 刀a u e

l’de
n r a r a ) 和 狭 叶 稠

( yC
c lo b a al n

op iss
s t e n op 妙all

v a r
.

s r e n op 抑 llo ide s ) ; 其 它如五加科 的台湾树参 ( D e n dr op
a n a x

夕e
llu

c i峨孕 u n e t a ra )
、

杜 英 科 的薯 豆 ( 刀。 e o c a , u s j aP
o n ic u s )

、

樟 科 的 红 润 楠 ( 五了口亡h ilu
s

thu
n be gr ii)

、

茶 科 的红 淡 ( C ley er a j op on ica )
、

虎皮 楠 科 的 奥 氏虎 皮 楠 ( D aP hn iP hy llu m

g al u e e cs e n s s u b s p
.

o

hdl
a m i i ) 和昆栏树科的昆栏树 ( T

r o e h o de n dr o n a r a
ilo l’de

s
) 等也间有分布

.

针 叶树常见有红桧 ( C ha m ae ` ,夕ar l’s of
r川口 se n

iss )
,

海拔 1 7 00 m 以 上的地方还有 台湾铁杉

( T品心 a hc in en s is va .r fo
rm o sa na ) 的出现

.

乔木中
、

下层种类繁多
,

其中种数较多的科为
: 樟科 6

种
、

茶科 7 种
、

杜鹃花科 6 种
、

灰木科 5 种
、

冬青科 5 种
、

蔷薇科 10 种
,

而在群落中为数较多

或常见 的种类 有 : 高 山 新木 姜子 ( Ne
o ll’t se a ac u m in at i s s im a)

、

锐 叶新木 姜 子 ( Ne
口左才̀“

ac u t o r inr
e vr l’a )

、

长叶木姜子 ( L i rse a a e u m .ln a r a )
、

台湾杜鹃 ( R h o
do de n dr o n

fo
r m o as n

um )
、

红

星杜 鹃 ( R h o do de n dr o n h〕, e
yr t hur m )

、

台湾 吊钟花 ( nE k i a n t h u s r a iw a n ia n u s )
、

·

细 叶山茶

( C a m e ll ia t e n u

扣 ll’a )
、

厚皮香 ( T e
nr st or

e m ia 舒 m n a n rh e r a )
、

锐 叶拎木 ( uE 理
a a e

um
in a r a )

、

厚叶拎木 (uE理
a g al b e r r l’m a )

、

假拎木 (uE理
a c er n a tolf ial )

、

小叶石楠 (尸h o t in ia 尸 a yr 如 ia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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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石楠 ( Ph o ta i i nba r e v e u

d l’ a
na a v. r no ra b ii l s)

、

山白樱 ( P r u u s nta
a k

s口 go mo nra a n
)

,

尾叶灰木

(匀
” 切 ot c os su m u n t ia )

、

日本灰木 (仰” 切 ot c o s lu e i由 )
、

平遮那灰木 (勺
” 切 ot e o s h e is ha n e n s is )

、

月

桂叶灰木 ( yS mP ot co : w ikst
r oe m lfo ila )

、

阿里山灰木 ( yS mp ot co : la cn 扣 ll’a )
、

刻脉冬青 (拢x

户e
du

n c u ot sa )
、

福建赛卫茅 ( M ic r o r r op is fo k1’e
n e n

廊 )
、

红花八角 (川记 iu m a r b o er sc e n s
)

、

白花

八 角 (川记iu m 尸h il iPP i n e n s e )
、

鸟 心石 ( M ic h e ila
e o

呷 er ssa )
、

异 叶 型木 犀 ( O s m a n th su

h e r e r
即妙 llu

: v a r
.

吞ib ar e r e a r u s )
、

日本女 贞 ( 乙ig u st ur m j aP
o n ic u m )

、

小 叶赤 楠 (抑习茗 i u m

b u x如ilu m )
、

锐 叶杨梅 (为印r ic a ur b r a v a .r a e u m i n a t a ) 和台湾掌叶械 ( A
e e r 尹a

lm
a r u m v a .r

刀u b e sc e n s ) 等
。

灌木层
: 玉山简明竹 ( Y u s h a n ia n

iit
a k口少

, a m en 廊 ) 在这里占有明显的优势
,

复盖度 8 0% 以

上
,

高 1 ~ 2 m
.

上层常绿乔木的幼树也 占有相当的比重
,

数量不多
,

但种类不少
.

真正的灌木

种类不多
,

主要以紫金牛科 ( 6 种 )
、

茜草科 ( 7 种 )
、

忍冬科 ( 4 种 )
、

小聚科 ( 2 种 )
、

野牡丹

科 ( 2 种 ) 植物为常见
,

较多的种类为台湾小梁 (刀
e r石e isr ka wa ka m ii )

、

台湾英莲 ( y ib ur un m

at iwa
n ia un m )

、

茵 芋 ( S无如m ia er ve

~
)

、
.

伏 牛 花 ( D
a m an

c
an ht us in idc us )

、

草 珊瑚

(aS cr an dr a g la b ar )
、

伯拉木 (刀必以us co kr icn h in e n 翻活 )
、

细叶虎刺 (D am an ca nt hus
a
gn ust 如左

“ `

va .r st en op 勺luI s)
、

台湾马醉木 ( P ie isr at iw a en n

廊 )
、

钝龄鼠李 ( R ha m un
s c er an at ) 和双叶悬

钩子 ( R ub us hs in ko en 廊 ) 等
.

草本层 : 这层植物复盖度虽不大
,

大多在 30 % 以下
,

但种类不少
,

其中蔗类 占有主要地
、

位
,

数量较大
,

种类也多
,

共记录有 30 种
,

其它以尊麻科 ( 4 种 )
、

百合科 ( 5 种 )
、

莎草科 (2

种 )
、

姜科 ( 2 种 ) 植物较常见
,

经常遇到的种类有 : 台湾瘤足截 ( P als i处沙 r ia g al cu a
va .r

p h口iPP l’n en 功 )
、

倒叶瘤足截 (尸吻勿盯 iar 血朋“ )
、

华中瘤足获 (尸als i魂沙iar
e
uP h le bia )

、

生根

卷 柏 ( 召
e

魄in e

all do
e de ler in ii )

、

千层 塔
、

( yL
c
op

o

idu m se rr at
“ m )

、

小 毛 旅 ( c h isrt
e l al

ac u m l’n a r a )
、

微齿冷水麻 ( p ile
a id s tac hy

s
)

、

阿里山赤车 ( p
e

illo
n ia a r

ias
n e n s is )

、

小麦 门冬

( L l’r
iOP

e 州 l’n o r )
、

红鞘苔 ( C a r e x卢li c -ln a v a r
.

P seu d’ 毋l i
e i n a )

、

山月桃仔 ( A IP in ia -ln r e r m e

ida )
、

台湾 黄连 ( C op t is q u l’n q“ efo ial )
、

里 紫 细 辛 ( A as ur m i乓fr op
u rP ur eu m )

、

肉穗 野 牡 丹

( as cr 口p夕ar m l’s de ll’c at a
) 和卷尊根节兰 ( C

a al nt he r
ej7

e x a) 等
.

幼苗以上层常绿阔叶树的种类为

多
,

台湾水青冈极少见到
。

藤本植物 种类 不多
,

数量也少
,

常见有石月 ( tS au nt on ia he x 口P勺 lla )
、

阿里 山称猴桃

( A e t in i id a a r

加
n e n s is )

、

阿里 山筱契 ( S川 ila x a r

isa
n e n

iss )
、

藤绣球 (双F dr a
gn

e a a n o m a la ) 和

玉山肺形草 ( r r iP t e or 胡e r m u m la n c e o la t u m ) 等
.

2 与广西越城岭长柄水青冈林和光叶水青冈林的生态比较

越城岭位于广西东北部
,

属南岭山地西南段
,

兴安苗儿山
、

龙胜花坪和里骆一带森林保护较

好 ( 2
,

5
,

6
,

7
·

’
,

“ 〕
。

所在地约 25 一 26
O

N
,

1 10一 1 1 1
O

E
,

位于拉拉山以西 10 个经度 的范围
,

纬度稍北一些
,

也是崇山峻岭
,

山地坡度陡峻
,

大多也在 20 一30
。

以上
,

海拔高度从沟谷 3 00

m 左右到山顶 2 oo o m
,

而以海拔 6 0 0 ~ 1 s oo m 所占的面积最大
,

最高峰越城岭海拔 2 142 m
,

是广西第一 高峰
,

主要 由砂 页岩和 花岗岩所构成
,

土壤 以 黄壤和黄棕壤为 主
,

土层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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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油拉拉山和广西越城岭水青冈林 3 心洲 , . 2样地范围内月行己录的主要植物比较

台湾拉拉山

种数 常见种类 种数

广西越城岭
两地共有的种类

常见种类

科名

台湾水育冈 F a g鹅 ha ay at e

锥果稠 C y c of加扭on ps is of gn in us

毽子稠 C y c】o加 aI oD声 15 a cu at
v a r

.

aP cu id e n at at

狭叶拥 C y e of 恤恤 on 声 15 s te n o仙 y all
v a r

.

s te n o Ph y il o id es

红润楠 Mac ihl us ht un be r g il

香润楠 M
a e h il us uz i hoe sD is

高山新木姜子 N e o list ae
a c u m i n和 tiss i叹以

锐叶新木姜子 N oe il st ae ac u ot tr ien
r v ia

长叶木姜子 iL st ae 么 cu m ian at

雾杜木姜子 iL st ae m us ha e sn is

细叶山茶 C a m ell 该 et n u

而血
红淡 C le ye ar 扣op

n ica
厚皮香 T e r璐 tor e

m认 g y m a n the ar

锐叶拎木 E u

ayr
a cu

~
at

厚叶拎木 E ur ay g场 be rr im a

假拎木 E ur ay c

enr at 而血
溥叶拎木 E u r y a le P to hP yall

台湾杜鹃 Rho d o d e n d or n

of r m o s a n u
m

红星杜鹃 Rho d o d e n dor n h y pe ry th ur m

台湾吊钟花 E n k运 nt h us at i aw
n运 n us

刻脉冬青 Ixle 讲 d u
cn

u
of as

早田氏冬青 I lxe ha ay at 讯 an
园叶冬青 I le x g os ihe sn is

白狗冬青 I le x of
n

ice
r

iof lia

va
.r ha k k u e sn is

铁冬青 I le x or ut n d a

尾叶灰木 S ym p lo co s s u

mu in认

日本灰木 S y m p l
OOC

s l u e id a

平遗那灰木 s y m olP cos he is恤~
is

月桂叶灰木 S y m P lo co s w翻 t叹 m iof 血
阿里山灰木 S y m oln co s 玩cn而 l远

小叶石楠 Ph o t in 认 俘四 i化 l认

华石楠 Ph o t i n ia b , u
ve dr 远皿

v a .r n o at b il is

台清石楠 Pho t运认 lcu id
a

山白樱 P r u n us t a ak s a
go om

n
at an

寒每 uR bus bue
r g e r i

奥氏虎皮楠 D a Phn iP hy nu m g纽 u a马 ee

ce ns su bs 卜 。 dl ab 面 i

台湾树参 D en dor 钾
n a x

声加 d d
o

uP cn at at

鸟心石 M ic h e l运 co m p r已资 a

长柄水育冈 aF g u s of gn i pe t io 恤 at

光叶水青冈凡名此 lcu ida
多脉青冈 C y c of 加恤on ps is

m u l
t i。 , 即 is

亮叶株 C y clo 恤h 加娜15 n u ib u m

饭饭稠 C cy lo恤 aI on sp is fle
u yr i

红润楠 M a c h让su th u n be r g ii

华东润楠 M ac hi l uS le p ot hP y lla

大新木姜子 N oe ilst ae hc lu i

小新木姜子 N co list ae u m b or sa

毛叶木姜 L ist ae loe gn at a

资源木姜 iL st e a 声 d
u
cn lu a at

尾叶山茶 C
a m e ll达 ca

u d a at

红淡 C le ye ar aj op
n
ica

厚皮香 eT r sn t or e m这 gy am nt he ar

凹脉拎 E u守a im p r已洛 ine vr is

尾叶拎 E u r” fo q u运 n a

尖叶拎 E a r” ac
u
m in a t is s im a

短柱怜 E u口 a br e v is t y la

羊角杜鹃 R ho d o d e n d or n
ca va le r ie i

白杜鹃 R h od
o d e n d or n

m o u l们n a in e sn e

吊钟花 E kn 认
n ht u s q u

iqn
u e flo sur

刻脉冬青 Ilxe 州 l u n
cu fo sa

榕叶冬青 Ilxe n c o id ae

拟榕叶冬青 Il e x s u b if co id e a

凸脉冬青 I le x de it ico s at at

木姜叶冬青 I lc
x
记 it ico

s at at

va r
.

h st ae e fo l这

壳科斗

红润楠
M ac 仙

u s th u n
be

r g ii

樟科

红淡
C l

e y e ar 扭op
n ica

厚皮香
T e r

sn tor em运

g y m a n the r a

茶科

杜花鹃科

刻脉冬青
Il e x pe d

u
cn

u fo s a

冬青科

美山矾 S y m loP co s d coe ar

星状山矾 S y m loP co
s s et lla

r
is

10 平遮那灰木 S y m Pl
oco

:
he is ha ne sn is

山矾 S y m P lo e o s c a ud a at

薄叶山矾 S v m loP co s a n o

am 扭

平遮那灰木
S y川 p】

oco
s

b e is h a n e璐 is

灰木科

光叶石摘 Ph o t in 运 g巨 b ar

那西石楠 Ph o t in 运 s hc ne 记er 运an
巧 樱叶石楠 Ph o t in 远 p r u n而 ila
腺叶野樱 P r u n su p h a oe at ic at

寒毒 R u b su b u e

卿 ir

寒墓
R U b此
b u e r ge r i

蔷筱科

虎皮
楠科

4 虎皮楠 D a pho ip h yll u m g fa u
嘴 ce sn

五加科 l 5 枫荷桂 D e o dor 伴an x c h e va ile ir

木兰科 l 5 深山含笑 M ie h e l认 am
u d运 e

杜英科 l 薯豆 E h oe ca
r p uS aJ op 血su 2 薯豆 E la oe ca

r P u s aj op
n ie su

薯豆
E la e o ca

r P su j a op
n
icu

s

八 角
简香科

,
’

红花八角 1ll ie iu
` J ~ .引 山 J 矛, t ,

…曰化 / \ 用 1 l l l c l u

m a r bo t留 eC nS

m P hUIPP in e ns e

2 鑫巷色I终咋{
u
m叫

u s

每 / \ 用 1 11玲 IUm 班x 1 Cu m

械树科 3
台湾掌叶械 A “ r

声 IaID tu m
v a .r P u加

s“ ns
2 华械 A “ r s in e

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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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种数

台湾拉拉山

常见种类

广西越城岭

—
两地共有的种类

种数 常见种类

科名

卫茅科 2

木犀科 4

福建赛卫茅 M ic r o t r o p is fo k ie
n e sn is

异叶型小犀 o s
am

n th u s he t e r o Ph y l l
u s

v a .r ib bar ct ae t us

日本女贞 L ig us t r u m j
a

脚
n ie u

m

台湾铁杉 sT
u
ga

c h ien
n s i s

v a .r fo r扣n o s a n a

红桧 C ha am eC y aP r is fo r m o s e sn is

双花假卫茅 M ic or tor p is b ifl o ar

异株木犀榄 cT tar iP lus id io c us

毛女贞 L ig us t r u m g r o iff a e

松 科 l 3 华南铁杉 sT
u , e u n e ifo r

m is

柏 科 1

紫金
牛科

6 紫金牛 A dr is运扭op
n
ica

福建柏 oF k ie
n认 ho d g isn il

珠砂根 A rd is恤峨 an at

芸香科 l 1 茵芋 S k i m m aj 晰怡认an
茵芋 Sk im m运

茜草科 7
粗叶木 L as 血 m h u s e h in e sD is

7 光粗叶木 L aS认 n th su g al吮 rr ialn
巴峨天 M o r运 d a o iff e in a lis

金粟

兰科

茵芋 Sk i m m血 化 . 明留运 an

细叶虎刺 D a

~
。山 . .明 . t而 l远

v a r
.

s et on Ph y】lsu

伏牛花 D a lr切以 c a n t b su in d ie su

金剑草 Rub 运 h n以泊巨 at

草工瑚 S

~
。 d ar gal b ar 草珊瑚 S a“ 进。 d ar g助 ar 草珊瑚 S a rca

n
d ar

g恤 bar

柏拉木 B als tuS co e址 cn刊匕 e sn is

肉毯野牡丹 S a cor P叨ar m is d e lic a at

金花树 B as sut d~ 运 n u d
5 尼泊尔肉称草 S

~
p y钾 m她

ne 琳】e朋 is

1 石月 Sat u n ot n运 h e x a Ph y血

4 阿里山筱奖 Sm血 x ar . a o e幻日 is

野木瓜 S at u n to n运 c划匕。拙 is

柳叶狡奖 Sm i al x h n c e a e fo l这

Va .r aI n沈 O h at

耻胳ōù

殊猴
挑科

阿里山琳猴桃 A e t in id运 ar ias
n e n` is

玉山肺形草 rT i etP osr pe r m u m

at i w a n e n旧 e

台湾小果 B er be
r
is ak视 ak ln il

l 霍区琳猴挑 人 d运 id运 fo rt u
ne i

龙胆科

小果科

匙叶草 La t o u e hae fo k ic sn is

蚝猪刺 B e r加 r is uj 血 ane

英蓬 V i b u r n u m sy m op d运 le

英蓬 V ib。度 n u m co 口 1而 ilu m

V ib u r
nu m d返 at t u m

轴叶莲丛棒假锈球 英vi b u m u m fu car ut m

忍冬科 4 吕宋英莲 V ib u r
nu m灿 oz n

icu m

台湾英莲 V ib
u
m u m at i aw

n运 nu m

薄麻科 4
徽齿冷水麻
阿里山赤车

d isP il ae
P e ll io

at
c h y s

n皿 a lr 只翻 n e n呢 IS

粗齿冷水花 P i】ae s in o
afs

c认 at
.

短叶赤车氏 Uio n扭 b r e v而 l达

百合科

莎草科

阔叶沿阶草 O P瓦 O
op go

n

内 ty Ph y lluS

十字苔草 aC er
x c r u c认 at

姜 科 2

小麦门冬 L ir io沐 m ion
r

红鞘苔 aC xer 仙
e in a

as b s .P 钾 e
du

。川沁 in a

山月挑仔 A IP运远 in协『m目远

禾本科 4 玉山箭竹 Y su ha
n运 n iiat ak ay 在堵口日 15 4

艳山姜 A】Pin 运 s声 e i o as

摆竹 Idn o s a s a hs i恤切 e。记韶

台湾痛足旅 P巨g fo g y血 g al
u aC

v a` hP iil pp毗 sn is

倒叶瘤足旅 Pal g io s夕r认 d~ il

30 华中瘤足玻 Pal g io g yr 认 eu Phl e b扭

生根卷柏 se 恤 g in e l】a d o de e r】e in il

千层塔 L y co op d i
u m s e r ra tu m

小毛旅 C h r
is t

e
all a c u m i

n a at

帐叶瘤足旅 Pal g io gy
r运 d ist in e tis is aln

倒叶瘤足旅 P纽 g io g yr 达 d u

血 ii

日本瘤足竣儿 g io g yr 认扭 op in ca

生根卷柏 S山 g ine au d oe d e r le in il

千层塔 L yco op id u
m cs arr ut m

金星旅 aP ar the ly P t e
r
is g al dn

u
lig

e ar

倒叶瘤足玻

儿 igo
g yr 认

d U D D ii

生根卷柏
S e恤 g ine au
d o de e r le in ii

千层塔
L yC o op d i u m

S C r t a tU m

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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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一 5 0 c m 左右
,

p H 4
.

5 一 .5 5
,

水青冈林主要分布在海拔 1 300 一 1 s oo m 的范围
,

往上由于风

大
,

森林多呈矮林状态
,

水青冈分布较少
.

龙胜花坪海拔 1 4 0 0 m 处
,

年平均气温 12’C
,

最冷

月 ( 1 月 ) 平均气温 4℃
,

最热月 ( 7 月 ) 平均气温 2 3.5 ℃
,

年雨量 2 200 m m
,

全年相对湿度

90 % 以上
,

春夏两季雨 日多
,

雾期长 .(2 ` 〕 .

总的说来
,

与拉拉山相比
,

生境条件虽有差别
,

但

基本上是类似的
,

均属于东部中亚热带山地范围 〔 ’ 〕 .

从群落外貌来看
,

两个地区的水青冈林乔

木上层都呈现常绿阔叶树与落叶阔叶树混交的性质
,

形成湿润亚热带山地特有的常绿落叶阔叶混

交林 〔4 〕
,

特别是山坡中
、

下部坡度较缓
、

土层较厚的生境条件下更是如此 ; 山顶和山脊地带
,

有时水青冈的优势比较明显
,

看来好像是纯林
,

但仔细调查也会发现常绿阔叶树混杂不少
,

完全

符合划分混交林的标准
。

从群落结构来看
,

彼此也十分类似
,

乔木层可明显地划分为三个亚层 ;

林木组成以 5 ~ 10 m 和 巧一 25 m 的植株居多
,

占去 70 % 以上 ; 而林木年龄以 6 0 一 100 年植株为

多
,

约 占 6 0% 〔 ’ 8, 2 ,〕
,

灌木层以竹类 占绝对优势
,

常绿阔叶树幼树也占一定的比重
,

真正的灌

木种类和数量都较少 ; 草木层植物覆盖稀疏
,

旅类占有主要地位 ; 藤本植物不发达
.

从群落种类

组成来看
,

两者从乔木
、

灌木
、

草本和藤本大多是由同属不同种的植物组成
,

相同的种类不多

(表 l)
,

广西越城岭地区 3 000 耐 样地内所记录的高等植物达到近 3 00 种
,

远远多于拉拉山地

区
.

例如乔木上层都以壳斗科植物为多
,

越城岭地区为长柄水青冈 (矛殆us le gn 勿et ot al at ) 和光

叶水青冈 (厂殆 us lu c

ida ) 占优势
,

伴生的青冈栋属 ( cy
c lo ba la n

op iss ) 植物不 同
,

还出现许多

拷属 ( c ast an op 廊 ) 和石栋属 ( L it h oc a rP us ) 植物
,

它们在拉拉山的样地内没有记录到
.

还有

松科的铁杉
、

五加科的木五加
、

虎皮楠科的虎皮楠种类也不同
,

只有杜英科的薯豆和樟科的红润

楠是一致的
。

此外
,

越城岭一带普遍分布的安息香科
、

清风藤科
、

山茱英科
、

金缕梅科
、

桦木

科
、

省沽油科 的许多种在拉拉山也没有记录到
.

同样
,

昆栏树科 的昆栏树 ( T or ch 口凌刀dr on

ar a
ilo ide

: ) 和柏科的红桧 ( C ha m ae 。 , ar l’s fo
r m口 se sn is ) 在越岭城没有见到

,

在 中国它们只分

布于台湾
,

是非常珍贵稀有的种类 ; 或许分布在赵城岭地区的马尾树 ( R ho iP et le a
hc il i a n tha )

、

银杉 ( C at h ay
a a 欢登Fr op 妙aII ) 和福建柏 ( oF ike

n l’a h口dg l’n 城 ) 可以和它们相 比美
。

乔木中
、

下

层成分以樟科
、

茶科
、

杜鹃花科
、

灰木科
、

冬青科
、

蔷薇科
、

八角科
、

卫茅科等植物居多
,

除了

红淡
、

厚皮香
、

平遮那灰木 (岂山山矾 )
、

刻脉冬青 (长梗冬青 ) 等少数几种相同以外
,

都是各

有各 的种类
,

同样
,

也是赵城岭地区的种类丰富
,

而且像擦树属 ( 尸`亡u
do as ss afr as )

、

荷木属

( cS h im a )
、

杨 桐属 ( A dl’n
a n dr a )

、

花 揪属 ( S o r bus )
、

批把属 ( 五》 勿b
o t理 a )

、

卫茅 属

( vE
口
ny m us ) 和山柳属 ( C le ht ar ) 等许多种类在拉拉山也未记录到

.

灌木层都以竹类占优势
,

但种类不同
,

都是各 自区域的独特种类
.

这里常见的种类为摆竹

( nI do sa sa hs ib at ae 0

l’de
:
) 和薯叶竹 ( nI do ca la 用 us ot gn ia ur it us )

,

真正的灌木以紫金牛科
、

野牡

丹科
、

木犀科
、

芸香科
、

茜草科
、

金粟兰科
、

忍冬科和小聚科种类常见
,

也是除了少数共有以

外
,

大多是不同的种
.

草本层同样也以旅类为主
,

混生尊麻科
、

百合科
、

莎草科
、

姜科等一些种
,

共同的种类也不

多
,

也呈现同属不同种的现象
。

值得指出的是
,

拉拉山的旅类植物更为丰富
,

充分反映出环境潮

湿
、

人为干扰较少
,

保护得更为完善
.

藤本植物也多是由同属不同种的植物所组成
,

像木通科
、

菠葵科和称猴桃科就是这样
,

但越

城岭普遍分布的五味子科
、

防己科和胡颓子科植物在拉拉山很少遇到 川 〕
.

从群落演替的特点来看
,

林内出现常绿阔叶树的幼树幼苗较多
,

水青冈的后代很少
,

与 日本

和中国四川大巴山地区的情况明显不同 〔 ’吕
,

’ 9, 2, 〕 .

少数幼树幼苗多见于林缘和林内林冠遭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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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风吹破裂或竹子开花枯死后的天窗湿润而阳光较充足的小生境
.

由于它们结实的大小年现象显

著
,

经常要 2一 3 a 才结实一次
,

而且种子发芽率低
,

这对它们的更新和发展就有很大的影响
.

但是
,

上述林冠破裂天窗的形成和竹子开花衰亡也是经常出现的
,

它们总能遇到适于 自己更新繁

殖的生态位
.

由于 自己生长发育的局限性
,

它们始终是处在一种受威胁的状态中
,

森林面积处于

日益缩小的趋势
,

如果受到人为破坏的话
,

这个过程将更会加速发展
.

越城岭地区出现许多类型

的混交林
,

水青冈在其中分布很少
,

恐怕就是这个过程所造成 llt )
,

广西田林老山的水青冈林也

是这种情况 〔3
·

l7)
。

挽救的最好办法就是选择它们作为造林树种
,

扩大其分布面积 〔 12)
.

一般说

水青冈的木材材质不错
,

当地居民经常选择它们作为砍伐对象
,

人工栽培的话
,

它们的生长速度

并不太慢
。

欧洲普遍选择它作为造林和城市绿化树种
,

甚至绿篱和生态墙的建设都选用它
,

东亚

在这方面重视很不够
,

值得进一步研究
〔 ’ 9 〕

.

3 结 语

( l) 水青冈是世界林学家和植物学家普遍关心的树种
,

它所构成的森林愈来愈引起人们的

关注和研究
。

由于它无论在理论意义和生产价值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

因此国际上专门建立了一

个研究网络
,

规划它的保护
、

研究和利用战略和发展措施
.

由于欧洲和北美只各有一种
,

研究也

较多
,

在林业上已得到广泛的利用
.

东亚地区特点是中国拥有种类最多
,

但研究很少
,

利用的潜

力很大
,

应该急起直追
,

组织相应的人力和物力
,

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为指导
,

开展深人研

究
。

同时积极加人国际研究网络
,

加强国际合作十分需要
.

( 2) 台湾拉拉山和广西越城岭的水青冈林
,

无论从群落外貌
、

结构和演替特点来看都十分

类似
,

大多呈现为同属不同种类所构成
,

相同的种类不多
.

这说明
,

彼此系处在同一植物区系区

不同的植物区系省和州的必然结果
,

因而它们构成了同一群系组不同的植物群系 〔 16, 20
,

21)
.

两

个地区都具有非常丰富的植物多样性
,

但是越城岭地区更要多些
,

或许这与拉拉山地处岛屿有限

的范围内有关
.

( 3) 两个地区都属于泛北极植物区域东亚植物区系区中国—
日本植物亚区范围

,

并构成

不同的植物区系省和州
。

拉拉山属于台湾植物区系省东北植物区系州的范围 〔 20 〕 ; 而越城岭位于

华中
、

华南和华东三个植物区系省的交界处
,

更多地属于华中省的范围 〔 ’
,

”
,

’ 3 〕
。

各 自都有很

多的特有种
,

都属于具有世界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的范围 〔 ’ “ 〕
,

保护好丰富多彩的物种
,

特别是其中的特有种是主管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
.

( 4 ) 台湾水青冈在中更新世时分布范围较广
,

可达到台湾中部北 回归线附近
,

现只龟缩于

东北一偶之地 (22 )
。

从其更新的情况来看
,

反映它处在一种内外都受威胁的状态
,

分布面积有 日

益缩小的趋势
.

长柄水青冈和光叶水青冈在越城岭和田林老山地区
,

也是这种情况
,

其它类型的

森林
,

包括原生性的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面积不断扩展
,

其中未见它们的分布
,

也可说明这个问

题
,

特别是人为的砍伐破坏更加速这个过程的发展 .(3 ”
·

’ 7 〕
,

这不能不引起管理者的注意
.

( 5) 两个地区的水青冈林都分布在分水岭地区
,

在涵养水源方面的着重要意义
,

对本地工

农业生产和台北
、

桂林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 5, ’ 8〕
,

林内也有丰富的材用
、

城市绿化
、

观赏
、

药用和工农业原料的资源植物
,

可提供种源予以推广种植
,

繁荣本地经济
.

值

得庆幸的是
,

两个地区都早已建立了一些保护区
,

为保护和研究做了许多工作
.

为了使工作做得

更多更好
,

急需按生物圈保护区的要求 〔“ 〕
,

把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密切结合起来
,

为促进本地

的繁
.

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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