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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青钩栲林分类的研究 

王献溥，蒋高明 

(中囤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00093) 

摘 要 ：青钩栲林是广西南亚热带丘陵山地常绿阔叶林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娄型，分布比较普遍 一但困遭受破 

坏严重．大多只在局部地区零星小片地残存．保存大多不够完整。从所划分的五个群丛中可以看出它们恢复 

和发展的趋势，为其科学的管理提供基本的资料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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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Cast anopsis kawakami forest 

cl assification in Guangxi 

WANG Xian—pu．JIANG Gao—ruing 

(I*asti*ute of Botany l Chinese Academy &i~lces，Beijing】00093，China) 

Abstract：Cas；anopsA"kawakami forest is a most representative type of evergreen broadbaf forest on bill and 

mountain of south subtropics in Guangxi It’ distribution is eomparative]y widespread·bu it fragmental 3y oc 

curs only in s0_flc teas under severe destruction，and is FlOt in：aefly preserved h may find out thei r restoration 

and successional process from following mentioned{1v￡asscecia~ionu f。r e{c ence to~beir scientific managem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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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钩栲是南亚热带红壤丘陵山地常绿阔叶林 

最有代表，陛的一种类型，分布比较普遍，但因遭受 

破坏严重，大多只在局部地区有零星小片残存，保 

存也不够完整“ 。鉴于对它的研究报导较少，特将 

调查所见将其群落划分材 科略加整理 ，可以看出其 

恢复和演替过程，为其科学管理提供一些参考 

1 青钩栲一大节竹一淡竹叶群丛 

这个群丛见于容县自良乡思旺林场附近红壤 

丘陵．所在地海拔 280 r／1。它是在恢复过程中．但还 

常受干扰的’睛况 F形成的一种类型。林 木生 长繁 

茂，林冠郁闭度 0．7，在 400 FD． 范围内有林木 7种 

65株 乔木层可划分为两个亚层，第一亚层林木树 

高 10 m左右，胸径 20～25 cm，覆盖度 60 ，有林木 

3种 l 6株，青钩栲占去 l2株，还有荷木和马尾松各 

2株。第二亚层林木树 4～8m，胸径 10 C111以下，覆 

盖度 40 ，有林木 5种 4 9株，也以青钩栲为多，鸭 

脚木也有一定的数量，还有云南樟、黄杞和枫香。 

从整个乔木层来看，林木种类较少，常绿树和 

落叶树为6种与 1种之比，青钩栲的优势明显，还有 

像马尾松和枫香这样的强阳性树种残存其中，这些 

都与人为的频繁活动密切相关。灌木层植物高 2 ri1． 

左右，覆盖度约 50 ，大节竹 占去一半以上，优势明 

显 。乔木幼树也占一定 的比重，记录到 10种 96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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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4种在样地内未见乔木分布，常绿树占 9种 94 较多。真正的灌木有 ¨ 种，九节木和罗伞树较多，详 

株，落叶树只 1种 2株 ，青钩栲 、鸭脚木和泡花润楠 见表 2。 

表 1 群丛 1林木在各层的分布 

Tabte 1 Tree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layers for association 1 

种 名 Species 
乔术届 Tree layer 更新层 Renewal layer 

I 整个乔木层 Whole tree layer 幼树 Sapling 幼苗 Seeding 

青钩栲 Castanopsis ka~ ami 12 

荷 丰 Schima superba 2 

马尾松 P／nus massoniana 2 

鸭脚术 Sck ~toph la 0 

云南樟 c ⋯  卅glandullfera 

黄 杞 E?lgdkardt&l oxburghia~m 

香Liquidamb~r／ ⋯  

台 计 TotM 

泡花润楠 Ma~Yus paukoi 

黄牛 木 ( atox3,lon ustrinum 

杨梅 Myrir~rubra 

野臻 Toxicodet,dr~z succeda~um 

总 计 Grandtotal 

35 26 

2 5 

2 3 

]5 23 

8 

5 

O 

70 

13 

表 2 群丛 1灌木层、草本层和藤本植物的分布 

Tabte 2 Plant distribution Ln shrub[ayer，herbaceous 

layer and Liana for association 1 

利，名 

Species 

多

A

度

bu

盖

nd

度

anc e 
度( ) 

”多度盖度级共 11级 ，+ 只有一个植株 ．生长不正常，无覆盖度； 

有一、二十植株 ，生 长正常 ．无覆盖 度；2．有步 数植株 一无覆盖 度 

3 有许 多 植 椿．覆盖 崖 4 吼下 4 覆 盖度 4 ～ 10 ；5覆 盖度 

1％～25％；6覆盖度26 ～鹞 ；7覆盖度 ～5o ；8覆盖度 

51 ～7sgl 9．覆盖度76 ～90 }lO覆盖度 91％~lO0N 以下各 

表同 

草本层植物高 1 m以下，在密集的竹丛下分布 

稀疏，淡竹叶较普遍，分布均匀；局部空隙处有小片 

芒箕和芒草的分布(表 2)。乔木幼苗记录到 5种 84 

株，其中2种在样地内未见乔木分布，全为常绿树， 

青钩栲、泡花润楠和鸭脚木较多(表 1)。藤本植物 

种类不多，数量也少，大多是一些喜热种类，如锡叶 

藤、红叶藤、买麻藤等(表 2)。 

2 青钩栲一鸭脚木一罗伞树十九 

节木一狗脊十金狗毛群丛 

这个群丛见于大新县松岗乡上扶林场山地，所 

在地已位于北热带范围，但海拔较高，达到 700 m， 

所以植被呈现亚热带的性质。它也是在恢复过程中 

常受威胁的情况下形成的。林冠郁闭度0．7左右，林 

木种类较之上一群丛稍多，在 400 m 范围内有林木 

l0种 105株 ，全为常绿树。乔木层可划为两个亚层 ： 

第一亚层有林木 3种 29株，青钩栲占明显优势，还 

有少量红荷木和黄牙果。第二亚层林木稍多，有林 

木 9种 76株，鸭脚木较多，青钩栲次之，其它种类较 

少 。 

从整个乔木层 来看 ，青 钩栲 的优势 明显 ，多种 

多样的常绿树已经发展起来，说明恢复得较好，如 

果人为干扰停止，发展将会更快。 

灌木层植物覆盖度 50 左右，乔木幼树居多， 

共 20种 1 32株 ，̈ 种在样地内未见乔木分布，常绿 

树占18种 1 29株，青钩栲最多，鸭脚木和假吊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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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期 王献溥等：广西青钩栲林分类的研究 99 

常见，详见表 3 真正的灌术有四种，罗伞树和九节 术较多，篷叶竹在局部地方有小片分布。 

表 3 群丛 2林木在各层的分布 

Table 3 Tree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layers for association 2 

种名 s 吼e 
乔木层 Tree layer 

Ⅱ 整十乔木届 Whole tree layer 

里堑星里! ! !!!! 
幼树 Sapling 幼苗Seedling 

青钩拷 ("astanopsia ka~ktkami 21 

红特 木 hbna “ hil j 

或 许 Gu~mia obltmg‘如№ 3 

鸸 峨 禾 Sch {j n 曲 ̈ Ⅱ 

黄杞 E rJgelaaldtia roxbur iana 

山杜英 E如⋯  ⋯  ~stris 

红 叶树 Hdici~“ 州̂ĉ⋯  

两r踽楠 MackIiⅢimK吐z~ngensis 

_坨n 霭涎辅 P fh“ lh n lucidum 

D~spy J⋯ ⋯ ⋯  

合 计 Total 

假 吊钟 Cralbi*xlendv~t stellatum 

海南密花村 Rapanea jaberi 

谷木 Memec),lon scutellutum 

顶序山龙眼 Hd~,ia temninalia 

杷III山矾 Synlploeos cochicu'1]ino~si3 

围诞树 Pithe~dlobium dypearia 

光叶山矾 t ⋯ lancifolm 

橱挑 MⅢ 【⋯ 6“2 

山柳 Cletht~，[ i 

骑 森 T㈣ ㈣ ‰ 【 n smz'edane~m 

繁 cⅢ 2 sinensi~ 

总 计 G rand【0tal 

11 

0 

7 

】8 

弛 25 

j 5 

lO 7 

1 8 14 

表 4 群丛 2灌木层、草本层和藤本植物的分布 

Table 4 Plant distribution in shrub layer，herbaceous 

layer and liana for association 2 

A

多

b

度

un

盖

da

度
nc e 

额度 

∞ v 1ass P 。quency 

草本层植物以高大的蕨类占优势，狗脊和金狗 

毛较多，东方乌毛蕨和山姜也常见 ，反映 出所在 地 

山地温凉的环境(表 4)。乔木幼苗常可遇到，记录到 

】]种 86株，5种在样地内无乔术分布，全为常绿树， 

青钩栲晟多，谷术、两广润楠次之，详见表 3。 

藤本植 物记录 到 6种 ，数量不多 ，买麻藤较常 

见 ，详见表 4。 

3 青钩栲+黄果厚壳桂一九节木 
一 东方乌毛蕨群丛 

这个群丛见 于容县 自良乡古 旺一带红壤丘陵 

海拔 2o。～SO0 m 范围。它也是一个逐渐恢复成林 

的一个类型 林术生长繁茂，林冠郁闭度约 0．8，但 

林术种类还不够多，在 400 m。范围内记录到 1 4种 

94株。乔术层虽已形成三层的框架．但第一亚层主 

要是残存几株高大的橄榄零星分布，林术集中在 

中、下层上 第二亚层林术树高 8～1 5 m，胸径 20 

cm，覆盖度 70 ，有林术 6种 27株 ，常绿树和落叶 

树为 4种23株与 2种 4株之比，重要值指数分别各 

占85．3 和 14．7 ，青钩栲和黄果厚壳桂最多，分 

¨ 0 0 ∞ O 7 " 5 4 0 f 0 0 0 0 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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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各占29．8 和 23．7 ，罗伞树也生长比较高延伸 

到乔木层来，绿竹也有一定的数量 第三亚层林木 

树高 4～7m，胸径 10 cm 以下，覆盖度约 j0 ，有林 

木 l2种 63株，常绿树和落叶树为 1O种 56株和 2 

种 7株之比，重要值指数为 87．4 与 l2．6 之差。 

红鳞蒲桃最多，占1 6．7 ，华润椭次之，占l3 4，黄 

果厚壳桂、绿竹、茶杆竹也常见 

从整个乔木层来看，常绿树和落叶树为 ¨ 种 

表 5 群丛 3林木在各层的分布和重要值指数 

Table 5 Tree distribution and importance value index in different[ayers for association 3 

83株与 3种 1]栋之比，重要值指数为 88．7 与 

1]．3 之差，常绿阔叶林 的景色已得到恢复，结构 

框架也已俱备，但林木还未延伸至上层，只有少数 

残存的橄榄零星分布，大量林木集中在中、下层上， 

特别是下层种类较多，只要人为不再干扰，它们将 

不断发展和成长起来，青钩栲和黄果厚壳桂的优势 

也已明显形成，分别各占1 5 和 13．4 ，更新较好。 

灌木层植物覆盖度 40 左右，乔木幼树居多， 

记录到 1 8种 103株 ，常绿树占 17种 1()【I株 ，黄果厚 

壳桂和青钩栲较多 【表 5) 真正的灌木有 9种，九节 

木较多，假鹰爪 、九节风也常见，详见表 6。 

草本层植物生长比较杂乱，阴处以高大的东方 

乌毛蕨为多，分布较均匀，局部空隙有小片五节芒、 

类芦和芒草的分布。乔木幼苗不多，见有 1]种 70 

株，也以黄果厚壳桂、青钩栲为多(表 6)。 

藤木植物有 1 0种，数量不多，热带性种类较多 

见，如瓜馥木、红叶藤、锡叶藤和买麻藤等。 

4 青钩栲+黄杞一罗伞树一金狗 

毛群丛 

这个群丛见于容县石砦乡石城一带海拔 120～ 

200 1711的红壤丘陵。它是恢复较好、林木生长高大、 

结构比较完整的类型，但是林木种类还较少。在600 

m 范围内有林木 12种 48株 ，全为常绿树，林冠郁 

闭度约 0．8 乔木层可划分为三个亚层 。第一亚层林 

木有青钩栲、黄杞和乌榄各 1株，大小相差无几，所 

以重要值指数拥有量相差不大 第二亚层林木稍 

多，有 7种 22株，青钩栲为多，占去 4 5．7 ，沙罗单 

竹、光叶围诞树和黄杞也常见。第三亚层林木有 9种 

23株，青钩栲分布较多，占39．8 ，鸭脚木和单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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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 

从整个乔木层来分析，青钩栲的优势明显．占 

去 1／0以上，黄杞和乌榄次之，但分别只占11 和 

8．7 ，其它各种都在 6．6 以下，多数更新较好，只 

要不再受干扰，恢复将会更快更好。 

灌木层植物以乔木幼树为多．有 1 8种 i06株， 

表 6 群丛 3灌木层、草本层和藤本植物的分布 

T bk 6 P【ant distribution in shrub~ayer，herbaceous layei and liana for association 3 

表 7 群丛 4林木在各层的分布和重要值指数 

T b1 7 Tree diszribudon and[repottagce va]ue index in different layers for association 4 

葡杞 E T,gdha,dt Ja H_Ib r*rgh㈨ 

赶It鞋CmlI．nH n mm 

删栲 (、osla~o．bsis k3,s e J" 

亮IlJ围涎树 Phhecelli~bium luddum 

沙罗 竹 Scklzosta rkyum f)cnghomh 

愕脚术Sck ／ ex]opkyIAl 

单竹 Ling~mla ceroai,~slma 

苗 毛五月荣 A~!lldesm cz， 讪 

辙^ |}hmm rbⅡ 

x 铄c∞￡⋯  』 

二又蒈 E u hp 

台 计 Tota! 

黄椿术姜 ￡“卵Ⅱvar&bg~ 

笔罗 子 Mdi~,sma ri&dda 

科 铸 F㈣ hHplcz 

乌_桕 5n ⋯ d&caS；i 

光叶百楠 Phot．u'a gla& 

嵌年东 (’ru抛 f㈣ b ￡ ⋯  

嶝毪 T ￡(odend~Ⅲ¨ Ⅲ⋯ i n 

， t’ ( m ni,~esp e'Jata 

鲫 

I1 46 

3l C9 

— —  

24 64 

33 卵 

33．80 

22 79 

16．船 

46 77 

30．4O 

23 58 

1 6 82 一 

一  

一  

22 03 

一  l2．72 

299 98 300 02 300 02 

常绿柄占l 5种 ]00株，青钩栲和刺栲较多，真正的 

灌术有 8种，罗伞树较多(表8)。 

草本层植物以高大的蕨类为主，金狗毛最多， 

东方乌毛蕨次之，局部空隙处有小片芒箕和芒草的 

分布 ．乔木幼苗时可见到，记录到 9种 1 07株，青钩 

栲、刺栲和大叶栎为多，详见表 7。 

藤本植物数量不多．数量也少，牛老药藤、买麻 

藤和锡叶藤较多见(表 8)。 

0 " 3 0 7 0 2 O n 0 踮 n g c 0 0 l  0 

．，．̈ 0  ̈ 0 。 0 0 Ⅲ 

∞ ” 乩 ∞ 弛 “ ％ 陀 
拍 伸邛 豇 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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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群丛 4灌木层、草本层和藤本植物的分布 

Table 8 Plant distribution in shrub layer，herbaceous 

layer 8nd liana i0I association 4 

多

Ab

度

un

盖

da

度
ne

级
c-

一

额度 

c㈣ r cfass quency 

5 青钩栲+格木一 光叶显脉 新木 

姜一九节木一一金狗毛群丛 

这个群丛见于武呜县大明 山保护 区两江乡岑 

台村后山，海拔 520 ITt。它是恢复较好但还是常有轻 

度干扰的情况下形成的，上层林木种类较少，但中、 

下层已较多。在 4．00m 范围内有林木 25种 10]株 ， 

林冠郁闭度 0．8。乔木层三个亚层层次分明，第一亚 

层有林木 3种 4株，全为常绿树，青钩栲、格木和大 

叶栎的重要值指数分别 各 占 d2．7 、38．7 和 

18．6 。第二亚层林木有 l8种 39株，常绿树和落叶 

树为 16种 3l株与 2种 8株之比，重要值指数为 

95．3 与 4．7 之差 ．青钩栲和格木最多，分别各 

占01．7 和 14．s ，大叶栎和光叶显脉新术姜也常 

见 第三亚层林木有 l5种 58株，常绿树占1 3种49 

株．重要值指数占82．7 ．光叶显脉新木姜最多，占 

1 6．8 ；落叶树虽然只有 2种 9株，但 山柳居第二 

位，占 1 5 ，这与下层经常遭受砍伐柴薪密切相关。 

从整个乔木层 的情况看 ，常绿树 和落叶树 为 

22种 84株与3种 1 7株之比．重要值指数分别各占 

90．8 和 9．2 ，青钩栲优势明显，占23．6 ，格木 

次之，只占 1 2．3 ，大叶栎、光叶显脉新木姜和山柳 

也占一定的 比重 ，其 它种类较少 ，说 明已有不 少种 

类 已经成长起来 ，但伸展到上层者还少 ，需要加强 

保护才能促进这个进程加快发展 。 

灌木层植物覆盖度约 50 ，乔木幼树居多，记 

录到 38种 5]3株，1 6种在样地内未见乔木分布，常 

绿种占36种 501株，落叶种只有 2种 12株，黄果厚 

壳桂、大叶栎、青钩栲较多。真正的灌木只有 6种，九 

节木最为常见，详见表 10 

草本层植物覆盖度 30 ，有 1 2种，高大的金狗 

毛占优势．混生不少喜潮湿的草类，局部空隙处有 

小片芒箕的分布t表10) 乔木幼苗有20种285株， 

其中8种在样地内无乔术分布，全为常绿种，黄果厚 

壳桂、大叶栎和青钩栲最多(表 9)。 

藤本植物种类不少，但数量不多，记录到 1 0种 

(表 10 ) 

6 订  化  

青钩栲林是广西南亚热带地区最有代表性的 

群落类型之一，但是由于遭受破坏严重，保存较好 

的林分已经十分有限。所记述的 j个群丛都是各地 

恢复较好 ，但还摆不脱人为干扰的情况下形成的。 

因此，它们的种类都较少，一般在 400 m 范围内高 

等植物不超过 70种 ，最少的仅有 34种 ；而乔木层只 

有 7～1 5种 ，最多者不过 25种。各个群丛之间的种 

类差别不是太大，只是由于人为活动的不同影响和 

处在不同的演替阶段，种类的组合和优势种有所不 

同而已。青钩栲一太节竹一浚竹叶群丛和青钩栲 

鸭脚木一罗伞树 +九节木 狗脊 一金狗毛群丛 是 

恢复成林的初期阶段，林木还未延伸到第一亚层的 

高度，林中还混生有不少马尾松、枫香等阳性树种， 

但青钩栲已在中、下层以及更新层 中占据 了优势地 

位，只要注意保护，它们就能迅速恢复为较有代表 

性的群落类型。前者由于下层竹类密集生长，所以 

种类较少{后者位于北热带范围海拔较高山地，而 

且位置偏西，种类组成比较复杂一些，混生热带性 

的种类较多．草本层中以中亚热带地区广泛分布的 

狗脊 占据优势 ，也反映其山地温凉气候的特 点。青 

钩栲+黄果厚壳桂 九节木 东方乌毛蕨群丛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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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钩栲 ， h k 

格 术 Eryth~．phl~eum f~dii 

大叶栎 Castanopsi~／issa 

兆叶显脉 新木姜 Ne~litsea 
phanerop~lebia{g Ⅵ 

山 柳 ^̂ jhb~4 

黄_桀厚壳挂 (Trypteu'arya concimm 

白颜树 Gh'onni~a subaequalis 

伞树 Ardhia q“‘ g 

美艳杜鹃Rh~todendron pg&hroides 

鸭本脚 S hcj ph k 

拿太石栎 ～̂ 声 ~ddaram 

长桂 山丹 Dulxe~ pavetaejolia 

毕汹 楠 Machilus chine~is 

{敢揽 Canmiuv~n 一 

收叶杜 蔓 Elaeo~arpus r̈ “ ／ 

西藏lI．荣莉 lqu~Mendron tibetwum 

张凌木 『)Ec础0 “?H i r ticosum 

细技栲 Castanopst~cavle~ii 

黄牛术 ('ratoi'yhm 岈 埘&urn 

To
．v&odend 7㈣ fc 出 ⋯  

付 叶椿 ， ste~wphyllus 

符 木 Memecyhm ligustrinum 

棱枝冬青 ， angu~ta 

r蒜冬青 i!ez kwangtunget~sis 

黄杞Engelhardtia m如 iana 

合 计 Tota[ 

尾叶 j̈荣 Camellia caudata 

猴欢喜5 shu,ns~ 

1 28．14 

116 29 

j5 99 

65 17 

44 29 

40 31 

21 05 

6．97 

7 60 

1 6．9l 

15 13 

9 74 

7．36 

10 72 

8 0 

8 52 

8 l8 

7 B0 

7 36 

7． 4 

6 97 

锯叶竹节树 (、⋯  diplopeta& 一 

蕊托卫荨 E埘“ mus t mn n 

五 月荣 AntMesm~ 1I『“ 一 

红叶{封Helicia cochh~̂ inens~ 一 

云贵山菜莉 Huodend,w*biarisl~tt“ 

薄叶虹厚壳Calo],hytlum membranaccum 

托 H 出  km h~dica 

网脉山龙跟 Helici~! f “ 一 一 

鼠刺 Itea‘̂inensi~ 

羊角杜鹃  ̂ 出 I ⋯  r r 一 一 

铈 Diospy~ ㈣ Ⅲ 一 一 

槁 埘 L~sca vert~illata 一 一 

太果木 姜 L心 lancdimb~ 一 一 

谯 B⋯ mg d callicw'pa 一 

总 计 Grartdtotal 一 一 

32 1 6 

25 62 

1 9．80 

50 41 

4d s3 

21．42 

29 9O 

17 l3 

11 O0 

12．S8 

— —  

8 67 

6 9 2 

6 92 

6．92 

5 55 

2g9 兮3 

钩栲十黄杞 罗伞树 金狗毛群丛和青钩栲+格 

木～光叶显脉新木姜一九节木一金狗毛群丛恢复 

的时间较长，常绿阔叶林乔木层三层的结构框架已 

经形成，但青钩栲及其经常伴生的种类伸展至上层 

的植株还较少，只在中、下层和更新层占据优势地 

位，如果不再遭受破坏，很快就会得到理想的恢复 

目前，群落中的种类明显增加，阳性的落叶种类大 

为减少 前两者分布于丘陵地带人口较多的地方， 

5驵 0 0 6 0  ̈ 。。。。0¨0。 。 b。。。 。。。。m 

北 铺 n ，  二二 0 0 u 0 0 ： l。 0 

蛐 踮 蚓Ⅲ n曲鲫 n“蹁”驰 刊％ Ⅲ ∞ 曲 弘 蛐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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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干扰较多；而后者位于山区，保护较好，种类组 

成是最多的。 

应该说 ，这些残存 的林分面积 已经很小 ，鉴于 

其在各地占有重要的地位，应加强保护，使其得到 

更快的恢复和扩大其范 围，以发挥其涵 养水源、调 

节区域气侯和 自然资源库的作用 。 

表 10 群丛 5灌木层、草本层和藤本植物的分布 

利r名 
Spedcs A

多
b

度
un

盖

da

度

nc

教

e 
度( 

∞ver㈩I s 。quency sp。 
A

多
b

度
un

盖

da

度

n c e 
度 ( ) 

er c【ass 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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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节术 Psych．tvia 6 

U⋯  肿 ylla VRr ⋯ ⋯ pa 

蓬叶竹 l~lda'a&mus bar&*tus 

珠砂根 Ardiskz ⋯ ￡“ 

三R昔 E d№ lepta 

华马钱 Str)~'hnos cathay~sA 

毛算盘子 Gl~hldlon p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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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莎草 Gahnla istis 

莹 A￡ mm ch} }s 

十 草 ( ~cmta 

变异鳞毛蘼 D r'y~ ， vado 

大蛇撮章 OpfiⅫ⋯h⋯ m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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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瞳齿蕨 工 J ⋯ [iankwa~*gvm'is 

黔桂野锦香 Blas~us⋯  iei 

芒箕 Di,'ranop!eris dichotoma 

铁 芒鬟 Dl柚 op lmea~n 

芈格拉蕨 H “ ，̈ 

藤本植物 Liana 

厚果崖豆藤 Millettia pachyg~l∞ 

黄藤 k⋯ Ce cradactyles 

柳 叶菝 葜 Sm~ax&rweaeJbllus⋯  岫 “￡Ⅱ 

小扁藤 丁 嘈 H“ ⋯̂ f 

青藤仔~sminum⋯ ⋯  

红叶藤 Santolodes mi,~ophyllum 

昆 鸡 虹蘸 Mm “ reticala~a 

甑 匾藤 P“d：ampyius gt‘⋯ s 

光叶菝 葜 Smilo glabla 

琵 叶 萑豆蘸 M，‰cm ~dtMa 

50 

25 

25 

撕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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