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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花坪林区常绿阔叶林内苔鲜

植物分布的初步观察

胡 舜 士 金 鉴 明 金 代 钧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 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 ) (广西植物研究所

苔鲜植物在植物群落中常 占重要地位
,

如在冻原和沼泽中
,

它常是群落中的建群成分 ,

在温带针叶林和亚高山针叶林巾
,

虽然不是建群成分
,

但也是地表层的优势成分
,

构成单独

的苔鲜层 , 在热带
、

亚热带的森林中
,

由于枯落叶堆满地面
,

它在地表虽不成层
,

但分布很

广
,

不但地表
、

裸露的岩石表面
,

树根
、

树干及腐木上有分布
,

而且树冠枝条和叶面上也有

分布
,

在海拔较高的山地
,

由于它生长繁茂
,

还有以其命名的所谓苔鲜林
。

对于植物群落中苔醉的研究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注意
。

不仅对不同群落类型中苔醉植物的
分布

、
结构

、

分类及演替作详细的阐述
, 〔` , 。 , 。 , ` 。 , ` 3 , ` 4 , ’ ` 二而 且 愈来愈深人地开展关于

它的生理生态和群落生态等方面的工作
。

在环境因素对苔辞植物分布和生长影响方面也作了

不少工作
,

已开始把苔醉植物作为监测环境
、

指示环境的指标
。 L ` , ` ,l 。 , ` ’ , ` “ 〕 目前

,

它的应

用虽还不普遍
,

但潜在的作用很大
,

人们正在广泛地探索与研究
。

在我国
,

这方面的工作开

展尚少
,

只在研究川西高山林区和安徽黄山等地的森林群落中
,

对苔鲜植物的分布和组成等

有过一些报导
。 〔 ` , 2 , ` 〕

’

一
、

自然概况及常绿阔叶林的特点

花坪林区位于广西的东北部
,

地居北纬 2 5
“
3一尹 1 0 ,,

一 2 5
0

3。 ` 3 6 ,’ ,

东经 1 0 9
0

4 3 ` 5 4 ,,
一 1 0 9

。

6 8产 2。“ 。

调查主要的地点是粗江
,

它位于林区的中心
,

海拔 9 60 米
,

个 别 山峰如老山顶达

1 6 7 0米
。

地形起伏大
,

坡度陡峻
,

多在 30
”

以上
。

气候特点是夏凉冬冷
,

夏短冬长
。

年均温 14
”

C ;
冬天绝对最低温一般为 一 3

O

C至 一 S
O

C ,

绝对最高温可达 39
“

C
。

降雨量丰富
, 2。。 o毫米左右

,

多集中于春夏两季
。

雨日多
,

雾期长
,

湿度大
,
日照少

。

林区为一褶皱块山
,

由下古生界寒武系的云母砂岩
、 .

炭质岩及震旦系含砾石 砂 岩 等 构

成
。

土壤可分为山地黄壤和山地黄棕壤两类
,

前者主要分布于海拔 70 0一 1 3。。 米的山坡
,
后

者主要分布于海拔 1 3 0 0米以上的山坡
。

粗江的常绿阔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 7 00 一 1 30 。米的
一

山地黄壤上
。

外貌茂密而浓绿
。

一般

养木层可分 为三层
:
第一层高 16 一 21 米

,

树冠多少连续 ; 第二层高 8 一 15 米
,

树冠连续
;
第

参加野外工作的还有花坪林 区的石金华同志
。
本文得到吴属程

、

罗建葬同志的大力帮助
、

苟醉植物标本

肉吴鹅程同志鉴定
,

特此致谢
9



三层高 3一 7米
,

树冠连红渡牌
。

整个沂才片全萝由凳身傀叶杯红广
,

肠壳月利
、

象积
、

樟

科植物占优势
。

在人为干扰氮努跳地段
,

可匕现少数落叫鼠川机禾常绿针川树
。

灌木层植物

高 1 一 2 米
,

生长稀疏
,

除了沙数真正酌灌才外
,

大多是上层乔沐傲幼树
。

草才地被层植物
也分布较稀疏; 嫉葵被初较萝二

`

省裤植牺芬希户泛
,

祖茱推成省裤层
。

根据建群种的不同
,

调查区的森林群落可划分为下列四类
:

( i )似细枝拷 e a s t施石p
s i ,

( 2 )以水椎拷 c
a s t a

玉6茹拓
( 3 )以罗浮拷 C

a s t n o p s i s

传动卜,污至
的常声蔺

叶林
。

{
e y r ie为主的常绿阔叶林

。

af b
r i为主的常绿阔叶林

。

( 4 )以银荷木 S e五i m a a r g e o t e a
为主的常绿阔叶林

。 _

“ 、

二
、

常绿阔叶林内苔醉的分布及其特点

在振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条件下
,

常绿阔叶林内苔醉框物不仅在地表
、

岩石及腐倒木等

不伺生境内生长
,

而且也分布于林木的树干
、

柱条及叶面上
。

由于小生境差异
,

苔辫的分布也

各有不同
。

对于苔鲜在林木上分布的小生境 J
.

J
.

B a r
k m a : 认为

:

从干基到冠顶部
,

从树冠周

围到树冠中心
,

以及树皮各部哟的浙度
、

振度
、

阳光和风逐氰不札同
,

各自具有特殊的小气

候
。

因此
,

把树干分为不同的部位和方向
,

并以苔醉群落内就优势种和主要种命名
,

戈U分了

木少苔鲜植物群落
L即

。

我匡苔醉植牡学家陈邦杰叔授根蟾苔醉个
.

体生长的情况孔着生蹂位
,

将着生于林木上的苔醉分为紧贴树生群落
、

谁蔽树生群落
、

`

悬垂树生群落
、

基干树生群落及

腐沐群落等五种类型 匕3〕 。

为世
,

我们札振亚热带常绿阔叶材比苔鲜分布的特卢
,

将 它 戈f分
_

为
、

土生
、

石生
、

树生
、

腐倒木生私叫附生五个类型
。

树生类型又进一步划分为根生
、

干生
、

冠生及悬垂树生四种
,

现分述如下
:

一 .1 土生的苔鲜

土生的苔醉在花坪林区的常绿阔叶林内一般不太多
,

通常着生于大树露出地表的根部附

近枯枝落叶少的地方
,

一般地表湿度较大
。

常见的优势种有白边鞭苔 B a z : a 。 i。 os ih 应
: s ;。

密集同叶醉 I s o p t e r y g i u m t o s a e n s e
和拟刺边小金发鲜 P o g o n a t u m s p u r i o

一
e i r r a t u m

。

其

他还有东亚同叶鲜 I s o p t e r y g i u m t e x t o r si
、

细枝羽鲜 T h o i d i u m d e l i e a t u l u m
、

网孔凤尾鲜

F i s s i己e n s a r e o l a t u s 、

短盖白发鲜 L o u e o b: y ; m b r e v i e a u l e 、

东 亚 短 颈 醉 D i p上y s e i : m

ful
v

ifo il u m和沈 白 发 鲜
一

L e u c 。
br y u m 。 C a b r u m等

。

在这些苔鲜植物中 还 夹有痣叶大薯苔

C e p h a
l
o z i e l l a p a p i l l o s a 、

细指苔 K u r z i a g o n y o t r i e h i a
、

斑叶纤鲜苔 M i e r o l e
j

e o n e a p u 。 -

c

ift or m i s 。

此外还有少量地衣分布
。

2
.

石生的苔鲜

石生的苔鲜多分布在砂岩和页岩露头上
,

除有和土生相同的种类如密集同叶鲜
、

东亚同

叶辞
、

拟刺边小金发醉和白鞭苔等外
,

狭叶白发鲜 L e u c o b r y u m
·

ob w r
in g ii 和短颈鲜 D i p五

-

y s e i u m f o l i o s u m是常见的
。

偶而还见有刺边合叶苔 S e a r a n i a s p s n o s a 和小扭叶鲜 T r a e h y -

P u s h u m i l i s 。

3
.

树生的苔鲜

林木与土壤和岩石 的生境绝然不同
,

少数适应较大的种类
,

如 白边鞭苔
、

密集同叶鲜
、

细枝羽鲜和短盖白发鲜
,

既能在土壤
、

岩石上生长
,

也出现在树干基部
。

在林木上则出现了

不少紧贴树干生 长的苔鲜植物
,

如褛斗扁警苔 R a d o l a a q u i l e g ia
、

白 绿 细 鳞 苔 L e j e u
en

“

p a l l id
e
一

v i r e n s 、

台湾多枝鲜 H a p l o h y m o n i o m f o r m o s a n u m
、

瓦叶唇鳞 苔 C h e i l o l e je u n e a

i m b r i。 a t a 列胞耳叶苔 F : u zz a n i。 击
。 n i l i a 亡a 和冠毛蓑醉 M

a c : 。。 s、 r ￡t ; m 。 。。 。 、。 z : 二 等
,

它



们都是树生习见的种
。

但是
,

·

同一株树的不同部位
,

附生的苔醉种类仍有明显差异
。

、庵比S店和山n甘

( 1
·

)露出地表树根上的苔醉
:

常有苔醉植物生长
。

我们对细枝拷

常绿阔叶林内的许多乔木
,

根部往在露出地表面
,

其上经
、

水稚拷
、

银荷木
、

虎皮楠 D a p五in p h y ll 姗
g la uc es ce

杨桐 A d i n a , d r 。 。 i zz e t it 、、 羊角花姚。戚。 d e n d
r o 二 二。 。 l m a 、 n息

n s e
和拟赤杨 A zn 、 p五; l x

黔蒸淞鳃愁戳愁噪澎短颈辞
、

浇叶拟大警苔和优盖
一

白发鲜等则在树根很少发现
。

此外
,
下

在树根部生长较多的述有

尖叶扁曹苔 aR d u la ko ajn
a 、

细枝羽辞
、

薄叶统鳞苔 oC lol 咏
” 。 a a p rP es sa …和 多胞 沈黔

C ol o l材eu 证
a

oa ce ll io de
s 。 ’ -

( 2 )树干上的苔鲜
:
一般可将树干分为干基

、

干中和干上部三个不同的部位
。

我们对细枝拷
、

华南稠 L it 五oc ar p us f。。 st ar at
、

银荷木
、

虎皮楠
、

孔雀楠 M . 。 h班此 )

p五0 e o i e i s
、

网脉山龙眼 H
e li c i a r “ t i c u

l
a t a 、

紫杜鹃 R五o d o d e n d r 。 。 ba 比 11
、

罗葵氏怜 E性
-

r了a l叫
u i a n a 、

羊角花
、

杨桐
、

黄祀 E n罗 lh a r d t i a c h r y s o l e p i s ,

绿樟 M e
l i

o s m a S q u a m ” -

l a t a 、

野漆 R h
o s s o e e e d a n e a 、

五列木P e o t a p h y g l a x e u r y o i d e s等 4 5种树木的树干基部进行

观察
。

由于千基部接近地面
,

一般比较湿润
,

因此
,

即使在较千燥的常绿阔叶林内
,

树干中

补 部和上部无苔鲜生长或苔鲜分布极少的情况下
,

但在干基仍有较多的苔鲜生长
,

种类也比较

复杂 ( 图 1 )
。

土生的白边鞭苔
、

密集同叶鲜和根部生长的尖叶扁警苔
,

以及树干上附生的

常见种 ( 如前所述 )
,

除冠毛蓑鲜外
,

常常都是干基部的优势种
。

此外
,

干基部还有大瓣扁

普苔 R a d u
l
a e a v i f o l i a

、

高庄网醉 S y r r h o p o d o n t o s a “ n s i s 、

薄叶绢鲜 E n t o d o n d r o m m o n -

d i i
、

羽叶凤尾鲜 F i s s i d o n s h o l l i a n u s
和四齿异警苔H e t e r o s e y p h u s a r g u t u s

等少量生长
,

但

它们均是其他部位很少见到的
。

`

树干中部有苔鲜植物附生的树种也较多
,

我们在 41 种树木上进行了观察
,

主要树种有细

枝拷
、

银荷木
、

孔雀楠
、

山龙眼
、

虎皮楠
、

羊角花
、

南岭山矾 S y m p loc os co n f ” a ,

杨桐
、

拟多脉凌E o r y a i o p r e s s i n e r y i s 、

美叶石 间 L i t h o : a r p u s e a l o p h y l l u s 、

五列木
、

野漆等
。

树干中部处于干基与干上部之间
,

常分布于干基以下的一些种逐步减少
,

如 白边鞭苔
、

密集

同叶醉和尖叶扁警苔等均已在干中部消失
,

仅斑叶纤鳞苔仍然较多
,

短盖白发醉和细指苔也

只有少量存在
。

树千习见的种类在干中部仍然生长良好
,

并且 出现了较多的疙胞醉属的一种

C l a s t o b r y u m s p
.

以及一些悬垂生长的鲜类
,

如垂鲜 C h r y s o e l a d i u m r e t r o r s u m
、

多痣悬醉

B a r b e l l
a p e n d u l a

和大悬鲜 B a r b e l l a a s p e r i f o l i a 等 ( 图 2 )
。

在树干上部附生的苔辞已显著减少
,

因此
,

我们仅在细枝 拷
、

水推拷
、

银荷木
、

虎皮

楠
、

山龙眼
、

五列木
、

野漆等 7 种树上进行了观察
。

树干上部
,

一般指树干 5 一 7 米的高度
必

范围
,

它正处于第三层乔木与第二层乔木之间
,

生境较其他部位干燥
,

光照较强
。

因此
,

在

这里上生
、

石生的常见种类极少出现
,

树干习见的种类除楼斗扁警苔仍然生长较多外
,

其他

均已减少
,

而出现鞍叶苔 T u y a m a e l l a m o l i s e h i i和东亚耳叶苔 F r u l l a n i a n i s h i y a m e n s i s 等
’

耐干燥的种类
。

( 3 )树冠的苔鲜
:

树冠是整个常绿阔叶林的最上层
,

它离地面更高
,

因此听受的光线
、

风力都强
,

空气湿度较小
。

在常绿阔叶林内树木的树冠很大
,

从树冠的边缘到中心
,

从冠基

到冠顶的小生境是有差异的
,

如冠基部在下层而且多少彼此相连
,

所受的光线及风力较冠上

部相对地小些
。

由于小生境差别使苔鲜值物的种类和数量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别
。

我们在细枝

拷
、

水推拷
、

很荀术
、

羊角花
、

小新术羌子 N o
ol i t 。级 u m bor sa

、

五列木
、

虎皮楠
、

山龙眼



图 2 常绿阔叶林内五列木

P e n t a p hy l
a x e u r y o i d

e s树千部中生长的苔辞植物

8种树上进行了观察
。

树干中部以下部位 占优势的多胞沈鳞苔
、

斑叶纤鳞苔 以 及树 干习见

种褛斗扁鲁苔
、

白绿细鳞苔
、

台湾多枝鲜
、

瓦叶唇鳞苔
、

冠毛蓑鲜以及锦醉 科 的 痣 胞鲜属

lC
a s t ro yu m和竹醉属 A p t yc eh lal 的几个种都可在此生境下适应

。

随着高度的不断增加
,

生

境逐渐变成对苔鲜生长不利
,

因此种类及数量也逐渐减少
,

在树冠上部及外围多胞沈鳞苔
、

白绿细鳞苔及台湾多枝鲜均已消失
,

大量 出现的是 地衣
。

在树冠上部仅有个体细小的斑叶纤

鳞苔和植物体极薄而紧贴树皮的鞍叶苔
,

以及细胞壁厚的冠毛蓑鲜和耳叶苔属的一种 F r lu
-

l
a n ia s p

. ,

它们都具有适应干燥环境的结构
。

此外
,

还出现像白鳞苔 L e
cu ol

e je un ae xa
n -

t h o e a r p a 这样较耐旱的种类
。

( 4 ) 树干悬垂生长的苔鲜
:

树干悬垂生长的苔鲜
,

大都分布于距地表 1一 5 米高度的

树干或枝条上
。

在此高度范围内
,

由于第三层乔木郁闭
,

空气较湿润
,

所以出现该类型
。

但粗

江海拔 96 0米一带的常绿阔叶林内的空气湿度尚不够大
,

故悬生鲜类的植 物体 很短
,

尤其在

3 一 5 米高度处的树干
,

附生的鲜类几乎不呈悬垂状
,

仅在 1 一 2 米高度处的鲜类的长度 2

一 3 厘米
。

常见的种类有多痣悬鲜
、

大悬醉和垂鲜等 ( 图 3 )
。

4
.

腐倒木生的苔鲜

常绿阔叶林内
,

常有倒木和腐烂的木桩或树干
。

倒木由于尚未腐烂
,

其上所见到的种类

大多是树干上 习见的种
,

如褛斗扁警苔
、

白绿细鳞苔
、

台湾多枝鲜等
。

而腐烂的木桩及腐烂

的倒木树干上
,

却出现了另一些种类
,

如锦鲜科的一些种类
、

白发辞属 L e u c o br y u m 的一些

种
。

此外在土壤
、

岩石上常见的白边鞭苔也常在腐木上生长 ( 图 4 )
。

5
.

叶附生苔类

叶附生苔类为湿热带森林的特征之一
。

由于调查地处海拔较高的中山山地
,

在常绿阔叶

林内叶附生苔类分布较少
,

仅在靠近沟谷潮湿地方的林内有少量分布
。

一般多长在紧贴地面的

草木植物熊巴耳 P h y l l a g a t h i s e a v a l e r i o i及苦首苔 O r c o o h a r i s a u r i e : : l a 丁于卜面
。

主要种类有



图 3花坪林区常绿阔叶林区树干上悬垂

生长的苔醉植物

叶片密被刺沈的刺痣鳞苔 C。 1 01 e
j

eu
n e

a

sp i n o sa
及单胞痣鳞苔 Co l o l o j eu n a e

ko d am a e等
。

从上述材料归 月起来可以看出
,

花坪林区

常绿阔叶林中的苔辫植物有以下几个特点
:

( 1 ) 区系成分绝大多数属于亚热带
、

热

带分布的种类
。

白边鞭苔
,

密集同叶鲜
、

多

胞痣鳞苔
、

短盖白发鲜
、

线角必苔
、

白绿细

鳞苔
、

密瓣耳叶苔
、

刺边合叶苔等多见于亚

热带地区
,

该分 布类 型占林 内苔鲜 总数的

5 1
.

1 %
。

拟刺边小金发醉
、

列胞耳叶苔
、

小

扭叶鲜
、

橙色锦鲜 S e xn a t p h o y l l u m p h o e -

in c c u m
、

瓦叶唇鳞苔
、

垂鲜
、

多褶苔等多见

于热带地区
,

该分布区类型约占林内总的种

类的40
.

4 %
。

细枝羽虾
、

褛斗扁警苔
、

短颈

蓟等温带地区的种类仅占 8
.

5 %
。

它既反映了

亚热带地区的特点
,

又具有不少热带种类成

分的特色
。

从区系成分来看是比较偏南的
。

( 2 )不同生境生
一

长着不同的苔鲜植物种

类
,

并有不同的优势种
。

如常见于土壤上的

白边鞭苔虽在树根和树
万

卜丛邵也能生长
,

但

随着生境的高度增加
,

数量逐渐减少
,

到树干中部完全不见其生长
。

密集同叶鲜也是如此
。

但斑叶纤鳞苔土壤上仅有少量分布
,

而在树根
、

树干基部数量很多
,
直到树干中部生长仍然

很旺盛
。

在生境差别不太大的情况下
,

也出现相同的种类
,

特别是在两种生境过渡范围内更

是如此
,

但数量上有着显著的差别
。

从树干基部到树冠尽管有较 多相同的种类
,

但总的趋势

是越往上
,

数量越少 ( 详见下表 )
。

从林内苔鲜植物分布来

看
、

土壤和岩石上的苔鲜种

类比树干上少
。

树干悬垂生

长
、

叶附生和腐倒木上生长

的种类更 少
。

在 同一 株树

上
,

干基部和干中部着生的

种类较多
,

而干上部和冠部

的种类较少
。

( 3 )不同的乔木树种
,

大多出现相同的种类
,

但有

时优势种各有差异
。

如银荷

木上最常见的树生苔鲜优势

种为细枝羽鲜
、

列胞耳叶苔
;

虎皮楠树干上到处分布有大

麻羽醉 C l a o p o d i u m
图 4 花坪林区常绿阔叶林区倒木上生长的苔鲜植物



花坪林区常绿阔叶林内不同生境下苔醉植物的分布和生长状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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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地为多盖度级
,

共 11 级 : 十 一

只有 1株
,

生长不正常
,

无复盖度 , 1
一

有一
、
二个植株

,

生长正常
,

无复盖度 ;

2
一

有少数植株
,

无复盖度
, 3

一

有许多植株
,

复盖度 4 % 以下 , 4
一

复盖度 4 一 10 % ; 5
一

复盖度 11 一 25 % , 6
一

复盖

度 26 一朋写
, 7

一

复盖度 34 一 50 % , 8一复盖度乳一 75 写 , 9
一

复盖度7 6一 90 % , 10
一

复盖 度 91 一 100 %
,

V 仅表示有

燕生长
,

不表示多盖度级



a s stl r ge ns
,

其次是台湾多枝鲜
; 网脉山龙眼树干上

,

绝大部分生长沈胞 鲜属的一 种
。

但也有不明 显的恰况
,

例如细枝拷
、

水椎拷所着生的苔鲜种类及其优势种的区别不太大
。

着生

干基

( 4 ) 常绿阔川
一

林 内的树生苔鲜分布规律是
: ①在山坡上林内及树皮较干燥

,

树干基部

苔辞最 多
、

树干中部以上极少
,

甚至没有
。

②沟谷边林内涅度大
、

树皮水分多
。

不仅树

忽:苔薛多
,

而整个树 J

而粗糙的着生的苔鲜较 多
,

C it 宜n -

4

均有分布
。

③树皮特征
一

与苔鲜柏物的附生情 况密切相关
。

树皮厚

树皮薄而光沿的苔鲜生长少
,

如西藏山茉莉 H u o d e n d r 。 n t ib e
it

-

三
、

结 论

通过对花坪林区常绿阔叶林内苔鲜梢物分布的初步观察
,

可以说明 :

1
.

典型的常绿阔叶林内
,

苔鲜植物广泛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小生境内
,

种 类 和 数 量均较

多
,

反映出林内湿度较大
。

2
.

亚热带常纷阔叶 林内叶附生苔鲜不普遍存在
,

仅在局部湿度大的地方而且接近地表的

草本植物叶
_

卜出现
。

这 反映 出亚热带
’

常绿阔叶林内的湿度远不如热带雨林
。

3
.

中山地区亚热带常纵阔叶林内悬垂附生苔辞杭物生 民远不如湿热带地区的森林以及湿

润亚热带较高海拔地区的森林
,

也反映了林内湿度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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