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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常绿阔叶林分类系统及特点 

丁 涛，宁世江，苏宗明 

( 毳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桂林541006) 
摘 要：常绿阔叶林是广西分布最广泛、最为复杂多样的植被类型。遵循《中国植被》一书的植被分类原则，并 

参考宋永昌先生的《中国常绿阔叶林分类试行方案》。根据高级单位以生态外貌、中级单位以优势度类型、低级 

单位以特征种组的分类原则，将广西常绿阔叶林划分出5个植被亚型、l1个群系组和102个群系。在 5个植被 

亚型中，典型常绿阔叶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是地带性的植被类型，山地常绿阔叶苔藓林和山顶(山脊)苔藓矮林 

山地垂直带上的植被类型，而硬叶常绿阔叶林则是在广西特殊的石灰岩生境上存在的一种植被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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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characteristics 0f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in Guangxi province region 

DING lo，NING Shi-Jiang，SU Zong-Ming 

(G．uangxi Institute of Botany，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lin 541006，China) 

Abstract：The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is the most diverse and widely distribution vegetation type in Guangxi re— 

gion．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in vegetation of China，and with reference tO the paper of 

“Tentative classification scheme of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s of China~”by Song Yongchang，the evergreen bro 

leaved forest of Guangxi was divided into 5 vegetation typ es，11 formation groups and 102 formations，based on the princi— 

ple of that the high-rank units of classification were based on eco-physiognomy，while the median and the lower units 

were based on species composition，at the same time，the role of dominant species and diagnostic species was considered． 

Amid the 5 vegetation subtypes；the typical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and seasonal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were the zonal types of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The mountain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and mountaintop 

mossy forest were the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types on vertical mountain，while the evergreen broad-leaved sclero— 

phyllous forest was the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types in the special condition of limestone habitat in Guangxi． 

Key words：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formation group 

常绿阔叶林是生长在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条 

件下的、由常绿阔叶树为优势种的森林植被类型(宋 

永昌等，2005)。常绿阔叶林也是广西地域内分布最 

广、面积最大、类型最为复杂多样的森林类型，其在 

广西的北部、中部作为地带性植被出现，在南部是季 

节性雨林为基带的山地植被垂直带谱的组成部分 

(苏宗明，1998)。广西分布的常绿阔叶林类型复杂， 

对其各种具体群落类型进行了研究(王献溥等， 

2001，2002)。但由于不同研究者对植被分类科学的 

认识程度不同，其分类的原则和依据也不尽相同。 

笔者基于多年来大量的调查资料，依据《中国植被》 

对植被分类的原则和依据对广西分布的常绿阔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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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进行一个系统归纳，以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1 广西自然地理概况 

广西位于我国南部，20。54 ～26。24 N，104。24 

～ 112。04 E，南临北部湾，西靠云贵高原，东南与东 

北分别与广东、湖南交界，西南与越南接壤，总面积 

23．75万公里。地势由西北 向东南倾斜，境内约 

75 为山地，最高峰达 2 142 m，约 37 的面积为岩 

溶地貌，因而广西的地貌类型多样，环境复杂。广西 

位于湿润亚热带地区的南部，地跨中亚热带、南亚热 

带和北热带气候区，气候既受季风环流控制，又受热 

带海洋影响，具有明显的季风气候特点。热量丰富， 

南部与中部地区年平均气温在 2O℃以上，北部为 

17．9～20℃，北部高海拔地区年平均气温可低至 12 

。C；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为 1 500 mm，但分布不 

均匀，桂南、桂北年降水量超过 1 800 mm，桂东超过 

1 500 mm，而桂中不足 1 400 mm，桂西为 1 100～ 

1 200 mm。广西的土壤类型主要有：砖红壤、赤红 

壤、红壤、黄壤、石灰土、紫色土和滨海盐土等。 

2 广西常绿阔叶林植被分类的原 

则和依据 

植被分类是植被生态学研究中最复杂的问题之 

一

，直到现在并没有一个能为植被学家们认同的分 

类原则和分类系统(宋永昌，2001)。《中国植被》一 

书中提出的中国植被分类原则是：“植被群落学原 

则，或植物群落学一生态学原则，即主要以植物群落 

本身特征作为分类的依据，但又十分注意群落的生 

态关系，力求利用所有能够利用的全部特征，⋯⋯高 

级分类单位偏重于生态外貌，而中、低级单位则着重 

种类组成和群落结构”。这样的植被分类原则已被 

我国大多数学者认可，并在实际研究工作中运用(宋 

永昌，2004)。宋永 昌在总结以往分类方案的基础 

上，提出了中国常绿阔叶林分类试行方案，即：“把握 

住群落外貌和群落种类组成这两个主要特征，高级 

单位采用生态外貌，中、低级单位采用种类组成。在 

种类组成中兼顾优势种和特征种作用，对中级单位， 

以优势种为主，对低级单位则更重视特征种或标志 

种 。”(宋永 昌，2004)。笔者在探讨广西常绿阔叶林 

的分类方案时，基本遵循以上原则，以期对广西常绿 

阔叶林归纳出较为通行一致的分类系统。 

3 广西常绿阔叶林植被分类单位 

和系统 

本文与《中国植被》的分类单位、系统和划分标 

准一致，采用植被三级分类单位，即植被型、群系和 

群丛。同样，遵循植被分类的一般原则，依需要而设 

立了辅级单位，即在植被型下面设立了植被亚型，在 

群系之上设立了群系组。植被亚型是在植被型内由 

于气候、地形、海拔等生境差异而引起的群落外貌差 

异而划分的亚型。群系组是若干相近类型群系的松 

散的集合。 

广西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地貌特点使得其地域 

内分布的常绿阔叶林类型十分复杂。本文沿袭《中 

国植被》对常绿阔叶林的定义，将常绿阔叶林视为一 

种植被型，其下划分出 5个植被亚型，分别为：典型 

常绿阔叶林、季风常绿阔叶林、山地常绿阔叶苔藓 

林、山顶(山脊)苔藓矮林、硬叶常绿阔叶林。群系组 

划分参照宋永昌在《中国常绿阔叶林分类试行方案》 

划分方式，“优势层片中优势种的生活型一致、生态 

习性相似、并具有相应的特征种或标志种的群系联 

合，一般具有一定的分布区，或占有特殊的生境”。 

就我们现有资料而言，广西的常绿阔叶林在 5个植 

被亚型之下 ，包括 11个群系组和 102个典型群系。 

根据群落中优势种及生态特征将广西常绿阔叶 

林划分为以下植被亚型、群系组和群系： 

I．典型常绿阔叶林 Typical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一

． 栲类一木荷群系组 Castanopsis—Schima For— 

marion Group 

1．米槠群系(form．Castanopsis carlesii) 

2．甜槠群系(f0rm．Castanopsis eyrei) 

3．栲树群系(form．Castanopsis fargesii) 

4．罗浮锥群系(f0rm．Castanopsis fabri) 

5．鹿角锥群系(form．Castanopsis lamontii) 

6．红背甜锥群系(form．Castanopsis neocavaleriei) 

7．钩锥群系(form．Castanopsistibetana) 

8．锥群系(f0rm．Castanopsis chinensis) 

9．贵州锥群系(form．Castanopsis kweichowensis) 

1O．扁刺锥群系(form．Castanopsis platyacantha) 

11．毛锥群系(form．Castanopsis fordii) 

12．瓦山锥群系(~orm．Castanopsis ceratacantha) 

13．高山锥群系(form．Castanopsis delavayi) 

14．苦槠群系(fOrm．Castanopsis sclerophyl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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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木荷群系(form．Schima superba) 

16．银木荷群系(form．Schima argentea) 

17．四川大头茶群系(form．Polyspora speciosa) 

18．厚皮香群系(form．Ternstroemia gymnanthera) 

19．多齿山茶群系(form．Camellia polyodonta) 

2O．黄杞群系(form．Engelhardtia roxburghiana) 

21．马蹄荷群系(form．Symingtonia populnea) 

22．五列木群系(form．Pentaphylax euryoides) 

23．樟叶泡花树群系(form．Meliosma squamulata) 

24．岭南山茉莉群系(form ．Huodendron biaristatum 

var，parviflorum) 

25．双齿山茉莉群系(form．Huodendron biaristatum) 

26．西藏山茉莉群系(form．Huodendron tibeticum) 

二．石栎～青冈群系组 Lithocarpus--Cyclobalanop— 

sis Formation Group 

1．硬壳石栎群系(form ．Lithocarpus hancei) 

2．厚斗柯群系(form．Lithocarpus elizabethae) 

3．绵柯群系(form．Lithocarpus henryi) 

4．金毛柯群系(form．Lithocarpus chrysocoma) 

5．美叶柯群系(form．Lithocarpus calophyllus) 

6．竹叶青冈群系(form ．Cyclobalanopsis neglecta) 

7．碟斗青冈群系(form．Cyclobalanopsis disciformis) 

8．槟榔青冈群系(form．Cyclobalanopsis bella) 

9．巴东栎群系(form．Quercus engleriana) 

1O．小叶青冈群系(form． Cyclobalanopsis myrsinaefolia) 

11．大叶青冈群系(form． Cyclobalanopsisjenseniana) 

12．黄毛青冈群系(form．Cyclobalanopsis delavayi) 

13．青冈群系(form．Cyclobalanopsis glauca) 

14．滇青冈群系(form．Cyclobalanopsis glaucoides) 

15．阿丁枫群系(form． Ahingia chinensis) 

三．润楠一木姜子群系组 Machilus--Litsea Forma— 

tion Group 

1．红润楠群系(form． Machilus thunbergii) 

2．薄叶润楠群系(form．Machilus leptophylla) 

3．黄枝润楠群系(form．Machilus versicolora) 

4．刨花润楠群系(form．Machilus pouhoi) 

5．文山润楠群系(form．Machilus zt~'nshanensis) 

6．桂北木姜子群系(form．Litsea subcoriacea) 

7．大新木姜子群系(forn1．Neolitsea chuii) 

8．大叶新木姜子群系(form．Neolitsea levinei) 

9．樟群系(form．Cinnamomum camphora) 

1O．大果木姜子群系(form．Litsea lancilimba) 

l1．深山含笑群系(form．Michelia maudiae) 

12．阔瓣白兰花群系(form．Michelia cavaleriei 

var．platypetala) 

13．桂南木莲群系(form．Manglietia conifera) 

14．乐东拟单性木兰群系(form．Parakmeria lotungensis) 

15．焕镛木群系(form．Woonyoungia septentrionalis) 

Ⅱ．季风常绿阔叶林 Seasonal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一

． 栲类 一厚壳桂 群系组 Castanopsis—Crypto— 

carya Formation Group 

1．红锥群系(form． Castanopsis hystrix) 

2．吊皮锥群系(form．Castanopsis kawakamii) 

3．公孙锥群系(form．Castanopsis tonkinensis) 

4．黧蒴锥群系(form．Castanopsis fi$sa) 

5．饭甑青冈群系(form．Cyclobalanopsis fzeuryi) 

6．黄果厚壳桂群系(form．Cryptocarya concinna) 

7．厚壳桂群系(form．Cryptocarya chinensis) 

8．小花红苞木群系(form．Rhodoleia parvipetala) 

9．山杜英群系(form．Elaeocarpus sylvestris) 

二．润楠一含笑群系组 Machilus--Michelia Forma— 

tion Group 

1．华润楠群系(form．Machilus chinensis) 

2．纳槁润楠群系(form．Machilus nakao) 

3．白花含笑群系(form．Michelia foveolata) 

4．金叶含笑群系(form．Michelia mediocris) 

Ⅲ．山地常绿阔叶苔藓林 Mountain evergreen broad- 

leaved forest 

一

． 石栎一杜鹃群系组 Lithocarpus--Rhododendron 

Formation Group 

1．包果石栎群系(form．LithocarpUS cleistocarpus) 

2．硬斗石栎 、红背甜椎群系(form．Lithocarpus hancei， 

Castanopsis neocavaleriei) 

3．硬斗石栎 、甜椎群系(form．Lithocarpus hancei， 

Castanopsis eyrei) 

4．广东厚皮香群系(form． Ternstroemia kwangtungensis) 

5．红皮木姜子群系(form．Litsea pedunculata) 

二．青 冈一杜鹃群 系组 Cyclobalanopsis—Rhodo— 

dendron Formation Group 

1．褐叶青冈群系(form．Cyclobalanopsis stewardiana) 

2．马蹄参群系(form．Diplopanax stachyanthus) 

Ⅳ．山顶(山脊)苔藓矮林 Mountaintop mossy forest 

一

．杜鹃群系组 Rhododendron Formation Group 

1I变色杜鹃群系(form．Rhododendron simiarum 

var．versicolor) 

2．光枝杜鹃群系(form．Rhododendron haofui) 

3．猫儿杜鹃群系(form．Rhododendron maoerense) 

4．多花杜鹃群系(form．Rhododendron cavaleriei) 

5．猴头杜鹃群系(form．Rhododendron simiarum) 

6。凯里杜鹃群系(form．Rhododendron westlan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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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杜鹃、金叶细枝柃群系(form~Rhododendron simsii， 

Eurya loquaiana var．aureopunctata) 

8．稀果杜鹃群系(form．Rhododendron oligocarpum) 

9．岭南杜鹃群系(form．Rhododendron rnariae) 

1O．武鸣杜鹃群系(form．Rhododendron~3umingense) 

11．大云锦杜鹃群系(form．Rhododendron faithae) 

12．马缨杜鹃群系(form．Rhododendron delavayi) 

13．岩杜鹃群系(form．Rhododendron latoucheae) 

14．美丽马醉木群系(form．Pieris formosa) 

二．青 冈一南 烛群系组 Cyclobalanopsis—Lyonia 

Formation Group 

1．狭叶珍珠花群系(form．Lyonia ovalifolia 

var．1anceolata) 

2．曼青冈群系(form． Cyclobalanopsis oxyodon) 

3．黄背青冈群系(form．．Cyclobalanopsis poilanei) 

4．多脉青冈、杜鹃林群系(form．Cyclobalanopsis 

multinervis，Rhododendron simsii) 

5．榄叶柯群系(form． Lithocarpus oleaefolia) 

6．耳柯群系(form．Lithocarpus haipinii) 

三．木姜子一柃木群系组 5 ～Eurya Formation 

Group 

1．细齿叶柃群系(form．Eurya nitida) 

2．银荷木+五列木林群系(form． Schima argentea+ 

Pentaphylax euryoides) 

3．海南木五加、小花红苞木林群系(form．Dendropanax 

hainanensis+Rhodoleia parvipetala) 

4．黄杨群系(form．Bu：cus nicrophylla subsp．sinica) 

5．滑叶润楠群系(form．Machilus ichangensis 

var．1eiophylla) 

V．硬叶常绿阔叶林 Evergreen broad-leaved sclero— 

phyllous forest 

1．乌岗栎群系(form．Quercus phillyraeoides) 

4 广西常绿阔叶林的主要类型、特 

点及其分布 

4．1典型常绿阔叶林 

群系类型最为多样，共有 3个群系组，58个群 

系。是分布面积最广的地带性植被类型，一般见于 

海拔 1 300 1TI以下。而在南亚热带(桂西北、桂中、 

桂东)海拔 800(或 900)～l 500 m以及北热带(桂东 

南、桂西南)海拔 900 m以上的地区，则成为垂直带 

的植被出现。立地条件类型是发育在砂岩、页岩和 

花岗岩为基质的红壤和黄壤。群落一般高 15～2O 

m，乔、灌、草分层明显，乔木层一般可分为 2～3层。 

乔木树种主要以壳斗科 Fagaceae、樟科 Lauraceae、 

山茶科 Theaceae、木兰科 Magnoliaceae、冬青科 

Aquifoliaeeae、山 矾 科 Symplocaeae、金 缕 梅 科 

Hamamelidaceae、安息香科 Styracaceae、杜鹃花科 

Ericaceae等常绿阔叶树种为主，区系成分的亚热带 

性质十分明显。 

4．1．1栲类一木荷群系组 该群系组在广西常绿阔 

叶林中分布范围最广，主要分布在桂北、桂中、桂西 

北，向西可分布到百色、西林、隆林，向南可分布到十 

万大山；也是群系类型最多的，共有 26个群系。米 

槠 Castanopsis carlesii、甜槠 C．eyrei、栲 C．farge— 

s娩、木荷 Schima superba、银木荷 S．argentea等树 

种是它的优势种和标志种。该群系中以栲属 Cas— 

tanopsis和木荷属 Schima树种为优势种的群系有 

16个，其它群系如五列木群系、马蹄荷群系、西藏山 

茉莉群系等都是以米槠、栲、木荷为标志种，而划分 

到这个群系组当中来的。主要伴生树种有黄丹木姜 

子 Litsea elongata、细枝柃 Eurya loquaiana、虎皮 

楠 Daphniphyllum oldhamii、罗 浮 柿 Diospyros 

morrisiana、鼠刺 Itea chinensis、网脉山龙眼 Heli— 

cia reticulate、杜茎山Maesa japonica等。 

4．1．2石栎一青冈群系组 该群系组主要分布在桂 

北、桂中、桂西北一带的丘陵山地，共有 16个群系。 

以石栎属 Lithocarpus和青冈属 Cyclobalanopsis 

的树种，如硬壳柯 Lithocarpus hancei、厚斗柯L．ez— 

izabethae、大叶青冈C cz0 加 s s jenseniana、青 

冈C．glauca等为优势种和标志种。主要伴生树种 

有桂南木莲Manglietia chingii、阴香 Cinnamomum 

burmannii、心叶船柄茶 Stewartia cordifolia、海南 

木五加 Dendropanax hainanensis等。 

4．1．3润楠一木姜子群系组 该群系组的分布范围 

较以上 2个群系组更偏向东部，共有 16个群系。以 

樟科树种为优势的群落通常以润楠属 Machilus和 

木姜子属Litsea的种类为优势种，而湖南、江西、浙 

江等不同地区的樟一楠群系组常以樟属 Cinnamo— 

mum和楠木属Phoebe的种类为优势种。润楠一木 

姜子群系组 常以红润楠 Machilus thunbergii、桂北 

木姜子 Litsea subcoriacea、大新木姜子 Neolitsea 

chuii、阔瓣白兰花Michelia cavaleriei var．platyp— 

etala、桂南木莲 Manglietia conifera等为优势种和 

标志种。伴生树种有黄樟 Cinnamornum parthe— 

noxylon、尖叶柃 Eurya acuminatissima、中华石楠 

Photinia beauverdiana、薄 叶 山 矾 Sympl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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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mala、榕叶冬青 Ilex ficoidea等。 

4．2季风常绿阔叶林 

共有 2个群系组，14个群系，主要分布在桂东 

南、桂中地区。是广西南亚热带(桂西、桂中、桂东) 

的地带性植被，分布面积仅次于典型常绿阔叶林，作 

为垂直带的植被分布在北热带(桂东南、桂西南)海 

拔 7O0～900 m的范围。立地条件类型是发育在砂 

岩、页岩和花岗岩为基质的赤红壤和红壤。群落分 

层较复杂，林内木质藤本和附生植物较为发达。组 

成该类型的乔木上层树种为壳斗科、樟科的一些暖 

性种类，以及楝科 Meliaceae、桃金娘科 Myrtaceae、 

蝶形花科 Papilionaceae、苏木科 Caesalpiniaceae等 

乔木树种。区系组成上以热带性质的种类为优势。 

季风常绿阔叶林 

4．2．1栲类一厚壳桂群系组 是广西季风常绿阔叶 

林的主要类型，分布面积较广，共有 9个群系。该群 

系组也是以栲属植物为主要优势种，其次才是厚壳 

桂属 Cryptocarya树种，以及青冈、含笑 Michelia 

等属的种类。主要以红锥 Castanopsis hystrix、黧 

蒴锥 C．fissa、黄果厚壳桂 Cryptocarya concinna、 

厚壳桂C．chinensis、小花红苞木 Rhodoleia parvip— 

etala为优势种和标志种。伴生树种有海南罗伞树 

Ardisia quinquegona、鸭 脚 木 Schefflera hep— 

taphylla、赤楠蒲桃 Syzygiurn buxifolium、厚叶琼 

楠 Beilschmiedia percoriacea、乌 榄 Canarium 

pimela、亮叶围涎树 Abarema lucida等。 

4．2．2润楠一含笑群 系组 主要分布在广西东南 

部，生境温暖湿润，共有 4个群系。主要以华润楠 

Machilus chinensis、纳槁润楠 M．nakao、白花含笑 

Michelia foveolata等为优势种和标志种。伴生树 

种有黄叶树 Xanthophyllum hainanense、新木姜子 

Neolitsea aurata、水丝梨 Sycopsis sinensis等。 

4．3山地常绿阔叶苔藓林 

山地常绿阔叶苔藓林在我国亚热带地区分布相 

当广泛，《云南植被》、《四川I植被》、《广东植被》都记 

录有这一类型的常绿阔叶林，《云南植被》上称中山 

湿性常绿阔叶林，《四川植被》、《广东植被》都称之为 

中山常绿阔叶林，虽然名称不同，但都是分布在山地 

垂直带上的常绿阔叶林类型。山地常绿阔叶苔藓林 

的突出特点：常分布在山地云雾带，因此群落湿度 

大，林内密布苔藓地衣植物；以壳斗科树种为上层乔 

木优势树种；林下常有竹子层片。该植被亚型在过 

去的植被调查中受关注不多，统计的群系共有 2个。 

主要分布在桂北一带海拔 1 3O0～1 600 m的山地。 

4．3，l石栎一杜鹃群系组 该群系组是广西山地常 

绿阔叶苔藓林的主要类型，分布在广西北部、中部高 

大山体的中上部。以包果石栎 Lithocarpus cleisto— 

carpus、硬斗石栎 L．hancei等为优势种，以红皮木 

姜子 Litsea pedunculata、箭竹 Fargesia spp．、玉山 

竹Yushania spp．等为标志种。伴生树种有杜鹃属 

Rhododendron spp．、大八 角 Illicium majus、石灰 

花楸 Sorbus folgneri等。 

4．3。2青冈一杜鹃群系组 该群系组在广西北部的 

天平山、元宝山有分布，海拔范围在 l 500～1 600 

ITI。优势种为褐叶青冈 C cz0 n0 s s stewardi— 

aria、马蹄参 Diplopanax stachyanthus，伴生树种有 

红皮木姜子 Litsea pedunculata、岩杜鹃 Rhododen— 

dron latoucheae等。林下竹子常为大节竹属 In— 

dosasa和箬竹属 Indocalamus种类。 

4．4山顶(山脊)苔藓矮林 

是山地常绿阔叶林受山顶特殊生境影响而形成 

的一种植被亚型。该植被分布在桂北山区孤立的山 

峰或山脊，具有云雾多、日照少、气温低、地表碎石 

多、土层瘠薄等生境特点。该植被亚型的种类组成 

以杜鹃花科小乔木树种占优势，壳斗科、樟科、山茶 

科、冬青科、山矾科等常绿树种夹杂其中。群落一般 

较矮，5～8 m，树干弯曲、分枝低、生长密，树干、树 

枝、岩石表面都密布苔藓植物。山顶(山脊)苔藓矮 

林共有 3个群系组，26个群系，主要分布桂中大瑶 

山、桂北的大苗山、越城岭、天平山等山地。 

4．4．1杜鹃群系组 是山顶(山脊)苔藓矮林的主要 

类型，以杜鹃属种类为优势种和标志种，由于广西的 

杜鹃属种类丰富，因此该群系组的群系数量较多，有 

14个群系。该群系组的群落树种较为简单，常常形 

成优势树种的单优群落。常见种类有多花杜鹃Rho— 

dodendron cavaleriei、光枝杜鹃 Rh．haofui、凯里杜鹃 

Rh．westlandii、稀果杜鹃Rh．oligocarpum等。 

4．4．2栲类一南烛群系组 该群系组可视为是以壳 

斗科为优势种的典型常绿阔叶林在山地垂直植被带 

上的变型，群落变矮、结构简化、树种减少 优势种 

是壳斗科的种类，如罗浮锥 Castanopsis fabric、多 

脉青 冈 C3，c2o乩z鲫0ps s multinervis、曼青 冈 C． 

ozyodon等，标志种为乌饭树 Lyonia bracteatum、 

珍珠花 L．ovalifolia等。 

4．4．3木姜子一柃木群系组 该群系组较为适应寒 

冷、干旱、土壤瘠薄生境，是在山峰或山脊环境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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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群落类型，共有 5个群系。主要的优势种有细 

齿叶柃 Eurya nitida、海南木五加 Dendropanax 

hainanensis、黄杨 Buxus nicrophylla subsp．sinica、 

银 荷 木 Schima argentea、滑 叶 润 楠 Machilus 

ichangensis var．1eiophylla等，伴生树种有山矾Sym- 

plocos spp．、圆锥绣球 Hydrangea paniculata等。 

4．5硬叶常绿 阔叶林 

广西分布的硬叶常绿阔叶林是一种特殊的常绿 

阔叶林类型，只有乌岗栎这一群系类型。分布于阳 

朔县、灵川县和海洋山保护区部分石灰岩石山山地 

上，群落低矮、结构简单，乌岗栎优势明显，主要伴生 

树 种 有 鱼 骨 木’Canthium dicoccum、齿 叶 黄 皮 

Clausena dunniana、铁榄 S 05 Pr0z z0 pedun— 

culatum、圆果化香 Platycarya longipes、山合欢 

Albizia julibrissin，灌木有石山棕 Guihaia argyra— 

ta、红背山麻杆Alchornea trewioides等。 

乌冈栎 Quercus p rnP0 Ps曾被订为地中 

海地区硬叶常绿阔叶林主要建群种冬青栎的一个变 

种Q．ilex var． r口P0 s，它被认为是冬青栎 

在东亚的代替种，是一种硬叶常绿栎类。 

在广西，作为个体，乌冈栎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地带都有分布，最南见于武鸣县公益山，最东见于贺 

州姑婆山，最西乐业县雅长林区有分布，在碳酸盐岩 

山地和砂页岩以及花岗岩 山地都有发现 ，大多见于 

山顶。但以乌冈栎为主的群落类型主要见于石灰岩 

石山区，尤其桂北中亚热带石灰岩山地，是目前广西 

乌冈栎林分布最集中的地方。 

5 讨论 

(1)通过汇集多年的调查资料，将广西的常绿阔 

叶林划分为 5个植被亚型，11个群系组，102个群 

系。5个植被亚型的划分主要还是依据其生态外貌 

特征的差别。季风常绿阔叶林与典型常绿阔叶林的 

区别主要是其乔木的中、下层内有较多的热带种类， 

还会有老茎生花、板根、绞杀植物现象，藤本和附生 

植物也较多，呈现出向热带森林过渡的特点。亚热 

带中山上部因海拔上升而气温降低、湿度增大，如在 

迎风坡面，由于地形雨的形成而使生境更为潮湿，森 

林内树木枝干和林下岩石均密被苔藓，形成了山地 

常绿阔叶苔藓林这种常绿阔叶林亚型。而至山体的 

顶部，因大风、冰冻以及土壤瘠薄，常绿阔叶林的群 

落高度降低，树种种类减少，杜鹃花科树种优势度增 

加，形成了山顶苔藓矮林这种常绿阔叶林类型。硬 

叶常绿阔叶林群落简化、乔木树叶厚革质，是常绿阔 

叶林在局部地域特化的一种类型。 

从这 5种植被亚型的分布来看，典型常绿阔叶 

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是广西的地带性植被类型，前 

者分布区偏北，后者分布区域在南。山地常绿阔叶 

苔藓林和山顶苔藓矮林是以常绿阔叶林为基带的山 

地垂直带上的常绿阔叶林类型，在各高大山体上都 

有分布，前者分布于山体的中上部，后者分布在山体 

的山顶山脊。硬叶常绿阔叶林则是在特殊的地质环 

境背景下发育形成的常绿阔叶林类型，其星散的分 

布在典型常绿阔叶林地域内。 

(2)广西分布有以乌冈栎群落为标志的硬叶常 

绿阔叶林，无疑丰富了广西的常绿阔叶林类型。通 

过对乌冈栎林群落学特点的研究，王献溥先生认为 

以乌冈栎为优势的森林是我国硬叶常绿阔叶林的一 

种类型(李治基等，2001)。因为这类森林和中亚热 

带的常绿阔叶林以及当地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林 

相比，除了一般的植物种类有点类似以外，无论在群 

落外貌和结构上都明显不同。但是，它在外貌和结 

构上，却与我国西部亚热带的硬叶常绿阔叶林十分 

相似。然而，虽然生态外貌与我国西部亚热带的硬 

叶常绿阔叶林类似，但该群落的物种区系组成却表 

明其植被的发生起源来 自于东部湿润区的常绿阔叶 

林，其区系组成与可能是古地中海近海热带植被衍 

生物的我国西南山地硬叶栎类林截然不同。广西分 

布的硬叶常绿阔叶林是典型常绿阔叶林在局部地域 

特化的一种类型，与我国西南山地、干热河谷分布的 

硬叶常绿阔叶林仍有区别。 

(3)本文根据建群种或优势种亲缘关系近似和 

生态特点相似，在植被亚型之下，而划立群系组。采 

用的群系组概念是比较松散的，这样可使多种多样 

在相同分布区域内的群系有一个大致相似的归属。 

例如，石栎一青冈群系组之下，并非每个群系的上层 

优势种都是石栎和青冈树种的结合，而是有的为石 

栎，有的为青冈，或二者的结合。又如，栲类一木荷 

群系组中，有些群系的优势种并不是栲类或木荷属 

树种，但栲类或木荷都在这些群系中出现，甚至成为 

亚优势种。如厚皮香林、五列木林、西藏山茉莉林等 

群系，我们将这些群系都归人栲类～木荷群系组中， 

(下转第 822页 Continue on page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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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较接近的群系的一个松散归类。 

植被分类的依据和方法一直是植被生态学研究 

中存在争议的问题之一，而常绿阔叶林又是一种十分 

复杂的植被类型。常绿阔叶林是广西最重要的森林 

类型，本文依据高级单位以生态外貌、中级单位以区 

系组成 的原则 ，对广西的常绿阔叶林 进行系统的归 

类。但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及调查程度差异，得出的结 

果难免片面。因此，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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