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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坪— 南岭山地上的一个自然保护区
’

钟济新 梁畴芬
( 广西植物研究所 〕

王献溥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

在广西东北角龙胜县的西南部和临桂县的北部山地上有一片比较原始的夭然林
。

这个林

区就是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保护区的花坪自然保护区
。

其地理座标是东经 1 90
”

4 3` 5 14, 一 1 0 90

5 8
`
2 0 1, ,

北纬 2 5
’

3 1 ’ 1 0护了 2 5 { 3 9` 3 6护
。

全区总面积 1 3 9 , 1 2 5平方公里
,

即 2 0 8
,
7 8 7市亩

,

平面

界线全长 5 1
.

8公里
,

东西宽 15
.

2公里
,

南北长 16 公里
。

地质 保护区在大地构造 1 位于江南古陆南部边缘地区
,

岩层古老
,

成陆较早
,

具有古

陆性质
。

在区域构造中主要是受到断层破坏的复褶皱地区
。

由于岩层古老
,

在多次地壳运动

的影响下
,

节理相当发育
,

其巾主要有东西和南北向的两组垂直节理
。

地层主要是由寒武纪
、

震旦纪的古老地层组成
。

其中分布最广泛的是寒武纪地层
。

保护区地质发展历史是古老的
,

在元古界时期是一个地槽的海区
,

当时沉积了一些砂泥

质细屑
,

后来变质为石英绢云母片岩和绿泥石片岩及泥质板岩等
,

即为今天所见的板澳群地

层
。

在昌梁运动期间
,

曾经一度上升海面
,

后又下沉为浅海
,

接受了陆地 上大小不等的砾石

和泥砂沉积物
,

即构成了震旦纪南陀组
。

而且浅海一直延长到寒武纪
,

但是由于海深脉动的

变化
,

产生了一套砂页岩相互交替的地层
。

但 当时也有相对稳定时期
,

因而在海水中的碳酸

粮离子和钙离子结合
,

形成了石灰岩
。

在寒武纪后
,

林区受加里东运动序幕的影响
,

产生隆

起
、

褶皱和断层作用
。

此后一直暴露在空气介质下
,

受后期各种地壳运动和外力剥蚀作用
。

地貌 保护区是南岭山地越城岭支脉的一部分
,

海拔多在 1 , 2 0 。一 1
,

600 来
,

个别山峰

] ,
5 0 0米以上

,

如蔚青岭 z , 5 95
.

5米
,

古青岭 z
,

5 2 3
.

3米
,

扒塘山 1 , 5 35
.

6来
,

形态上属中山类

型
。

区内整个地势是中间高
,

逐渐向四周降低
,

南部略高于北部
。

在成因类型 卜是褶皱断块

山地
,

岭谷走向受地质构造和岩性影响比较显著
。

由于河谷强烈下切
,

下段横剖面均呈 V 形

狭谷
,

上部比较开阔
,

上下段相连
,

形成高山深谷
。

山与谷的高差 一般都有几百米
,

深的可

达千米以上
,

造成崎岖不平的地形
,

河谷两岸绝少堆积阶地
.

而是到处呈现急流飞瀑
,

如红

滩和平水江两瀑是
。

区内河道纵比降都很大
,

约为 0
.

1 02 ( 1 0
.

2% )
,

因此沿河 陡坎
、

平台

和壶穴特别发育
。

由于地形拔海高
,

山体大
,

山坡陡
,

相对高差悬殊
,

对林区的水热状况产

生了垂直地带分异
,

使气侯
、

水文
、

土壤和植被随着地势增高而发生垂直分布现象
。

气候 保护区气候除了亚热带性质外
,

还受季风
、

海拔高度
、

复杂的地形和森林的综合

影响
,

显示山地森林气候特性
。

一般的特征是冬季寒冷
,

夏季凉爽而短促
。

年平均温度约在

12
。

一 14 ℃
。

最冷月平均温度4℃
。

最热 7 月平均温度 2 3
.

5℃
。

如以> 22 ℃指标为夏季
,

则红

. 本文取材于广西花坪林区考察报告 ( 19 6 2 )
。

作者为 当时综考 队正副队长
。



摊只有夏季 7
、

8两个月
。

估计年雨量为 2 , 0 00 一 2
,

20 。毫米
,

雨 日集中在 3 一 8 月
,

每月都 不

少于20 大
,

尤其 4
、

5
、

6 三个月最为集中
。

如 1 9 6 2年 6 月份
,

雨日达 29 天
,

雨量达 6 8 3
.

9毫

米
。

复而集中的现象反映了季风和山地影响的规律性
。

伴随雨量大的特点是相对温度 高
,

在山间林下
,

经常保持在 85 一 90 % ; 雾日多
,

如以红滩 62 年统计
, 4

、
5

、
6 三个月的雾 日

达 5 3天
,

因雾多而 日照短
,

如六月份仅有 1 1
.

5小时
。

冬季霜雪大
,

时间长
,

80 0一 1 , 0 00 米以

上年年有雪 ;
’

一般15 一 2 。厘米
。

雪期始于阴厉
1 2月

,

止于清明
; 1。月始霜

,

止于谷雨前后
。

1 ,

00 0米以下霜雪期短而少
,

一般始于 1 1月初
,

止于谷雨前
。

林区常风较大
,

年中风向变换

显著
,

夏多东南风
、

南风或西南风
,

秋季多北风
、

东北风
,

山顶风速阵发性较强
。

从山顶矮

林的生长状况及形态表现和断枝
、

折株等现象均可表明霜雪和大风的影响
。

水文 保护区全部河流都是柳江水系的源头
. `

主要有南部的小江口河
,

北部的粗江河和

东北部的平野河
。

全部河流总长 6 5
.

5公里
,

河 网密度。
.

47 公里 /平方公里
。

所有河道最后皆

向北流
,

具有对称河谷
,

河道呈树枝状系统
,

夏季暴雨强度大
。

山洪暴发时水位
、

流量急剧

增加
,

如 l g c Z年 8 月 25 日宇海河 口 ,

下 8 小时暴雨
,

水位比平时增高 1
.

5米
,

但 4 小时后即退

返原来水位
。

在枯水期
,

河水并不枯竭
,

如六漫河 1 9 59年 1 月 15 日最低水位仍有 5
.

20 米 ( 测

站假定绝对标高 1 1
.

00 米 )
,

流最理
.

8米 3
/秒

。

其原因是林区地层节理丰富
,

植被茂密
, 地表

有相当厚的复盖层
,

冬季仍有雨雪补给
。

土壤 基本特征四点
:

一
、

`

土壤剖面发育不完整
,

枯枝落叶层和腐殖质层较为浅薄 ,

二
、

土壤质地疏松
,

大部分土层含砾石多
,

侵蚀比较严重
, 三

、

土壤均呈强酸性反应
, p H值

4
.

5一 5
.

伪 四
、

垂直分布明显
,

由下而上分山地红壤
、

山地黄壤和山地黄棕壤三个垂直带
。

土地红壤分布在海拔 6。。米以下的边缘区
,

不是本区主要土类
。

山地黄壤分布在白00 一 1犷3 0 0来
的低中山上部或中山坡麓

,

多半在半保护区内
,

是广泛生长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
。

`

根据土

壤剖面结构和发育特性
,

又可分为山地森林黄壤和山地生草黄壤
。

山地黄棕壤分布在1
,
3 00 米

以上中山至山顶地带
,

`

为亚热带山地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地带
,

是向棕壤过渡的类型
,

分布

在绝汁保护区 内
。

,

植物 花坪植物区系既有大量的亚热带

种类
,

又有不少温带和热带的成分
。

据调查

采集听得
,

计有植物 1
,

1 1 、
种

, 7 6变种
, 3

变形
,

隶属于 5 37 属
,

18 6科
。

其中蔽类植物

2 8科
, 5 2属

, 1 1 1不中
, 5变种

, 裸子植物 6科
,

9 属
,

9 种
,

2 变种
; 双子 民「植物 16 。科

.

3习O属
,

8 7 9种
, 6 2变种

, 3 变型
, 单子价

一

卜植

物 2 0科
, 8 6属

, 1 2 5不:「{
, , 7变不扣

。

含种类较多

傲科有菊科
、

蔷薇科
、

樟科
、

茶科
、

茜草科
、

禾本科
、

冬青科
、

杜鹃花科
、

壳斗科
、

毛莫

科
,

蝶形花科
、

忍冬科
、

唇形花科
、

百合科
、

兰

科币 灰木科等科
。

这些科占被子植牧科数目

的 8
.

2 %
,

其种类约占吐0
.

3 4 %
,

除部分世界科

或广布科外
,

樟科
、

茶科
、

无患子科
.

壳斗

花坪最大的两株银杉
,

大株 ( 左边见树千者 ) 树

高 13 米
,

胸径 0
.

764 米
,

小株 ( 右边见树冠者 )

树高1 5米
,

胸径 o
.

e g z米
。

科
、

灰木科
、

杜鹃花科等均为亚热带的主要科
。

区系的特点有如下五点
: 1

.

热带成分极少
,

如

泛热带的代表科中的猪笼草科
、

龙脑香科
、

水东哥科
、

木棉科等均无分布
,

仅有藤黄科一属一

种
,

古柯科一属一种
,

谏科一属一种
,

马钱科 2 属 2 种及漆树科 2 属 4 种等少数种类
; 2

.

木本



植物比例高气区内木本植物 420 属
,

占种子植物总数的 46
.

2 % ; 3
.

拥有大量的特有种
,

现已发

表的和已知的特有种约 1 8种以上
,

占整个区系种数的 .1 6%左右 ; 4
.

区系中残遗种多
,

除银杉

( C a t h a y a a r g丁 r o p h y l l a ) 外
,

松柏类还有穗花杉 ( A m e n t o t a x u s
`

a e g o t a e n i a
)

、

红豆杉

嵘T a x u s s p e e注o s a )
、

福建柏 ( F o
k i e n i a h o d g i n s i i )

、

广东松 ( P i n u s k w a o g t u n g e n s i s )

和石松属 ( L cy
o p “

id
“ m )

、

卷柏属 ( S邵
。 g in “ ll a

) 等旅类植物
; 5

.

种的密度大
,

为 0
.

0 3 4氏

与花坪为邻的两处林区一大苗山和大摇山
,

分别与花坪相比
,

查其同属的数 目
,

粗略地得

知花坪与大苗山区系较为密切 ,
卜

其相似系数为 32
.

补 与大瑶山区系较疏远
,
其相触 系 数 为

20
.

1
。

就区划而言
,

花坪区系是泛北极植物区 ; 中国日本植物亚区 ; 华中植物省
,
桂东北粤

北福建植物亚省 , 桂东北县的一部分
。

在植被区划上是属于东部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南岭

山地省西部的范围
。

在最高级的植被类型划分上划为两个演替系列
:

常绿阔叶林演替系列
,

和亚热带山地落叶阔叶
、

常绿阔叶混交林演替系列
。

前者分为 7 个群系纲
,

最主要的是常绿

曝吐林厚牛群系纲和平热带落叶阔叶林次生群系纲
。

常绿阔叶林群系纲下组成群系的主要种

菜万良准 ( G a , t ; n

” 成
s e。 : 10 5 11 ) 甜梢 ( C a ` t a n

qp s i s e y r e i )
、

罗浮 拷 ( C a , t a n o p s i s
、

f a

ibr )
、

银木荷 ( S o ih m a a r g e “ t e a ) 等
。

亚热带落叶阔叶林群系纲下组 成 群 系的主要种

类为光皮桦 ( B e t o l尽 l
u m i n i f e r a )

、

枫香 ( L i q u i d a m b a r f o r m o s a n a
)

、

拟赤杨 ( A I此
-

i P h y l l牡 m f o r t u n e i )
、

白叶安息香 ( S t r y r a x s u b n i v e a )
、

鹅耳沥 ( C a r p i o a f a r g e o i i

二 a r ,

)
、

山柳 ( C l e 走h r a k o p o e n s i s
)

、
山柿 ( D i o s p y r o s k a k i v a r . s y l v e s t r i s ) 等

。

亚

热带山地落叶阔叶
、

常绿阔叶握弈林演替系列分为
“ 个群系纲

。

最主要的亚热带落叶阔叶
、

常绿阔叶混交林原生群系纲其所组成群系的主要种为山枫香 ( lL qu l d a m bar
a “ a
行

C

乒
。 a )

、

香港四胭花 ( D e n d r o b o n t五公二 i a

助
红:

k
o n
针红成 s )

、

野漆 ( R h
u s s u e e e d a n e a )

、

青 幽族

灭姗 u e r “ u s g 止a u
娘 班分万女恳查 `乙 t y r a x Q d o r a t ;

s 城工m a 少
、

夫山 叭 戈b y m p l o “ 0 5 d e “ o r a 〕 ,

银钟树 ( H “ e1砂
a

娜盯铭
“ ir 仲

、

尾叶甜储 ( C“ 协升
“ p“ “ e , `呼

v “
· “

au da ’ “ )
、

嘉宝

山柳 ( C l e ` h
r a k a i p o e ”

呼
s )

」

、
「

才界虎庆楠 ( D` p h攀l p h y l lu m ` a c r o p o d u m )
、

7{J 青 岗

( F腿二 5 lon g i p时 io al ot 卜 银木荷 ( cS ih m a
盯妙时

” a ) 等
。

山 顶矮林群系纲主要种为

青岗栋
、

新木姜子 ( N e o l i t s e a a u r a t a )
、

大八角 ( 11 l l i
e i u m m a

j
u s )

、

广福杜鹃 ( R五。
-

d o d e n d r o n k w a n g f u e n s e )
、

摆竹 ( I n d o s a s a s h i b a t a e a o i d e s ) 等
。

亚热带山地针叶林群

系纲主要种为银杉 ( c a t h a ; a a r g y r o p h y l l
a

)
、

广东松 ( p i n u a k w a n g t u n g e n s i s )
、

福建

柏 (
。

oF ik en `“ ho d g呼禅)氰 经济价值较大的野生植物粗计有二百七十余种
,

占林区植铆
总数的 27 %

。

井中油料51 种
,

淀粉类22 种
,

芳香类22 种
,

药用类89 种
,

纤维类 32 种
,

蹂料旦

种
,

农药 12 种
,
果类2乓秒

,

材用 1 1种
,

·

再加上菌材
、

饮料
、

蜜源
、

野菜
、

染料等至少在三百

种以上
。

其中分布较普遍 : 藏量较大的犷 食用油料为尖叶山茶 ( C “ m “
ill

“ “ “ s

砰da ’ “

卜 再
业用油为安息香属 st yr

a ` ) 植物
,

淀粉类为豪光子 ( H “ 肠 ic “ r “ it c “ lat a )
、

.

威根 ( tP
“ “ -

讨` ; m a q o i l`
n u m )

、

拷 ( C a s ` a n o p s三; 卜; S ` r `二 ) 等 , 纤维类为摆 竹 藏 量 最大 , 芳香粪
以桦木 ( B e t u l a l u m i n i f e r a ) 藏量最大

,

以灵香草 ( L y s i m a C h ia f o e n u m
一 g r a e c u m ) 经

济价值最大
. 几药用类种类多

,

但藏量少
,

价值较大的为马尾千斤草
、

黄连等
。

农药以博落回

( M a e l e卫a e o r d a t乒 )
、

大八角
、

雷公藤 ( T r ip t e r i g i u m w i l f
o : d i i ) 等为多 , 蹂料以 薯夏

( D i o s c o r e a “ i r h h
o s a )

、

柿属植物为多 , 果品有中华称猴桃 ( A c t i n id i a c h i n “ n s i s )
,

金花称猴桃 ( A
. e

h
r y s a n tha )

、

毛花称猴桃 ( A
. e r i a n t h

a )
、

癫杨梅 ( D e n d r o b e n t h a m
-

i 。 二 e la o ot r工c

ha ) 等为大宗
。

材用树种较 多较好的为银木荷
、

拟赤杨
、

西藏山茉莉 ( H 。 。 -

d e n d r o n t i b e t i c u m )
`

, 裂叶白辛树
几

( p t e r o s t y r a x l e v “ i l l e i )
、

黄杨 ( B
u ` u s h a r l a n d i i )

、

黄绵木 ( A d i n a p o l了 c e p h a

斗
a )

、

山降木 ( p h o 七i“ i a g l a b r a )
、

擦木 ( P s e u d o s a s s a f r a s



t加。 u )
、

一

糖氏鸭脚木 ( s。五〔 ff l。 r a
d

e了a v a y i) 等
。

榴括茬坪植物资源 的特 点有 四点
:

一
、

种类多
,

但个体少而分散 ; 二
、

开花少
,

成果率低 , 三
、

分布星散
,

加之树高坡陡
,

采

收困难 , 四
、

鸟兽虫类食害严重
。

仁
工

动物 花 坪 的 大 型 哺 乳动 物
:
黑 熊 ( se l e an r C t os t ih b e t a n o s

) 数 量 不 多 , 青猴

( C
a l l i 。 e b u s

) 数量较多
,

野猪 ( S u s s e r o f a
) 分布面较广

。

有 蹄 类中 的 野 山 羊
、

角浇

( M u n t i a e u s 二 u n t i a k )
、

膺 ( H y d r o p o t e s i n e r m i s ) 等数 量 较 多
。

梅 花
一

鹿 ( C
e r v u s

n ip o n )
、

野兔 ( L e p u 。 ) 在林区偶有发现
。

狼 ( e a n i , zu p u 、 ) 也有发现
。

其他的哺乳动物

计有菊头蝠科
、

`

栗鼠科
、

鼠科
、

竹鼠科
、

鹿科
、

眺霸科等六个科十一种
。

泉
_

,
一

鸟类可分为1 , 2 00 米以上和以下两大群
。

1 , 2 00 米以上的鸟类大部为川
、

滇
、

黔等省高海

拔的种类
,

如四川太阳鸟 ( A e t卜。 p y g a g o u
l d i a e d a b r y i ( V o r r e a u x

)
、

钩咀眉 ( P o m a t `

o r
h主

n o s s w i n
h

o e i
一

a b b r o v呈a t让 5 S t r 。 S e m a n 。 ) 等
。

有些是华南特有种
,

如辛氏 红 翼 画 眉

( T r 。 c h a l。 p t e r o m m i z n i : i n i a 。 。 m s t r e s e m a n n )
、

广 东 红 咀 相 思 ( L i。 t h
r i x l

u t e a

k w a o g t u n ` e n s呈s s t r
e s 。 m a n o v n

)
、

黄额小眉 ( A z
e s p p e v a , s魂` t、 e e p s ; e n

)
、

辛氏美丽

丈M i n l a i` n o t i o e t 、
、

。 i n i s t r e s e m a 。
) 等

。

也有些是江苏
、

浙江
、

福建等地的留鸟
,

如栗

鹤 ( H ` m i x u s e么s t a n o t u s e a n s p e n n i s s e e b o h m
.

)
、

青翼 鹤 ( r o
l
e o a

比 l
e l l翻。 d i h o

l t i

( s , i五h。 e )
、

白娘眉
’

( A I。 zp P e 。 s p五x。 。 5 55 五u e t i D a v i d )
、

灰 头鹦咀 ( P s i t t币 a , u s

g u l a r i
卜

、 fo ik n o sn 污 ( A
.

珑
v记 ) 等了

` 一

这些种类大都是生长于海拔较高的原始林中的代表

鸟类
。

在 1 ,
2 0 0米以下的

,

为华南华币的习见鸟类
,

如鸦科
、

鹊鸽科
、

雏科等各种鸟类
。

在生

活匀性方面
,

大多为食虫鸟类
,

花坪的全部鸟类计有二十科六十种
。

两栖爬虫类据四川医学院刘承钊同志在林区采集整理
,

计有两栖类三十一种
,
爬虫类十

六种
。

从类型上看与大瑶山的类型颇相似
。

毒蛇方面
,

蛙蛇科犁头
一

蛇属 的 T r 。̀ e , eo o r o s

g r ` 。 i公已u s
约有三亚种

。

黄鸽蛇科的过山风 ( N a y。 h a n n a h )
、

主字蛇 ( P t y a s s p
.

) 均为

常见的剧毒蛇类
。

此外
,

花坪还来到一种白尾双定晰
,

为我国新记录
。

`

花坪的溪涧汇人柳江
,

其鱼类与柳江的相似
,

初步调查观察
,

有十三种以上
,

大部属于

鲤科
。

花坪的昆虫
,

生活在原始生活小区的 `
、 `

育白蚁
、 j

夫牛
、

跳虫、
一

趣嫂筝
至

催小区种类少
,

虫口密度低
,

群落组成稳定
。

`

丫生活在次生生居小区草玻式农田的昆虫青革华稻蝗
、

中华越北

蝗
、

矗嘶
、

蜷象
、

叶娜等 , 在天然林中的
,

一

“

有黑蚁、 蟋蟀
、

毒蛾
、

蠢撕
、

叶虾
、

蜡象等
。

从

垂直分布现象方面观察
,

分布在 1
,
3 00 米以下的黄壤常绿阔叶林带的昆虫 以 印 度一马来亚

系的高山种类占优势
,

代表种为白蚁
、

竹节虫
、

中华稻蝗
。

分布在 1 ,

30 。 米以上的黄棕壤落

叶常综阔叶混交林带的
一

昆虫则以东方系放务断占比例较大
,

但亦包含一部分印度一马来亚系

`
成员

” ,

其代表种为天牛
、

褐金龟蝉
。 ·

具有较大经济价值的资源昆虫有中华蜜蜂 ( A p is

。 。 r a n 。 )
、

五抬子蚜 ( 又分角耘蚜 M o l a p h l s 。五i o e n s i 、 招花蚜 N
u o u d e 。 s h i r a l i 和抬 蛋蚜

M e l a p五15 s i n e n s i s
种 )

、

白蜡虫 ( E r i e e r u e p e l a )
、

茶虫等数种
。

当今这个世界
,

旅游已是一种风行全球的事业
。

办旅游要选目标
。

大自然的风景有待于

开发
。

象花坪这样的一个少染人间烟火的处女地
,

对于办旅游的人和喜欢游乐的人来说
,

自

然是许多人极欲了解其欲貌的遐想对象
。

笔者在介绍完花坪的自然条件和生物资源之余
,

针

对这一分析
,

甚愿添上几笔
,

简要地介绍一下花坪大自然的风景美
。

一
’

构成花坪林区风景的要素主要是
:

连绵起伏的群山
,

呈现独特的雄伟壮丽的气魄
,
河谷

中时各种动态水景一瀑布
、

湍流
、

跌水等 ; 春夏盛升的繁花和万物栩栩竞荣的生活气息
,

以

及云去雾来
,

时晴时雨
,

峰峦变幻的山林百态奋林海中雍容秀丽 、奇拔苍劲的树木 , 秋天霜染

布



的红叶和晴空下一览无遗
、

气势磅礴的山体 , 深冬冰雪风霜笼罩下绿色海洋中的冬景等等
。

花坪风景比较集中表现在红滩地区
,

红滩河又集中了许多风景点
。

现在重点描绘一下这

个风景区的风景点
。

红滩河上游的小滩漆 布 这是两条河同时流经一个断崖而形成了两个瀑布的风景点
,

一

个瀑布高约十五米
,

水顺崖壁而下 , 另一瀑布因岩块二次断裂
,

形成二个上下连叠
,

各有八

米高的瀑布
。

这两个瀑布相依为邻
,

落入同一潭 中
,

型态生动活泼
,

画面瑰丽秀美
,

·

是自然

界中的一个偶合奇景
。

长明湾漆 布 长明湾为一峡谷
,

是红滩河一支流
。

峡谷内极为阴湿
,

植物繁茂
,

石上青

苔密盖如毯
。

地面枯枝落叶甚厚
,

形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境地
,

堪称为自然界的秘室
,

里面

充满了神秘古远的气息
。

笔架河 红滩河另一支流
,

亦是一个峡谷
。

谷内水
、

石
、

植物配置风致有韵
,

处处都可

找到理想的巨大
“

盆景
”
构图

。

沿河小瀑布和跌水无数
。

谷迥路转又一景
,

到处是诗情画意

的境界
。

红 滩漆布 为红滩河和笔架河汇合处的一个题名为
“
红滩飞瀑

” 的风景点
。

此处形势险

恶
,

流量很大
,

两河汇合后巨大湍流从断崖巨石间夺路而出
,

下跌于方竹山下的一个深潭
,

水潭上方为一半环状的峭壁
,

好象是一个破半的弯庐
。

瀑布高约二十米
,

由正面缺口奔腾而

下
。

水柱一跌落潭之后
,

银花飞溅
,

水气朴面
,

潭水被击成浪
,

不断往复冲击四周的岩石
,

置身境中
,

如临海滨
。

但觉瀑声震耳
,

寒气逼人
,

久立身濡目眩
。

此瀑布的形态和声势都充

分表现了大自然的威力
,

构成了雄伟壮丽的

景观
。

平 水江漆 布 座落在平水江一支流上
,

为一大型瀑布
,

处于一个群峰环抱的方形空

间里
。

正面为列大型屏状绝壁
,

形似雄鹰展

翅
,

瀑布降自
“

两翅
”
之间

。

对着瀑布有一

剑状石峰
,

朝天屹立
,

登上石峰顶处得一空

间
,

可见瀑布全貌
。

在石峰上仰观瀑布
,

见

绝壁与白云衔接处有一缺口 ,

河水从缺口 奔

突而出
,

感觉水从天上来
,

因缺 口处岩石嚎

峻
,

水势分散
,

水柱上部水花四溅
,

迷蒙如

雾
。

水柱下降时因重力不一
,

各 自成挂条
,

组成各样图案
,

变幻无穷
。

水柱落至潭面为

一黑色石堆所承
,

撞击成放射状的水花
,

冷

冷之声
,

清脆悦耳
,

与红滩瀑布轰然雷鸣截

然不同
。

此瀑布以环境清静恬适
,

神奇壮观

为特点
,

是一个很好的游乐风景点
。

红滩地区
,

除了红滩河流域之外
,

红滩

河东面与之相平行的陶善河谷亦相当优美
,

那是比较开朗舒阔的地方
,

宜于居留休憩
。

这是作者三人一九六二年在花坪综考工作中

站在银杉模式标本树之前观察的情景

特别是 田湾和毛竹山一带
,

更富有浓厚的山庄风光幽趣
。

此外
,

登红崖山可眺望林区东部及中部地区
,

可见到红滩地区全貌
,

也可看到粗江东坡

白水滩的大瀑布 ( 目测估计二
、

三百米高 )
。

其他各地都有一些可取之处
,

( 下转第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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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 马 蹄 的营养成 分 测 定

徐位坤 孟丽珊 ( 广西植物研究所 )

马蹄 〔 E l e 。 。 h a r i s t u b e r o s u :
( R o x b

.

) S e h u l t〕 ,

一名草莽
。

桂林栽培的马蹄
,

球茎个

形较大
,

皮薄
,

肉质细嫩
,

甘甜清脆
,

果渣少
,

是 比较优良的品种
。

也是桂林传统的出口 商

品
。

可生食
、

熟食
、

制作罐头
、

酿酒
、

加工马蹄粉或做蜜饯
。

耐贮藏
,

可保存到翌年四
、

五

月份
,

有利于增加桂林水果淡季的供应
。

马蹄也可药用
,

主治热病伤津烦渴
,

小便不利等
。

桂林郊区的农民有栽培马蹄的习惯
,

多是利用水 田种植
,

并施用比较大量的农家肥做基

肥
,

生长 良好
,

产量也不低
。

为了了解桂林马蹄的质量情况
,

我们对桂林较为有名的老 产地

卫家度和东山等地生产的马蹄
,

以及施用不同种类的肥料种植出来的马蹄
,

进行了一些营养

成分的测定
。

从测定结果看 ( 见下表 )
,

卫家度和东山出产的马蹄
,

淀粉含量较高
。

施用硫

酸铁肥料种植的马蹄
,

淀粉含量较低
,

而糖的含量较高
。

施用农家肥和硫酸按肥料的
,

蛋白

质含最较高
。

东 山 和 卫 家 度 生 产 的 马 蹄 营 养 成 分

样 品 粗蛋 白质 (% ) } 粗纤维 (% )

卫家度马蹄

东 山 马 蹄

2
.

2 3

一

竺
.

处
_

_ _ _ _

1,
_ _” .

_
r

..f
, ` r .

_

一 _ _

L
_

. _
_
, 、

弓刃
_

, 1

施 用 不 同 肥 料 对 马 蹄 营 养 成 分 的 影 响

二二
一

以里竺些翌
{
少回二亘亚

三些翌兰}应互
一当竺生竺- {一三竺

…竺
一

一

一}卫竺笙一卜
一

里二乞一
一

{
一二二竺一 {一一生竺

一一

一 1 含
欺

一卜
竺二竺

-

阵兰
止兰生一卜二竺竺一卜

一鱼竺 一 }一二兰一
~

一变
乙_

竖
丫

竺 _
_ 二

止一卫
`

竺一一1
~

蔗
二

翌1
~

一
,

」~
_

竖兰一卫一
_

~ 立竺一丛一一立竺一~ ~

( 上接第 马页 ) 如天平山早晚可观山景 ; 游粗江畅观悬崖陡壁和苍松古树
,

赏玩了遗活化

石银杉
。

花坪地处高寒
,

是一块山间小盆地
,

周因保存的原始林完好无缺
,

呈现别样景象
,

从红滩
、

天平 山笼地转来此间一游
,

会另有一番煎受
。

夏末秋初之时
。

最宜来此小住数天
,

在这特殊的环境
;
}
; 及浴一下自然风光

。

在花坪北面不远处为林区最高峰蔚青岭 ( 1 89 5米 )
。

从花坪顺坡缓缓而
_

匕 大半天之间往返一次
,

毫不吃力
。

登上蔚青岭可纵览林区的大部分
,

红滩
、

天坪俱在脚下极低处
,

四困天边群山尽收眼底
,

可谓步人
“

会当凌绝顶
,

一览众 I力小 ”

的境界
,

达到游览林区风景的高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