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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植物地理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征

陆 益 新 梁 畴 芬
( 广西植物研究所 )

广西处于北纬 2 0
“

5 4产一 二5
0

2 0产 ,

东经 I D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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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 产之间
。

全区总面积 2 3万 6 千平方

公里
,

约占全国面积的 2
.

46 %
。

本区西靠云贵高原
,

南部濒临海洋
,

地跨热带和亚热带
。

地

势东南低
、

西北高
,

因而河流主要是由西北向东南流人南海
。

广西境内群山环绕
,

在群山之

中往往出现一些不大的盆地
,

在西江干流上亦有若干局部的小平原
。

广西大部分地区属于古

老的地块一华夏陆台
,

因此
,

在海拔高度上
,

除东北和西北部以及中部
、

东部
、

东南部的弧

形山脉
、

勾漏山脉和十万大山在 50 0米以上者外
,

其余地区一般在 50 0米以下
,

属丘陵地
。

区

内超过 2 0。。米的山峰有五座
。

岩溶地形广泛发育
,

散布于区内各地
,

形成千奇百怪的岩溶地

貌
,

构成广西地貌的主要特征之一
。

广西在气候上受东南和西南季风的影响
,

大部分地区夏季炎热 多雨
,

冬季温凉干燥
,

属

亚热带季风性气候
。

北部的五岭山脉海拔一般在 1 0 0。米以上
,

形成一列天然屏障
,

阻滞寒潮

的南下
,

又可使桂东北地区造成大量降水
。

位于东南部的西江出口 及东北部的湘桂走廊是寒

潮南下的主要通道
,

对本区的气候影响至大
。

由于本区境 内多山地
,

地形变化大
,

使气候的

变化至为复杂
。

大体上
,

热量是从南到北递减
,

雨量 自西往东递增
,

桂东北是广西降雨量最

多的地区之一
。

广西的土壤主要有
: 红壤
、

黄红壤
、

砖红壤
、

黄壤
、

石灰土
、

冲积性土
、

风

沙土
、

沼泽土及水稻土等
。

由于 目主欠热
、

土壤等环境 因子的综合作用
。

使广西具有非常丰

富的植物区系及其复杂的成分和 小市
。

植物群落的类型及其分布 也极为复杂
。

把植物和植物

群落的分布现象加以条理化的勾划和描述
,

找出它们的规律性
,

这对于广西各种经济农
、

林

植物的布局发展将会有所帮助
。

本文是在我们掌握现有材料的基础上
,

归纳出广西植物地理

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征
。

这是一个极为粗略的介绍
。

至于对广西植物地理全面而深人细致的

研究和分析
,

有待今后进一步的努力
。

广西植被的基本情况是
:

绝大部分植被被长期反复的破坏
,

导致原生森林的消失和森林

的难以恢复
,

历史性地形成了大片人为的草原化草本植被
。

植被中包含有较强的热带成分
,

但在植物群落结构特征上已大大降低了热带植被的特点
。

广西是高温多雨的地区
,

植物生长旺

盛
,

各种植物群落无不处于迅速的向上演变中
,

大部分荒山植被如果停止破坏
,

加强造林
,

在二
、

三十年左右的时间恢复为森林植被仍然是有可能的
。

广西的原生植被基本上是常绿性阔叶类为主的乔木林植被
。

在这基本的类型中
,

因各地

气候干湿程度的不同和岩石基质的不同而或多或少地混有落叶性乔术种类
。

一般情况是
,
’

桂

北以常绿阔叶林为主
。

常 见的种类大多属于壳斗科
、

樟科
、

茶科
、

安 息香科
、

灰木科
、

杜鹃

花科
、

金缕梅科等科
。

桂南处于热带的北缘
,

植被颇具热带色彩
,

植物种类多属大戟科
、

桑

科
、

无患子科
、

豆科
、

谏科
、

橄榄科
、

极附科
、

藤黄科
、

漆树科以及番荔枝科等科
。

原生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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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在遭受破坏的情况下
,

其成分和结构会改变
,

落叶种类增加
,

原有的落叶种类的个体也会

增加
。

自然生成的常绿落叶混交林只有少数
,

它们一般分布于桂北
、

桂中海拔 1 3 0 0米以上的

山地上
。

在一些地方或因年总雨量过少
,

或因干季过长
,

或因土层浅薄
,

根基缺水等
,

以致

造成水份缺乏
,

住往可以 见到比较纯粹的落叶阔叶林出现
。

现存植被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具有

极突出的衍生性 质
。

这种衍生性质是原生植被经受长期反复破坏后的结果
。

在山区中保存下

来的一些
“ 天然森林
” , 例如异岗
、

花坪
、

苗儿山等地的森林
,

事实上是年龄较高的次生林

而已
。

在广西没有被破坏过的森林
,

至今未有发现
。

广西的针叶林主要是马尾松 ( p i n u s 二 a s s o n s a n a
) 林
、

杉树 ( C u n n i n g h a nr i a l a n c -

e o l a t a
) 林
、

云南松 ( P i n ,巧 y u n n a n e n s s s
) 林和细叶云南松 ( P i n u s y tt n n a n e n s i s v a r .

t 。 int i fo l i a )林
。

马尾松林这一种我国特产的亚热带针叶树在广西由于丘陵山地的开发利用
,

木材柴薪生产的需要
,

以及它本身的顽强旺盛的生长力和强大的散布能力等几种原因的综合

作用
,

使它在广西有着最广泛的分布
,

成为广西丘陵地和低山地广大植被外貌特征构成中最

主要的因素
。

杉树林几乎完全是人为性质的
。

因为它对生长条件要求比较严格
,

不能象马尾

松那样放纵地自播繁殖
,

所 以它的分布比较局限
。

一般地说
:
杉树林的分布是人民群众长期

选择杉树宜林地和实行杉树造林实践的结果
。

云南松林和细叶云南松林是广西针叶林中属于

自然分布
,

少受人为千扰的针叶林
。

只在广西西部和西北部
,

即红水河上游和南盘江两岸河

谷山地以百色
、

田林
、

隆林
、

西林
、

南丹
、

凤山等县为集中分布地
。

这两类松林是西部偏干

性亚热带的典型代表
。

尤其是细叶云南松更是云南松适应千热气候环境的一个变种
,

在人为
一

干扰较轻的地方保留着大片
“ 天然林
” 。

其分布地是目前已知的广西最大的松林区
。

云南松

林和细叶云南松林在广西溉出现表明广西植物区系和植物群落同滇
、

黔两省的植物区系和植

物群落有相似和相关的部分
。

乔木林以外
,

绝大部分为草本植被
。

介于乔木林与草本植被之间的类型都是不稳定的过

渡类型
。

按照其包含的木本与草本的比例
,

可以划分为丛林
、

灌丛
、

藤本灌丛及灌丛草坡等

类型
。

其实质是原生植被过去经受严重破坏
,

或为原地气候土壤条件本来较差
,

再加上人为

的破坏所造成的
。

驮娘江和西洋河河谷地带的旱生草地及稀树草原式的植被就是由于长期经

过人们严重破坏加上气候干燥炎热所形成的
。

藤本灌丛类植被多为石灰岩石山植被中较常见

的一种类型
。

其成因或因土壤浅薄
,

或因气候干燥
,

再加上人为干扰的综合影响的结果
。

草本植被以禾木科植被分布最普遍
,

面积最大
。

其他比较常见的草本植被有旅类的两个

群落
,

一为铁芒其 ( D i e r a n o p t e r i s l i n e a r i s
) 群落 , 另一为蔗 ( P t e r i d i u m a q u i l i n u m

v a : .

l a t iu
s 。 ul u m ) 群落
。

这两个群落的分布是以其生境的水湿条件较好为特征
。

铁芒其群

落为喜热喜酸性土的类型
,

所以多分布于土壤显酸性的土山砖红壤性土
、

砖红壤化红壤和红

壤地带
。

蔗群落为喜温凉喜酸性至中性土的类型
,

所以多分布于土 山的黄壤地带和石山棕色

石灰土地带
。

这两个旅类群落均可视为水湿好
、

肥力高的指示群落
。

它们都具有鲜明的绿色

外貌
,

很容易与禾本科草本植被相区别
。

禾本科草本植被因各地生态条件不同而有不同的种类成分
,

并因之而有不同的高度
。

大

体上可分为高草
、

中草和低草三类
。

不同的高度一般是与其生境水湿条件和土壤肥力相一致

的
。

高草生境水湿条件最好
,

土壤肥力最高
,

这一类草本植被虽属常见
,

但面积不大
。

主要

分布于沟谷
、

溪旁
、

路旁入工土堆 上和湿润地区中山山地黄壤带上
。

主要种类 为 芒 ( M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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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 n t h u s s i n e n s i s
) 及五节芒 ( M

.

f l o r id u l u s
)

,

其次为大芦 ( P h r a g m i t e s k a r k a )
、

类芦 ( N e y r a u d i a r e y n a u d i a n a )
、

棕 }1卜芦 ( T h y s a n o l a e n a m a x i m a )
、

芦竹 ( A r u n d o

d o n a x
) 等
。

中草生境
.

水湿条件和土壤肥力中等
,

代表一般的红壤
、

黄红壤荒山的条件
。

这

类草本植被分布最广
、

面积最大
,

与农
、

林
、

牧生产关系最为密切
,

其种类 成 分 亦 比较复

杂
。

常见的为白茅 ( I m p e r a t a e y l i o d r i e a )
、

金茅 ( E u l a l i a s p e e i o s a )
、

黄背草 ( T h e 一
`

m e d a t r i a n d r a v a ,一 J a p o n i e a )
、

石珍芒 ( A r u n d i n e l l a n
叩

a l e n s i s )
、

扭鞘香茅

( C y m b o p o g o n t o r t i l i s )
、

吊丝草 ( C a p i l l i p e d i u m p a r v i f l 。 r u n l
) 等
。

低草生境条件最

差
,

代表最劣下的荒山 ( 以低丘陵居多 )
、

荒地和人畜经常践踏的小块地段的类型
。

被盖这

一类草本植被的荒山荒地要作农
、

林生产利用是 困难较多的
。

例如博 白
、

陆川
、

北流等县南

部的低丘和沼泽地以及玉林和贵 县平原中的台地等地方
。

这些地方的低草草本植被最突出的

种类为鹤鸽草 ( E r i a o h n e p al l e s c o n s )
,

它往往以压倒的优势组成以它为主的低草植物群

落
,

或同岗松 ( B a e e玉e a f r u t e s e e o s ) 红l成岗松鹤鸽草群落
。

广西的植物区系
,

以标本和文献为根据的统计
,

连栽培植物在内
,

维管束植物在 70 0 0种

以上
,

隶属于 1 6 9 8个属
,

28 3个科
,

特有种及准特有种
专

58 7 个
。

我们就广西植物这 1 6 98个属

的世界分布区作地带的划分
,

各地带分布的属的数 目及其所占总属数的百分率见附表
。

广西维管束植物属 的分布地带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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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附表可以 石
一

出
,

厂西植物 场邪 个属中
,

分布于热带的属 有 5 5 4 个
,

占 总 属 数 的

3 2
.

6 3 %
,

共含有 1 4 2 3 个种
。

如果 J
’

西植物以 7 0 0 0 种计算
, 1 4 2 3 个种仅占 2 0

.

3 3 %
,

而且其中许多属仅有一
、

二种
。

例如
:

刺果藤属 ( B yt t n er ia 7 0 : 1 ) ( 前面数字为该属全

球的种数
,

后面数字为该属广西的种数
,

下同 )
、

谷木属 ( M
e m e C川

( ) n 1 30 : 3 )
、

酸 脚

杆属 ( M
(。d i n i l l a 4 0 0 : 2 )

、

朔莲属 ( A d
C n i a 9 2 : i )

, ;

第伦桃属 ( D i l l 。 n i a 6 0 : 1 )
、

三角车属 ( R i n o r e a 3 4 c , : i )
、

猪龙草属 ( N C p e n t h 。 、 了。 : i )
、

拟肉豆著属 ( K n e rn a

7 0 : i )
、

风吹楠属 ( H o r s f i e ld i a 9 0 : 2 )
、

坡垒属 ( H o p 。 二 9 0 : i )
、

青梅属 ( V a -

t i e a 5 0 : i )
、

番樱桃属 ( E u g e n i a 1 0 0 0 : i )
.

无 {
;

民兀泰属 ( C : 、 5 5少 t l, a 2 5一 2 0 : i )
、

. 本文所定的准特有种是 指那些虽非纯粹地为广西特有
,

但是是 以广西 分布为 主 或 以 广西

为分布中心 的而分布范围又不宽的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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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翼藤属 ( S e e u r id a e a 8 0 : 1 )
、

感应草属 ( B i o p h了 t u m 7 0 : 2 )
、

闭花木属 ( C l e i s t -

a nt h u s 1 4 0 : 1 )
、

忙果属 ( M a n gi f e r a 5 3 : 2 ) 等等
,

这现象说明广西南部是 属于热带

北缘这一木质
。

分布于热带 一
一亚热带的属有 4 7 4 个属

,

虽只占广西总属数的 2 7
.

9 2 %
,

居第二位
,

但它含有 2 2 5 9 个种
,

占广西植物种数的 3 2
.

2 7 %
,

在广西植物区系中居首位
,

这说明广西植物的地带性质是以热带
一

亚热带为主的
。

这一点和 J
、 一

西一般常 见的植物 群 落的

外貌和结构是一致的
。

这表明广西植物区系的妞杂性和具有从热带过渡到亚热带的性质
。

广西植物中有这样的一些热带分布的属和热带
一

亚热带分布的属
,

其所包含的种数与该

属的总种数的比率不一定很高
,

甚至极低
,

但是却包含了该属在中国分布的所有种
。

无疑
,

这

些属尤其是那些单种属在广西植物区 系和植物地理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现择其主要者列

于后
:

热带分布属
:

(
’

为 单种属
,

括号内数字习、 月刘户国和广西共有的种数 )

无根藤属 C a 、 , y t h a ( 1 )

夜花藤属 H y p s e r p a ( i )

连蕊藤属 P a r a b a e n a ( i )

大叶路属 T i n o m i s e i u m ( 1 )

猪笼草属 N e p e n t h e s ( 1 )

, 齐头绒属 Z i p p e
l ia

鱼 木 属 C
r a t e v a ( 3 )

罗志藤属 S t i x i。 ( 1 )

蝉翼藤属 S e c u r id a e a ( 1 )

阳 桃 属 A
v e r r l , o a ( 1 )

锡叶膝属 T e t r a c e r a ( 1 )

刺篱木属 F l a e o u r之ia ( 3 )

九}{渣果属 I J o d g s o ir ia ( i )

五列木属 P
e n t a l分〕 ) l l a x ( 1 )

金莲木属 O
c h n 议 ( 1 )

藤牡 }
’

于属 A n l
,
I e 〔 t r u 几 ( 1 )

使君 子 J成 o u i s q u a l i s
( 1 )

,

秋茄树属 K a n d o l i a

蜕 木 属 B u r r e i o d e n d r o n ( 4 )

,

海南极属 H ia n : 滋 a

〕
`

癸草属 Z o r n i a ( 1 )

,

壳莱果属 M y t i l a r i a

,
四药门花属 1

’
e t : a t h玉r i u m

箭毒木属 z、 n t i a r i。 ( 1 )

藤 麻 属 l,l
·

。 :( ir : ( 1 )

库林木属 K “ r r i , 11 1己 ( 1 )

`
合翼采属 C a r d i o p亡c r生: ( 之 )

微花藤属 Io d 。 。 ( 3 )

肖 榄 属 P至a亡e a ( 名 )

硬 核 属 S e l e r o p y r u 爪 ( 1 )

包叶才
屯属 C h a y d a 工己 ( i )

. 鹤鸽 麻属 K l e i n h o v i a

马松 子属 M
e l o e h ia ( 1 )

蛇婆子属 W
a l th

e r王a ( 1 )

石 栗 属 A l
e u r i t e s ( 1 )

银 柴 属 A p o r o oa ( 3 )

肥牛 树属 C e ph a l o m a p p a ( 1 )

,

枝 实 属 C l a d o g y n o s ( 中国只有变种 )

. 东京桐属 I) e u t z i a n t h
u s

黄 桐 属 E n d o o p e r m u m ( i )

自饭树属 F l u g g e a ( 1 )

小盘木属 入Ii e r o d e s r n i s ( 1 )

地 {砂{桃属 S e
b

a s t i a n i a ( 1 )

宿 婆木属 S 士r o P h io b l a e h i a ( 1 )

{斋子藤属 E
n士a

d
a ( 1 )

银 合欢属 L
e 以 e a e n a ( 1 )

狠 耳:环属 P i t h e e e l l o b , u m ( 4 )

藤 槐 属 B o w r i n g主a ( 1 )

紫 檀 属 P t e r o e a r p u s ( 1 )

,

密子豆属 P y e n o ` p o r a

猪腰 豆属 W h i t f o r d i o d e n d r o n ( 1 )

蜂出巢属 C e n t r o s t e m m a ( 1 )

自川藤属 C r y p t o l e p i s ( 2 )

,

马兰藤属 D io e
h id a n t h u s

纤冠藤属 G o n g r o n e二 a ( 1 )

鱼骨刁; 属 C a n t h i u m ( 4 )

索乡管花属 C五a s s a l i a ( 1 )

小牙草属 D
e n t e l l a ( 1 )

乌 檀 属 N a u e l e a ( 1 )

,

瓶花木 属 S
e y p五i p五。扭

狗骨柴属 T
r i e a l y s i a

( 3 )

胜红蓟属 A g e r a t u m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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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龙掌血属 T

o
d da l i a 山黄菊属 A

n王, o p a p p u , ( i )

,

麻 株 属 C h u k r a幼 a 百能截属 B l a l n 、 1l l
e a ( 1 )

鹤鸽花属 T
r je h i l ia ( 2 ) 凋缨菊属 C a m e h a y a

( 1 )

滨木 患属 A
r了士e r a ( 1 ) 地胆草属 E l e p h a n t o p u s ( 2 )

厚皮树属 L a n n e a ( 1 ) 田基黄属 G r a n g e a ( 1 )

金叶树属 C h r y s o p h y l l u m (中国只 有 i 变种 ) , 异裂菊属 I J e t e or p l e x i :

桐花树属 A e g i e o r a s ( 1 ) 小舌菊属 M i e r o g l o s , a ( i )

倒 吊笔属 W
r i g h t王a ( 6 ) 金 钮扣属 S p主l a n t h e , ( 2 )

牛角瓜属 C a l o t m p呈, ( 1 ) 金腰箭属 S y : i e d r e l l a ( i )

藻百年属 E
x a e u : n ( 1 ) 广东万年青属 A g l a o n e m a ( 2 )

田基麻属 H 手
,

d r o l e a ( 1 ) 刺 芋 属 I a s i a ( i )

土丁桂属 E
v o l v u l u , ( 1 ) 杭 榔 属 A r e n g a ( 2 )

盒果藤属 O p o r e u l i n a
( 1 ) 黄 藤 属 D a e m o n o r o p s ( 1 )

黑 萌 属 M
e l a : 扭 a ( 1 ) 刺 葵 属 P h o e n i x ( 1 )

野甘草属 S e o p a r i ; i ( 1 ) 小金梅草属 1 13
·

p o x笼, ( 1 )

横菊苗苔属 B e e e a r i n d a ( 5 ) , 田 葱 属 P h i l y d r u m

千张纸属 O r o x y l e n ( 1 ) 指甲 兰属 A
e r id e , ( i )

婚咀花属 C l i n a e a n t h u s ( 1 ) 蜘蛛 兰属 A r a e
h

n i , ( 1 )

可爱花属 E
r a n t h e m u rn ( 1 ) 蛇舌兰属 D i p l

o p r o r a ( 1 )

马缨丹属 L a n t a n a
( 1 ) 柄唇 兰属 P

o
d

o e
h il

u : ( z )

过江 藤属 L ip p ia ( 1 ) 囊唇兰属 S
a e e o

l
a

bi“ m ( 1 )

假马鞭属 S t a e h y t a 印 h e士a ( i ) 假万 带兰 属 V
a n d o p: 15

( i )

斜 翼 属 P l
a g i o p l e or n ( i ) 鳞 子莎属 L

e p i d o , p e r m a ( 1 )

假紫万年青属 B
e l o s y n a p s is ( i ) 擂鼓苏属 M a p a n盛a ( 2 )

蓝耳草属 C y a 月 o t i s ( 4 ) 酸棋芒属 C
e n t o t h e e a ( 1 )

杜 若 属 P
o

l l ia
( 6 ) 惹 政 属 C o i x ( i )

竹叶吉祥草属 S p a t il
o l i r i o n ( 1 )

·
水 禾 属 H了 g or r y z a

舞花姜属 G l
o

b b a ( 3 ) 距花乘属 I e h n a n t五u s ( 1 )

山营兰属 D i a n e l l a ( 1 )
,

钩毛 草属 P s e “ d e e }l i n o l a e n a

银 刺 属 S p i n i f e x
( 1 )

假 蛇尾草属 T h a u m a s t o e h l o a
( 1 )

热带
一

亚热带分布属 (
`

为单种属
,

括号内数字表示中国和广西共有的种数 )

.

翠柏属

.

福建柏属

单性木兰属

.

观光木属

.

大血藤属

锡生藤属

木防已属

称钩风属

天仙藤属

细圆藤属

.

成莱属

齿果草属

C a l o e e d r u 。
( 1 )

F o k i e n ia

K m e
一

a ( 1 )

T : o o zl g i o d e n d r o n

S a r g e n t o d o x a

C i s s a m p e l o s ( 中 l习只有 i 变 种 )

C o e e u l u s (
.

2 )

D i P l o e l i s i a ( 2 )

F j b ar
u r e a ( 1 )

P e r i e a m p y l u , ( i )

圣J o u * t u y n ia

S
a l o m o n ia ( 2 )

一

肋果茶属 S l a d e n i a

岗松属 B a e e k e a ( 1 )

刚毛 药花属 刀 r士h o a ( 1 )

草棉属 G 。 , s y p i u m ( 5 )

古柯属 E r j t h r o x y l u m ( 2 )

正 阳木属 B i , e h o f i a ( 2 )

.

蝴蝶果属 C l e i d i o e a r po n

麻风树属 J
a t r o p h a ( 2 )

。
滑桃树属 T er w ia

多香木属 P o l y o s m a ( 1 )

蛇毒属 D
以 e h e s n e a ( 2 )

苏木属 C
a e sa l p i n i a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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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膝属

血览属

青篱柴属

虾仔花属

小二仙草属

假 山龙眼属

山桂花属

柞木属

糙叶树属

.

牛筋藤属

.

十尊花属

甜果藤属

赤苍藤属
.

蒜头果属

鳞尾木属

栗寄生属

茵芋属

株 属

.

茶条木属

坡柳属

束树属

. 南酸枣属

藤 漆属

.

哮 咀核桃属

. 马尾树属

.

大果五加属

广叶参属

拟赤杨属

马蹄金属

小牵牛属

免羽箭属

. 苦玄参属

叉序草属

狗肝菜属

水魏属

鸭拓草属

姜黄属

土 田七属

蜘蛛抱蛋属

竹根七属

.

大 藻属

A e h了 ar n th
e s

( 8 )

I r e s i n e ( 1 )

T i r p i t z {a ( 2 )

W
o o d f o r d王a ( 1 )

H a l o r a g i s ( 2 )

H
e l i e笙o p s ì ( 2 )

B
e n n e t t i o d e n d r o n ( 5 )

X y l
o , m a ( 3 )

A p ! z a n a n th e
( 1 )

M
a l a i , i a

D i P e n t o d o n

M a p p玉a n th u , ( i )

E r y t h r o p a l u m ( 1 )

M
a l a n 布a

I
J o p玉o n u r u 、 ( i )

K
o r th a [ , e l l a ( i )

S k i m m i a ( 8或 4 )

M e l i a ( 3 )

D e l a v a y a

D o d o n a e a ( 1 )

K
o e

l
r e u t e r三a

( s )

C h o e r o s p o n d i a s

P
e g i a ( 2 )

A
n n a m o e a r y a

R卜
。三p 士e l e a

D i p l o p a 幻 a x

T
r e 、 e , 宝a ( 1 )

A l n 呈P h y l l
u m ( 2 )

D le
h

o n d r a ( 1 )

J
a e q u e m o n t ia ( 1 )

Bu e
h

n e r a
( 1 )

P i e z万a

C h i n g ia e a n t h u s ( 2 )

D i e l i P t e r a ( 1 )

A P o n o g e t o n ( 1 )

C
o m爪 e l i n a ( s )

C u r e u m a ( 5 )

S t a h l i a n th u s ( 1 )

A s P i d i s t r a ( 8 )

D i , p o r o p : i : ( 4 )

P i , 亡ia

格木属 E汀 th r o p h l o e u m ( i )

仪花属 L y s i d i e e ( 2 )

.

翅英木属 Z e n 子a

刀 豆 属 C a n a v a l玉a ( 4 )

山 蚂蝗属 D
e s m o d i u m ( 27 )

雀利珠属 E
r io , e m a ( 1 )

补骨脂属 P
s o r a

l
e a ( 1 )

马蹄荷属 E x b
u e

k l
a n

d玉
a ( 3 )

, 鸦头犁属 M e 了l i o d o n
dor n

白辛树属 P t e r 。 , ty r o x ( 8 )

灰莉属 F a只r a e a ( i )

胡蔓藤属 G e l , e o i u m ( l )

海共果属 C e r卜e r a ( 1 )

花皮胶藤属 E
e d y , a n t h

e r a ( 2 )

止泻木 属 I { o l a r r h e n a ( 1 )

帘子藤属 P
o t t , i a ( 8 )

,
天 星藤属 G

r a p h i s t e m m a

较 剪藤属 H o l o , t e m m a ( 1 )

` 翅果藤属 M y ir o p比 or n

尖 槐藤属 O x y s t e l m a ( i )

石萝摩 属 P e n t a , a e m e ( i )

一

须 药藤属 S t e l m at o e r y Pt o n

马连鞍属 S f r e P亡o e a u l o n
( 2 )

. 裂果全花属 S e
h i z o m u : : a e n d a

, 拟艾脑属 B l
u m e o p s i ,

菊芹属 E r e e h t i t e , ( 2 )

齿冠菊属 M y r三a e t i s
( 2 )

轮冠藤属 R
o t u l a ( 1 )

小茧棕属 W
a l l i e h i a ( 1 )

. 筒瓣 兰属 A
n t h o g o n i u m

. 羽唇 兰属 O r n it h o e h i l u s

独蒜兰属 P l e i o n e ( 1 )

. 水蔗草属 A p l u d a

渗 属 E l e u s i n e ( 2 )

千金子属 L e p t o e h l o a ( 2 )

河 王 八属 N
a er n g a ( 2 )

求米草属 O p l i , m e 刀 u , ( s )

,

柠叶芦属 T I 工
,

: : 、。 。
、

l a , n a

以上所述是广西的植被和植物区系的基本情况
。

综合起来
,

它有如下的特征
:

一
、

J 西植物的分布有南北之间的差异
,

而东西之间也是不同的
。

植物的纬度地带界线

是东段较 f味
、

西段较高
。

在生态生物特征上是东部较湿润
,

西部较干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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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的植物纬度地带界线有两条
:

一条是中亚热带和南 亚热带的分界线 ; 另一 条是南亚

热带和北热带 ( 即是热带的北缘 ) 的分界线一换一句话说
,

广西有中亚热带
、

南亚热带和北

热带三个地带 ( 见附图 )

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分界线
,

东段从贺县南部信都开始
,

沿北纬 2 4
。

向西经过昭平南

部
,

绕过大瑶江南麓上升经柳江县后沿黔桂铁路之北的龙江谷地边缘 ( 龙江谷地归属南亚热

带 ) 经宜山
、

河池
、

南丹和夭峨等县而达红水河北纬 2 5
0

1 0
产

处
,

西段比东段高出纬度 1
。

又

10
产 。

这一界线粗略相当于 一 月平均温度 10 ℃ 的等温线
。

对梢物分布来谈
,

这条界线是龙眼

( D i。 。 c a r p u s ! o n 只: , n )
、

荔枝 ( L i t 。 h i e l l l n e n : i、 )
、

扁桃 ( M a n g i f e r a p e r 、 } c s f o r m -

15
)
、

z \ 角 ( I l l i e i , : m v e r u ,飞飞 )
、

木棉 ( G o 、 : a m p i n u s n l a l a b a r i e a )
、

火力楠 ( M ; c h e l
-

ia 二 。 c c lu r e : v o r .

翎 h l a n e a )
、

岗松等植物的分布北界
。

此线两段的龙 江 河 谷
,

即宜

一11
、

旧河了! {:
、

个城江一带由于谷 ” 避究的作用
, ;玉可以栽种番木爪 ( C a r i e a p a p a y a ) 和芭

蕉 ( M u s 。 、 、 p i e n , 、 , m ) 价车怕冻洋、热带 甲
:

树
。

丫百
一

植物群落方而
,

比转常见的桃金娘 ( R卜o d
-

。 m y r ut 、 fo m e fn 。 : a ) + 岗松一芒箕群从限于此线以南分布
。

不于 此线以北 的植物
,

以此

线为其分布南界或极少越过此线者如
:

毛竹 ( P h y l l o s t a e h y s p u b e s e e n s )
、

白果 ( G i n k
-

9 0 b i l o b a )
、

才白木 ( C u p r e s , u s f t , 。 e卜r ; s
)
、

兴安楠木 ( P卜0 0 1
一

e 卜。 u r o e i )
、

鹅掌揪

( 1
、
】r i o d e n d r o n e h i l l e n s e ) 等

。

南亚热带和北热带分界线
,

东段以北纬 2 2
“

2 0 尸即北流县南部的双头岭开始向西经除川县

的大桥
、

博白县城和永鸣竿地
,

向西南穿过钦州助区的张黄附近荃钦州县城北再经上思县的

拿琴
,

往西鲜崇左土升歹大新县西部的硕龙
、

下雷
,

靖西县的湖润
、

岳好和那坡县南部的平

孟
、

百南竿地而至滇
、

桂
、

越南交界北纬 ? 3
0

1。 产处
。

西玲比玄段高出沂 o1
。

此线以南年均温

度 22 ℃
,

最冷月 ( 一月 ) 均温 1 4℃
,

极端最低温 多午平均 3 ℃
。

存梢物方面
,

番荔枝利
一

、

无患子科
、

柿科
、

宾竹桃科
、

肺座科
、

夭南星科
、

桑科
、

藤黄

科
、

檐树科
、

防已科
、

沙树科等科有此外以南右转士的优势
。

限千汁琴以南分布或很少越过

此线向北分布的
,

东段有见血封喉 ( A n 士i a r ; 、 f 。 二 ; e o r ; a
)
、

猪笑草 ( N 。 p e n t h e s m i r a b
-

11 1, )
、

鹤鸽草
、

格木 ( E r y t卜 r o p h l o e u o f o r d i i )
、

油 渣 果 ( H o d 只, o o i a o a e r o c a 卜

p a )
,

西段有著名材用树蛆木 ( B盯
r e t i o d e n d r o n h s i e n m u )

、

金丝李 ( G a r 。 i n i a p a o e

i n e r v i , )
、

万年木 ( }于o p e a e h i n e n 、 } s )
,

优质木木饲料肥牛树 ( C e p h a l o m a p p a s i n e n -

5 1: )
,

野生橡胶树睐浓液 ( T e o n () 。 红` a t o n 女}。 e n s 了s 、 等
。

在栽 培梢 物 方 面
,

这 是 咖啡

( C o f f e a a r a b i c a )
、

香蕉 ( M t ; : a 了l a o a
)
、

苦大瓜
、

木菠萝 ( 八
·

*。 e a r p u s 卜e t e r o p h y -

11
: , 、 )
、

冬种红薯的价 全线
。

广西植物的东部与西部的分界线
,

约从北部的融江南下币柳州
,

再从柳州沿欢路线至南宁

而下
,

达于上思县的东部边境 卜
。
一 船来说东部以涅润性为特征

,

以樟科
、

茶科
、

竹类
、

杉

树等常绿性树太见显著 ;
西部常 见的有龙须草 ( E lu a l i o p s i S b in

a t a )
、

扭黄 茅 ( H e t e r 。 -

p o g o n c o n t or t u s ) 等旱生性禾草类所组成的旱生中草群落分布
。

西部的植被在人为干忧下

更多地 出现稀树草原式的类型
。

二
、

广西的植物区系有四个比较密集的地区
。

一个在桂东北和桂北
,

一个在桂西北和桂

西
,

一个在桂西南
,

还有一个在桂东
。

这是 四个最吸引人的地区
。

它们都是以广大延绵的山

地为特征
,

同时恰好是广西农
、

林
、

牧
、

副业综合发展最有前途的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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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地区
,

桂东北南岭山地和桂北九万山等代表中亚热带山地地区
。

桂东 比以越城岭

和都庞 岭为中心
,

是华南植物区系的一部分
。

其 中越城岭山地部分与湘西山地区系有 着较密

切的联系 ; 桂北九万山则是红水河流域区系与华南区 系之问的混合类型
。

著名的花坪自然保

护区
、

猫儿 !
_

妇自然保护区 以及宝顶山
、

元宝山都位于本地区之内
。

本地区山岭连绵
、

群峰林

立
,

不少山峰海拔在 1 7 o C米以上
,

是 广
一

西海拔最高的地区
。

本地区以盛产材用 的 杉 树
、

毛

八J/
· 、

l
’

1果
、

木木拟}料植物乳1!茶 ( C a m e l l i : L o l o i f e r a )
,

木本粮食板栗 ( C a s t a r ; e a n , 0 11; s -

、 i m a )
,

柿子 ( l ) i o s p y r 。) 5 k a k i )
、

枣 子 ( Z i z y p l: 、 , 5 ju j t , l) a ) 以及下i。
’

绿性柑橘类 果树而

著 名
。

初步统计特有种及准特有种有 1 1 ,种
,

隶 属十 50 个利
一

、

76 个属
。

珍贵稀有植物银杉

( C a t h a y : 、 a r g y r o p h y l l a ) j
六

于木地区的花坪 I {然保 护 区
。

其 他 著 名 科
,

类如大果 五加

( D i p l
( )

p a n a x s o a e h y a : l t l l . J 、 )
、

桂 林 ,
’

吞不臼 ( S a p s , , ,二 e h i l巧 j n i : 、 , 2: : , , , )
、

杜 月鸟花 7 种

( R h o d o d e n d r o n e h i h s i n i a zz u m ,
R

.
0

1
、 u l l r l i e n i i ,

R
.

h a o f u i ,

l之
.

k w a n g f u o n s e ,

I丈
.

m i n u t i f l o r u m ,
R

.

p u l
e

h
r o i 〔l e 、 , 1之
。

v 。、 r 、 i e o l
`) r )
、

介勺类于币!` ( I
一

i n g n a n i o f u n g h a -

。 11,
S i n o l〕 a n 飞b u s a m a (: t , l、 , t 、: ,

13a ; n l
o u s a f i m b r i l i g

l ; l。 )
、

临才{绣球 ( IJ J
·

〔l
: :、 ,: ;“
、

a l i n k
-

w e i c n s i s )
、

榕江茶 ( C a m e l l i a y u ; l g k i a n g e n s i s )
、

宛 l」1红花油茶 ( C a川 c l l j: 、 p o l y o d
-

o n t a )
、

畴芬钻地风 ( S c h i z o p h r a g 。飞 a c h o t , f e n i a n u m )
、

柔毛油杉 ( K 、
, t e l e e r i a p u b e -

S c e n s )
、

黄枝油杉 ( K e t e l e e r i a e a l e a r c a ) 元宝山冷杉 ( A 飞) i e s y u a n b a o s h
a n e n s i s

)
、

资源冷杉 ( A t) i e s z i y u a n e : 1 、 15 )
、

长梗新木姜子 ( N e o l i t s e a l
( ) n g i p e d i e e l l a t a )

、

龙胜

钓樟 ( L i n d e r a l u n g s h e n g c n s i s )
、

假地枫皮 ( 川 i e i u m j i a d i f e n g r〕 i )
、

翼蛇莲 ( 丁J e 川 , -

l e y a d i p t e r i g a )
、

大苗山胡椒 ( P i p e r d a m i o s h a n e n s e )
、

金耳环 ( A s a r u m g r a e i l i p七 s )

等
。

第
_

二个地区
,

桂西北以及桂西的凌云
、

川林的老山
、

青龙 【
_

匕
、

百色八角山
、

降林金钟山

和西林
、

那坡
、

靖西县彗地
,

代夫南亚热带西段地区
,

属红水河流域杭物区系
,

亦即大部份

是属于吴征锚教授划分的澳黔杜植物区系
。

本地区具有特征性的资源植物
,

材用类云南松
、

细

叶云南松
、

铁坚杉 ( K e t e l e e r i : 、 〔 {。 v i d sa n : 、 )
、

油杉 ( I交。 t e l e e r j a f o r t u : l e i ) ; 淀 粉类如

橡子 ( 主要是栓皮栋 ( Q u e r e u S v a r i a b i l i s ) 〕和薯蔽类 ( D i o s e o r 、
、

a ) ; 油料如不
}灰 岩石山木

本油料植物蒜头果 ( M
a l a n i a o l e i f e r a

)
、

LL!油樟 ( S y n d 子e l i s m o n t a n a
)
、

鸭脚板 ( H a 。 -

d e l i o d e n d r o n b 。 ( l ; :飞 i e r i )
、

茶条木 ( D e ! a 、 a : a 少 t l n n a n e n s i s ) ; 烤 胶 原料植物西南档

木 ( A l n u s n e p a l e n s i s ) 和楹树 ( A l b i z z i a e l l i n e n s i s ) ;
芳香才I气物如大艾 ( B l t . n l e a b a l

-

s a m i f e r a )
、

香皮桦 ( B e t u l a l o m i n i f e r a )
、
了.封一〔l香 ( G a u l t h o r i a y u n n a r , e , , 5 15 )

、

野

香茅 ( C y m b o p o g o tl t o r t i l i s ) ; 药材如茶辣 ( }毛
v o d i a r u t a o e : 、 , p a ) 和汁}七 ( P a n a x

p s e u d o g i n s e n g v a : . n o t o g i n s e n g ) ; 此外还子j
`

构成本地区广
`

阔牧 场的禾木科草 才又}直物
。

_
_

匕述植物资源反映本地区的气候是属于 曰气为 ! {地气候类和
。

补池区特有和扮侍爷
一

的区系成

分
,

初步统计有 1 1 0种
,

隶属于 47 个科
、

门 个属
。

其中特们 城 2 个
,

即圆果首苔 属 ( G yr 。
-

g y n e ) 和密叫蔺苔 属 ( B u x i p h y l l u n l )
。

若名种类如
:

广
`

西油杉 ( K e t e l e e r i a e 少e l o l
e p i s )
、

蒜头果
、

I」J油林
、

拟 长毛锥花 ( G o m p l l () 、 t (
·

, ! : 飞: L
p s e u d o e l i n i , u m )

、 、

茎花来乳I
一

藤 ( B r a n -

d i s i a c a u l i f l ( 、 r a )
、

广西狗牙花 ( 卜: r 、 a t a o i a k w a , l g s i e n s i s )
、

灰枝翅子 藤 ( l 、 ) e s e n c -

r i e l l a g r i s o o t
,

a m u l a )
、

美登木二种 ( M a y t e r , : , 、 10 ,飞
g l i n o n 、 i 、 , M

. o l i g a n t h a )
、

矩 鳞

油杉 ( K e t e l e e r i a o b l o n g a )
、

长果土楠 ( E n d i a n d r a d o l i e ll o e a r p a )
、

桂 楠 ( 工
,

h o e b e



3期 陆益新
、

梁畴芬
:

广西植物地 理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征 1 6 1

k w a n g s i e o s i s )
、

广西钓樟 ( I
J

i n d e r a g u a n g x i e n s i s )
、

楔叶称猴桃 ( A e t i n i d i a f a s e
`

c -

u l o id e s、 a r . e u n e a t a )
、

光果赤车 ( P e l l i o n i a l e i o e a r p a )
、

楼梯草六种 ( E l a t o s t e m a

n a p o e n s。 , E
.

l a s i e e e p h a l u 打 , ,
E

. o 卜s e u r i n e r v e ,

E
.

p s e u d o b r a e h玉
一

o d o n t u m E
.

s e t u l o s u rn ,
E

. S u b t r i C h o t o nr u , , 1 v a r .

h i r t e l l u m 〕
、

广西梧桐 ( F i r m i a n a k w a n g s i e -

n s i s
)
、

白毛茶 ( C a l n e l l i a s i n e , , 5 15 v a r .

p u b i l i m b a
)
、

广西茶 ( C a m e l l i a k w a n g s i
-

e n s i s )
、

薄 J书海桐 ( l
〕 i t t o s p o r u m r e , l u i 、 a l v a t , , nr )

、

朱砂莲 ( 人
r i: t o l o e l , i a t u b e r o s a )

、

葫 芦口1
`

马兜铃 ( A
r i : t 。 ) l o C h i a c t , c u r b i t o i d e a )

、

广西地不容 ( S t e p h a n i a k w a n g 、 i e n s -

15 )
、

姜花三利.
( I l

e 《
1J e } , i t , m t 1 e n 11n e n 、 e ,

H
.

k w :、 n g
、 i 〔
、

n : e ,
H

.

b r e v i e a u l e )
、

豆恙

三种 ( A m o m u m l l o r l g t s a o k o ,
人

. o d o n t o c a 印 u m ,
A

.

t u b e r e u l a t t , m )
、

香草六种

( I
J

y s i m a e h i a t i a n , a n g (
、

, 1 : i 、 , 1
. 、 a x i e o l a v a r .

m i , l o r ,
1

. a s p e r a ,
I

J . v i t t i f o r m _

15 ,
I

J . n u t a n t 1 f o r a ,
1

.

f i l i p e 、 ) 等
。

第三个地区
,

桂西南十万大山和大青山以及龙州
、

宁明
、

大新一带石灰岩山地
。

本地区

的植物区系属于 占热带植物区
、

马来亚森林亚区
、 : ,匕部湾地区
。

位于本地区内的界岗自然保

护区是厂西这一带热带石灰岩山地的代表
,

其植物计有 1 4 5 4种
,

隶属于 1 72 个科
、

7 09 个属
。

以界岗为中心的鼻岗植物区系的地位可以和越南东京区系
、

滇东南区系等同
,

即可称为异岗

区系省
。

界岗区系省与东京区系省以及滇东南区系省的区别分类群为 金 花 茶 组 ( S e c t
.

C h r y s a n t h a e H
.

T
.

C h a n g )
,

观木数种
、

金丝李
、

肥牛树
、

茎花赤才 ( L e p i s a n t h e s

e a u l i f o r a )
、

广西糯树 ( A i l a n t h u s g u a n g x i 、: n s i s )
,

广西马兜铃 ( A r i s t o l o e h i a g u a n -

g x i e n s i s )
、

密花美登木 ( M
a y t e n u s e o n f e r t i f l o r a )

、

鸡尾木 ( E x C o e 。 a r i a v e n e n a -

t a )
、

枚辣柿 ( D i o s l
) y r o s s i d e r o p h y l l u s )

、

广西大风子 ( H y .
l n o e a r p u s k w a n g s i e n S -

15 ) 等
。

木地区的东南部即十万大山和大青山
一 带土 l

_

11山地的植物区系则与海南岛植物区系

有极密切的关系
。

木地区具有特征性的资源植物
,

材用类有热带硬材树规木
、

金丝李
、

万年

木
、

紫荆木 ( M
a d h u (: a s u b q u i n e u n e 王a l主s )

、

咪老排 ( M y t i l a :
·

i a l a o e n s i s )
、

脉叶罗汉

松 ( P o d o e a r p u s n e r i i f o l i u s
) 广西样树
、

东京桐 ( D e u t z i a n t ll u s t o n k i n e n s i s
) , 经济

植物玉桂 ( C i n n a m o , n u m e a s s i a ) 和八角 ; 药材草果 ( A m o 」n u m t s a o 一
k o )
、

砂仁

( A m o m u nr v 主11( ) S t , r。 ) 不[l青天葵 ( N e r v i l l i a f o r d i i ) , 野生榷乙胶植物咪浓液 和胶藤类的

鹿角藤 ( (
`

h o n e m o r
p h a e , i o s t y l i s )

、

花皮胶藤 ( E c d y s a n t h e :
一

a u t i l i s )
、

杜仲藤三种

( p a r a b a ,
·

i u m m i e r a n t h u m ,
p

.

}l u a st i o g ; , ,
P

. C h u n i a n u m :
l ;

_

果树方面有热带果树木

菠萝
、

木乃 果 ( B a C c a u r C a r a o ifl or
a )
、

器木瓜
、

香蕉以及西贡蕉
、

鸡蕉
、

牛角蕉等好几

个芭蕉品种
,

产量很高
、

品质优良
。

初步统计本地区植物区系中的特有种和准特有 种有 1 91

个种
,

隶属于 6 4个科
、

1 0 4个属
。

比较著名的如肥牛树
、

蛆木
、

长葫蛆木 ( B
, , r 了
·

。 t i ` )。 l。 n d r o n

。 1〕 e o : l i e u r , 1
)
、

金丝李
、

J一西大瓜、 r
一

、

秋海棠三利
,

( 1宝
。

g o n i a l a r l t 。
·

r 、: i a , l a ,

B
.

m o r s e i ,

B
. o r n i t l, o p h y l l a )

、
[上J茶科珍 }

_

淡二种 ( C l e y 。 ,
,

。 。 卜o v a t a ,
C
。

c 。、 n o c a
印

a )
、

褐毛野桐

( M
a l l o t u s m e t C a l f王a n u s

)
、

红豆二种 ( O r n l (。 S主a n a n n i n g e n , ; 15 ,

0
. 、 e r i c e o l lt e i d a )

、

粗棕竹 ( R I , a l〕 15 r o b t t s t a )
、

榄色紫金牛 ( A r ( ! s s i a o l i v a C 。
·

a )
、

紫树二种 ( N y s s a s h a -

n g s z e e n s i s ,
N

.

e h i e r l i a r l 。 )
、 _

卜思械 ( A e e r : h a n g s z e 。 。 5 55 )
、

宁明琼楠 ( B e i l s e h m i e -

d i a n i : l g m i n g e n s i s )
、

广西油果杯t ( S y n d i e l ss k w a n g , i e r l : 15 )
、

桂南地不容 ( S t e p h a -

n i a k u i n a n e n s j s )
、

茎花赤才
` 、

广西样树
、

鸡尾木
、

密花
一

美登木
、

异岗金花茶 ( C a ; n e l l 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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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n g g a n g e n s i s
)
、

大样鼻岗金花茶 ( C a , n e l l i a l o n g疚 a n g e n s i s v a r .

只 r a : , 。115 )
、

柠檬黄

花茶 ( C a m e l l i a l至m o n i a )
、

淡黄金花茶 ( C a , n c l】; a f l a v i d a )
、

粤科稠 ( Q
u c r C : , 5 d e l

-

i e a t u l a )
、

界岗通城虎 ( A r i s t o l o e h i a l o n g g a n g e : 1 : ; S )
、

巨旦脉马兜铃 ( 人
r ; : t 、 ) 1、 , `

·

h i a

i m p r e s s i n e r v i a ) 等
。

第四个地区
,

桂东以大瑶山为中心
,

包括杜中的大明 : !
_

I
。

本区位于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

过渡的地区
。

本区植物区系是广西植物区系的核心
,

是古热带区系与泛北极区 系 交 惜 的地

区
。

据大瑶山综合考察队区系组 1 9 8 2年约计
,

大瑶山种子杭物有 2 3 3 5种
,

隶属于 2洲个科
,

8 70 个属
。

如果加
_

L大明山植物的数目
,

种数介大大超过此数
,

可 见木地区
_

, J
`

西 杭物最为

丰
’

店的一 个地区
。

地区特有种和附
_ ’

卜丫有种 6 8种
,

隶属别 个科
、

4 8 个属
。

下
`

华种哭了,
`

:

瑶山风

尾藤 ( P t。 r i s y a o s h a n e n s i: )
、

广西矢肠濒 ( A l l a : t o d 了: 、 3 a o 〔 卜。 。 i e a )
、

于爪山瓦韦

( I e p i s o r u s k lt e h e n o n s i , )
、

琢 ,! r不旅 ( F l : 。 p h
。 ) : 10 5引 : m s干n i ; )

、
蛋爪l! }全! : {{弃茄 ( C t e -

n i t o p s i s s i n i i )
、

无叶莲 ( P e t r o 、 a : 厂 i a : ; 1, 11 )
、

市{穗 + 11姜 ( A ! p i n i a p i l l , : : , n 。
、

, l 、 15
)
、

瑶 r i r丁公藤 ( E r y e i b e , i n 主i )
、

细鳞英迷 ( V i b , , r n , , 。 s q o a m it l o s u m )
、

广西钊 仔 ( M y -

r s i n e e l l i p t i。 a )
、

杜鹃三种 ( R h o d ( )
d 。 。 l( r o n j i n x i u e n s e ,

R
.

g l o n d u l o 、 t y l : , nr ,
R
。

y a o s h a n i e u m )
、

械树二种 ( A e e r y a o s h a n i e l , 。 , A
.

b i e o l o r
)
、

瑶己}样梯草 ( E l a t o -

s t e m a y a o s h a n e n 、 e )
、

狭叶茶 ( C a m e l l i a a n g u s t i f o l i a
)
、

l !J慈菇 ( A o a r u m s a g i t * -

a r i o i d e s
)
、

鸟饭树二种 ( V a e e i n i u m e r a s s 王v e n i u 二 ,
V

.

y a o s h a n i e u m )
、

即舌胡颓子

( E l a e a 只 n u s l u o x i a n g e n s i s )
、

大明 1! !杏冈 ( C y e l o b a l a n o p s i s d a i m i n : 、 h a n e n s i s
)
、

甜茶 ( R u b u s s u a v i s s i m u s
)
、

瑶山劣藤 ( C a l a m u s m e l a n o o h r o u :
)
、

广西石楠 ( P h o -

t i n i a k w a n g s i e n s i s
)
、

瑶 l! ! Ll (粮榔 ( P i
: a o g 。 : i n i i )
、

刀苹叶姓儿薛 ( T y ) 。 p l o r 杏、 nt e m
-

b r a n a e e a ) 等
。

二
、

石灰岩石山和石灰岩基质土壤的分布构成了侮一她带巾从物最大的地区羊异
。

广西石灰岩她形右区 内分布广泛
,

其面积 占介厂西户面积沂
一 半
。

不力 兴不山和石灰岩

溶蚀平地上的土壤以其化学性质 咚砂岩
、

砂页岩和芥岗岩纷为母质的酸性土有祀大 差异
,

致

使广西植物的生态地理分布形成二大分支
:

一支是限干成主要分布于酸性土 ; 另一支是限于

或主要分布于钙质土
。

植物这两类
一

土唤 卜的分布分野
,

特别 以自然梢物为明显
。
「片于这个原

因
,

在广西的各个地带中
,

如果岩石地形不同
,

即使是在小小的地区之问
,

也会形成植牲和

作物组成上的很大差异
。

例如
:

桂西南热带地带龙州县的石灰岩地区所产的材用树种蜘术
、

金丝李
,

橡胶树咪浓液
,

淀

粉植物枕榔 ( A r e
llg

a p i n n at a ) 和木木饲料谊物肥牛树等
,

不能介该县土 山大青山或其邻

近土山十万大山找得到
。

在大青山
、

十万大山
_

{叮犷的万年木
、

壳斗科的锥类
、

杜鹃花科植物

以及马尾松等不分布于该地区的石灰岩石山上
。

又如桂西和桂西北凌云
、

乐业
、

田林
、

百色等县的油料植物核桃 ( J u g 工a sn r e ig a ) 蒜

头果
、

lLJ 油障
、

鸭脚板
、

茶条木
、

蝴蝶果 ( C l e i d i o c a r p o n e a v a l e r i e i ) 等
1 1火
于 该 地 区的

石灰岩山地
,

而自治区内一般土山普遍种植的汕茶在该地区的石灰岩山 地
、

J
’

火 。 桂西的药

材
,

产于石灰岩山地者要举 及冬 ( 八 s p a r a g u s e 〔 ) e h }。 c h i n e n s i s )
、

对母}
·

{二} 。{{二 ( S t e m o n a

t u b e r o s a )
、

青天葵等等
。

产于土山地区者贝l{以苟果
、

才吉梗 ( P l a t丁 e o d o n g r a n d主f l o : 。 , )

巴戟 ( M
o r i n d a o f f i e i n a l i s

)
、

线术 ( C t: r e t , n l : 、 : 、 l o a : ; a )
、

I刀七等 见大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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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亚热带的桂北地区
,

酸性土土 山经营马尾松
、

杉树
、

毛竹等材用林
,
钙质土石灰岩

石山经营柏木
、

香椿 ( T o o n a s i n e n s i s )
、

菜豆树 ( R a d e r m a e h e r a S i n i e a ) 等材用林
。

四
、

北方寒潮和地形两者的综合作用
,

使广西地带之间的植物具有南北 交 错 分布的现

象
。

北部的植物随寒潮的影响向南伸展 ; 南部的植物凭藉地形的掩蔽向北推进
。

例如柳州是处在寒潮人侵广西的主要路线上
,

又无地形屏障
,

所以柳州市石灰岩石山上

的落叶树特别发达
。

在某些山头上注注形成几乎是纯粹的落叶阔叶乔木林
。

柳州鱼峰山上的

青檀 ( P t e r o c e l t i S t a t a r i n o w s i ) 林就相当明显
。

它的落叶林的冬季季相和结构特征比桂林

地区大部分石灰岩乔木林的冬季季相和结构特征更为显著
。

朴林地区大部分石灰岩养木林多

少有一些常绿种类
,

如青冈栋 ( e : c l o b a l a n o p s i s g l a u e a )
、

樟叶械 ( A e e r c i n n a m o m -

i f o l i u m )
、

花椒属 ( Z a n t li o x y l , , , n ) 等植物
。

以中亚热带为主要分布区的重阳木 ( B j : c } ,
of ia r a c e m o s a

) 可沿杜江南伸至梧州
。

桂

东南玉林
、

陆川
、

博 白等地的冬种小麦比杜西许多地方都生长得较正常
。

这些迹象都反映了

寒潮的影响
。

纬度较高的地区
,

有因地形屏障作用而削弱了北方寒潮的影响
,

再加上较 好 的 水涅条

件
,

往往汇集了大量的热带植物
,

它们所构成的植物群落
,

比纬 度 较 低
、

但受寒潮影响较

大
,

或比较干旱地区的植物群落在外貌和结构上具有相当的或甚至更浓厚的热带植物群落的

性质
。

必须看到
,

这不是地带性的
,

而是由于局部的小环境
,

特别是地形的影响所致
。

例如

北纬 24
“

1 0 尹的田林县八桂
、

八渡一带出现有由好几种棕搁科植物
:
鱼尾葵 ( C ar y ot a

oc h
-

a n d r a
)
、

短穗鱼尾葵 ( C a r y o t a m i t i s
)
、

粗棕竹以及旅类植物龙骨风 ( C y a t h e a s p i n -

lu os a ) 等和其它高大的草本植物及许多藤本梢物所组成的植物群落
。

这种群落比北纬 22
“

的

十万大山一般的沟谷林下层植物不多
,

层数明显
,

地被层极疏者更富于热带植物群落特征
。

再者如西北部隆林县的红水河谷地和西林具
、

田林县的驮娘江谷地位于北纬 2 4
“

? 6 产

一 2 4
“

5 。产 ,

该地区的木棉
、

楹树
、

榕属 ( F IC u s
) 植物和甘蔗 ( S a e e h a r u m s i n e n s e

) 等 作 物 普 遍分

布
,

生长繁茂
,

其景色与桂西 南的左江和明江谷地的植物景观极相类似
。

五
、

植被在长期反 复被破坏的条件下
,

出现的植物更多的是耐旱的或旱生性的种类
。

群

落的成分组成一步一步地趋向于单纯化 其旱生的程度和单纯化的程度在土壤条件上得到了

反映
。

在这样的情况下所形成的植被类型与原生植被相去越来越远
。

它们在一定程度
_

L也具

有一些地带性的特征 ( 在区系成分上 ) 能够互相区别
,

但它们在更大的程度上表现其发生上

的一致性
。

彼此都强烈地反映较差的土壤条件
,

特别是与土壤痔薄相关的土壤水分条件
。

例如桂东南博白
、

陆月!
、

北流等县 南部丘陵台地上的岗松
一

鹤鸽草群落
,

桂西丘陵山地

上的扭黄茅
一

龙须草群落
。

这两个群落都是植被在被反复破坏下形成的
。

前者反映气候尚湿

润
,

后者反映气候干燥
,

但二老均反映土壤的极度瘦瘾
。

从荒 山荒地利用来说
,

这是最难于

利用的类型
。

在利用的同时
,

必预与改造结合进行
。

泞先要设法改善土项的水分条件
,

使更

多的植物能够在上面长起来
,

然后才能谈得上设法增进土壤的肥 力
。

六
、

长期栽培的经济植物
,

其分布情况能或深或浅地反映地理条件的一致性
。

但从它们

的生长情况看
,

又可看出它们在分布范围内的地理差异
。

因此而使人认识到
,

栽培植物的地

理分布一方面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自然
,

但在另一方面却也 旧当明显地反映其分布中的

人为因素
。

从它们的地理生态生物学差别中
,

能够找得出其最适宜的生活条件及生态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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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
。

例如杉树和马尾松
,

这两种重要的树木广布于广西南北各地
。

但杉树的生 长
, 一

化部比

南部好
,

东部
、

东北部又比西部好
。

马尾松的分布更为少
’

泛
,

各地之间马尾松的生 长亦有优

劣之别
。

般是粘性土 仁长的比不上砂质土上长的好
; 在南部

,

低丘
、

台地上长的比不上高

丘上长的好 ; 在北部
,

石灰岩溶蚀平地上长的比不上土山
_

!二长的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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