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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兴安苗儿山保护区的植被

王献溥 李信贤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 )

苗儿山是南岭山地越城岭的主峰
,

广西第一高峰
,

海拔 2 1 41
.

5米
。

整个林区面积约 80 万

亩
,

划为 自然保护区约25 万亩
,

境内森林茂密
,

生物资源丰富
。

有关苗儿山保护区的基本特

点
、

经营管理方向等
,

我们已有专文论述
,

这里不再重复 [ ’ 。 l
。

本文着重对植被的主要类型

及其分布情况作概括的论述
,

供有关方面参考
。

虽然
,

苗儿山保护区范围主要由花 岗岩和砂页岩发育的黄棕壤
、

黄壤和红壤所构成
,

都

属酸性土壤
,

但山地海拔高程相差达 19 0 0米
,

加以人为生产活动的方式和强度不同的影响
,

所以
,

植被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
。

现分述如下
:

I
、

山顶矮林
:

山顶矮林是常绿 落 叶 阔 叶混交林在山顶风大的特殊环境下形成的一个

变型
,

主要见于八角田 以
.

上一带山地
,

约占海拔 1 8 0 0米以上一直至山顶的范围
。

林木大多生

长矮化
,

没有主干
,

树干分枝低而且弯曲
,

树冠侧展
,

枝干布满厚 厚 的 苔 醉
。

由于林龄较

大
,

而且在这样云雾笼罩的潮湿环境下
,

光照弱
,

湿度低
,

常风大
,

多立枯木
,

在山脊条件

下林木高 4 一 6 米
,

而山谷条件下的稍高一些
,

约 7 一 8 米
,

个别大树也不过 10 米左右
。

虽

然林冠参差不齐
,

但层次并不明显
,

郁闭度 0
。

9以上
,

主要 由常绿阔叶树和落叶阔叶 树 混合

组成
。

前者 以黔稠 ( C y e l o b a l a n o p s i s s t e w a r d i a n a
)

、

美山矾 ( S y m p l o e o s d e e o r a
)

、

西

南山茶 (C
a m e l l i a p i t a r d i i )

、

大八角 ( I l l i
e i u m m a

j
u s
)

、

枫桐桂 (D
e n d r o p a n a x d e n t i g e r

)

为多
,

榕叶冬青 ( I l
e x f i e o id e a

)
、

拟榕叶冬青 ( I l
e x s u b f i e o id e a

)
、

甜冬青 ( I l
e x s u a v e o ·

l e n s
)
、

波缘冬青 ( I l
e x e r e n a t a )

、

长梗冬青 ( I l
e x p e d u n e u l o s a

)
、

三花冬青 ( I l
e x t r i f l o r a

)
、

锈叶新木姜 (N
e o l i t s e a f e r r u g i n e a

)
、

包 果 石 栋 ( L i t h o e a r p u s e l e i s t o e a r p a
)
、

光 叶石

栋 (L i t li
o e a r p u s h a n e e i ) 也不少

,

其它还见有阔瓣白兰花 (M i e h
e l i a p l a t y p e t a l a )

、

无腺

红淡 (C l e y e r a p a e h y p h y l l a v a r
.

e p u n e t a t a )
、

刺叶野樱 (P
r u n u s s p i n u l o s a

)
、

亮叶灰

木 ( S v m p l
o e o s a n o m a l a )

、

羊角杜鹃 (R h
o d o d e n d

r o n e a v a l e r i e i )
、

红岩杜鹃 (R h o
d
o d e -

n d r o n h a o
f
u i )

、

细柄英叶五加 (A
e a n t h o p a n a x e v o d i a e f o l i u s v a r

.

g r a e i l i s )
、

山桂花

(B
e n n e t i o d e n d

r o n b r e v ip e s
)
、

密果吴茱英 (E
v o d i a e o m p a e t a ) 等

。

后 者 多 资 源 木姜

(L i t s e a p e d u n e u l a t a )
、

毛 序 花揪 ( S
o r b u s k e i s s l e r i )

、

华 械 (A
e e r s i n e n s e

)
、

红果树

( S t
r a n v a e s i a d a v id i a n a

)
、

嘉 宝 山 柳 (C l e t h r a k a i p o e n s i s )
、

吊 钟 花 (E
n k i a n t h u s

q u i n q u e
f l

o r u s
) 和美丽南烛 (L y o n i a f o r m o s a

) 等
。

有些地方 还杂有生长高大的华南铁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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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广 西 植 物 名卷

( T
s uga e e u nif o r m is

)
。

灌木层植物高 i一 2米
,

覆盖度 5 0 %以上
,

主要为碧竹 ( I
o d o e a l a m u s l。 。 g i a o r i t u s

)

所占
,

其它零星分布的以上层林木幼树为多
,

例如资源木姜
、

美山矾
、

西南山茶
、

大八角
、

黔

稠
、

枫桐桂最为常见
,

真 正 的 灌木常见有
:

殊砂根 (A r di s
ai cr e n a ta)

、

茵芋 S( ki m m ai

r e e v e s i a n a
)

、

蚝猪 刺 (B
e r b e r i s ju l i a n a e

)
、

彩E叶 珊 瑚 (A
u e u b a e h i n c o s i s ) 和 荚莲

(V i b盯 n u m d i l a t a t u m ) 等
。

草本 地 被 层 植 物 高 1米 以下
,

分 布 稀 疏
,

覆 盖度 10 % 以下
,

沿阶草 (O p h oi p o g o n

j
a P o n i e u s

) 和十字苔草 (C
a r e x e r u e i a t a ) 较多

,

零星分布的还有镰叶瘤足藤 ( P l a g i o g y r i a

d i, t i n e t i s s im a
)
、

粗齿兔儿风 (A i n s l i a e a g r o s s o d e n t a t a )
、

芭西 (B
a r t il e a b : r t h e i ) 和纤

细鳞毛蔽 (D
r y o p t e r i s t e n u i e u l a )等

。

藤本植物无论在种类上或数量上都不多
,

常见的种类有 : 三叶木通 (A k e bi a t r i f ol 童at a)
、

柳叶鞍葵 ( S m i l a x l a n e e a e f o l i u m 二 a r
.

l a n c e o l a t a )
、

获莫 ( S m i l a x e h 瑟。 a )
、

乌鼓苟

(C
a y r a t i a ja p o n i e a

)
、

花 椒 箱 ( Z
a n t h o x y l u 。 、 e o s p id a t u m )

、

络石 ( T
r a o h e l o s p e : m u m

j a s m i n o id e 。
) 和乌泡 (R u b u s g e n t i l i a n u s

) 等
。

I
、

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

这类森林是亚热带地区海拔较高山地的一种原生性 群 落 类

型
,

主要分布于海拔 1 3 0 0一 1 8 0 0米范围的黄棕壤山地 夏7 :
。

它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林木 上 层 由

常绿阔叶树和 落叶阔叶树混合组成
,

被此处在大致相等的地位
,

形成比较明显的棍交状态
,

下

层竹子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
,

与海拔低处的常绿阔叶林明显不同 〔“ l
。

常见 下 列两个类型
:

1
.

以铁推拷 (C a s t a n O Ps i s l a m o n t i i) 和长梢山毛择 ( F a g u , to n g iP e t弓。 ! a t a )为主 的貌交

林
: 这类混交林分布面积最广

,

乌龟江上游金竹坳
、

黄站
、

挂牌岭一带
,

从海拨13 仰一 18 加

米范围大片山地茂密的森林
,

大多属于这一类型
。

林内植物种类组成复杂
,

生长茂密
,

林冠

密闭
,

郁闭度 0
.

9 以上
。

乔木层植物按高度的差异
,

可 明显划分为三个亚层
,

第一亚 层 林木

一般树高20 米左右
,

胸径 30 一 50 厘米以上
,

最大可达 7 0厘米以上
,

树冠基本连续
,

覆盖度 70

一助%左右
。
一般说

,

常绿阔叶树 以铁椎拷
、

光叶石栋和多脉青冈 (C yc l o b a l幼 。 p si 导坦训
-

ti ne
r城 s

) 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

它如包 果 石 栋
、

虎皮楠 (D
a p h ni p h y lhi m g 恤讹。 、 。

刽〕
、

交让木 (D
a p h n i p h y l l u m m a e r o p o d u m ) 厚皮香 ( T

e r n s t r o e m i a g y m n a n t五e : a
)
、 _

律南木
莲 (M

a n
以i e ti a c hi n g ii )

、

红淡 (C l e y e r a ja p o ni ac ) 和大八角也 是 常见的
。

落外阔辞韧的

种类以长柄山毛样占有较明显的优势
,

有些地方缺曹枫香 ( L iq ui d a m b a r a c al 犷` 。
a) `
南禅

(B
e t u l a a 牡“ t r o

一 s i n e n s i s )
、

裂叶白辛树 ( P t e r o s t y r a x l e v e i l l e i ) 也较多
,

其它如华械
、

腺毛

泡花 树 (M
e l i o s m a g l a n d u l o s a

)
、

多 脉 泡 花 树 (M
e l i o s m a m y r i a n t五a

)
、

野 漆 (坟h
u s

s u 仁 e e d a n e a
)
、

擦树 ( P
s e u d o s a s s a f r a s t s o m u

) 也常可遇到
。

第二亚层林木一般高 8 一 15 米
,

胸径 10 一 30 厘米
,

林冠不大连续
,

覆盖度幼%左右
,

常

绿阔叶树占居绝大多数
,

优势种不太明显
,

但新木姜子 (N
e
ol i t s e a a

o at a)
、

榕叶冬青
、

大

八角
、

美山矶
、

红淡
、

凹脉拎 (E盯 y a im p r e s s ni o r城 s
)
、

西南山茶等较多
,

木姜叶冬青 ( I拢
x

e d i t i e o s t a t “ v a r
.

l i t s e a f o l i a )
、

三花冬青
、

弯叶冬青 ( I l
e x e y r t u r a

)
、

甜冬青
、

凸脉冬青

( I l e x e d i t i c o s t a t a )
、

长梗冬青
、

拟榕叶冬青
、

枫婀桂
、

湖 南 杨桐 (A d i n a o d : a b o c k i么。 a

v a r
.

a c u ti f o ii a) 也常可遇到
,

其它还见有阔瓣白兰花
、

包果石栋
、

铁椎拷
、

桂南木莲
、

虎皮

楠
、

多脉青冈
、

光叶石栋
、

圆叶杜鹃 “ 之h o d o d e n d r o n o r b i。 u l a r e
)
、

湘 桂 石 榆 ( P 五。七i公 i a



1一 2期 王献溥
、

李信贤
:

广西兴安苗儿山保护区的植被 8 1

sc h nei dr ea i
n

a )
、

交让木等
。

落叶阔叶树以 资 源 木 姜最多
,

华械
、

腺 毛 泡 花 树
、

青虾蟆

(A
e e r d a v id i i ) 和密果吴茱英也较常见

,

其它还有狗奶柴 ( S t y r a x e o n f u s a
)

、

广东木 瓜红

(R
e h d e r o d e n d r o n k w a n g t u n g e n s e

)
、

山 桐 子 ( I d
e s i a p o l y e a r p a

)
、

银 钟 树 (H
a l e s i a

m a e g r e g o r i i )
、

白叶安息香 (S t y r a x s u b n i v e a
)

、

小果冬青 ( I l
e x m i e r o e o e e a

)等
。

第三亚层林木高 4 一 7 米
,

胸径 10 厘米左右
,

林冠也不连续
,

覆盖度 s c%左右
,

也以常

绿阔叶树为主
,

凹脉拎
、

红淡
、

枫桐桂
、

新木姜子
、

西南山茶
、

榕叶冬青
、

湖南杨桐
、

尾叶

山茶 ( C
a m e ll ai

o a u d at a)
、

美山矾
、

大八角等比较多见
,

偶而也见有拟榕叶冬青
、

甜冬青
、

长梗冬青
、

凸脉冬青
、

木姜叶冬青
、

厚皮香
、

短柱拎 (E 盯 y a b r e vi s 乏J I动
、

湘桂石南
、

光叶

石栋
、

多脉青冈
、

铁椎拷
、

桂南木莲
、

弯叶冬青
、

厚叶红淡 ( C l e 少。 r a p : c h y p h y n a)
、

老鼠

矢 ( S y m p l o e o s s t e l l a r i s )
、

美 新 木 姜 ( N e o l i t s o a p u l e h e l l a )
、

亮叶杨桐 (A d i n a n d r a

n i t i d a
)

、

广东 厚 皮香 ( T
e ,

·

n s t r o o m i a k w : n g t u n g o n s i s )
、

广 西虎皮楠 (D
a p h n ip h y l l u m

ol
n g i s沙 1梦m )等

。

落叶阔叶树种类稍少
,

资源木姜
、

华械
、

脉毛泡花树
、

狗奶柴
、

裂叶白辛

树
、

白叶安息香
、

丛轴荚蓬 (V ib o r n u 爪 s y m p o d i a l e )
、

野鸦椿 ( E u s e a p h i s j a p o n i e a
)

、

东

方古柯 (E
r y t h r o x y l u m k u n t h i a n u m ) 较常见

,

有些地方还有长柄山毛棒
、

缺 薯 枫香
、

嘉

宝山柳
、

野漆
、

密果吴茱英等的分布
、
另一些地方摆竹 ( I n d o s a s s a s h i b a t 。 。 o i d e s

) 占居较

重要的地位
。

灌木层植物高 2 米 以下
,

覆盖度 70 % 以上
,

摆竹和著竹占去一半以上
,

其它多为零星分

布的上层乔木幼树
,

例如桂南木莲
、

多脉青冈
、

光叶石栋
、

铁椎拷
、

枫柯桂
、

红淡
、

榕叶冬

青
、

美山矾
、

罗葵氏冷 (E ur y a
of q ui

a n
a) 和资源木姜子等较常见

,

真正的
.

灌木常见有十大

功劳 (M
a h o n i a f o r d i i )

、

鹿饭 ( F i e u s b e e e h e y a n a
)

、

短柄紫珠 (C
a l l i e a r p a b r e v i p e s

)
、

短柱拎
、

盘柱冬青 ( I l
e x k e n g i i )

、

金花树 ( B l
a s t u s d o n n i a n u m )

、

尖叶 冷 (E
u r y a a e u m i

-

n a t i s s im a
)
、

光叶海桐 ( P i t t o s p o r u m g l a b r a t u m )
、

小叶秋海棠 ( B
r c d i : m i e r o p h y l l a ) 和

小叶女贞 ( L i g u s t r u m g r o f f i a e
) 等

。

草本地被层植物分布比较稀疏
,

覆盖度 10 % 以下
,

但种类不少
,

环境潮湿的地方以粗齿

冷水花 ( P i l e a s i n o f a s e i a t a ) 和鳞轴短肠威 (A l l a n t o d i a h i r t ip e s
) 为多

,

稍干一点的地方

以十字苔草和镰叶瘤足旅和纤细鳞毛威为多
,

其它零星分布 的种类常见有 : 鹤顶兰 ( P h ai
u s

t a n k e r v i l l i a e
)

、

短叶赤车 ( P
e l l i o n i a b r e v i f o l i a )

、

放射楼梯草 (E l a t o s t e m a i e h a n g e n s i s )
、

心托冷 水 花 ( P i l e a e o r d i s t i p i l a t a )
、

羊 ) J 尖 ( F
o r d i o p h y t o n p o ly s t e g i u m )

、

波 状董菜

(V i o l a s i e b o ld i )
、

玉竹 ( P
o ly g o n a t u m o f f i e i n a l e )

、

班叶兰 (G
o o d y e r a k w a n g t u n g e n s i s )

、

粗齿兔儿风
、

白芷 (A
n g e l i e a e i t r i o d o r a

)
、

华南落新妇 (A
s t i lb e a u s t r o s i n e n s i s )

、

大叶

水指甲 ( Im p a t i e n s s i e u l i f
e r v a r .

p o r p h y r e a
)

、

蟹甲菊 (C
a e a l i a s u b g l a b r a

)
、

假牛藤

(A
s v s t a s i e l l a n e e s i a n a

)
、

拟 泽 兰 (E
u p a t o r i u m l i n d l e y a n u m )

、

狗 脊 (W
o o dw a r d i a

ja P o n i e a
)

、

百叶卷柏 ( S
e l a g i n e l l a m o e l l e n d o r f f i i )

、

金星旅 ( P
a r a t h e ly p t e r i s g l a n d u l

·

i g e r a
)
、

友和复叶耳获 (A r a c h n i o d e s a m o e n a
)
、

黄毛耳威 ( p
o ly s t i e h u m s e t o s i s s i a n u m )

、

狭叶蹄盖蔽 (A t h y r i u m s i n e n s e
)

、

四回毛 枝蔽 ( L
e p t o r u m o h r a q u a d r i p i n n a t a )

、

碗蔽

(D
e n n s t a e d t i a s e a b r a

) 和假蹄盖蔽 (A t h y r i o p s i s j a p o n i c a
) 等

。

藤本植物数量不多
,

但种类不少
,

常见有柳叶菠莫
、

乌泡
、

披 针叶 南五味子 (K
a
ds ur a

l a n e i l im b a
)

、

小钻 (K a d s u r a l o n g i p e d u n e u l a t a )
、

获契
、

蚌壳椒
、

乌敛蓦
、

山乌龟 ( S t o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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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nia lo o g a
)

、

华南称猴桃 ( A e ti ni diag la ueo Pk yl la
)

、

毛金银花 ( Lo ni e er a恳 f f i兹 15林
r

.

p ubc s e e ns
)

、

粗叶悬钩子 ( 尺
ub us a l e ea efo l i us

)等
。

2
.

以包果石栋
、

多脉青冈和南排为主的涯交林
:

这类混交林占居面积不大
、

主 要 分布

在海拔 10 60一 1 50 0米范围山坡中下部环境比较湿润的地方
,

群落外貌和结构与上一类霭交林

类似
,

但种炙组成有较大的差别
,

上层乔木中常绿阔叶树以包果石栋和多脉青冈为多
,

常见

的还有红淡
、

厚叶红淡
、

光叶石栋等
, 落叶阔叶树以南桦为主

,

还有毛序花揪
、

华械等, 有

些地方还有针叶树红豆杉 ( T
a x us c hi o e n s i )s 和华南铁杉夹杂其中

。
中层林木主要为常绿阔叶

树
,

包果石栋和红岩杜鹃为多
,

常见的种类还有厚叶红淡
、

广西木莲 (M
o n g l i时 ai t比锌 i p归s

)
、

厚叶冬青 ( n
e x e l o e f r

ill i a n a
)

、

大八角
、

榕叶冬青
、

)
` 一

西虎皮楠
、

刺叶野 樱 和枫桐桂等
,

落叶阔叶树种类较少
,

主要有资源木姜
、

华械和毛序花揪等 , 局部地方有红豆衫的分布
。

下

层乔木儿乎全为常绿阔叶树所占
,

多脉青冈最为普遍
,

凹脉伶
,

尾叶山茶
、

厚叶红淡
、

羊角

杜鹃
、

广西木莲
、

红岩杜鹃
、

厚叶冬青
、

大八角
、

包果石标
、

红淡也常可遇到
。

此外
, 一

还见

有美山矶
、

平伐山矾 ( S y m p l o e o s s i n g u l i f o l i a )
、

总状山矾 ( S y m p l: 。 0 0 b o t r了a 。 , h
。
)
,

铁

冬青 ( I l
e x r o t u n d a

)
、

黄背拎 ( E
u r y a n i t id a v a r

.

a u r e s e 。 。 s
)

、

圆叶杜鹃
、

厂
’

西虎皮楠
、

刺叶

野樱
、

光叶石栋
、

拟榕叶冬青和青果冬青 ( n
e x h a n c e a n

a) 等
。

落叶阔叶树主要为资源木姜
。

灌木层植物主要也是由著竹所占
,

零星分布的乔木幼树以资源木姜
、

美山矾和多脉青冈

为多
。

真正的灌木以盘柱冬青
、

尖叶山茶 (C
a m e l l扭 c us p记 at a) 为多

。

草本地被层植物以镰叶瘤足蔽和宽叶沿阶草为多
,

它其零星分布的种类有十字苔草
、

书

带藤 (V s t t a r i a f l e o x o s a
)

、

芦 LJI 石苇 ( P y r r o s i a s h e a r e i ) 和纤细鳞毛蔽等
。

藤本植物数量不多
,

常 见 有 柳 叶旗葵
、

披针 叶 南 五 味子
、

乌泡
、

花椒 猫和 胡 顽 子

(E l
a e a g n u s g l a b r a

) 等
。

l
、

常绿阔叶林
: 常绿阔叶林是亚热带地区地带性的原生性群落类型 乞7 二,

主要分布子海

拔 1 3 0 0米 以下的黄壤山地
,

乌龟江下游两岸山地比较普遍
,

过去人为干扰比较频繁
,

保存得不

太完整
。

它与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明显的区别就在于群落中主要由常绿阔叶树所构成
,

种 类

成分也迥然不同
,

下层竹类很少甚至没有分布 〔“ 于
。

常见下列各类
:

1
.

以烤树 (C“ at n o Ps si af
r g es )ii 为主的常缘翻叶林

:
这 类 森林主要 分布在海拨阳。米

以 下山地 是南岭山地基带最有代表性的 一种类型
,

保护区范围内这 类 森 林 过 去 遭 受 破

坏比较严重
,

样落 中 的 种类成分明显减少
,

只是由于近几年来实行封山育林
,

上层林冠郁

闭较汗
,

郁闭度 0
.

8 以上
。

乔木层植初也可划分为三个亚层
,

第一亚层 林 木高ZQ米左右
,

胸

径 3。一 40 厘米
,

林冠基本连续
,

覆盖度 80 % 以上
,

林木种类不太多
,

拷树占去
一

r 一半以上
,

罗浮拷 (C a s t a n o p s i s f a b r i )
、

白椎 ( C
a s t a n o p s i s e a r l e s i i )

、

荷木 ( S
e h im a s o p 仓二b a

)也 占

一定的比重
,

还有红润楠 (M
a e h i l u s t h u n b e r g i i〕

、

猪脚润楠 (M a e h i l u s e a t h o y e 。 ` i对和罗

浮柿 (D i o s p y r o s m o r i s s i a n a
) 等

。

第二亚层林木高 8 一 15 米
,

胸径 10 一 30 厘米
,

林冠不连续
,

覆盖度 40一 50 %
,

罗 浮柿最

多
,

拷树也不少
,

其它常见的种类还有猪脚润楠
、

山社英 (E al e
oc

a
印

u s o y vl 邸 行si )
、

长叶

月、 姜子 ( L i t : 。 : 、 e lo n g a t a ) 等
。

第三亚层林木高 4 一 7 米
,

胸径 10 厘米左右
,

覆盖度 5 0%左右
,

种类较多
,

优势种不 明

显
,

鼠刺 ( It 0
c h i n e n s si )

、

长叶木姜子
、

拷树
、

虎皮楠是比较多的
,

其它 常见的种类有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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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木 ( d Aia np o l ye ep h a la
)

、

大新木姜 (N
o e l i ts ea eh ui )

、

尾叶香楠 ( R a ndia m er r i l l i i )
、

罗浮械 ( Ae er f a br i )
、

樱叶石楠 ( Ph o ti niap r u nifo l ia
)

、

亮叶杜英 ( l Eao e e: a
·

p s u ni te nti-

fo l is u
)

、

尖叶拎 ( Er uya a e um i na tis s im a
)

、

细柄五月茶 ( A nti d。 : m a f三 l ip s e )
、

茶 ( Ca m e l-

l ia s i e n ns is
)

、

羊 角 杜鹃
、

亮叶厚皮香 ( Tr e ns tr o em ia ni ti da
)等

,

零星分布的还有罗浮

拷
、

荷木
、

山杜英
、

小新木姜 (N
e o l i t s e a u m b r o s a

)
、

基脉润楠 (M a e il i l o s d e e u r s i n e r v i s )
、

广 东 黄 祀 ( E
n g e lh a r d t i a f e n z e l i i )

、

五 yJI 木 ( P
e n t a p h y l a x e u r y o i d e s

)
、

细 柄 猴 欢喜

( S l o a n e a e l e g a n s
) 和野柿 (D i o s p y r o s k a k i v a r

.

s i l v e s t r i s ) 等
。

灌木层植物高 2 米 以下
,

覆盖度 50 %左右
,

大多为上层乔木幼树
,

例如拷树
、

广东杜鹃

(R li o d o d e n d r o n k w a n g t u n g e n s i s )
、

罗葵氏拎等 是 比较多的
。

真正的灌木种类不少
,

但数

量不多
,

常见有 杜 茎 山 (M
a e s a j a p o n i e a

)
、

殊砂根
、

琴叶榕 ( F i e u s p a n d u r a t a )
、

百两金
e A r d i s i a e r i s p a

)
、

黄枝子 (G
a r d e n i a ja sm i n o id e s

)
、

伯拉木 (B l a s t u s e o e h i n e h i n c n s i s )
、

红紫 珠 (C
a l l i e a r p a r u b e l l a )

、

粗 叶 木 ( L
a s i a n t h u s e h i n e n s i s )

、

金 粟 兰 ( S
a r e a n d r a

习l a b r a
)

、

小叶女贞和假黄杨 ( S y
z y g i u m b u x i f o l i u m ) 等

。

草本地被层植物高 1 米以下
,

分布稀疏
,

覆盖度 10 一30 %
,

狗 脊 最 多
,

山姜 (A IPi 川 a

( h i n e n s i s )
、

建兰 (C y m b i d i u m e n s i f o l i u m )
、

蛇足草 ( L y e o p o d i u m s e r r a t u m )
、

异盖鳞毛

蔽 (D
r y o p t e r i s d e e i p i e n s

)
、

斜方复叶耳旅 (A
r a e h n i o d e s r h o m b o id e a

)
、

.

卷柏 ( S
e l a g i n e l l a

t a m a r i s e i n a
)等也常可遇到

,

有些地方还有大片华里白 (H i e r i o p t e r i s e h i n e n s i s ) 和少数金

狗毛 (C i b o t i u m b a r o m e t z )
、

扇状铁线旅 (A d i a n t u m f l a b e l l u l a t u m ) 的分布
。

藤本植物比较发达
,

常见有流苏子 ( T h y s a n o s p e r m u m d i f f u s u m )
、

藤黄檀 (D
a l b e r g i a

h a
nc ei )

、

菠葵
、

三叶木通
、

柳叶孩葵
、

毛金银花
、

披针南五味子
、

大 样 酸 藤 子 ( E m be l ai

r u d i s )
、

亮叶崖豆藤 (M i l l e t t i a n i t id a
)

、 、

络石
、

网脉鸡血藤 (M i l l e t t i a r e t i e u l a t a )
、

七

叶木通 ( S t a u n t o n i a e h i n e n s i s )
、

瓜馥木 (F i s s i s t i g m a o ld h a m i )
、

土获菩 ( S m i l a x g l a b r a
)

和粗叶悬钩子等
。

2
.

以罗浮拷为主的常绿阔叶林
: 这类常绿阔叶林分 布 范围比较

一

广泛一些
,

主要见于海

拔 1 2 0 0米以下的山地
,

例如乌龟江沿岸山地比较普遍
。

群落外貌和结构与上一类
’

常绿阔叶林

十分类似
,

许多特点都反映出过去人为影响较大
,

现在处于恢复的过程中
。

上层林木以罗浮

拷为多
,

混生有少 量 华 东 润 楠 (M
a e h i l u s l e p t o p h y l l a )

、

桂 南木莲
、

假思桃
’

( P h
o t i n i a

b e a u v e r d i a n a
)

、

虎皮楠和 巴东栋 (Q
o e r e u s e n g l e r i a n a

) 等
,

也有少量高大的落叶阔叶树夹

杂其中
,

例如枫香 ( L i q u id a m b a :
,

f o r m o s a n a
)

、

君 迁 子 ( D i o s p y r o s l o t u s
)

、

毛 八 角枫

(A l a n g i u m k u r z i i )
、

紫树 (N y s s a s i n e n s i s ) 和显脉泡花树 (M
e l i o s m a e o s t a t a ) 等

。

中层

林木以华东润楠为多
,

罗浮拷
、

腺叶野樱 ( P
r u n us p h ea os t ci t a)

、

桂南木莲
、

假思桃和灯台树

(C
o r n u s e o n t r o v e r s a

) 等也常可遇到
。

下层林木种类较多
,

腺灰木 ( S y m p l o e o s g l a o d u l i -

f e r a
)

、

湖南杨桐比较多见
,

四角拎 ( E
u r y a t e t r a g o n o e l a d a

)
、

长叶木姜子
、

腺叶野樱
、

柔

枝山茶 (C
a m e l l i a p s e u d o l e i f e r a

)
、

榕 叶 冬 青
、

毛 灰 木 ( S y m p l o e o s g r o f f i i )
、

毛 果拎

(E
u r y a a t r i e h o e a r p a

) 也不少
,

其它还见有罗浮拷
、

假思桃
、

巴东拣
、

多花灰木 ( S y m p l o e o s

s t a p f i a n a
)

、

香叶树 ( L i n d e r a e o m m u n i s )
、

罗葵氏怜
、

樱叶石楠
、

小新木姜
、

尾叶山茶和 嘉

宝山柳等
。

灌木层植物也以乔木幼树居多
,

例如罗浮拷
、

华东润楠
、

长叶木姜子
、

榕叶冬青
、

密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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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木姜 ( N eo i i ts a e
co f n

r e i tfo la i )等
,

真 正 的灌木有十大功劳
、

殊砂根
、

百两金
、

小叶女

贞
、

短柄紫珠
、

红紫珠
、

茶
、

尾叶山茶
、

毛果拎和梨果榕 ( F i c u s p y r i f o r m si ) 等
。

草本地被层植物种类不少
,

中华楼梯草 ( E lat os et m a s i n e
ns

e
)

、

十字苔草
、

狭叶沿阶草

(O p h i o p o 箕o n , t e n o p h y l l a ) 比较多见
,

其它还有上山奈 (K a o m p f o r i a e o o n o 玩、 115 )
、

淡竹

叶 ( L o p h a t ll : : t : m g r a e i l e )
、

艳山姜 (A l p i n i a s p o e i o s a
)

、

心托冷水花 ( P i i e a e o r d i s t iP -

ul at 。 )
、

沿阶草
、 ’

异盖鳞毛威
、

班叶兰
、

鹤顶兰
、

玉竹和毛戴 (C y o
o1

s o1’ us a c u m i n 武 u s》等
。

藤本植物种类与上 一类型大致类似
,

柳叶孩莫
、

络石
、

亮叶崖豆藤
、

七叶木通
、

毛金银

花
、

华南称猴桃
、

冷饭团 (K a d s u r a e o e e i n e a
) 和常春藤 (H e d e r a n e p a l e n ; i , v a r , s i n -

. n s i s ) 等
。

5
。

以银荷木 ( 5hc mi a ar g e n t e a) 为主的常绿阔叶林
:

这类森林主要见于海拔了00 一 13 00

米范园的 山地
,

大多在山坡中
_

L部立地 条件较干的地方
,

三岔河附近一带山地比较多见 , 林

内种类组成比上述二个类型要少
,

上 层 林 木 以 银 荷 木为多
,

夹杂少量甜储 (C
a 毅暴。 Q Ps 比

c y r 滋 ) 和罗浮拷等
, ,仁层林木仍以银荷木居多

,

五列木
、

甜储和阔瓣白兰花也较常见
,

下层林

木种类显著增加
,

羊角杜鹃
、

罗浮杜鹃 (杖h o d o d e n d r o n h c
n1’ 户 )

、

广东杜鹃和乌饭树较多
,

绿樟 (M e l i此 m “ ” q “ “ m “ al at )
、

基脉润楠也不少
,

其它还见有湖 南 杨桐
、

小新木姜
、

猪脚

润楠
、

鼠刺
、

厚皮香和春花 (尺
a p h iol e Pi s i n d ci ;

)等
,

落叶阔叶树仍不少
,

例如毛序花锹
、

光皮桦
、

拟赤杨 (A l n ip h y l l u m f o r t u n e i )
、

鹅耳沥 ( C
a r p i皿 u s f a 犷 g e s i i ) 和嘉宝山柳等

。

灌木层植物也以乔木层幼树居多
,

如长叶木姜子
、

罗浮拷
、

甜储
、

小新木姜等
,

羊角杜

鹃和银荷木也时有出现
。

真正的灌木常见有伯拉木
、

金粟兰
、

粗叶木
、

假黄杨和尖叶拎等
。

草本地被层植物以狗脊占优势
,

还有十字苔草
、

鹤顶兰
、

山姜和 光 里 白 ( H i“ ri o p t e r 15

l a e v i s s i m 。
)等

。

W
、

亚热带针叶林
: 毫无疑问

,

亚热带针叶林是局限于分布在亚热带地区的针叶林
。
它

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

与其它地区的针叶林全然不同
。

这一类型的森林有些是原生的
,

有些是

次生的
,

还有是人工栽培的
,

不同的区域有所差别
。

保护区范围内分布面积不大
,

’

但有些类

型是保护区外所少见或没有的
。

常见下列几类 :

1
.

华南铁杉林
:

华南铁杉是苗儿山保护区的标志
,

一进入八 角 田海拔 1 8的一 2 0的米范

围风景最美的地带
,

宏伟奇特而引人入胜的华南铁杉 就映现在人们的眼前
。

无论是山麓职水

的沼泽边缘或者干旱膺薄的山脊上都有分布
,

大多是个别的或三五成群的分布
,

少数地方有

零星小片的出现
。

主长在泥泞的沼泽地上小片华南铁杉林
,

林木比较低矮
,

郁闭度 0
.

7左右
。

林龄几达30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一一
一

” ”
’ ` “ 、 ~ ” ”

’ - 一 一
’

~
’

一
”

.’
’ 一” ~ 一

’

~ 同
甘 ”

二

~
J “
~

’ 一
O

年
。

林木层可划分两层植物
,

第一亚层林木几乎全为华南铁杉所占
,

一般高 8一 n 米
,

脚径 30

一 40 厘米
,

偶有少数黔稠和枫柯桂的分布
,

覆盖度 90 %左右
。

第二亚层林木高 4 一 6 米
,

胸

径 10 厘米左右
,

覆盖度 4 0%
,

波缘冬青
、

大八角
、

黔稠
、

枫桐桂较多
,

其它还见有山桂花
、

包果石栋
、

长硬冬青
、

红果树
、

吊钟花
、

羊角社鹃
、

细柄英叶五加
、

华丽杜 鹃 ( 窟h
o d o

d
。 。 -

d r “ ” f “ r r e r “ e )
、

美山矾等
。

灌木层植物生长密集
.

覆盖度 60 % 以上
,

筹竹占绝大多数
,

平

均一 平方米面积就有 3。株 ,
零星分布的乔木幼树有大八角

、

大新木姜
、

波缘冬青
、

凸脉冬青
、

泛便冬青
、

木 美子十冬青
、

美山巩
、

西南山茶
、

枫 祠佳
、

包果石拣
、

光叶石栋
、

美丽南浊
、

资凉术姜
、

华戚
、

吊神花导
; 真 工约灌木有 )一 西越洁 ( V a c c泣 ui m k 二 : n 那 ei 。验 )

、

菌 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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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信贤
:

广西兴安苗儿山保护区的植被

小叶女贞等 , 华南铁杉的幼苗不少
,

但幼树极少遇到
。

藤本植牡不多
,

偶而见有核叶卷亥和

乌蔽苟的分布
。

草本地被层植物覆盖度不超过 20 %
,

洽阶草较多
,

其它如粗齿免儿风
、

滇桂兔儿

风 (A i n s l i a e a h e n r y i )
、

+ 字苔草和水龙骨 ( P
o ly p o d i o m a m o e少贝 )也很 常见

。

地表有一

苔辞层
,

覆盖度 60 %左右
,

大多集中在针叶树树冠下或天窗下
,

眠叶树树冠下 由于落叶多
,

布分较少
,
树根

、

树干直到树冠枝条上都有分布
,

说明所在地环境异常潮湿
。

它们的分布和

种类组合有明显的规律性
,

我们将另作专文详细论述
。

生长在山脊上的林分
,

林木生长高大
,

郁闭度O
。

6一 0
.

7 ,

乔木层植物可明显的划分三层
,

第一亚层林木高20 一 25 米
,

胸 径 50 一 80 厘米
,

覆盖度 60 %以华南铁杉为主
,

偶尔也见有红豆

杉的分布 , 第二亚层林木高 8一 15 米
,

胸径 15 一25 厘米
,

覆盖度 30 %
,

红岩杜鹃最多
,

还有

清香木姜 ( L i t s e a r e f l e x a
)

、

厚叶红淡
、

榕 叶冬青
、

包果石栋
、

英叶五加 (A
e a n t h o p a n a x

e v

od ai
e of li us )

、

青虾蟆 等
,
第三亚层林木高 4 一 7 米

,

胸径 10 厘米左 右
,

覆盖度 20 %
,

曼

稠 (C 了
c
l
o b a

l
a n o p s i s o x y o d o n

)
、

大八角和光叶石栋较多
,

资源木姜
、

厚叶红淡
、

广西木莲
、

拟榕叶冬青
、

红岩杜鹃和扇状械也很常见
。

灌木层植物高 2 米 以下
,

生长繁茂
,

覆盖度 80 %

以上
,

答竹占绝对优势
,

平均每一平方米范围达 51 株
,

其它零星分布的多为上层乔木幼树
,

例如资源木姜
、

美丽南烛
、

嘉宝山柳
、

枫桐桂
、

曼稠
、

光叶石栋
、

美山矾和拟榕叶冬青等
。

华南铁杉的幼苗很常见
,

但幼树极少
。

草本地被层植物生长稀疏
,

覆盖度 10 % 以下
,

南川沿

阶草 ( O p hi o p o g o n b oc ki a n us ) 和镰叶瘤足藏稍多一些
,

其它还见 有 沿 阶草
、

羊刀尖
、

粗

齿兔儿风
、

纤细鳞毛获和熊巴耳 ( P h y l l a g a t h i s e a , a l e r i e i ) 等
。

2
.

长苞铁杉 ( T s u g a lo n g ib r a e t e a t a )林
:
大多零星小片分布于海拔 1 4 0 0米 以 上山脊土

层比较浅薄的地方
。

林木生长高大
,

郁闭度 0
.

6一O
。

7
,

乔木层植物可划分为三个亚层
,

第一

亚层林木几全为长苞铁杉所 占
,

树高 20 一 27 米
,

胸径 50 一 80 厘米以上
,

覆盖度 50 %左右
,

局

部地方还有个别银荷木的分布
,
第二亚层林木高 8 一 15 米

,

覆盖度 40 %
,

生长较疏
,

种类也

不 多
,

常见有黔稠
、

青稠 (C y e l o b a l a n o p s i s m y r s i n a e f o l i a )
、

小新木姜
、

拟榕叶冬青
、

阔

瓣 白兰花
、

红淡
、

亮叶杨桐
、

大八角等
;
第三亚层林木高 4 一 7 米

,

生长较密
,

但覆盖度也

不 过5。%左右
,

红岩杜鹃最多
,

小新木姜和黔稠也不少
,

其它如光叶石栋
、

青稠
、

铁椎拷
、

枫

桐桂
、

银荷木
、

大八角
、

红淡
、

华械
、

亮叶杨桐
、

亮叶厚皮香
、

阔瓣白兰花
、

嘉宝山柳
、

日本

杜英 (E l a e o e a r p u s j a p o n i e u s
) 也常可遇到

。

灌木层植物高 2 米 以下
,

覆盖度 90 %
,

碧竹占绝大多数
,

其它多为上层乔木的幼树
,

例

如红岩杜鹃
、

大八角
、

曼稠
、

榕叶冬青
、

枫桐桂
、

小新木姜
、

羊角杜鹃
、

.

厚皮香
、

美山矾
、

铁椎拷
、

资源木姜等较多
,

真正的灌木有殊砂根
、

映山红
、

乌饭
、

粗叶木
、

伯拉木等
。

草本地被层植物种类不多
,

覆盖度不及10 %
,

十字苔草最多
,

还有粗齿兔儿风
、

镰叶瘤

足蔗
、

纤细鳞毛族
、

璋方菜等
。

藤本植物不多
,

常见有柳叶菠契
、

小钻
、

披针叶南五味子等
。

3
.

马尾松 (Pi n us m as s on ia n a) 林
: 保护区内马尾松林分布面积很小

,

大多是在常绿阔

叶林被破坏以后天然更新发展起来的
,

主要见于海拔 1 3 0 0米以下的山地山坡上部和山脊环境

比较干燥的地方
,

林龄不大
,

林木分布比较稀疏
,

郁闭度不过 0
.

5 。

林木 层 只有一层植物
,

全为马尾松所占
,

高 8 米左右
,

胸径 10 一 15 厘米
。

灌木层植物生长茂密
,

覆盖度 70 一 80 %
,

杜鹃花科植物最多 : 如羊角杜鹃
, 贵州杜鹃 (R h o d o d e o d r o n r i v u

l
a r e

)
、

满山香(G
a u l th e r i a



广 西 植 物 右卷

y n on a on e oi s )
、

乌饭等
,

圆锥绣球 (H y d r a ” ` e a p ” n i e u l a t a )
、

刚毛英蓬 (V i恤
: 公 u 。 犯 t i -

g e r u 。 )
、

光奸石楠 ( P 五
o t i n i a g l a b r a )

、

石灰树 ( S o r b u s f o lg n e r i )
、

黑拎 (E 修俘食 。 a
o r t -

n e yi )等也常可见到
。

`

草本地被层植物由于灌木生长茂密
,

分布较疏
,

覆盖度 30 %左右
,

铁芒箕(D i o ar
。 。扒。 -

r i, d i e h o t o 山 a
) 占优势

,

夹杂少量五节芒 (M i s e a n t h u s f l o r id u l u s
)

、

野古草 (A 四红 d i n 仑王坛

h i r t a ) 等
。

4
.

杉木 ( c
。 n n i n g h a m i a al n c e o al t a) 林

:

保护区附近有一专门种植杉木 的林场
,

面积

不小
,

但保护区内杉木林面积不大
,

主要是人工栽植而成
,

多见于海拔 I OOQ米以下由地
,

林

木生长不错
,

20 年生林木
,

平均树高 16 米
,

平均胸径 18 厘米
。

由于林冠郁闭
,

下层遭木草

类分布稀疏
,

种类也不 多
,

常见的灌木有鹅 掌柴 ( S
o h ef fl

e 邝 d el a v a y )i
、

光叶海桐
、

腺歼

野樱
、

细齿叶拎 ( E
u r y a ni t di a) 等

,

局部阳处有零星的 枫香
、

光皮桦
、

盐肤木 (R五us 亡五卜
-

n e
哪 i。 )

、

拟赤杨
、

紫树
、

算盘子 (G ol c h i d oi n p 二b e r u 。 ) 的分布
。

草本植物以狗脊为
、

多
,

还有玉竹
、

淡竹叶等
,

局部阳处有五节芒
、

铁芒箕和蔽菜等
。

V
、

亚热带落叶阔叶林
:

这类森林主要是常绿阔叶林或常绿落叶阔叶混 交 林 遭 受砍伐

后
,

逐步发展起来的
,

自然发展下去也必然向上述两类森林的方向变化
。

保护区丙分布面裁

不大
,

主要有小片拟赤杨林的分布
,

多见于海拔 1 30 0米 以下山谷两旁山坡下部环境比较银润

的地方
。

林冠郁闭比较稀疏
,

郁闭度 0
.

5一 0
`
6

。

一般林龄不过 1。一 15 年左右
,

所
一

以乔木层只

一层植物
,

高 8 一 10 米
,

胸径 2 0一30 厘米
,

拟赤杨占绝对优势
,

也有少量青虾蟆
、

枫香
、

山

柳 (C l e t h r a f a b r 王)
、

山槐 (A lb i z : i a k a lk o r a )
、

盐肤木
、

千年桐 (A l e o r i t 。 ,
~

山 。 n t a 妞忍 )等

杂居其中
。

灌木层植物高 2 米左右
,

生长茂密
,

覆盖度 80 % 以上
,

喜阳的
、

耐 防 的 种 类都

有
,

如圆锥绣球
、

细齿叶拎
、

小新木姜
、

湖南杨桐
、

银荷木
、

鹅掌柴
、

杜茎山
、

酸枣 (C孰。 ,
r o s

Po nd i韶 xa ill
a r si )

、

阔瓣白兰花等
,

有些生长已达 4 米
,

不要太久
,

乔 木第二亚层就

将出现
。

草本植被层植物高 1 米以下
,

覆盖度 50 %左右
,

阴处以狗脊为多
,

异盖鳞毛威
、

十

字苔草也很常见
; 阳处以五节芒和铁芒箕为多

。

砚
、

竹林
:

主要是毛竹 ( P h y l l o s
at

o h” Pu b e s
伙跳 ) 林

,

多为人工种植而成
,

见于海拔

1 3 00 米以下山地山谷
,

由于缺乏适宜的经营管理
,

处在走向衰败的过程中
,

新笋少而小
,

采

伐过度
、

郁闭破裂
,

覆盖度 0
.

6左右
,

林下灌木草类生长茂密
,

耐阴的 种 类为主
,

也有不少

阳性种类侵入
,

灌木以羊角杜鹃
、

贵州杜鹃为多
,

鹅掌柴也不少
,

其它还见有野鸦椿
、

短序

润楠 (M a o h i l。 。 b r e v i f o l i u s
)

、
I五香园 ( T

u r p i n i a a r g u 亡a )
、

刺叶野樱
、

乌饭树
、

黑怜
、

茶
、

枫香
、

山柳
、

山胡椒 ( Li
n d e : a g al uc

a )
、

细齿叶拎
、

黄枝子 和 老 鼠矢等
。

草类似铁芒箕为

多
,

五节芒
、

野古草也很常见
,

阴处以狗脊
、

淡竹叶
、

十字苔草和山姜等为多
。

珊
、

满丛
:

灌从是森林破坏后没有烧山的情况下或灌木不断侵入草丛 中发展起来的
。

由

于人为经常系伐柴薪
,

所以未能迅速向森林的方向发展
,

而保持在灌丛阶段
:
如果人为干扰

停止或减轻
,

通过灌木的迅速生长和乔木树种的侵入
,

就不断的向森林方向变化` 保护区范

围内
,

灌丛所占面积也很有限
,

常见下列几类
:

1
.

波缘冬育淄丛
:

主要见于山顶矮林分布范围内的山地
,

显然是矮 林 的上层林木被砍

后所形成
。

山顶一带山地广泛分布
,

灌木一般高 1
.

。一 1
.

5米
,

生长茂密
,

覆盖度 9愁%以上
,

波

缘冬青最多
,

也夹杂不少著竹在内
,

其它常见的种类有圆叶杜鹃
、

锈叶新木姜
、

美山矾
、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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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信贤
:

广西兴安苗儿山保护区的植被

香木姜
、

蚝猪刺
、

资源木姜
、

木姜叶冬青
、

山柳
、

西南山茶
、

英蓬
、

.

红果树等
。

草本层植物生长稀疏
,

覆盖度不过20 %
,

沿阶草最 多
,

十 字 苔 草
、

鹤顶兰
、

华南落新

妇
、

玉竹
、

蟹甲菊
、

三脉紫苑 (A
s 士e r t r i n e r v i s )

、

一枝黄花 ( S
o l id a g o v i r g a 一 a u r e a

)
、

金

丝桃 (H y p e r i e u m a t t e n u a t u m ) 和羊刀尖等也常可遇到
。

2
。

羊角杜鹤
、

日推锈球滋丛
: 主要在常绿阔叶落叶混交林范围内山地比较多见

,

老山界

一带最为普遍
,

灌木高 1
.

0一 1
.

5米
,

覆盖度 80 %左右
,

除羊角杜鹃和圆椎锈球最多外
,

圆叶杜

鹃
、

映山红
、

马银花 (汾h o d o d e n d r o n o v a t u m )
、

满山香
、

吊钟花
、

美山矾
、

朝天罐 (O s b e e -

ki a cr ni it a)
、

大八角等也很普遍
,

有些地方著竹也较多
。

草本层植物覆盖度也不过20 %
,

五节 芒 最为普遍
,

它如十字苔草
、

三 脉 紫莞
、

星宿草

( L y s im a e h i a f o r t u n e i )
、

野古草
、

Jl }续 断 (D IP s a e u s a s p e r
)

、

西南马先篙 ( P
e d i e u l a r i s

h e n r y i )
、

短叶恭 ( P
a n i e u m b r e v i f o l i u m )

、

火草 (A
n a P h

a l i s m a r g a r i t a e e a
)

、

金星旅
、

金

丝桃
、

一枝黄花
、

蟹甲菊
、

鹤顶兰
、

璋牙菜
、

地刷子 ( L y e o p o d i u m e o m p l a n a t u m ) 和翅 白

珠 ( S
e l e r i a l e v i s ) 等

。

3
。

盐肤木
、

映山红滋丛
:

主要见于常绿阔叶林分布范围
,

即 海 拔 1 3 0 0米 以下 山地
,

分

布面积不大
,

只在 乌龟江上游山地见到
。

由于近年来人为干扰较少
,

灌 木 生 长 高达 2 一 3

米
,

覆盖度 90 % 以上
,

盐肤木
、

映山红居多
,

常见的种类还有水红木 (V bi ur
n u m c

yl ni d r i
-

( u m )
、

南烛 ( L y o n i a o v a l i f o l i a )
、

鹅掌柴
、

满山香
、

光皮桦
、

山胡椒
、

枫香
、

野鸦椿
、

擦

木
、

青虾蟆
、

银荷木
、

粗叶悬钩子
、

马银花等
。

在密集的灌木下
,

草本层植物分布稀疏
,

覆

盖度 2 0 %左右
,

铁芒箕占多数
、

三腺紫苑
、

旅菜 ( P t e r id i u m a q u i l i n u m v a r
.

l a t i u s 。 u l u m )
、

五节芒
、

毛孩
、

野古草
、

川续断
、

火草
、

薇蔽 (O
s m u n d a j a p o n i e a

)
、

铺地 锦 (M
e l a s t o m a

d o d e e a n d r o m )
、

石松 ( L y e o p o d i u m e e r n u u m ) 等也很常见
。

租
、

竹丛
: 矮生竹子多半是森林下层的组成成分

,

竹丛是在上层林木遭受砍伐 以后形成

的
,

主要见于海拔 1 3 00米 以上山谷环境湿润的地方
,

并且不断向山坡蔓延
,

遇到干旱膺薄的

环境而被限制
。

常见下列两类
:

1
。

樱竹竹丛
:

摆竹生长较高
,

可达 2 一 3 米
,

生长十分密集
,

覆盖 度 95 % 以上
,

其它

林木很难侵入
。

草本植物也不成层
,

偶而见有少数十字苔草
、

羊刀尖
、

南川沿阶草
、

沿阶草
、

纤细鳞毛蔗等零星分布
。

2
。

薯竹竹丛
:

主要也是见于海拔 1 3 0 0米以上山地
,

特别是在海拔 1 8 0 0米以 上 山顶矮林

分布范围
,

林木遭受砍伐之后的地方最为常见
。

著竹高 1
.

0一 1
.

5米左右
,

生 长密集
,

覆盖度

达 1 0 0%
,

其它木本植物种类数量都很少
,

偶见有映山红和粗叶悬钩子
。

竹 丛 下草本植物也

不成层
,

偶而见有少数鹤顶兰
、

沿阶草
、

华南落新妇等的分布
。

双
、

草丛
:
草丛是森林遭受砍伐 以后连年不断 烧 山 情 况下形成的

。

草本植物占绝对优

势
,

灌木分布很少
,

覆盖度10 % 以下
,

但是只要烧山停止
,

人为干扰较轻
,

乔
、

灌木就会 迅

速侵入成长起来
,

至逐渐向灌丛和森林的方向发展
。

保护区内分布积面不大
,

只在 老山界和

保护站有较大的分布
。

常见下列几类
:

1
。

禾草草丛
:

主要 由禾本科草类占优势
,

由于局部环境的变化
,

种类组成差异很大
,

可

划分下列各类
:

1 ) 五节芒草丛
:
从海拨7 00 一 2。。o米山谷环境湿润的地方都有分布

,

草层高达 2 米
,

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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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资
一

分茂密 覆盖度达 1 % 00
,

全为五节芒所 占
,

草层下植物很少
,

边缘地区常见有 金 星

威的分布
。

有些地方有少数灌木侵入
,

如盐肤木
、

映山红
、

光皮桦和圆锥锈球是最常见的
,

葛藤 ( P u o r a r i a t l l u n b e r g i a n a
) 常成片缠绕其上

。

2 ) 五节芒
、

野古草草丛
:

卞要见于海拔 1 4 00 一 2 10 。米范围山地山坡 中 下部
。

由于这个

区域常为云雾所笼罩
,

雨量也较多
,

环境比较湿润
,

所 以五节芒能从山谷直往出玻上廷伸
,

与野古草组 合在一起
。

草层高度稍矮
.

一般只 1 米左右
,

覆盖度 80 一 90 %
,

混杂其中昨草类

较多
,

平颖柳叶籍 ( Io a e h n 。 七r u n e a t a )
、

火草
、

金丝桃
、

风毛菊 ( S
a u : s u r e a j a p o n i e a

)
、

一枝黄花
、

皇宿草
、

繁缕 ( S t o l l a r i a m e d i a )
、

璋牙菜
、

远志 ( P
o ly g a l a j a p o n i e a

)
、

羊刀

尖
、

翅白珠
、

地刷子
、

三脉紫莞
、

白花前胡 ( P e
吠

e d a n u m p r ae
r u Pt or

u nt )
、

华南落新妇
、

拟泽兰
、

金显蔽
、

龙牙草 ( A g r i m o ni a V 污。记 ul a)
、

蓟 ( C ir s
ui m aj p o ni c u m )

、

西 南 马先

篙
、

糯米藤 (M e m o r a l i, h i. t t a )
、

十字苔草
、

细叶香茶菜 ( P l e e t r a o t h u s t e r
滋 f o l i妞,

)等都

是比较常见的
。

有些地方也有少数灌木侵八
,

例如映山红
、

乌饭树
、

山柳
、

圆镭锈球
、

粗叶

悬钩子等比较常见
。

3 ) 野古草草丛
:

主要见于海拔 1 4 0 0一 2 10 0米范围山地山 顶 环境比较干燥
、

土壤比较膺

薄的地方
。

蓖层高60 一 70 厘米
,

覆盖度 80 %左右
,

种类组成较少
,

除野古草最多外
,

零星夹杂少

量的平颖柳叶会
、

湖北野青茅 (D ye
o u xi a h o

Pe h e n o i习
、

华南落新妇
、

西南马先篙租鹤顶兰等
。

4 ) 芒草 (M i s e a n t h u s s i n e n s i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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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要分布于海拨 i劝。

米 以下山地山坡中
、

下部
,

紧接着山谷五节芒草丛之上
。

草层高 70 厘米左右
,

覆盖度80 一 90

%
,

芒草
、

金茅为主
,

野古草也不少
,

还有一枝黄花
、

三脉紫莞
、

青篙 (A
r t em si ai 扭p 。 -

ni c a )
、

蔽菜
、

细叶香茶菜
、

西南马 先 篙
、

铺地锦
、

铁芒箕
、

犁头草 (V iol
a i。

。
ns p沁 u a)

乌韭 ( S t e n o l o m a e h u s a n a
)

、

火草
、

田基黄 (H 犷p
e r i e u o jo p o n i e u m )

、

耳草 (O工d
e o l , n d i a

a u r i c u l a r i a少
、

蛇薄 (D
u c h e s n e a i n d 是c a

)等
,

也有少量的灌木侵入
。

如映山红
、

满山香等
。

5 ) 金茅
、

野古草草丛
:

主要见于海拔 1 3 0 0米以下山地山坡中
、 _

L部环 境稍于的地方
。

草层高60 厘米左右
,

覆盖度 70 一的 %
,

金茅
、

野古草 占优势
,

混生其中的草类常见有火草
、

星宿草
、

一枝黄花
、

龙牙草
、

青篙
、

蔽菜
、

蚁峪 (H a ol r a 彭5 m i c r a
nt h a)

、

蓟
、

前胡 ( P
e o c e -

d a n u m d e c : : 、 i v o m )
、

光叶耳草 (O ld e nl a n d ai m e ll ii )
、

东风菜 (A s t er sc a b er )
、

远志
、

犁头节
、

桔梗 红P l “ t丁c o d o n g r a n di fl o r u ,
) 三脉紫莞

、

川续断
、

蛇苟
、

铺地锦
、

田基黄等
。

散生的灌木右马尾松
、

满山香
、

粗叶悬钩子等
。

6 ) 野古草
、

纤毛鸭咀草 ( I o c h二 m u m c
iil

a r e
)草丛

: 分布范围 与 金茅
、

野古草草丛类

似
,

只是所在地环境更为干燥
,

主要见于山顶或山脊土壤 更 为 膺 薄的地方
。

草层高约 6公厘

米
,

覆盖度 70 %左右
,

野古草
、

纤毛鸭咀草为多
,

夹杂少量金茅
、

四脉金茅 ( E ul
a il 二 q u

甜 r i -

ne
r v

)si
、

光叶耳草
、

一枝黄花
、

细叶香茶菜
、

田基黄
、

铺地锦
、

三脉紫苑
、

西甫马先篙
、

铁

芒箕
、

火草
、

暮菜
、

蚁蜡等
。

有些地方还有马尾松
、

细 齿叶铃
、

羊耳风 (nI 诚
。 。 , p的

、

算

盘子
、

君迁子
、

山柳等灌木的分布
。

2
。

旅类草丛
: 主要由旅类植物组成

。

主要见有铁芒箕草丛
,

大 多 分布于海拔 1 3的米以

下山地山坡中
、

上部
夕

有些地方常与禾草草丛镶嵌分布
。

草层一般高50 一 60 厘米一纂盖度 80

% 以
一

卜
,

铁芒箕为主
,

零星间杂其中的草类不少
,

常见有野古草
、

金茅
、

四腺金脉
、

纤毛鸭咀草
、

铺地锦
、

一枝黄花
、

三脉紫莞等
。

有些地方有个别马尾松
,

映山红
、

满山 香 等 磐木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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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信贤
:

广西兴安苗儿山保护区的植被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
,

苗儿山保护区植被分布的情况与龙胜里骆林区的情况很类似 【̀ l ,

海拔 1 3 0 0米是常绿阔叶林与常绿 落 叶 阔 叶混交林的分界线 , 与田林老山林区和贵州宽阔水

林 区也有某些相似的地方 [ ’
、 吕 l 。

但是
。

苗儿山保护区的群落类型更丰富一些
,

海拔 1 80。一

2 1 4 1
.

5米的山顶部分有大片山顶矮林的分布
。

它不是一种独特的类型
,

而是常绿落叶阔叶混

交林在山顶风大特殊条件下的一种变型
,

南岭山地一般山体较小
,

海拔高度不够高
,

还不足

以形成亚高山针叶林
,

所以多为这种山顶矮林所占 [ 。 l 。 小片长苞铁杉林和 华 南铁杉林是常

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分布范围内的山脊或其它局部环境条件下的产物
,

是一种原生性的类型
。

从它们更新的情况以及所在地环境变化的趋势来看
,

它们显然是一种走向衰亡的残遗类型
,

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
,

促其更新
,

才有扩大面积的可能
。

其它各种不同的群落类型是由于常

绿阔叶林或常绿 落 叶 阔 叶混交林遭到人为不同方式和不同强度的影响下形成的
。

它们受到

环境的制约
,

处在演替系列的一个阶段
,

与顶极群落类型发生密切的联系
。

草丛是森林采伐

后连年不断烧山的情况下形成的
。

山谷环境湿润
,

通常就为生长密集的高草丛所占
,

沿着山

坡至 山顶
,

随着土壤水分和肥力的变化
,

草层变矮变稀
,

出现由不同草类组成的中草草丛
。

如果人为干扰变轻
,

乔
、

灌木就会迅速侵入取代草丛而发展为灌丛
,

并不断向森林的方向演

变
,

10 多年就会形成林冠密闭的森林群落
。

掌握群落之间这种演替关系的规律
, `

人们就可采

取不同的措施
,

保持或促进某一群落类型的存在和发展
,

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

很明显
,

苗儿山保护区范围内有两个演替系列
: 常绿阔叶林演替系列和 常 绿 落 叶阔叶

混交林演替系列
。

由于保护区范围较小
,

而且天然森林群落保护较好
,

这两个演替系列所包

含的演替系列群落都不完整
。

在常绿阔叶林演替系列中
,

常绿阔叶林虽然受到一定的破坏
,

但

仍保存有一定的面积
,

大多处在恢复过程中
,

类型也较多
,

包括以拷树为主
、

以罗浮拷为主

和以银荷木为主的群落
。

草丛
、

灌丛
、

亚热带针叶林和亚热带落叶阔叶林占居的面积都较小
,

类型也不多
,

代表性不强
。

草丛从山谷至山顶
,

分别出现五节芒草丛
、

芒草
、

金茅草丛
、

金茅
、

野古草草丛
、

野古草
、

纤毛鸭咀草丛和铁芒箕草丛等 ,灌丛只在山脊出现盐肤木
、

映盯红灌丛 ,

亚热带针叶林有小片马尾松林和杉木林
; 亚热带落叶阔叶林只有小片拟赤杨林的分布

。

群落

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太一 目了然的
。

在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演替系列中
,

常绿落 叶 阔 叶 混

交林所占面积较大
,

保护得也较好
,

主要有 以铁椎拷
、

长柄山毛样为主和以包果石栋
、

多脉

青冈
、

红桦为主的两类
。

草丛的面积不大
,

大多出现在山顶部 分
,

从山谷至山顶分别为五节芒

草丛
,

五节芒
、

野古草草丛和野古草草丛
。

灌丛和竹丛所 占面积也不大
,

前 者 多 见 于山坡

上
,

而后者即占居山谷湿润的地方
。

亚热带落叶阔叶林和具演替系列性质的亚热带针叶林都

没有分布
。

乍看起来
,

各个群落之间演替关系不是很明显
,

但是
,

仔细分析起来
,

不同群落

的演替趋向和当前所处的地位与作用
,

还是比较清楚的
。

苗儿山保护区本身是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 [ ’ “ ]
,

同时
,

也可把它看为桂林风景区范围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2 1 ,

无论在水源函养和整个桂林风景区的建设上都有重要作用
。

但是
,

目前的经营管理水平远远未能适应形势发展要求
。

看来
,

加强保护现有的天然森林
,

科学地

管理人工林和注意抚育次生林
,

有目的有计划地选择珍贵优良树种
,

营造各种各样的人工林

是非常必要的
。

从调查的实际材料来看
,

海拨 1 3 0 0米以下山地
,

可选择拷树
、

白椎
、

罗浮铐
、

银荷木等作为造林树种
, 海拔 1 3 0 0米 以上山地也可考虑擦木

、

铁椎拷
、

长柄山毛样
、

亮叶山毛

样
、

裂叶白辛树等 , 而木莲 (M
a n g l i e t又a f o r d遥a乒 a )

、
广西木莲

、
桂南木 莲

、 深山含笑 (M i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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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 la im a u击二 )和鹤掌揪 ( L i
r o i de ndr o r tc

价 e n
n, )等适应性较广

,

不同 海 拔高度由地都

能种植 t一
色 1 。

当然
,

不同树种的生态学和生物学特性不同
,

造林时要注意 根 据雹卞哟习性
来选择适宜的生境和采取合适的繁殖方法来进行造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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