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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提出中国植被分区的原则和依据以及高级分区单位的标志
,

将全国划 分 为 八大

植被区
,

其中有五个区包括两个亚区
,

因作者主张亚区与区作为同一级的辅助单 位 看 待
,

所以

实际上把全国分为 个高级植被分区单位
。

除少数例外
,

每一植被区或亚区都分为一 过 渡 带

和典型带
。

全文以植被区或亚区
、

植被地带或亚地带为单位
,

论述其植被特点
。

关于中国植被分区的方案
,

不同作者因所持的分区原则和依据不同
,

一直存在着分歧

意见 即使同一作者由于不断实践
,

不断认识
,

也自然地不断有所改变
。

作者于 年第

一次发表中国植被分区方案后
,

年和 年先后有所改进
。

本文是在 年分区方

案的基础上的第四次变动
。

其目的是供全国地植物学工作者进一步讨论的参考
。

一
、

中国植被分区的原则和高级分区单位的依据和标志

一 中国植被分区的概念和原则

植被分区与植被分类的概念是不同的
。

植被分类的单位是若干植物群 落 特 征 的概

括
,

在某种程度上是抽象的
,

而是分散分布的 植被分区的单位是具体的个体
,

是指空间上

不可分割的连续地段
,

具有一定或一些地带性典型植被类型及其有规律的结合
。

在自然界中植被与地貌
、

气候
、

土壤等自然地理条件是相互联系
、

相互制约的
,

因而植

被分区单位同其他 自然地理条件的分区单位之间
,

在理论上应该是一致的
。

由于 各 部门

分区的对象依据或指标各有不同
,

所以它们之间的分区单位的界线就 不 一 定 完 全 相符
之、

植被分区的原则是依据植被地理分布的规律性
。

高级分区单位的划分首先是基于植

被水平地带性的规律
,

即植被纬度地带性和经度地带性的规律
。

植被纬度地带 性 规律取

决于太阳辐射及其所联系的大气温度或热量
,

而植被经度地带性规律则取决于距 离 海洋

远近所联系的大气湿度或大气水分状况
。

影响植被分布的因素
,

不单纯依靠大气温度
、

也

不单纯依靠大气水分条件
,

而是依靠气温和大气水分因素的综合 , 因此这两类植被地带性

规律没有从属关系
,

它们是处在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中的
。

所以植被分区的高级单位既要反

映植被纬度地带性
,

也要显示植被经度地带性
。

山地植被垂直带谱是反映着它所 处 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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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结合着经度位置的特点
,

即从属于植被水平地带性的特点
,

因而在划分植被分区的高

级单位的原则中
,

就不应把植被垂直地带性和水平地带性等同看待
,

一个较 大 山 体 如天

山
、

大兴安岭和青藏高原等的不同部位或不同坡向
,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所联系 的 水
、

热条

件不同
,

反映着植被水平地带性的植被垂直带谱显然差别很大
,

因而在划分高级植被分区

单位中就没有必要保持山体或高原的完整性
。

二 中国植被分区的依据和高级分区单位的划分标志

植被分区必须基于一定的原则
,

虽然原则是依据的基础
,

但两者又有所 区 别
,

分区原

则不能代替分区单位的具体依据
,

而依据则要有明确的植被和植物的标志
。

中国植被分区的一般依据

植被分区的各级单位应依据地带性的 自然植被分类单位以及它们的 组 合 , 在

中国东半壁农业发达
、

人 口茂密地区
,

半自然和次生植被作为依据也有其实际意义
。

植被分区的依据还应考虑那些能够反映现代自然条件的 植 物 科
、

属
、

种 的分

布 这并不意味着孤立地依据一株植物或一科
、

一属
、

一种植物来作为分区的标志
,

因为在

自然界中不仅相同种的若干个体
,

而且不同种
、

不同属
、

不同科的若干植物总是成 群 地生

长在一起的
。

植被分区的依据也应考虑栽培植被和作物种类
、

品种的分布及其生长 发 育情

况
,

特别在我国东半部农业发达地区更不可忽视
。

同一种一年生作物的不同品种
,

在不同

植被区的生长发育季节及其前后倒茬作物的种类
,

和一年连种作物的几熟制各有不 同
。

果树
、

木本油
、

粮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长发育情况
、

产量
、

品质等都与 自然条件有着密切联

系
,

因而可作为划区的标志
。

中国高级植被分区单位的系统及其划分标志

第一级分区单位 —植被区 或植 被 亚 区

植被亚区是植被区的辅助级单位
,

由于两者既有联系性更有独特性
,

所以都作为中国

植被分区的第一级单位
,

采用区和亚区作第一级单位的理 由是 带一般是指太阳 辐 射所

联系的大气热量带而言
,

包括寒带
、

寒温带 亚寒带
、

温带
、

亚热带和热带等
。

由于在同 一

温度带内因大气水分状况的不同
,

出现着不同的水平地带性植被类型
、

植物种 类
、

山 地植

被垂直带谱及农业植被
,

例如我国的温带有森林
、

草原和荒漠
,

如果单纯根据纬 度 所联系

的温度带作为第一级单位
,

就不能反映植被的特征
,

从而也就不能反映该区的生物生产力

的特点
。

对于水平地带性植被类型的理解
,

不应机械地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指着 地 形最低

处
。

特别在我国这样多山国家
,

因地形复杂所形成的最低处
,

局部植被常常不能反映大气

温度和大气水分状况所结合的水平地带性植被
。

例如干早暖温带的天山南麓塔里木河两

岸冲积平原是南天山最低处
,

沿河两岸由于地下水位升高
,

出现大片胡杨疏林
,

作 为 植被

区的水平地带性植被标志来说
,

不应以胡杨林为代表
,

而应是洪积扇平原和 山 坡 上 的灌

木
、

半灌木荒漠植被的水平地带性植被
。

又如湿润温带的东北小兴安岭一带由于 逆 温现

象
,

山谷低洼处常局部出现在山地高处占优势的臭冷杉林
,

在这种情况下
,

只能以 排 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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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寒温带落叶针叶林区 温带落叶阔叶林区 含针叶树的落叶阔叶林 红松林

、

蒙古栋林
亚区 落叶阔叶林亚区 辽东栋

、

榭树林
、

油松林地带 。 栓皮栋
、

麻栋林
、

赤松林地带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 人 东部常绿阔叶林

、

马尾松林亚区 人 含常绿阔叶树的栓皮栋
、

袍
树

、

李学栋等落叶栋林地带 人 常绿阔叶林地带 句 青冈栋
、

甜储拷
、

苦储拷
、

柯等常绿栋林
亚地带 人 常绿栋

、

樟科
、

茶科
、

金缕梅科常绿杂木林亚地带 西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

云

南松林亚区 硬叶常绿阔叶林 高山抓林 地带 。 旱性 常绿阔叶林地带 滇青
冈

、

高山拷
、

白皮柯等常绿栋林亚地带 哑 刺拷
、

西南木荷
、

木兰科
、

八角科等常绿阔叶杂木林亚地

带 丁 热带季雨林
、

雨林区 万 东部热带季雨林
、

雨林亚区 丁‘ 季雨林型常绿阔叶林地带
万 半常绿季雨林

、

常绿阔叶雨林地带 丁 西部热带 季 雨 林
、

雨 林 亚 区 温带草原区

北部草原亚区 人 线叶菊
、

羊草
、

杂类草草原和樟子松
、

榆树疏林地带 ‘ 大针茅
、

克氏
针茅丛生禾草草原地带 南部草原亚区 、 白羊草

、

黄背草
、

杂类草草原和油松林侧柏疏林
地带 本氏针茅

、

短花针茅丛生禾草草原地带 砚 高寒草甸
、

草原区 取 篙草草甸
、

杜鹃灌
丛地带 习 紫花针茅草原地带 砚 紫花针茅和白草

、

固沙草灌木草原亚地带 砚 紫花针茅
草原亚地带 顶 温带荒漠区 飞 北部荒漠亚区 飞 南东部荒漠亚区 姐 、

白沙篙
、

油篙
沙漠

,

珍珠猪毛菜
、

琵琶柴砾漠地带 姐勿 膜果麻黄砾漠
、

怪柳沙漠
,

合头草岩 漠 和 裸 露 荒 漠 地带
顶 高寒荒漠区 祖 含青藏苔草

、

紫花针茅的垫状驼绒菊半荒漠地带 下 垫状驼绒葬沙砾漠和驼
绒葬

、

沙生针茅荒漠地带

好山麓处含针叶树的落叶阔叶林
,

或针叶树
一
落叶阔叶树混交林为水平地带性植被

。

在我

国西南横断山脉及其支流的山谷最低处
,

由于焚风现象所产生的局部干热气候
,

在那里有

热带性早生肉质常绿多刺灌丛和含木棉等的稀树灌木草原
,

并能栽培香蕉
、

番木瓜
、

龙眼
、

忙果
、

菠萝
、

木菠萝等热带性果树
。

这种局部焚风气候所形成的自然植被和栽培 植 被
,

正

如前述两例一样
,

不能算作水平地带性植被
。

我国是多山国家
,

各地山地植被垂直带谱也反映着大气水热状况结合的 特 点
。

所以

确定一个植被区或植被亚区的标志
,

不仅是一种或几种水平地带性植被类型
,

而且也取决

于 山地植被垂直带谱
。

特别是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脉都是高山狭谷
,

水平地 带 性植

被很难确定
,

但如考虑到阴坡主属各类针叶林 包括铁杉林
,

而阳坡为硬叶常绿 阔 叶林
,

山顶有常绿革质叶杜鹃灌丛等特点
,

就可把它归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的范围
,

以区另

于其北的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和其西的高寒草甸
、

草原区
。

人工植被包括农业耕作制度
、

栽培的木本油
、

粮
、

果树的差别
,

在我国东半壁人为经济

活动频繁地区
,

对于划分植被区和植被亚 区都起着明显的作用
。

植被区和植被亚区之间
,

在水平地带性植被类型方面既有某些共同处
,

也各有若干特

殊性 所以它们在分区系统单位的位置上不是从属关系
,

而是同一级的辅助单位
。

第二级分区单位 —植被地带 或植被亚地带

植被地带和植被亚地带与大气热量带不同
,

由反映大气水
、

热综合状 况的水平地带性

植被特点所确定
。

这一级单位是植被区或植被亚区范围内的带状区域
,

因此这一级单位在

植被区内的分布方向不是固定的
,

可以沿纬度线或经度线
,

也可能沿着东北一西南向的
。

划分植被地带和植被亚地带的依据同植被区
、

植被亚区一样
,

都是根据综合标志
。

一

个植被区或亚区内
,

一般总是有一个过渡的植被地带和一个典型的植被地带
。

例 如 草原

区有森林草原地带和典型草原地带
,

常绿阔叶林区有过渡的落叶阔叶树
一

常绿阔叶树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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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或含常绿树的落叶阔叶树过渡地带和一个典型的常绿阔叶林地带
。

余类推
。

二
、

中国各植被区
、

带的植被特点

寒温带落叶针叶林区

本区位于黑龙江大兴安岭最北部
,

与苏联东部西伯利亚相邻
。

以落叶松林为 典 型植

被
,

出现小片寒温带常绿针叶林 樟子松林
,

破坏后次生为白桦林
。

山地垂 直 带 谱 的特

点
,

无落叶阔叶林带
,

山顶有小片矮灌木苔原
。

栽有一年一熟的喜凉作物 —马 铃 薯
、

甘

蓝
、

春大麦
,

而小麦
、

高粱
、

玉米和黄豆只生长茎叶
,

不能正常开花结实
。

果树有 李
、

山 杏
、

山荆子等
。

温带落叶阔叶林区

本区与苏联远东部分
、

朝鲜半岛
、

日本北部同属一个植被区
。

典型植被 有 落 叶 阔叶

林
、

温带常绿针叶林
。

分为两个亚区
‘ 含针叶树的落叶阔叶林亚 区 这一亚区分布在东北东部

。

典型植被有 栋 林中

最耐寒的蒙古栋林
,

还有械
、

锻
,

才岑
、

榆
、

桦杂木林
,

以及红松林和红松一落叶阔叶混 交 林
。

上述森林破坏后次生为棒子
、

胡枝子灌丛
。

在山地垂直带中还有臭冷杉
、

鱼鳞云 杉 林
、

岳

桦矮曲林和矮灌木苔原
。

农业植被只有一年一熟耕作制
。

以喜凉的春小麦
、

马铃薯
、

糖甜

菜
、

亚麻等为主
,

其次有早熟品种的大豆
、

玉米
、

高粱和粳稻
,

果树只有耐寒的小苹果
、

秋子

梨
、

李
、

杏等
。

。 落叶阔叶林亚 区 这一亚区分布在沈阳以南
、

淮河以北地区
,

分下列两 地带
。卜 辽东栋

、

懈树林
、

油松林地带 包括北部的辽东半岛
、

黄海平原及 华 北 山地
。

除上述栋树
、

松树外
,

还有侧柏林
,

森林破坏后次生为酸枣
、

荆条灌丛
。

山地垂直带上只有

稍耐早的云杉林
、

华北落叶松林
,

而没有冷杉林
。

山顶也不见矮灌木苔原
,

农业 植 被以冬

小麦
、

玉米
、

高粱
、

棉花
、

夏甘薯
、

夏花生等为主的两年三熟制
。

也有中熟梗稻的栽培
,

出产

多种优良品种的苹果
、

梨
、

桃
、

葡萄
、

枣
、

柿等落叶果树
,

但葡萄一般需要埋土越冬
。

卜 栓皮栋
、

麻栋林
、

赤松林地带 包括山东半岛和淮北平原地区
。

山地 还有李李

栋
、

彬树林
。

森林中含有亚热带的化香
、

漆树
、

盐肤木等落叶阔叶树种 耕作制一般一年两

熟旱作
,

葡萄
、

石榴
、

无花果可露天越冬
。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

本区典型植被有常绿阔叶林
、

竹林
、

落叶阔叶树一常绿阔叶树混交 林 和 亚 热 带 针叶

林
。

分为两个亚区

东部常绿阔叶林
、

马尾松林亚 区 本亚区受太平洋东南季风的影响
,

早季不甚

显著
,

包括秦岭
、

淮河以南到南岭以北
,

其东与日本岛南部相连
。

有含山毛样的湿 性 常绿

阔叶林
、

马尾松林
、

黄山松林
、

杉木林
、

柏木林
、

竹林
、

含山毛棒的山地落叶阔叶 树
一常 绿阔

叶树混交林
。

农业植被有部分双季稻和喜湿常绿的油茶
、

茶和柑桔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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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含常绿阔叶树的栓皮栋
、

袍树
、

学李栋等落叶栋林地带 具 有 落 叶 灌 木 层
,

而地被物无铁芒箕的马尾松林和刚竹林 较高处有华山松林和黄山松林
。

山地垂直 带 有

铁杉林
、

冷杉林
、

红杉林并有山顶杜鹃
、

箭竹灌丛
。

农业植被主要为夏水稻
、

冬小麦 油菜

的一年水旱两熟制
,

局部有双季稻
,

平原有蚕桑
,

山谷有油桐
、

乌柏
、

茶
、

漆
、

石榴
、

批 把 等
,

柑桔的品质和产量较差
。

常绿 阔叶林地带

青冈栋
、

甜储拷
、

苦储拷
、

柯等常绿栋林亚地带 酸性黄壤上是青冈 栋 林
、

拷

树林
、

毛竹林
、

杉木林
、

柳杉林以及有密茂铁芒箕地被物的马尾松林和次 生 的 映 山红
、

乌

饭
、

批木
、

齿叶拎木
。

白栋灌丛
,

石灰岩土上为含械
、

鹅耳杨
、

榆科 树
、

化香
、

青冈栋的落叶

阔叶树 一常绿阔叶树混交林
、

川柏木林
。

山地垂直带植被有含山毛样的落叶阔叶 树
一常 绿

阔叶树混交林 铁杉
、

山毛样
、

储
、

柯混交林
、

常绿杜鹃灌丛
。

耕作制度有双季稻或 稻 小麦

油菜 两熟 , 此亚地带的经济林有茶
、

油茶
、

香樟
、

蚕桑
、

油桐
、

棕桐 是柑桔
、

广柑
、

袖子
、

杨

梅
、

批把等常绿果树的主产区
。

还有板栗
、

柿子
、

核桃
、

梨等落叶果树
。

‘
湘 常绿栋

、

樟科
、

茶科
、

金缕梅科常绿阔叶杂木林亚地带 在酸性红 壤 上 为 刺

拷
、

小红拷
、

樟科
、

木荷
、

金缕梅科的杂木林
,

次生为含映山红
、

椎木
、

桃金娘
、

野牡丹的马尾

松林 , 在石灰岩上为含圆叶乌柏
、

南酸枣的榆科树
、

化香
、

青冈栋杂木林
,

次 生 柏木林和含

龙眼睛
、

红背山麻杆的化香
、

竹叶椒
、

蔷薇
、

英落灌丛
。

耕作制有双季玉米或单季玉米连作

秋甘薯
、

秋大豆或秋花生等
。

局部小环境有龙眼
、

荔枝
、

芭蕉
、

菠萝
、

橄榄等热带性果树
,

但

其产量和品质不如半热带的好
。

西部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

云南松林亚 区 本亚区包括滇中北高原和横 断 山脉

一带
,

主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
,

旱季十分显著
。

有不含山毛棒的旱性常绿 阔 叶 林
、

硬

叶常绿 阔叶林
、

云南松林
、

华山松林等
,

除山谷外农业植被无双季稻
,

以落叶果树为主
。

。 , 硬叶常绿阔叶林 高山栋林 地带 包括横断山脉和滇西北
、

川西南高原
,

除峡

谷底部为早生常绿肉质有刺的仙人掌
、

霸王鞭灌丛和稀树
、

灌木
、

扭黄茅草原外
,

从山麓到

山顶的阴坡上依次有高山松林
、

川西云杉
、

鳞皮冷杉林
、

红杉林
、

常绿杜鹃灌丛
,

而 相 当于

上述各带的阳坡则以常绿硬叶的高山栋林
、

高山栋灌丛为代表
。

山顶有篙草 草 甸
。

有核

桃
、

苹果
、

梨
、

桃
、

杏
、

石榴等落叶果树
。

旱性 常绿阔叶林地带
、。 滇青冈

、

高山拷
、

白皮柯等常绿栋林亚地带 本亚地带 分 布 于 海 拔 一

肠 米滇中北高原上
。

在上述常绿栋林内
,

不含喜湿的山毛样
,

破坏后次生为云 南 松林
、

华山松林或滇油杉林
,

林下一般也无铁芒箕
。

石灰岩代表性植被为榆科树
、

化香
、

青香木
、

澳青冈
、

茶规等组成的落叶阔叶树 一常绿阔叶树混交林
,

破坏后次生为干香柏疏林 和 含龚

核木
、

粉叶小桑的化香
、

竹叶椒
、

蔷薇
、

英越刺灌丛
。

耕作制度在高原面上以夏 稻
、

冬 小麦

冬油菜 的水早两熟为主
,

无双季稻
。

还出产烟叶
、

马铃薯等
,

以及梨
、

苹果
、

花红
、

桃
、

李
、

核桃
、

板栗等落叶果树
,

没有油茶
、

油桐等
。

、 刺拷
、

西南木荷
、

木兰科
、

八角科等常绿阔叶杂木林亚地带 本亚地带分布于

滇中南海拔 一 米的丘陵低山的酸性红壤上
,

以刺拷
、

印拷
、

西南木荷
、

水锦树等常

绿阔叶林为代表
。

在滇中西部则以刺拷
、

樟科
、

西南木荷
、

亮叶木莲
、

滇八角等常绿阔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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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
。

因较前亚带为湿润
,

出现较多的茶科
、

樟科
、

木兰科树种
,

还有金缕 梅 科
、

杜鹃花

科
、

冬青科树种
。

林内或多或少含有热带成分的树种
,

次生林多为思茅松林
。

在海拔较低

的 一 米山谷中含有木棉
、

余甘子等的扭黄茅稀树灌木草原
。

热带季雨林
、

雨林区

本区包括南岭以南
、

滇南
、

西藏南部
。

典型植被有热带雨林性常绿阔叶林
、

热 带 半常

绿季雨林
、

热带雨林
、

热带针叶林和热带红树林等
,

分东部和西部两亚区
。

丁‘ 东部热带季雨林
、

雨林亚 区 本亚区属于印度支那季风雨林区 的 最 北 部
,

全

亚区受太平洋东南季风的影响
,

分两个植被地带
。

开‘ 季雨林型常绿阔叶林地带 这一地带包括半热带的台中北
、

闽
、

粤
、

桂南部沿海

一带
。

在大陆上
,

局部湿润生境的酸性砖红壤性土上
,

出现大戟科
、

桂林拷
、

厚 壳 桂
、

木荷

杂木林
,

在台湾中北部出现罗汉松科
、

青钩拷
、

刺拷 台湾拷
、

樟科
、

茶科杂木林
,

阔叶林内

小乔木层和灌木层多属热带树种
,

林下草本层有海芋
、

野蕉等
,

另有树旅
。

阔叶林破坏后次

生为桃金娘
、

岗松
、

野牡丹
、

大沙叶灌丛或含有上述灌木的马尾松疏林
。

桂南大面 积 石灰

岩上有含规木
、

核实木
、

闭花木
、

金丝李
、

肥牛树等半常绿季雨林
。

阔叶林破坏后次生为含

圆叶乌柏
、

野萍婆
、

酒瓶叶
、

野蔷薇的榕树
、

山麻杆
、

芋麻
、

野黄皮灌丛
、

矮 林
。

在 台
、

闽
、

粤

海岸泥滩上有稀疏矮小含 一 种灌木状红树林
。

耕作制度水田有双季稻连作冬 甘 薯
,

旱

地有双季玉米连作冬甘薯的一年三熟制
,

经济作物以甘蔗
、

木薯为多
,

还有 大 果 油 茶
、

千

年桐
、

棕桐
、

蒲葵
、

八角
、

肉桂等经济树木
,

巴西橡胶能在局部小环境正常生长
。

普 遍 栽有

荔枝
、

龙眼
、

忙果
、

橄榄
、

番石榴
、

番荔枝
、

蒲桃
、

洋桃
、

番木瓜
、

菠萝
、

芭蕉
、

香蕉
、

木菠萝等热

带性果树或果类
。

亚热带的杉木和毛竹在此地带的海拔低处生长不好
,

另有多种竹类
。

丁。 半常绿季雨林
、

常绿阔叶雨林地带 此地带包括典型热带的台湾东南角
、

雷州

半岛
、

海南岛和近赤道的南海诸岛等地
。

海南岛东南部砖红壤上有含青梅
、

细子龙
、

蝴蝶树

等为标志的热带雨林
,

西部为鹤古麻
、

槟榔青
、

海南锻等为标志的季雨林
,

季雨林破坏后次

生为南亚松林和桃金娘
、

岗松
、

野牡丹
、

大沙叶灌丛
。

石灰岩山上有含半 枫 荷
、

海 南 榄仁

树
、

海南倒吊笔等榕树
、

山麻杆
、

芋麻
、

野黄皮灌丛
、

矮林
。

山地植被垂直带有含罗汉松科
、

五裂木科树种的青钩拷
、

樟科
、

茶科雨林性常绿阔叶林
,

以及含广东五针松
、

海南五针松的

常绿阔叶杂木矮林
。

台湾东南部有含肉豆葱
、

台湾翅子树
、

台湾铁木
、

长叶桂木等 为 标志

的雨林
。

山地垂直植被有含台湾铁杉
、

红桧
、

台湾黄杉
、

台湾五针松的中山针叶树
一
落叶阔

叶树 含山毛棒
、

常绿阔叶树混交林
,

含台湾铁杉的亚高山台湾冷杉
、

台湾云杉林
,

海拨近

米的山顶为常绿革质叶杜鹃灌丛和禾草
、

杂类草草甸
,

而没有禽草草甸
。

海南岛海边泥滩上分布有茂密高大
、

含有十数种小乔木组成的红树林
。

耕作 制 度在

海南岛水稻可以一年三熟
,

偏南地区可一年四熟甘薯
,

还有冬花生和冬玉米
,

甘 蔗 开花结

籽
,

种子能发芽
,

但多利用宿根繁殖
,

除前述半热带所有的果树和经济作物外
,

还有巴西橡

胶
、

椰子
、

油棕
、

腰果
、

大粒咖啡
、

可可
、

胡椒
、

槟榔等
,

并可大面积栽培和丰产
。

香茅一年可

收割六次
,

海滨干旱沙地还有龙舌兰
、

剑麻
、

番麻等南海诸岛珊瑚石灰岩土上分布 着 草海

桐
、

小叶草海桐
、

羊角树等组成的肉质常绿阔叶灌丛
、

矮林
。

丁。 西部热带季雨林
、

雨林亚 区 本亚区包括过渡性的半热带和典型热带
,

分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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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部和西藏东南部
。

气候特点主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控制
,

旱季和雨季 分 明
。

因北

部有高原阻挡
,

冬季受寒潮影响很小
。

由于本亚区是多山地区
,

季雨林和雨林仅见于海拔

较低处
。

受太平洋季风影响的滇东南
,

在海拔 米以下的迎风坡和 沟谷中
,

分布着含 滇 龙脑

香
、

毛坡垒
、

四数木
、

隐翼等为标志的雨林
。

农业植被海拔 米以下有双季稻
、

冬玉米
、

甘

蔗
、

木薯
、

花生等以及巴西橡胶林
。

在海拔 一 米处有小粒咖啡
、

金鸡 纳 霜 和 大叶

茶
。

在滇南西双版纳海拔 米以下的砖红壤性土沟谷中有番龙眼
、

千果榄仁 树
、

刺 桐等

为标志的热带雨林
,

而在同海拔的低山山麓
、

丘陵则有大药树
、

西南紫薇
、

大叶白 颜 树
、

麻

糠等为代表的半常绿季雨林
,

季雨林破坏后
,

大片次生为牡竹林
。

在海拔 。。。米以下的石

灰岩土上有以龙血树 岩棕 为标志的光叶白颜树等季雨林
。

农业植被有双季稻
、

花生
、

甘

蔗
,

经济林有巴西橡胶
、

咖啡等
,

果树有忙果
、

香蕉
、

芭蕉
、

菠萝
、

柑桔等
,

药材有罗 芙 木
、

肉

桂
、

龙脑香
、

槟榔等
。

在海拔 米以上有大面积的茶园
。

滇西南木菠萝 普 遍栽培
,

干旱

坡上还种有耐旱的番麻
、

剑麻
、

香茅等经济作物
。

在喜马拉雅山东段的南侧海拔 米以下
,

湿润山坡上有以数种龙脑香
、

四数木为标

志的雨林
,

而在背风面干旱山坡上
,

则有阿萨母婆罗树
、

菠萝双等组成的季 雨 林
。

山地垂

氢带植被有铁杉 一落叶阔叶树
一

高山栋混交林带
,

喜马拉雅冷杉
、

丽江云杉林带
,

高 寒 篙草

草甸和杜鹃灌丛带
。

温 带 草 原 区

本区包括东北平原
、

内蒙古高原
、

鄂尔多斯和黄土高原
,

属于欧亚草原区的东部
,

分为

两亚区
‘ 北部草原亚 区 这一亚区属于温带草原

,

具有亚洲东部特有的羊草草原和线叶

菊草原
,

并有耐寒的大针茅
、

克氏针茅草原
,

包括两个地带
卜 线叶菊

、

羊草
、

杂类草草原和樟子松
、

榆树疏林地带 本带包括东北 平 原 及内

蒙古高原的东部
。

属于温带的森林草原地带
,

即典型草原和森林之间的过渡 地 带
。

在东

北平原的黑钙土平坦处为羊草
、

杂类草草原
,

并有大油芒
、

野古草
,

排水良好的丘陵为贝加

尔针茅草原
,

沙土上则为榆树疏林
,

现多已开垦
。

粮食作物以春小麦
、

大豆
、

高粱为主的一

年一熟制
,

还出产糖甜菜
、

亚麻等
。

在内蒙古高原丘陵山地上为线叶菊
、

狐茅杂类草草原 ,

坡地为贝加尔针茅或大针茅
、

杂类草草原 平坦处为羊草
、

杂类草草原 在沙丘上北部为草

原化樟子松疏林
、

南部为榆树疏林
。

因海拔较高
,

玉米
、

高粱
、

黄豆不适生长
。

大针茅
、

克氏针茅丛生禾草草原地带 本带位于内蒙古高原
,

属温带典型草原

地带
,

在滚质钙质土上有大针茅
、

克氏针茅草原和克氏针茅
、

糙隐子草草原 , 在沙质土上有

含锦鸡儿小灌木层的大针茅草原
,

即灌丛化草原 在沙丘上分布有柳类
、

篙类灌丛 在土壤

水分较充足的生境中也分布有羊草草原或含丰富杂类草和羊草的大针茅草原
。

在过渡放

牧的情况下针茅草原常演替为糙隐子草或冷篙草原
。

农 田面积小
,

以糜子
、

筱麦
、

春小麦为

主的一年一熟制
,

多采用隔年休闲制恢复地力
。

。 南部草原亚 区 这一亚区属于暖温带草原
,

具有喜暖的白羊草
、

黄背草草原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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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草原曾称为半稀树灌木草原 另有喜暖的本氏针茅
、

短花针茅草原
,

包括两个地带
二 白羊草

、

黄背草
、

杂类草草原和油松林
、

侧柏疏林地带 本地带分布 于 燕 山山

脉以南的黄土高原东南部和山西高原西部
,

属暖温带森林草原地带
,

即华北落叶阔叶林带

和暖温带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带
。

在黑沪土上分布着含有本氏针茅的白羊草
、

黄背 草 草原

和酸枣
,

荆条灌丛
。

栽培的刺槐生长良好
。

在山地垂直带上
,

中山阴坡有辽东 栋 林
、

油松

林
、

山杨
、

白桦林 亚高山阴坡有云杉林
,

阳坡有落叶松林
。

黄土高原大部分巳 开 垦
,

草原

植被只局部见于田边梁筛
。

农业植被以春
、

冬小麦为主
。

黄土沟谷中出产梨
、

苹果
、

杏
、

核桃
、

枣
、

柿等落叶果树
。

二 本氏针茅
、

短花针茅丛生禾草草原地带 本地带分布于阴山山脉以 南 的 鄂尔

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西北部
,

即暖温带的典型草原
。

在毛乌素一带以沙生植被为主
,

其中

以油满灌丛和黄柳
、

沙柳
、

小红柳灌丛最有代表性
《

沙地上的禾草有白草
、

沙生冰草
、

蒙古

冰草
、

沙竹最为常见
,

还有牛心朴子
、

猫头刺等
。

在黄土性土壤上 以本氏针茅
、

短花针茅草

原为代表
。

山地垂直带植被的特点是 偏北地区阴坡为辽东栋林
、

油松林
、

山杨
一 白桦林

,

而阳坡为禾草
、

杂类草草原 , 偏南地区亚高山阴坡为云杉林
,

而阳坡为辽东栋林和山杨
一
白

桦林
,

没有落叶松林
。

农业植被以春 冬 小麦为主
,

落叶果树有桃
、

梨
、

杏
、

葡萄等
。

一

,

矶 高寒草甸
、

草原区

本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部和南部
,

分为下列两地带

砚 禽草草甸
、

杜鹃灌丛地带 本地带南以念青唐古拉山主脊分水岭为界
,

北到日

西
,

青海东部
,

属高寒半湿润地区
。

偏东地段高原上
,

阴坡以含高山柳的常绿革质叶 杜 鹃

灌丛为主
,

局部出现鬼见愁
、

金露梅落叶灌丛 阳坡发育着圆柏稀疏灌 丛 和 高 寒 篙 草草

甸
。

偏西海拔 一 米的宽谷和丘陵上
,

广泛分布着高山篙草 矮 篙 草
、

矮 生 篙草

小满草 为主的高寒草甸
。

在河边滩地或谷地低洼处发育着列氏篙草占优势的高寒沼泽

化草甸
。

本地带基本上属牧区
,

只在东部海拔 米以下的谷地有部分农业
,

主要种植一

年一熟的青棵
、

元根
、

萝 卜等
。

班 紫花针茅草原地带 在青海东部海拔 米谷地
,

出产耐寒的油菜
。

本地带属

高寒半干旱气候
。

可分为两个亚地带

砚湘 紫花针茅和 白草
、

固沙草灌木草原亚地带 本亚地带位于藏南大喜马 拉 雅山

和念青唐古拉山一 冈底斯山之间
。

东部雅鲁藏布江上
、

中游海拔 一 。米的高处
,

以

紫花针茅
、

短花针茅等草原为代表
。

在海拔较低的山麓复沙地上分布有 白 草
、

固沙草
、

三

角草
、

三刺草草原
。

阴坡有含高山柳的杜鹃灌丛
,

阳坡有香柏灌丛
。

最西部的阿里南部海

拔 一 米的干河谷分布着沙生针茅
、

驼绒葬荒漠化草原
,

还有 石 生 麻 黄
、

木 亚 菊

等
。

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是西藏的主要农业区
,

有青棵
、

春小麦
、

豌豆
、

油菜
、

马铃薯
、

荞麦

等一年一熟制
。

近年冬小麦亩产达到 斤
。

砚。 紫花针茅草原亚地带 本亚地带 占羌塘南部直到青海西南海拔 一 。。米

的高原
。

普遍分布着耐早的紫花针茅草原
。

在黑河公路以南的湖滨或宽谷复沙 地 上
,

分

布有大面积的固沙草
、

白草
、

三角草草原
,

往北青藏苔草占优势的高寒草原逐渐 显 著
。

本

区为纯牧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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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 温 带 荒 漠 区

这一植被区属于亚洲荒漠区的一部分
,

可分为下列两个亚区

砚‘ 北部荒漠亚 区 本亚区只分布在北疆盆地
,

受到北大西洋和北冰洋气流余波的

影响
,

年降水量 一
,

各季分布均匀
。

北部有含沙生针茅的盐生假木 贼
、

小 蓬砾

漠
。

中部有大面积半乔木沙漠
,

即在半固定沙垄上分布有白梭梭沙漠
,

在固定沙丘下部和

丘间洼地有梭梭柴沙漠
,

二者常有规律地构成复合群落
。

它们多少混生有春季短 期 生植

物
。

在天山北麓以及伊犁
、

塔城谷地还有篙类
、

短期生草类壤漠
。

以上显示着与中亚北部

荒漠的联系性
。

但盆地内也有一定面积的膜果麻黄
、

梭梭柴砾漠的分布
,

这又说明它是与

亚洲中部荒漠的共同点
。

山地垂直带的特点是没有落叶阔叶林带
,

阴坡有亚高山 雪 岭云

杉林 天山
,

或亚高山西伯利亚落叶松林 阿尔泰山 阳坡则为山地草原
,

山顶有 高 寒篙

草草甸
。

农业植被全靠灌溉
,

一般以春小麦
、

马铃薯
、

糖甜菜
、

春油菜为主的一年一熟制
。

天山北麓有冬小麦
、

苹果
、

桃
、

杏等落叶果树
,

须埋土越冬
。

南东部荒漠亚 区 本亚区包括阿拉善高原
、

河西走廊
、

塔里木盆地和柴 达 木盆

地
,

受到太平洋东南季风的余波影响
,

年降水量为 。一
,

从东向西递减
,

雨 量 集中

在夏季
,

冬春极端干旱
。

完全没有白梭梭沙漠和春季短期生草类
、

篙类壤漠的分布
。

而本

亚区以矮半灌木岩漠
,

灌木
、

半灌木砾漠和多汁盐生矮半灌木
、

半灌木盐漠最为突出
。

飞、 白沙篙
、

油篙沙漠
,

珍珠猪毛菜
、

琵琶柴砾漠地带 本地带分布于阿拉善 东部
、

河西走廊一带和鄂尔多斯高原的西部
,

年雨量从东到西为 一
,

冬 季 无 雪 或少

雪
,

东部以猫头刺
、

油篙沙漠
,

以及藏锦鸡儿
、

三瓣蔷薇
、

沙冬青
、

四合木沙质砾漠和戈壁针

茅
、

矮半灌木为主的荒漠化草原为代表
。

偏西以 白沙篙
、

沙拐枣沙漠
,

珍珠猪毛菜
,

琵琶柴

砾漠
,

白刺
、

盐爪爪盐漠为代表
。

山地垂直带上
,

有油松林带
,

亚高山阴坡有云杉林带
。

本

地带的灌溉农业区
,

基本是一年一熟
,

主要作物有春小麦
、

糜子
、

马 铃 薯
、

水 稻 和 少 量玉

米
、

高粱
、

大豆
、

胡麻等
,

有些地方还勉强可种棉花
。

果树有枣
、

梨
、

苹果
、

桃
、

杏
,

瓜 类 有西

瓜和白兰瓜
。

姐 膜果麻黄砾漠
,

怪柳沙漠
,

合头草岩漠和裸露荒漠地带 本地带包括塔里木盆

地
、

柴达木盆地
、

东疆盆地和阿拉善西部等地的极端干旱地 区 年雨量一般小于
,

有

些地区甚至全年无雨
。

本地带除有大面积的流动沙丘
、

裸露戈壁和裸露盐壳外
,

以矮半灌

木的合头草
、

戈壁葬岩漠和琵琶柴砾漠
,

灌木的麻黄
、

木霸王
、

泡泡刺砾漠
,

多汁矮半 灌 木

的盐爪爪
、

盐穗木
、

盐节木盐漠等为代表
。

另在地下水较高的河流两岸盐性草甸土上有胡

杨林和红柳灌丛
。

山地垂直带植被只有零星块状云杉械 而没有森林带的出现
。

农业植被

在塔里木盆地和东疆盆地一带有冬小麦
、

玉米
、

高粱
、

棉花
、

中熟水稻
。

局部可一年两熟制
。

苹果
、

桃
、

梨
、

杏
、

枣等落叶果树
,

葡萄
、

哈密瓜最为著名
。

最南部有无花果
、

石榴
,

还可种长

绒棉
。

柴达木盆地海拔高
,

只有一年一熟的春小麦
、

青棵
、

马铃薯
、

油菜
、

豌豆等
,

那里由于

春冬季极少受寒潮影响
,

在作物生长季中日照时数长
,

辐射强
,

昼夜温差大
,

有利于淀粉的

积累
,

所以春小麦亩产可达全国最高纪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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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高 寒 荒 漠 区

本区分布于西藏的西北角
,

可分为两地带
卜 含 , 藏苔草

、

紫花针茅的垫状驼绒蔡半荒漠地带 本地带位于中羌塘高原
,

是

由高寒草原向藏西北荒漠过渡的半荒漠地带
。

高原面海拔 一 米
,

地面沙砾质
,

有

沙生针茅
、

西藏篙
、

驼绒黎
、

木亚菊混生一起
,

形成荒漠化草原
。

覆沙地段分布着斑块状固

沙草
。

在海拔 米高原面上有青藏苔草
、

垫状驼绒葬高寒荒漠草原
,

山地垂直带有紫花

针茅草原
、

稀疏垫状植被
,

局部还有小块的高山篙草草甸
。

本地带是野耗牛
、

野驴
、

藏羚等

天然牧场
。

植 垫状驼绒蔡沙砾澳和驼绒莫
、

沙生针茅荒漠地带 喀喇昆仑山与 昆 仑 山 之间

的羌塘高原北部
,

宽谷湖盆海拔 一 米
,

广泛稀疏分布着高约 一 匣米高的垫状

驼绒龚高寒沙砾漠
。

山地垂直带植被有青藏苔草
、

紫花针茅高寒草原和高山稀疏 垫 状植

被
。

阿里西部 米以下的干旱山坡上分布着驼绒葬
、

沙生针茅草原化荒漠
,

在更低的海

拔 一 米的河谷和山坡上
,

分布着中麻黄
、

瓜儿菜
、

驼绒菊等
,

河谷主要是种植青棵

的半农半牧区
。

人

一

爪 了 尸耐 ,

扩 肠了 , 犷 “汤 ,,, ‘ 又 , 了。

时

址 迈

八 ,

详
, ,

即切 ,

碑

址

址
一 迈 址

址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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