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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自然界中生物与非生物之间或者说植物与 自然

地理条件之间是相互依赖
、

相互制约的
。

植物是依靠

自然地理条件而生活
, 而 自然地理条件主要是涌过生

物
,

特别是植物而发挥其对人类更大的作用
。

植物在

自然界中或作农业生产手段来说
,

总是成纂地生长在

一起
,

这些与周围 自然地理条件有着密切联系的一霉

植物
,

可简称为植被
。

本文分别叙述中国各种自然地

理条件对于天然植被分布和农业的影响
,

井讨论这些

条件在农业发展上的意义
。

中国白切也理位盖和气候条件对于

植被和农业的班响

中国位于欧亚大 陆 的 东 部
,

东 经 从
“ ’ 到

, , ,

东西阵经度 ‘ ‘。

东部是太平洋沿岸 , 主

耍受太苹洋季风的誉响 , 西南部还受印度洋季风的影

响
。

所以全国从水南到西北
, 因受海洋季风影响程度

的不同
,

依次出现湿润
、

半千早到干早的气候
,

相应地

就分别以森林
、

草原和荒洪植被为主

我国东部和东南部雨量丰富
,

室气湿度较高
,

东北

山地到太行山以东的北半部
,

年降水量约为 一

毫米
,

沿海可达到 一 。毫米 青藏高原的东南

部的年降水量约有 一 毫米
,

其东包括西南山原

以及江南丘凌山地和东南沿海一带
, 约为 一 。

毫米
,

最高可达到 毫米
。

所以我国东半部是主耍
农业区 ,

一般不需要灌溉
,

就可种植早作 山坡或露石

上
,

单靠大气降水
,

就可值接生长树木
,

因此称为湿润

的森林区域
。

东北平原
、

内蒙高原
、

青藏高原中部以及西藏南部

距海洋较远
,

所受季风影响较小
,

年降水量约为 一
。毫米

,

称为半干早气候区 ,

这一带是以能耐早的多

年生生草禾本科植物所组成的草原为主
。

适应这种半

千早气候
,

植物表现在叶子狭而卷曲
,

或具有深根
,

或

枝茎有茸毛和刺等的特征上
。

草原里的疏林只分布在

蓄水较易的沙土或局部地段
。

那里以畜牧业为主 ,

但

东北平原和黄土商原的大部分现已成为农业区
,

具有

一年一熟的耕作制度
。

在典型草原地区 ,

同一块上地

上一般不连作
,

经常采用半休闲或全年休闲制度
,

以恢

复地力
。

农作物以耐早的种类如菜
、

糜
、

小麦
、

高粱
、

筱

麦
、

亚麻等为主
,

还有耐盐的塘用甜菜等〔‘ 。

青藏高

原中南部属于高寒草甸和草原区
,

也以畜牧业 为 主
。

在局部海拔 一斗 。米左右地方
,

可种耐寒的青裸

麦
、

马铃薯
、

圆根
、

小油菜等 ‘
,

内蒙和甘肃的西部
、

新疆全部和青海柴达木盆地
,

除高山外
,

受海洋影响较小
,

年降水量不足 毫米
,

不少地区只有 到数十毫米以下 ,

甚至全年 无 雨
。

在这样干早气候下
,

分布着真早生的灌木
、

半灌木荒

漠
。

荒漠中植物适应干早气候
,

表现在它们分布稀疏
、

植物的叶片缩小
、

或变成细刺
,

或退化为无叶
,

或变为

肉质积蓄水分 还有些植物具有强大的根系
,

便于利

用较深的地下水 ’ 。

那里树木或疏林只分布在地下

水位较高或有灌溉条件的地方
,

井且属于耐旱的小叶

树种如杨树和榆树等
。

只振灌溉才有农业
。

夏季白天

日照强
、

温度高
,

植物光合作用进行强烈
,

有利于塘分

的积累 夜晚温度降低
,

呼吸作用减弱 ,

植物体内塘分

的消耗减低
,

所以干早地区的瓜果 葡萄
、

哈密风
、

西瓜

等 特别味甜
,

是湿润和半千早地区所不及的
。

我国位于北纬
“ ‘

到
“ ‘ ,

南 北 跨 纬 度
“

’。

纬度位置决定太阳辐射角度的大小及其在四

季照射时间的长短
,

所以在我国东部的湿润森林地区

内
,

从北到南分为寒温带
、

温带
、

亚热带和热带 ”。

最

北部纬度高
,

太阳常年斜射
,

冬长无夏 ,

冬季酷塞 寒温

带 中部则寒来署往
,

四季分明 温带 较南部冬暖夏

热
,

四季常青 亚热带 最南部纬度低
,

太阳常年直射
,

终年如夏 热带
。

各带内的气候特征不同
,

天然和栽

培植被也就各有不同
。

我国寒温带仅包括大兴安岭北部鄂伦 春以 北 一

带
,

年积温 为 一 一 ℃ ,

年均温从 一 “

到

一 ℃ ,

最冷月均温从 一 “

到 一 ℃
,

绝对最低达

关于我国温度带的划分标准及其界限
,

目前还存在着
不同意见

。

一年内 日温 》 ℃
,

持续期内温度总和
。



生 物

到 一 ℃ ,

最热月均温不过 一 ℃ ,

全年无霜期约

一 天
。

适应这样生长季短
、

气温低的气候
,

表现

为以落叶针叶林为主
,

井有耐寒的厚层革质的常绿针

叶林 栽培植被只有一年一熟的喜谅作物如马铃薯
、

甘

蓝
、

春大麦等
,

而小麦
、

高粱
、

玉米和黄豆等只长茎叶
,

不能正常开花结实
。

温带包括北温带和暖温带
,

北温带指沈阳以北到

鄂伦春一带
,

年积温为 。。一 ℃ ,

年均温 一 ℃ ,

最冷月均温为 一 “

到 一 ℃ ,

最热月均温为 一

℃ ,

全年无籍期有 一 天
。

暖温带指淮河以北

到沈阳一带
,

年积温为 。。一 , ℃ ,

年均温为 一
“ ℃ ,

最冷月均温为一 “

到 一 ℃ , 绝对最低为一 “

到 一 ℃ ,

最热月均温为 一 ℃ ,

全年无霜期 有
。一 。天

。

由于温带具有严寒的冬季和炎热的夏

季
,

所似就产生了夏季枝叶茂盛
、

冬季落叶的落叶阔叶

林
。

落叶阔叶树还具有很厚的树皮和坚实的芽鳞以适

应冬季的严寒
,

防止过度蒸腾作用的进行
。

北温带的

冬季严寒时间较长
、

积温较低
,

只能栽培耐寒的小苹

果
、

秋子梨
、

李
、

杏等果树
, 而大苹果

、

桃
、

葡萄等如无防

寒措施
,

就不能越冬
。

农作物只能一年一熟
,

以喜谅的

春小麦
、

马扮薯
、

甜菜
、

亚麻等作物为主
,

还有早熟品种

的大豆
、

玉米
、

高粱和被稻
。

暖温带比较北温带的积温

为高
, 冬季严寒时期较短

,

春
、

秋季温度 日较差大
,

有利

于水果的塘分积累和果实着色
, 所以这一带是我国

主耍落叶果树产区 适宜栽培静多优良品种的苹果
、

梨

和桃等
,

还出产枣
、

柿
、

山植
、

樱桃
、

葡萄
、

核桃
、

板栗等

果树
。

一般耕作制度 ” 以冬小麦为主的两年三熟制
,

或以棉花为主的三年四熟制 水浇地或适宜土攘上也

有以冬小交为主的一年两熟早作制
。

此外
,

暖温带的

主耍作物 —冬小麦
、

棉花
、

花生
、

甘薯等是北温带所

不能栽培的
,

水稻品种以中熟或晚熟的被稻为主 , 冬小

麦属 中热品种 ,们
。

从淮河以南到南岭以南的北回归线一带属于亚热

带范围
。

亚热带可分为半亚热带和典型亚热带
。

半亚

热带包括秦巴山区和长江下游平原 除高山外
,

年积温

一般为 斗 。一 。。 ℃ ,

年均沮 认一 ℃ ,

最冷月均温

一 ℃ ,

无藉期 叨一 。天
。

本带属于夏季以水

稻
、

棉花
, 冬季以小麦

、

油菜为主的两熟制区域
。

材用

林以马尾松
、

黑松为主
,

常绿果树如相桔类只能栽在局

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
,

且产 和质 一般较差
,

而落叶

果树则生长良好
。

典型亚热带冬季温暖
、

夏季湿热
,

年

积温为 一 , ℃ ,

年均温 ‘一 ℃ ,

最冷月均温

一般为 一 ℃ ,

最热月温度大乡为 一 ”℃ ,

全年

无箱期为 一 。天
。

在这样沮暖湿润气候下
,

就出

现了具有光泽
、

革质的大形叶子而冬季不落叶的常绿

学 通 报 ‘ 年

阔叶林
,

在某些特殊生境下 石灰岩山或较冷山地 还
有落叶阔叶

一

常绿阔叶混交林
。

典型亚热带除出产核

桃
、

板栗
、

柿等与半亚热带相同外
,

漆
、

油茶
、

油桐
、

乌

柏
、

香樟等较为普湿 这一带是我国常绿果树的主耍

产地
,

有广柑
、

红桔
、

袖子
、

金桔
、

批把
、

杨梅等
。

耕作制

度除一般可一年水早两熟外
,

不少地区还可套作或加

上一季短期秋作
,

可称为两年五熟制 在水
、

肥
、

劳力条

件具备的地方
,

可种植双季水稻
。

水稻品种以釉稻为

主 ,

早
、

中
、

晚品种都有
, 冬小麦为 中熟和早熟品种 , 〕,

南部还有甘蔗
、

木薯等
。

热带包括南岭以南到海南岛
、

南海诸岛 一带
,

可分

为半热带和典型热带
。

半热带年积温 一 。。 ℃ ,

年均温 一 ℃ ,

最冷月均温 一 ℃ ,

平均绝对最

低一般在 。℃以上
, 每年间或有一

、

二次轻霜
。

典型

热带 年积温 。一 。℃或以上 , 年均温 为 一
, ℃ ,

最冷月均温约为 一 ℃ , 平均绝对最低不

低于 ℃。

我国东部热带由于寒潮的影响
,

个别年份
也可达到 。℃以下

。

在这样常年高温
、

没有显著冬季

的湿润气候条件下
,

就产生了树干高大
、

种类繁多
、

密

密层层的常绿阔叶雨林
。

由于高大的树干需要巩固的

基础
,

所以有些树木就发育着板状根 有些树木有树茎

生花现象
,

林内有大量的藤本植物袖绕在树干上
,

井有

静多附生植物
。

在潮水涨退的海湾内 , 分布着常绿灌

木或小乔木所组成的红树林 这种红树林在亚热带和

暖温带的海湾内就没有分布
。

热带的主要作物 有 水

稻
、

甘蔗
、

木薯
、

芋类等
, 而水稻

、

甘婆
、

黄豆等可在冬季
栽培 ’ · ’, 〕。 在半热带内可以普湿栽培荔枝

、

龙眼
、

枪

果
、

橄榄
、

番木瓜
、

菠萝
、

香蕉
、

芭蕉
、

番荔枝
、

白榄
、

乌

榄
、

洋桃
、

黄皮
、

木菠萝等果树 其中有些虽在亚热带也

能栽培
,

但却限于局部较暖的适宜地形或亚热带南部 ,

而且产量和质量较低或没有保征
。

那里有双季稻和冬

季早作的一年三熟制
。

典型热带还栽有椰子
、

腰果
、

油

棕
、

橡胶
、

咖啡
、

可可
、

胡椒
、

剑麻等经济植物
,

这些桩

物在半热带内虽能生长
,

都只限于适宜小环境中 ,

或其

产 和质量还不是理想的
。

在典型热带内一年可以

三熟水稻
,

偏南还可一年四熟甘薯
,

而北方品种的小

麦
、

油菜等由于不能通过春化阶段
,

难于结实
。

从我国所占的地理位置看来
,

除了西部高原以外
,

有很大面积是位于湿润的温带
、

亚热带和热带的范围

内 , 所以农业发达
, 出产多种多样的水果

、

用材林木
、

木

耕作制度主要指一年中能种棋食作物的文数
,

不包括

短期作物在内
。

典型热带的气沮记录数字朱包括南海诸岛在内
。

曾照准
、

李国珍
,

年由主要热带作物分布看华南
热带内的地带划分 初稿

,

年全国地理学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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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粮油
、

香料和轻工业原料等特产
。

在温带南部
、

亚热

带和热带内的耕作制度可以分别两熟到三熟
,

所以增

加复种指数来提高我国农业总产量是大有 潜 力 可 挖

的 但位于温带
、

寒温带的欧美国家
,

因受大气热量的

限制
,

既缺乏那些多种多样的农林特产
, 又不可能从增

加复种指数来增产
。

这说明在增产途径方面
,

我国地

理位食的优越性
。

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
,

除了寒温带和高原以外
,

各

地最热月均温一般是 一 ℃ ,

比较具有海洋性气候

的同纬度的西欧
、

日本和北美为高
,

例如北纬 。“

的黑

龙江省
,

能种植水稻
,

海拔 ‘ 。一斗 。。米的青藏高原
,

还能种青裸麦
、

马扮薯等作物
,

都与这种大陆性气候

—夏季高温分不开的
。

我国东部位于太平洋沿岸
,

夏季高温条件与丰沛

雨量相结合
,

对于森林
、

果树
、

经济植物和夏季各种作

物的生长起着很大有利作用 如果没有夏季海洋季风
,

南方就不会四季常青
、

形成鱼米之乡了
。

与我国同

纬度的欧亚大陆中心
,

因高温与千燥气候相结合 郎夏

季干早
,

却形成了荒漠植被
,

这不能不说明是与我国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有关
。

我国大阳辐射总量也是得天独厚的 ,

北方和高原

虽然总热量不及南方
,

但夏季 日光辐射强度大
、

白天植

物光合作用时间长
,

有利于淀粉的合成
, 而晚间温度

低
,

植物呼吸作用弱
,

消耗少
,

对于水稻
、

小麦等粮食作

物的产量有利
。

北方的水稻单作产量可高于南方
,

除

土族因案外
,

是与生长季的太阳辐射总量较高 有 关
。

冬小麦的上限在青藏高腻
,

能够达到 一 米的

原因
,

也是与高原辐射强
、

高空温度升高分不开的
。

我国的地理位债及其相联系的大陆性气候和东南

季风
,

对于农业固然带来若千优越性
,

但同时也产生一

定程度的缺点 , 由于多季季风时期干早无雨
,

夏季季风

潮湿多雨
,

形成全年用 分布不均
,

干季与湿季极为分
明 ,

雨量的变率很大
,

因而容易发生春旱秋涝炎害
,

所以

水士保持
、

蓄水
、

灌溉等各种措施就显得极其重耍了
。

二 中国的地形条件对于植被和农业的愁响

中国是一个多山国家
,

山区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

二
。

从第三纪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以后
,

西部形成山地和

高原 , 一值耀续上升
,

且因受雨水侵蚀较少
,

山势宏伟

东部山地因久经侵蚀
,

一般比较低缓 所以中国的地形

是西高东低
。

西部是大高原
、

高山和大盆地
, 除四川盆

地和准嘴尔盆地外
,

一般海拔高度大都超过 。米

号称为“世界魔留
,

的青藏高原
,

海核多在 。米以上
,

东半部主耍是广阔的平原和低山
,

平原海拔多 在

米以下
,

自北到南有东北千原
、

黄淮海平原
、

江汉平原
、

长江三角洲
、

珠江三角洲等
,

卒原中还有不同高度的山

地和丘陵 ‘ 。

我国的地形是十分复杂的 ,

不仅全国各区不同
,

就

是在同一个地区内 高山
、

丘陵
、

盆地
、

平原也经常相互

交错的
。

因之形成了大气候和局部气候及其所联系的

天然植被和农业的多种多样性
。

中国西北部的极端干早气候的形成
,

除了因距离

海岸较远外
,

是与周围的高山地形分不开的
。

太平洋

的水汽 从东部海岸到达黄土高原 ,

被六盘山
、

邪连山所

阻 印度洋的水汽从南到达西藏东南部谷地
,

被岗底斯

山
、

念青唐古拉山所阴 北泳洋的少量水汽达到新疆北

部的山地
,

被阿尔泰山
、

天山所阻 因此
,

造成河西走

廊
、

内蒙西部
、

新疆全部和西藏高原西北部的气候的极

端干早化
,

从而形成了那一带大面积荒漠植被的分布
,

以及无灌溉自无农业的现象

我国西北地区高山一方面与形成极端干早气候有

关
,

不利于农业 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若干优越性
。

由

于这些高山的存在
,

使天空冷室气的移动速度变陇
,

冷

室气被阻滞后郎形成降雨条件
,

所以高山上降水时间

延长
、

降水量增加
,

加以气温低
,

形成了万年冰雪
, 从而

山顶就成了天然储水库
。

因此这种干早地区 , 虽然山

下全年降水量很少
,

但每年高山冰雪在夏季融化后变

为地面径流或山泉
,

天然地灌溉着戈壁滩
,

抬高地下水

位
,

使低洼处土维湿润 ,

所以山前戈壁滩和低洼地上
,

就分别生长着多种天然资源植物
,

如药用的麻黄
、

白

刺
、 一

甘草
、

拘祀
、

列当等
,

单宁用的楔柳
,

固沙用的沙枣

等
, 纤维用的菠菠草

、

罗布麻
、

芦苇等
,

饲料用的铃当

刺
、

骆驼刺以及其他牧草等 有些地方还有大面积材用

的胡杨疏林
。

在那里人们利用山上冰雪融水
,

建筑灌

溉系统 ,

就把不毛之地变成葡萄园
、

瓜果田
、

水稻田
、

玉

米田等
。

由此干早地区的平原上
,

就可分别成为牧婚
、

农婚 绿洲 以及林业和轻工业原料荃地
。

正因为那里

全靠灌溉才有农业
,

人力可以控制水源
,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在我国千早地区反而很少发生早炎的原因
。

此

外
,

那些高山从山麓到山顶气温逐渐降低
、

湿度渐纷
,

就依次出现了荒漠
、

草原
、

森林
、

草甸等各种不同垂值

带的植被类型
。

各处高山都有大片草原
,

成了当地饲

养牛
、

马
、

羊的畜牧业基地 山上有森林
,

成了林业签

地 相应地就出产静多名贵药用植物资源
,

如贝母
、

霎

莲
、

黄精
、

党参等以及一些动物资源如石貂
、

雪豹
、

草

獭
、

香鼠等
,

为副业提供了物质基础
。

某些高山顶部还

有天然湖
, 出产鱼类

。

所以我国荒漠地区正是有了这

些高山 , 天然动物资源丰富参采
,

就具备了发展农
、

林
、

牧
、

副
、

渔业多种经营的 自然条件

我国东半部湿润地区山地的垂直带气候的变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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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联系的植被垂直分布现象
,

也很明显
。

东部平

原地区的森林
,

只见于山区
。

这些森林是我国的主要
用材资源

、

轻工业墓地以及动物资源的易所
。

它还是

天然生物蓄水库
, 由于山地比平原容易形成落雨条件

,

雨水落到森林里 ,

大部分沿着枝叶淋下
,

被林下的地被

物
、

枯枝落叶层所积蓄
, 缓慢地渗入土中形成山泉 ,

为

山地农田灌溉提供了必耍的条件
。

我国高山山脉的走向
,

在西部除了阿尔泰山是东

南
一
西北走向以外

,

其余如天山
、

昆仑山
、

邪连山
、

岗底

斯山
、

喜马拉雅山等都是东西走向
。

东部山脉除了秦

岭是东西走向外 ,

其他如大兴安岭
、

长白山
、

太行山
、

武

夷山
、

横断山脉
、

台湾山系等多是东北
一西南走向

。

在

各处高山的相反坡向上
,

植被有显著的不同
。

例如
,

南

北走向的川西二郎山
,

东坡因接受东部太平洋水汽的

影响
,

雨量多
、

湿度大
,

所以就出现常绿阔叶林
、

衫木

林
、

冷杉林等以及常绿果树
,

而西坡是背风面
,

气流下

沉
、

焚风作用使气温增高
,

气候干燥
,

就出现硬叶常绿

阔叶林 高山栋林
、

云南松林以及落叶果树
,

山谷还有

适应干热气候的肉质多刺灌丛
。

可是横断山脉的西

坡
,

因受西南印度洋季风的影响
,

植被分布情况恰与二

郎山相反 ,

常绿阔叶林出现在西坡
,

而东坡则为耐早的

植被
。

天山是东西走向的山脉
,

北坡是向风面
,

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北冰洋季风的影响 ,

所以北坡山地垂直

带中有大片云杉林带的出现 , 而南坡山地草原带代替

了北坡同高度的森林带 ’月 。

喜马拉雅山也是东西走

向的山系
,

南坡受着印度洋季风的影响
,

有各种森林

带
,

无草原带 北坡没有森林带
,

只有草原带
。

我国

东部低山不同坡向上
,

森林类型也有所不同
,

例如暖温

带北京附近山区海拔 米以下的北坡分布有 油 松

林和辽东株林
,

南坡则有侧柏林
、

搬树林以及大扁桃
、

山杏果树林等分布
,

海拔 米以下的南坡
,

有板栗

林
、

径皮株
。

所坦山地坡向不同
,

在利用方向上
,

有的

适于森林生长
,

应发展林业 有的适于草原生长
,

就宜

发展牧业 有的适于发展用材林
,

有的适于推广果树

在树种选择方面
,

也应有所不同
。

我国的高山和高原
,

对于冬季北来的寒潮也起着

一定的阻挡作用 ,

从而影响了气温和雨量的分布 所以

在同纬度地区由于有无高山的屏障
,

就表现在天然植

被和农业上的差异
。

例如四川盆地的周围
,

环绕着海

拔 一 。。 米的山地
,

尤其是北面的秦岭
、

大巴山

是冬季寒潮的屏障
,

加以夏季南来气流下沉
,

发生焚风

现象
,

所以盆地内气温 特别是冬季 较同纬度的长江

下游一带为高
,

那里就出现有亚热带南部所常见的樟

科树种占优势的常绿阔叶林
,

广泛栽培有榕树 黄确

树
、

甘蔗等
,

芭蕉可以结实 南长江谷地还栽有热带

性的荔枝
、

龙眼
、

香蕉等果树
。

这些情况都是同纬度的

长江下游地区如湖北
、

安徽
、

江苏等所没有的
。

云南南

部因有北部高原的屏障
,

不受寒潮影响 , 所以有热带雨

林的分布
,

栽培的橡胶树
、

油棕
、

椰子
、

胡椒
、

抽木等都
能生长良好 而在同纬度的桂南和粤南因无高山阻挡

寒流
,

就没有雨林分布和前述经济树木的栽培
,

郎使栽

培一般生长发育也不正常
。

西藏高原分别在海拔 一 。米的高度上
,

仍

有冬小麦的栽培
,

除了与太阳辐射有关外
,

也与地势

高
、

受不到寒潮影响分不开
。

新疆天山北坡山地的年

雨量较盆地高出数倍
,

也与含有一部分水汽的北冰洋

寒潮有关
,

所以天山北坡分布有森林垂直带
。

南疆因

有天山的屏障作用 ,

受寒潮影响较小
,

气候比较北班干

燥
,

冬季温度较高
, 所以那里薛多在北疆没有的喜温植

物如长绒棉
、

核桃以及其他落叶果树等都可以栽培
。

前述大地形对于天然植被和农业的影响
,

主要是

通过气候因素的变化而发生作用 但中地形
、

小地形和

微地形对植物的影响
,

主耍联系着土续性质的 变 化
。

例如在东北平原范围内
,

丘陵地形分布着灰色森林土
,

其上有蒙古株林 平原上地下水的临界水位达不到地

表的小地形高处为黑钙士
,

其上是免子毛
、

羊草草甸草

原 而农业植被 大豆
、

玉米
、

高粱
、

甜菜等 则多见于这

种地形上
。

在临界水位可达到土表的低处
,

土缝易发

生盐演化
,

分布着盐生草甸和盐生植被
。

芷是利用这

种规律
,

我国北方平原拿众为了防止表土盐演化
,

经常

有“抬土 ”的经验
,

郎加高小地形
,

使地下水的临界水位

达不到地表
,

以解除表土发生盐演化的因素
,

郎可正常

种植小麦
、

玉米等不耐盐的作物
。

在北方平原盐演化

土壤上微地形经常相差 一 厘米
,

表土盐分差别很

大
,

也表现在植被的不同上
。

由于微地形低处比较高

处容易积水
,

土壤湿度较高
,

因而土缝盐分在低处向下

淋洗的机会较多
,

含有盐分的土攘溶液由潮湿的低处
,

不断向干燥的高处移动 所以低处生长着草甸或盐生

草甸
,

高处就形成盐碱斑光板地或盐生植被
。

正是利

用这种微地形土壤盐分变化的规律
,

河南盐演士地区

的农民为着增高小麦出苗率
,

就在盐演土上形成小沟

郎冲沟
,

在沟内种麦
,

就可大大提高出苗率
。

以上说

明我国北方拿众改良利用盐碱土的农业措施的先进经

验
,

就是通过小地形和微地形的改造
,

弓 起土壤盐分变

化的道理
。

三 中国的土攘条件对于植被和农业的班响

一般说来
,

中国的土壤与气候有着密切的 联 系
,

张经纬
、

王金亭
, ,

西藏中部的植被 初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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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植被又与土壤是不可分割的
。

东部和东南部雨量半

富
,

土壤中可溶性盐分容易被淋洗掉
,

所以有酸性的各

种森林土 从北到南
,

依次有棕色泰加林土
、

灰棕色森

林土
、

棕色森林土
、

黄壤和杠壤
、

砖杠壤等 相应地就出

现寒温落叶针叶林和常绿针叶林
、

针叶一
落叶阔叶混交

林
、

落叶阔叶林
、

常绿阔叶林以及热带雨林等
。

到了半

干早地区 , 由于雨量渐少
,

土壤中石灰仍然保存着
,

呈

中性到碱性反应
,

从东到西
,

依次出现黑钙土
、

栗钙土
、

棕钙土等 相应地有草甸草原
、

典型草原
、

荒漠草原等
。

在最西部雨量极少的干早地区 ,

土壤中不仅保存着石

灰
,

而且在表土或接近表土中
,

还含有石膏 其北部有

微弱石膏层的灰棕荒漠土
,

南部有石膏层较显著的棕

色荒漠土 各种荒漠土上分布着各类荒漠植被
。

在高

寒气候的育藏高原东部的亚高山草甸土和高山草原土

上
,

分别有亚高山草甸和高寒草原 西部高山荒漠土上

分布着高寒荒澳
· 。

在中国各气候带内 , 由于地形
、

地质的不同
,

土壤

十分复杂 天然和栽培植被也随着变化很大
。

例如
,

在

湿润暖温带的北京附近山区 ,

在火成岩形成的中酸性

棕色森林土上
,

分布着辽东栋林
、

赤松林
、

油松林
、

板栗

林等
, 而在石灰岩或黄土母质形成的石灰性或中性褐

色上上
,

则分布着含榆科树种的落叶阔叶杂木林
、

侧柏

疏林等 而核扫川沐和枣树林则多见于石灰性草甸土上
。

在华北海边或内陆的盐演土上
,

长有肉质一年生盐生

植被 而在轻度盐演化草甸土上
,

就出现盐生草甸
。

沙

土上有沙生植被
,

沼泽土上有草本沼泽植被
。

在典型亚热带的四川盆地内
,

不同类型的植被也

显然与一定种类的土壤相联系
。

常绿阔叶林及其次生

或栽培的马尾松林
、

杉木林和毛竹林等只分布在酸性

黄壤上 而同一地区的石灰岩土壤上则不见常绿阔叶

林
,

只出现着具有好钙性榆科树种的常绿阔叶一

落叶阔

叶混交林及其次生或栽培的柏木疏林和慈竹林等
。

油

茶
、

茶只能栽在酸性黄壤或杠壤上
,

如果栽在石灰性土

上
,

就不能成活
。

杠橘
、

广柑主耍分布在河岸石灰性草

甸土和丘凌中性和钙质紫色土上
。

在典型热带的云南南部
,

常绿阔叶雨林分布在酸

性砖杠壤上
,

而落叶阔叶一常绿阔叶混交的季雨林
, 则

经常分布在石灰岩上
。

杠树林只分布在热带海湾盐性

沼泽土上
, 而内陆酸性沼泽土上就不见生长

。

在受海

潮攀响的热带海边沙滩上
,

分布着盐生草本沙生植被
,

而在地势较高的干燥沙土上
, 则有肉质多刺灌丛

。

在毕干旱温带的内蒙高原上
,

不同土壤也显然决

定着不同植被类型的分布
。

在壤质栗钙土上
,

分布着

草原植被 而在某钙土型沙土上
,

由于土壤较易蓄水
,

在北部的北温带长有樟子松疏林和愉树疏林
,

在南部

暖温带长有油篙
、

沙篙灌丛
。

低洼处盐生草甸土上分

布岌岌草盐生草甸
,

而盐土上则有盐爪爪小半灌木盐

生植被
。

在干早温带新疆的北部
,

土壤与植被的关系更是

十分明显
。

在砾质荒漠土上有假木贼
、

木盐蓬小半灌

木荒漠 在壤质荒漠土上有篙类小半灌木荒漠 在沙质

荒漠土上分布有白琐琐和琐琐柴半灌木荒漠 在石质

荒漠土上有合头草极小半灌木荒漠 在盐质荒漠土上

有盐爪爪
、

盐穗木肉质小半灌木荒漠
。

在同一气候带内
,

由于土壤的不同
,

农作物种类和

耕作制度也有所不同
。

例如我国暖温带南部的黄河下

游的河南北部
,

一般说是属于两年三熟制地区 ,

但耕作

制也因土壤而有所不同
,

在黄河上滩地的草甸褐色土

上
, 主耍为小麦

、

谷子的一年二熟制
,

在平原盐演化草

甸土上
,

就以小麦
、

大豆
、

高粱为主的两年三熟制
,

沙地

则多为花生或大豆的一年一熟制
。

又如亚热带四川盆

地的丘陵紫色土上
,

丘陵的不同部位
,

土层厚度和水分

状况不同
,

作物种类和耕作制度也有所不同 丘顶土

层浅
、

排水良好
,

冬季以豌豆
,

夏季以花生或杠薯为主

的一年两熟制 在丘坡土层较厚的地方
,

冬季以小麦或

油菜
,

夏季以玉米套作甘薯的两年五熟制 丘陵谷地则

为冬季蓄水的一年一熟的水稻
。

正是由于各地土壤的复杂性
,

我国农业的发展
,

就

应特别强调因土种植
,

合理用地的农
、

林
、

牧
、

副业多种

经营的方向
。

例如西北半干早和干早地区的畜牧业发

达
,

除了与气候有关外
,

也与那里存在着大面积的各种

石灰性土壤和盐碱土分不开的 这些土壤在没有改良

以前
,
虽不适种植王米

、

小麦
、

水稻等粮贪作物
,

但长有

很多禾本科
、

豆科
、

藕科等天然牧草或饲料植物
,

根据化

学分析结果
,

它们的营养成分是高于南方酸性土上的
,

有些牧草还含有盐分
,

饲养牲畜不需外加食盐
。

在西

北的盐演化土壤上
,

还长有静多野生的经济植物
,

如造

纸原料的岌岌草
、

纺织原料的罗布麻
、

编筐用的栓柳
、

药用的拘祀
、

材用的胡杨
、

沙枣等 这些植物的分布
,

为

发展副业和林业提供了条件
。

在综合治理黄淮海千原的早
、

涝
、

盐
、

碱
、

风
、

沙的

任务中 ,

在考虑工程措施的同时
, 因土种植也是重耍的

方向之一
。

防止春早
,

应保持一定比例的抗早作物如

谷子
、

高粱等
。

在解决秋涝问题上
,

宜适当扩大耐涝扰

淹作物如高粱
、

早稻的种植
。

在经常积水的洼地
,

还可

提倡莲藕
。

对于盐碱地的利用 , 应根据土壤不同含盐

量
,

分别情况推广耐盐早熟作物 或品种
, 如棉花

、

杠

花
、

田著
、

黍穆
、

冻高梁
、

大麦
、

菱草
、

碱谷
、

蓖麻等
。

沙

地除了营造早柳
、

簸箕柳
、

白腊条等防风林以及栽培

枣
、

杏
、

梨果树外
,

为着保征产量
,

农作制度应恢复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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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大豆为主的一年一熟制
。

亚热带四川盆地号称为 “天府之国 ” ,

除与湿热的

气候有关外
,

还与那里分布有大面积的含钙质和磷质

的沙页岩所风化的紫色土分不开‘ 长江三角洲
、

珠江三

角洲以及南方湖滨
,

都是我国粮盒仓库
,

也与各该处分

布着水肥充足
、

新冲积的微石灰胜草甸土有关
。

南方

除了有前远肥沃的土攘外
,

还有很大面积的酸性杠壤

和黄续
,

对粮食作物来说
,

肥力是不足的
。

但是根据植

物与土续关系的规律说
,

还不应绝对化地认为杠壤和

黄攘是瘦土
,

例如茶叶
、

油茶
、

马尾松
,

如果栽在前述肥

沃紫色土或草甸土上
,

反而生长不好
,

甚至还会死去
。

枉竣
、

黄族对另一些作物如谅薯
、

甘薯
、

小种花生等的

生长
,

在少量施肥情况下
,

能够生长良好 生长在这类

土壤上的烟草的质量反而较好
,

往往色泽金黄
,

芳香油

和塘分含量较高
, 而尼古丁和蛋白质含量低

, 用它制成

的排烟 ,

特别香醇
。

当然
,

为着发展粮食作物
,

克服南

方酸性杠续
、

黄壤的肥力不足
,

必需重视各种肥料和石

灰的施用 ,

还是不可缺少的
。

年

四 中国的历史自然地理条件对于植被的愁响

中国现代植被的分布
, 虽主要受着前述各种自然

地理条件的支配 但如忽略第三纪
、

第四纪以来的地史

变化过程
,

就不易全面理解
。

中国地史中的上侏罗纪一 白望纪的燕山运动
,

对中

国大陆的形成起着最大作用 从那个时期以后 , 中国地

质构造运动已处于相对稳定阶段
,

一般地势平坦
,

除了

藏南
、

塔里木盆地西端和台湾
,

仍为海侵以外
,

全部已

变为陆地
。

当时古地中海和南海环绕着东亚大陆
,

大

陆上的气温比现在高得多
,

在东北
、

内蒙
、

北疆一线为

暖温带
,

华中
、

青海
、

南瞪一线为亚热带
, 而华南和西南

则为热带 ”。

到了第三纪渐新统后期
,

地史上发生喜马拉雅运

动
,

大大改变了上侏罗纪一 白望纪以来的中国大陆的平

坦地势
,

于是西部青藏高原隆起
, 而东部地势也就相对

地下降
, 基本上形成了现代中国地形和气候的地带性

。

在这时期古地中海梢失
,

欧亚大陆联成一片
,

中国内陆

就形成了大陆性气禅、

到了第四纪初期
,

气候极度寒冷
,

全世界发生冰川

现象
, 中国大陆 自不会例外

,

但当时在中国大陆冰川 ,

大部为较小的冰盖散布于山区的顶部
,

有时伸出冰舌

或冰沉向平原流溢
,

而不象北美和欧洲全部被大陆冰

块所掩盖〔 。

中国正因为具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历史自

然地理条件
,

加以地形复杂
,

形成了若千古植物的避难

所
,

所以全国很多地区现代还保存着第三纪甚至白奎

纪以来的若干孑遗的植物
。

知道中国历史自然地理背景
,

对于理解现代中国

植被的某些类型及其植物组成的分布是必 要 的
。

例

如
,

在青藏高原东南部高山的海拔 一 米的寒

温针叶林 云杉
一

冷杉林
、

落叶松林 垂直带内
,

分布着
亚热带硬叶常绿阔叶林 —高山株林 “ “ , , 。

。
等

,

而这种相似的硬叶常绿阔叶林
,

则广泛

分布在现代欧洲地中海亚热带地区内
。

这种现象
,

就

不能单纯从现代自然地理因素来解释
。

但是知道了青

藏高原在白要纪地质时期还被古地中海所围绕
,

它是

在第三纪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以后才隆起的
,

而且现在

还是耀续不断地上升 据科学家估计
,

喜马拉稚山距今
,

一
,

年以来就堵高 一 米之多
。

很可能现在这类硬叶常绿阔叶林 高山栋类林 就是第

三纪渐新统以前古地中海时期所残留下来或由其派生

的植被
。

我国内蒙阿拉善高原荒漠地区 ,

位于冬季严寒的

温带气候下
,

该处一般植物都是冬季落叶的
,

但那里却
出现常绿阔叶的蒙古冬青 , , ,’一 。 ,滩 , 。 ,

灌木荒漠
, 暖温带的南疆

,

也有这类荒漠
。

显然根据现

代气候条件是不能解释的
,

这也可能是古地中海植物
区系的残余种或其派生的植物

我国东部在亚热带地区还分布着零星面积的地质

时代的森林
,

如四川东部利川县的水衫
, , , 叮 , ,

, , ‘ 。 ,

柑
,

广西北部和四川金佛 的银松
, 人 , 。, , 人, 混交林

、

广东南部河岸的水松

即 , “ “ , 户。 , , ,

林
,

西南也有零星分布着原始
银杏 碱 林等等 这些中生代古森林的存

在
,

可能与我国第三纪以来的历史自然地理条件
,

尤其

是第四纪冰川无特大的严酷影响有关
。

桔 语

前面谈到中国的水平地理位置 纬度和经度 所联

系的温度和水分条件
, 基本上制约着天然植被和农业

的分布
。

在一定气候带或地区内
,

由于山体大小
、

山地

垂值高度
、

坡向等所引起的气候变化
, 中地形和微地形

所联系的局部土壤的差异以及酸
、

钙
、

盐
、

沙等不同性

质的土绒
,

对于天然植被和农业的分布
,

都起着显著的

作用
。

在某些情况下
, 也不可忽略历史 自然地理条件

的意义
。

只是为了便于分析各种自然地理条件的作用 ,

本

文才分别地叙述它们对于 中国植被和农业所发生的影

周廷儒
, 中国自然区域分异规律和区划原则 油印 。

吴征益
, ,

植物区系学 油印

郑万钧
、

曲仲湘
,

湖北利川县水杉垠的森林现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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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介乙,,‘工二,几‘工

响
。

实际上
,

在自然界中任何自然地理条件之间都是

相互联系
、

相互制约的
, 而且它们也是共同地

、

综合地
、

同等重要地对天然植被和农业发生作用
。

当然
,

在一

个具体地段内
,

也不可忽略从全部自然地理条件中找

出主导因素来
,

这就是分析中国植被和农业分布规律

时应有的墓本观念
,

从而才有可能利用这些规律来充

分发挥我国气候
、

地形
、

土壤等条件的优越性
,

克服和

改造那些不利的 自然地理因素
,

为发展我国的农
、

林
、

牧
、

副
、

渔业而服务
。

﹃︸,份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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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菜是光合作用实脸的好材料

证明光合作用需要光才能产生淀粉的实验材料
、

一般是采用天竺葵
。

这种植物固然好
,

仅不一定

每个学校都种植
。

因此
,

这学期我们选用 了小白菜作为光合作用的卖验 材料
。

它的好处
,

首先是取材

方便
,

各校普温都有种植 第二是植株大小适当
, 利用盆栽

、

便于人工管理 第三是移栽容易成活
,

实脸

效果很好
。

裸觉演示实眺 在讲课前一个星期选取一株生长旺盛
、

叶片健全
、

无病虫害的小白菜移植在花

盆里
,

经过二
、

三天浇水管理成活后
,

再移到教室内二天
。

第二天选一叶片用光合作用叶夹 一面是挖

有五角星的 把叶的上下两面遮盖起来
,

有五角星的一面朝上
,

第三天上午把这盆小 白菜由教室移到阳光下
,

经过三个小时的照

晒然后摘下这个遮光处理后的叶片
,

除去叶夹
,

用酒精脱色
,

再用清水冲洗
, 然后平浦在玻瑞板 匕 滴上碘酒最后用清水冲洗碘

酒
,

稍为凉干后
,

叶片上五角星的部分就有蓝色出现
。

遮光的部分就不变成蓝色
,

这样光合作用产生淀姗的实验就成功了
。

为 了

使同学们能进行详细的观察
,

我们把光合作用产生淀粉的叶片
,

夹在两块四方形的玻璃板里面
,

并用纸条写上“证明释叶的见光

部分产生淀粉的卖验 经过阳光照射
、

见光的部分用碘酒处理变成蓝色
,

证明内部产生了淀粉 遮光的部分没有变成蓝色
,

证明

汉有产生淀粉
”
的说明

,

贴在两块玻璃板中间
,

玻璃周围用寸长的胶布把两块玻璃胶合住
、

防止叶片损坏卷曲
、

这样就便于在学

生中轮流观察
。

蕊
。

分粗实曲 室内分组实验感到困难的是缺少花盆
。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

我们就禾拥本校农婚菜园里生长的小白菜作为室

外光合作用的实验材料
,

选出阳光充足的菜畦
,

以小组为单位从中确定卖验株和对照株
,

然后将实验株的整株小白菜用竹篓 内

面需用黑纸糊起来
、
防止透光

,

或其他不透光的器具遮盖起来
。

二天后
,

拿掉竹篓
,

摘下叶片
,

用前面的方法股去叶糠素
,

滴上

碘酒
,

结果
、

她光后的叶片不会变成蓝色
。

对照株的小白菜也摘下叶片
,

同样用上远的方法进行处理
,

结果见光的叶片变成了蓝

色
。

福建省上杭才溪中学 冯任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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