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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9 人 000 
He BBA ee lie], A BUM A 960 万 方 公里 。 从 地 理 位 置 来 设 ， 位 艾 欧 亚 AE AY FR 

Fes 全 国 大 陆 本 部 从 北 入 18°H54°, AK 70°—135°; 此 外 南海 著 岛 赋 向 南 伸展 直到 北 

乔 4 左右 ， 逼 近 赤 道 。 由 从 地 理 和 范围 和 地 形 的 关系 ， 公 国 各 地 区 的 自然 环境 千差万别 ; 

因此 ， 和 森林 植被 的 类 型 错 符 复 什 。 而 且 大 部 分 地 区 的 森林 植被 ， 长 期 以 来 ， 受 到 不 同 程 

BEA, RRA, AK TIAA, VOR RHI RARE, BE 

AST i PRR, | 

XY BR PREBLE TT A REMY PRA AFR PERL AY BB By AR a AY 

FR PRAUR, REREAD RAE BE AST ERE 

BRP HE A) A YR AE Pa SE PR BAY = AHR oT DRE oH ARPA SER B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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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216 RE APTS WARE TO EAE BORIC, “OUR RRB math 
ARIE, BORMAN REE AN AR, LAURE ASA, 75 
IAB SH AAA, A DIERR RAI Le ROE TE HEB ROAM A 同时 
还 要 使 它 容 易 更 新 恢复 ， 对 水 土 保持 作用 的 得 以 维持 和 改进 ; | ae BEBE A AH OR bh 
产品 的 产量 与 质量 得 到 不 断 提 高 。 为 此 ， 就 需要 按照 森 休 特点 和 它 所 处 的 十 理 环境 条 件 、 
的 特点 作出 合理 区 划 ， 从 而 分 别 确 定 各 个 区 域内 摊 伐 利用 的 途径 与 措施 . 琵 处 ， 森 条 地 
理 分 区 还 有 助 蕉 确定 各 休 区 ， 人 定 休 区 或 安 牧 地 区 林业 的 发 展 方面 ， 狠 营 管理 的 集 移 程度 
和 步 又 ; 还 有 助 信 确定 新 的 生产 技术 的 推广 和 对 国内 外 优良 档 种 引种 的 簿 围 。 

我 国 森 休 地 区 和 范围 天 半 ， 权 种 丰富 ， 包 括 着 至 世界 许多 主要 森 休 植被 的 狂 型 ， 在 地 

PEL, ROUBINI PH, 气候 地 形 都 很 乐 复 多 样 ， 芝 在 其 他 即使 画 

二 面积 也 很 广 关 的 国家 也 是 少 有 的 情况 。 所 有 这 些 条 件 说 明 ， 对 欠 中 国 森 称 地 理 进 行 群 ， 

竹 深 大 的 研究 ， 对 森林 植被 类 型 作出 完整 的 分 类 系统 和 区 划 ， 除 了 直接 补充 至 忆 四 森林 
地 理 中 国 部 分 的 材料 外 ， 还 可 以 对 世界 森林 地 理 和 森林 植被 分 类 标准 的 建立 和 森 穆 植被 

分 布 规律 的 探 罕 作 出 有 丛 的 供 献 ， 植 被 中 森 休 植被 所 估 面 积 很 广 ， 双 是 植被 中 最 主要 的 

类 型 之 一 ， 也 是 最 复杂 的 一 种 类 型 ; 因此 对 森 休 植被 的 研究 与 区 划 对 失 整 个 植被 的 研究 

及 植物 符 落 地 理 有 直接 贡献 。 | me 
Ax ZC HEAL RAR PHBE Fal INS tb, GE PRL A, PED RR PHBE FP As TR 

FES APE UCLA TAY ISR, PET RRR MY 5D A ART 
HAGA, ic ERR AH WIE SE SEE AE ES RRP 

Sy Has GEDA AY DR SE EPR PH, PTE fits OE FE A 

KERR, WME LO RR, TIP HH rem aLER. 

SSRI HE ICEL, SEC ASR SSE MERE, BI 
Bi LSM MAH RA ARM RAMARSORES, SHIREY OM 

BEREAVED, EP EAE 

水 平 ， 很 难 拟 册 一 个 相当 恰当 的 区 划 方 案 ， 本 女 的 提出 目的 在 代 抛 乱 引 玉 ， 和 希望 能 够 引 

起 国内 原 业 科学 家 对 这 一 区 划 问 题 的 注意 ， 为 公国 休 业 区 划 提 供 更 可 靠 的 依据 。 

在 修改 本 稿 过 程 中 ， 作 者 天 次 参加 了 科学 院 自然 区 划 工 作 委员 会 的 学 避 与 计 论 ， 从 

国内 外 专家 们 吸取 了 不 少 宝贵 意见 与 经验 。 但 在 具体 区 划 中 则 站 不 与 自然 区 划 委 员 会 寻 

葵 意 见 完 至 一 致 ， 这 是 作者 觉得 森 休 地 理 分 区 提 与 其 他 上 自 SR ARSE ZS Al), BAZ 

望 各 方面 提出 批评 和 指教。 



中 国 森 厅 地 理 自然 分 区 煽 芥 

BH. FUE AB PAT, | (Schimper, 1898) 在 他 所 

“ 闭 植 物 地 理 一 书 的 附 图 中 ， 对 我 国 部 分 有 下 列 区 域 : 

1. RPK 《包括 森 休 与 草地 ) : 包括 东北 大 部 分 地 区 。 

2. 以 章 地 为 主要 演 蔡 顶 极 而 森林 窍 是 局 部 生 落 : 包括 寿 北 及 东北 一 部 分 。 

3. 雍 漠 《或 称 沙漠 ) : 包括 黄 荆 高原 北部 ， 新 疆 及 党 古 大 部 分 。 

4 

5 

. BUR: HIER, BR, 
GUE: 包括 西藏 ， 青 海 及 其 边境 。 

6. REPS: 包括 除 最 上 游 以 外 的 驳 个 长 江 流 域 ， 和 云南 高 原 的 一 部 分 
及 珠江 西江 上 流 。 

7. 亚 雨林 及 季 雨 休 : finite, SoM — Vier. HERA 洲 和 海南 。 
8. 热带 雨 休 及 季 雨 体 ， 包 括 云南 最 西部 及 康 藏 高 原 南部 边 称 。 

二) 解放 以 前 的 区 划 
1915 年 辑 权 妇 孝 授 代 轻 输 制 中 国 植被 分 布 图 ， 他 的 图 一 直 没 有 发 表 ， 直 到 1933 年 胡 

FEBS (1933) 在 他 所 篇 译 的 “世界 植物 地 理 ” 一 书 中 ， 在 中 国 一 节 上 引用 钼 先生 的 

方案 。 到 1951 年 玫 宗 女 数 授 所 著 “ 实 用 造 休 学 ”中 发 卖 了 气 先生 的 “森林 分 布 图 ”。 

加 先生 的 植被 分 布 圈 是 一 个 早期 著作 ， 其 内 容 大 致 如 下 : 

1. 热带 中 早生 森 休 带 (Tropical tropophytic forest belt) 包括 云南 东部 、 广 西 、 广 

东 、 海 南 岛 、 邦 建 与 浙江 南部 。 . 

2. 热带 多 两 森 全 带 (Tropical hygrophytic forest belt) 包括 西藏 南部 治 喜 马 拉 亚 

Wy AZ 

. Ueda PSL AER PK az (Temperate tropophytic forest belt) 包括 河南 、 淹 北 、 

江西 、 安 徽 与 浙江 北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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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罕 摩 侍 森 休 带 〈 即 针 华 权 及 ) (Narrow-leaved sclerophyllous forest belt) £J 

括 青 海 之 南部 ， 西 康 、 四 川 、 贵 州 、 湖 南 、 江 西 之 南部 甘肃 之 西部 、 甘 肃 南部 、 标 蕴 江 

ZED, BK, HER * 
5. PREF (BNR) (Savannah) 包括 青海 之 大 部 ， 山 西 、 河 北 、 加 东 、 江 苏 

北部 ， 外 绝 古 之 西北 部 。 

6. MAK (Chaparral) 包括 云南 之 西北 部 与 四 川 之 建 昌 。 
7. 草原 (Grassland) 包括 青海 、 西 康 、 西 藏 交 界 处 、 新 疆 、 内 外 受 吉 、 册 西河 

北 之 砂 部 、 壹 宁 黑 蕴 江 之 西部 。 

8. 沙漠 ( Desert ) 包 括 新 疆 之 大 戈壁 .内 外 党 古 之 大 瀚海 与 内 绽 之 鄂尔多斯 沙漠 。 
9. 高 山 植 被 带 (Alpine vegetation belt) 凡 各 和 省 高 至 3000 米 之 处 此 属 之 。 

这 个 区 划 主 要 是 按 洗 柏 氏 的 区 划 体 系 而 拟 衣 的 ; 除了 第 9 带 以 类 型 为 依据 外 ， 其 他 

各 带 基 本 上 与 地 理 区 域 的 划分 相 一 致 。 
圩 德 马 善 〈《Handel-Mazzetti， 1930, 1931) 把 我 国 植 被 也 分 为 9 SR, FERRY RA 

划 中 有 些 区 还 包括 其 他 亚洲 芍 家 。 

1. 中 国 东北 混合 休克 (本 区 天 型 包括 朝鲜 ) (The mixed forest region of 
northeastern China and Korea) 。 oP 

2 南部 艾 壁 幕 江 区 (The desert region of southern Gobi) , 

3. 寿 北 黄 寺 高 原 章 原 区 (The steppe-region of the loess-land of North China) 。 

4. Sep EKER 〈 本 区 类 型 包括 日 本 ) (The laurel region of central China 

and Japan) 。 7 

5. 中 国 热 带 区 (Tropical China) 。 

6. 去 南 及 川西 高 原 及 高 山区 ( The upland and high mountains of Yunnan and 

west Szechwan) 。 

1. 东部 西藏 草原 区 (The East Tibetan grassland) , 

8、 云 南 季 雨 区 (本 区 和 类型 包括 上 炳 多) (The monsoon region of upper Birma 
and Yunnan) 。 | 

9. PARE REE (The Tibetan alpine desert) , 

Sk— RRR LER MG BS, AED REE A Pe EAA RR 

草原 未 加 划分 ; EPR MR BSO AI TA, 对 从 后 一 点 李 顺 尹 先 生 

(1934) mit. 

193547 EBS i Mayr KE (1925) 的 森林 气候 人 带 的 区 划 方 法 ， 将 我 国 森 林 划 成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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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包括 而 建 永 安 以 南 及 广东 南部 和 海南 岛 ; 

2 : 长 江 流 域 以 南 及 西南 ; 

3 Fe Lt AL EAR; 

4, 攀 林 带 : RTT REAL —AB ST: 
5 

6 

RR LIRIAS RUA, AACA FASE RR OE 
.灌木 林带 : 包括 西藏 高 原 。 

RB ESE ERI Mayr 氏 的 划分 标准 ; Hes AD RE 
— F(0 PR) BAU BOAR, LEARY SER TSE LA RAIL, BE wa 
| «HELLA HME, AND SRR Ss, 
«1935 4F WRRBEISS (1935) 在 他 所 著 的 中 国 森 林 植 物 地 理学 讨 义 中 作 如 下 区分 : 

—, RH. 以 两 广 为 主 ， 大 建 、 贵 州 南部 及 云南 之 东南 隅 。 
ss, BRR: (一 名 常 篆 关 革 树 林 ) : 南 锅 北 诺 之 间 ， 揭 子 江 两 岸 各 省 餐 属 之 。 
是 三、 温带 林 : (— SRR) : 蔷 河 流域 诸 省 及 沈阳 内 党 一 部 均 属 之 。 甲 

淮河 流域 区 。 乙 、 黄 河流 域 区 。 
四 、 寒 带 林 :。〈 一 名 针 革 树 带 ) 

国 1936 年 楼 旺 氏 (1936) 对 我 国 植 彼 提 出 十 五 个 区 和 五 个 本 区 ， 但 他 的 方案 没有 对 个 
。 别 区 提出 明确 的 名 称 ， 实 际 上 是 植被 类 型 的 划分 ; FEAR, BT 

REES UMAR, HOA AE HOR, gE By Rr RET 

下 

tt 

RSPR “PIE” PRE, RT RC OMRC hth 15 ES, SEGRE 
85, PAS FES AREA, 
4 194047 SRHERIS (1940) iA BA HEIT 25 Pe: 

a 1. tpampbUL EE, 11. ARALARAKOE,, 
2, ‘PRESET 12. 东北 草地 区 。 

3。 短 章 章 原 区 。 13。 华北 森林 区 。 

4. 新 区 山地 植物 区 。 14. 黄土 章 原 区 。 

5. GRAM RE, 15. HEP Wyse, 

6. 青海 高 地 草原 区 。 16. HRUBRAE, 

7。 青 海 高 草 短 草 混合 区 。 17， 四 川 盆 地 森 灯 区。 
8. MR PS LL RFE A A, 18， 川 黔 高 地 森 袜 区。 

9, JERE ALOE, 19. NBG wnswae PRT 

10, 西藏 东南 和 丛 地 植物 区 。 20。 云 南 高 原 森林 人 区 。 



21. BUEN ABAEHK, , 24, REACHEPOTE 
22, HT AA Ht 5 ENCES 

SORES 23. KEM, | 4 

: SHER CR, RES CAR 
产 璐 和 

eh HN RARE ‘ 
2 ae RGIS SPE “PYLE (1941) 中 归纳 为 15 个 区 : Sn 

hes 1. FAH: 包括 西北 部 及 西部 。 10: EA, A RE 

lena 2。 短 章 章 原 : WAST RL. 部 。 
Bie Ae 3. 高 草草 原 : MRR. 11. PON HWA Be HE BPE 
t oN 4, Dw E, } 12. JIBER StS RIE HERK, ees 7 

Dae. 5. BE Nis 3 15, Wt, BL, Ot, OB Ge, MBDA 
me 6. EM, RATA, 2 hs 

> ee 7. 北 起 森林 南 坡 草原 。 由 14. i, BL, FZ A eR 
eu 8. WAR AH 15. HALE, ARE GAM, 
bee 9, Fests 5 BITE, 

ES AR 
4 Bw 区 : 甲 、 热 带 多 雨林 区 : 包括 海南 南部 及 广东 南部 。 = 

ae io 
SG a 之 深谷 。 
Bt 22, 亚热带 林 区 : 甲 、 亚 热带 多 雨林 区 : 包括 广东 北部 ， 广西 北部 mee, 

西 、 湖 南 、 四 川 、 湖 北 及 陕西 南部 之 山 赏 区域 。 

乙 、 亚 热带 干旱 休 区 : WRN RAMA 

3. 温 温带 森林 区 : ， 甲 、 在 原生 森 休 带 中 者 , 如 山东 ， 山 西 , RW PHB (Besa) =, 

i 乙 、 在 亚 干 性 之 灌木 及 章 地 区 域 者 : LPB OR 
ae : PEACEB, BRUGAERD, Re Aste PAAR ABZ. 
'¥ A, MRRP: Me (FAR). Be (Fest 

PR, ERAS POR) 兰州 附近 ， 黄 河 以 北 及 其 西北 部 。 .一 
4.， 冷 温带 森林 区 : 甲 、 森 林带 之 属 余 此 带 者 如 四 川 边界 之 高 山地 带 ， 甘 肃 南部 ， 

Bs. VEATE, WIECH Zee CS) WePE PRE (SR FE2ZOOOK DA Liz) BAR 

| ABA GUI ( 吉 休 及 黑龙 江 ) 。 

乙 、 章 地 区 : 局 共 于 区 者 序 所 谓 “ 章 地 ”如 西康 及 西藏 及 球 二 

re.’ 江 之 草原 〈 松 花 江 中 部 及 北部 ) 。 

叱 外 自 蓝 元 先生 按 林 业 行 政 划 为 八 个 林 区 : 〈1 ) 东北 林 区 ， (2 ) BR PR OR, 



(6) msi (7) me 
; 

: 

ee eee. eee Sie 

* (1) 尝 砂 地 (Barten sands) 

er, (2) iiRBARY% (Salt-tolerant plants) 

(3) 早生 植物 (xerophytic plants) | 3 
a 3. 草原 (Steppe grasslands), ied 22m 二 

bs (1) 短 草 草原 (Short-grass steppe ) : 

(2) HRP (Tall-grass steppe) 

eg. 侍 干旱 灌 六 (Semiarid brush) 

5 FA He K (Dry mountain flora) 

Bg 6. SIH (Upland forests) 

: e C5) Lg SE ICE RIESE ROLE Hh (Deciduous and coniferous forests, « 

ary type of Mongolian Border Uplands. ) | 

(2 ) 中 央 高 原 中 生 型 落 华 及 余人 药 休 (eta: and coniferous forests, moist 

ype of the Centoal Uplands, ) 

i 西南 高 地 温润 型 稠密 针 革 及 沙 华 休 ， (Dense coniferous and deciduous 

forests, humid type of the South-western Uplands.) | 

7. POJ\| AHL ARERR (Szechwan lowland flora) 

8. 高 陋 植 物 区 系 (High mountain flora) 

Q, 亚热带 森林 (Subtropical forests) 

10. #448 RA3EZE KR (Tropical broad leaf forests) 

3k— fn BI ZE AL LTE DUAR ICA eR Oh, 2 A BR RY 

Aap CS SS EE (i FST A AY FP Bi (1946) Ph, GSB CR BY ARI AG 

» ERS, RAHM MRE “PR” MDAC, Re 

%, 

i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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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 为 13 个 自然 植物 区 : 

1. RR: 包括 内 演 古 ， 天 山南 北 ; 

. 草原 植物 区 : 包括 松 焉 平原 及 内 尝 古 沙漠 南北 ; 

. 高 原 植物 区 : 包括 海拔 高 4000 米 以 上 之 地 。 

. 巷 和 新 山地 植物 区 ， 本 区 又 分 为 4 个 亚 区 ; 

. RAMs RHE: 

. 黄土 草原 区 ; 

7. 山地 混合 林 区 :， 包括 海拔 高 400 一 2000 米 之 山地 ; TLE RAT, PBIB AK 

巴 ; 东 自 素面 ， 西 至 骂 西 及 川 黔 高 地 ; 

8. 四 川 盆 地 林 区 ; 

9. 冲积 平原 植物 区 : 包括 华北 ， 长 江 珠 江 三 角 洲 ; 

10. 路 生 植物 包括 北 自 辽河 ， 南 至 江 渐 沿 海 ; 

ll. 温带 混合 林 区 ; 

12. 峡谷 谷地 植物 区 : 包括 西康 南部 及 泊 西 峡谷 地 带 ; 

13. 付 热 带 森 林 区 : 包括 南 湛 以 南 ， 两 广 丘陵 及 东南 沿海 。 

这 一 区 划 实 际 上 只 是 把 以 上 各 家 区 划 方 案 加 以 简化 ， 有 些 区 的 和 范围 很 广 ， 特 别 是 第 

9 区 包括 华北 以 至 曹 南 ， 扰 花 在 植被 或 气 供 上 都 是 完全 不 同 的 。 

郝 景盛 先生 〈1946) 将 至 国 划 分 为 12 个 区 : 

Menge, S2PaRR, SE4 HA, SEIE A, PAYER, Allie, HEX ME, BR, Zeb le, 

KUNE RM Bk, KIS RAMA, WARE A HPS ee RSE eG 

RRR, RIESE MM I TRO, SIA, PAPO. ABI 

Fly, ABINDA, SERS BASRA; FRSA TE HEI; 

MMETHSR AWS AMHR, FEL ABA BE. 

19482F SK RBH (1948) HABA 1ST PRE: 

1. BEPAMI ARIE (Syansk-Altai region) 。 

. 天 山区 (Tienshan region) 。 

| JW BALEE (Killien-Inshan region) 。 

. EAU (Changpai region) 。 

.兴安 区 (Khingan region) 。 

， 黄土 高 原 区 (Loess Highland regin) 。 

. RAKE (Tsingling-Tapa region) 

ON Os 7G) -— 

xy CN SUS Be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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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t (Minshan region) 

Oe 北部 西康 区 (Northern Sikang region ) 

10. 南部 西 康 区 (Southern Sikang region) 

a fir. 东南 部 西康 区 (Southeastern Sikang region) 

12. 泛 中 区 (Central Yunnan region ) 

13. 揭 子 江 区 (Yangtze region ) 

14 .东南 沿海 区 (Southeastern aritiine region ) 

15. 2 (Taiwan region ) 

16 .雷州 海南 区 (Luichow Hainan region) 

17.20 YARER (Salween-Mekong region ) 

18. 波 蜜 区 (Tsangpo gorge region ) 

ERT RPE DI, FERRIC AT MT AY HY bel LO Ze RE: 

x 1 .满洲 平原 (Manchurian plain) 2.,3€4¢2£/@ (North China plain ) 3.~>%4 RR 

. (Desert-grassland) 4, PG #"UEIX (Tibetan Tundra) 

Bey FETE) — 20 BREA SEP BAER A 7 AEA (Formation) (1) GigeARARH 

人 (Subboreal forest) ZAZ—BRUABAR (2) MeL H(Subalpine forest)， 云 杉 一 洽 

AK, (3) BHT MIUAFK (Morsoon Subalpine forest) R-AK, (4) 
请 加 屯 森 条 (Montane forest) , #\—#AA A (5) MWBPEM (Deciduous forest) , lj we 

了 BAER (6) 亚热带 森 休 (Subtropical forest) , PR— MAA (7) MRR KH 

(Tropical forest) , BB Ss A: He HH BR oe A AER SB, 使 区 划 不 致 因 类 型 

的 错 综 复 厅 而 成 为 不 完 正 的 地 理 区 域 。 在 区 划 中 西康 部 分 区 划 过 灿 ; 而 揭 子 江 区 则 犁 转 
Bo AR: : | 

; Pc RAS FEA TI “SE PRA” > (1949) 将 至 园 划 分 四 个 森 休 带 : 
1 热带 休 〈 榨 权 带 或 椰子 带 ) PLS RADA. BAR, Bed, GA, Wake, Rae 

呐 州 、 云 南 三 省 与 “ 朴 球 居 岛 ”之 南部 属 之 。 

2. 蚂 带 休 〈 樟 横 带 或 常 称 于 革 权 带 ) SSS. LO. A, SB Oe, 2 

及 安徽 、 江 苏 之 一 部 属 之 。 
3. 瀑 带 休 《水 青 图 带 或 落 革 树 带 ) PEALE, Deak, BE, PRL RL OB, 

H. Se, (GUANA RAR) Ric GHIA AIA) SA, EL KL BL 

iol, FEU A (SAAC AR AaRe) 南部 局 之 。 

4. Feige PR Cea er SEA) EST, TEE, RUA A, A 〈 现 为 河 

oa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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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省 ) REBRB7L, ARSAARAM, 5 ARE” SHB. 7 

这 一 区 划 和 王 正 先 生 (1935) 的 区 草 很 相似 ， 也 是 按 Mayr IG RAIN, SE 

DAS Sal Dee, Mk, Mag RZ BIZ. | . 

1949 AE PEAS HE Zs BAIE Sy KIS SR ( Wu,1950) , pumice edt) AP ATER 

ka: 

1. FAC WU Ha SS Et HE KA (The northeast boreal montane forest ) 

2. WARES RKIR «(The Shantung deciduous forest) 

3. 38> [HEYA KR (The central mountain mixed forest ) 

4 .西部 亚 高 山 耐 寒 休 区 (The western. subalpine coniferous forest ) 

5. 西 南亚 高 山 耐寒 休克 (The southwestern subalpine coniferous forest ) 

6. 四 川 釜 地 常 缘 休克 (The Szechwan basin evergreen forest) 

>. 江南 混合 休 区 (The southern Yangtze mixed forest. ) 

8 .南部 亚热带 季 雨 伯 区 (The southern subtropical monsoon forest ) 

9 .云南 高 原 季 雨林 区 (The Yunnan upland monsoon forest ) 

I0 .海南 亚热带 休 愿 (The Hainan subtropical forest ) 

11. PBK (The Taiwan forest ) | 

12. 黄 二 高 原 草 原 及 和 森 休 区 (The Loess upland steppe and woodland 

13. 东 北平 原 区 (The Northeast Plain ) 

14 .大 北平 原 区 (The North China plain ) 

15. 长 江湖 泊 平 原 区 (The Yangtze River locastrine plain) 

16 .西藏 高 原 姜 原 区 (The Tibetan alpine tundra ) 

17 .西北 天 草原 (The great northwestern grassland ) 

18. RRA (The Sinkiang-Mongol desert ) 

这 一 区 划 主 要 是 以 森 休 植被 类 型 为 主要 ， 同 时 以 我 国 的 各 种 松 局 的 各 种 及 重要 竹子 ， 
的 地 理 分 布 作为 分 区 重要 标准 (SE, 1956) ; 用 松 属 各 种 的 分 布 范 围 作为 划分 地 理 区 域 

BE MGA (1934,1941) 从 在 他 们 的 花 女 中 提 到 。 

这 一 区 提 各 区 的 命名 以 主要 森 休 植被 糊 型 冠 以 地 名 而 成 ， 各 忻 在 地 理 上 基本 相连 ， 

但 是 往往 界线 很 不 规则 ， 一 个 区 跨越 地 理 上 广大 范围 ， 地 理 区 域 性 仍 不 人 够 题 著 。 

除了 上 壕 森 休 区 提 以 及 与 森 休 区 划 直 接 有 了 关 的 植被 分 区 以 外 还 有 许多 植被 区 系 的 提 

4> (MER, 1935; Walker, 1944; Li,1944) ， 气 余 区 的 划分 〈 侍 1930; Chapman 

1933; 涂 1936; 381944;  Borcherti947) ， 农 业 区 的 划分 (Buck,1937) ， 与 地 形 地 亚 



中 国 森 林地 理 自然 分 区 炉 矢 

3 ms (EMI, 1939; Cressey,1944; farsi 1946) 等 : 兹 不 -一 列举 

= DL ET 

PID, MO, ELANE IIE MIE ST TARRY RULE, BE 

SAT ES A AEAL a) a SAE PR AE SE AS EEA PEA AY OM BR BA, 

根据 1950 年 的 森 休 分 区 原稿 择机 称 缘 成 计 义 1952) ; 19524625 pa BPR IES RE 
中 的 这 一 部 分 以 参考 女 件 发 给 大 会 代表 。1953 年 休 业 部 休 业 区 划 小 组 草拟 成 为 公国 休 业 

区 划 草 案 〈 休 业 部 ，1954，1957) ， 在 这 一 草案 中 将 公国 按 休 种 性 质 分 为 18 个 区 : 
1. 东 北山 地 用 材 休 水 源 休 区 

2. 东 北平 原 农 田 防 久 人 区 

3. 竹 南 碍 热 水 源 休 用 材 休 区 〈1957 年 版 改 为 估 南 ， 费 北 水 源 休 用 材 休克 ) 

4. 奉 北平 原 农田 防 访 休克 

5. 山 东 丘 陵 水 源 休 用 材 休 区 

6. 黄 王 高 原水 源 休 区 〈1957 年 版 改 为 黄 二 高 原水 二 保持 休 训 ) 

z. 莫 中 山地 水 源 休 用 材 休克 

8. 长 江 中 下 游 农 田 坦 岸 保 访 休 匠 

9 .四 川 梯田 用 材 休 区 〈1957 年 版 改 为 四 川 丛 地 梯田 用 材 休克 ) 
10 .南方 加 地 用 材 体 区 

11. HEP AEG GF PRR (1957 年 版 改 为 董 南 热 带 亚 热带 纸 济 休 原 ) 

12. 吝 洲 水 源 休 用 材 休 区 

13 .云南 高 原 特种 休 用 材 休克 

14. 西 部 高 山 用材 休 水 源 休 区 

15 .西北 内 这 农 牧 防 广 休 区 

16. 尝 新 灌 泊 农田 防 访 休 区 (1957 年 版 改 为 甘 新 灌 浙 农 牧 防 访 休 姑 ) 

17 .青藏 高 原 章 地 次 牧 防 锥 休克 

18. 藏 北 高 原 寒 漠 区 

这 个 草案 在 1956 年 全 经 加 以 修改 和 补充 ， 原 草案 对 每 区 的 记载 划分 和 范围， 特点 ， 体 

业 工 作 主要 任务 ， 主 要 得 休 树 种 及 安信 牧 比重 等 五 小 节 ， 靳 修正 版 将 特点 中 的 主要 森 休 

植物 类 再 一 段 扩充 成 狐 立 一 个 小 节 ; 将 休 业 工作 主要 任务 一 凶 分 为 休 业 工作 发 展 撑 项 与 

追 切 要 求 有 计划 发 展 ， 农 休 物 生产 ， 也 部 要 求 农 休 方 面 有 公国 性 的 区 划 。 作 者 藉 195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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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业 主要 任务 两 节 ; HERA HRA, WHER HR, wee Ree 

合 地 区 与 十 壤 以 便 失 各 地 区 在 造 休 或 更 新 工作 上 选择 风 种 的 参考 。 oe 

RRA RR, (STREP ME IE, JH 1Sha- ORR AY Fy FPR 

BRK, AP l6kA A OPA, CRBS AA Be) 

这 个 草 柴 在 1957 年 休学 会 便 经 进行 一 次 讨论 

对 植被 区 划 工 作 在 解放 以 后 著作 也 较 多 而 且 内 容 较 解放 前 为 充足 和 正确 ，1956 年 钱 
«2, RARBRAB RHA HS BURG BA Se” Zs BH Sy 1 2: 

1. WHFS AEG} HE PRAE (Subarctic coniferous forest zone) 

2. FTA AS AC PKAE (Cold temperate mixed forest zone) 

3. 7At8 3S ePKAE (Temperate summer green forest zone) 

4. PRIAAS YER Ze KAS (Warm temperate mixed forest zone ) 

5. 亚 热带 常 缘 林带 (Subtropical evergreen forest zone) 

6, SU ERRLMEAB AT ARE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monsoon forest zone) 

7. ee Let AE (Subalpine coniferous forest) : 

8. FA MAI, ARIA! (Dry mountainous forest steppe, 
Steppe and desert complex zone) : 

9. BARE fH (Steppe and meadow zone) 

10. Fare Pve ESE (Desert and semidesert scrub zone ) 

11. S/R PLB YEREM (Alpine meadow and scrub zone) 

12. G/AGRPERAM (Alpine cold desert ) 

Kj LEAMA SBER MD RAH ASR RE, FERRE LR aR, ASE 

ABFETEDT ANI, th A PSP PP i LS A TR, PD ae SE 

Da LE — iA AE, BE a YR AR LS ic 15 “Se 5 AT 8 EH A 
ATR, TE ABST AH EH HS BC ZR. 

. 针 革 入 区 (-E BRO AE EZR 16 EBA ) 

Gt BE Be ee BE hal SERS PR a CAE BIR 1G EB ) 

. 森 休 草原 及 草原 区 CAR ERR ERR EM) 

. 沙 革 闪 革 休 及 森 休 草原 区 〈 神 二 及 灰 神 二 区 ) 

落 革 阅 全 及 常 特 闪 全 混交 休 罗 《〈 黄 神 王 区 ) 

. fs RRA SE PR DSB) 

.热带 季风 两 林 区 CASE EE Be APTI BR) 

一 一 

YOON: CRS 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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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A GRRE) 

H Bg AE PR i FEO PA o> BO 

12. 干 草原 区 ESLER RSL) 

13.42 HERR HERR (ARGS HES LM ) 

14. 天 出 山地 植被 区 CE St ES) 
15. 阿 山 干 草原 及 山地 森林 区 (fo 1) ES RSH MK) 

在 该 艾 附 车 中 站 将 以 上 这 15 个 区 原则 分 为 44 个 亚 区 

最 近 钱 尝 兴 数 授 参 考 新 的 女 献 与 材料 ， 在 区 划 上 重新 作 了 修改 〈1957) 、 每 一 个 区 

的 命名 基本 上 都 以 主要 植被 钴 型 冠 以 地 名 而 成 ， 区 域 一 般 连 各 完 束 ; 其 匠 划 如 下 : 

1. 大 兴安 山 针 药 林 区 ， 本 区 分 为 2 STEER, 
2. 小 兴安 筑 长 自由 山地 针 融 革 混 交 休 区 ， 本 区 分 为 三 个 亚 了 区。 

3. 北 满 平 原 草原 区 ， 本 区 分 为 二 个 亚 区 。 
4. 华 北 落 革 并 革 休 和 森 休 草原 区 ， 本 区 分 为 6 个 亚 区 。 
5. 华 北 落 革 半 革 休 与 常 篆 并 革 休 过 滤 林 区 ， 本 区 分 为 三 个 亚 区 。 
6. 中 南 和 西南 常 季 关 革 林 区 、 本 区 分 为 4 个 亚 区 。 
2 .热带 季风 休 可 ， 本 区 分 为 4 个 亚 区 。 
8. 康 省 山地 植被 区 ， 本 区 分 为 2 个 亚 区 。 
9 .西部 山地 针 革 林原 ， 本 了 匠 分 为 4 个 亚 区 。 

10. 南 山 草原 章 甸 灌 壮 ， 本 区 分 为 三 个 亚 区 。 

11 .高 原 寒 漠 和 藏 布 江上 游 河谷 区 ， 本 区 分 为 二 个 杠 区 。 
12. 内 党 和 附近 干草 原 区 ， 本 区 分 为 五 个 亚 区 。 
13 .中 芝 漠 和 莞 漠 区 ， 本 区 分 为 三 个 亚 区 。 
14. 天 山 山 地 植被 区 ， 不 分 亚 区 。 

15. 阿 山王 草原 和 森 休 章 不 蔬 ， 本 区 分 为 三 个 亚 区 。 

1956 年 侠 学 爆 及 局 淤 之 两 至 授 参 考 HL.IL 格 拉 西 莫 夫 ， 局 深 之 数 授 所 豆 壮 的 土 记 章 加 
和 中 国 科 学 院 中 攻 自 然 地 理 苇 称 委 会 植被 区 划 租 讨论 的 章 人 染 竹 成 “中 国 植被 土壤 分 区 图 

《1956) ， 人 学 煜 、 陈 昌 利 、 王 献 清 诸 先生 〈1956) 站 粳 著 以 主要 土壤 起 型 为 参考 的 中 

国 植 被 ， 其 区 划 如 下 : 

1 .人 针 革 休 一 生 草 灰 化 二 区 (The coniferous forest podzolic soil region ) 



50 wi ee a a 

2. St HE EE BE he PR Ee (OL, ERR KE ks (The region of mixed coniferous 

and deciduous broad-leaved forests——podzolic soils-and brown forest soils) 

3. PERE TEKH REL, EEK, #§-EE (The deciduous broad-leaved 

forest Brown forest soils and kolichnevie soils region) 

A. JERERARE, Fe MERA FE LAC PK — ER Lk (The region of mixed deciduous and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s———Yellow .podzolic soils and Yellow korichnevie soils) 

5. a eA PKR RE, AER (The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zolic soils and red podzolic soils) 

CA) AR ED is CR LE BURR EAR ak a fe (The eastern evergreen broad- 

leaved forest——Yellow podzolic soils and rendzina soils subregion ) 

(2) Datbir kh 3 KAGE AT AZ AE aa ( The western evergreen broad- 

eaved forest 

Yellow pod 

Red podzolic soils and Terra-rosa soils subregion ) 

6. FAAS E RUS PR— Ba HEATER (The tropical monsoon rain forest- 

lateritic soils region ) 

7. FRR BRAS — A+ RLM ( The forest steppe 

nevie soils region ) 

(1) FRAG PK ECR —4-+E HR (The northeastern forest ssteppe——Chernozem 

subregion ) | 

(2) DQdIEAR MEL — 7g: aha (‘The northwestern forest steppe———Ziero-hori 

chnevie soils subregion ) 

8. 于 草原 一 栗 钙 二 区 (The steppe-——Chestnut soils region ) ‘ 

9 . he oe Se ic — RPL ee ela (The semidesert and desert 

ozem and desert soils region ) 

Yellow- 

Chernozem and ziero-Korich 

Zier 

10. PA 4EW|He_a—— (Mountains of the Northwestern China) 

11. ARS WA ee (The mountains and plateau of East ‘libet) 

12 .西藏 高 原 (The Tibetan plateau) 

3% — [is SE ARPES AERA ARTA. JCS, PPS SR BARS AY 

“op Ba Aa Oe lak al BES, LEGER SCAT AY “FABER SP ETE SSS D5 Be oy 

相似 。 这 一 方案 在 植被 的 划分 以 气 供 为 主 ， 地 形 不 加 考虑 ， 因 此 广大 的 平原 与 山区 未 加 

旦 分 ， 而 同一 山 筑 则 加 以 分 划 。 a ea ens 6 saan 如 第 3 Wal 

目 沈 阳 以 北 ， 南 到 河南 南部 ， 在 这 一 区 内 在 气 优 上 南北 有 很 大 区 别 ， 在 植物 种 类 上 也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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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司 。 其 他 如 第 5 区 第 7 区 第 8 MCRATAULLNAAE, AT SEAR TPRR LHe 651K 
。 天 册 西 部， 阿尔 太 山 ， 东 到 白 蕴 江 流域 ; 第 12 区 西部 包括 芜 者 ， 东 部 包括 大 小 金川; 这 
。 些 在 植被 竹 型 及 环境 条 件 上 就 有 很 大 不 同 ， 在 植被 查 源 的 开心， 与 十 地 生产 力 的 利用 将 
。 有 本 袖 上 的 差别 。 
。 。 作 万 多 数 授 在 他 1952 年 的 树木 学 训 义 中 将 公国 分 成 12 个 区 如 下 : 
a 工 .阿尔 泰山 条 区 。 ”6. 西 郭 高 耳 林 区 : (1) 康 北 亚 区 ; (2) BARRE 

= 9 7eysKUE, _ RS (3) 请 东南 亚 区 。 

a 3. 东 北林 区 : (1) 大 兴安 徽 亚 区 ; (2) 东部 亚 7. BAG ICR 
oS (3) MEAP BRR; (4) PETAR, 9, Rit vs ME 
er ee Oe OLDER, 
asm; 〈 3 ) 酌 东 西区 ; 〈 4 ) 东北 党 海王 醒 ; 10. 海 南 高 凸 宁 区 。 

(5) EE, 11. Se, 
r 5. WBMP: 〈1) 北部 亚 区 ; (2) ABER, 12. FE eR , 

SRA 56 T. Fai £81956 47 Fee ER eS ASP BBR PRT TEL (1957) 小 册子 ， 

eS BASS wR AP: | 

d 1. 东 北 内 党 针 人 休克。 
(1) AMIE ME (2) DME REE TR, 

2. SEALFE FR i, 

a 3. Bi PRK : 
二 (C1) BAAR PRE; 〈2 ) KURA PRR; 〈3 ) OR BEALL SE EHS Be 

(4) 塔里木 河沿 岸 衣 杨 休 罗 。 
国 。，、 4. 辜 中 区 一 一 长 江 流域 杉 松 休 工 。 

5. 中 部 高 山 针 革 体 区。 

(1) 新 连 山 针 革 体 区; (2) 黄河 上 游 针 革 休 区 ; (3 ) FABBP PREP BEV AE 

PRES 〈4 ) 高 原 东 坡 针 革 混 交 休 区 ; 《〈 5 ) 四 川西 部 高 原 河谷 针 革 区 ; (6) 云南 北 

部 边境 针 鞠 混 交 休 区 ; 〈 7 ) 雅鲁藏布江 中 游 钙 革 休 克 。 

6. 云 南 松 休 怕 。 

7 .亚热带 常 浆 于 休克。 

=. 中 国 森 林 的 地 理 环境 

SLR 48H (ALND, 1953) : 植物 和 动物 不 同 ， 因 为 植物 不 能 能 移动 ， 所 以 

植物 对 所 处 环境 的 关 傈 更 加 密切 。 除 了 洗 晴 植物 以 外 ， 植 物 和 终生 定居 在 那个 后 长 境 环 ， 



ee 
和 横 ， 岛 柏 ， 及 南京 栽植 多 年 的 樟 山 都 受 冻 或 沼 死 ; 因此 这 些 梢 种 在 这 - 带 兄 天: 

不 是 偶 贿 的 ， 在 多 风 或 强风 吹风 的 地 区 ， 许 多 草本 植被 可 以 在 表 风 的 局 部 地 区 生 
是 高 大 的 枯 森 就 需要 较 高 的 表 风 地 形 ， 也 有 在 某 些小 地 形 背风 处 幼 顶 生长 良好 ， 但 : 

Sa Ea DT REE SI Ew he 
BP fe IGE T Vere, URI R SEES i) ESL, PRR PTT DA 
BGA, BRAUER FERRI A PE RRL. HACIA RE, TERE 
ce Ey PRS EBs 32 9S LH TELA I, BOR ARETE AREA DAES 地 改变 纪 

。  。 葛 ， 一 般 不 能 和 家 作物 一 样 进 行 大 景 施肥 ， 注 浙 ， 防 寒 等 措施 。 
村 条 和 自 儿 环境 如 此 宕 切 而 重要 ， 各 种 外 外 内 素 对 森 体 的 影响 是 综合 的 (Helen 

7 atie) ， (Allee JEPark,1939) ， 但 是 其 中 有 一些 因 素 更 为 重要 ， 所 有 一些 因素 在 不 
驶 下 显示 出 它 对 森 休 分 布 或 生长 的 重要 性 。 SUT AOE 1 
pei F a 

Pa eee aiimmt nih tke ai eer A aioe 
He EAE SL HEC NEA, ASE. Ha BAY Ha WZ LS yO HY SRR — RSE BK 
地 形 还 可 能 影响 隘 近 地 区 的 气候 条 件 。 

DACRE PRR CALE BLO TEWISE, TRIP NM RE TE EE aa 
明显 的 森 休 区 域 的 界 巍 。 

现在 将 公国 地 形 的 轮 贸 和 特点 与 有 了 关 森 休 分 布 的 亲 个 方面 简 述 如 下 : aT 
Pp TEES REMY, OHTA EAA, eee, CR | 

BA, 1955), 这 种 地 理 分 布 不 规则 的 因素 却 题 著 地 影响 有 规律 性 的 气候 ， 土 壤 和 植物 ， 



本 

Re CHEE, 1953). 
ae Fe AiG EBT mG thie mam ETA se, 
fans) 百分比 地形 类 型 别 〈 相 对 高 度 差 ) = 

ii 
+ t 

‘ 0 一 580 米 16 平原 区 300 米 以 下 ) 12. 

 500—1000% 19 ht tas 
1,000—2,000% 28 丘陵 (200—1 000K) 10 ja 
2,000—5,000% 18 高 原 7 

000 米 以 下 19 mau] (1, 000% LAI: ) 33 

© EG JCA ETE eH RH RR Ze 5 AMMAR 
By Ati SRAM, Te) YE eH GLH NR TIO | DUSKY BC ae SCE TS 

a 的 气 优 规律 ， 合 我国 植 窟 一 包括 厅 休 植被 在 内 的 地 理 分 布 规律 和 区 训 方 法 不 能 简单 探 
”用 国 外 学 者 的 各 种 方案 来 解释 和 区 划 。 
i, NB TEAL A, ATA ACG BN EI I; — SLT EEG 3% 4 000— 
5, 000%, HK — iA JRTI TU EDEBAIRBERE (Lee, 1939); 大 臻 可 分 为 三 级 (ILI) 。 

Vi GS DONG SRE ES OEE, REISER DE, te PER PAO IE PRR oe 
RATE AR ah A TRG HG (HEAR IHI10002K) ; 在 东北 面 下 降 为 黄土 高 原 〈 海 技 
”高 绝 1500 米 ) ; 东部 下 降 为 四 川 人 地 (海拔 高 500 一 1000 米 ) ; 东南 部 下 降 为 云贵 高 原 
(海拔 1,500 一 2,000 米 ) 。 在 这 第 -一般 的 降落 的 边 绿 地 带 ， 成 为 地 形 十 分 复 厅 的 是 后 地 

TSS 高 峰 深谷 ， 县 年 陡 壁 ， 峰 禹 惨 夏 ， 形 势 峻 险 。 东 南部 接受 外 来 水 汽 ， 降 水 量 高 ， 河 
AOE AIRE, ARMIN SBA, SI, ASI MERIT, yaar, 

Sil, FRAIL; MPRA RUAN, AB, 折 多 山 ， 元 易 山 与 安室 河 ， 大 滤 河 ， wx 
江 ， 岷 江 ; 甘肃 南部 的 碎 石山 和 西 便 山 与 白 龙 江 等 地 形 起 伏 变 化 很 大 相对 高 差 县 殊 的 高 
峰 幢 谷地 形 。 

在 这 一 广大 的 山岳 地 区 ， 由 疼 河 谷 与 高 峰 相对 高 差 很 大 ， 由 河谷 到 山 春 的 重 直 的 地 
理 环 境 迪 然 不 同 ， 森 休 植 物种 类 及 植被 类 型 丰富 复杂 ; 但 以 耐寒 斜 叶 休 为 最 主要 ， 如 痊 
杉 ， 云 杉 ， 铁 杉 ， 落 革 松 等 种 类 都 很 多 。 这 些 针 革 休 下 层 的 什 床 ， 灌 木 种 类 更 是 复 杀 ， 
渝 竹 和 杜 鹏 及 许多 林木 拥塞 休 下 ， 密 不 通 人 ， 地 去 若 花 也 很 丰富 。 东 部 高 山 针 华 休 的 松 
HH (Usnea longissima) ， 县 措 注 树 ， 非 常 特殊 。 至 於 在 针 革 休 带 的 下 展 更 有 许多 并 华 

Se, AN, ANTHEM TH MEM mRNA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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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HPRARPBiES. (Wilson, 1920; Cheng, 1939; %%, 1941) 

Fk iM, MUMLAOHER, “EMOREAU, JERR RTT 

游 ， 年 降水 量 超过 1500 SK; MEANS RERS, BE. 所 以 林木 生长 高 天 

(38, 1939; 吴 ， 1941 ) 是 我 国 大 陆 上 首届 一 指 的 地 方 ，〈 从 储 国 范围 来 属 ， 仅 赤 藉 

BBE) 。 

en a ee ee 

KRHEBAW AE (BREN). BERR SSWUSESER (传说 供 修建 随和 

园 用 ) ; (AAR AAR BM ARES, RBA ( SHA BEA) BMA ETS, 

到 1940 年 前 后 还 可 在 林内 见 到 。 PRES NEMA ee 

Hit PES RET A Tm RADY AG PK, EHSL DIE 

FREAD, WWE I, ASA SU, HATES 
AG, MR MATHER, (LAK, SE EAR EE 

降水 量 均 不 足 100mm, 河流 割裂 不 题 ， 许 多 河 菠 从 山区 流出 而 消失 疼 登 地 或 借 注 基 流 

逐 不 定 的 内 陛 湖 泊 。 山 葵 地 带 气 侠 干 燥 ， 气 漫 变化 很 大 ， 完 全 为 大 陆 性 沙漠 气候 ， 除 看 

腰 有 时 有 少许 森 体 外， 其 从 都 是 干草 原 及 落 漠 。 
在 疡 过 山区 向 南 ， 川 汉 四 区 以 北 ， 黄 寺 高 原 与 西藏 高 原 之 各 的 帅 合 地 璐 -破产 地 关 

BLA, LEHRER, RBM Ss Db Re 
viel : 

从 第 二 般 阶 梯 向 外 , EACH SE BS GDI ANAC, (PER 
鹊 在 200 米 以 下 ) ; 在 辈 北 由 黄土 高 原 越过 太行 山 为 华北 平原 (海拔 高 在 SO KLIP). 在 

华中 ， 秦 簧 向 东 延 伸 直 过 江淮 平原 的 西 缘 ; 其 炎 在 长 江 中 游 从 宜昌 以 东 地 形 朗 下 降 为 江 

江平 原 〈 海 拔高 在 50 米 以 下 ， 宜 昌 技 海 高 为 70 米 ) 。 但 由 此 向 东平 原 与 山地 相交 钳 直 到 

安徽 东部 。 在 长 江 以 南 由 云贵 高 原 向 东 向 南 为 江南 丘陵 及 华南 丘陵 地 。 在 云南 高 原 的 南 

部 由 高 原田 地 ， 山 势 下 降 ， 谷 地 天 展 成 为 泛 南 丘陵 河谷 地 区 。 

炉 的 说 ， 从 第 二 航向 东 向 南 多 数 为 平原 低地 ， (tek Pa > 在 东 

北平 原 之 东 有 长 白山 有 版 ; FEI RICA RUIN: RRS, FRA BAR eM 

熏 西 山地 ; 在 长 江 以 南 地 形 更 复杂 。 在 安徽 上 南部， 浙江、 江西、 福建 、 湖 南 、 湖 北 、 广 

东 、 广 西 都 是 多 山 的 地 方 。 这 些 省 份 从 全 国 地 势 来 疝 ， 纸 对 高 度 不 高 ， 然 而 相对 高 差 ， 

3% 200 一 300 米 以 上 ， 个 别 地 区 超过 1000 2K, MASK HMM AA NABER). KAAS 

上 峻 江 之 感 。 虽 然 如 上 所 述 我 国 东 南部 第 三 级 宰 层 地 形 还 很 复杂 ， 但 比 之 第 二 级 则 题 然 下 

降 ， 在 森林 植物 分 布 上 也 有 明 题 的 区 别 。 

ee wet we 



“oh ae AS OR > a 

; 下 可 除了 凋 原 边 迷 地区， 特别 在 东部 玉 南 部 ,河谷 Uh 高 原 深 
， 地 形 起 伏 极 大 ; 在 高 原 之 上 也 有 不 少 穆 百 的 高 上 。 然 而 在 高 原 上 也 分 布 着 许多 广 

Rs, cexceneeinan. —erataenancse, mxauen 
eels 

“上 上 还 地 形 轮廓 控制 了 我 国 气候 条 件 ， 和 决定 二 地 利用 途径 ， 从 而 影响 了 森 体 的 分 布 

RARE RRA, BELEK RM, MRA, AEE Ase 
ER 

量 的 有 力 影响 也 屡见不鲜 。 这 对 值 得 提出 的 就 是 我 国 中 部 的 秦 风 山 系 ， 东 西 迄 下 千 余 公 
里 ， 是 我 国 南北 气候 ， 地 理 景观 和 森 休 植被 的 重要 分 界 入 。 南 繁 山 县 虽 不 及 秦 册 的 完整 
AGE, (BA LMR LORE A. 

坑 因 素 ， 和 森 休 植 被 的 天保 与 相互 影响 还 有 必要 作 进 一 步 的 调查 研究 。 其 次 在 每 个 地 区 
内， 局 部 地 形 也 往往 造成 特殊 的 环境 ， 分 布 着 特殊 的 森 体 植物。 这 不 但 对 了 解 这 些 特殊 
。 。 。 森 体 植被 的 分 布 规律 有 重要 喜 义 ， 而 且 在 栽培 引种 上 更 有 重大 的 经 济 意义 。 

(=) SR. 
气候 是 影响 植物 分 布 的 主要 因素 (Good, 1931) 温度 直接 影响 生长 ， 相 认为 是 决定 

各 种 植物 及 植被 分 布 范 围 的 最 重要 的 条 件 (Merriam, 1894; Mayr,1925) 之 一 。 

”水 分 是 植物 生活 的 基本 条 件 ， 各 地 的 水 分 条 件 特别 是 降水 量 是 决定 森 休 分 布 界 限 及 
林木 生长 情 驳 的 重要 因素 。 

因此 气温 和 降水 量 是 森林 区 划 中 的 重要 指标 。 此 外 如 风 、 云 量 、 光 照 等 条 件 也 影响 
森 休 植 被 。 同时 这 些 气 个 条 件 和 还 影响 二 斑 的 形成 ， 和 其他 生物 的 分 布 与 活动 ， 这 些 双 
而 影响 森 休 植被。 

在 植物 和 植被 分 布 上 ， 气 温和 降水 量 十 种 因素 单独 地 或 综合 地 被 用 来 作为 植被 分 区 
的 标准 。 在 我 国情 况 下 这 两 种 因素 都 必需 加 以 考虑 ， 由 东 而 西 降水 量 的 减少 ， 限 制 了 森 
本 ， 植 物 的 分 布 ; 由 南 而 北 气 温 的 减低 影响 了 森 休 关 型 和 权 木 种 类 的 改变 。 

ARAYA, FRAT FRITH ca RTF, (DECREE UR I; 这 
SAC Se UAL (McDougall) , SII TPE ARR, (ABSk— ASE Ae 7 

EPS RE  ; dS CHO A Sens, “CP eT A 
PARED ARE RI — BO, BEE ET ER AL ER AA BR, PH 

ht, WhAMMN LsKEMe TREE eee 

eZ Le Be His FE XS 2s BR PRY TA AS AR, SEE RR RE 



* 

56 研 oe 报 告 
— aeaamaeiaeeenasemaaam sis “ 一 

在 区 划 工 作 中 就 不 能 与 环境 因素 比较 简单 的 其 他 国家 相 比 。 
气温 和 降水 量 的 改变 除了 有 一 定 趋向 外 ， 在 变化 中 还 可 以 找 出 变化 是 著 的 关节 加 。 

如 芋 面 葛 到 的 降水 量 由 东部 沿海 向 西 减少 ， 但 在 最 初 减少 量 不 显著 ， 到 一 定 友 限 旭 又 然 
Bee Cli 1) 。 如 治 北 绰 36” 由 东 向 西 到 固原 以 后 (SER AADLTG) 年 降水 量 玫 显然 降低 
到 400 蕊 米 以 下 ， 植 被 也 由 森 休 变 为 干草 原 ; | BEL) Dae a PRI BOONE AKL 

下 成 为 帝 江 草原 或 范 漠 地 区 。 在 河西 走廊 及 新 疆 塔 里 木 盆地 权 木 分 布局 限 基 水 流 两 侧 及 “ 

多 洲 明 轩 ， 农 业 也 限 帮 可 以 灌 部 的 地 方 。 又 如 治 北 往 30*。 一 窟 向 西 ， 情 驶 也 相似 。 二 治 
GHEY | HARE SEE, RERUN OEE: ESI 
地 西部 边 称 ， 跨 上 康 藏 高 原 以 后 雨量 即 题 著 减 低 ， 

和 

27000 

5000 

5090 

4000 

3000 
‘ i] 

‘ 
i , 

2000 和 200 

Wa 4 ae 
1 rb /分 路 ,站 | (ore RA dad ie) | 

gC 300 

4h / i ise ed le Ore a oe lar cs ciel Nh oh ob ke wm ws i 8 

a .: 
ni, : 5 5 5 一 - 一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全 一 一- is 

75 0 85 90 95 100 105 111 115 Wwe w . 

Ha]. . FV BR FE PS ARI SE Can eR CALS HE ) 

降水 量 除了 由 东 向 西 减 低 饮 SAAT AERA, ARR AR BBS 

的 。 在 东部 治 海 到 长 江 流 域 疫 有 题 闭 差 届 ， 而 且 在 某 些 沿海 地 区 和 沿海 篇 赋 的 降水 基 往 

a ee 

Ce ee a a ae 



rh BY aE Pea FR Ro ae: 

Oe Cae aetna 
; BEREAN ERED, AREA RE LF, Moe ARES PRE. 

BERR DUS YE BME BE A BEAK 1000S Kae BUM: = (中 国 气象 春 料 ，1951 ) 

 : ; | RUE 917. 53K 东 OH 132 . TEE. 

Rk FY 1050.028K “FEB 1075.05 K 

”我 国 东 部 降水 量 由 南 而 北 减 少 的 趋向 到 淮河 以 北 序 显著 。 如 安庆 为 1059.2 毫 米 ， 时 
eo #939654. ASK, if 35 AFB ARN27078 (BPA, 1955), Pa de FEAR RY PS, 

KBAR EEG S00— 600 KAR ke (FEW FRED HOR PA). eC LAI Pee 

PR BB AEE; (ERB MEAG WN Rrra ALU A SO, eB 
永 量 可 高 过 1000 毫 米 ， 这 是 因为 这 些 地 区 接受 东部 海洋 水 气 的 天 傈 。 

以 上 这 种 降水 量 的 变更 情况 题 然 与 山 版 和 地 形 有 密切 关 傈 ， 看 来 完整 的 固态 的 吊 
AR, FETAL HE oR ANY AR Ek RE ERA nds Sa EA ay WL 
IR IRA EERE BI, 
x: fe Be BAO BF A RH PMGSY TOT, SRST SGD SRR GR RA 
AAC LABGRAB, BRAS ARAM, RRL, RK EE ER 

大。 在 云南 省 境内 ， 虽 然 在 局 部 地 区 降水 量 也 有 变化 ， 但 是 南北 粮 的 差别 兹 不 是 ; 一 般 
和。 在 1.000 毫 米 左右 。 跨 上 康 藏 高 原 以 后 降水 量 即 迅速 减低 ， 一 般 在 400 一 500 毫米 ， 到 高 

原 北部 再 降低 到 200 一 300 豪 及 ， 高 原 以 北 则 成 为 100 SEK DA PAY ea BE ee AE, 

在 我 国 最 西部 分 新 疆 境 内 的 塔里木 盆地 降水 量 概 低 ， 都 在 100 KAP, Hep ASHE 

FESOSE AK OAT; 但 是 翻 过 天 山 到 纵 噶 尔 谷 地 ， 特 别 在 西北 部 及 阿尔 大 山地 区 则 由 奏 得 到 

“从 北 来 或 西 来 的 海洋 水 气 ， 琴 量 又 见 增加 ， 北 疆 一 般 年 降水 量 200 一 300 BKEA, A 

些 四 地 的 定 山 地 带 降 水 量 当 更 加 丰富 ; 而 且 北 标的 四 季 降 水 量 分 布 也 与 国内 其 他 地 区 不 
人 iain ala erate laa 

为 最 多 的 情况 相反 。 多 
气 肖 由 南 向 北 的 变化 ， 在 东部 相 有 规律 ， 我 国 南 北 德 度 路 违 36 度 ， 所 以 气温 人 差 和 

大 ， 但 是 实际 上 在 夏季 (特别 是 最 热 的 7 月 ) 南北 气温 差别 不 显著 : 在 华中 低地 反而 较 
AREY BG, SEA SP RR (lil 2.) 由 南 而 北 时 直 称 下降。 至 从 南 北 生长 季 的 有 长 
短 也 有 很 大 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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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RR RS=AIt— AL t AAS Bea ee 

在 我 国 的 西部 因 有 扁 大 的 西藏 高 原 ， 因 此 ， 由 南 而 北 气温 的 变化 是 闭 地 受到 地 形 的 
影响 。 在 云南 高 原 以 南 的 河谷 地 区 为 亚热带 或 接近 热带 的 气 侠 ， 在 云南 高 原则 四 夫妇 
春 ， 为 我 国 大 隙 上 年 温差 最 小 的 地 区 ， 康 藏 高 原 为 冬 痊 复 凉 的 高 山 气候 ， 越 过 高 原 在 党 
新 殖 地 则 为 冬 痊 复 热 的 内 陆 气 候 。 

条 的 属 来 至 国 由 北 而 南 降 水 量 及 气温 逐渐 埠 加 ， 生 长 季 加 长 ; 而 且 除 沿海 殴 风 地 

带 外 ， 也 少 和 极端 气 候 条 件 。 因 此 南部 森林 植物 条 件 是 比较 优越 的 ， 森 林 植 牺 种 类 丰富 生 
长 迅速 高 大 ， 许 多 树种 向 北方 分 布 往往 有 一 定 的 限界 ， 而 向 南 则 可 思 国 境 的 南 界 。 许 多 
北方 树种 〈 高 山地 区 树种 除外 ) 在 南方 不 见 分 布 常常 由 於 南方 至 众 我 植 了 价值 更 高 的 权 
种 ， 或 因 南 方 本 地 树种 生长 快 ， 北 方 树种 不 能 与 之 喜 稚 的 原故 ， 但 是 一 般 所 称 华 南 地 方 
“气候 暖 ， 雨 量 丰 沛 ”的 说 法 不 是 完全 礁 切 的 ， 实 际 上 和 伍 向 南 气温 确 是 僵 高 ， 但 雨量 阔 
不 是 不 断 境 加 ， 从 南 导 山 豚 南 坡 吊 葵 以 南 ， 雨 量 不 见 境 加 ， 有 些 地 方 而 且 降低 。 特 别 需 
要 强调 指出 的 是 华南 南部 有 较 长 的 题 明 的 干 季 ， 由 於 这 些 地 区 冬季 气温 较 高 ， 雨 量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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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 贡 干旱 程 放流 不 下 于 北 的 二 于 现在 将 奉 北 及 奉 南 _ 些 地 加 ，11 月 12 月 及 1 月 2 月 的 | 
RE KEW (Vapor pressure deficit) 与 华中 一 些 地 方 相 比 朗 可 知 昔 南 冬季 的 干旱 。 因 

REPU RA RIOT (Thornthwate,194) 
i Na 

其 北 、 华南 及 华中 闪 个 地 区 11 一 2 月 蒸汽 压力 差 〈 单 位 水 银 柱 高 毫米 ) *. 

ye ia hI 广州 eS 党 自 A 

2.68 Ms. Wes 5.25 4.53 3.97 2.15 

4 oe 2.69 1.87 3.73 AOADS LY 3.05 1.39 

1A 1.68 1.55 2.73 2.11 9.71 es ene 

ea) 2.17 hy 4 2.26 1.82 3.58 a Pe 

ty RA AWEKR BOGE OM, BAB, (ERIC SIMD 
HAIR, 3 Ae REACHES A JERI, PWS RAN AACE BOT ELK, 

7 hahaa alien 
、 冬 季 西 伯 利 亚 寒潮 : 

: ee 
。 瑟 。 但 每 当 强 耕 的 西伯 利 亚 寒 革 南下 的 时 候 可 直 有 矣 雷州 千岛 一 带 ; 这 样 使 我 国 东部 特别 
”是 沿海 地 区 的 冬季 较 其 他 国家 同 往 度 地 区 要 寒 痊 得 多 。 这 也 是 使 中 国 植物 气候 向 北 推移 

的 原因 。 为 了 明白 起 见 列 表 施 明 如 下 。 
中 国 〈 一 月 平均 气 渴 ) 北美 〈 一 月 平均 气温 ) 

地 点 北 绰 度 pe 地 名 Ab BE *c 

| HER _ 42°55? —14.0 ides 42°15? ay, 

BIR _ 40°09 §= — 9.0 mM #8 49°03? —0.3 

天 津 39°07’ atl, 华盛顿 (DC) 38°54’ 1.4 

“青岛 36°04’ — 1.4 REE 36°47’ 4.0 

上 海 ar. 12" 3.2 PE te 32°47’ 10.0 

Tea 25°59” 10.6 个 河 密 25°49” 20.1 

/LAVABMARA BEAR eH 1 ABE, KER Se ee AE I: 因 

De fa ns De Be 5 2S 8 Tht "5 ANG EBAY HY PACH FE BE, tne CRE AGAR 51°30? 

( 较 我 国 黑 河 还 北 ) ， 但 其 1 月 平均 “iy 3.0"C， 马 德里 在 北 绰 40° 24, (与 我 国 北 

京 相当 ) 但 其 1 月 平均 气 光 如 4.7 C 。 我 国 东 部 虽然 靠近 海岸 ， 但 这 些 傈 内 陆 海 ， 离 外 

海 向 远 ， 因 此 大 陆 性 特别 题 著 〈 谢 义 炳 ，1955 ) 

。 *# 广 ; 上 站 数字 保 根 构 月 平均 相对 温 庶 与 平均 温度 而 查 出 的 燕 汽 压 力 差 的 覆 数 。 

eS 

. 
4 

1 
3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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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 AIRS SUBIR, RES E18 CHR, HR Tee 
平地 及 海南 饥 南 部 及 南海 诸 岛 峨 以 外 ， 炮 乎 没有 芙 正 的 热带 气候 。 事 实 上 当 寒 诗 侵 更 

时 ， 气 漫 耿 低 ， 温 度 减少 ， 使 许多 需要 温 咀 漫 润 的 植物 不 能 生活 。 两 广 南部 也 由 基 赛 屠 
关 傈 ， 不 少 热 带 植物 ， 甚 至 亚热带 植物 都 受到 头 害 ， 如 1955 年 2 月 的 低温 ， 雷 州 笠 锅 最 

低 气 瀑 王 降 到 一 5"C ， 如 巴西 橡 爵 极 大 部 被 球 死 、 木 禾 部 分 冯 村 。 il Roel 

Pe i Ee A BREA ( Turrill, 1939) 。 | 

(AK PAA, BHI, RBRAEA, ey 

性 质 也 有 所 改变 ， 因 此 这 些 地 区 的 冬季 气温 就 温暖 得 多 (AFH) ， 天 本 全 下 于 全 和 

然 不 同 : 

四 川 〈 一 月 份 平 均 气 齐 ) 

地 各 clas 海拔 高 〈 米 ) 平均 ”C 绝对 最 低 "C 

广元 32°26’ 511.9 6.7 -一 5.1 

BORE 30°41’ 50371 S25 apes PY J 

nA 28°40’ 310.1 10,1 —1.6 

3275 (一 月 份 平均 气温 ) 

地 各 eo 3 海拔 高 〈 米 ) ZB °C HBT TRA EC 

a: tas evar Ke) 9.7 2.2 1258): 

i 31°06’ 100.0 3.4 —11.9 

TAA 28°30’ 563 5.3 一 7.2 

2 、 季 风 影 响 : 

中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的 雨量 多 定 得 自 复 季 热 带 及 赤道 带 的 复 季风 ， 西 藏 高 原 及 云南 高 原 ， 

部 分 得 自 印 度 西南 季风 。 在 我 国 东 部 当 南 北 气 团 交 接 之 处 发 生 降 雨 ， 因 此 四 季 降 水 基 分 

布 不 匀 ， 有 题 明 的 雨季 和 于 季 ， 华 北 蕴 南 南部 及 云南 等 地 早 季 尤为 明 题 ; 淮河 以 南 及 南 

DALES ALE; EMBASE, (ARGS, AMR, 所 

以 不 显 干 旱 。 这 种 气候 条 件 对 从 森林 植物 的 分 布 以 及 营 休 措施 的 决定 上 和 都 有 很 大 天 傈 。 

其 次 因为 我 国 多 数 地 方 雨 量 得 自 复 季风 ， 复 季风 的 强 弱 和 伸 大 内 陆 的 深度 而 引起 各 年 和 

AMMA BE, ay SERA BIER. HBC SE RIE SAM 

基 旱 。 这 对 安 作 胸 关 傈 更 大 ， 对 森 休 植物 的 关 傈 则 主要 是 生长 量 方面 的 影响 。 

3 、 沿 海地 区 治 海龟 岂 的 咸 风 : 

本 sane 

有 时 超过 12 级 ， 巨 大 权 木 也 常 被 吹 断 或 拔 起 ， 捐 害 出 重 。 在 雷州 生 久 及 某 些 沿 海地 区 在 

s 

ee ee ee a ee ee a ee oe 

oo 

——_ s 



中 国 森 林地 理 自 . 然 分 be a a 
eT 

; 其 ss， i 一 、 ae? 

同 的 林 本 生长 量 ; 53s RA ES TY AS, (A AAR PA 

hy RI FTE ST RAM, ALAN NARA 
OS eeippindalala 

FR PRT MO ER Le NO PRE: AULA, AIM EE AWA: 
Be, PERU REREAD, PRDIAE A REL LF ern FEY Ace TAL HORT ES ICI AR 
ELC REALE. TEESE. (EERIE S MMVII, FREER AN 
EG, ROMP IN BLTT, RIT ZS SRR PRAEBREA HEAC, HE AVEO, 
因而 影响 了 十 壤 的 发 硼 。 

了 了解 二 六 分 布 规律 和 特 哑 不 公 直 接 有 助 基 森 休 植被 地 理 分 布 的 研究 后 及 者 的 相互 关 

RS 而 且 也 可 以 部 定 现 有 和 森 休 植 被 对 土 到 性 质 的 通 应 与 土壤 生产 力 的 利用 情况 ， 以 及 对 

ee ee ee oe ee eee 

Deeks yn kenaneeek sme RMRNMAA awe 
RARER SR RR, HEU RH MRSC Le hi, 

INF: ADORE, BR BRASIL A, WATS EIDE AE J I 5 TO AL RO BRE, 
ABA DRA BRP ESE BBD EIDE AA 9 BB BE, BL I A PAG AT AE, SEE Ae 

— MRAP ARR, ARMA T ROHR, AIM Sa 
ES SUCRE, (228 BT I FRDAAE ML EE EE, 3K 
RAS REE, | 
; Hi ESI AEP, SLE ME FE RR HOEY Sp ig BB WY LER 
| . ENSHRE 

PBICUMRS , FRITEA D PH MAC EMU ARI, ACCRA AMET BCD, 

Ne 
ass 

TY oy 
ee 

are 

| 如 早 种 植被 被 消减 

“排水 、 施肥 和 耕作 等 方法 来 改进 王 喜 的 物理 性 与 化 学 性 以 通 合 作物 的 要 求 ， 来 维持 利 高 ， 

e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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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if At Fk 告 

LK, ATRIA, RISE PATEK EER, 
DARE. FAME LL, HRSA SE, EAMG ASIER RA: SAAR 

RAVE ASSIS, UM SE ENY LIMA I AR EE AL ERR BE, SEH 
Bese AL HWIE ORR PRBE, AVR REALE TRO SEE ERI, SEBO h I RAPS 
WEEE OU HLCP E, TERR ARDE SS AF LEEDS, PERC RIE 11) Se Eg EE Be 
PLRV RAMEE, UDR DROME RAR SEE, FEIE 
ERE, AL, HUMOR, NOE, Pye SONG Ne Io HE LN EE BY 7k OR 
度 、 有 机 质 含 量 等 方面 。 

2 、 人 工 对 土壤 的 改造 

我 国安 民 发 期 以 来 对 广大 面积 的 土地 淮 行 改造 ， 森 林 植 被 的 面 瑶 受 到 改变 ， 使 这 些 
地 区 的 土 培 失去 原 求 特 性 。 最 题 著 的 例子 为 四 川 盆 地 的 梯田 ， 东 部 平原 地 区 的 家 地 ， 圣 

别 是 南方 广大 面积 的 水 田 以 及 为 山区 大 岗 模 的 梯田 及 即 坡 。 
3 、 有 广大 面 各 的 黄土 及 白垩 筷 和 第 三 拖 的 红色 砂岩 和 页 岩 

这 些 成 土 母 摘 和 峡 器 容易 风化 ,暴露 后 迅速 成 为 植物 可 以 定居 和 生长 的 基地 。 克 芮 二， 
地 区 由 蕉 黄土 的 许多 特点 ， 如 二 层 深 音 ， 质 地 和 站 级 而 孙 松 ， 水 分 渗透 慢 ， 容 易 受 到 强 现 
的 永 土 冲 剧 ， 造 成 破碎 割裂 的 复 什 地 形 ; 这 种 不 同 微 地 形 影 响 森 休 植 物 的 分 布 与 生 爱 。 
在 轩 色 友 石 与 页 器 分 布 的 地 区 ， 特 别 在 地 形 起 伏 大 ， 水 二 着 现象 肌 重 的 地 区 ， 王 束 齐 面 
往往 保持 幼年 状态 ， 土 事 性 质 与 峡 迪 性 质 相 近似 ， 这 就 使 这 些 地 区 森 休 植被 类 型 的 分 布 
与 母 岩 分 布 发 年 密切 天保 。 

4 、 我 国 很 多 地 区 有 相当 面 禹 的 流动 的 或 衬 流 动 砂 地 。 
这 些 砂 地 因 所 在 地 气候 条 件 及 成 因 的 不 同 ， 将 发 生 不 同 的 森 休 植 被 短 型 或 根本 不 能 

生 有 其 森 厅 植 被 ; 但 在 初期 阶 民 不同 地 区 砂 十 的 某 些 阵 袖 双 有 其 相同 的 地 方 ， 生 长 相似 的 
植物 。 

关 蕉 我国 森 体 植被 与 土 斑 息 型 的 相关 性 ， 可 以 参阅 候 学 烛 数 授 等 所 著 (1956) 一 女 。 

《四 ) 人 大 ( 压 史 ) 活 动 的 影响 

我 国 改 鬼 久 远 ， 人 类 活动 对 自然 植被 〈 包 括 森 休 在 内 ) RIM EER AA, A 

们 一 方面 很 早 就 大 规模 地 人 米 山 左 逐 野 砍 ， 开 角 士 地 ， 伐 木 利 用 ， 和 历代 战 等 焚 凡 和 森 体 ， 

特别 是 每 次 封建 皇朝 更 替 的 时 期 森 休 破坏 更 为 属 害 〈 陈 ，1934) 。 另 一 方面 人 们 也 因 欣 

至 轻 营 而 改造 了 原来 的 森 休 植被 ， 或 因 栽 培 而 创造 了 新 的 人 工 森 林 。 因 此 ， 和 森林 底 是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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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同时 也 可 以 成 为 人 类 的 创造 物 。 在 我 国人 工 植 档 造 PC BY) FE SE Ge i SB BEG 

0? 2 LH IEE 1 BEA 将 人 类 有 了 关 的 森林 活 

| BORAT: 
aa Rees, naneraccn. fe) CUBAN, BDU 

Ee FORE. SAINT | ASML Ak PB, ASSOLE, HORE RR IESLRTCAE, ae 
ss RRM, EPR: “CRI REA, CLIC 
ES OPS aH? RRGR AMA, BR ZAN. HEME Te : 
从 而 牧 之 ; SEDI ORE th, DIODE PRS, SEBEL EAR” SRNR, DLA 

DBRT Ria Ah FORK, RA, DERM AC 
= (ARE AG RT OAT ER, RES RA, ECM A 
AM, TMM AMIN HL, POLE STMT HER, PCA UERRTEOR, ILE TEAR AKte 

MEAS, AR PURINA MEME, a Ub IAT LUE PL IRA HSU 
SIME TORT. 

其 次 我 国 很 多 地 区 因为 燃料 缺乏 ， 砍 柴 割 章 ， 搜 集 枯 枝 藩 全 一 年 数 火 ， 以 至 挑 据 草 
HR, LEE IEE HR, REMI AS (ETC PU EPL); 有 些 地 区 

Dil bes aipedile eee 4 tcs ape sr ae eee tr 2ae 

haa? 

#5 

<a i 

SEES, SH SKIIUCE T ROK, LARK REPRE A, BRE S ; 
oe ee Cam ea ee or ee ee ee ae 7 
CS RWASEPTILL, BORAT, AUER SORRELL, 9 . 
HAR 4 

FEWAFE RE Mok KILWA (Eb Fe AIS SESE METS TR IERCORIHE 1 
方法 还 是 缺乏 参考 女 献 的 ， 在 这 庄 还 应 加 以 就 明 ， 我 国 许 多 地 方 的 落 山 由 人 为 破坏 所 造 ， 
成 ， 但 是 这 莫不 是 说 所 有 落 四 都 能 敌 地 归 之 大人 为 的 破坏 ; RS TE Os 
搜集 证 据 ， 深 大 研究 推荐 ， 不 应 访 从 局 部 地 区 小 环境 所 保存 的 少数 森 休 植被 作为 公 区 任 < 

何 环境 下 的 原始 植被 的 代表 ; 更 不 能 盖 厌 想像 旺 测 ， 企 图 构成 原始 植被 的 图 景 ， 因 为 这 
样 不 论 对 训 夫 自 然 或 作出 改造 自然 措施 的 科学 依据 都 是 不 入 当 的 。 

， 在 新 到 人 为 破 乓 时 ， 必 须 加 以 说 明 的 就 是 破坏 的 责任 问题 ， 在 解放 前 坦 多 国外 旅行 
者 ， 往 往 焉 卖 面 观察 ， 闪 为 中 国人 民 是 森 休 的 破坏 者 ， 而 不 闪 哉 这 种 森林 破坏 是 政党 上 
SG UE PTY WSL, 1950), ORLA AISEHE, SEAS PIS CEFR SE SNS REMAN 

ARP TT RL, PRAT “LU, WRU”. SUan te RADAR, RA S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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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人 不， 人才 nr 

四 川 ) ADEM RBA (SE, 1941) 、1941 一 42 年 在 秦 迪 西部 调查 ( 吴 ，1950 苗 ) , A 

视 多 少儿 民生 活 的 贫困 状况 。 这 种 生活 不 是 一 般 虑 市 及 平原 人 民 所 能 想像 得 到 的 ,这 些 
山区 在 解放 前 交通 十 分 困难 ， 太 山 开 和 ， 不 介 医 莉 及 子女 至 育 乱 从 圾 起 ， 一 般 肯 用品 也 

很 难 导 到。 虽然 土地 还 没有 为 地 主 直接 对 估 ， 上 比较 可 以 自由 开 狼 ， 然 而 是 高 坡 天 ) SABE 
不 保 ， 近 休 妓 猎 、 老 能 更 是 奉 出 为 害 ， 特 别 是 雨夜 ， 弛 民 们 坑 棚 通 夜 巡 守 呼 喊 ， 安 作 遥 
猎 趟 香 受 到 严重 捐 索 。 所 以 这 些 狼 民 虽 然 疙 年 之 内 损毁 许多 森 信 ， 但 是 他 们 却 是 邓 基 区 
Se, RAM, RAHI, HN, TEMA, BRAT RAT RATE LS 
JB), THWAM CRE, ORS, SRK HERE, KRM DAR 
TE PRS AR RDI LUE RB ETI AN. RLS LM AE 

党 所 导 召 建设 山区 那 是 完 公 不 同 的 。 
2. 对 森林 的 改造 与 培植 : a 
Jon A TiPTABSUAK) , BRBAL AC LSPA a ORT AAW, 7 EE SU PR ATE 

25 SBS AMPA IRR MATL CS, 1956) ， 就 是 许多 平原 农业 地 区 也 有 栽培 零 

EL BODE PRA, SYS AE RDB ae AY A RA 

为 当地 的 特有 景观 ， 在 森 休 区 划 中 必须 而 且 应 该 列 为 特征 的 森林 植被 或 标 截 树种 。 现 在 

将 重 要 的 和 面积 较 广 的 人 工 森 休 植 被 举例 如 下 : 
(1) BEA ATI AK, PrP, HDS PR, HNP, RE, SRA 

ASM A CHA SEK, HR REAR RMI RE CGRP) » eee 
南方 山地 广大 地 区 的 现 有 森林 植被 。 虽 然 这 些 植被 是 人 为 的 ， 不 是 自然 的 ， 更 不 是 属 基 
相对 称 定 的 王 落 ; 但 是 田 认 人 为 的 沟 常 活动 ， 他 们 长 期 地 保存 着 ， 而 且 这 些 地 区 车 扒 砷 
不 需要 恢复 天 然 的 比较 稳定 的 森 休 孚 落 而 将 在 改 淮 它 们 ， 使 之 深 到 最 高 的 生产 量 。 所 以 、 

这 些 人 工 休 应 蔷 作 为 研究 及 森 休 区划 的 重要 的 对 象 。 

(2) 四 川 登 地 的 竹 半 和 雾 妊 横行 。 四 川 侈 地 虽然 河谷 与 高 地 相对 高 差 很 大 《超过 
100~200% MIB AH, (AAPA EMEA OBA; MASS PR aa ean 

Mere, KAR, TE LMS Ba, TEER, A 

UE RE, DAZE Pr (Sinocalamui affinis ) 问 有 少数 硬 头 黄 (Pambusa rigida), FAME 

角 的 散 生 峭 未 ;柏木 、 楠木 、 黑 雪 傅 ， 和 沿 河 成 廊 的 楼 水 〈 川 四 ) Fn, Iie 

然 和 织锦 。 这 些 榭 装 、 竹 闭 虽 非 自然 森 休 植被 ， 却 是 这 一 地 区 长 期 以 来 的 特征 植被 。 
(3) 蕴 北 及 长 江 中 下 游 平原 的 零星 树木 ， 奉 北平 原 及 长 江 中 下 游 平原 长 期 以 来 成 

为 我 国 重 要 农业 地 区 ， 对 这 些 地 区 的 原始 森 休 植被 的 真相 完 费 怎样 很 难 正 礁 推 断 。 虽 然 



“ai re ee i ae 
EAR At — BS) HY YS SAC AAT AP A, EA . 
TER ARR TREAD R NERO: Dome 

een ie AY F ay 

ee ee ce 
SAME, CRAPO H AT a, | i 

四 . PHA KKRED 

RATE, OR HN RS, one PRR AR RE 
ee NRL Vast) Ga eee Sa ae oo 
Ri, MAHI) (Preudolars) ， 油 杉 局 (Ketelecria, RW AD RDA) » RABE 
age ( Tsuga-Keteleeria ) 棚 木 局 〈( Cunninghamia ) , Bike ie ( Taiwania ) » 水 松 属 

5 — Glypostrovus) 水 杉 局 (Metascquoia) , RENIN (Pokionia) , DL RSI AEE EP BES 
te JB (Cathyia) , 

epee, ens. LG, BCG BER RUS, TOT , 

igi 

未 科 如 杨柳 科 、 胡桃 科 、 棒 木 科 、 壳 斗 科 、 栓 科 、 柔 科 、 木 蝴 科 、 樟 科 、 人 金 继 梅 科 、 豆 

ee SOR CRSE RE 
y “WSEMNAEES (Tu, 1935) SHE pL BAP IAN ALHEALSE (1) SRB eae 

; < ( Circumpolar and paleoarctic ) , (2) 中 垩 的 〈 Central Asiatic) , (3) 喜 马 

HY (Himalayan) , (4) 印度 一 喜马拉雅 的 〈Iado-Himalaysn ) , (5 ) 岛 贱 的 
a BHA (Insular and Japanese) , (6) 北美 洲 的 (North American) , (7) 环球 

fy (Cosmopolitain) R (8) FAH (Endemic) 。 

如 按 Ronald Good (1953) 对 世界 植物 区 系 的 划分 ， 则 我 国 区 系 植物 可 以 包括 下 列 
各 区 的 成 分 : 

| (一 ) 北 方 天 区 (Boreal Kingdom ) 

1 . 概 地 及 亚 补 区 ( Arctic and sub-arctic region ) , JRA MAAS AC AAR, on. 3 

8% (Cassiope) , YSERA (Empetrum) ， 当 年 枯 (Arctous) 5 {aA (Dryas)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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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 洲 一 一 西伯 利 亚 区 ( Euro-Siberian region) feZedt, POR, PRIMAL 

地 区 属於 这 一 区 的 档 木 及 植物 种 类 很 多 ， 有 许多 还 是 同 种 或 为 变种 。 树 种 重要 的 如 银 自 
#% ( Populus alba ) 樟 子 松 ( Pinus sylvestris var, mongolica ) ， 西 伯 利 垩 并 松 - 

(Pinus cembra var, siberica) 山 杨 ( Populus tremula var.Davidiana) , pR4#l YA 

(Abies siberica) PNA (Picea obovata ) 等 等 。 此 外 还 可 能 有 近似 种 或 可 能 芳 同 

SY RA, | 

3. 中 国 日 本 区 (Sino-Japanese region) ， 我 国 东 部 地 区 就 是 本 区 的 主要 据点 ， 示 区 

有 丰富 的 特有 乔木 档 种 ， 有 些 为 我 国 所 特有 的 ， 如 银杏 、 杉 木 、 水 松 、 水 杉 、 油 杉 、 刹 
杉 ， 金 钱 械 、 杜 仲 ， 伯 党 树 局 ， 瑛 桐 、 喜 档 、 水 青 权 等 等 ， 有 些 则 为 我 国 及 日 本 所 共有 
ay: HAZ . SHAY ( Cercidiphyllnum) 颌 春 木 ( Euptelea) , ELH fit ( Trochodendron ) 

ie 
4. 西 部 及 中 部 亚洲 区 ( Western and central Asiatic region ) , 这 是 一 个 乾燥 

的 区 域 ， 植 物 以 耐 旱 型 为 特征 。 在 我 国 西部 特别 是 内 尝 古 自治 区 的 西部 北部 ， 新 疆 及 甘 

肃 西部 与 青海 柴 过 木 地 区 更 以 这 一 区 的 植物 为 主要 成 分 。 其 中 木 本 植物 如 : «eRe - 
(Haloxylon) 狐 沙 (Zoolacpze) , Ke8ER (Alhagi) WAAR (Halimodendron) , das 

(Calligonum) Axi) (Nitraria) ， 水 柏 枝 属 (MWyricaria) 等 等 。 

5. 北 美洲 大 西洋 区 (Atlantic North American region) 关 从 美洲 东南 部 与 我 国 东 部 

树木 种 属 的 近似 性 ， 很 早 就 为 植物 学 家 所 注意 (Sargent,1913; Hu，1935 ) ， 这 两 个 地 

区 保存 着 不 少 为 其 他 地 区 所 没有 的 共同 局， 如 山 核 姚 局 〈Carya) , 8/8) (Sassafras) ， 

HEH (Liriodendron) ， 爹 重 梅 属 (Hamamelis) , 2R8i/% ( Nyssa) 等 。 

(=) ea (Palaeotropical Kingdour) 

印度 .一 一 马 来 亚 付 大 区 (Indo-Malaysian sub-kingdom ) 

1 .印度 区 《Indian region) 我 国 南 部 及 西南 部 印度 区 植物 很 多 。 

2.4504 3A wea (Contintal south-east Asiatic region) 

3. Mj ACHE AA (Malaysian region ) EE py & ZH GHD IG AC RR A AEG BL 
St, 1957) , Adicae EME MTS RIAA PE RE A pe ( Vatica asirotricha ) , 

S849 ( Hopea hainanensis ) » FAWN ( Pentacme) , PLRBIERERY Horsfiela (在 河 
口 发 现 ) Knema ( 4E%GONEEEL) , Datiscaceae 科 的 四 数 木 ( Tetrameles ) REF 
( Baringtomiaceae ) ， 隐 必 科 (Crypteromiaceae ) ， 此 外 ， 如 使 姓 子 科 (〔Comoreiaceae) 



"> . wide so 

es | Ht Be ge PR BED YR OP EA 67 

a (Mel astomaceae) , Bas FB (Annonaceae) ， 线 串 子 科 (Sapindaceae ) ， 栋 科 

4 ; ih (Miliaceae) PRE} (Guttiferac), SPF CDitheatacene) KIA ( Fl aucor tiaceae) , 

ease (Myrsinrceae ) ， 梧 桐 科 (Sterculiaceac ) ， 供 青 梢 科 ( Olacaceae) ， 神 香 科 

Bee Ribtalaceac) > BRR) (Burseraceae), FERRE! (Sudiaceac) , EG RIAERAS 而 分 

在 沿海 海 潍 还 有 炸 桂 科 (Bhizophoraceae) 分 布 。 
我 加 植物 之 所 以 如 此 丰富 是 浇 二 优越 的 自然 杀 件 和 地 质 原 喝 条件 所 造成 ， 主 要 有 下 
列 克 方面 : 

i (1) MAS, LASSIE KAUNE. AIR) 1955) BEERS AGRE, 2k 
IO FRR BWA a ES HE I 5 HY UL, DIOS FAIR & 

RAAT. FL WNMRE, ICES DIIBEI, APS ROTO EE, 
| AARON AH EOE, CARER RRA, ACSEUN SEAR REE, (A RSERHL Ay 

Us ABT SRT FEO, PORE, Te RB, 7 
。 。 ， 南 与 广大 的 亚热带 热带 相连 接 ， 而 且 在 中 部 及 南部 地 形 复 什 ， 有 很 多 局 部 小 气候 条 件 可 
DAES KIMI FORO BEER; PRIZES UR, A, EDLC ee HU BR 
PR ALA, MOM, RE ISR, A 
RGAE, EDL BRE Sey LA le dt BRE ALP TF TE 

: “〈2 ) 幅员 广 关 ,跨越 南北 范围 广 ， 有 东部 夏季 风 多 十 地 带 与 西部 内 陆 干 燥 气 俱 地 

。E 带 ， 加 以 地 形 概 端 复 什 ， 因 此 具有 多 样 作 的 气候 条 件 ， 可 供 对 气候 条 件 要 求 不 同 的 植物 
长 。 

从 笑 度 来 说 ， 不 悦 南 海岛 贱 深 入 赤道 博 近 ， 即 南部 低 乔 度 地 区 的 大 陆 及 沿海 岛 噬 也 
， 具有 邹 带 或 接近 热带 气候 。 至 北部 虽然 距离 北 禄 向 远 ， 然 而 我 们 有 面积 广大 Oy a 
中。 原 。 这 些 地 区 与 寒带 及 极地 的 气候 条 件 十 分 近似 ， 许多 概 地 植物 种 类 当 冰期 时 向 南 逐 
由 移 ， 冰 期 过 后 则 上 异 到 高 山地 区 。 至 於 温带 及 亚 热 玫 ， 更 为 我 国 主要 租 成 部 分 ， 属 认 这 

些 地 带 的 植物 种 也 就 格外 丰富 ， 西 部 的 干旱 地 区 成 为 而 早 植 物 仁 衍 的 王国 。 
(3) SHARK, 我 国 除 西南 部 为 很 高 的 高 原 ， 许多 植物 难以 通过 外 ， 南 

面 、 北 面 及 西 面 都 与 外 界 相 过 ， 外 地 植物 可 以 无 阻碍 地 移 大 、 尤 其 是 南方 孝 带 及 亚热带 
的 丰富 种 类 可 以 由 厘 南 及 西南 内 移 ， 甚 至 还 有 少数 非洲 及 澳洲 的 植物 的 侵 移 。 

五 、 和 森林 地 理 区 划 的 原则 

(一 ) 和 森林 地 理 分 区 与 森 休 植被 分 类 的 关 傈 ， 毫 的 GEIGER PRU TE 5 BE DY BEDI AR 

植被 类 型 为 主要 划分 标准 。 但 是 这 两 者 常常 不 能 完 从 一致 ， 所 以 作者 认为 部 相 愉 数 授 

¥ 4 . 5 * 有 

e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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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1948) 把 两 者 分 别 对 待 是 合 酒 的 。 这 样 处 理 在 中 国 特别 需要 ， 因 为 
地 形变 化 很 大 , 在 一 个 不 大 的 地 区 内 有 复 什 的 环境 因素 ,因而 分 布 着 狂 型 不 

很 明显 ， 这 些 植被 不 能 深 一 区划 作为 不 同 匠 城 ， 而 可 以 作为 一 个 复合 必 。 夫 

被 a A BAIS 2 FATS TERR DY HO, HEH th ARBRE — 7S eR, ini EY A 

LE SEM REET, (E20, FR PRHNEE A ORS) WE HR BE 
CRANE, TEARS, eee 
为 标准 ， 但 是 这 在 以 平原 地 为 主 ， 或 平原 与 是 地 比重 参 趾 的 地 方 是 通 合 的 ， 在 田 更 

佑 主要 的 地 方 就 不 其 遂 合 ， 如 庆 西 北部 条 水 河岸 气候 秋 娄 有 部 带 景色 ; 双 如 江西 赤 

从 也 近似 拖 玫 或 亚热带 最 他， 但 是 这 些 深切 河谷 所 估 耐 积 很 小 ， 代 表意 义 不 大 。 计 区 
(NCP ER SEE a RT, USHER SC EAR UA 
aA ARE 

es er ee 
ABs i TB FA YR HOR MYT ATE PEE BR PH RE ‘SOS NTRS DL 
PORE IE SERRE AR HIE BRIE, TCISD RARE, ATI 
PART SLE AAS AD PS AAR 7 CS RS AR AT 
人 

玖 ， 为 了 使 雯 春明 队 ， iS RANTES Ce he 

SM AON MAE ENA, TEE LATHE UIE, eee 
ft 

(四 ) AEEES THe ARREARS AL, 4 
应 名 林业 远景 的 可 能 性 。 

六 、 区 划 上 的 基本 界线 及 区 划 系 和 统 

根据 我 国 森 体 分 布 状 况 ， 探 制 森 休 植被 分 布 最 主要 的 因素 为 降水 量 。 怨 的 融 我 国士 

东 向 西 降水 量 减 低 ， 年 降水 量 400 毫 及 的 等 降水 帮 大 致 与 森 休 限界 巷 相 一 致 。 这 条 400 宫 

米 的 年 降水 量 帮 也 常常 与 我 国 东 西 地 形 ， 侵 鲁 类 型 ， 流 系 区 分 相 一 致 。 A EAR PR 

PR Wie A) iG BB Fe 400 AK BY A Bip ZI a oP Be 为 东南 平 部 a> 和 西 AEP 

We Vist Be rc PoeH TF, SZC PE AN a tH YAS Dt BRA Fe Be EARP EA (1954; 



中 网 森 林地 理 日 然 分 区 入 请 
-一 ta ee EO EOE FE 

人 多 和 2 

总 hs- 机 人 
en renee, ee 

eR Re ate a8) 
NORTE a LE, AP RL AH i, SETA AE vei, 
Pekan 眠 江 、 大 滤 河 〈 及 其 上 游 大 小 金 用 ) 、 安 室 河 、 金 沙 江 及 澜 洽 江 、 
CBRNE LURE TTR HS Ai, SATE FETT EASON TBA, 
Ha A LNA 1 BSR WLR, BURA CAUSE, BLM) 常常 有 森林 分 布 。 至 
Gh etantuartin, asamenieseknnne 

DEST OMe Cr tee ose Mere aT 
BRA AUP REAL SR EBON, “EEL FN SRN ATR A. AS RELA 
HEAT ATR AN PRS} Ah (Wk, 1957) , SYR, HAE SMO IER. ADR 
RBA EAR TG, (ELK 2S Pk RR RE AY, PELL LRAT 
RE, SWS TSN Ae RIV RH I YANG BH | 
(ARAM ACRE RDUR TT PETRELLI RR 
WR, PPE EG 11), PALER AY BS CR TET HDS peo LT I BEI, FESR 
GUAR AO, ERATED RDU PAE, OGARDH AE 

WR, ARPES, CURRIE LAD, CR HOMIE, Ha ASE 
DS A eS BY TSE LY SE LA 

SEAS Wy RSL, HEA B SSE 5 ACER CESK SRR ER TL: 
He ALLL .西北 竺 部 

植被 类 型 : ” 森 体 Ht Dik BR re BR 

“UB: 年 降水 量 在 400 SEKAI, ”年 降水 量 在 400 KIA P. A 陆 性 气 

(夏季 风 ) 带 有 海洋 性 气候 。 ” 侠 。 
Be ft: 常态 侵蚀 为 主 PA ft BR VE FA Se 

流域 : Ph iit it Jae Vit Fie dale 

RE: 人 口 密 农 休 业 为 主 。 人 口 稀 ， 冀 牧 业 及 旱 农 。 

FEA “Pah | CLES BAPE» SRARAE BEA] Dp ARAN 

- “x 本 人 

ee ne el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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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 耐寒 针 业 体 证 * 

TL. Bk Peay 

亚 . SRR Hs RR 

WV. RAR ae 

OV. Rie ae a 

DLL RAR OE, ETS, IPT Se SESE pk AER see 
Ai, ACCA KRMREAIM, DIE RDP RIRERU REL. (SE ER PRE SE 
PRUE RARER, LEME SCR S TEI JUNE HAE A Se — 4 Semen 

AE, WAR RMURE TF, PRM FRI ARES, IMD A OUR ER ES 

Et NAS ERR — Pa ets 

fs — is Lk Phe TED Ae a BA, (ABET, SAS EL Be PRE ASAE SS i eR TE PR 

WM, KE SEMER, LER, FERED Oe 
BE, AAR TEBS (ETE, 1935) PMA — PS RE CEN PAE). AT 
IM EFACTL BABE TSS URE EP ha (Lithocarpus cleistocarpa) , $e MN ABR ( Lithocar pus 
viridis) 及 若干 种 找 (Castanopsis spp.) 1-F+¥)2500K iS it SRF Ph a , BR. 

BBG SANE, FERAL AE PA BSR OBR RAR, Be UTR ETI BCH RO 
BHAA. AMPA RAT EAI LAER, SRG: BT 
SE HS) SEAS RED HET PE, DESY CTA Oh 
SEN, HMMS SR ARE, Lab RIE TERI, BEDS 
PUPAE OTL. TE IRE SI. FETED ARETE We RE oa: 
38 BAS 4 185 I — DAL 
=F LBRO SLE 地 带 ， RS A HS 

图 ; We Mb (MIZNER 400~S00 KEL [-;” BUN ARSOO~8002%K PAL) uh Sek PLL, 

SS Ae as ek ad BE PRA HE De Be A (kB, SRD ci, SB; PARP 

的 雨量 稍 低 ， 但 秋季 多 需 ， 四 季 和 气候 变化 小 ; 西部 云南 高 原 四 季 证 度 均 匀 ， 但 是 有 明显 

的 干 季 ， 因 此 常 称 树 耐 早 类 型 更 为 是 美 。 2 
SS TMG IRE Sy AAR, AAT, EPA RAY FAIRER A I A, TE 

| Blt REF AR GF BS A BLD AE A 3 

# SE: mE SEARLE — PN HE, SIE NIL Ste (Boreal coniferous forest) 妈 亚 高 了 分 革 

#& (Subalpine coniferous forest) #4, FEMPSEAE Kae EAL, M-TH, (ERE 

GMA AAR RAG , Pou, NG. EEDA RSRA, WATER. 

ee ee Re ee) ee aa > 

ee ee eee 

ey res 



ae aes 

so arena 
fie ais ba ir PA , eres i 

z = i 

are oA. SEC SESE PRR, 

SAREE CB) 条 
: 6 LRAT. 
Dn. ecene 
¥ ALE RI 
ee 8. 长 江 中 下 游 平原 河 坦 休 区 。 

TW. eer 
ane 9. DOU HE ER PRE | 
SE Be PrP) 
i. aaaeeneenn. 
有 
12. . 辈 南 丘陵 热带 亚热带 季 雨 休克 。 
18. DIE 
FTCA EERE, AMIE RL, ER ARE. At 
上 由 北面 南 也 可 分 成 四 带 。 F: 

VL. Rabe sige idee neay 
VIL. PARSE RPE REE 

Vi es 1 eee 
1X ies oR Ue 
SC HEHE eh OS ATE Bh PME ALR RATER A ARS, BEASRESS , im LAE E Bh 

SiG, UR, PRK ASTOR, Pa AYR, SES EB 
森 厅 气候 ， 这 一 带 草 原 与 沙漠 互相 交错 ， 在 区 划 上 将 草原 及 沙漠 很 难 正确 划分 ; 同时 在 
体 业 意 义 上 来 说 ， 不 论 是 沙 汉 或 草原 ， 夏 要 有 水 地 区 ， 如 沿 河流 湖泊 ， 为 土壤 噶 碱 性 不 

7 = 4 

ay a : 

a a 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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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高 的 情况 下 都 可 以 有 模 木 分 布 ; ECAC bic 5 Ge a th 1 AEE, 因此 

将 东西 划分 成 为 二 个 区 。 至 共 第 八 及 第 无 囊 情况 叉 有 所 不 同 ， 这 里 邓 和 幅 木 生长 来 避 不 公 

降水 量 不 足 ， 而 且 除 少数 河和 全 以 外 ， 瀑 度 也 感 不 足 ， 因 此 基本 上 上 憩 乔 木 植被 。 特 别 是 第 

ALATA Bis, ARASH 1 一 一 2 个 月 解 头 ， 还 有 些 地 方 终 年 秆 坟 ， 因 胰 自 有 

耐寒 的 多 年 生 热 状 草本 及 斤 灌 木 。 现 在 将 上 直 四 个 器 内 的 区 列 册 如 下: 

亚 、 内 陆 亚 高 山 森 体 草原 囊 

4. 天 出 阿尔 太 亚 高 山 耐 塞 针 叶 体 区。 

Vi, ARERR RP iia 

5 . PAE PS Be PS eS ZH ED BR EAE 

16. Pie Re, Fea Racial, 

三 、 高 山 草 原 带 

27. 青藏 高 原 草原 区 。 

IX a oR ae 

18. SUK OK DI 

- AE AY i  E: 

LAL ARSED Re URES BRR COC IRAE) CO. CRRA BT DIG 

Tee FE Bis He a FFE Pe) FARE PY 

到 的 18 个 区 的 命名 是 按 每 区 最 主要 的 最 普 源 的 ， 最 常见 的 森 体 植被 类 型 冠 以 地 理 各 

称 及 大 地 形 的 形容 漳 而 成 ， 其 中 有 5 SCARE, ALAM. Seat 

区 中 有 些 实际 上 也 不 是 以 森 太 植被 为 主 ， 但 从 森 宁 地 理 分 区 观点 促 可 能 按 各 区 的 和 森 体 杆 

被 或 休 木 类 型 来 命名 。 这 样 对 非 休 业 地 匠 休 业 的 辅助 作用 CO EVE), [elie tS ) 

any CLE IM AR, | 

_ 

ry 

— 

七 、 森林 地 理 自然 分 区 中 的 能 个 问题 

(—-) 尘 南 热带 亚热带 林 区 间 题 : 

作 考 首 千 认为 如 果 按 气温 为 指标 ， 植 物 带 主要 可 以 提 分 为 三 个 大 ， ante me, nee 

与 狼 带 (另外 冻 原 带 未 列 和 大) , OPEHID = PATE EN FAY TA i JA fn Wy A LL. De 

Candelle (1885) & Megatherma!, Meso*herinal 及 Microthermal (iA AAS IS 

Ifekistotheimal) BAHAR Is Kopen (1936) AY A.C.D. 特别 是 这 伴 匠 分 已 经 有 广 诈 的 

群众 基础 ， 即 一 般 所 公认 的 塞 、 温 、 热 三 可 的 概念 ; 同时 也 很 遵 合 我 圆 的 情况 。 

eS ee ee ee 

2 OO 



He BY ZR PK dh FEO PA o> BOS ata 73 

1638 BS BF AS PR PK — Hi as ABER, (A 4 SR A A 

AGATA RIGS, Fe BERT. CR ERT AS A Re AD A» BE AT 

SSRN y RES Shore 
带 及 热带 为 宜 。 

当然 ， 在 这 一 带 的 局 部 地 区 有 热带 休 型 及 热带 雨 休 型 的 森 休 RLS 1953 ， 何 景 

1956) ， 但 是 这 还 是 由 大 局 部 地 形 所 造成 ，〈 咽 签 绝 ，1957) ， 这 可 以 冲 与 超 演 灰 顶 极 : 

(Post-climax) 相当 ; 当然 这 一 名 届 东 不 是 完 公 恰当 的 。 

HES ESS MPI SVS ATR 〈 现 在 报 上 常 称 海 底 森 休 ) ， 这 是 热带 植被 类 型 之 

— (ABS LER RRO, RITE Mee 

3— 5 KAYE INE A RR EA, AES Se 

ieee HOM, KLASSE i RS, 783 Se em BA 

AUDEERIE SS WOVE RSOA AT BYR A AF ( Wilson,1920 ) 。 

(=) 大 兴安 绒 及 小 兴安 毕 与 长 白山 作 篇 一 个 大 区 再 分 饥 两 个 亚 区 ， 还 是 两 个 大 区 

问题 : 

根据 科学 院 自然 区 划 植 被 分 区 草案 将 大 兴安 绩 划 作 亚 塞 带 针 叶 体 区， 将 小 兴安 时 与 

AWB: FAA: 作者 把 这 两 地 划 作 一 个 区 ， 分 成 两 个 亚 区 。 这 两 个 下 区 . 

在 森 穆 类 型 上 有 相当 区 别 ， 前 者 主要 为 落 革 松 ， 此 外 有 若干 樟 子 松 、 演 十 柑 、 及 树木 、 

凸 和 祈 ， 有 少数 云 杉 。 和 后 者 主要 为 条 松 、 鱼 鲜 松 、 和 白松 、 冰 皮 臭 松 芷 必 有 若干 半 华 档 为 根 

(三 种 ) HR. BRL HIVE. KH, ZEN, ARES, ARH HEAR 

落 革 天 革 树 ， 但 在 原始 林 情 况 下 ， 落 革 阅 革 档 主要 为 件 生 档 种 。 从 森 休 带 来 说 有 时 称 为 

耐寒 什 业 休 ， 或 大 加 了 林 ， 某 些 学 者 (为 Mayr ,1935) 列 为 渝 艇 休 、 云 杉 休 带 (Abietum 或 

Picetum ) ， 这 是 森 休 带 中 的 耐寒 粒 型 。 落 革 松 应 该 是 这 种 森 休 类 型 之 一 种 。 这 两 个 地 

区 的 土壤 主要 为 生 章 灰 化 土 ， 低 罕有 泥炭 土 〈 体 业 部 调查 除 ,1955; 周 以 良 等 ,1955) ; 

至 巩 休 下 植物 及 人 林 间 阶地 的 植被 也 有 雷同 之 处 。 其 次 这 些 休 区 在 地 理 上 上 比较 过 逢 ， 在 祭 

业 利 用 及 焰 营 方式 主要 性 质 也 可 以 探 吧 近似 措施 。 所 以 不 如 划 成 一 个 区 ， 此 外 这 种 情 殉 

在 西部 亚 高 山 耐 寄 针 革 休 带 也 同样 存在 。 访 区 东部 及 南部 多 为 针 华 树 〈 痊 杉 、 云 杉 、 狂 

CREE) 与 件 生 的 关 革 横 混 交 休 ， 但 向 西 ， 向 北 往往 转变 为 云 杉 纯 休 ， 而 缺乏 伴生 

的 落 革 闭 革 树 ; 这 也 同样 难 失 区 划 成 为 二 个 区 。 至 蕉 大 兴安 赞 和 小 兴安 绕 、 ean 

植物 的 差别 ， 从 环境 来 说 可 能 主要 还 在 於 温度 〈 降 水 量 及 温度 ) ; MARRS 

更 痊 。 因 为 小 兴安 筑 的 北 坡 不 会 比 大 兴 ee whe owe ee ee 

ARRIBA AM ROR, JERK ERA AST OA 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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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K aR ROE: 
(eR IPREAAIH HAG MBAR, BUR ACYSI AE ( 李 世 英 ，1957 ) SRREAR 

Phones 5 PAUL, ACHR A ARS KR, (SL 
SERA MISE RS ERAo Ee, AEP TEI00OKEAKRERE, WE 
EREKGAPRE, MAARER, MARE (REAR: (Re 
RB—Wi1000K, RBA LLRAAE, POLS REDE, 
UEP ELEONORA PT SIE. Coy 195728) 。 
SAUL) AEE RH Ly SY AIC SER PER Le LS 
WMAREA SEERA MAUS, FEE LAER. DRI RI 

SEP BOR ERE GSO, TDR AREAL WEE OHO +5 ALE BIE. PO BAS, 
thts APRA 5 ES BAR 

八 、 各 区 概况 摘要 

天 共 各 区 的 森 休 地 理 情况 ,主要 森 体 植被 类 型 ,主要 森 休 植物 种 类 及 今后 林业 建设 性 
Es Se AL ERS BS UR: 在 这 里 算 择 机 简单 摘录 ， 以 供 休 业 工 作 
上 上 的 参考 ( 厅 业 部 ，1954; 休 业 部 造 休 股 计 局 ，1957)。( 附 : BARRIER APRS Bi) 

(—) 东北 出 地 耐寒 针 药 林 区 (东北 山地 用 材 休 水 源 区 ) Gat.) 

1. ANKE, MEME, 

(1) SMR PRATER, SESERS PK, MESES, TERR, 3 
(2) 主要 森 休 植物 : MRE. MH, ER, ARE, BA UB. BB. 

BARE; HEAT IE, DOR ELAR, OMS, MURS; PIMA, 
(3) PRBS: FH PTOR MAID, Fy OK EE ALR IER R 大 规模 共产 

pH, RETREREMKHE, KEERW RARER, BREE. MSMR 
田 及 牧 殷 ， 以 过 到 休 区 所 需 劳 力 ， 粮 食 可 以 自 和 给 自足 ， 使 成 为 交通 方便 ， 合 理 轻 营 ， 基 
年 探 伐 的 现代 化 休 区 ; 改变 流动 探 伐 方式 ， 及 休克 扰 人 保护 困难 的 状况 。 

2. 小 兴安 筑 长 自 山 针 间 混合 休 亚 区 ， 
(1) S3 RPRAT PR. ACPA PK, FAMED PK, SESEPA PRL SESE RYULZE BRL SEIDEL 

BER, EWI BE TAR RR REA be-5 ae WFR 

(2) SERAPH, ACES, MAURIS, RAEI, BR. KR, BE. BRR 

广 1. 基 号 内 和 柔 指 林 业 部 业 林 区 划 章 案 上 所 用 名 称 ， 以 下 同 。 



> 

中 国 森 体 地 理 自然 分 区 炉 检 

a ee co 
、 工 香 局 等 。. 
《3 ) REA sstheainconipiapieeneindiiiemietandein 

-esauen aneeet: eentnvennts, wexaanins 
ie | ee, | 

CH) ERB ma SRA (西部 高 上 水 源 休 用 材 休克) 
g 1; SERRA: EK, BE, CORMIER GRR. BE RD MR 
AG, PRINT)» CHER A, UE KR Ie, 3 
«= 2, ARI. MAY, HEY, BAR RRA, ee. 
其 萄 渝 杉 、 四 川 渝 杉 、 毛 枝 冷 核 、 蚀 皮疹 杉 、 轩 杉 、 嘉 南 秆 覆 、 西 康 油 松 、 非 山 松 、 云 
| 南 松 、 油 松 、 乔 松 、 詹 杉 、 云 南 铁 覆 、 半 能 、 香 伴 、 高 山 柠 、 山 杨 、 高 山 梭 ; Me 
RR. REAR. ATES, RE, BR, A. OT. a 

3. PERRIER: AUIS, IT RR OORMRAE LI, MRE 

REE, ARATE, DOERR, BLT eT LEER 

* 
Pe 

5 

¥ 

ERG. AEAITBEREA. EMM, KET ARBRE HME, (BERR 
q PUNT es. AER Na Ro BR AE ; 
Pe (=) FL PRRRSBRE (SKRRNMAMS, DPM Ze) a 

1, SRR, PRR PR, REE, ARH } 
| 2. SEBiPe HNO. NSE, ME, A SLM, OR, SCHELL SBE kum 7 

S.-M CHER) 、 杏 、 紫 穗 攀 〈 南 部 ) 黄 柳 、 砂 柳 、 胡 枝子 。 
慰 洒 归属 远 呈 过 秸 灾 田 防 注 打 ， 保 从 家 田北 供应 民用 材 与 当地 工业 用 小 和 

RR 在 规划 上 注意 与 安 业 机 械 化 耕作 相 协调 ; 多 化 居民 点 及 城市 和 交通 道 。 
(四 ) Sib MAE CS BME. ACI; 部 分 属 黄土 高 原水 

十 保持 休 区 ， 部 分 属 山 东 丘 陵 水 源 休 用 材 体 区) 
“1. 还 南 千 山 松 机 休 亚 区 ( 喧 南 、 结 北 水 源 体 用 烤 订 区 的 一 部 分 ) 

a (1) 主要 森 休 植被 类 型 : PERT PR. LEBER, CDSE} OK RPA PR, EEE 
BEE, 

(2) ASBLPR BRAID: ORES, RPS, HOAGARL SMR, WER, SCE, UR, BEIBR 
DEB. BE, yk, BA; MAM. ET. RE: I; RAE, 
wa,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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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 业 发 展 远 景 : 以 生产 小 用 材 及 了 水土 保持 为 主 ; 沿海 低 山 可 以 发 展 水 革 及 从 
蛋 ， 海 边 可 发 展 为 风景 区 。 

2, 芒 山 松 柑 休 亚 区 ，(〈 竹 南 、 费 北 水 源 休 用 材 休 区 的 一 部 分 ) 

(1) 主要 森 休 植被 类 型 ， 棕 树林 、 油 松林、 侧 柏 休 、 落 革 关 革 什 木 杯 、 灌 未 闵 及 
草本 群落 。 
iG 2.) 主要 森 休 植物 wees, UAL, HAS, ABIL, PHPR. WEARER, oc 、 殉 

ist man eB. WN. EW. ORR NEBR. PERE, BEB. BER. eS. IL, 

Ea; HARARE, Ae, SEM. ERB, WKS. BE. BRE pr, Fete, 
‘iS; RAPER (LER) | AR, WERE. 

(3) 林业 发 展 远景 : 保持 水 土 ， 保 访 落 调节 水 源 ; 在 条 件 较 好 处 培养 工矿 及 民用 

HHBKH: 部 分 地 区 发 展 水 革 及 干果 。 

3. GRUBB (HALSALL EMM) 

C1) 主要 森 休 植物 类 型 ， 炮 休 、 油 松林 . 白 皮 松 全 (CORTE DER) ， 

GUAR, PERERA FEREA PK, WUE, TEER REAARHE. 

(2) =EREFRPKHIY. HES, PUA, GES, SEALE, MERE. HAL BR 
Hi. BEE, AAR, EPR. PR OME. SCSEH, LUE MEAIB, Be, BORE 

花椒 、; ERATURE, GAR. BEE, BE (LAR) . LMS, HOTA 章 

ABER, AH, WRB. 
让 
4. UAH SRE PR CIR ERE AK UR PR PE) OC 

(1) EBS PR ANB. RRR PR, ES RL UTR, BPR Sc CAE, 

yi Rv BLM, 
(2) AEBLAE MAY, RES, EULER. FRR, aS, Be, CS 

地 名 平 柳 ) se. PR. Wot, BEB. MeAGB. CR, HR, UR, BOR, Bi 

SS. US hh, BEES. Be; ERC RSE GERI, PER, WD. JAR, eK; BE 

ALE, PRRRAR, 

(3) 林业 发 展 远景 : 生产 用 材 薪 发 材 站 保持 水 土 } 培育 必 蛋 休 ; 部 分 地 区 可 发 展 

干果 及 水 果 。 

(五 ) 玖 北平 原 农田 散 生 林 区 SECA EM) ， 

1. 主要 森林 植被 类 型 :农田 防 访 休 ， 散 生 树 六 。 
2. 2EMGEHGY: (UR, DEB. OB. AAU, Heel, SOAR. ERR. BOR, 



一 一 一 ~ 

rp Bl ge PR Hh BET PR SA ‘pag 

树 、 白 蜂 、 泡 桐 、 桑 树 、 构 树 、 加 拿 大 杨 、 标 杨 、 洋 槐 、 概 杨 、 柿 、 君 球 子 、 束 、 白 
‘Sh. 7S. Wk. ey ACHE, RAR, AED BIL) ; ARR AEE, 

3. MERE: MRAM ER EI: 固定 流 砂 ; BIER 
及 城市 和 交通 道路 。 

(六 ) 黄土 高 原 森 林 草 原 区 (黄土 高 原水 土 保持 休 区 的 一 部 分 ) ， 
1. 主要 森 休 植被 类 型 (EUR BDPR, SERIES HhoR PR, NR, SRE 

玉 平 地 散 生 梢 法。 
2. 主要 森 休 植 物 ， 油 松 、 侧 柏 、 裳 古 橡 、 山 杨 、 棒 木 、 漆 、 早 柳 、 松 、 臭 椿 、 秽 

FB, PAU, TERR. WTS; 灌木 有 棒子 、 鼠 李 、 花 修 、 酸 素 、 醋 柳 、 锅 网 儿 、 白 列 针 、 
FR, WIR. Hie; MATER, GRR. WORD, 

3. 林业 发 展 远 景 : LE, DE EER 
(七 ) SHUM WARS RAE: Gea ek We PR IT PRI ) 
1. BE Wes hae: 

C1) 主要 森 体 植被 类 型 ， 松 休 【 有 油 松林 〔〈 北 部 ) 、 辈 山 松 休 (BEAD) 马尾 松 
条 《南部 ) ] BPR, PSPRIRZC PR, Rik GREER PRES DOA) 、 落 革 半 革 什 
ABR, BEAK. EEUISHSE PK, “EYr PR, BRERA Ph FEMI ASE RSE UIE, 

(2) ASSN: WHE, BE. SEU, GRE, A. AE. RRA 
B. MRE. GH. ERE. BRAY. AME. ERE, eK. U.K 、 儿 
. We. RPE. FRR BU, SAR, ERR, FEN, SS, MR. 
PS, HAA, ORB. NSE, WRC SERB. Er. (REED) 淡 竹 、 油 桐 、〈 南 
部 ) YA. GARB, BRK. LOD, FEAT ORE. BAB. TB. AB. ee 
B. ART BABAB, HG. ORB, MAES es, | 

(3) PRORESRIE. PLRk-L, CEM rae Rae PRE CARI. Rt 
. Hah, ST, ATE) ， | 

2. YEPAWIHOEA RE ik aE ee, 

(1) 主要 森林 植被 类 型 ， 松 休 〔 马 尾 松 休 、 黄 山 栓 体 、) ALR PRL BOPRL BEE, 
RISE HAR, HEARSE. Cr Pk. HR REISSEULA 

(2) 主要 森 体 植物。 PODER. BRIS. HK, UA, BES. BI. HEE. 
HE. ER. A, Se. HR, SER, A, PEEL SEB, BL 毛 

Wiel, FRUAL BAR, UR, UR: 草本 有 : Be, WEL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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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ORE: AAU, GREEK; FEHR, 
Woe | 

CA) SCE FRR CSIC FUERA I) ， 
1. STARA. Tk, bd, REAR. | 
2. SUA MRHIYD: SEAM, TT, BRICIN ABR, SR, MYT. OL Met. 、 概 、 柱 

Hd, GA. PR PD SEPR. PR RAS. BL ZS. AL BEA, 
3. AORRIEIO: (ARLEN RT; amen 

eR. 
(A) UNA (041 EH HEE ARI ) 
1. 主要 霖 厅 植 被 类 型 ， 松林、 柏 本 休 、 杉 木林 、 橡 休 、 人 竹本、 常 称 关 华 榭 林 、 河 

HEP BATE RCE - 
2. 主要 森 休 植物 ， IBRES. eK. fk. Oe. ER, BR, SER. Be 毛 

Os. Fe. WOK. BR. HB CARLO). BR, BOER, RL HEA, SER, HL OT 
2th, MB. aL. eA, at, ELA. BRR. 2E, ALL A, BEST, ORE RR, 
TE, WR, ACR, 

3. POR SEES: AE MT. BER CARER) ; ee Be 
, RikEMC LH; 生产 果品 ; ROSE RMR. ah. 

a 南方 山地 常 称 林 区 OCHA UNUM) CRITI PRR) ， 

EULA, ISIE, AHR. EDP, PRIME OR, ARMIES BE 
BIWISE RK, MEATS PK. iH PR, RRS. | 

2. RR: BAL BBA, BUI, PAAR, NZ. Qbets EH OES. 2 

1. KE. SEE. ACH. RERGARVED IER. ABR, HT, HOR. ITE 
PERS, MEL, MA. AR. ARSE. ER. RL PRT. BRI, id, hk, Bi. AL 

fit, i, Be. U3, BEWE. BEAR; 灌木 有 :; (6. SRE. Re. week UpbR. 
i. AES. EBL, BUR), EIEN. BOK. OF, SOM. a: BS. 
TH. RE. 

3. 林业 发 展 远 景 。 ACRE CRUSE, MEE. ERAT)» SH 
原料 及 特种 休 产 品 〔 特别 是 桐油 、 油 茶 、 相 油 ) ; 整理 休克 道路 及 河道 ， 使 成 为 我 国 重 
杰 用 竺 供应 基地 ， 发 展 竹 木材 加 工 制 造 业 ; 发 展 果品 生产 及 茶 革 生产 。 
(十 一 ) 云南 高 原 季 雨 常 称 林 区 (云南 高 原 特 种 休 用 和 材 林 区 ) 。 

1 .主要 森林 植被 舌 型 ， 云 南 松 休 、 非 山 松 体 、 油 杉 (HRA) PR, FESR BR OK, HER 



ee PIAL Ore Pes ety oF CGhe, ER Dee oes te eae Wake An May PR, AeP RAR CTR 
fae penser st ik? al te bs 征 册 OR nie ae eg me a eh it ir frig "a y ba Keo My At Hy i ‘ hs ee ia (RAW 

iris i) J vs ay) 站 二: hh £34 ; 

4? BY Ze PR Hn PRO YR SP OS ie 

asain: Bias CRM AIRES)» aL CIO RE) 、 Wwe 
TA ee Se ee Le CS ee 

BB, ASEM, HEAT. Ba, USER, ACHE, HL DSS BRL URIS: 灌木 有 :; 多 
AH AI. EAB HR, OR; BORSA, BSE, eT 

| 3 PRBERERESEEL: AHEM. BRE. HERI PRE ae PEE AL I, 
(+=) 华南 丘陵 热带 、 亚 热带 季 雨 林 区 : GER, TRUE IE) 

1. FEED ROE BS AY ES PRE: 
C1) 主要 森 休 植被 类 型 : BSE ra SSE, CREAT iat 

BR, WE, RAR. 
x (2) 主要 森 休 植物 : RE EES, kth, TR, 1G. I, RI CAS 

#e. SM) PL ACHE, A, GT, A. TA, BK, i, RL ARS 
Bk. HiT. Mer. PMT. PERT. BU, BT. EE, WE, A, REL ok 

«8, A, A. BUR. A, PB ok, TR A. Ae 
ae: RR ee 、 番 木 

Se ae ee coe ee ee es ee Re 
AL WES. BAT. EROE. BORA. BB, CRB, SORE, AE, 
WAH: BF. WM, ATE, Bh, | | 

(3) PIR: RTE, KRABI: PRE: 营造 海岸 
固 砂 休 ， 防 风 休 及 水 二 保持 体 。、 

2. 海 南 岛 热 带 季 雨 休 亚 区 。 

(1) 主要 森 休 植被 类 型 : MEAG, MIM RE, 
(2) 主要 和 森 休 植物 : FSA, MESA, PEC, MERE, BPE, ee 

a OS et ee a) 可 
+. WS. MAE, WE, HRB. mk, Be, He, BPR: 灌木 有 : BIB, 

RE. PE. SEN. SUR; 草本 有 : BS, AEB, AR. 

(3) 休 业 发 展 远 最 : 发展 可 带 竺 种 都 济 休 及 中 重用 材 ， 小 注意 水 土 保 计 。 
3. 漫 南 热带 、 亚 热带 季 两 休 亚 区 。 

Oe et ee ee 
C2) 主要 森 休 植物 : SSPE, ARID, PRI. ARR. RTS. TE, ABA, ok 

Gh, APHE. GEIR, PR, ACHE, VER, EE, BE, ee, nt, UR, ER. 

SP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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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H, EGR. BR, BEORAT: 柴 珠 局 、 灰 木 属 、 电 子 花 、 油 柑 、 提 平权; 
se an ee. | Nees 

(3 ) PRE BER: RRR TSR UER COnUE, “RB. 58H) . JU: 
建立 特种 体 产 工业 ; 保持 水 土 。 ieee 

(+=) 台湾 复合 林 区 (ARK I) 
1 .主要 森 休 植被 类 型 : 亚 高 山 儿 革 休 、 常 称 关 革 休 、 高 山 耐寒 针 华 厅 、 郝 活 林 。 
2.BERMEM: 408. GHB. GHCER, BERK. GBnBR, aee 

He, GMA, BMS. BK. BAK, BL A. SEE Se. SR 
BB. Eire, SAE, TB, OME, Hk, 

3. 林业 发 展 远 景 : 生产 用 材 ， 发 展 热 严 休 产 品 及 休 产 工业 ; 注意 森 全 保护 ; UE 
源 调 节 剑 ， 水 二 保持 订 。 

CHE) 天山、 阿尔 太 山 耐寒 针 药 林 区 ( 甘 新 灌 汤 安 牧 防 访 休克 的 一 部 分 ) 
1. PY RAR Et SE PR 

C1) 主要 森 厅 植被 类 型 : TU, UTR, BON, 
AER. | 

(2) 主要 森 休 植物 西伯利亚 果 松 TEE aE, PMR. 
TH/j{PBAe GEE BNA: ARTE WERE RB eR. 

(3) KEEBLE: RECLAME ARALREKLRAM, Mei. 4 

anon 
2. 天 吊 云 杉林 亚 区 。 

(1) ERNIE. KIARA, BRERA, TERE. 

(2) ERM: KUIRe. RR EEL ERE, KUO. BRE, 

Sein, PAE, MIR. RIB. HOC. EUTERR, FEMME: 低 处 有 : BPA 

HM, WI, BINS, 
(3) 林业 发 展 远景 。 保护 站 经营 现 有 森林 ; 所 大 森 硒 面积， 保持 水 土 ， 疆 最 雪 未 

Tis, SAE AH. 

(十 五 ) BALARABRERRERE (ICP) 

1 .主要 森 休 植被 类 型 : TBS, PEBISE PE. 
2. EMER HD: HB. SEB. PO. EGU, MO, eR AE, BH. 

ZOU. HR. AAFGSL, MR, ABN. 

3. ORR BE: EVR IGE, AD UREA REE AE R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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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新 绪 盆 地 干草 原 及 荒 并 区 ( 甘 新 灌 浙 农 牧 防 访 休 区 的 一 部 分 ) 

1 .主要 森 休 植 被 烽 型 : 河 潍 杨 体 、 BRIAR, FRISE PR. 

2. 主 要 森 太 植物 : WB. DEB. RAB. BM, R. GB. WH, BR. HH 

i, HveH, He, RM, 
SPREE BRE: ESE TESRE AF aE HBL PR AR EB ee 

REAR. 

(++) 青藏 高 原 草原 区 (青藏 高 原 草地 畜牧 防 访 休 区 ) 

1 .主要 森 休 植被 类 型 :高 册 灌 妆 。 
2. 主 要 森林 植物 ， 柳 、 松 、 高 山 栓 、《〈 柴 过 木 园 柏 ) . BUTLER, PR. 

属 、 翻 白木 、 锦 网 儿 属 、 麻 革 轿 球 属 。 
3. 标 业 发 展 远 景 : 保护 现 有 灌 闭 薄 加 扩展 以 保持 水 二 供应 薪 材 及 小 用 材 。 

(+A) SRBRREK Gt eB) 
1. EMMY, BURR. 
2. 主 要 森林 植物 。 (EB, WGI, WIPERS. FROBROIL. DARE, HER. 
SERB: 本 区 无 休 业 ， 藏 胞 作为 夏季 放牧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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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列 举 的 森林 植物 学 名 及 中 名 对 照 

Avies Mill. RB 

A. chensiensis Van Tiegh #¥4¥ake 

A. Delavayi Franch. 377 

A. Fabri (Mast.) Craib  ¥ (Ya) 

A. Fargesii Franch, pe Je VG*e 

A. Faxoniana Rend. & Wils. ERK 

A. Georgii Orr. ERB 

A. holophylla Maxim. 日 松 

A. Kawakamii Ito PEK 

A. siberica Ledeb. PRGFIRE YE 

A. squamata Mast. f@& RR ARAZ 

A. sutehuensis (Franch) Rehd. & Wils pa)IYae 

Acacia confusa Merr. ith 6. 

Acer 工 。 Bgle5 

A. truncatum Bge. 302 ha 

A. turkestanicum 4-32 StH 

Ailanthus altissima (Mill.) Swingle #§ (4) 

Albizzia chinensis Merr. Fast 

A. kalkora Prain §$jlyRB CUR) 

Aleurites Fordii Hems]. 油 桐 

A. molucana (L.) Willd. 73% 

A. montana (Lour.) Wils. =F-2¢4) (83H, AR RD 

Alhagi Desv。 ESSER 

A. camelorum Fisch. BEI 

Alniphyllum Fortunei (Hemsl.) Perkins. Jape (DRBB) 

Alnus B. Ehrh. 赤 杨 属 〈 楼 木 属 ) 

Alnus cremastogyne Burk. FEAR 

Ax. Ferdinandi-Coburgiit Schndr. 水 冬瓜 

A. Formosana Makino F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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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aponica Sieb. & Zucc. FRB 

A. nepalensis D. Don, .时 冬瓜 

Amorpha fruticosa L. 22 hip 

Annonaceae {7% “Ft 

Aporosa chinensis (Champ.) Merr. 银 此 

Aralia chinensis 工 ， Fare 

Araucaria Cunninghamii Sw. PACER 

Arctous ruber (Rehd. & Wils.) Nakai. 24 424% 

Areca catchu L.. Rake 

Artocarpus integrifolia L. YEOH (AUB, HILTR) 

Artemisia (i J85 (3035) 

Arundinaria amabvilis McClure 75’ 〈 茶 杆 竹 ) 

Arundinella anomela Steud. 又 本草 ( 野 特 草 ) 

Aster altaicus Willd. 阿尔 太 紫 花 

Auricularia auricula-fudae Schrot. 木耳 . 

Averrhoa carambola. VERE (BERK) 22K * ab 4 14 

Baeckia frutescensL. 岗 松 〈 扫 把 草 ) 

Bambusa pervariabilis McClure #2257 

B. rigida Keng & Keng f. 硬 头 黄 

B. sinospinosa McClure ”车 简 竹 〈 箱 竹 ) 

B. texilis McClure 青皮 竹 

Barringtonia Forst: = RS) 

Berveris 工  7h% 

Betula. PEARS 

Betula albo-sinensis Burk. X{fié 

B. humilis Schrank. ‘ii 
B. insignis Franch. 香 权 

B. luminifera Wink], #E3EKE 

B. 

B. 

B. 

platyphylla Suk. AS &) 

pubescens Ehrh, = HE 

siterica 西伯利亚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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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chofia trifoliata Hook. PAK 

Bothrichloa ischaemum ( 工 .) Keng (Andropogon ischaemum 1.)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 工 .) Vant. fhe} 

Brucea javanica ( 工 .) Merr. 焉 胆子 

Bnrseraceae {i}i#} 

Calamagrostis Langsdorfit 人 华章 

CalamusL. FARR 

Callicarpa 工 ， 紫 珠 局 

Calligonum mongolicum Turcz. 麻黄 艺 (WRB) 

Callophyll um innophyllum L. SG HEYER (AUEBFE) 

Camelfa sinensis ( 工 .) O. Ktze ZF 

Camelia sinensis var. assamica 普洱 茶 

C. oleosa (Lour.) Rehd. 油茶 

Camptotheca acuminata Dene. =f} (4H) 

Canarium altum Raeusch. fhe 

C. pimela Koenig. [3k 

Caragana Lam. $2850 5% (HEA) 

C. microphylla Lam. /p#=GBSB5E 

Carica papaya. BKM 

Carpinus L. SURF GG ERED 

Caryota ochlandra Hance f@ BRE 

Cassia siamea Lam. EIJK (LDA, 

Cassiope D, Don, 4432 

Castanea mollissima Bl. ARE 

C) Sigisati Doce, Sea 

Castanopsis Spach. 楼 属 

C.  scerophylla Schott. TERE 

Casurina equisetifolia Forst Rh & 

Catalpa Bungei C. A. Mey. #fk 

C. Duclouxii Dode jie Hk 

C. ovata Don, 梯 

A (A=R) 
a 



Hp By Ze kK mE RD 

Cathyia Chun $42 J 

Cedrela sinensis Juss. HR 

C. toona Roxb. Xe 

Celtis L. Fb 

Celtis Bungeana Bl. 黑 弹 树 ， ovata C. Bucovd 以 AERAL 

Cercidiphyllum japonicum Sieb. & Zucc. jx FRI 

Chaemaecyparis formosensis Matsum [#8 

C. tatwanensis GBR 

Chrysopogon aciculatus (Retz.) Trin, Py Gp Re 

Chickrassia tabularis “ERR (BASRA) 

Chosenia bracteosa (Trautv.) Nakai HAE) (E3E I) 

Cinnamomum Camphora Nees ## 

C. cassia Bl. 肉桂 ; 

C. inunctum Meisn. 油 樟 

Citrus sinensis (L.) Osbeck #} (BRFH. HIRE. BRE) 

C. deliciosa Tenore § 

Clausena lansium (Lour.) Skeels. KE 

Cleistocalyx operculatus (Roxb.) Merr. & Perry. 7K4 (水 榨 ) 

Cocos nucifera 1. #R=Ff- 

Coffea arabica L. mye 

Combretaceae 使 君子 科 

Coriaria sinica Maxim. 38 

Cornus conitroversa Hemsl. JAH 

Corylus L. 标 子 属 

Cotinus Coggygria (L.) Scop. var. cinerea Engi. ig 

Cotoneasier B. Ebrh. 枸 子 属 

Crataegus cuneaia Sieb. & Zucc, BF ly fe 

Cratoxylon ligustrinum (Spach,) Bl. 黄牛 木 

7 Crypteroniaceae 克 列 小 脱 郎 科 

Crytomeria japonica D. Don. HZ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Hook. %% 

87 



88 研 完 报 告 

C. lanceolata Hook var, Konishii AZ 

Cupressus Duclouxiana Hickel. 冲天 柏 《〈 于 柏 杉 、 圆 柏 ) 

C: arr Endl. 柏木 

Dacrydium Pierrei Hickel. (e4#5¥S (3H) 

Dalbergia hueana Hance it¥ 

Daphniphyllum Bl. 2Q@BARIES (52 BZ BIB ) 

Datiscaceae 大 第 斯 科 

Delonix regia Raf. JAK 

Deutzia Thunb. 285K 

Dilleniaceae Aff PkF (a ER FI) 

Diospyros kaki Lf. hifi 

D. lotus Linn, $3¢-F- (KH). 

Dodonaea viscosa L. HE a&=- 

Dryas L. {ARB 

Dyionylum procerum Hiem, WR. CRB 

Elaeagnus angustifolia L. E& 9) (38) 

Empetrum (Tourn.) L. #23 

Engelhardtia Lesch. i8B 

Eriobotrya japonica Lindl. #8 

Eucalyptus camaldulensis Dehnhardt ¥2P% 

E. citriodora Hook. f. #RERRE 

E. globulus Lab. #2PR 〈 灰 杨柳 ) 

E. robustaSm. KER 

E. tereticornis Smith. }HZERR 

Eucommia ulmoides Oliv. #tfh 

Eulalia Kunth. 435) 

Euonymus Linn, fj FB 

Euonymus Bungeana Maxim, fH AS 

E. Semenovii Regel. & Herd. Kl 

Eurotia ceratoides ( 工 .) C. A. Mey. 优 若 

Buthoric longane Lamb. Tie 



i en Bs Sy a aa Be ee 

Eurya Thunb. *§ 

Ficus L. PBIB C(AEFE SLB) 

F. altissima Bl. FCRERR CLLR) 

五 lacor Ham, RES HH 

F. retusa l. PRR 

Firmiana simplex (1..) Wight #24 

Forsythia suspensa Vahl.  j3 

Fraxinus chinensis Roxb. Fig 

F. chinensis var rhynchophylla Hertisl, 7E HH (ABAD) 

五 mandshurica Rupr. 7K fA Rh 

Ginkgo biloba L.. 银杏 《 =e) 

Gleichenia Linéaris Clarke tape. 

Glyptostrobus pensilis (Staunton) K. Koch. 水 松 

Gossampnus malabarica (DC.) Merr, RH 

Grevillea robusta A, Cunn, $f 

Grewia tiloba G. Don, var. parviflora (Bgeé.) Hand.-Mazzetti FATAE (452k). 

Guttiferae RHF: 

Halimodendron halodendron (1,) Voxx, esas] 

Haloxylon ammodendron Bge. 42427R (PRP) 

Hedysarum 

Heyderia macrolepis 工 (—Libocedrus macrolepis ¢ Kurz.) Bétitham; & Hook, 

KES ii 

Hevea trasilliensis Muell. Arg. [2,7 SRB 
Hibiscus tiliaceus L. BRR; 

Hippophe rhamnoides 工 ， 醋 柳 〈 沙 趟 ) 

Holol achne songarica (Pall) Ehrenb. ( Reaumuria songarica (Pall) Maxim.) Aree 

Homalium cochinchinensis (Lour.) Bge. 天 艺术 

Hopea chinensis Hand.-Mazzetti $7 fh 

Hydrangea Linn, 八仙 花语 

ILlicium verum Hook.f. 八角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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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gofera Kirilowii Maxim, |\\# 

Juglans fallax Dode F248 Rk 

J. mandshurica Maxim. PKK 

J. regia L. FARE C&P) 

Juniperus 工 ， 栓 相 属 

J. sabina 工 。 新 疆 园 柏 

J. semiglobosa Regel 天山 园 柏 

J. squamata Lamb, 高山 容 

J. zaidamensis Komar。 2£327R bq 

Kalopanaz pictus (Thunb.) Nakai #a}#fk 

ie Didone (lvakch.) Biste wake 

K. Evelyniana Mast. 38yH#E (882) | 

Knema 

Koelreuteria paniculata Laxm, PRT 

Larix. Mill. 落 革 松 

_L. Gmelini (Rupr.) Litvin, Rye RERS 

L. Gmelini (Bupr.) var. Principis-Ruprech i1 (Mayr.) Pilger. SEALE HERS 

L. olgensis Henry FRARR (TER) 

L. Potaninii Patal. *7#Z% 

L. siberica Ledeb. Pa{AA TRH 

LecthIqacee E%FI 

Ledum palustre 工 喇叭 茶 

Lespedeza ticolor Turca. HER =z 

Ligustrum lucidum Ait. 女真 

Lindera Thunb. $h¥8i lk 

L. glauca Bl. || GAA 

Lingnania McClure ify J;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fi # 

Liriodendron chinense Sarg. #E2E0K (KRHA) 

Lit chinensis Sonn. #5¥ 

Lithocarpus Bl. Aisa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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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L. cleistocarpa Rehd. & Wils. 包 棕 村 

L. vifidis Rehd. & Wils. AEN Aes 

hid Lam, es i 
Litsea cubeba (Lour.) Pers, AES | 

Livistona thinenisa Br. jx 

Loropetalum chinense RB. Br. HEAR (ARF FE) | 

Lycium chinense Mill. 构想 

Macaranga denticulata Muell. Arg. 中 平权 

Magnoliaceae 木兰 科 

Maliotus Lour. 野 桐 属 

Malus pumila Mill. #§#.- 

Mangifera indica. FCS CBS) 

Melaleuca Leucadendron. FA=F- 

Melastoma Buans. ex L, BARES 

Melia azedarach L. 栋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 Cheng 7% 

MicheliaL. FATE (RSE) 
Miscanthus sinensis Anders 3: 

Moraceae 3#} 

Morus alba. 38 

Musa par adisiaca \,. var. sapientum O, Ktze. ARH 

Mussaenda L. 玉 药 人 金 花 属 J 

Myrica rubra Sieb. & Zucc. 杨梅 

Myricaria Desv. 水 柏 枝 属 

Myripnois dioica Bge. MEW. 

Myrsinaceae 224>/FF} 

Myrtaceae k4zipF} 

Nitraria SchoberiL. Ax (4H Hi) 

Ostryopsis Davidiana Dene, je #E=- 

Paliurus ramosissimus Poir, $k (FR HA. ) 

Palmae #42 F} 

Pei 



大人 ay 

Pandanus tectorius Parkins Se $bits} 

Paulownia Fortunei (Seem.) Hemsl. 泡桐 

Pentacme BORE 

Phellodendron amurense Rupr. 黄 波 罗 

Phoebe Nees KAA I 

Phoeve Bournet Yang (Machilus Boyrnei) BAK 

Phoenix hanceana Naud, #ase 

Phragmitis communis Trin. JRE 

Phyllanthus emblica \.. ARR (RHA. TERE) 

Phyllostachys tam'usoides Sieb, & Zucc. 斑竹 

已 edulis (Carr,) Houzeau de Lehaie 6% (ah oR7T. BATT) 

P. puberulla (Mig. Munro RFF 

Picea asperata Mast, FREAK (RE) 
P. brachytyla (Franch. ) Pitz: wea (BM), 

P. zezoensis (Sieb. & Zucc,) Carr. fRRERS 

P. Koyamai Shiras 4 RR 

P. likiangensis (Franch,) Pritz. 三 江 去 棚 

P. morrisonicola Few 

P. neoveitchii Mast, 4rRE ZZ 

P. olovata Ledeb. 欧洲 云 棚 

P. purpurea Mast. SRB 

~ P. Schrenkiana Fisch, & Mey 天山 云 棚 

P. Wilsonit Mast. 青 杆 

Pieris D. Don. KBAR 

Pinus Armandii Franch, (FX (FLERE) 

P. Armand: Fr, var, Mastersiana Hayata BeGRE) 

P. Bungeana Zuce, ARE 

P. cembra L, var, siterica Loud, pA AGF TB SFS 

P. densata Mast. 西康 油 松 | ) 

P. densiflora Sieb. & Zucc. FRE 

P. insularis Endl, (= P. yunnanensis Frand.) 云南 松 



enakamane Rem 
~ 

P. Pe Sieb. & Zuacc. ALAS (海松 ) ， 

lz Juchuensis Meyr. 癌 湾 二 革 松 

BY deacddensts Meyr, var. hwangshanensis (Hsia) We Biles 

ee wi ig Massoniana Lamb. BER ge 

P. Wes fais Junghuhn & De Vries BRED SERS 

P. parviflora var. Fenzeliana ( Hand.-Mazzetti) Wu MENT ES 

这 让 P. parviflora ae} morrisonicola (Hayata) Wu 

P. pumila Reg. {ERS 

_ P. sylvestris L, var. mongolica Lith. 樟 子 松 

P. tabulaeformis Carr. 油 松 

P. Wallichiana A. B, Jacks. (=P. excelsa) FPFE 

Pistacia chinensis Bge. 黄连 本 

已 vera iy Bay yee | 

P. weinmannifolia J. Poiss. ARERR BT 

Platycarya strobitacea Sieb. & Zucc, 化 香 

it 

> 

Oy 

Podocarpus imbricatus ¥8=E 78 

Popul us 风月 Maxin, = Mig 3 

P.aloal. SAB 
P. canadensis Moench. MEKAE 

P. cathayana Rehd. FF 

P. euphratica Oliv. (P. diversifolia Schrenk.) {#8 

P. lasiocarpa Oliv. KEG 

P. Maximowiczii Henry 8 

P. nigra \,, var, italica Muehch, S8f8 

P. nigra \., var. thevestina (Dode) Beau. $8KBR CSiELEB), 
P. Purdomii Rehd. Fates 

£; 5 Carr. 小 药 攀 (水 桐 ) 

P. tomentosa Carr. 2A 

P. tremula L. PRON WE 

P. tremula 1, var. Darvidiana (Dode) Schneid, pe 

P. Wilsonii Schneid. 545 



A - Potentilla Frakes L. max a 
5 

sf Prunus Sere Toning than iv a 

hue, persica (L. ) Batsch. Bk 

hd Pterocarya stenopter a De. HAG (Em, ora) 

. Pterocel tis Taktarinowit Wiis aa] (金钱 枯 ) ae ‘ee 

t _ Pyracantha crenato-serrata (ian ce) Rehd. KF Cie) 

 Q. Chenii Nakai hit KS : 

Q. dentata Thunb, 机 村 if ; ar 

Oo OO Sosa 

过 yunnanensis Dee eo 

te Dilkritcta Ledeb. Bee 

ea mume Sieb, & Zuce. 梅 

P. pseudocerasus Lindl, FERE 

P. salicina Lindl, 4E 

Prinsepia uniflora Batal. 33H) 

Pteridium aquilinum Kuhn. ii 
7 

Ptah hirsuta Schneid. g 

Pyrus Bretschneideri Rehd. Aa ; . 

“P. serotina Rehd. wF! ! 
Quercus acutissima Carr. i 

0. phe Bl. Ae 

O. aliena Bl. var. actuesserrata Maxim, SR BE 

Q. Baronii Skan. | Ht Bay 

0. Fabri Hance Fy 

Q. glauca Thunb, ( ye obal anopsis glauca) 23 AS 

5 人 Koidz, 34 Hie , 

_ mongolica Fisch, & Turcz, 8 a BS 

. Schotthyana Rehd, & Wils. jie FF he (Dee RE) 

. serrata Thunb, 4 te 

. spinosa David, QRiTez- ， 

. semicarpifolia Sm, 高 加 机 

. variabilis Til. FE RES iS 



ens h 

inte Re ORS) 

oa Fr aS 

OR. da aburicum L 兴安 杜 胞 

1 ate (B1.) fe Don. SER 

PR: Simsit Planch | BEL AT 

eats i ae Rhus chinensis Mill. Be )B7R 

: ‘2. verniciflua Stokes j& 

tie Ribes LL. ASRS) 

# — Robinia pseudoacacia L. ERR CHER) 

ie 二 0 ai ap 属 

4 r Sabiaceae i RR 

= ‘Saccharum arundinaceum Retz, AE 

Salix babylonica L.. SERN 

|S. Cavalerici Leveille EMM 

SS Chienii Cheng Ee OM 

S. flavida Chang & skv. Rib} 

aa Koidz, 旱 柳 

S. mongolica Siidee 黄花 柳 

S. purpurea L. EH 

_S. Wilsonii Seem. 河 柳 

Santalaceae #7 Ft: 

Sapindaceae ‘iff #4 =7-#} 

Sen sebiferum Roxb. E34 

Sassafrus tzumu Hemsl, #7 

Scheffera octophylla Harms. GF HIZR 

Schima confertiflora Merr. 木 衍 

An 

Ra 0 Sich & Zep Cn 45 NAB i 

¥ tae Rhodomyrtus tomentosa (Ait.) Hassk. pe aehi 

unit? punjabensis Stew. var. sinica (Diels) Rehd. & Wils, 



ee 8 & latiflorus McClure 甜 竹 

“也 Wi W a ich Choisy “OK + 

Sinarandinaria Nakai yr sa 

ae affinis McClure 38/5. 

A r 

Sophora japonica \s. FB 

S. viciifolia Hance ' A ¥N¢} 
Sorbus tianschanica RU AER 

Spiraea L.. WHER (GING) 
Spodiopogon sibericus (Steud.) Trin. eyhe: 

| Spondias axil pak Roxb. (= Choerispondias axillaris Burti & Hill, ) 

Sterculiaceae ”梧桐 科 Gee ; t 
Sterculia lanceola‘a Cav. fe | rie 

Streblus asper Lour, FH 

Stipa Bungeana Trin, 2E%e 

Siyyrax lL. RABE 

Symplocos paniculata (Thunb.) Miq. ew (RA) 过 

1 cryptomerioides Hayata <p ¥eRkZ a 

Tamarix chinensis Lour. #8#i) 

Tectona grandis. aR 

Tetrameles (Datiscaceae) 四 枝 术 
Theaceae AF} 

Themeda gigantea (Carr, Hack. 大 车 

T. triandra Forsk, 7 (AE) 

Thuja orientalis (Biota orientalis Endl, ) 便 柏 

Tilia 工棚 属 

T. amurensis Rupr. HR ( fay RE AR FE) 

T. WON Mer ict Rupr. & Maxim. ef 

Torreya grandis Fort.  #E fit 

Trachycar pus Fortunei (Hook, f.) H. Wendl.) #24 

Tremalla fucifor mis Berk. $f 

Tsuga chinensis (Franch,) Pritz,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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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ga yunnanensis (Franch.) Mast. By gkK 

Ul mus laciniata (Trauv.) Mayr. FF 

U. macrocarpa Hance Fit 

U. pumila L. FR (CARR) 

Vaccinium bracteatum Thunb. ERR 

V. uliginosum 工 都 食 

V. Vitis-idaea. 8FYEIB 

Vatica astrotricha Hance # fs (ith ia) 
Viturnum L. Best BZ i 

Vitex negundo \.. FAl%& 

Vitis vinifera L. i 

Wordfordia floribunda Salish. 虫子 花 

Zanthoxylum simulans Hance 花椒 

Zelkova Schneideriana Hand:-Mazzetti fg 

Zizyphus sativa Gaertn, ZB 

Z. spinosus Hu. eB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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